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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国爱教  一代宗师    明旸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著名的爱国高僧，15岁出家，皈依圆瑛法师门下，曾任中
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还兼任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多所古刹住持
，2002年圆寂。
《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的出版是对明旸法师很好的纪念。
    明旸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堪为典范。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圆瑛法师到东南亚、香港等地讲经弘教，为抗日救亡活动筹款；参与组织僧
侣救护队，在战地救助伤员；筹备成立了难民收容所，亲任总务工作，赈济救助难民。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佛教事业建设，在对外交往中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成就，邀请国外宗教界人士到内地访问交流，改变了一些人士对我们的偏见。
明旸法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公益慈善事业，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上海红十字会理事等职，真诚与党合作共事，努力为社会发展与和谐稳
定献策出力，是党在统一战线方面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
    明吻法师佛学造诣精深，他潜心研究佛教经典，喜爱诗词书法，积极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
间佛教思想，所著《圆瑛大师年谱》、《佛法概要》、《明旸诗选》、《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记》
、《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记续集》、《心经漫言》、《阿弥陀经漫言》等书，主张以大乘佛教的入
世精神，努力弘扬佛法、服务社会。
同时重视青年僧才培养，以爱国爱教、行解并重为培养目标，协助圆瑛法师创办佛教院校，曾任中国
佛学院灵岩山分院院长。
明旸法师又极力推动中国佛教界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随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第一
个“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11次东渡日本弘法，足迹遍及
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为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佛教界交流作出
了贡献。
    历史上凡是从外国进入中国的宗教，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否则难以存在和发展。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就是一个其融入中国文化、又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典型例子。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颇多碰撞和冲突，且每每有过度发展的
趋势，导致了曲折发展的历程。
南北朝以来，特别是历隋、唐、宋，佛教认识到与政府、社会及儒学过不去是没有前途的，因而主动
吸收儒学思想，并内化为佛教思想理念，从此不仅适应了中国社会，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
、音韵学、形象艺术、语言文字的发展。
现在人们基本上已经把佛教作为中国自己传统的宗教来对待。
我国其他外来宗教，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中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在其中所具有的形态也必然与以往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宗教适应了历史上的中国社会还不够，还要适应今天的中国，要改变旧时代的政治烙印，
在宗教观念、制度、礼仪、组织等方面进行调整，从现实生活中吸收新鲜养分。
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够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
消极甚至破坏作用。
近现代以来，我国一大批宗教界人士为探索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成就
，明旸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们的努力，代表着中国宗教的未来。
    本书作者郭伟成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曾与我同为《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报道。
此书比较完整地记叙了明旸法师的生平，对于弘扬一代高僧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契合社会发展的人间佛
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值本书出版之际，要我写一些话，是以为序。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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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作者郭伟成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曾与我同为《人民日报》记者，发表
过很多有影响的报道。
《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比较完整地记叙了明旸法师的生平，对于弘扬一代高僧的爱国主义情操
和契合社会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愿无尽>>

作者简介

郭伟成，《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高级编辑。
1975年进入《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5年评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主任编辑；1997年评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高级编辑。
1986—1992年担任《人民日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1990、1991年两次当选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是这个国际组织近半个世纪第一位亚裔主席。
作品曾获《人民日报》“精品奖”、第十届“中国新闻奖”。
主要著作有：《圣马丁》、《最后的玫瑰》、《扶桑梦》、《沉沦与觉醒》、《让历史告诉未来》、
《你好，墨西哥》、《百战将星杜义德》、《为电影而生——谢晋传》等。
作品收入《八十年代通讯特写集》、《中国驻外记者丛书》、《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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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旸法师俗姓陈，名心涛，号俊豪，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父亲陈南金是一位极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律师，在当地很有名气。
母亲蒋树英早年在家相夫教子，后来陈南金因病英年早逝，家道中落，母亲才以刺绣并开办刺绣学校
为生。
蒋树英十次怀胎，却只生育了5个子女，陈心涛是最小的一个，上有长兄陈心海、大姐陈锦贞、二姐
陈淑贞、三姐陈秀惠。
二姐从小过继给姑妈，改姓周。
陈心涛童年时代，虽然世道艰难，但是，外有父亲陈南金辛苦操劳，既做律师，又兼营福州郊外的北
岭农场；内有母亲蒋树英勤俭持家，一家大小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陈心涛4岁在家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5岁进私塾，读过《三字经》、《孟子》。
    心涛8岁就不幸丧父。
当时，他在福州西峰里小学读书。
那是秋天的福州，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
心涛在学校的一次考试中得了全班第一名。
为了鼓励心涛和其他孩子不断上进，父亲陈南金兴致勃勃地利用星期天带全家去郊外，到自己经营的
洪山桥北岭农场去秋游。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南国秋天，不止是桂子飘香，一片金色。
榕城内外，茂盛的榕树，铺天盖地，披一身霞光，抖一肩霜露，远远望去，仿佛滚动着无数的珍珠。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却注定要在严寒的冬季归于孤寂。
    福州城西门外洪山桥北岭农场种的是棉花、山芋、稻子、茶叶等，平时由几位工人耕作，陈南金有
空也时常上山，亲手劳作。
只是，很久没有带心涛上山了。
禁不住小心涛的再三央求，父亲放下手中料理不完的事务、穷人的官司等，带着心涛和孩子们上山了
。
    心涛高兴极了，但是，他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郊游，也是美好童年的结束。
    郊游当天的傍晚，一场秋雨不期而至。
灰色的云层紧贴着起伏的山峦，豆大的雨点敲击着地面，大一阵子、小一阵子，声音时而像是擂着鼓
面，时而显得无限忧伤、无比哀怨。
陈南金只顾照顾家人，自己却淋了雨。
回到家里，由感冒而致伤寒，竟然一病不起。
前后月余，就撒手西归了。
这一年，心涛只有8岁，不料从此就与朝夕相处的父亲天涯陌路。
幼小的心灵从此对人生充满了疑惑，人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人为什么会死？
死后又到哪去了？
天地万物，生而有灭；大千世界，诸行无常。
生与死、聚与散、荣与枯，这万古不变的定律，释迦牟尼先哲的教诲，对于陈心涛这样一个才8岁的
孩子来说，是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
    父亲去世次年，与心涛自幼相处，亲如父子的叔叔陈维奇又因病英年早逝。
心涛再次感受到人生的不测，心里的疑惑更重了。
母亲不是一直笃信菩萨吗，为什么菩萨不保佑我家呢？
他向母亲发问。
母亲说：“这说明我们拜佛的心还是不够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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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算虔诚呢？
”    “皈依三宝呀！
”    “怎样才是皈依三宝？
”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呀。
”    “我们一直信佛，难道还没有皈依三宝？
”心涛惊讶地问。
    “要真正皈依三宝，就要出家当和尚。
一子出家能得道，九泉七祖尽超生。
”母亲轻轻一句话，竟然在心涛幼小的心灵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我去出家好了。
”心涛怯声说。
母亲大惊失色说：“你太小。
再说，能出家的都要有佛缘、有根基。
佛看众生的根基还要有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呢。
”    四谛，也即“四圣谛”，是佛教典籍的集大成，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按照佛经说，谛，就是真理。
苦谛是对社会、人生及自然环境所作的价值判断。
佛陀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
集谛，即“因谛”或“习谛”，指的是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
灭谛，是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也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目的。
道谛，说的是人生解脱的方案，也就是超脱“苦”、“集”的世间因果关系而达到出世间之“涅椠”
寂静的一切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
十二因缘，也就是十二缘起，是佛教教义中“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被称作：无明缘行。
行缘识。
识缘名色。
名色缘六人。
六人缘触。
触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六度就是六种从生死烦恼的此岸到觉悟解脱的彼岸的方法。
一是布施，二是持戒，三是忍辱，四是精进，五是禅定，六是般若，也即智慧，为自觉觉他而修得智
慧。
    母亲本想以佛教深奥的道理难住小小的心涛。
想不到，心涛反而好奇地问：“妈，你看我有没有佛缘呢？
”母亲不耐烦：“小孩子就不要多问了。
”但是，心头却不由得掠过一丝对爱子前途的隐忧。
    心涛的拗劲来了，还是要问：“皈依佛门的人可以脱离苦海，长生不死，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是
真的吗？
”一向笃信佛教的妈妈，当然不能口是心非，只好言不由衷地说：“是的，念佛可以了生脱死。
”    “真的？
”    “是真的。
”母亲以哀求的口吻说：“俊豪，别缠妈了。
好好读书，妈希望你听话，好好读书，将来做一番大事业，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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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自然不会想到，她的话，居然成了心涛最初的佛学启蒙。
母亲的期望，成为心涛投身佛学和佛教事业前途的最初动因。
    但是，心涛从佛，却是和我国佛教界的一代宗师、近代高僧圆瑛大师分不开的。
    1926年，心涛有缘认识了圆瑛大师。
    这年1月，圆瑛大师应邀到福州主持息灾法会，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和《佛说阿弥陀经》。
南国的冬天，山林里已近尾声的红叶还傲然挺立在枝头。
细细的枝头，却孕育着新生的、毛茸茸的嫩芽，那是未来的希望。
飒飒的寒风和不期而至的凉凉的雨珠，挡不住信众的脚步。
小心涛拉着妈妈的手，赶去听大师讲经。
    圆瑛大师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中国近代佛教，也改变了陈心涛一生的命运。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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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心香一瓣    2002年7月23日，明呖法师圆寂了。
那一天，刚好是我的“天命”之年，我的内心充满哀伤。
我尊崇明旸法师，他是中国现代佛教的一代宗师，更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不仅拥有坚定的信仰、坚定的信念，更有渊博的学识、博大的心胸。
    1999年，《人民日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年，策划遴选50人的经历献给祖国50华诞。
为此，我特意写了《明旸和尚：此怀无日不春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年以后，明呖法师就永远告别了广大佛教徒，告别了我们这个历经磨难、却又充满希望的国土。
2002年底，明旸法师的法嗣、已经受明旸法师嘱托担任上海龙华寺和圆明讲堂住持的照诚法师，希望
我写明旸法师的年谱或传记。
照诚法师诚恳地说：“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明呖和尚：此怀无日不春风》，师父(明旸和
尚)和我们都很满意，很符合我们佛教徒的想法，因此，还是想请你再写师父的年谱或传记。
”他说：“如今全社会都在谈论市场经济，但是缺乏占绝对地位的支配思想，需要找一个平衡点，这
就是宗教⋯⋯佛教主张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对于公共道德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和平衡作用。
宗教不能为社会服务，社会还需要宗教吗？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佛教才有它存在的必要。
而存在的，总是合理的。
”    照诚法师一番话，我深为感动。
但这的确是个挑战。
当时我正在写作《百战将星杜义德》一书。
开国中将杜义德，早在红军长征时就担任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后率部西征，担任西路军骑兵
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将军是冀南军区司令员，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战斗；1947年，将军担任第二
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代司令员，率领部队护卫刘伯承、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抗美援朝战争中，
将军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委，参与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
委委员。
那时，将军已经年逾90，我应当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的传记。
    2004年8月，近40万字的《百战将星杜义德》出版了。
能在将军有生之年完成他的传记，我感到欣慰。
2010年6月，将军在98高龄驾鹤西去。
    刚要写作明旸法师的传记，我却发现，我对于佛教实在了解太少、懂得太少。
我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佛教文化包括了极为深奥的哲学道理和历史知识，博大精深，绝不仅仅是几句“阿弥陀佛”。
信仰佛教，绝不仅仅是烧香拜佛。
毛泽东主席说过“佛教是文化”。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说，“佛教是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过，佛教在中国将近2 000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
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
伟大的革命家如毛泽东、伟大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伟大的学者如范文澜，都认为“佛教是文化”。
如果对佛教没有基本的了解，又怎么能写出佛教的一代宗师明旸和尚。
我不得不恭恭敬敬地读佛教书籍，学习佛教知识。
    正在这时，中国电影家协会筹划出版《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这套丛书怎么能缺少对中国电影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谢晋导演呢？
中国电影家协会希望谢晋导演写作自己的传记。
谢晋导演说：“我自己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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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写，就请我的老朋友、《人民日报》记者郭伟成来写吧。
”这样，我在学习佛教知识的同时，又开始写作《为电影而生——谢晋传》。
我和谢晋导演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相交、相知20多年，写作《谢晋传》当然义不容辞。
况且，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
想不到，谢晋导演却不幸于2008年10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意外地与我们永别了。
当时，我正陪同墨西哥全国总商会代表团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
、墨西哥总商会和我所主持的墨西哥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墨西哥中国战略伙伴
研讨会”，之后前往香港访问，与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结成友好商会。
我感到突然和悲伤，没有在谢晋导演生前写完他的传记，我深感遗憾和内疚。
尤其是直到那时，我才看到他生前给中国电影家协会写下的书面委托。
当时，照诚法师还特意写了一首悼念谢晋导演的诗：“谢却浮尘曲未终，晋游乐土百花红；再望湖畔
清凉月，来去应缘只有风。
”头四字为“谢晋再来”，表达对谢晋导演的敬意。
2009年10月，谢晋导演逝世一周年之际，30多万字的《谢晋传》出版了。
从那以后，我才能集中精力写作《明旸法师传》。
无论是在地处东半球的祖国，还是在西半球，或者是在飞越太平洋的途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明旸
法师一生弘法、辛勤奔走的身影，他定在天国注视着我们、注视他行愿无尽的人间。
行愿无尽，又岂止是明呖法师呢。
    明旸法师已经离开我们10年。
《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终于付梓出版。
谨将此书作为心香一瓣，献给敬爱的明呖师父。
世界上有一种辽阔叫海洋，有一种伟大叫父亲。
我也把这本书献给不久前与我永别的父亲。
愿明旸师父、也愿今年恰逢百年诞辰的杜义德将军、谢晋导演和伟大的父亲安息！
    由于殊胜的因缘，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又应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国际佛教论坛护法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金紫荆星章获得者、太平绅士许智明博士之邀，前往香港参加释迦牟尼佛祖顶骨舍利的瞻礼祈
福和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并晋见了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他的宗教修为、处世风范和广博知识，令人赞叹。
而佛顶骨舍利是佛祖2 000多年前涅榘后留下的最为珍贵的头顶骨真身舍利子，世间仅存一枚，因此是
佛门至宝。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在论坛开幕致词说：“履行宗教的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缔造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是时代赋予佛教的神圣使命。
当今世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类面临许多困难，举办佛教论坛的目的就是运用佛法的智慧来化解
矛盾、克服这些困难。
让佛法深入人心，让社会更加和谐⋯⋯和谐世界，同愿同行。
本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思想既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又契合了佛教的主张和理念。
”香港佛教协会执行副会长宏明法师宣读的论坛宣言，更是“提倡六行，感恩、奉献、结缘、包容、
尊重、分享，呼吁‘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合众缘，同愿同行。
’”而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宣读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贺信说：“佛教在人类文明和文
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会通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包容、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于净化
人心，利益人群，乃至增进人类福祉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    从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第二届佛教论坛的主题“和谐世界，众缘
和合”，到第三届佛教论坛的主题“和谐世界，同愿同行”，充分表现了佛教的愿力，也更可以懂得
明旸法师一生的心愿。
农历四月初八，恰逢佛诞。
我去香海正觉莲社看望觉光长老和宏明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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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光长老30年代在天童寺受戒，从圆瑛长老，法名觉光。
和明旸法师的法谊道情非同一般。
而宏明法师又是明呖法师的弟子、嗣法门人。
明旸法师圆寂后，曾与照诚法师等人一起为明呖法师沐浴更衣、并一起参加捡拾舍利。
能在佛诞之日见到他们，可谓殊胜因缘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觉光长老创建了正觉莲社。
这天，觉光长老亦邀我参加正觉莲社的浴佛仪式。
长老把三支檀香递给我，又慈悲地扶着我的手以香汤浴佛三次。
传说佛祖诞生之时，有天雨花香、九龙吐水浴佛。
其实，佛祖是以此开示、教化众生，洗涤心灵；如佛祖一般，头顶上天、脚踏实地，尊重自己的灵性
，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谓众生皆有佛性。
    感谢挚友朱维群同志为本书写作的序言。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他主管宗教工作，对佛教和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
都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作出了极为精辟的阐述。
    承蒙龙华寺和上海圆明讲堂住持照诚法师对作者给予始终如一的支持和信任，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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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旸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著名的爱国高僧，15岁出家，皈依圆瑛法师门下，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还兼任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多所古刹住持，2002年圆寂。
郭伟成编写的这本《行愿无尽——明旸法师传》介绍的就是明旸法师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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