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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寺院 先立家風

相傳東華禪寺始建於南朝梁武帝時期，原名靈鷲寺，乃是印度
高僧智藥三藏禪師所創；公元661年，禪宗六祖惠能大師繼承

五祖衣缽後南歸，經此寺而隱修，改靈鷲寺為東華禪寺，唐宋鼎
盛，毀於明清。至新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東華禪寺只有慧能大師閉
關洞，因湮沒在荒草雜樹之中，得以完存，靜靜地等待着有緣人的
到來。
1997年，已閉過四年關的萬行法師，在當地信眾的指引下，來到
東華山慧能大師閉關洞閉關，一入三年。出關後已屆而立之年的萬
行法師，決定恢復東華禪寺，再續禪宗香火。有感於黨和國家對佛
教復興的關懷，尤其是宗教政策的落實，為佛教界服務國家發展創
造了健康的環境，萬行法師在啟建寺院之前，先立東華家風：信教
先愛國，學佛先做人，修道先發心；對國要忠誠，對佛要虔誠，對
人要真誠。發願以「三先三誠」的東華家風，上報四重恩，下濟三
途苦。當時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僅一洞一僧一袈裟，發無上大
願，以國泰民安為己任，以普度眾生為使命，菩提心起、行願無
窮。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2008年10月2日，東華禪寺落成開
光，智藥遺志、六祖宗風得以在東華禪寺復興。
復建後的東華禪寺，是中國第一座倡導「信教先愛國」理念的寺

院，也是較早倡行升國旗、唱國歌的寺院，更是第一座建立佛教愛
國館的寺院。東華禪寺自2008年10月落成之日起，每月都舉行升
國旗、唱國歌、持誦「護國經」的慣例，並已成為東華禪寺特有的
佛門儀軌。新時代以來，在「宗教中國化方向」理論的指引下，東
華禪寺四眾弟子在萬行法師的帶領下，以佛法為體，以服務為用，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鄉村振興、民間外交、公益慈善等領域
書寫「人間佛教」的時代答卷。東華禪寺的實踐，不僅彰顯了宗教界
與黨同心同行的政治自覺，更成為佛教中國化道路上的鮮活註腳。

慈心善行 溫暖人間
積極參與公益慈善，是人間佛教的重要特徵之一。從2000年開山

建寺之初，東華禪寺就一邊籌款建寺，一邊回報社會。萬行法師為
東華禪寺立下規矩，每年都將寺院收入的20%用於扶危濟困、救災
救難、公益醫療、助學助農、孝親敬老等社會公益事業援助；二十
餘年來，無論東華禪寺經歷如何的風雲變幻，四眾弟子始終不忘初
心，先後在公益慈善領域內捐款捐物投入逾1.4億元（人民幣，下
同）。
2009年9月，東華禪寺慈善中醫門診成立，設於翁源縣中醫院

內，慈善門診以「扶貧濟困，治病救人」為宗旨，為翁源縣五保
戶、低保戶及殘疾人士提供免費醫療救助；每年由東華禪寺資助15
萬元，符合條件的困難群眾在該門診看病、用藥費用全免。
隨着寺院的發展，東華禪寺也抽出精力投入到改變寺院周邊鄉村
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持續投入巨額資金，為寺院周邊鄉村交通建
設、路燈架設、飲用水管網、通信通電、停車場地、環境治理等提
供支援，顯著改善了東華禪寺周邊居民的生產生活水平。如今以東
華禪寺為核心景點的東華山景區，年人流量近兩百萬，但因交通便
利、停車便捷、服務完善、環境優美一直備受遊客稱讚。
2017年11月10日，東華禪寺攜手中華慈善總會成立慈宗愛心基

金，專注於老年人健康事業、慈善公益救助和文化服務等慈善公益
項目，進一步規範東華禪寺的公益事業。二十餘年來萬行法師帶領
東華禪寺四眾弟子，堅持多做少說的原則，默默回報社會，還因此
榮獲粵港兩地「公益之星」稱號，「美麗南粵．德善相隨」廣東年
度貢獻人物獎，並被授予廣東省慈善總會終身榮譽理事。
萬行法師常說：「慈善不是施捨，是喚醒眾生心中的佛性。」東

華禪寺定期舉行東華論道、創業就業心理培訓、心理諮詢等「心靈

慈善」活動，備受好評。

禪心賦能 振興鄉村
「山還是那座山，但鄉親們的日子變了樣。」站在東華禪寺山門

前，韶關市翁源縣的一位退休幹部指着遠處的村落感慨。曾經閉塞
的東華山，如今交通便利、發展迅猛，花果飄香、茶園疊翠，遊客
絡繹不絕。
東華禪寺與周邊五個行政村合作，發展特色農業和生態旅遊。

2022年，寺院投入500萬元建立「禪茶文化產業園」，帶動200多
戶農戶參與有機茶種植。數據顯示，參與農戶年均收入從1.2萬元
增至3.8萬元。寺院還組織農業技術培訓，累計培訓村民1,000餘人
次。在具體實踐中，東華禪寺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注重技術指導
和市場開拓。寺院邀請農業專家定期指導農戶，建立產品質量標
準，並通過電商平台拓展銷售渠道。2023年，「禪茶」系列產品線
上銷售額突破800萬元，同比增長60%。
更令人矚目的是「禪文化賦能計劃」。寺院創辦「鄉村振興培訓

班」，開設禪修減壓營、創業創新講座、傳統文化大講堂、東華論
道、技術培訓等課程，累計培訓村民逾千人次。村民陳先生原來一
直在外打工，通過在東華寺學習盆景製作技藝，其創作的「枯木禪
心」系列作品在廣交會上單件售價超萬元。「以前覺得禪法高深，
現在明白『搬柴運水無非道，行住坐臥皆是禪』。」他樸實的感
悟，印證了萬行法師「以禪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精氣神」的深意。

與時俱進 未來可期
當新的一天晨鐘響起時，東華禪寺的僧眾已帶領村民開始春天的

勞作，科技團隊開始調試「數智化國際會客廳」，外事團隊正在就
赴東南亞佛教文化交流的方案頭腦風暴……一幅新時代佛教中國化
的美麗畫卷，又一次徐徐展開。

南嶺群山南嶺群山，，五嶺逶迤五嶺逶迤，，不僅鑄成了華中與華南不僅鑄成了華中與華南、、長江與珠江的生態屏障長江與珠江的生態屏障，，更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天然界碑更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天然界碑。。南嶺支南嶺支
脈環抱的韶關翁源脈環抱的韶關翁源，，扼守珠江三角洲通向內地的戰略要衝扼守珠江三角洲通向內地的戰略要衝，，是最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城邑之一是最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城邑之一；；這裏山奇水秀這裏山奇水秀，，氣候宜氣候宜
人人，，林植豐茂林植豐茂，，花果飄香花果飄香，，素有素有「「仙邑仙邑」」之美譽之美譽。。作為嶺南最具影響力作為嶺南最具影響力、、規模最大禪宗道場之一的東華禪寺規模最大禪宗道場之一的東華禪寺，，正是坐落正是坐落
在翁源縣城東北東華山風景區內在翁源縣城東北東華山風景區內，，四時不忒的晨鐘暮鼓四時不忒的晨鐘暮鼓、、清淨悠揚的經聲佛號清淨悠揚的經聲佛號，，為這座為這座「「仙邑仙邑」」增添了莊嚴和禪韻增添了莊嚴和禪韻。。

文文：：普韋普韋

●初春的東華禪寺全景。

●慈善中國萬里行「精準扶貧」捐贈儀式在東華禪寺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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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禪並重，以禪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精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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