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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里 兰 卡 的 法 显 洞

慕 显

我国东 晋时期的高僧法显
,

是沟通中斯

两国佛教文化和传播友谊的伟大使者
。

为搜

集 “ 汉 所无 ” 之佛教典籍
,

他以六十五岁

高龄西 行求法
,

遍访南亚诸国
,

公 元 年

到达斯里兰
一

卡 当时称为狮子国
,

在王都

阿努拉特普罗城的无畏山寺等处修学两年
,

于 公元 年绕道爪哇回国
。

带回《 弥沙塞

部律 》
、

《 长阿含 经 》
、

《杂 阿 含 经 》和
“ 杂藏 ” 等梵本

。

在他回 国后所著的《佛国

记 》中盛赞 当时斯里兰卡佛教的兴盛
、

民情

的才享朴和物产的丰富
。

当我们来到斯里兰卡时发现
,

法显的名

字家喻户晓
,

人人皆知
。

只要一提起法显
,

立刻就会唤起中斯双方更加亲切的感情
。

斯

里兰卡朋友赞颂法显的不朽业绩
,

赞颂中斯

两国的传统友谊
。

法显的 名字
,

已经成为中

斯友谊的代名词
。

法显在斯里兰卡时
,

正是这个国家佛教

兴旺
、

各派争鸣的时期
。

公元一 世纪互拉甘

姆巴国王创建无畏山寺
,

以大寺为中心的

座部一统天下被打破之后
,

犊子部
、

方广派等

各部派思想 不断从印度传入
,

无畏山寺兼收

并蓄
,

成为包容和研究佛教各派思想的中心
。

至摩诃舍那在位时
,

采取 了压制大寺而 发展

无畏 山寺的极端措施
。

佛牙舍利从印度运到

斯里兰卡
,

也是由无畏山寺的僧 侣 负 责 供

养
。

摩诃纳末国王 公元 一 也维护

支持 无畏山 李
。

法显到斯里兰 卡
,

以铁萨罗

为 首的斯坐兰 、比 庄尼到中国传 授 比 丘 尼

戒
,

印度觉 舀大师到斯里兰 卡翻译三藏经典

等佛教史 几的大事
,

都发生在摩诃纳末国王

寸期
。

法显在他的 弓、 ,

记载
’‘

时无畏山寺有

僧人 瓦千
,

而大寺却乡毛有 几千
,

说明当时的

无 畏山 李势力的强大
。

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两年
,

大部分时间

住在无畏山寺
。

这座寺庙经过将近两千年的

沧桑巨变
,

现在只剩下了一座大塔的废墟
。

笔

者每到阿努拉特 普罗城
,

总要去瞻仰这座凋

破的大塔
,

因为那是法显曾经住过的地方
。

法显到斯里兰卡时
,

位于该国中南部的

圣足山已是有名的佛教圣地
。

传说释迹牟尼

曾 三次来岛
,

当他第三次来岛时 曾在萨玛纳

拉山顶上留下 了他左足的痕迹
,

自此萨玛纳

拉山便以圣足山的名字流传开来
,

国内外的
“ ‘

大信众都纷纷登山朝拜
。

直到现在
,

每年攀

登圣足 山的人数不下五
、

六十万人
。

笔者也登

上过极顶
,

看到了一个
一

长约一米
,

宽约半米的

巨大足迹
。

法显作为一个虔 诚 的 佛 教徒
,

自然要去圣足山朝拜
。

当时他从阿努拉特 沁

罗城出发
,

长途跋涉
, 、

他来到现在的宝石

城附近时
,

曾在一个山洞里 停 留
,

休 息 数

日
,

这一带的人民为 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

僧
,

便将这个山称为法显山
,

他休息过的山

洞称为 “ 法显洞 ” ,

山脚下的 一个村庄称为
“

法显村 ” ,

村中的寺庙称为 “ 法显庙
” 。

在

两个半世纪以前
,

曾有 一位叫波隆卡玛的法

师在这一带宏扬佛法
,

以后 又有法护
、

萨拉

昂格拉
、

迎纳南达
、

班仰南达等法师相继担

任法显庙的住持
。

自 年以来
,

法显庙的

住持一直是维沃罗
·

县摩朗西 长老
,

前不久

这位
一

长老圆寂
,

葬礼十分隆重
。

昙摩朗西长老和现任财 长罗尼
·

德迈尔

先生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重建法 显 村 的 建

议
,

中国政府欣然 同意
,

提洪 了二百万卢比

的援款
。

重建法显村的 〔程于 年 月

日正式开始
。

工程包括修建居民住它
、

打
‘

建学

校
、

铺设道路
、

重修法 显庙和香客休息室
。

为
’

瞻仰法显洞井参观法显 小」
‘

修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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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笔者曾子去年兰月陪同我驻斯使馆经济

参赞王砚先生到法显村访问
。

当我们驱车来到法显村所在的布拉特辛

哈地区时
,

地区负责人陪我们去瞻仰了法显

洞
。

他对我们说
,

古代从北方的王都有两条

古道可通向南方诸侯国
。

我们脚下的这条大

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

因为在这里 曾发现一块

古碑
,

这往往是古代大道的标志
。

在一千五

百多年前
,

法显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

山的
。

我们来到山脚下
,

向上攀登 了近五百

个石阶
,

便来到了法显洞
。

啊 好大一个山

洞
。

它高大宽阔
,

犹如一个大厅
,

可容纳上

千人
。

洞深一百三十英尺
,

高一百五十英尺
,

宽一百七十五英尺
,

这确实是一个休息过夜

的好地方
。

昙摩朗西说
,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
,

中国高僧太虚法师曾专程来此访问
,

他亲手

写下了
“

法显洞
”

三个汉字
,

请当地僧人将字

刻在洞 口的上方
。

不知何故
,

当时这件事没 有

办到
。

王参赞当即表示
,

使馆一定把三个字写

好送来
,

请法显庙的僧人镌刻在洞口上
。

我们告别了法显洞
,

来到山脚下的法显

村
,

只见村民住宅和寺庙正在兴建
,

有部分

村民已迁入新居
。

乡亲们都拥到街上来看望

来 自法显祖国的客人
,

表现格外亲切友好
。

他们不停口地称道法显法师的业绩
,

他们感

谢中国政府的援助
,

决心把
“
法显洞中斯友

谊村 ” 建设成一个模范的村庄
。

赴 日辅助隐元法化的木庵禅师
沈 玉 水

清初赴 日弘化的木庵禅师
,

是 日本黄梁 省
。

回泉州后
,

木庵受请住持朋山青阳室
。

宗的第二代祖师
,

也是隐元禅师在 日本建寺 三十三岁时
,

辞别祖母再往金粟广慧寺依止

立宗最得力的助手
。

今年一月二十 日 农历 费隐禅师
,

先后 任 知 客
、

维 那 司堂 等

是木庵圆寂三百周年忌辰
, 日本黄粱宗为此 职

。

时隐元隆琦任广慧 首座
,

木庵常从请益
。

举行了纪念活动
,

并出版《木庵 》遗墨集
,

选 据《木庵年谱 》记载
,

木庵因明室衰亡
,

登木庵的部分书画珍品
。

黄粟山现住持 第 “ 伤感不已
,

欲绝食待尽 ” 见《黄果木庵

五十七代 村瀚玄妙长老为这本专集写了序 年谱
,

经友人劝止后
,

仍由浙返闽
,

回开

言
。

元寺 “ 掩关作渴 自适
” 。

顺治四年

木庵禅师俗姓吴
,

名性稻
,

明万历三十 木庵登福清县黄粟山万福寺
,

拜 渴 隐 元
,

九年 二月初三 日出生于泉州府晋江 被命为维那
,

第二 年又提升西堂
。

木庵四十

县
,

父名卿
,

母黄氏
。

四岁失 母
,

五 岁 丧 岁时应请住持福 青县敛石山太平寺
, “ 禅暇

父
,

由祖母抚养长大
。

十三岁时至泉州开元 则栽田负备
,

种蔬采樵
,

人所难堪
,

师恒 自

寺礼佛
,

开始萌出家之念
。

十六岁时入开元 适 ” 。

顺治八年十一月
,

隐元六十诞辰
,

木庵

寺拜印明和尚为师
,

十九岁剃度
,

二十岁从 回黄粟山祝寿
,

被命为首座秉拂 禅宗寺院的

樵云大师受十戒
,

二十四岁就永觉和尚受具 首座
、

西堂
、

后堂
、

堂主代住持秉拂子升法

足戒
,

从此矢志参禅
。

时值明末兵乱
,

木庵 座
,

开示大众
,

称为 “
秉拂 ”

—编者
。

不畏艰险
,

云游江
、

浙诸山拜渴名僧
,

参禅 不久
,

隐元付给源流
,

至此
,

木庵正式成为

问法
,

二 十七岁又在真寂寺就永 觉 受 菩 萨 隐元法统的继承人
,

为临济宗的 第 三 卜 七

戒
。

二十八岁时在金栗山厂
‘

慧 寺参渴费隐禅 迁
,

时年四 卜七岁
。

师 , 深受器重
。

木庵以祖母年高而 乞 假 归 顺治九年 春
,

木庵再回效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