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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祥法師還曾跟當今大德新昌大佛寺悟道長老學習過念佛法門。那是他在鎮海招

寶山寶陀寺受沙彌戒後，不久即前往新昌參學。悟道上人特意安排他在石岩洞窟

專修，詳為解說淨宗大意及念佛方法。今日，可祥法師仍堅持念佛不輟，他是禪

淨雙修的切實實踐者。 
人生佛教 
「人生佛教」是月西大和尚從廈門南普陀佛學院太虛大師處承傳下來的法寶，可

祥法師承擔七塔寺管理重擔後，高舉「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思想旗幟，十

多年來不斷將其發揚光大，並結合當今社會，實際創造地注入新的內涵。大乘佛

教的理念是普度眾生，這個眾生，首先應該定位在人世間，把度化人作為己任，

「不忘世上苦人多」。為了要弘揚佛法於人間，以度化眾生，莊嚴人生，成就人

間淨土，可祥法師進一步縮短寺院與社會的距離，消除佛教在人們心中的神祕

感，讓現代人有更多的機緣瞭解佛法，認知佛法，使更多的人自覺自願地欣然走

進寺院。他不墨守成規，以善巧方便度化人，利用現代化科學成果，創辦七塔佛

學文化網路，在各種法會期間見縫插針，他本人和寺管會執事向大眾開示，把佛

理深入淺出地講給參與法會的人聽。凡遇有佛教界著名高僧、大德居士、文化名

人等來寺參訪，可祥法師總是不失時機地請他們為四眾說法開示。他還利用寺內

環境，在走廊、過道處懸掛、張貼佛門祖師法語、名人名言及飽含哲理的詩歌、

警句等，並在走廊各處安裝廣播音箱，隨時播放佛教樂曲，使信眾入寺後，眼之

所見，耳之所聞，處處皆能感受到佛法的馨香。從這點點滴滴中，雖是於小處著

眼，但可以看出可祥法師走人間佛教、人生佛教之路的良苦用心。 
請允許我在這裏，再舉一個帶有鮮明個性的例子。去年，他在佛教建築理念上動

腦筋，在山門和寺院圍牆改造工程中，靈光一閃，心想，城市佛教寺院建築應該

與坐落於山林、鄉村的寺院建築有所不同，何不借此改造之機，將七塔寺的山門

和圍牆適應時代的要求，改換一下傳統的樣式呢？變封閉遮擋式院牆為透視露光

式石製圍欄牆體，讓寺院的草坪和綠樹，同牆外街面的綠樹連成一片。更主要的

是，這種做法能讓街上過路的行人，清清楚楚地觀看到寺院內僧人和信眾都在做

些什麼。神祕感的消失，必然增加寺院和人民大眾的親和力，有利於吸引更多信

眾入寺參訪禮佛。而且這種院牆的建築風格，在我國明代已經出現過。現代大都

市的公園和遊樂園院牆採用的透光式建築風格，是借鑒佛教的建築樣式，這個發

明獨創權屬於佛門。可祥法師的設想，得到了建築設計專家的認可和支援。十個

月後，浙東四大叢林之一的七塔寺，新建成的山門牌樓和石製圍欄牆體，均為白

色花崗岩石，二者協調統一為一個整體建築群，與寺院其他建築相互映襯烘托，

顯得十分和諧。而結構精巧典雅，氣勢巍峨莊嚴，成為甬城新的亮麗風景。 



可祥法師深化七塔寺「人間佛教」的過程，在寺院工作的各方面都有所體現。他

對我說，利益眾生是佛子分內事，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回報社會。七塔寺又名

「報恩寺」，所以，我們要進一步發揚報恩精神，報父母恩，報國家恩，報眾生

恩，報三寶恩。在依政府所想，社會所需，自己所能的原則下，寺院僧眾勤儉節

約，多方攢集資金回報社會、廣行利益眾生的慈善福利事業。據不完全統計，在

可祥法師住持寺院的十多年裏，七塔禪寺用於捐資助學、扶貧濟困，以及支援殘

疾人事業等社會慈善福利方面的善款金額已經達到四百二十多萬元。二○○三年

九月，寧波市慈善總會授予七塔禪寺為「寧波市慈善楷模」的光榮稱號，成為全

社會學習和效法的樣板。 
緊抓道風建設和人才培植，用現代意識理念管理寺院，是可祥法師加強管理工作

的又一大特色。 
說心裏話，近兩年來我是懷著一顆好奇、探知的心，有意親近可祥法師的。一是

近幾年七塔寺聲名鵲起，做了許多不同於一般寺院的弘法利生大事情，樁樁件

件，讓教內教外有識之士佩服；二是可祥法師的容貌和聲音吸引著我。他是怎樣

的一個出家人，會呈現如此僧相，會發出如此柔和悅耳的語聲？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搞佛教文學創作的人，探究的心理要比一般人強烈些。但親近一位大和尚，

沒有機緣是萬萬不能貿然行事的。那只有等了。前年，普陀山進行換屆選舉，可

祥法師以浙江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身分出席大會，並代表浙江省佛教協會致詞。我

坐在主席臺下，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可祥法師。偏偏那天他脫稿講話，我雖現場錄

音，但還是懷著僥倖的心理，在開幕式散場時，大膽地走上前去向他索取文字稿。

大和尚舉止安詳，態度端莊，彬彬有禮地回答我，他沒有文字稿，是被人抓差，

臨時登臺講話的。沒辦法，這下我要受苦了！我記下他的手機號碼，講好錄音稿

整理出來，請他審定。過了兩天，錄音稿整理好，我打電話給七塔寺監院傳道法

師，法師說可祥大和尚出差了，要過一個星期才能回寧波。我只好把文字稿用電

傳發給傳道法師，告知編輯部要下稿到印刷廠，務必早些時間交給大和尚審閱。

放下電話，還是一個「等」字。沒想到第二天上午，審定後的文字稿即傳真回來。

我心想，七塔寺辦公效率的速度了不得！事後從傳道法師處得知，大和尚出差常

帶著手提電腦，他利用現代傳輸技術，當晚就把文字稿改定了。 
後來，彼此接觸多了，又有機會到七塔報恩寺禮佛參訪，罩在可祥法師身上神祕

的面紗，漸漸地被撩開。他會熟練地使用電腦，會駕車，懂佛教建築藝術，寫得

一手好毛筆字，閱讀的圖書相當廣泛，就連學術性滿強的《書屋》，也是他喜讀

的刊物之一。這樣的和尚作方丈，各寮的執事們可想而知，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

五年前，他就把辦公自動化、現代化列為寺院管理先要解決的內容，主動為辦公

室配備電腦、印表機、影印機、傳真機等現代化辦公設施，對操作人員進行系統

的技術培訓。還利用互聯網與外界進行溝通，率先全省佛教寺院，導入「VI」視

覺標識系統。 
可祥法師十分注重寺院的人才建設，選拔人才側重於僧格的培養，把持戒和修行

放在首位。他以身垂範，要求僧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為了培養出真正能弘



揚佛法的法門龍象，可祥法師高瞻遠矚，在著重寺院各項建設任務的前提下，選

派年輕有為的監院定昌法師赴香港佛學院深造。同時積極鼓勵寺院常住僧人努力

學習，報考各級佛學院。凡考取者，學習、生活等各項費用全部由寺院提供，以

此帶動常住僧眾的學習積極性，使七塔僧侶學習蔚然成風。有些法師已經努力達

成所願，如智明法師，先考取南京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通過兩年學習，取得

了優異成績，為七塔常住爭光。又在可祥法師鼓勵下，考入北京中國佛學院，繼

續深造。 
可祥法師還對寺院實行人性化管理，如對生活特別困難的職工給予適當補助，對

有病僧俗進行看望慰問，對年老僧人給予特殊照顧，凡在寺院常住十年以上、年

齡超過七十歲者，配給單人房間，並安排專人照料。在寺中往生者，負責料理全

部後事，使年老僧尼無後顧之憂。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九三年至今，由可祥法

師負責，送走並妥善處理後事的往生僧尼已近四十位，其中包括當代著名高僧桂

侖禪師。 
為了弘揚報恩文化，莊嚴七塔道場，可祥法師充分發揚千年古剎七塔禪寺的文化

內涵，編輯出版各種圖書，計有《七塔禪寺》、《七塔禪寺重修二十周年紀念畫冊》、

《七塔禪寺五百羅漢圖》、《月西大和尚圓寂十周年紀念集》，修訂重印古版《七

塔寺志》等，多年辛勤，已碩果累累。而計畫出版《報恩珠琳》、《七塔寺人物志》、

《新修七塔寺志》，以及「報恩文化叢書」系列，也在進行。其他如逢年過節，

編製、寄發各種反映七塔和佛教內容的掛曆、賀年卡、明信片等都大受歡迎。 
在多年的管理實踐中，可祥法師經過反覆摸索探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逐步形

成一套具有開拓精神、符合時代要求與寺院實際的現代化管理目標，為七塔寺制

定長遠的發展規畫，即以「人間佛教」的思想作為指導，以城市作為依託，以制

度加強管理，以經濟促進發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確立品位，以道風贏取

信眾，以慈善回報社會，以聯誼擴大交流，走出一條愛國愛教、可持續發展的良

性迴環道路。 
不知是一種巧合，還是暗示，佔地面積一萬三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七千餘平方

米，坐北朝南的七塔報恩寺，山門對面的一條街名「華嚴街」，與山門平行的一

條馬路名「百丈路」。這百丈，恰巧暗合了可祥法師的字「懷海」。如今，皇天不

負有心人，月西大和尚為之傾注了後半生心血的七塔禪寺，在被自己取「懷海」

為字以鞭策的愛徒可祥法師主持下，日新一日，年年都發生大變化，有著新進步，

就像一艘上足了馬力的航船，沿著自己所確立的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路線航

行，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呈現出一片光明的發展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寺院新繪製的建設藍圖上，七塔禪堂的新建，報恩佛學院的恢復，

都已在整體規畫之中。不久的將來，一個全新的七塔叢林道場，將會出現在世人

面前。 
寫到此，意猶未盡，內心裏彷彿仍有千言萬語要向人們敘說。語言的表達總是有

限的，盡了心力是一回事，能不能構建描繪出當代一位僧人真實的如如心靈世

界，又是另一回事。盡可能地道出他的喜悅、他的煩惱，以及面對紛至遝來的各



種事物的無奈乃至苦楚，限於篇幅，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何況在采寫過程中，主

人公潛意識裏的拒絕和遮蔽，憑我現有的能力和毅力，一時還無法深入到汪洋大

海的深層空間。如果在這浮光掠影中，讀者諸君能從文字的背後感受到一位佛門

衲子信心滿懷地經天王殿，過山門石牌樓，從那七座石塔旁，可意安詳地向我們

走過來，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至於了未了我那由於好奇而產生探知欲的心願，

那是另一回事。對於我，那也許是永遠的「一輪明月」掛在心頭。此時，我不由

得想起惟老，我國德高望重的惟賢老和尚讚揚可祥法師的那句詩：「喜有高僧繼

古賢。」是的，中國佛教的希望，全國四眾弟子的心願，都含蘊在這句詩裏，我

們盼望更多的高僧大德，不僅從七塔寺走出來，而且從千萬個名山古剎「披荊斬

棘」地走出來，「真實不虛」地走出亞洲，走向世界！v（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