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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泉梵唱，普庵法脉今犹在 湘水含禅，
千年因缘一僧来
　　大美潇湘，山青水秀，文
化厚重。在锦绣湖南的旅游版
图中，不乏集优美自然风光与
深厚历史文化于一体的著名景
点，如张家界天门山寺、国家
级“4A”景区岳阳圣安寺、“3A”
景区湘阴南泉寺。这 3 座古刹
的重光，凝聚着省政协委员、
释家弟子怀梵法师的智慧和汗
水，见证着一代高僧积极探索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
路的不懈努力。
　　从长沙城区向北驱车 40
分钟，在芙蓉北路的北端湘阴
城区，有一座汉传佛教最殊胜
的古寺——南泉寺。古寺雄踞
湘江风光带与洞庭湖湿地公园
之间，位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综
合实验改革配套区四大示范区
之一的滨湖示范区，地处连接
湘中旅游圈与湘北旅游圈的战
略要塞，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古寺殿宇巍峨，金碧辉煌，
碧水环绕，树木茂盛，更有南
泉古井，千年不竭。古寺流淌
着大自然的神韵，闪耀着佛文
化的禅光，引中外游人纷至沓
来。

凿井得泉 千年梵呗仍
在耳

　　南泉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
秀丽的自然风光，还在于其深
远的佛教文化，更在于其开山
宗师普庵祖师在佛教史上崇高
的地位。
　　普庵祖师，显密双修，虽
出自禅宗，却活用一切上乘密
法，被誉为“北宋第一高僧”，
有“禅宗的莲花生大士”之称，
佛教界有“北有地藏，南有普
庵”的敬谓，信众称之为普庵
菩萨。在全国佛寺大殿佛坛背
后的“海岛观音图”中，就有
普庵祖师的位置。普庵祖师佛
学精湛，一册《普庵语录》，
明成祖朱棣叹为“其精深也，

非想象之可求 ; 其神妙也，非
虚空之可似”。明进士邹元标
读之，认为其“直接如来正宗”。
　　南泉寺，因普庵祖师而闻
名天下，被誉为“汉传佛教最
殊胜的道场”。
　　北宋绍兴年间，普庵禅师
于湖南长沙求取禅法，得法后
游访湘阴，见湘阴南泉山临湘
江，畔洞庭，风光如画，山水
养人，便立愿建寺，宋时南泉
山，树林茂盛，松高竹密，宛
如佛祖释加牟尼佛当年于双林
涅粲之圣地，便取其名双林寺。
普庵祖师后见山之南泉，泉水
清澈，入寺求法者，凡饮水者，
皆可去病延年，又以南泉寺为
名，故南泉古刹，又因此灵泉
而名闻天下。
　　这些历史都记载在南泉寺
内保存的康熙三十三年《潭州
南泉山双林寺中兴记》碑中：
“宋绍兴年间，普庵祖师去游
憩此，见山水幽奇，林峦耸秀，
祖乐之，遂杖笠解下……凿井
得泉，乃诛茅建法，并创立双
林寺，因泉在寺南，故又名南
泉寺”。
　　普庵大师，在湘阴弘法数
十年，天下尽知，闻名来湘阴
南泉寺参拜求法者，难以计数。
大师精通梵文，自悟梵音咒语，
世称“普庵咒”。全国禅院，
以“普庵咒”为早晚课诵。可
见普庵祖师之巨大影响。中国
汉地僧人，仅六祖慧能大师著
《坛经》一部，而能自悟咒语
传遍天下者，唯有普庵大师，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湘
阴南泉寺，自宋代出现灵僧灵
泉后，天下佛子，无不称叹，
无所不知。
　　时世沧桑，南泉寺几度兴
废。2003 年，古寺恢复重建，
2006 年，省政协委员怀梵大
和尚担任南泉寺方丈，从此古
刹重光。现在的湘阴南泉寺，
殿宇庄严，金碧辉煌，畔洞庭，
临湘江，美不胜收，占地 200

余亩，殿宇、僧舍数十栋，投
善资三千余万， 2014年12月，
湘阴南泉寺被评为国家 AAA 级
景区，从此不仅是湘阴县的佛
教重镇，同时成为三湘旅游胜
地。每逢节假日，许多长株潭
岳的市民纷纷来到这千年古
刹，赏南泉美景，闻千年梵呗。

通江达海 普庵法脉传
天下

　　历史文化名城湘阴与千年
古刹南泉寺，依偎在一起，交
相辉映，南泉寺的辉煌，丰富
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
而湘阴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又
为普庵祖师的法脉传遍天下提
供了交通便利。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
养育着三湘儿女，激发出湖湘
文化，而湘江的终端便是湘阴，
这座古城，有着连绵数千年的
历史文脉。
　　湘阴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
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湘
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也是湖
南人沿湘江到洞庭，出长江的
战略要塞，更是五千年来湖湘
文化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
闽南文化和合共融的集结地。
屈原、贾谊、韩愈、杜甫、柳
宗元、苏东坡、王阳明、王船
山、魏源等历代大家、文学泰
斗、神州先哲，无不从此地进
出湖广达极天下。近现代湘人
曾国藩、左宗棠、郭崇焘、谭
嗣同、杨度、黄兴、毛泽东、
彭德怀、刘少奇、贺龙，无不
以湘阴为进出中华各地之必经
路。因为湘水，湘阴有了深厚
的历史文化。因为湘阴，湘江
这条湖南文脉便有了融入中华
文明大怀抱的通途，使湖湘文
明浩荡千年，连绵不绝。而佛
教亦如此，慧思、慧能、智者、
神会、敬安等佛教大师，无不
经过湘阴而往来于华夏，将佛

法遍撒中华大地。千百年来，
经湘阴走出去的弘法者，以普
庵祖师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弘法最广，不论禅宗、净土宗
还是藏密、东密 ( 日本 )，各
教派无不承接普庵法脉。这一
泻千里入洞庭的湘江水，成就
了湖湘文化，成就了近现代中
华的脊梁，也成就了中国佛教
的发展和变迁。
　　数千年的水路，对现在交
通似乎已不太重要，然而，湘
阴古城与时俱进，经百年的演
变，生产力不断发展，区域优
势不断提升，2016 年，临岳
高速即将开通，刹那间又成湘
楚要道，湖南至湖北，湘阴而
处其间，洞庭湖的美景，特别
是宋代第一高僧普庵祖师道场
将终成湘楚胜地。

千年因缘 湘江波送一
僧来

　　广西全州，古时称“湘源
县”意为湘江的源头，而湘阴
则是湘江的终端，千里江水，
成就了南泉寺的佛教因缘，现
在的南泉寺方丈怀梵大和尚便
是全州人 ( 湘源县 )，从湘江
源头，渡到湘江的终端，来住
持湘阴南泉寺的佛教事业，这
或许是南泉寺的千年之缘，抑
或是普庵祖师乘愿再来。
　　怀梵方丈，现为中佛协常
务理事、湖南省佛协副会长，
岳阳市佛协会长，张家界天门
山寺方丈、普光寺住持、岳阳
圣安寺方丈。2006 年在湘阴
县宗教局、湘阴县佛协及湘阴
县广大信众的盛情邀请下，担
任南泉寺方丈。怀梵大和尚住
锡南泉寺不到数年，这座千年
古刹又再现宋时佛教的盛况。
　　怀梵大师是一位学者，主
持编写的《云水梵音》、《天
界佛国》、《圣安古寺》、《天
门山寺》、《佛经故事》闪耀

着菩提的光芒 ;著作《佛教
与人生》、《禅宗源流》更
是慈悲与智慧的绽放。怀梵
大师更是一位高僧，弘法足
迹达日本、韩国、法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9 年 4
月，怀梵法师率领尼泊尔佛
舍利迎法团，远涉释加牟尼
的故乡尼泊尔蓝毗尼迎请举
世瞩目的佛祖舍利和佛祖两
大弟子目犍连和舍利佛的舍
利，并于同年 6月 8日安放
在天门山寺。这是当年全球
佛教界最大的盛事。
　　怀梵法师高举爱国爱教
的旗帜。拉萨“3·14”事件、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
他即时表明了坚定的爱国爱
教立场，引导信众反对分裂，
维护国家和平统一。
　　法师慈悲为怀，大慈与
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
生苦。近十年来，怀梵大和
尚为给孤寡老人、弱势群体
送温暖而多方奔走 ，为援建
希望小学和乡村公路而不辞
辛劳，他的慈善足迹遍布湘
西、湘潭、岳阳等地，行程
数万公里。汶川地震，印度
洋海啸，法师总是在灾难发
生后的第一时间，毅然捐出
巨款。
　　法师的慈悲视野涵盖一
切众生。生态保护，是下一
步慈善事业的重点。洞庭湿
地，候鸟迁徙，有“朋友”
自远方来洞庭湖过冬，要尽
地主之谊。电捕鱼，应该让
这一行业成为历史。怀梵大
师说，白鱀豚已经离开了这
个世界，如果淡水中最珍稀
的哺乳动物江豚随之而去，
这将是我们的罪责 !
　　作为第九届、十届、
十一届省政协委员，怀梵法
师积极履职，为环境保护、
珍稀动物保护建言献策，《人
民政协报》、《湖南日报》、
《湘声报》、红网等各大媒
体纷纷发表了他的睿智之言、
务实之策。
　　从湘江的源头到终端，
路隔千里 ;从普庵祖师传道
到怀梵法师弘法，时隔千年。
如此殊胜的佛教因缘，让南
泉寺慧灯永照、法乳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