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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泉州府同安县人氏郑自严（934～1015），自小出家，历多年苦旅，修成高僧后云游各地，因常常
助民之所需，被闽、粤、赣等地的信众视同神明，争相构庙，踊跃供养。
1015年自严大师圆寂于南安岩。
自严圆寂后，被朝廷加封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民众尊称其为“定光古佛”。
尽管定光佛信仰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来历经许多波折，但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在闽西、粤东、赣南等地客
家人聚居的地区，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根深蒂固的民间宗教信仰。

陈厦生主编的《定光古佛文化研究》是海内外众多学者对定光古佛郑自严的生平身世、弘法传道、神
异传说、信仰传播、文化内涵诸方面研究成果的结晶，是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定光古佛文化的理想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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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客家地区的民间文学基础 定光佛的传说吸收了各地民间故事的素材，在不断传播的
过程中不断修改、逐渐完善。
 定光佛故事是在郑自严法师的基础上，经过官方和民间长期和广泛的流传，逐步形成的。
其中包含了许多民间人士的创造和加工。
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在客家地区，使定光佛的故事得以保存下来，使定光佛成为客家
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形象。
 （五）定光佛局限在客家地区传播的主要原因 首先，佛教在中国的宗派很多，传播范围广泛，各有
一定的地域范围。
 其次，禅宗不立文字的理念、师徒口传的方法、历史的久远，也使得有关郑自严法师言论的书面资料
难得一见，更多的是依靠口头的传承和《临汀志》等有限的记载。
 再次，闽粤赣交界地区基本上都是山区，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传播力度有限，影
响力有限。
 最后，是地域文化形成和传播规律自然约束的结果。
唐宋之际，闽粤赣交界地区主要是百越遗民和畲族的聚居区，汉族移民逐渐迁入，客家地域文化尚处
在逐步形成的起步阶段。
 因此，早期定光佛信仰的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客家地区。
 二  定光佛信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定光佛信仰是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融合的一个典型个
案，是民俗佛学生成与发展研究的一个范例 定光佛信仰，包含了传统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内容，吸收了
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成分，吸收了道教（比如郑自严法师和何仙姑的和谐共处，互相支持的传说，
说明了佛教和道教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和巫术的成分，有的学者认为，定光佛信仰是一种民俗
佛学。
 因此，定光佛信仰是佛学与道教、民间信仰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是民俗佛学生成与发展研究的一个
范例。
 郑自严法师的高僧地位，在闽粤赣地区的佛教传播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和传播汉文化的一
个重要渠道，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一个非常敬仰的偶像。
所以逐步为官员所理解，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二）定光佛信仰是客家文化形成和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凡是说客家方言的、保持客家的生活
习俗的、具备客家的共同性格特点的、坚持客家精神的人，就是客家人。
 在兼收并蓄而又有所选择的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客家民系不断发展的动
力所在。
 开放与创新是客家民系发展的活力所在，是客家人生存与发展之道。
 共同的哲学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共同的心理基础是客家精神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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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定光古佛文化研究》是海内外众多学者对定光古佛郑自严的生平身世、弘法传道、神异传说、信仰
传播、文化内涵诸方面研究成果的结晶，是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定光古佛文化的理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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