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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不仅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中国文脉

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之一， 亦是汉传佛教重要的

传播地区之一， 它长久以来守静微冗， 韬光韫

玉，默默地孕育、传承着佛教文化的生机。 玉在

山而草木润，地处虞山北麓的常熟兴福禅寺（简

称兴福寺）更似历经千年雕琢的温润美玉，不仅

成为了高僧大德的弘法止宿之所， 亦是历代文

人雅士的才墨之薮。 由唐代诗人常建所作《题破

山寺后禅 院》一诗 中的“破 山 寺”，即 是 兴 福 寺，

且寺内至今仍保留着 “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

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意境。这首著名

的唐诗曾一度让兴福寺驰誉千载， 成为了江南

四大名刹之一。

一、兴福寺的历史沿革

据史料记载， 佛教早在西晋时期便已传入

常熟地区。 千百年来，佛教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沃土，不断发展传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

重要源泉。 佛教，也从上层阶级普及到一般民众，

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常熟，为学道

名邦、人文之乡，邑中历来奉佛至诚、崇尚孝义、民

风淳厚， 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带来了积极的

作用。 据方志载，仅在南北朝时期，常熟境内所建

庙宇即有二十多所，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兴福寺。

兴福寺，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虞山北麓破龙涧

畔，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初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开放寺院之一， 是国

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与文物保

护单位。 据历代邑志记载，自南齐延兴至中兴年间

（494-502）， 由邑人郴州刺史倪德光舍宅为寺，初

名“大慈寺”。 梁大同三年（537）大修并扩建，改名

“兴福寺”。唐大历至建中年间（766-783）已称为破

山寺。关于“破山”之名由来的传说颇多。相传唐贞

观年间，有黑白二龙交斗，冲迸成溪，遂成破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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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名。 但据宋宝佑《琴川志》记载：

破 山 之 名，旧 传 贞 观 中，有 老 宿 在 寺 说

法，常有白髯老人，每旦必先至。 一日，师

问为谁。 曰：“某，山中白龙也。 ”师愿见其

形，老人云：“我见形时，当念摩诃经号，助

我之威。 ”师怖，误诵揭谛神咒，神以杵击

龙，龙冲山而去，遂成破涧。

唐 咸 通 九 年 （868），懿 宗 御 赐 “兴 福 禅

寺”额，由此 之后或 称兴福 寺，或 称 破 山 寺，

或称破山兴福寺。 自宋明以降，幸得诸多檀

越 护 法 倡 资 ， 几 经 废 兴 。 其 中 万 历 二 十 六 年

（1598），由钱 顺时妻 卞氏罄 产倡缘，重建大 雄宝

殿于原址西二十余丈（即今址），其子钱世 扬、孙

钱谦益及钱时俊 等诸檀 越， 历时 十余年 修建天

王 殿、地 藏 殿、观 音 殿、云 会 堂 等 ，并 重 塑 金 身，

为寺院赎回山场、菜园，其功德堪 比倪德 光舍宅

为寺。 咸丰十一年（1861），因太平军于寺内设难

民局、留养局，又为制造火药，设吊硝厂于 寺内，

故寺中殿堂屋舍得以保全。 清同 治、光绪 年间，

略为整修，尚存旧观。 民国 六年，山 主钱鹏 年等

延请常州天宁寺月霞、应慈为主 持、筹设 华严学

院（即法界学院）于山门东园的救虎阁、龙神堂。

民国二 十六年（1937），无锡荣 氏助建 华严讲 堂，

未几值抗战而中辍。

新中国成立前， 兴福寺殿堂破旧。 1949 年

后，经多次维修保护，兴福寺 成为城 中保留 寺院

之一。 1980 年政府为落实宗教政策，拨款六十余

万元，重修大雄宝殿，作为 佛教活 动场所 恢复开

放。 此次修缮历时五年，规模之大实为建寺以来

所未曾有。 1982 年 11 月兴福寺成为市文物保护

单位，1983 年被列为全国佛教重点寺院。自 1985

年起，原方丈玅生老法师依据典 籍记载，先后对

多处景致进行了修复与完善。 1988 年冬，兴福寺

依照沈传甲保存的拓片，复制被 毁唐幢 一座，并

与 另 一 座 保 存 在 文 管 会 内 的 唐 幢 一 起 辗 转 运 回

寺内，重新树于山门前。 至此，现今兴福寺的格局

与规模基本确立。 1995 年 4 月 19 日寺院被列为

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集 应慈法 师文字，

在 寺 西 南 正 对 山 门 处 建 照 壁 一 座 ，上 书 “华 严 本

山”。

寺院现存主体建筑为明清遗构， 在主要建筑

中 ，天 王 殿 系 硬 山 顶 ，外 檐 斗 拱 用 四 铺 作 ，象 鼻

昴，每间施斗拱三朵。 明间作抬梁造，四椽袱及平

梁线条柔和，用材硕大。 大雄宝殿为歇山顶，广五

间 八 架 椽 ，四 椽 袱 及 金 柱 皆 楠 木 制 ，外 壁 嵌 明 万

历间《重修破山寺记》碑一通。 左右二侧轴线上分

列救虎阁、佛堂、四高僧殿、藏经楼、观音堂、五观

堂等。 寺有东西二园，东园有白莲 池、空心 潭、空

心亭、米碑亭、饮绿轩等。 西园则有放生池、团瓢、

对月谭经亭、君子泉、曲径通幽廊、印心石 屋等景

观。 寺前破龙涧 上跨明 代龙涧 桥、法华 桥石拱 桥

二座，山门口涧前空 地上耸 立有唐 代大中 年造及

近 年 建 石 刻。 寺 内 青 嶂 叠 起 ，古 木 参 天 ，飞 泉 石

桥，气象雄古，颇擅林泉云壑之 美，经常 是江南 文

人雅客的礼佛成诗、品题名 胜之所。 自唐代 常建

《题破山寺后禅院》之后，从古 至今亦 有颇多 名家

题咏，诗文共计近二百篇。 其中，以“破山寺”为题

咏 者 近 八 十 首，以 “兴 福 寺 ”为 题 者 近 二 十 首 ，其

胜 迹 巡 礼

1918 年 所 拍 摄 的 兴 福 寺 山 门

67

C M Y K



二○一 八 年 第 六 期 总 第 四 〇 六 期

他近百余首均为题咏寺内景致或参悟纪事而作。

例如，诗则有 唐代吴 融；宋 代 李 光、真 山 民；明 代

吴讷；清代钱谦益、吴伟业、翁同龢、陈三立、杨云

史等诸人之作。 缁流作者则有宋代居简、仲殊；明

代法乘，清代格庵；近代应慈、持松，皆名僧也。 文

则有 唐 代 皮 日 休 之 记；宋 代 仲 殊 之 记；明 代 屠 隆

之碑，清代钱谦益之记、汪应铨之记、翁心存之记

等。

二、兴福寺的弘法探源

在常熟历代诸多佛寺中，兴福寺的影响最为

深远。 寺自唐宋以降即高僧辈出，最为著名者有

唐代常达、怀述，后梁彦偁，宋代晤恩。 四高僧弘

法济世，道风远播。 后辈门人为纪念之，起塔于兴

福寺东南处，即今日的四高僧墓。 1980 年

被列为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赎回

重 修 ，并 增 建 石 亭 、寮 舍 等 。 除 四 高 僧 墓

外 ， 现 存 兴 福 寺 内 的 高 僧 塔 墓 近 数 十 余

座 ，每 年 清 明 前 后 ，各 地 法 子 千 百 人 皆 来

至诚祭拜。 昔释迦涅槃，归身于窣堵，诸弟

子视之犹 佛之真 身，用伸 孺慕之 思。 高僧

塔林， 不 仅是兴 福寺历 史境迁 的见证，亦

是中国佛教重要的文化遗产。 2009 年，本

人 任 常 熟 市 佛 教 协 会 会 长 及 兴 福 寺 方 丈

后，承黄夏年教授 推介倡 议，蒙台 湾地区

“中国佛教会” 理 事长净 良长老 赞成，白

圣 长 老 传 人 净 心 长 老 等 首 肯 ，2010 年 5

月 4 日，联合国 家宗教 事务局、江苏省 宗

教局、苏州宗 教局共 同举办 了“白圣 长老

舍 利回奉 常熟兴 福寺暨 海峡两 岸和平 祈

福 法 会 ”，以 期 白 公 爱 国 护 教 、弘 法 利 生

之精神，永垂于世。

兴福寺，历 代有高 僧大德 卓锡 住 持，

建 立 道 场 法 幢 ，传 临 济 正 宗 ，弘 演 天 台 、

南山、华严、真言诸宗法旨，传灯相续，影响深远。

至于兴福寺的常住教乘，有明末唯识复兴运动的

倡 导 者 天 池 僧 明 昱，他 不 仅 是 贤 首 宗 大 家，亦 积

极阐扬“慈恩法相”。 清代光宣之际，法灯和尚开

堂说戒，专弘“南山”。 其后住持乏贤，山门寥落。

虽然历经千百年的岁月迁徙，但兴福寺一直以弘

宗演教、办学兴教为志愿。 民国丁巳夏，本寺檀越

及 邑 中 耆 老 礼 请 常 州 天 宁 寺 冶 开 和 尚 莅 临 主 持

法席。 当时冶公因慈善事业繁重，难以兼顾，并命

嗣法弟子月霞法师与应慈法师来寺主持寺务，重

振宗风。 月霞法师为华严宗大师，于 1917 年将华

严大学迁 址 于 本 寺，积 极 筹 设“华 严 讲 堂”，以 扬

法化。 目前位于兴福寺内的“法界学院”，即是华

严 大 学 的 承 续， 是 中 国 创 办 较 早 的 佛 教 院 校 之

兴 福 寺 西 园 团 瓢

法 界 学 院 讲 堂

68

C M Y K



THE VOICE OF DHARMA

慧 云 法 师 为 常 熟 市 援 建 四 川 土 门 镇 三 溪 寺 文 殊 殿 开 光 法 会 主 法

一，至 今 已 有 百 年 历 史，曾 为 推 动 近 代 华 严 学 的

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 在 1927 年 寺 院 就 创 办 了 佛 教 通 讯 社 ，并

创 刊《晨钟 特 刊》，编 纂 刻 印 了 大 量 华 严 类 论 著。

1933 年应慈法 师严遵 霞师遗 训“力弘 华严，不 作

方丈”，年登九 十有奇，宣讲《法 华经》《梵 网 经》。

1934 年因学潮迭起，学院暂时停办修整。 1935 年

原住持僧苇乘法师再度恢复法界学院，并请持松

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名誉院长，由潭月、惠宗

二师辅弼，培植僧材。 后因持松法师“为使真言华

严 ，两 得 其 准 ”而 退 法 席 ，并 复 求 法 于 日 本 高 野

山 ，受 真 言 宗 传 授 ，得 五 十 一 世 阿 闍 黎 位 ，有 华

严 、密 乘 、唯 识 法 相 名 著 传 世 ，后 移 锡 上 海 静 安

寺，建 制 十 方 丛 林，圆 寂 后 归 葬 于 兴 福 寺 云 栖 塔

院。 1956 年，经由常熟市工商联主任毛

柏生等人筹款，修复华严讲堂。1988 年，

原 方 丈 玅 生 老 法 师 与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印度宗教与中国

佛 教”学 术 研 讨 会，并 在 耄 耋 之 年 登 坛

宣 讲 华 严 ， 多 次 举 行 祈 祷 世 界 和 平 法

会。 玅生老法师一生为弘法事业鞠躬尽

瘁，为中国佛教的传承与文化弘扬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 了 传 续 法 种 ，不 辍 法 旨 ，培 养 僧

材，自 2009 年 本 人 升 座 后，便 于 同 年 开 办

了法界培训班。 2010 年 3 月重新修 订《常

熟 兴福寺 志》，同年 5 月举办 了“兴 福 寺 与

近 现代佛 教学术 研 讨 会”，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先生及海内外四十

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至今本寺已成功举办

近二十余场佛学论坛。 为了走上 “教育兴

教、文化 兴教”之 路，在社 会各界 的支持 与

努 力 下 ，2015 年 由 江 苏 省 佛 教 协 会 主 办 、

常熟佛 教协会 承办， 法 界 学 院 恢 复 办 学，

并创刊《兴 福》杂志。 2017 年获国 家宗教 事务局

正式批准。 目前学院已成为学修并重，弘扬华严

的高等佛学院。

历 来 弘 法 事 业 唯 慈 善、教 育、文 化 三 者 最 为

重要。 除教育兴教外，本寺仍秉承“上求佛道，下

化众生”宗旨为己任，积极践行菩萨道精神，服务

众生，造福 社会。 2008 年 汶川大 地震后，本寺得

知绵竹市土门镇三溪寺遭严重破坏，立即捐资一

百万元支援修复。 这是江苏省援建的第一个震后

文物保护和宗教场所修复项目。 据史料载，明嘉

靖 年 间，兴 福 寺 曾 毁 于 倭 难，来 自 四 川 的 无 着 法

师 伐 木 辇 土，重 修 兴 福 寺，为 四 川 与 常 熟 佛 教 结

下善缘。 此次援建行动，本寺与三溪寺结下殊胜

佛缘，成为友好互助寺院。 近年来，寺院已先后创

胜 迹 巡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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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了 常 熟 市 兴 福 慈 善 功 德 会 与 苏 州 市 兴 福 公 益

基金会， 力求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助，

架起慈悲之桥梁，以真、善、美、慧的心灵共鸣，推

动 社会 精 神 文 明 建 设，促 进 社 会 和 谐 发 展，祈 愿

世界和平，圆成无上佛道。

三、 文化立寺的发展理念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兴福寺已逐渐由

山林寺院转变为都市寺院，全球多元开放的发展

趋势，也对传统寺院的弘法方式和文化传播途径

提出了新的要求。 若要打造佛教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既要对内至善至美、精益求精，秉承不忘初心

的坚守，对外也要勇于突破创新、精进不懈。 这才

是健康发展的根本，是广接群生的关键。 对于以

文化立寺为目标的寺院，更应该像一个有机的生

命体，做到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与创新。

2009 年新一代领众团队的成立，为寺院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是新时代传统寺院转型的一座里

程碑。 通过不懈的努力，兴福寺先后荣获了“全国

创建 和 谐 寺 观 教 堂 先 进 集 体”和“江 苏 省 五 星 级

宗教活动场所”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6 年在常熟

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精致城市”的城建理念指

导下，寺院开始实施了“强基固本不间断，美化坏

境求特色，文化立寺不动摇，服务社会创品牌”四

大举措。 全体僧众齐心聚力，对兴福寺综合建设

深耕细作，以“精细”的标准严格规范管理，以“精

研”的文 化成果 弘传 正 法，以“精 心”的 社 会 服 务

回馈大众，最终以“精致”的寺院环境重树当代中

国佛教形象。

（一）强基固本不间断 完善管理新规范

精致的物件离不开钢筋铁骨的框架，需要夯

实 的 基 础、 高 效 的 管 理 组 织 和 前 瞻 性 的 战 略 愿

景。 多年来，寺院一直以对管理制度、安全意识与

道风建设高度重视，并制定了多项具体措施与要

求。

1. 完善制度求落实

健 全、 可 行 的 管 理 制 度 是 铸 造 寺 院 和 合 共

住、长效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 兴福寺始终把制

度 建 设 视 为 做 好 寺 务 工 作 的 前 提，并 依 据《宗 教

事务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

等 法 律 法 规，结 合 佛 门 规 约 和 寺 院 实 际，先 后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规 章 制 度，并 汇 编 完 成 了《兴 福 寺 规

章制度》，为寺院规范管理奠定了有效基石。 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新形势也对寺院的发展和

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完善和落实适合寺院

发展的制度，是当代寺院的首要工作。 现阶段兴

福寺坚持以打造“精致寺院”为着力点，大力推动

精 细化管 理，围绕 人事、财 务、档案、消 防、综 治、

环保、文保等基础性工作，加强制度建设

和落实力度， 为建设精致的文化寺院提

供根本遵循。 五星级档案工作的成功创

建即是寺院追求提升的表现形式之一。

2.安全有效求细致

“安 全 第 一，预 防 为 主”是 保 障 寺 院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在安全工作

方面，兴福寺以务实严谨而著称，并多次

被苏州市和常熟市评为 “消防安全先进

集体”。 由于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法 界 学 院 首 届 开 学 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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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物保护单位，长期坚持不懈地从培训宣传

和 人 防 技 防 入 手，明 确 和 细 化 安 全 责 任，加 强

安全工作的宣传和整治力度，努力提高全寺四

众弟子的安全意识。 与此同时，寺院提档升级

了寺院监控设备和温感报警系统，并积极汲取

先进安全管理经验、采购各类更加科学高效的

监控报警系统。 通过以上措施的认真落实以及

全寺上下的通力协作，力争为寺院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和建设精致寺院，确立稳定安全的基

础保障。

3. 道风建设求端正

制 度 和 安 全 能 够 为 佛 教 发 展 提 供 适 宜 的 环

境和物质条件，但良好的道风才是佛教赖以生存

的根本，紧抓道风建设一直是寺院传承与发展的

根本保障。 作为江南四大名刹之一，多年来兴福

寺一直严格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要求僧众树立

良好的 佛教形 象，以正 信、正 念、正 行 为 目 标，以

学修并 重为指导 思想，坚 持 上 殿、过 堂、出 坡、学

习、二时课诵、诵经念佛等，以学导修，以修证学，

加强道风建设而布泽法雨。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正

信的佛教，寺院正针对全寺僧众和居士学佛班的

学员，优化师 资，细化 课 程，精 进 学 习，通 过 知 行

并举的方式，让道风端正的种子融入到精致寺院

的每一个角落。

4.学修务实求长效

兴 福 寺 僧 才 培 养 的 宗 旨 是“学 修 并 进、知 行

合一”。 多年来寺院坚持以培养“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

合格僧才为目标， 以常规培训和集中培训为主、

佛学院就读和自学为辅的方式，有效促进了僧团

和谐稳定，四众弟子和合共住。 为了营造更好的

学习氛围，打造学习型寺院、学习型团队，提升僧

团综 合 素 质，寺 院 通 过 课 堂 授 课 的 方 式，定 期 礼

请教界法师和学界教授来寺授课，并以教学相长

的 方 式，鼓 励 和 倡 导 僧 众 走 上 讲 堂，面 向 居 士 学

佛 班 讲 经 说 法，从 而 激 发 僧 团 自 我 净 化、自 我 上

进的主观能动性。

5.办公高效求先进

借 力 新 传 媒 、新 软 件 ，推 动 寺 院 发 展 ，是 21

世纪佛教中国化的鲜明特征。 在恪守寺院原则的

基础上，与时俱进，求变求新，是我寺以出世之心

做入世之事的主要模式之一。 在现代化管理与运

营方面，兴福寺早在 1999 年就开通了官方网站，

2001 年建立了档案管理制度。 2009 年实现寺 院

的办公自动化， 并于 2013 年升级了网站并开通

了官方微信公众号。 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寺综合水

平， 寺院正在努力实现 OA 系 统办公 自动化，最

大可能地规范寺院的电子信息化管理，提升寺院

的办事效率，由内而外地打造“精致寺院”。

（二）文化立寺不动摇 充实精致心内涵

现代佛教的主体内涵或可概括为三个面向：

修行、信仰和社会文化。 其中寺院和僧人是佛教

文化的标志性承载者，信徒是佛教文化的具体实

践与传播者，而最终熔于一炉的是社会文化视域

下对佛教的解读。 只有通过与社会文明的紧密结

合，培 养 和 挖 掘 文 化 潜 力，才 能 够 为 佛 教 带 来 更

多的发展空间。 因此，就铸造寺院的文化精致而

言，则 需 从 兴 教 办 学 和 文 化 互 通 上，考 量 并 开 拓

胜 迹 巡 礼

兴 福 寺 第 四 期 僧 才 培 训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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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八 年 第 六 期 总 第 四 〇 六 期

文化发展深度、广度和力度。

1.兴教办学 不忘初心

自 2015 年 兴 福 寺 恢 复 开 办 法 界 学 院 以 来 ，

寺院僧众时刻肩负着“不忘初心、重振华严”的历

史 使 命， 一 方 面 努 力 加 强 师 资 和 学 生 的 培 养 力

度，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华严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 从居士学佛班的举办，到大众阅藏的精进；

从 专 家 学 者 的 定 期 讲 座 到 与 常 熟 图 书 馆 合 作 成

立法界学院图书馆， 都是文化立寺的具体实践。

为了促使学院的每一位学人， 能够学有所得，学

有所成，学有所用，寺院不断完善学院管理，积极

为培养华严僧才的搭建有效平台。

2.文化互通 交流互鉴

宗教文化， 是人类重要的精神产物之一，是

构建全球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近年来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思想，佛教文化即

重要的历史参与者和构建者。 任何文化的发展与

壮大， 都需要在交流互鉴中碰撞出内在生机，而

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不仅有助于推动佛教义理

阐 释、确 保 佛 教 健 康 发 展，同 时 更 有 助 于 各 国 之

间友好往来的文化互通。 兴福寺持续以“广交流、

深挖掘、精 阐扬”的 方 式，不 仅 以 创 新 发 展“入 世

华严”的理念来普及佛教文化，以知行并举、学修

并进的模式宣扬华严法种，并通 过积极 地

与 国 内 外 的 优 秀 佛 教 文 化 寺 院 开 展 学 习

交 流 与 文 化 互 鉴，博 采 众 长 ，为 兴 福 寺 的

文化推广探索更大的发展机遇。

3.笔墨阐教 慧泽众生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之一。 无论佛教杂

志、学 术 文 集 或 是 社 会 文 化 畅 销 书 ，都 是

佛教文化表达的重要窗口和载体。 佛教文

化的建设 任重而 道远。 在 2015 年 法 界 学

院复办时，寺院紧扣时代脉搏，以弘传“华

严”为使命，注重传播义理和学术研究，创

办了《兴福》杂志，出 版了《华 严学 研 究》文 集，力

求将华严文化做深做广，为社会大众酿造华严琼

浆；同时 为 了 深 探“华 严 义 海”，挖 掘 和 推 广 常 熟

佛 教 文 化，僧 众 正 在 努 力 汲 取 众 家 之 所 长，积 极

筹备《法界文库》和《兴福文库》等文化出版项目。

（三）服务社会创品牌 公益慈善树形象

寺 院， 是 属 于 全 体 信 众 和 全 社 会 的 服 务 平

台，不是“独善其身，只求自我超脱”的世外桃源，

而 是 应 该 积 极 入 世 服 务 社 会，回 馈 社 会，勇 于 肩

负起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1.整齐规范义工队伍

寺院义工既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弘法

事业的推动者，因此义工团队的综合素质也体现

着一座寺院的文化面貌。 如何在兴福慈善功德会

与兴福公益基金会的大家庭中，使每一位义工能

够 求 同 存 异，齐 心 协 力，是 每 一 个 团 队 管 理 者 需

要深思的问题。 在经历了义工成员规模扩大和制

度完善的阶段后，兴福寺的义工队伍逐渐开始以

信 仰 为 根 基，以 学 修 为 目 的，以 广 植 善 根 为 表 现

形式，摸索出一套适应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 随

着进一步加大精细化管理力度，用信仰来净化团

队，通 过 一 系 列 公 益 项 目 的 举 行，以 及 培 训 引 导

和 制 度 建 设，来 凝 聚 社 会 公 益 的 善 力，为 寺 院 服

常 熟 市 兴 福 慈 善 功 德 会 参 加 点 亮 蓝 星 公 益 助 跑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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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会走精致化路线展现大爱之美。

2.健康发展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的不断推进， 是寺院广结善缘，引

导社 会大众 从善如 流的表 现方式 之 一。 自 2013

年成立兴福慈善功德会以来，寺院经过不懈的努

力，逐渐形成了“扶贫走访计划”“爱心助学计划”

“慰问孤老计划”“放生护生”“关爱环卫” 等多个

项目，为社会基层民众贡献了一份温暖和慈悲的

力量，为城市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尤其

是 2016 年整合各爱心商家推出的 “兴福爱心栈

计划”，更是极好地带动了社会大爱的释放。 2018

年初兴福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在未来的公益实

践中，寺 院 将 努 力 完 善 公 益 慈 善 项 目，确 保 每 一

次公益活动都能做到尽善尽美。

3.慈善理念叶满枝头

用公益项目来壮大公益力量，用慈善理念来

形成公益造血，是确保寺院长久服务社会的根本

所在。 为了塑造良好的口碑，我们一直秉持着透

明、公开的理念，来运行各类慈善公益项目。 随着

基金 会 的 成 立，寺 院 正 在 努 力 拓 宽 思 路，陆 续 联

合社会各界力量， 编织一张大爱的慈悲之网，为

寺 院 慈 善 事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以 及 寺 院 服 务 社 会

的精致化路线，积极地提供资源和能量。

（四）美化环境求特色 和谐寺院倡文明

内 强 自 身、外 树 形 象，务 实 的 内 在 气 质 与 良

好 的 寺 院 环 境， 是 铸 造 精 致 文 化 寺 院 的 内 在 要

求。 兴福寺地域虽广，但山林居多，开放使用面积

有限。 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和合的丛林环境是

寺院千百年来不变的理念。 从唐代的“曲径通幽

处，禅房花木深”到宋代的“宗教院”，再到民国期

间的“华严大 学”，都 是 兴 福 寺 不 求 建 筑 宏 大，但

求寺院精致和谐、弘宗演教的表现。 2016 年寺院

的东、西两 园 被 纳 入“苏 州 园 林 保 护 名 录”，寺 院

将以此为契机，加大保护力度。 从植被的精心养

护，尤其是古树名木的悉心呵护，来体现“山光悦

鸟 性 ”的 寺 院 园 林 ；从 空 心 潭 、白 莲 池 的 水 体 治

理，来塑 造“潭影 空 人 心”的 清 雅 别 致；从 古 建 筑

群 的 科 学 维 护 ，来 展 现 “禅 房 花 木 深 ”的 佛 门 意

趣。 建设生态寺院，既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体现

生态文明， 也是新时代赋予佛教寺院的新要求。

2010 年寺院 联合市 政府六 个部 门， 通 过 宣 传 引

导、禁售香烛、规范 管 理、出 售 鲜 花 等 方 式，成 为

了苏州地区倡导“文明敬香”的先进寺院。 经过多

年精进不懈的努力，兴福寺历史性地改善了寺院

的整体环境。

四、 结 语

总而言之，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佛教

之精神与时代文明不断适应与融合的过程。 自古

至今，中国佛教经历了千余载的风雨洗礼与薪火

相 传，早 已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重 要 的 文 化 基 因，代 代

相传，并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

式，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

国家已把中华民族复兴、恢复文化自信提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

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加以强调。 作为重要文化

担当的新时代中国佛教，必应积极参与到中华文

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之中。 如今，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下，兴福寺正一如既往地推行着慈

善、教育、文化的三项事业，精进践行大乘菩萨精

神，努力为社会大众呈现一座清净雅致的人文佛

教寺院。

（作 者 为 江 苏 省 常 熟 市 佛 教 协 会 会 长、常 熟

兴福禅寺方丈）

（责任编辑：李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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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拍摄的兴福寺大雄宝殿。

1918年，拍摄的兴福寺唐幢 。

1927年8月8日，兴福寺法界学院续办开学纪念合影。

常熟兴福寺云栖塔院内灵塔

兴福寺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

         汉传、藏传、南传僧众先后在佛牙
舍利塔下诵经祈福。

       会长学诚法师，副会长演觉法师、
宗性法师，以及中外嘉宾浴佛。

庆祝活动现场

江 南 名 刹 ——常 熟 兴 福 禅 寺 
供图/兴福禅寺    文见P66

明·虞山兴福寺重建四高僧祠记碑

康有为游破山兴福寺诗碑

常建题破山寺诗碑

兴福寺应慈法师所书八言联



            原国宗局副局长陈宗荣、中国佛教协

会会长学诚法师、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副

导师文达鲁威·乌帕里长老在庆祝仪式上致

辞，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灵光寺方

丈常藏法师主持仪式。

    中外三大语系佛教界高僧大德，柬埔寨、缅

甸、泰国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出席庆祝活动。

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八，中国佛教协会

在北京灵光寺举办庆祝2018佛诞节系

列活动。

兴福寺鸟瞰

四高僧塔

1985年11月6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来兴福寺考察。

2010年5月5日，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常熟市
委书记王翔、常熟兴福寺方丈慧云法师参加白圣长老舍利安奉仪式。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出席白圣长老舍利回奉兴福寺法会。

兴福寺观音法会现场

中国佛教协会在京隆重庆祝2018佛诞节

兴福寺方丈慧云法师领众举行新年听
钟声活动。

2015年9月2日，法界学院首届开学典
礼在兴福寺隆重举行。

2011年8月21日，台湾优人神鼓剧
《观世音》在兴福寺首次公开演出。

常熟市兴福慈善功德会义工参加公益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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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华亭寺

安徽池州九华山佛教协会

安徽九华山百岁宫慧庆法师

北京科诺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李圣蓉居士阖家

江苏长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苗德清居士

云南宾川鸡足山金顶寺

广东广州善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南鸡足山佛教协会

山东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

北京天地可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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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李叔同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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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泽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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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吕凯程、李成红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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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佛诞节特辑

我眼中的星云长老

莲池大师融通方法论探析 

论五台山在宋朝与日本交往中的地位

大足石刻文化“人文关怀”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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