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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根本：「一個中國」
年年歲歲，九華山晨鐘暮鼓，梵音裊裊，朝山禮佛

的教徒信眾絡繹不絕。在百歲宮內，慧慶法師經常接
待一些來自境內外的信徒和嘉賓。他們大多是慕名而
來，與慧慶法師討論佛學。慧慶法師也經常受邀參加
國際性的佛教盛會，開展佛學交流活動。但無論是在
九華山，還是身處境外，慧慶法師始終履行政協委員
的責任，必將「一個中國」的原則作為其傳教的根
本，他希望在華人的佛教世界裡，能為祖國統一搭建
一座精神橋樑。

自我約束：「四個維護」
慧慶法師是安徽廬江縣人，1979年在合肥明教寺
禮妙安法師出家，1980年禮九華山仁德法師為師。
34年佛門修行之路讓他深感宗教在祖國發展中應起
到積極促進作用。作為安徽省政協民宗委副主任，
慧慶法師表示，宗教一定要遵守「四個維護」基本
行為準則，應時刻將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
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作為宗教自我約

束的根本。

葉落歸根：境外傳教必談「一個中國」
20年前，慧慶法師受台灣信徒邀請前去傳教。在那
一次傳教中，慧慶法師將「海峽兩岸是一家」的原則
在信徒中進行公開講述。面對虔誠的信徒，慧慶法師
講到，海峽兩岸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台灣群眾
的很多親人都在大陸，思鄉之情不言而喻。當信徒們
聽到慧慶法師談到「葉落歸根」，想到一道海峽隔斷
了親人間的溝通時，不禁心酸落淚。慧慶法師告訴記
者，兩岸同胞希望祖國統一的願望是十分迫切的。多
年前，慧慶法師還鼓勵台灣信徒中的企業家到內地投
資建廠，不僅有利於兩地經濟的發展，更能夠加深兩
地間的溝通。
在赴韓國、新加坡等地傳教時，慧慶法師除了傳播
九華山地藏菩薩的大願精神外，更會闡述「一個中
國」的思想。慧慶法師表示，自己不會放過任何維護
和宣揚祖國統一的機會，他希望通過佛教這種沒有界
限的文化，喚醒更多的愛國之士加入到促進祖國統一
的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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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協委員就要多聽群眾的呼聲。」慧慶法師
的提案大多與百姓關注的問題息息相關。前幾年因社
會上假冒僧人行騙事件頻發，不少信徒向他反映受騙
百姓的遭遇。慧慶法師認為此事件再不加以控制，不
僅嚴重影響佛教聲譽，更對公民的財產及心理造成危
害。為此他上交提案，希望政府加強打擊社會假冒僧
人的力度。提案很快引起公安部門的重視，假冒僧人
行騙的現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身居佛山 心牽眾生
一次傳教，他途經安徽省肥西縣三河古鎮，當地居
民向慧慶法師反映這裡有一家加工廠排污情況嚴重，
已經影響到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慧慶法師當場決
定去看看污染的源頭。經過一番查看，他發現這家地
處合肥市和六安市兩市交界處的企業雖位於六安市境
內，污水卻流進了屬於合肥市的三河鎮境內。弄清事
件原委後，慧慶法師將此事作為提案上交安徽省政
協，安徽省環保廳和兩地市政府很快組織了聯合調查
隊，要求企業立即整改，排污問題也很快便得到了解
決。慧慶法師希望通過自己的政協委員職能所在，為
更多的百姓解決些實際問題。

虔心傳教 盡責履職
參政議政20年，慧慶法師最大的感觸就是對於委員

們提交的提案，政府部門都能及時解決或給予快速的
回應，「對於每個政協委員來說，提案得到回應是對
自己的最大鼓勵」。
讓慧慶法師記憶深刻的是他為九華山的環境保護所

提的提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不少信徒和遊客到九
華山燒香拜佛盡是燒高香、燒大香、燃長鞭、燒冥
紙，使得九華山上空烏煙瘴氣，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為此，慧慶法師提案希望當地行政部門對此行為進行
管理。讓他沒想到的是，針對自己的提案，相關部門
立刻出台管理規定，禁止過量燒香、禁止燃放鞭炮等
措施，很好的保護了九華山的青山綠水。

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安徽省九華山，以地藏菩薩道場馳名天下。在地藏菩薩「眾生度

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願精神普照下，九華山的高僧大德不僅慈悲濟

世，更心懷祖國統一，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

「愛國、愛佛是出家人修行的根本，對國家有利的事要多做，有利的話多宣傳；對國家不

利的事絕對不做，不利的話堅決不說。」九華山佛教協會會長、百歲宮主持慧慶法師在接受

本刊專訪時一再強調。慧慶法師早在1993年就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委員、常委，至今已任職

政協20載，現擔任安徽省政協民宗委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張玲傑、胡鑫

20年為社會捐款2000餘萬元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是佛門弟子

修行的根本，作為九華山地藏菩薩的傳教弟子，慧慶
法師帶領寺院眾僧關注公益事業、敬老愛幼、扶貧濟
世。他說，佛教的宗旨乃慈悲、施捨與普度，源於社
會的佛門香火，在社會需要幫助時理應回報社會。

慈悲為懷 捐贈為樂
在安徽省青陽縣的一座窮苦村莊裡，慧慶法師承擔

了小山村所有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費用，不僅如
此，村裡校舍的建設以及老師的工資等支出，也都由
慧慶法師捐贈。
慧慶法師在1993年開始幫助這座村莊，當時村裡近

乎倒塌的土房、孩子們在戶外上課、幾十個學生只有
一個老師等貧苦情況，讓慧慶法師決定幫助他們。慧
慶法師先後共捐贈一百多萬元用於該村教育事業。
2004年，青陽縣關工委聘請慧慶法師擔任縣關心下一
代工作委員會名譽會長。慧慶法師高興地告訴記者，
村子裡已經出了五位大學生，他們都經常來看望慧慶
法師，這讓他十分欣慰。
據統計，多年來慧慶法師帶領九華山百歲宮先後為

九華山街區環境整治工程和交通轉換中心公路牌坊捐
款130萬元和300萬元，為風景區旅遊環境綜合整治作
出了貢獻；2007年該寺先後組織僧眾為我國南部洪災
地區捐款105萬元，向「5．12」汶川地震災區捐款10
餘萬元；2009年先後向省慈善協會捐款50萬元，向池
州「夕陽紅」捐款500萬元，用於新建、改擴建敬老

院；2010年先後向玉樹地震災區捐款30多萬元等等，
慧慶法師的善舉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讚譽。
20多年來，慧慶法師累計為社會捐贈善款達2000餘

萬元。2009年，安徽省民政廳、慈善總會、紅十字會
授予慧慶法師首屆安徽慈善獎「愛心慈善行為楷模」
榮譽稱號。

錢財身外物 有「捨」才有「得」
不久前，慧慶法師偶然在新聞中看到了一則山東一

位大學生帶癱瘓父親上大學的報道，父子倆的生活
十分艱苦。慧慶法師當時就覺得，這位學生的孝道精
神值得學習，不能讓這樣的精神被現實社會的殘酷所
磨滅。於是，他想方設法聯繫到了這位學生。就在記
者採訪慧慶法師的十天前，這名大學生收到了慧慶法
師匯去的6000元錢。
慧慶法師在接受採訪時反覆提到，錢乃身外之物，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出家人就是要解救眾生於苦難之
中。他不僅自己踐行這樣的信念，更是將其傳予弟
子和信徒，希望他們能夠盡自己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在國內發生重大地質災害或國家有需要時，
他不僅自己捐錢捐物，更帶動了眾多佛教信徒參與進
來，為國家分憂解難。
「國內近幾年地質災害頻發，我的一些信徒都會主

動捐款，一些企業家們的慷慨解囊能夠在國家最需要
幫助的時候，貢獻一份力量。」慧慶法師在與信徒溝
通時總會告訴他們，只有捨，才能有得。

促九華山佛教發展 建99米地藏銅像
今年8月31日，在九華山大願文化園內舉行了99米
地藏菩薩聖像開光慶典，來自海內外的99位諸山長老
為地藏菩薩聖像開光。中國佛教協會領導，港、澳、
台地區法師，國內各大寺院方丈，韓國等海外佛教界
主要宗派代表，以及國內外20多家新聞媒體等近萬人
共同見證此次慶典。

幾代人心願 十八年心血
作為九華山佛教協會會長，慧慶法師深知這座歷時

十八年心血建成的地藏菩薩聖像凝聚了幾代人的心
願，來之不易。他在聖像開光儀式上激動地說，聖像
的建成開光，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它不僅帶動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九華山走向
世界的步伐，也兆示名山興盛、國運昌隆、人民幸
福，世界安寧，九華山佛教協會必將把地藏菩薩「眾
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願精
神更加發揚光大。

修身修心 傳佛教正能量
地藏菩薩有「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願，「我
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一種敢為別人犧牲、經世濟
民的精神，也是一種勇猛精進，拯救人心，改造社會
風氣的精神。慧慶法師在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現代
社會經常會有一些道德缺失、不守誠信等事件發生，

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在慧慶法師看來，之所以會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因為很多人缺乏像地藏菩薩慈
悲之心的信念的感化。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關心和關注社會，弘揚

人間佛教，是作為佛教信徒義不容辭的責任。慧慶法
師常常教導信徒們：世出世間，法本無二，事事都是
修行，處處都是道場。佛教信徒應該發揚佛教文化的
正能量，在遇到違背道德及危害國家利益的事情上，
積極站出來，勇於發聲。同時，慧慶法師希望通過發
揚九華山佛教文化的信念，讓更多的人提高道德水平
的修養，從內心層面出發，行善積德，共同構建和諧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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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慶法師愛好書法，他寫的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慈
悲」。圖為本報記者與慧慶法師合影。記者張玲傑 攝

■在百歲宮內，慧慶法師接待了眾多國內外的信徒與
嘉賓。 記者張玲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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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慶法師主持99米地藏菩薩聖像開光慶典。
本報安徽傳真

■99位諸山長老為地藏菩薩聖像開光。 本報安徽傳真

■位於九華山下的99
米地藏菩薩聖像。

記者張玲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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