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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童话没什么不好
文/徐长顺

智光（1889—1963）法师是
近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旗手，华
严宗著名高僧，焦山佛学院创
始人。他生于清光绪十五年
（1889 年），江苏省泰县人。俗
家姓孙，早年法名弥性、号以
心，别号仁先，受焦山记别后，
法名文觉，号智光。

智光法师 13岁出家后一
路矢志求学。1905 年，17 岁
的智光法师在宝华山隆昌寺
受具足戒后，即入全国第一
所僧侣学堂──扬州天宁寺
普通僧学堂学习，在这里与
仁山同学。1908年，进入有
杨仁山居士创办的中国近
现代著名的学术教育机构
——南京金陵刻经处“祇
洹精舍”，接受现代知识和
佛学知识教育，并与后来
成为中国佛教革新旗帜的太虚大
师成为同学。不久因经费困难停
办。这时江苏省僧教育会开办了

“江苏僧师范学堂”，设在南京三
藏殿，智光、仁山、开悟、惠敏等就
一起转到僧师范学堂学习。僧师
范学堂颇具规模，有学僧百人，分
戒、定、慧三班，办得很有成绩。

这三所僧学堂，是清末民初
中国佛教最早的僧学堂，经过国
内知识精英、佛教大师的亲身教
育，年青的智光法师眼界大开。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
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受民
主共和思想的洗礼，太虚、仁山、
智光等一批年轻的法师，在首都
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
第一个现代社团组织“佛教协进
会”。并与二十几位同学一起，来
到仁山法师剃度出家的镇江金山
寺，召开成立大会。在金山寺期
间，仁山法师与金山寺的僧人发
生冲突，仁山被打伤，金山寺的一
些主事僧人被逮捕入狱，酿成了
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仁山大闹
金山寺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
中，时年 23 岁的智光法师是全程
参与的当事人之一。

不久，智光法师回到泰县宏
开寺，担任有泰县佛教界联合开
办的“儒释初高小学”校长。儒释
小学设在泰县北门外广惠庵中，
有学僧50余人，分为初级、高级两
班，初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
算术、唱歌、画图、手工、体操，高
级班加上英文、理科等，另外各有
佛学课程。后来成为著名僧人的
霭亭、南亭是当时的学生。

1914 年，月霞大师在上海哈
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智光法师
第四度入学读书。从此一路追随
月霞大师专攻华严宗，直到 1917
年月霞大师在杭州圆寂。在此期
间，智光法师著有《华严大纲》一
书。

1918 年春，焦山定慧寺住持

德竣老和尚，请名德遐山老法师
讲《楞严经》，智光法师闻讯到焦
山听讲。德竣、遐山老和尚听到
名闻大江南北的智光法师来听讲
后，当即邀请他做辅助工作。这
是智光法师第一次与焦山定慧寺
结缘。

1920 年，常州天宁寺方丈冶
开聘请智光法师为知客，负责组
织六十年一次的传戒活动。这次
传戒求戒者近 3000 人，智光法师
处理繁杂法务，秩序井然，显示出
超群的组织能力。

1921 年，智光法师辞去天宁
寺职事，到泰县北山寺掩关，专门
研究《华严宗》教义。

1923 年，已经是华严宗名僧
的智光法师，受镇江焦山定慧寺
方丈德竣老和尚邀请，到定慧寺
任监院，并受定慧寺记别，改法名
文觉，号智光，从此与焦山结下一
生因缘。这一年他35岁。

历史上的定慧寺是禅寺，常
住僧众300余人。进入民国后，以
佛学教育著名，它与金山寺的参
禅悟道、隆昌寺的受戒，形成闻名
全国的戒、定、慧三学。焦山原来
传承曹洞宗，清代后期兼行净土
宗，寺院经常邀请名德来山宣讲
经论，并三年传戒一次，所以这里
是禅宗、净土宗、律宗三个宗派并
行。焦山传戒，每期戒子三五百
人不等。智光法师任监院后，为
增进戒子对佛法的认识，在寺内
成立“学戒堂”，以海云堂为教室，
于戒期圆满后，为新戒佛子讲授
基本佛法。这所“学戒堂”，就是
他后来所创办的“焦山佛学院”的
前身。

一个人喜欢童话，不是一
件坏事，尤其是学生。

一位学生家长问我：“孩子
天天看童话，怎么办？”这位家
长以为孩子爱看童话长不大。

那一天，我和家长聊了很
多，告诉他们孩子为什么喜欢
看童话，分析了孩子看童话的
好处。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好处，
书店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童话
书。

也许家长说得是对的，看
童话的孩子心智还不够成熟。
但童话是美的，孩子的心沉浸
在美的世界里，会发现生活里
没有的诗意。

我希望孩子对着童话笑一
笑，对着自己笑一笑，对着周围
的世界笑一笑。

明天是美好的，作为一个
学生来说，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写好今天想写的童话，让自己
的天空蓝蓝的，是最重要的。

我是写童话的。我希望有
许多小孩读我的书长大，喜欢
我的书。

读吧，如果孩子喜欢读童
话！

真实的生活不是那么完
美，和童话世界不完全一样。
但是读童话，可以培养孩子想
象能力——想象美好，想象幸
福。让孩子愿意去努力追寻更
美的明天，忘了生活里的烦恼。

不要以为孩子没有烦恼，
只是他们不愿意告诉你。

读书是辛苦的，读书还颇
为枯燥。

偷点时间，读点童话，没什

么不好。
和童话里的小精灵们说说

话，和他们一起，到无边的田
野，拾起阳光碎片，捧回家，放
在写字台上，写作业时，一抬头
就能看到。

爱童话的孩子很多爱幻
想，喜欢静静听音乐，静静学
习，写起作文来，感受着时间在
笔下流淌。

我写童话时也常想像着自
己的书被喜欢童话的孩子捧在
手上，是怎样的场景。

孩子们经常对我说：“老
师，你多写点童话！”

我也会对他们说：“下次看
童话别影响学习，不然家长有
意见的。”

现在，我的口袋里东西异
常的少,身份证、借书证而已。

身份证是很基础的东西，
用来证明我的合法存在；而借
书证则是更重要的心爱之物，
提升自我、发展自我主要靠借
书证。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到图书
馆借书看书了。解放桥边古运
河畔，一个又一个清晨和黄昏，
晨钟暮鼓，我从青涩到知天命，
从蹦蹦跳跳到步履平实。图书
馆，成了我生命的驿站。在这
里，我读书，我写作，我的文学
梦从这里升起。

去年九月，我参加市民防
局和镇江日报社主办的民防记
忆征文征图活动——按理来
说，我是最有资格参加这个活
动的，因为在上世纪 90 年代，
我曾经在民防局下属的某公司
担任文书工作两年，全程参加

了南门大街地下人防工程的建
设、管理和运营，同时负责新闻
报道工作，并在《镇江日报》发
表了相关消息和图片。问题
是，因为年代久远，当时所有的
资料包括报纸、图片都散佚了
——写这个文章就成了无米之
炊、无源之水。

这时，我突然想到，镇江图
书馆是不是还保存着当年的报
纸？

于是，我给图书馆打了电
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图书馆有上世纪 90年代的

《镇江日报》。由于我只记得是
1993年夏天发表的，她很热情
地表示，会把六七八三个月的

《镇江日报》准备好，让我第二
天去查阅。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图书
馆。她果然已把三个月的报纸
放在桌面上。经查阅，我找到

了那张报纸：那是 1993 年 7月
9日的《镇江日报》。一晃已是
25 年过去了，看着泛黄的报
纸，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摘录，拍照，然后完璧归
赵。看着她用手推车把报
纸推回资料室，我非常感
动。她告诉我，图书馆正
在开展历年报纸电子化的
工作，即通过扫描，把报纸
存入电脑，实现电子化，以
后查档就很方便了。

后来，我写的征文
《南 门 大 街 人 防 工 程
——镇江平战结合的典
范》荣获三等奖。我想，
在这背后图书馆功不可
没呀。

现在，我依然一
有空就去图书馆，在
这里，我的文学梦依
然在生长。

焦山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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