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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内容概要

憨山大师年谱疏序（印光大師）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约世间法论也。若约佛
法论，达固可以兼善，穷亦可以兼善。严持戒律，敦笃伦常，以身率物，
俾一切人相观而善。待其欣欣向往之心发，则示之以三世因果，六道轮
回之理事。心本是佛，念佛往生，方可亲证之因缘。凡有心者，谁不乐
从。故古高僧，随所到处，每多归依。校之王政教化，其益为深。当明
季时，王纲不振，大臣无权。其掌大权者，皆是无知无识之太监。奸恶
者倚权以作弊。愿谨者无智以设法。故致民困国危，无可救药。憨山，
紫柏，莲池，妙峰，同于此时出兴于世。其阴翼治道，冥庀民生也，大
矣。憨山以弘法遭诬，谪戍广州。其救粤人而延社稷也，深且远矣。使
憨山不戍广州，广州之民，早已挺而走险，为国家忧。其撤採船，定民
变，和钦州等大事，均以一席话而了之。非乘愿示生，救民于水火者，
其孰能之。葉玉甫等居士，于青岛立一湛山寺。其地乃憨山弘法被诬之
所。念憨山之盛德，特为排印年谱疏。俾后之阅者，有所兴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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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作者简介

憨山大师（1546年11月5日-1623年1月15日），法名德清，字澄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蔡，
全椒（安徽）人。
明中叶，自明宣宗至明穆宗共一百多年，佛教各个宗派都衰微不振，自明神宗万历时期，佛教中名僧
辈出，形成了佛教在中国重新复兴的繁荣景象，憨山，云栖（即袾宏），紫柏（即真可），蕅益（即
智旭）四高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憨山十九岁出家，到栖霞山学习禅法，后又学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此后，憨山云游各地，名声也越来
越大，万历元年（1573），他来到五台山，因喜爱五台山的憨山神奇秀丽，便以此为号。明万历十四
年，明神
图片引自《憨山大师年谱疏 》
宗把《大藏经》十五部送给天下名山寺庙，太后将其中一部送给正在东海牢山（青岛崂山）的憨山，
朝廷在牢山建立海印寺，特请憨山主持。万历二十三年，憨山因「私修」庙宇获罪，被充军到广东雷
州，他在广东继续弘扬禅宗，并到六祖慧能的曹溪宝林寺说法，主张禅宗与华严宗融合，佛，道，儒
三教合一，为当时人们所赞同。憨山在粤五年，竟名满大江南北。
随后，憨山获准回牢山海印寺，著有《法华经通义》、《庄子内篇注》等十余种，涉及佛、道、儒三
教，其门徒还汇篇了《憨山梦游集》五十五卷、《憨山语录》二十卷。憨山于天启三年（1623）圆寂
，享年七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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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精彩短评

1、若选一辈子要带着的书，这本应该算上。
2、20170413，读的是憨山大师的一生，1999智明法师写得。书中引用了年疏谱。憨山原来是五台山的
一座山。大师一生也是不易，老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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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章节试读

1、《憨山大師年譜疏》的笔记-憨山大师年谱自叙实录（节选）

        世宗肃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我是南京全椒县（现安徽全椒）人，姓蔡，父亲名讳彦高
，母亲姓洪，母亲一生都喜爱供奉观世音菩萨。当初，母亲梦见观世音菩萨带着一个童子来到我家，
母亲接过来抱住，于是就有了身孕。这一年十月十二日的后半夜（一点到三点），我带着白色双层胞
衣出生。

　　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 我周岁。那年患了严重的风病，差点丧命。母亲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如果这
次我能病愈，就准许我长大后出家为僧。母亲又把我的名字挂在村中的长寿寺里，并将我的乳名改为
和尚。

　　二十七年戊申?1548年 我三岁。常常一个人独自坐着，不喜欢和其他孩子嬉戏，祖父常说：“这孩
子像个木桩。”

　　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 我七岁。叔父特别钟爱我。这一年，母亲开始送我去学堂读书。一天，叔父
过世了，尸体停放在床上。我回到家后，母亲骗我说：“你叔父睡着了，你可以去叫他起来。”我于
是喊了几声叔父，婶婶非常悲痛，不由哭道：“天那，你到哪里去了呀？”我又惊愕又疑惑，就问母
亲：“叔父的身体在这里，又能去哪里呀？”母亲说：“你叔父死了。”我问：“死后去哪里呀？”
于是越发怀疑了。没过多久，另一位婶婶生下一个小孩，母亲去看望她，我也跟着去了，见婴儿有那
么大，于是问母亲：“这小孩是怎么进到婶婶肚子里的呢？”母亲拍了我一下，说道：“傻孩子！你
是从哪儿进入你娘肚子里的呢？”我于是更加疑惑了。从此，“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这个疑问就再
也放不下了。

　　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 我八岁。因为读书的缘故，我借住在河对面的亲戚家里，母亲告诫我平时不
准回家，只允许一个月回家一次。有一天回家后，我依恋着母亲，不肯离开。于是母亲大怒，用鞭子
抽打着把我赶到河边，我却不肯上船；母亲更生气了，提着我的发髻把我丢进河里，头也不回地就走
了。

　　那时祖母见到了，连忙呼叫把我救出来送回家里，母亲说：“这儿子没出息，不淹死他，留着有
什么用？”又打着赶我走，一点留恋之心都没有。当时，我心里想母亲真是心狠啊，从此以后就再也
不想家了。那时，母亲常常隔着河岸流泪，祖母骂她，母亲却说：“一定要断绝他的爱恋之心，他才
能专心读书呀。”

　　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有一卷经文讲观世音菩萨。”母亲说：“我不知道啊。”我就为母亲背诵
了一遍《观音经》。母亲大喜说道：“你从哪里得来的？你诵经的声音像老和尚一样。”

　　三十四年乙卯?1555年 我十岁。母亲对我的学业监督很严格，我觉得很辛苦，就问母亲说：“读书
有什么用？”母亲说：“做官。”我又问：“做什么样的官？”母亲回答：“从小官做起，有能力可
以做到宰相。”我说：“做了宰相之后又能怎样呢？”母亲回答：“如此而已。”我说：“可惜一生
辛苦，到头来也只是‘如此而已’了，做他有什么用呢？我想人应该做一个不‘如此而已’的。”母
亲说：“像你这样没有学问的，也就只能做个行脚僧吧。”

　　我问：“什么叫行脚僧，有什么好处？”母亲回答说：“僧是佛陀的弟子，他们的足迹遍及天下
，自由自在，所到之处都有人供养他们。”我说：“做这个好啊。”母亲说：“只恐怕你没有这个福
报。”我问：“做这个为什么需要福报呢？”母亲回答说：“世上做状元的人常有，出家做佛祖的难
道经常能见到吗？”我说：“如果我有这个福报，恐怕母亲舍不下我呀。”母亲回答说：“如果你真
有这个福报，我就能舍下你。”我默默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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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三十五年丙辰??1556年 我十一岁，偶然见到几名行脚的僧人，肩挑着瓢笠等物远道而来。我问母亲
：“这些是什么人？”母亲回答道：“他们是行脚僧。”我暗暗高兴，注视着他们。僧人们到了之后
，把担子靠在树旁放下，向我们问讯化缘。母亲连忙说：“请坐”，急忙为他们煮茶做饭，态度非常
恭敬。僧人们吃完后挑起担子，举起一只手向母亲表示谢意。母亲急忙避开并说道：“不用谢。”

　　僧人们上路离开后，我说：“僧人为何这么不懂礼貌，吃完斋饭也不感谢我们!”母亲说：“他们
如果感谢我们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福报。”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僧人们的高明之处啊。”我深思
良久，于是发出了出家的志向，但苦于没有方便的门路。

　　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 我十二岁。我虽过着日常的生活，但却对俗世的事情毫无兴趣，父亲想为
我定亲，我立即表示反对。有一天，我听京城来的僧人说“报恩寺（现南京大报恩寺）的西林大和尚
有很高的德行”，心中立即就想去跟随他。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不同意；又告诉母亲，母
亲说：“养育孩子，应该听从他们自己的志向，其次才是让他们有所成就。”于是就送我去报恩寺。

　　那年十月到达寺里，太师翁一见我就欢喜地说道：“这个孩子根骨不凡，做一个普通的僧人就太
可惜了。”当时，无极大师第一次在寺院的三藏殿开始讲经，太师翁带我前去听经，正好遇到赵大洲
居士在场，他一见我就大喜说道：“这孩子应该可以作人天师。”于是他轻轻拉着我问道：“你喜欢
做官，还是要作佛？”我立即应声回答说：“作佛！”赵公说：“这个孩子不可轻视，应当好好教导
他。”听经的时候，虽然我听不懂讲的内容，但心中激昂，好像若有所知，却无法表达出来。

　　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 我十四岁，当初太师翁在第二代弟子中挑选了学问和修持都很优秀的梅斋俊
公做我的师父，先传授我《法华经》，三个月后我就能熟练背诵了。所流通的许多经典，我也全部背
完了。太师翁说：“孺子可教，不能耽误他。”于是请来明师教导我。

　　四十一年壬戌?1562年 我十七岁。太师祖依然请先生首先教我科考举人的学问。起初，我同时学习
四书，接着学五经，后来学子、史、古文和辞赋。随后我就能够赋诗作文，当时还曾写过一首《江上
篇》的赋，同学一时间都推崇我的学问。当时我经常生病，因此想放弃学业。

　　四十三年甲子?1564年 我十九岁，因为同学中的友人参加科举考试都中榜了，于是也劝我参加科举
。当时云谷大师住在栖霞山中，已经得了正法眼藏。太师翁一直供养他，往来寺中时必定会留下来款
待十天半月。

　　我当时服侍在太师翁身边，非常勤勉，时常能听闻云谷大师的教言。这次恰好云谷大师出山，听
到有人劝我参加科举，担心我会产生离开寺院去追求功名利禄的想法。大师大力为我开示出世参禅、
悟明心地的妙处；又一一列举了传灯大师等诸位祖师和《高僧传》中所记载的事迹，指示我去取来学
习。我去检索书箱，发现了《中峰广录》并取来阅读，还没看完就感觉大快于心，感叹地说道：“这
才是我心中所乐意追求的事情啊。”于是我立志要做出离世间的事情，并立即请太师翁为我剃度、披
僧衣。我把原先学习的世间书籍全部都焚毁丢弃了，专心做参究生死这件事，但是未能领悟其中的要
旨，于是就专心念佛，日夜不间断。

　　这样过了没多久，一天晚上梦中见到阿弥陀佛现身，弥陀站立在日落之处，瞻仰佛的面目和光明
，清楚分明。我以头面顶礼，手接佛足，哀恋不已。又希望得见观音、势至两位菩萨，两位菩萨随即
于空中现出半身。从此以后，西方三圣时时光明显耀在我眼前，我也坚信修行能够有所成就。

　　这一年冬天，本寺禅堂建立道场，请无极大师讲解《华严玄谈》，我跟从大师受了具足戒。我随
大众一起听法，听到十玄门“海印森罗常住”这里，恍然了悟了法界圆融无尽的要旨，深深地仰慕清
凉国师的为人，所以自己取“澄印”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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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年譜疏》

　　我请求大师予以印证，大师说：“你立志要证入这个法门吗？”我因为见到“清凉山上有冬积坚
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号清凉”这段话，从此以后，无论行住之时，冰雪清凉的境界宛如在眼
前一般，我立志愿住此境之中。世间的事情没有一件能让自己开心的，而出世的念头，却无时无刻不
在心头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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