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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水天涯】

回望當陽玉泉寺

釋見融

九月廿一至廿五日的大陸行，早已劃下句點，記憶也一點一點在淡化，但

那些曾經觸動我的念頭與戚受，仍深深烙印。因此，決定把這趟旅程中最難忘

的部分記錄下來。

此次大陸行計有六位同行，悟師父、鏮法師、覃法師，還有香光莊嚴雜誌

社專任的賴勇戎導演和李建維攝影師。目的除了參訪當陽玉泉寺並交流外，還

有封山禪修方丈開示的錄影。

這是我第三次踏上大陸廣袤的士地，由於對佛教儀制及中國文化、文學

的崇敬，早在疫情未爆發前，就想走訪大陸叢林，卻沒有勇氣獨自前往，但心

（攝影：李健維）

香光莊嚴（第一四五期】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中一直懷揣這個想望。疫情之後，不

料，機會來了，雖然時間不長，但也

算一償宿願，真的非常開心跟戚激。

第一天，由桃園到廈門，再轉

機飛往武漢。過安檢時，便遇到一件

事……。一位女安檢員遲遲不讓我前

進，找來一位男安檢員後再示意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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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安檢才趨前一步，便皺起眉頭的轉向女安檢，此時女安檢若有所悟，便

開口向我問道：「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不待我回答，檢查證件的安檢員已

發聲：「她是女的。」這件事好笑嗎？好笑。不過，也許我該戚到慶幸，雖是

女兒身，卻具有丈夫相，出家人就是要有這般法相，象徵修道的毅力與法的永

續！

當陽玉泉寺是天台祖庭， 一座被譽為荊楚叢林之冠的千年古剎。據經典記

載，千年之前，隋代的智者、砷秀大師都曾在此廣開法筵，吸引無數僧人前來

求法。此外，也是伽藍菩薩關公信仰的發源地。

抵達的隔天上午九時

許，方丈和尚道偉法師，已

在山門口等候我們到來。穿

過紅牆青瓦的山門，沿著丹

墀步向大雄寶殿，我快速環

視目光所及的寺景，這就是

傳說中風雨千年的叢林，建

築縱橫錯落，櫛比鱗次。而

我現在就踏在這片叢林，那

個曾經是十方僧人不遠千里
湖北當腸玉泉寺空景（照片提供湖北當陽玉泉寺）

來此參禪論道，蔗不暇暖，虛往實歸的地方，心中一時秤然，有點激動。

遠望飛檐斗拱的古剎殿宇，色深面廣，和藍天對比鮮明，顯得格外安穩與

氣勢。看著看著，不禁想起蘇東坡那優美的詩句：「一片棲台聳上天，數罄鐘

鼓落人間。」而乾隆皇帝也說過一句「鐘榮磬釐鼓罄，磬罄自在。」每日晨昏

香光莊嚴 ［ 第一四五期 】民國一一二年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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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杏杏，鼓聲咯疼，聲聲迴盪，一聲一聲敲醒沉睡的大地，也震醒因循、迷

茫的心靈。

玉泉寺三寶之－ 鐵鑊。（攝影：李健維）

香光莊嚴（第一四五期】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進入大殿前，方丈和尚為我們

介紹靜佇在丹墀的一口鐵鑊，是玉泉

文物三寶之一。經過千百風霜，鐵鑊

還在，引起大家驚嘆！我初來乍到，

不知以前鐵鑊發生的故事，但我臆想

這口鐵鑊置於殿前別具意義，意味著

這裡就是一個大洪爐，造就僧才的

大洪爐。僧人且要經過一番錘鍊丶

陶冶，終有一日直如鑊中之水·清淨

明澈，映照天地萬物，洞照本心。鐵

鑊，固然是珍品，也蘊含修道的表

法。

而全然中國木造古式建築風格

的大殿，那麼古樸、軒敞、莊嚴，三

尊大佛慈目低垂，安坐其上；十八羅

漢兩邊自在舒坐，就這樣慈愛地凝視

娑婆的芸芸眾生，安撫那徬徨不安的

心靈，即便時代再擾攘紛亂，這裡永

遠是人間安穩力量的來源所在。

湖北當陽玉泉寺大雄寶殿（攝影：釋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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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悟師父也特地從台灣請去一尊觀音菩薩，供奉在大殿，同時作了一首

偈，表達對玉泉寺為安僧護法所作貢獻的崇敬。

當陽玉泉水清流蓬萊香光山莊嚴

妙蓮華開伽藍護古刮傳法萬世芳

香光尼僧郾方丈

悟固法師致贈玉

泉寺一尊白瓷觀

音 。 中左一為玉

臬寺方丈道偉法

師 ， 中右一為香

光尼僧 團方丈悟

因法師 。

（攝影 ： 李健維）

有佛之處就有法，佛法必須僧伽來弘護，玉泉寺幾經歲月輪轉，依然承載

一脈法水，直至如今，未來也將繼續流淌下去。

後來在般舟堂，兩寺方丈就佛教傳承與弘揚，佛教教育與社會責任，提升

僧伽素質，以及古叢林所應承擔的時代義務相互交流時，提到宗教給文化底層

依靠與歸屬厭。國家安頓百姓，宗教安頓百姓的心靈，而經懺提供道場經濟支

持，宗教就這樣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歷史。因此，必須使我們的宗教更加強大，

期盼兩岸多多交流，促進我們的宗教能更加深化。同時，方丈和尚也分享了目

前玉泉寺的發展重點。

香光莊嚴 ［第一四五期】民國一一二年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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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堂交流 。 （攝影 ： 李健維）

兩位方丈就這樣以平易且輕鬆的方式進行對話，充分展現他們的智慧和悲

憫情懷，並關心佛教未來的發展。佛道漫漫，需要的是承擔與堅持，而那厚重

的佛法大業，將是我們今後的共同使命。

我從以前對大陸叢林就有所想像一寬闊的寺宇，古意盎然的建築，並有

眾多僧人匯集，他們如理如法遵循古清規，過著禪寺生活，在那裡，才真正保

存漢傳佛教的樣貌。這趟來了之後，面對叢林道場景觀與想像中相差無幾，晨

鐘暮鼓依舊，但沒有僧人如織，甚至有的道場，讓我戚到杏無僧跡的寂寥戚。

聆聽著千年前的高僧偉業，循踏著遺跡，想著古人遺風，我知道，聖者道

場的久遠故事，肯定還會一直被傳說。而到如今，我也相信，現代僧人也會很

努力地揮灑屬於自己的篇章，再把古老故事的精胂繼續說下去，讓佛教命脈經

歷更多千年之後也不墜。佛教的過去、現在、未來，就是這樣，由代代僧人薪

火相傳下去。

香光莊嚴（第一四五期】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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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交流時，悟師父曾問方丈和尚：

「玉泉寺禪修誰帶？」

方丈和尚：「我帶！」

悟師父：「怎麼帶？」

方丈和尚：「用喝朵的。」

悟師父：「怎麼喝呢？」
（攝影 ： 李健維）

方丈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聲，引得哄堂大笑。然，表面一聲喝，實則一切

盡在不言中，說是禪機也好，示教也罷，在我淺短認知裡，那是承擔、堅持、

責任……的不可說！如來家業任重道遠，絕非寥寥數語所能道盡。他向悟師父

說，「就是這樣一直喝下去！」

一直喝下去，好讓佛光一直燦爛下去，穿透時空，照見於深廣未來。那一

刻，我看見當陽九月的陽光，正穿過般舟堂前的桂花樹梢，照耀在每個人的心

（攝影 · 李健維）

中，充滿光明而且溫暖。

走筆至此，擱筆前，再回望一眼玉泉寺，還有

在煙雨中匆匆走過的古寺，崢嶸與蒼涼戚交疊。儘

管如此，我想，人生路上， 一站有一站的風景；佛

道上， 一寺有一寺的道風。只要道場還在，佛法就

會常在。

五天大陸行， 一瞬即過，行囊裡帶回的是，不

要忘記自己也是要舉起薪火的那個人。

香光莊嚴 ［第一四五期】民國一一二年十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