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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名校古刹 悟妙明真心」之廣州佛教文化遊學之旅心得 

韓菲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珍惜任何遊學的機會，不論是之前工作的異地培訓，還是現在以一名佛學研究

生的角色，我都堅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因此特別感謝有幸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

教研究中心和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舉辦的廣州佛教文化之旅。是次活動不僅可以走訪廣州

名校與優秀的學生討論學術問題，互相學習，還可以讓我一個佛學入門的「小白」在光孝寺、南華寺、

雲門寺這些佛教聖地感知、了解、體察佛教文化。在追尋歷代佛教高僧名士弘法的過程中，潛移默化

的體驗學習，感悟人生。再次感恩，雙手合十。 

 

光孝寺 

我們第一個參訪的佛教道場是光孝寺。我一直對禪宗比較感興

趣，因而對六祖慧能大師（638-713）的故事也是比較熟悉。相傳高

僧慧能曾在該寺的菩提樹下受戒，開闢佛教禪宗，稱「禪宗六祖」，

為該寺增添了不朽的光彩。這次來到廣州，有幸能近距離感受一代

宗師的傳奇，倍感欣喜。光孝寺作為嶺南年代最古、規模最大的一

座名刹，據參訪時法師講述光孝寺早年曾因戰亂不斷，寺廟敗落，

命途起起伏伏，清淨之地，一度被世俗佔據挪用，落滿世塵。如今

的光孝寺乃廣東省佛教協會及廣東佛學院的所在地，千年古刹得以

煥然一新。儘管歷史曾為它披上了寒霜，有些歷史雕刻的碑文也不

太清晰可見，但是依然無法改變光孝寺作為一座古老、我國佛教史

上與禪宗有著極其密切關係的寺院及其重要的傳播作用。 

 

南華寺 

為了探索禪宗的歷史脈絡，我們一路向北來到禪宗祖庭南華禪寺，該寺始建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元

年（502年），距今已有 1500多年歷史。遠遠就看見了古木門上的「曹溪」二字，一進山門就感受到

這千年古刹莊嚴肅穆、幽靜深遠而又親切和諧的氣氛，那種清思滌

慮、心曠神怡的感覺油然而生。順著卓錫泉西行，不遠處就是虛雲

老和尚紀念堂，這裡有幅對聯寫得非常好：「參見祖師必須空心無

我，來到佛地總是宿世有緣」看到這裡不禁有種熱淚盈眶的感覺，

虛雲老和尚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大師」，禪定自在，願力宏大，

身體力行，是佛門中興之大德。大殿後面就是藏經閣和靈照塔，其

後就是祖殿，供奉六祖惠能大師真身的大殿。感恩有法師陪同才得

以有幸進入殿內，近距離感受六祖的攝受力。中間是惠能大師，左

邊是憨山大師（1546-1623），右面是丹田禪師（1535-1614），三

位覺者都是真身示現。此時的我雜念全消，只清心想念一句阿彌陀

佛。南華寺現在已經是中國佛教名寺之一，被譽為嶺南禪林之冠。

在這裡強烈推薦和我一樣有佛教信仰的朋友，有機會來到韶關，一

定要記得來南華寺看看，會讓你感悟很多。 

 

雲門寺 

雲門寺不如南華寺赫赫有名，它一直默默無聞般的存在著。雖然如此，提到雲門寺就不能不提虛

雲老和尚（？-1959）。虛雲老和尚以一人接禪門五宗法脈，重修昆明雲溪寺、福州湧泉寺、廣東南

華寺、廣東雲門寺、江西真如禪寺，是中國佛教界承前啟後，度佛法過亂世的代表人物。參訪雲門寺，

最讓我感慨萬分的是寺院的管理，寺院佔地面積雖大，一草一木卻打理得井井有條，隨處都滲透著禪

意的氣息，每個區域都有它獨特的功能性，第一次讓我覺得寺院也可以如此現代化，是一個值得獨自

靜心禪定的好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