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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话讲，有条件为昌臻老法师写传的人，在他的四众弟子中，不乏其人。
论知识、文采、修为、与法师的关系，我都嫌不够。
然而为老法师写传的殊胜因缘，就这样落在了与他缘悭一面的我的肩上。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它内在的因缘。
    话还得从头说起。
    2009年初，在一次地震灾区汉旺行中，我与居士弓箭、昌老的侄子林成高居士认识了。
    2009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弓箭的电话，为做《隆莲法师一生》的光碟，她需要能海上师的照片，希
望我能提供并到爱道堂和她见面。
    在我们聊天中，她问我，海公的书写完后，打算写谁的？
我说：没有打算，我随缘做事。
如果要说写，我想写惟贤老法师，因为亲近他老人家很多年。
但听说已经有人在写，就随缘了。
弓箭说，你是修学净土的，你要写就写昌臻老法师，他专修专弘净土，很值得一写。
还有，你要写就赶快，他老人家九十多岁了，如果你要写，我就去找林先生，他们家有很多法师的资
料⋯⋯    听完弓箭的话，一种写作的感觉在萌动。
我说，好，下一部传记就写昌臻老法师。
不过一切随缘，我们看因缘，该我做的我躲不了，不该我做的争不来。
我们约定有机会和林先生一起见面商谈此事。
她还叮嘱我，你先准备老人家的资料。
    日子在平淡中一天一天溜走。
唯一的改变就是我在做完自己的定课后，开始阅读、搜集昌臻法师的资料。
    11月初，我们终于一起见面，这是我与林先生第二次见面。
他说法师很低调，不愿意有人写他的传记。
不过我们可以先准备，等元旦有时问的时候，我们去寺庙里和师父见见面，再说这个事情。
我说，没有关系，大家随缘。
    12月25日，我从成都赶往都江堰一寺庙打佛七。
    12月26日，寺里打佛七的第一天。
晚上，大回向时，主七的师父领众说：“愿今天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今晨8：20圆寂的乐至报国寺昌臻
老法师，愿他往生西方，乘愿再来！
”我听了，心里竟只有一句佛号不断地念。
回到房间打开手机，有一条林先生的短信，他告知了我昌老圆寂的事情。
    12月29日，接林先生短信，叫我与他联系，说有要事相商。
    12月30日，我应林先生之约下山回到成都，加入了他们做法师光碟、传记等的小组，31日和林先生
、弓箭等匆匆赶往报国寺，参加法师荼毗法会并作搜集、采写法师传记资料的工作。
有幸送法师最后一程！
    没想到，与老法师的初次见面，竟是以永别的方式！
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报国寺于我并不陌生。
十年前，我曾到过寺庙拜祭离欲上人的墓。
当时的路还没有现在的好，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车的后轮飞了出去，而司机竟不觉！
大家把刚从斜坡上滚下来的轮子捡回来，把轮子安上，这时候，缺一根像卡子一样的零件，把轮子卡
住。
大家在四周到处找类似于铁丝一样的东西。
我突发奇想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手提包上的这个环弄直试一试，看行不行？
病急乱投医，没有想到，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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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壮着胆子，慢慢地把车一点一点地往前开。
等我们开到乐至县城修车处时，他已经紧张得衣服里外湿透。
修车的师傅看了后，极度惊讶地说，你们简直是烧了高香，运气好到了头。
这时候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才开始后怕。
    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异之处。
直到这次到寺里参加老法师的荼毗法会，在采访了不少居士，听了他们告诉我一些有关离欲上人和寺
庙的事情，以及4月，我在成都采访上人的弟子惠老居士，听她讲了不少自己经历的离欲上人的神奇
故事后，尤其是，一个朱居士在静坐中，见到离欲上人，上人要他记下一首偈子，还纠正他写错的字
，这首偈子如下：    华不减兮魂不歇    一派前川波未揭    本是清风浮云海    万古渺溟在乡宅    我似有所
悟，才回想到十年前的经历，实属神奇。
我想，我与离欲上人、与报国寺、与昌臻法师一定是有前缘。
所以，才能接写这本书。
    当我们到报国寺后，只见各条道路上依次放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阿弥陀佛的佛号声，在空中回荡
着，寺院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老法师安放在离欲念佛堂内，上下念佛堂内共有几百名僧众在念佛守灵。
    我缓步进入灵堂，向法师顶礼三拜。
只见法师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红色的袈裟，头戴着黄色的帽子，面色红润而有光泽，表情是那么
的安详自在，像一位熟睡中的长者！
我甚至觉得法师没有走，他就是累了在休息，明天，他还会起来给大众讲经说法，在寺里还能见到他
飘逸的身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工作。
无论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无论是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在他们的讲述中，几乎是如出一辙地为我
们勾勒出了一位持戒谨严、重因果、有学养、惜福、慈悲、谦逊、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
他从不作高声大语，却以他平地践行、无声润物的真教化功德，影响着大家，改变着大家。
    在采访过程中，我慢慢走近法师，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丰满起来。
    让我遗憾的是，昌老在世时，我们缘悭一面；欣慰的是，我送了他老人家最后一程。
没有想到，我和法师的缘分竟是这样开始，而且越来越深。
    肩负写传的重任，我开始走进昌老，并且以采访、阅读、聆听等方式，走进法师的幼年少年青年中
年老年，走进法师的不同阶段，和众多人心中一样的疑问，才慢慢解开：那就是，离欲上人为什么要
选时已75岁高龄的张妙首做报国寺的住持？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千古一人。
他们师徒的内在契合，是我们仅凭外相所不能认知的。
    然而，当你走进曾经的张妙首的生长环境和不同的修学阶段，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你会为离欲上人
的慧眼而叫绝，会为张妙首身为在家人，实为出家者的学修生活和做人准则而心生敬佩。
出家，对他而言，不过就是现一个僧人相而已，内里，他早就是一个出家人了。
一个法师说得好：昌老做居士的时候，就做得很好了！
    因此，对昌老资料搜集和阅读的过程，也是自己向老法师学习的一个过程。
    由于法师没有年谱，散见于文字和网络的多是既有资料的归纳整理，且内容多重复，而作为写传记
最重要的纵向的、生活的资料，则很缺乏。
为了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细节，我看了亲属们为法师录下的大量视频资料，听了侍者能慧师父随侍昌
老时，录下的许多珍贵录音，前后采访了他的亲属、同事、领导、弟子等几十人，并且相互求证，力
求做到下笔之处言之有据。
    所以，此书的内容一是根据老法师留下的文字、视频、录音整理，二是依据采访他家族、弟子、领
导、同事所讲述的内容，三是参考现有的他人所写文章及自己搜集到的历史背景资料。
同时借采访写作的经验，突出重点，粗细结合的去表达法师的一生。
    此书整体定位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尽最大努力贴近法师，而在语言风格上，选择沿袭老法师
喜欢讲故事的方式：朴实、亲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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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任何一部用真诚心写出来的作品，都不需要附属任何无谓的花哨之语。
尤其是写昌老这样一部传记。
昌老一生，不是伟人，不是豪杰，他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按照佛的教诲去讲去行的人！
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让人去记述，也没有永垂不朽的伟绩让人传颂，他有的只是一个求道者的言行
和境界，然而正是这一点，才是那么的可贵。
要写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我知道必须要从心灵上与他有交汇，所以整个写作过程，也是我对净土法门
的一个学修过程，当然，老法师的境界是我这样的凡夫到达不到的，可法师的人格魅力和开示，时时
在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就我的收获而言，我找到了一位修学的导师，一位我一生修学净土的楷模！
    昌老在我的心里，是净宗学人修学的典范，是因为：一、他性格里的低调、坚忍，没有凡俗之见；
二、淡泊名利，无有分别，看破生死，信深、切愿、行真；三、献身佛教，舍我济人，无我利他，充
满性灵光辉；四、从不作高声大语，却平地践行润物无声。
昌老的示现住世，是人类道德力量的一次强力释放！
昌老在自己多姿多彩、历经苦难的传奇一生中，表现的却是平淡、谦诚、恬静，而这正是人生最难到
达的境界。
昌老的语默动静，都是庄严示范。
让所有有缘接触他的人，无不感动和受益，这是圣者的光辉，是法师多生多劫以来德行的累积。
生活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是无法企及的，然而这正好是我们心灵的一面明镜。
    我之所以景仰法师，便是他的学佛境界正是他的生活艺术。
老人常说，要“深信因果”、要“严持戒律，弘法利生”、“学佛先学做人”、要“一门深入，长时
熏修，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以戒律为基础，以般若为先导，以净土为归宿”、“学佛离不开生
活，离开生活，到哪里去学佛”。
法师教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积累往生资粮。
他的开示，正是净宗学人的修学方法和目标。
    当一个老人用他的一生去实践弘扬净土法门，最终把佛法的真理、往生的事相真实不虚地示现给了
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让我们走进昌臻老法师的世界，和他一起，持一句万德洪名，回家吧。
    好了，请翻开书继续阅读，去看这位老人是如何为我们留下他的精神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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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作家谭天，在沉寂几年后，集自己数年的修学和写《宽霖法师传》《能海上师传》的经验，发力在
《持一句佛号回家（净宗大德昌臻法师传）》中，用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四川乐至报国寺主持、四川
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93岁高僧昌臻老法师一生修行的展示，告诉我们：切勿外求，回照自心
，去掉执着，学会放下，完善人格，烦恼自解，为我们呈现了一条回归心灵家园的路。
同时明示我们，在浮躁的当今，回归心灵家园的重要！
《持一句佛号回家（净宗大德昌臻法师传）》在不安的2012年，为我们带来一抹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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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天  资深媒体人，作家。
曾数十次获全国、四川省等新闻奖和好稿奖，擅长纪实文本的写作。
著有长篇传记《宽霖法师传》《能海上师传》；人物与旅行随笔作品集《留住一片风景》等。
    大学期间涉猎佛学，1990年礼中国当代高僧、成都文殊院方丈宽霖老法师为师，随师学佛10年，直
至法师95岁圆寂；后随缘依止重庆慈云寺方丈惟贤老法师，西康多吉扎西仁波切，一直学修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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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应  与贾题韬居士的缘分  身居文殊院  在四川尼众佛学院任课  亲近宽霖法师  帮助年轻人  初次拜
见离欲上人  慧光寺打佛七  三姐去世  痛失爱女  吐血留遗嘱准备往生  与离欲上人的师徒缘分不忍圣教
衰不忍众生苦第五章  奇异出家承继宗门  离欲上人法体前的剃度  白马寺受戒  初到寺庙的艰辛  出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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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道风  邀大安法师到寺讲经  学佛先学做人  附录：净土宗略解人溺犹己溺救人命于水火第七章  慈悲
济世以身示范  建慈善功德会  救助失学儿童  薪火相传受助者传递爱心  扶贫济困让乡邻共沾法喜  修公
路建善缘桥  慰老悯孤关心居士  为临终居士助念  悬壶义诊治病救人  为海啸、地震中的遇难者祈福  帮
助生病的众生  惜衣惜食为惜福  谏我者是大善知识  以书法弘扬佛法  对外孙开示人生八苦  学佛目的：
了生死出轮回  一篇通讯引出的故事一切有为法如梦亦如影第八章  准备往生生病示寂  后继有人一心储
备往生资粮  处理个人用品  给弟子交代后事  病中持戒  “再回娑婆度众生”  慈悲恒顺众生意——到成
都  给僧众最后示教  安然圆寂  送老法师回寺庙  最后的法布施  持一句佛号回家一片佛心不染尘  ——
后记补记浮华世间的一抹清凉  ——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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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初到报国寺入定惊众人    离欲悟道后，开始游化各地，建寺弘法。
1930年，遵师嘱咐，离欲由中江县行脚至乐至报国寺时，报国寺庙已长年失修，殿堂倾塌，然在离欲
眼中却是绝好道场。
    当时，正值报国寺举办观音法会，四众云集。
离欲挤进人群，正要跨进山门，会首见他穿着破衲衣，背着一个烂蒲团，好生奇怪，伸出双手拦住他
，喝道：“嘿，你是干什么的？
”他声称自己是穷和尚，来寺挂单，别无供养，愿在殿上打坐七天七夜，陪伴菩萨。
大家以为他是狂妄之人，会首谢某说：“你如果真能打坐七天七夜，不吃不喝，我愿拜你为师，留你
当住持。
否则赶出山门！
”并派人监视。
离欲人定七昼夜，出定时，法会尚未结束，他又人定三天。
众人大惊，会首及信众当即争相皈依。
    此事，成为奇闻，传扬开来：“乐至报国寺出了圣僧，活菩萨⋯⋯”之后，报国寺香火旺盛起来，
朝拜的人越来越多。
离欲乃依法化度，广结善缘，致力修复，先后修复观音殿、藏经楼、东西丈室及楼廊、寮房等。
规模臻于完善后，离欲又飘然他往。
    成都弘法大众倾仰    1935年，上人行脚成都，川军师长范绍增，中弹深人肩胛骨，发炎剧痛。
医院主张截肢，范绍增不从，请一法国医生治疗，每次诊费银币400元，连治40天，疼痛加剧。
一次在周某家偶然遇到上人，忙向离欲上人求治。
上人随手给他蜜枣二枚，范绍增吃后，不久觉得疼痛缓解。
当夜醒来，肿痛俱消，忽然感觉一物抵背，忙拿出一看，原来是自己身体内的子弹！
    范绍增大为惊异感激，以银元十万供养上人。
当时正值川北大旱，饿殍遍野，上人建议用此款“以工代赈”，仿宝光寺规模，建射洪县古佛寺，作
为十方丛林。
遵百丈遗风，农禅并举，建盐厂一座，植树三万余株。
1944年举行传戒法会，受戒僧众136人。
    1941年，上人应三宝弟子之请，又至成都弘法。
大众倾仰，共捐资财，在北郊任家湾（现人民北路——笔者注），修建了“离欲念佛堂”一座，一时
法缘殊胜。
捐资者不少为危症获救，深感再生之恩的患者。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每遇空袭，前来避难者不少，而该处始终未被轰炸。
    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一日，日军108架飞机狂炸成都，上人正在吃饭，忽然说：“我有急事
，要去铁脚巷叶青成家。
”大家苦陈利害，上人不从。
到了叶家，紧急警报大作，震耳欲聋，市民竞相逃命。
上人跏趺坐，从容地对叶嘱咐：“家中人勿惊乱，即将有人到此。
”话毕，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传来，一中年妇女仓皇入门，见上人，扑地求皈依，上人微笑，将其收为
弟子。
取法名昌逃。
笑谓：“昌逃，逃命的逃。
”事后，人们上街，见房屋倒塌，遍地瓦砾，独存上人所在两间铺房，完好无损，顿时好奇者拥进铺
房，充塞小屋，有认识离欲上人的人惊呼：“离欲上人！
神仙！
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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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求皈依者接踵而至。
川军将领邓锡侯，官员冷寅东、范绍增等，亦先后皈依座下。
    驻锡古刹独肩重建    1951年，上人重返报国寺，独居古刹，含辛茹苦，守寺护林，种地养蜂，纺织
草鞋，躬亲劳动，怡然自得。
在“破四旧”的年月里，成群结队的人，手拿锯子、斧头，蛮横无理，想砍伐寺里的参天古树。
上人挺身而出，多次据理力争，挡住砍伐。
并写信向中央、省、地、县各级有关部门反映，才由当时的“县革委”出面，宣传保护国有林政策，
及时落实管理措施，这才使寺里的古树得以保护下来。
    至1984年落实宗教政策，当时报国寺经历十年浩劫，又遭火灾，几成废墟，而上人已年满97岁，出
于爱国爱教的一片赤诚，毅然独肩重建千年古刹的艰巨任务。
从整体规划到具体施工，都亲自料理。
    在其为法忘躯精神的感召下，各地四众弟子，踊跃捐款，不费国家分文，经八年的惨淡经营，终于
重新建造起大雄宝殿，气象一新，寺内广植树木花果，绿荫幽幽，环境清静宜人，并从缅甸迎回玉
佛13尊，其中四尊均高达2．5米。
重新规划原千佛岩造像，精工造就长达13米的卧佛像一龛，及高约四米的接引佛像一尊，药师佛像一
尊，观音菩萨像二尊。
吸引了不少上香礼佛的信士，使报国寺初步成为瞻礼朝拜的庄严道场。
    海人不倦普度有缘    离欲上人一生，刻苦修行，深人禅观，悟佛心要。
而对广大弟子，则据根机，普遍教人念佛，求生净土。
他说：“人的自力是有限的，佛的愿力和慈悲则是无限的。
人的自力好比微细的针，佛力则好比巨大无比的磁山。
我们学佛修行，老实念佛，接受无限的佛力接引，才是事半功倍之道。
”    上人自行化他，诲人不倦，普度有缘，言简而意赅，严肃而热忱，刚毅而温和，常把高深博大的
佛理讲得深人浅出，明晓易懂，或引佛言祖语，或谈修行故事，或联系生活小事，稍加点拨，启迪弟
子去体悟。
    一次，几个居士去见上人，其中一个居士说：“师父，你老人家一百多岁了，身体那样健康，坐禅
的功夫那么好，我们念佛没有什么感应，你教我们坐禅吧。
”    上人睁开微闭的双眼厉声说道：“坐禅？
坐死！
没有大死就没有大活，凡心不死，道心不活。
你们念句佛号心都不清净，还想坐禅？
”那居士听了深觉惭愧。
    接着上人又真切地说：“学佛之人，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勇猛精进，丢掉妄念，用
‘心’老实念佛，忏悔业障，即可强身健体。
如果能下大决心断除妄念，既能明心见性，禅净双修，了生脱死，超凡人圣。
现在有多少学佛的，每每求感应，求神通，殊不知他们自心混浊，怎能感应道交？
”    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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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佛心一片不染尘    ——后记    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面对昌老的四众弟子、家属寄予的厚望，唯怕自己这支瘦笔，不能如意书写出大家心中的师父。
几个月来，压力使我不敢有一丝松懈。
    为更好地表达昌臻法师一生，怀着感恩真诚的心，从去年搜集资料开始，前后大约一年。
沿着昌老的足迹，我们采访与法师有关的亲朋好友弟子，先后去了彭山、西充、都江堰、西昌、乐至
等地，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之后便是看法师视频、听录音、读杂而多的文章，天天浸润在昌老智慧的开示里，契入在他的生命
行程里。
对昌老史料的搜集阅读和印证，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心力。
我想把老法师自觉生命完成的过程，一个求道者的次第通过文字真实地传达给读者。
    纵观昌老的一生，可以作如此概括：巧把尘劳做佛事，佛心一片不染尘。
老法师时时开示弟子，我们要在生活中，深信因果、严持戒律、弘法利生、往生极乐。
而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在生活中历事练心，不断地战胜自己，把一颗凡心净化成了一颗佛心，坚定不移地走向定慧道场，向
我们示现了：深信因果、持戒念佛、弘法利生，就能往生西方极乐的殊胜！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对于昌老一生而言，我只能用司马迁引用《诗经》上的这几句话，才能表达我的追思仰慕之情。
    在因缘具足后，我开始提笔。
阿门几个月来，除了偶尔外出采访，几乎每天都做一件事情：写作、印证史实；印证史实、写作。
我生活的重心几乎只围绕写作而做，听任思维的停与流来作息，全然没有了正常的规律。
在昌老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有浮泛之时，便在家里绕佛静坐，以期让自己的心性能贴近昌老。
实话讲，如果没有缘分、愿心、毅力和昌老的加持，很难按时完成此书。
    就本书的风格而言，我力图在传记风格的基础上做到史料性、纪实性、可读性有机相融，我不知道
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不在意他人的言说，只在于心之所安。
    不过，这本书要说是我个人的创作那是冒犯。
    我首先要感谢法师留下的智慧开示和文字资料，感谢报国寺常住和老法师的弟子们对我的支持与信
任。
他们热情地给我提供珍贵资料、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特别要感谢法师的兄弟姊妹和侄儿侄女们，他们为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支持。
要感谢林成高先生、赵启林女士，他们的邀请让我有缘写作此书，并在我采访搜集法师资料的前期，
帮助寻找和安排采访对象，印证史实，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后期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在此表达
我深深的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接受我采访过的所有人，无论是法师的家人还是他的四众弟子。
无论是他曾经的领导还是同事，他们都热情无私地帮助我。
尤其是老居士李多林，身患重病躺在床上，听说是为作老法师的传，不顾病痛，坚持和我交谈，让我
很感动。
还有王义、惠昌田、刘成光等老居士，热心地为我提供了不少法师感人的故事和图文。
    还有那些我参考到了的资料的作者和编辑们，是你们让我看到了老法师的过去，在此一并感谢；同
时，要感谢槐轩后人刘伯谷老人对本书中涉及槐轩学派内容的肯定和审阅；感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恕豪教授，为该书辛苦编校撰文；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细心帮我录入资料的朋友张同萍；对在此
书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劳动的所有参与者，也奉上我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家人和姐姐们对我的理解照顾
。
大家的善心爱意，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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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要感恩我的父母谭显荣、罗芝明二老，感恩他们给了我宝贵的生命，让我能借假修真。
我更要感恩我的恩师——已故的宽霖老法师，我说过，如果我学修中有什么收获，那皆由他而来。
    20年前，他引我入佛门，第二次见面，便将我皈依，并为我开诵《佛说阿弥陀经》；1990年赠我的
书法作品，上面就书写着彻悟禅师名言：“一句弥陀，我佛心要，竖彻五时，横赅八教”和经文“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给我留下的经书是：清道光年间重刻的《净土资粮》《
弥陀要解》；民国时期金陵刻经处首印清同治五年重刊的《净土四经》；民国时期成都佛化印书局刻
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和一本手抄的《中峰国师三时系念》等，这些珍贵的经书已经泛黄，流出
时间的颜色。
    这些净土经典，对当时的我来说，难入其门，就这样被我珍藏供奉在我的佛龛前，然后自己就在红
尘中随业流转。
随着师父的教诲和时间的推移，我仿佛明白了师父的苦心用意，知道自己应该要做的事和要走的路了
。
我想没有师父对我的教诲和加持，也就没有写这本书的远因。
    所以，这本书，是一件千补的百衲衣，使它成为有益于人的珍品者，是以上诸多善知识所提供的精
美材料和帮助，而我，只是一个缝工的角色罢了。
我相信将来，会有人发心，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出色的昌臻法师传。
    最后我要说的是，由于自己接触的资料有限，认识有限，学修有限，加之采访的对象都是凭记忆在
讲述法师的过去；而不少受访者年事已高，对往事的回忆已只剩点滴，相互所讲的相同内容多有出入
，虽然经多方印证才加以使用，但书中仍难免挂一漏万，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失误。
诚望四众发现后，予以指正，给我微博http：／／Weibo。
com／sahala2010留私信，我将在有机会的时候进行修正。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现今浮躁的人心带来一抹清凉，让昌臻老法师的德性光芒，烛照幽暗的人心。
    作者谭天    第一稿2010年08月于成都    第二稿2010年12月于成都    第三稿2012年06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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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末世情绪像瘟疫一样在蔓延。
    今天人类的科技越来越辉煌，而灵性却越来越黯淡。
人们的烦恼越来越重，内心的冲突、脆弱与无助也一天一天地被推向了极致。
今天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精神的家。
    谭天所著的《持一句佛号回家（净宗大德昌臻法师传）》通过对四川乐至报国寺主持、四川佛教协
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93岁高僧昌臻老法师一生修行的展示，告诉我们：切勿外求，回照自心，去掉
执着，学会放下，完善人格，烦恼自解，为我们呈现了一条回归心灵家园的路。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持一句佛号.回家-净宗大德昌臻法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