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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江南常熟人，那里是丰庶的鱼米之乡，也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曾经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志
士。
　　我母亲是佛教徒，她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是却能够把整部《金刚经》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来
，那时家里设有佛龛，每天早上起来，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在佛前烧香念经。
初一、十五母亲要到庙里进香，有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她一起去，不过我是为了去庙里好玩，但是那些
威严的塑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庙里的匾额报对，也能背出一二。
至今我还记得家乡兴福寺里镌刻的碑文，上面写着"清晨人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这是唐代诗人常建写的《破山寺后禅院》中的千古绝言，放在西院的米碑亭里。
常建创作了流传千载的诗，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将它书之出来，著名的刻工穆大展又勒之于石，名诗、
名书、名刻，堪为三绝代表作。
兴福寺亦因此而享誉于整个中国佛教界。
　　过去常熟属于苏州地区的一个县，近年来已经升格为市了。
常熟离苏州不过几十里路，离无锡也不过几十里路，但是不管它的专属级别怎样，它始终是与以吴文
化为特点的苏州与无锡地区是分不开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在人们心目中被看做天堂，天堂之美，不仅仅在于山水与建筑，还有那些浓郁的地方文化，而苏
州的佛教文化则又是当地文化形态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自古名山僧占多"，作为天堂之地的苏州，历来就是僧家住锡之所，也是各地僧侣谒拜之地。
苏州佛教从南朝起就已经开始在佛教界里崭露头角，梁武帝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苏州的寺院就在这"四百八十寺"里，弥散着浓浓的香烟，在烟雨中时隐时现，吸引了无数的善男
信女。
唐代诗人张继，曾在苏州阊门外枫桥镇的寒山寺写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抒发思古悠情的名诗，不仅名垂千古，引得多少人前去凭吊，而且还编入了日本教科书，脍炙东
瀛。
总之，像寒山寺这样的古老并有名的寺院在苏州还有很多，如西园寺、灵岩山寺、报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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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论江南佛教，涉及很广。
本书仅从人物、论评、动态三方面论列。
    首先是论人，即佛教人物。
这里汇集了本人多年来陆续写成的、从三国东吴支谦起，以迄当代、当今有影响的僧人、居士，如赵
朴初等20多位佛教人物；空间范围则以春秋吴都苏州为中心，以长三角区域内之佛教高僧大德为对象
。
虽然，各人所处历史社会条件不同、学养和个性殊异，但“千年佛缘一线牵”，是他们的共性（有意
读本书者，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
“江山代有才人出”，佛教界也如此。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中这些诗句描绘的形象和氛围，似乎至今依然如此。
苏州本是仅次于金陵古都的“第二佛教中心”，只是从南宋开始，才渐为杭州所替代。
所以作为香山居士姑苏客的白居易方由杭州到任苏州刺史时，还吟唱“闾门（苏州）四望郁苍苍，始
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曾赏钱塘（杭州）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
”可见，从认识包括佛教人物在内的历史人物人手，进而认识社会，认识地域风情，会有助于激发人
们的爱国家、爱故土的浓郁情怀。
这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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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物篇　　东吴传佛有支谦　　支谦是三国时代杰出的翻译家、佛学思想家和音律家。
据文献记载，他约于公元241～253年间隐居在吴县穹隆山，专事佛经翻译工作。
可现今许多人并不知这位古代的吴中文化名人，即使是佛教信仰者，知其光辉事迹者也不一定很多。
　　一般认为，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国，时间约在两汉之际。
传教途径则先是陆路，即由西域而入中原，再至东南吴地；后为海路。
因此，吴中佛教之传人，时间甚早。
　　东汉末年，由于关中、洛阳一带战乱频发，不少佛教高僧大德即为避乱而南来吴地。
其中有一名为支谦者，系佛教居士。
支谦原为大月氏人，人佛后改名支谦。
其祖父于汉灵帝（167～189年）时率数百人来中原，后受封为率善中郎将。
①支谦生于汉地洛阳，自幼聪颖好学。
及长，遍读中外书典，备通六国之语。
支谦曾受业于支亮门下，而支亮则是汉地译佛经创始者之一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之弟子，故支谦系
支谶之再传弟子。
三人均为月氏后裔，学问广博，故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
他先到武昌，后去建业（南京），最后才来到吴中苏州。
在武昌、南京期间，即已译经数十部。
“孙权闻其才，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为太子的老师。
但支谦并不热心于功名利禄，在太子夭亡之后，他就去穹隆山长期隐居，与同道一起从事译经、修佛
事宜——所谓“不交世务，从竺法兰道人更练五戒。
凡所游从，皆沙门而已。
后卒于山中，春秋六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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