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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福禅院扩建规划建设项目的完

成将给前来觐拜者创造肃穆、吉祥、福

祉的新天地，更多的香客和游客将会慕

名而来。禅院倡导与人为善，团结友

爱，多行善举，广积善德，修身养心，平

衡心态，它将为迷茫浮躁的人们提供心

灵的洗礼，让那些在都市逐渐迷茫的人

在此净化心灵，在晨钟暮鼓中感受内心

最真实的声音。

修扩建后的普福禅院将更有力地

推广禅院的“普福”价值思想，即普度众

生、福泽四海。为此，扩建后的普福禅

院将把普福价值、慈悲理念贯彻到弘

法、宣传、教育等活动中，也将把公益作

为普福禅院的一项永远的事业，广泛开

展救助、赈灾、扶贫、助教等公益慈善活

动，并且用文化来启发、促进公益事业

的发展。

普福禅院扩建项目完成后，将与目

前惠州市、博罗县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效

互补，与罗浮山宗教文化相连形成宗教

文化艺术寺院特色景区。普福禅院扩

建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积极促进惠

州市和博罗县的文化、旅游业发展；充

分发挥宗教界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文化繁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惠

州市建设科学发展惠民之州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同时，此次项目的实施和建

成也将对惠州市以及博罗县的经济产

生重要影响。通过对文化的不断宣传

和挖掘，可以辐射到经济上。惠州目前

拥有 TCL、德赛、华阳等大型本土国有

（控股）企业集团以及侨兴、富绅等本土

民营企业集团，数码、石化是惠州的两

大经济支柱。惠州市可充分发挥宗教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依托本地

优势资源和产业基础招商引资、发展

特色产业和服务产业。普福禅院将紧

跟惠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脚步一如

既往地发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和

谐发展。

据悉，惠州 2014年正在申报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项目，而普福禅院扩建项

目的完成也将为惠州创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添砖加瓦。普福禅院将结合历

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进一步完善规划，

在规划保护中寻求发展，将进一步从惠

州全局的高度和全民广泛参与的广度

上继承和保护普福禅院这个历史文化

遗产，传承人文脉络。

普福禅院的来德法师表示，将会把

普福禅院打造成岭南佛教文化第一流

的禅院，继续加大对普福禅院的宣传推

介力度，不断扩大普福禅院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切实把普福禅院打造成让人慕

名而来、流连忘返的“仙山福地”。同时

将积极加强对禅院宗教教职人员的培

养，不断提高教职人员的宗教素养、文

化素养和管理能力，团结带领信众为建

设幸福惠州多作贡献。还将不断加强

禅院宗教文化的传承和建设。我们相

信，普福禅院扩建完成后的作用是持续

性、深远性的。它将继续发挥它的优势

与作用，成为推动惠州市、博罗县文化、

旅游、经济发展的循环动力。法师同时

表示，普福禅院将积极筹集资金，早日

将项目计划实施完成。

普福禅院，一座让人心灵澄澈清净

的地方。随阵阵钟磬，踏入佛门净地，

便感受到了清新之气，清空烦恼，洗尽

浮躁。好像远离世俗红尘，又充满激情

与祈盼。活动当天天降甘露，雨中的禅

院更显幽静。笔者在活动之后一个人

静静地观赏了普佛禅寺，烧了高香，许

了心愿，随后漫步于这座浸透佛道两教

文化精髓的名山古刹，细细寻觅历史积

淀的踪迹，感受自然带来的清新，颇感

内心浮躁全无。苏东坡曾客居惠州，不

知他是否也曾在此觅得一片清静？

建成岭南一流佛教寺院

2007 年，博罗县在旅游总体规划评

审会上提出了提升博罗县旅游的新设

想，即构筑“一城两山一江，两线两区”的

发展格局，建设“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两

大重点旅游产品体系。“一城”即旅游发

展支撑中心——县城罗阳镇，以缚娄古

国文化园建设为重点，打造以弘扬缚娄

古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文化为主题公

园。“两山和两区”即该县境内的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罗浮山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象头山。“一江”即东江十里画廊濒水

景观线，形成珠三角地区重要的水上旅

游观光线。“两线”即西部乡村旅游发展

轴线和东部生态旅游发展轴线。

博罗县最大的旅游优势是宗教、民

俗文化丰富，以弘扬佛教文化艺术旅游

为载体、激活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正在

指导着博罗县旅游业的发展。而普福禅

院作为“两山一江”之象头山中的千年古

刹，将建设成为岭南一流的文化艺术佛

教寺院，这将对博罗县乃至惠州的文化

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普福

禅院住持上来下德法师积极响应政策，

带领全寺僧众立志弘扬正法，以“创人间

净土、竖如来法幢、宣无上妙谛、觉法界

有情”为寺院宗旨，在博罗县政府、民宗

局及佛教协会的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

下，现已完成“一个中心，五个园区”的规

划建设设计方案。

普福禅院扩建项目建设总面积为

580 亩。“一个中心”即中心礼佛观光区，

是一个艺术性的园林式寺院。主要满

足各界信众礼佛、朝拜、听经闻法的需

求，也可供广大香客、游人参拜观光。

“五个园区”为禅修区、慈律学院区、念

佛区、佛教文化艺术区和孝祠园孝道文

化区。禅修区主要是佛教正法道场，主

要用于出家人或者香客们静心禅修的

地方；慈律学院则主要用于培养僧才、

惩戒忏悔、跪香，学习戒律；念佛区主要

供女众念佛居住使用，并可带领信众念

佛修心行；佛教文化艺术区则通过佛教

文化艺术的研究、展示、交流，影响人们

与佛结缘，树立善德信仰；孝祠园孝道

文化区则将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

文 化 为 艺 术 背 景 ，将 孝 祠 园 建 设 成 殊

胜、庄严的净土之园，以符合广大信众

祈愿往生极乐的理想境界。

项目将以宗教文化艺术寺院为基

点，以寺院中心园区为核心，打造佛教文

化艺术品牌，积极发挥禅修区、念佛区、

佛 文 化 艺 术 区、孝 道 文 化 区 的 配 套 功

能。不可否认，从长远意义上来讲，普福

禅院扩建项目的完成将对博罗县和惠州

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辐射性、持久性

和深远性的积极影响。

“一个中心，五个园区”，打造佛教文化品牌

普福禅院普福禅院：：建设岭南一流的佛教文化园区建设岭南一流的佛教文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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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届京深港艺术家慈善创作联谊活动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普福禅院举行，与此同时，普福禅院扩建规划筹备也正式启动。作为“两山一江”

之象头山中的千年古刹，普福禅院将建设成为岭南一流的佛教寺院，对博罗县、惠州市文化及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通向山林的小路，显得幽静，树木

茂盛，一入禅院，便有一股清新静谧之

气。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丛林，洒下一片

光辉。僧侣们唱经礼佛的地方掩映在

花草树林之中。山光的明净使鸟儿欢

悦，燕儿回巢令人欣喜，清澈的湖水使

人心中的俗念全部消除净尽，只偶尔听

到仿佛是天外传来的一两声缓慢的钟

磬声。

普福禅院坐落在山清水秀、人杰地

灵的惠州市博罗县。普福禅院所在地

是一块九龙吐珠，宛如滴翠，后有玄武、

前有朱雀的传统风水宝地。它位于“两

山一江”之罗浮山脉中段的象头山蜡烛

顶山麓，背靠象头山，左有九象卫（九座

小山梁），右临东江水，犹如双龙戏珠。

同时禅院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东与惠

州市区相接，南与东莞隔江相望，西连

增城，北靠龙门、河源，毗邻深港澳。

据典籍记载，普福禅院始建于南宋，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古人云：“东江一

源形弥弥，象山万壑势悠悠。”普福禅院

得天地之精华，享日月之灵气，千年以

来，立足风水宝地，普降佛雨甘露，福佑

四方百姓。寺院金碧辉煌，殿宇雕梁画

栋、龙飞凤舞，善男信女在此虔心拜佛

求愿。据寺内残碑记载：寺院在晚清年

间进行过多次扩建。在抗日战争期间，

由于普福禅院的地理环境独特，抗日军

队便以普福禅院为根据地，以便联络东

江的游击纵队及小分队，曾生、曾光、陈

赓、刘彪等革命同志曾在此活动，与日

本侵略者进行过多次抗争，为普福禅院

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普福禅院也因此

在抗日战争中被敌机炸毁。象头山风

景 依 旧 ，却 唯 独 不 见 了 当 年 的 普 福 禅

院。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教政策的

开放，作为岭南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普

福禅寺迎来了春天。上世纪 80 年代，

乡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愿复修普福禅

寺，市政府顺从民意，在原址划拨了 30

余亩土地作为普福禅院复修用地。信

众 们 无 偿 投 资 投 劳 ，开 始 扩 建 部 分 工

程，已陆续建有天王殿、观音殿、大雄

宝殿、药师殿、功德堂、居士楼、斋堂、放

生池等。

进入 21 世纪，随着佛教信众的日

益增多，为更好地弘扬佛法，促进社会

和谐，加快博罗县文化、旅游和经济的

快 速 发 展 ，响 应 惠 州 市 的 生 态 旅 游 规

划和博罗县构建“一城两山一江，两线

两 区 ”的 旅 游 发 展 新 规 划 政 策 。 现 任

主持上来下德大和尚认识到扩建普福

禅 院 的 重 要 性 ，亲 率 两 序 大 众 着 手 筹

备 普 福 禅 院 扩 建 ，立 志 把 普 福 禅 院 建

成以佛教和中华传统文化及艺术相结

合的岭南第一流的佛教文化艺术丛林

院区。

日前在普福禅院举办的首届京深港

艺术家慈善创作联谊活动由普福禅院主

办、香港红荔书法协会协办。活动一方

面旨在加强京港深三地艺术家的交流与

合作，弘扬中华佛教文化；另一方面为普

福禅院扩建筹集善款。当天，来自北京、

深圳和香港的书画家齐聚普福禅院，众

多香客和游客也慕名而来。以秀美的普

福禅院为背景，在佛音袅袅下，书画艺术

家们现场创作，与香客游客们积极交流

与互动。各书画家现场创作之后，信徒

居士们主动迎请作品。游客张女士称，

李木居士的《童子拜佛图》创意独特，墨

涛的百马长卷气势磅礴，谢树春的“舍

得”二字大气遒劲。许多游客表示，在普

福禅院既感受到了禅院的幽静深远，又

享受了艺术的盛宴。活动上，惠州市民

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吴少忠充分肯定了普

福禅院对惠州市的宗教文化所作出的突

出贡献。此次活动不仅为普福禅院的扩

建建设添砖加瓦，同时也扩大了普福禅

院的影响力，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普

福禅院和岭南佛教文化。活动最后，书

画家将善款全部捐给普福禅院用于寺院

扩建工作，并向普福禅院捐赠了数百幅

作品，供普福禅院永久收藏。

扩建禅院，弘扬佛教文化

中心礼佛区：中 心 礼 佛 区

是普福禅院的核心区块，分为观

光区和三式寺院两大部分。由

南入观光园，只见山门矗立，雄

浑典雅，停车拾阶而上，极目远

眺，但见占地百亩镜池，波光潋

滟，花红叶绿，睡莲献佛，使人体

悟“净中有佛”之哲理。漫步池

堤，远山近景尽收眼底，湖光山

色 倒 映 池 中 ，龟 鱼 成 群 结 伴 而

行，地域空间完美组合，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由西堤过长生桥，

进入三进式寺院的殿前广场，举

目北望，主体建筑天王殿、大雄

宝 殿 、藏 经 阁 三 大 殿 宇 依 山 而

建，沿中轴线梯次排列。仿唐宋

体制的建筑依地势逐级而升，大

气恢弘，结构精巧，雄伟壮丽，气

势磅礴。三大殿两翼为东西鼓

楼。周边还有地藏殿、药师殿、伽

蓝殿、祖师殿、斋堂、厨房、厢房曾

寮等配套建筑。可容纳常住僧人

百人以上，满足各界信众礼佛、朝

拜、听经闻法之需求，也可供广大

香客、游人参拜观光。

禅修区：禅修区位于三进式

寺院右侧，这里是“心灵的培育”

场所。内有佛学院、大光明讲堂、

图书馆等。亭台楼阁，清新典雅；

山水映衬，别具一格。藏经塔矗立

山巅为普通寺院的制高点。这里

是佛教教育、佛学研究和培养僧才

的中心道场。佛教有“佛、法、僧”三

宝与“体、相、用”的修学理念，这里

是培养佛教人才展示佛教文化的

中心。

念佛区：西出三大殿，沿湖中

曲桥往西北步行 100多米，来到念

佛区。以念佛堂为中心的连体建

筑呈围合之势，与莲花池、休息

亭、广场等组成一个半围合的空

间。念佛区主要供女众念佛居

住，并可带领信众学佛修行。文

化景观有西方极乐绘画、雕塑等

艺术，使来寺院礼拜念佛的信众

更正确地明解念佛解脱人生无尽

烦恼的意义。

慈律学院：慈律学院位于偏

西北一隅。这里，满目葱绿，随

季欢喜，次第开放；名贵林木，生

长 繁 茂 ，鳞 次 栉 比 ；林 中 曲 径 ，

条 条 通 幽 ，畅 游 其 间 ，心 旷 神

怡 。 本 着“ 大 众 认 同 、大 众 参

与 、大 众 成 就 、大 众 共 享 ”的 原

则 ，普 福 禅 院 的 慈 律 学 院 一 年

四 季 对 公 众 开 放 ，成 为 市 民 理

想 的 休 闲 场 所 ，客 观 上 起 到 了

清净禅修、弘扬佛法的作用。

佛教文化艺术区：佛教文化

艺术区是弘扬佛教文化艺术研

究、展示、交流，达到结缘、弘法的

目的。这里设有中华佛教文化研

究院，并邀请文化机构和宗教界

文化艺术人士参与。展开书法、

绘画、雕塑等艺术的研究、设计、

制作，加强寺院佛教文化艺术修

养，到全国和世界各地与当地佛

教团体联合展开佛教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

孝祠园：普福禅院背面有一

片塔林，这里既是研究我国建筑

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珍贵宝藏，

又是国内外旅游者的游览胜地。

塔林以东为往生堂，并配套建设

纪念堂、孝文化廊停车场等。此

地坐拥风水精华，既可护佑逝者，

亦能福报子孙后代。这是不占地

的归宿，可以把空间留给子孙后

代，是一种更超脱的叶落归根。

链接

普福禅院扩建规划

普福禅院致力建造岭南一流的佛教文化园区。

普福禅院扩建规划图。

修扩建后的普福禅院将更有力地推广禅院的“普福”价值思想。

普福禅院扩建项目包括“一

个中心”“五个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