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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塔寺人物志》

前言

　　佛法是人本的宗教，其实践内涵即包括了关怀众生与生命观照，个人的修行过程应贴近生活。依
正见为导、多闻熏习，在尘劳起浮之领悟中而能净化身心、安乐自在。穿越尘世层层烦恼与时空相待
等执取，即能引领人心航向究竟解脱彼岸。　　“佛”、“法”、“僧”三宝，是正法久住于人间的
三大磐石。太虚大师说：“佛法宏扬本在僧。”儒家也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僧，本是人间
佛法的薪传者，佛法流传于世间，依凭历代祖师大德之崇高智慧与广大悲愿创造人间净土，是故净化
社会人心，为僧伽之天职。关于《七塔寺人物志》之出版，即说明前人古德之嘉言懿行，可为后代僧
伽楷模之表率。　　佛、法、僧为佛教之总纲，而三宝是以法为中心，佛法即生活，即于当下之行、
住、坐、卧中对于真理之体验。吾人经由佛法熏陶，在念佛、念法、念僧中开启心扉，于慈、悲、喜
、舍的实践与观照里证入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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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塔寺人物志》

内容概要

《七塔寺人物志》内容简介：七塔寺建立在我国宁波交通发达与人文荟萃之地域，历史悠久，高僧辈
出，七塔道场宗风由历代祖师们德行之光环照射，成为名闻遐迩佛教之古刹。七塔寺之家风，教观并
重、选贤与能，发扬观世音菩萨入世之精神，此种家风即为中国大乘佛法菩萨道之展现。佛教的事业
即入世之事业，期许后代继承门人皆能本着社会的需求，长养大众之安定乐利，互助祥和之理念，缅
怀历代祖师大德懿行、远见与抱负之感召，继续为推动人性（本具佛性）之光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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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同时在国内外多种杂志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及数十篇散文。

Page 4



《七塔寺人物志》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序四序五序六传法开祖的五泄灵默开山祖师之心镜藏奂栖心出家的明智中立受业崇寿的
觉云智连曾主补陀的祖芳道联拳石沃与自天育师徒募修补陀七塔李杲堂中兴祖师之慈运灵慧师友慈老
的寄禅敬安继席慈老的岐昌宏莲复兴雪窦的澹禅宏绪施药度众的莲生宏涌奉公无私的道亨宏达七塔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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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智由于对不思议境有深刻的悟人，多有创见，因此才创作了《摩诃止观妙境辨正》一书，阐发
自己的独到见解，也为众弟子与天台学人指点迷津，以期直达源头。而此书可能就是《碑铭》中所提
到的“至止观不思议境，叹日：‘吾道极此矣！有不思议境，则有不思议心。’为作《不思议境辨正
》”。因此，《碑铭》中所说的《不思议境辨正》，应是《摩诃止观妙境辨正》一书，两者为同一作
品。此书原为发给弟子们的讲稿，被晁说之无意中发现，拜读之后，如获至宝，乃努力争取，刻版流
通面世，以飨学人。晁说之特意为此书作序，赞叹敬服有加，称其“既妙于讲论，又善乎著述，不矜
不耀，之为难也”；出版流通此书，可以使学人“将忘智者之一，宁论荆溪之三哉”，意为通过研学
此书，一心修观不思议境而得以破惑显理、人初住位者，即将此“智者之一”境都会舍弃超越，更不
必说“荆溪之三”境，此即得意忘言、得鱼舍筌、上岸离舟之意，学人由此不必再寻章摘句，可免人
海算沙的困境。晁说之由此得出结论：自己对明智了解得太少了，“其所不知者尚多也哉”。含而不
露，不矜不耀，“积德于躬，无辩于彼”，（《碑铭》语）“以身为舌，说百亿事”，②明智的佛法
修证境界，常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可惜的是，作为对天台学深具创见的一代大师，由于各种因缘的
不具足，以及自己“不矜不耀”、不愿张扬的个性风格所致，其形诸文字、为人知晓的部分实在太少
，得以刻版流通、传之后世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界，尤其是天台宗的一大损失，实为
一大憾事。然而让晁说之始料不及的是，明智的所有著作，包括他倾注了不少心血才得以流通的《摩
诃止观妙境辨正》一书，均未能流传至今日，后人对明智大师的了解，也只能从他的《景迂生集》中
获知一鳞半爪，这实在是憾事中的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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