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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弘一大师生平
　　弘一（1880-1942），俗姓李，名文涛，又名广候，字息霜，亦称惜霜，别号叔同。
出家后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号晚晴老人。

　　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天津。
13岁，开始临摹篆帖。
17岁，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词，又从唐敬严学篆及刻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8岁，与俞氏结婚。
次年，戊戌政变发生，外传他是康梁同党，乃奉母携眷，避祸迁居上海，以富家公子的身份，与沪上
诸名士交往。

　　1901年，入南洋公学攻经济科。
1904年，母亲病逝。
扶灵携眷返回天津，然后东渡日本留学专攻绘画，学洋琴，学戏剧。
曾与同学组织春柳剧社，并且自任领班，首次在东京演出《茶花女》，义演名剧《黑奴吁天录》等。

　　回国之后任教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
翌年，转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
1912年，离开天津，单身南下上海，任教于城东女学。
后到杭州，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主授图画及音乐。
1913年，该校改组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先后任教六年，直到出家为止。
其间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课程。

　　1916年，到虎跑的大悲山试验断食，自感身心轻灵。
1917年，到虎跑的定慧寺皈依为在家弟子。
1918年7月剃度出家，9月到灵隐寺受具足戒，10月到嘉兴阅藏。
1919以后，在杭州、上海、宁波一带行脚，各处挂单。
后在温州的庆福寺居住有11年之久。

　　出家后读《梵网经合注》、《灵峰宗论》，即发愿学律。
生活至简，治学至勤，著述各种律学著作有近30种。

　　出家后持过午不食戒，修头陀苦行。
出家20馀年，前后所穿过的僧服，不过寥寥数套。
所用的蚊帐、毛巾，日久破烂，而不许更换。

　　1932年开始，先后在厦门、泉州、永春、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结夏安居、讲经弘法。
1942年10月安详圆寂，世寿63岁，僧腊25年。

　　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戒本羯磨随讲别录》、《在
家律要）、《南山道祖略谱》及音乐作品《清凉歌》等。
本书是弘一大师的主要著述的精华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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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远，字正斋，号沛溪。
祖籍山东省海阳市盘石镇佐定山城。
194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生于北京。
文学博士、哲学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艺术史》主持人、北京大通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
担任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宫景区、上海金山东林寺景区、广西上林金莲湖金珂玄雷景区等处的总策划设
计师。
　　少年时代，书法绘画分别受教于中央文史馆馆员书法家彭八百和北京画院院长国画家王雪涛。
1993年后，为各地著名佛寺题写楹联匾额，书法作品被海内外多处收藏，多次发表并收入书法集。
曾主办《中日佛教书画大展》，《首届中国宗教书画巡回展》。
以“今世达摩”美名享誉各界，设立书画艺术馆。
　　2008-2011年出任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宗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秘
书长、中国书画禅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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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古人掩关皆为专修禅定或念佛，若研究三藏则不限定掩关也。
仁者此次掩关，实为难得之机会。
应于每日时间，以三分之二专念佛诵经（或默阅，但不可生分别心），以三分之一时间温习戒本羯磨
及习世间文字。
因机会难可再得，不于此时专心念佛，以后恐无此胜缘。
至于研究等事，在掩关时虽无甚成绩，将来出关后，尽可缓缓研究也。
念佛一事，万不可看得容易，平日学教之人，若令息心念佛，实第一困难之事，但亦不得勉强而行也
。
此事至要至要，万不可轻忽。
诵经之事可以如常。
又每日须拜佛若干拜，既有功德，亦可运动身体也。
念佛时亦宜数数经行，因关中运动太少，食物宜消化，故宜礼拜经行也。
念佛之事，一人甚难行，宜与义俊法师协定课程，二人同时行之，可以互相策励，不致懈怠中止也。
课程大致如下：早粥前念佛，出声或默念随意。
早粥后稍休息，礼佛诵经，九时至十一时研究。
午饭后休息，二时至四时研究（研究时间，每日以四小时为限，不可多），四时半起礼佛诵经。
黄昏后专念佛。
晚间可以不点灯，唯佛前供琉璃灯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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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弘一大师文汇》是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之一。
觉光法师宣读礼赞文今乃礼赞现代高僧者，寄禅、虚云、太虚、谛闲、印光、弘一、倓虚、来果、圆
瑛、广钦、法尊、印顺、白圣。
隆莲、圣严；赞曰：人间佛教，僧宝为重；八宗并弘，二三大革命；舍身如炬，持律如钟；白山卧雪
，宝岛迎风；绵延一脉，四地同声；祈我中华，法喜充盈。
今乃礼赞护法大德者，杨文会、欧阳渐、丁福保、周叔迦、高鹤年、赵朴初；赞曰：人间佛教，护法
为重；首开风气，金陵刻经；支那内学，济济出众；创立佛协，拨乱反正；传教修典，立言立功；济
世维摩，菩萨道行。
今乃礼赞佛学权威者，汤用彤、吕秋逸；赞曰：人间佛教，法施为重；佛史一部，世纪彪炳；源流两
讲，理顺文从；内典显学，学府认同；学子莘莘，后继成龙；含弘光大，悲智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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