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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慧思禅师是南岳佛教历史记忆中的神话ꎮ 文章以佛道之争为切入点ꎬ从“神仙方术”的视角揭示福严寺、“一

生岩”、“二生塔”等的创建ꎬ并在«佛祖统纪»、«神僧传»等文献基础上考证慧思立誓发愿ꎬ弘扬佛法ꎬ禅定苦修ꎬ念佛三昧ꎬ修
行神通以求自度、度他的修行历程ꎬ多角度地反映了慧思在天台宗传承谱系及南岳史上的文化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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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陈朝皇帝赐南岳思大禅师降伏道士铁劵

记»说起

南岳的福严寺ꎬ早在唐代时就是“六朝古刹”、
“七祖道场”ꎬ至今依然香火旺盛ꎮ 福严寺的创辟ꎬ
据现存的资料记载ꎬ都与慧思禅师有密切的关系ꎮ
然而ꎬ在«佛祖统纪»中ꎬ有一个很难辨明真实性的

碑刻———«陈朝皇帝赐南岳思大禅师降伏道士铁劵

记»ꎬ既关系到慧思禅师与福严寺ꎬ也关系到南岳

佛、道之争:
太建元年ꎬ九仙观道士欧阳正则睹山有胜气ꎬ谋

于众曰:此气主褐衣法王ꎬ彼盛则吾法衰矣ꎮ 乃凿断

岳心ꎬ钉石为巫蛊事ꎬ埋兵器于山上ꎬ因诡奏曰:北僧

受齐募而为之ꎮ 宣帝遣使考验ꎬ初度石桥ꎬ有两虎号

吼ꎬ使者惊退ꎮ 次日复进ꎬ师曰:檀越前行ꎬ贫道当续

至ꎮ 越七日ꎬ度使者尚未至ꎬ始飞锡而往金陵ꎬ四门

皆见师入ꎮ 使者既至ꎬ遂同进谒ꎮ 帝坐便殿ꎬ见师乘

空而下ꎬ梵相异常ꎬ惊悟其神ꎬ一无所问ꎮ 以道士诬

告罔上ꎬ令案治之ꎬ罪当弃市ꎮ 师请曰:害人之命ꎬ非
贫道意ꎬ乞放还山ꎬ给侍僧众ꎬ亦足小惩ꎮ 帝可之ꎬ敕
有司冶铁为十四券ꎬ识道士十四名ꎬ周回其上ꎬ封以

敕印ꎬ令随师还山ꎮ 将行ꎬ饯以殊礼ꎬ称为太禅师ꎮ
思大之名ꎬ盖得于此师既复归山中ꎬ说法如故ꎮ
道众以老病告ꎬ愿奉田数顷充香积ꎬ用赎老身ꎮ 师

曰:欲留田ꎬ当从汝愿ꎮ 因名留田庄(俗呼道士赎身

庄)ꎮ 所赐铁劵ꎬ悉收藏之ꎮ 勒石记其事ꎬ名曰«陈

朝皇帝赐南岳思大禅师降伏道士铁劵记»ꎮ 时道众

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势皆所不如ꎬ后五百年ꎬ当生汝

法中ꎬ坏灭汝教ꎮ 师亦预记曰:此诸道士害我无因ꎬ
异日著我袈裟ꎬ入我伽蓝ꎬ坏遗体矣[１]１７０￣１７１ꎮ

从上述记载来看ꎬ陈太建元年(５６９ 年)ꎬ南岳九

仙观道士欧阳正则恐佛家在南岳兴盛而玄学衰微ꎬ掩
埋兵器于南岳山ꎬ诬告慧思受北方齐国之命而图谋不

轨ꎮ 朝廷受审ꎬ慧思通过显现“神仙方术”ꎬ判道士为

佛教寺院的仆役ꎬ后道众以老告病ꎬ慧思从其愿ꎬ勒石

记事ꎮ 至此ꎬ慧思在南岳建寺ꎬ初名般若寺ꎬ亦名般若

台ꎮ 尽管“铁劵记”保存的时间并不长ꎬ“宋太宗时ꎬ
有大臣出镇湖南ꎬ经临此山ꎬ历览遗踪ꎬ谓主僧曰:异
日道士得志ꎬ必有报复ꎬ当埋碑石ꎬ异庄名ꎬ俾无踪迹

可寻”ꎬ但这则碑刻不仅化解了南宋道士诬告所带来

的生存危机ꎬ而且获得了陈朝皇帝的倾心归仰ꎮ
问题在于ꎬ“虎吼”惊使者、金陵“四门皆见”是

否有其事? 从佛教史的角度看ꎬ为什么慧思禅师会

充满法力? 慧思禅师与南岳佛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

联? 慧思禅师在当时有怎样的影响? 从«佛祖统

纪»、«续高僧传»、«南岳志»等文献资料看ꎬ慧思禅

师几乎为南岳史上的一个神话ꎬ在南岳佛教史中有

怎样的地位?

二　 传记资料中的慧思禅师

慧思禅师(５１５－５７７ 年)ꎬ俗姓李ꎬ北魏南豫州

武津人ꎮ “年十五出家ꎬ谢绝人事ꎬ专诵«法华»ꎬ日



唯一食”ꎬ后跟随北齐慧文禅师参学“一心三观”法
门ꎮ 至陈光大二年(５６８ 年)ꎬ因“弊于烽警ꎬ山侣栖

遑ꎬ不安其地”ꎬ慧思乃率弟子 ４０ 余人前往南岳ꎮ
栖息十载ꎬ于太建九年(５７７ 年)入灭ꎮ

关于慧思在南岳的行踪ꎬ特别是关于他在福严

寺的隐遁ꎬ也有一套幻术ꎮ 慧思的传记资料ꎬ比较集

中见于«续高僧传»、«佛祖统纪»、«神僧传»、«弘赞

法华传»、«天台九祖传»、«南岳志»等ꎬ详略不同ꎬ都
涉及慧思生平及南岳弘法ꎮ 其中ꎬ«佛祖统纪»是这

样叙述慧思禅师与福严寺开创的:
“师一日登祝融峰ꎬ岳神会棋ꎮ 神揖师曰:师何来

此ꎮ 师曰:求檀越一坐具地ꎮ 神曰:诺ꎮ 师即飞锡ꎬ以
定其处(今福严寺是)ꎮ 神曰:师已占福地ꎬ弟子当何

所居ꎮ 师即转一石鼓ꎬ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君塑像犹

坐石鼓上)ꎮ 岳神乞戒ꎬ师乃为说法要ꎮ 一日ꎬ师谓岳

神曰:它日吾有难ꎬ檀越亦当有难ꎮ 师指岩下曰:吾一

生曾此坐禅ꎬ为贼断首ꎮ 寻获枯骨一聚(今福严一生

岩)ꎮ 至西南隅ꎬ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ꎮ 即拾骷

髅起塔ꎬ以报宿修之恩(今二生塔)ꎮ 又至蒙密处ꎬ曰:
此古寺也ꎬ吾三生尝托居此地ꎮ 因指人掘之ꎬ果有僧

用器皿及堂宇之基ꎮ 即筑台ꎬ为众说«般若经»(今三

生藏)ꎮ 众患无水ꎬ师以杖卓崖ꎬ虎因跑地ꎬ泉乃涌出

(今虎跑泉是也)ꎮ” [１]１７０

“岳神借地”的传说ꎬ主要记载了慧思禅师到南

岳后ꎬ建佛教寺庙的故事ꎮ 师即指慧思禅师ꎮ 从文

献记载来看ꎬ因与“岳神会棋”“求檀越一坐具地”而
成就“福严寺”ꎻ“寻获枯骨一聚”成为“一生岩”ꎻ
“拾骷髅起塔”创建“二生塔”ꎻ“三生尝托居此地”
为“三生藏”ꎻ“众患无水” “以杖卓崖”开辟“虎跑

泉”等等ꎬ这些均是慧思通过与“岳神”会棋而得来

的ꎬ慧思禅师就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法师ꎬ有着无所不

能的“神仙方术”ꎮ
但事实上ꎬ慧思的“神仙方术”与当时的佛教背

景有很大关系ꎮ 当时佛教信仰与朝廷政权之间并不

是很牢固ꎬ始终有一种芥蒂存在ꎮ «慧思大师年谱»
所记ꎬ梁武帝天监十四年(５１５ 年)ꎬ慧思出生ꎬ“其时

距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灭佛———公元 ４３８ 年北魏太

武帝拓跋焘开始灭佛事件ꎬ有近八十年ꎮ”太武帝大

规模灭佛ꎬ下诏:“佛教乃域外之教ꎬ不近人情ꎻ由于

佛教的盛行ꎬ使政教不行ꎬ礼仪大坏ꎬ招致了历代丧

乱ꎮ”当时佛经、佛像皆被击破焚烧ꎬ佛教沙门无论

少长ꎬ全部坑杀ꎬ佛教在北方受到压制、打击ꎮ “光
州当陈、齐边境ꎬ烽火数兴ꎬ众不遑处” [２]３４０￣３４４ꎬ慧思

所在北方战乱不断ꎬ民不聊生ꎬ世俗皇权与宗教之间

的不信任ꎬ以及当时灭佛运动的残酷ꎬ让慧思亲身体

验到处境艰难ꎬ因此ꎬ对佛徒的生存问题深感忧虑:
“大圣在世ꎬ不免流言ꎬ况吾无德ꎬ岂逃此责? 责是

宿作ꎬ时来须受ꎬ此私事也ꎮ 然我佛法不久应灭ꎬ当
往何方ꎬ以避此难时冥空有声曰:若欲修定ꎬ可往武

当南岳ꎬ此入道山也ꎮ”在政治与宗教的危机中ꎬ为
了挽救佛法陷入灭绝ꎬ慧思不得已率弟子前往宗教

氛围相对宽松的南岳延续宗教活动ꎮ 考虑到南岳为

道教圣地ꎬ以及宣传佛教的语境ꎬ慧思借“岳神”传

说ꎬ宣称南岳是岳神赐予的ꎬ具有“神”的合法性ꎻ另
一方面又相当警惕ꎬ将“骷髅”、“僧用器皿”等与“前
世宿命”联系起来ꎬ通过“神通”获得在南岳建造塔

寺的合理性ꎮ 尽管南方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ꎬ但慧

思作为“外来”人口ꎬ在佛法末日即将到来之际ꎬ要
取得南方政权的大力支持ꎬ得到陈朝皇帝的庇护ꎬ就
必须要有杰出的禅法ꎮ

三　 天台传承谱系与慧思禅师禅法

慧思禅师的禅法ꎬ«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
“夫欲学一切佛法ꎬ先持净戒勤禅定ꎬ得一切佛法诸三

昧门ꎮ”“如来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力神通ꎬ皆在禅定

中得ꎮ”“若在定ꎬ能知世间生灭法相ꎬ亦知出世三乘圣

道ꎬ制心禅智ꎬ无事不办ꎮ 欲求佛道持净戒ꎬ专修禅观

得神通ꎬ能降天魔破外道ꎬ能度众生断烦恼ꎮ” [３] «法
华经安乐行义»:“凡是一切新学菩萨ꎬ欲求大乘ꎬ超过

一切诸菩萨ꎬ疾成佛道ꎬ须持戒、忍辱、精进ꎬ勤修禅

定ꎬ专心勤学法华三昧ꎮ” [４] 也就是说ꎬ慧思“神仙方

术”的获得ꎬ必须要进行禅定ꎬ禅定可以持净戒、获神

通、断烦恼ꎮ 若不坐禅ꎬ即平地颠坠ꎬ欲断烦恼ꎬ必先

之以定ꎬ然后智拔ꎮ “众生虽有如来藏ꎬ不修戒定则部

件ꎻ净戒禅智具六度ꎬ清净法身乃显现ꎮ”由此强调苦

修坐禅的重要性ꎮ 从慧思传记资料来看ꎬ他修禅的经

历也即是一个“苦行僧”的历程ꎬ“儿童时ꎬ梦梵僧劝

令入道ꎮ 或见朋类读«法华经»ꎬ乐法情深ꎬ得借本于

空冢独观ꎬ无人教授ꎬ日夜悲泣ꎮ 复以冢非人居ꎬ乃移

托古城ꎬ凿穴栖身ꎮ 昼则乞食ꎬ夜不事寝ꎬ对经流泪ꎬ
顶礼不休ꎮ”师事慧文禅师后ꎬ“昼则驱驰僧事ꎬ夜则坐

禅达旦”ꎮ 在生命待尽时曾说:“若有十人ꎬ不惜身命ꎬ
常修法华、念佛三昧、方等忏悔ꎬ常坐苦行者ꎬ随有所

须ꎬ吾自供给ꎮ 如无此人ꎬ吾当远去ꎮ” [１]１７２但结果是

“竟无答者”ꎮ 这说明ꎬ慧思重禅定苦修、念佛三昧ꎬ在
当时是没有弟子可以比拟的ꎮ

慧思禅师从北方而来ꎬ保持着北方禅僧苦修坐

禅的传统ꎬ另一方面ꎬ又不满于南方僧人空谈之习ꎬ
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强调禅的意义ꎬ“三乘一

切智慧皆从禅生”ꎬ如果不以禅证心ꎬ即使读了无数

经典ꎬ也“不如一念思维如定”ꎬ他发心习禅ꎬ“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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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心ꎬ理事筹度ꎬ迄此两时ꎬ未有所证ꎮ”“摄心”是习

禅者常用的方法ꎬ也是学禅者的入道要门ꎮ 在印度

佛教中ꎬ无论大乘、小乘ꎬ都强调“摄心”ꎬ即以观心

为枢要ꎬ在内心保持宁静、克制欲望和情感ꎮ 慧思将

“重视禅定修习”与“对佛教经论的讲说和义理的探

究”融合统一ꎬ遂开“定”、“慧”两门ꎬ成为天台宗教

义的核心ꎬ具有深远影响ꎮ
慧思自作的«慧思大师年谱»与«立誓愿文»中ꎬ

还记载了自己多次遭到“恶比丘”、“恶师论”毒害的

事件:三十四岁ꎬ河南兖州讲法“遭诸恶比丘以恶毒

药令食ꎬ举身烂坏ꎬ五脏亦烂”ꎮ 三十八岁ꎬ郢州讲

大乘ꎬ“有诸法师起大瞋怒ꎬ有五恶论师ꎬ以生金药

置饮食中”ꎮ 四十二岁ꎬ光州城西观邑寺“时多有众

恶论师ꎬ竞来恼乱ꎬ生嫉妒心ꎬ咸欲杀害ꎬ毁坏般若波

罗蜜义”ꎮ 四十三岁“复作种种诸恶方便ꎬ断诸檀

越ꎬ不得送食ꎮ”«慧思大师年谱»与«立誓愿文»是慧

思忍辱负重ꎬ实践佛法困难历程的诉说ꎬ虽一再遭受

恶僧的排斥乃至投毒杀害ꎬ但慧思的“神力”很高ꎬ
经过多次磨难后ꎬ依然能存活下来ꎮ 那么ꎬ慧思为何

会具有“神仙方术”呢? «立誓愿文»中说道:
“今故入山ꎬ忏悔修禅ꎮ 学五通仙ꎬ求无上道ꎮ

愿先成就ꎬ五通神仙ꎮ 然后乃学ꎬ第六神通ꎮ 受持释

迦ꎬ十二部经ꎮ 及十方佛ꎬ所有法藏是故先作ꎬ
长寿仙人ꎮ 籍五通力ꎬ学菩萨道ꎮ 自非神仙ꎬ不得久

住ꎮ 为 法 学 仙ꎬ 不 贪 寿 命ꎮ 誓 以 此 身ꎬ 未 来

贤劫ꎮ” [５]１２￣１３

其目的在于:
“我今入山修习苦行ꎬ忏悔破戒障道重罪ꎮ 今

身及先身ꎬ是罪悉忏悔ꎮ 为护法故ꎬ求长寿命ꎬ不愿

生天及余趣ꎮ 愿诸贤圣佐助我ꎬ得好灵草及神丹ꎬ疗
治众病除饥渴ꎬ常得经行修诸禅ꎮ 愿得深山寂静处ꎬ
足神丹药修此愿ꎬ藉外丹力修内丹ꎮ 欲安众生先自

安ꎮ 己身有缚ꎬ能解他缚ꎬ无有是处ꎮ” [５]２０

这段记载ꎬ慧思自然而然的将“神仙方术”与佛

教禅法相融合ꎬ希望借助“神丹”、“外丹”、“芝草”
等神效ꎬ使自己长寿不死ꎬ并成为 “神仙”、“五通

仙”、“长寿仙人”的愿望ꎬ这显然是吸取了印度佛教

的思想内容ꎮ 天台宗以印度佛教中龙树菩萨为始

祖ꎬ在«佛祖统纪»中有传法世系:“天台九祖:第一

祖龙树菩萨、第二祖北齐慧文、第三祖南岳慧思、第
四祖天台智顗、第五祖章安灌顶、第六祖法华智威、
第七祖天宫慧威、第八祖左溪玄朗、第九祖荆溪湛

然ꎮ”“北齐尊者ꎬ宿禀自然ꎬ不俟亲承ꎬ冥悟龙树即

空即假即中之旨ꎬ以为心观ꎬ以授南岳ꎮ 南岳修之以

净六根ꎬ复以授诸智者ꎮ 智者用之以悟«法华»ꎬ乃

复开拓鸿业ꎬ以名一家ꎮ”龙树作为印度传说中多才

多艺的神仙ꎬ是释迦摩尼世逝后从佛教小乘大众部

分化出来的大乘空宗的重要创始人ꎬ著作有«大智

度论»、«十二门论»、«中论释»等ꎬ译有中文本ꎬ并在

中国佛教思想史中产生过广泛影响ꎬ其中ꎬ唐玄奘去

印度留学时ꎬ当时印度就流行这种方术:“唐三藏初

遇龙树宗师ꎬ欲从学法ꎮ 师令服药求得长生ꎬ方能穷

究三藏ꎮ”慧思禅师将印度的“神仙方术”与中国宗

教情况相联系ꎬ提出:
“我为众生及为我身求解脱故ꎬ发菩提心ꎬ立大

誓愿ꎬ欲求如来一切神通ꎮ 若不自证ꎬ何能度人ꎮ 先

学己证ꎬ然后得行ꎮ 自求道果ꎬ为度十方无量众生ꎮ
为断十方一切众生诸烦恼故ꎬ为令十方无量众生通

达一切诸法门故ꎬ为欲成就十方无量一切众生菩提

道故ꎬ求无上道ꎮ 为«首楞严»ꎬ遍历齐国诸大禅师

学摩诃衍ꎬ恒居林野ꎬ经行修禅ꎮ” [５]５

“天台原始之思想ꎬ虽不以神仙为极诣ꎬ但视为学

佛必经之历程ꎮ 有似上引澄观«华严疏钞»所记龙树

宗师告玄奘之语意ꎬ即先须服药ꎬ求得长生之后ꎬ方能

穷究龙树之学是也ꎮ” [６] 从慧思“发菩提心立大誓

愿”、“欲求如来一切神通”可以看出ꎬ在当时已经是

佛法日趋灭亡的时期ꎬ佛教内部恶僧诬蔑ꎬ斗争残酷ꎬ
外部佛、道之间争论不断ꎮ 慧思苦行习禅ꎬ将“神通”
与“弘法”结合起来ꎬ其意义在于以此获得佛陀、菩萨

以神力接引ꎬ加强佛教信仰色彩ꎬ希望“成就五通神

仙”ꎬ致力于弘扬大乘佛教以“教化众生”ꎬ不仅更有

效地宣传佛法ꎬ适应了当时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趋势ꎬ
而且初到南岳ꎬ弘法困难ꎬ将深邃玄远的佛教戒律神

圣化ꎬ为他在南岳立足起了很大作用ꎮ 同时ꎬ以弘法

为价值取向而获得“神通”ꎬ以行忏发愿换取佛教的

振兴之路ꎬ也反映出慧思以弘扬慈悲度众的大乘佛法

为己任ꎬ修行神通以求自度、度他的人生历程ꎮ

四　 慧思禅师在南岳的影响

慧思既承续天台禅法ꎬ又开辟了南岳佛教新风ꎮ
慧思的生前身后ꎬ还有很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ꎬ例
如ꎬ南岳解二虎之斗、瓦官寺雨天鞋不沾泥等等ꎬ成
为佛教历史记忆中的神话ꎬ也满足了南岳宗教的精

神需求ꎬ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南方的文化思想以

魏晋以来的玄学最占优势ꎬ北方则仍多承汉朝的阴

阳、谶纬的学问ꎮ 玄学本比汉代思想超拔进步ꎬ所以

南方比较新ꎬ北方比较旧ꎮ 佛学当时在南北两方ꎬ因
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影响ꎬ也表现同样的情形ꎮ 北方

佛教重行为———修行、坐禅、造像南方佛教则不

如此ꎬ着重它的玄理ꎬ表现在清谈上ꎬ中心势力在士

大夫中ꎬ其反对佛学不过是理论上的讨论ꎬ不像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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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和尚、毁庙宇那样激烈ꎮ” [７] 慧思到南岳后ꎬ造
塔修寺ꎬ开展了系列的弘法活动ꎬ对传统禅法进行改

造ꎬ一面弘重义门ꎬ一面专研义理经典ꎬ又吸取印度

“神通”方法ꎬ巧妙地传达出佛教思想内涵ꎬ营造了

南岳重视义理的佛教风气ꎮ
慧思是南岳佛教开创的关键性人物ꎬ受到了官

方的赐封ꎮ 据«慧思传»记载:
“南岳以所承北齐一心三观之道ꎬ传之天台ꎬ其

为功业盛大ꎬ无以尚矣ꎮ 故章安有曰:思禅师名高嵩

岭ꎬ行深伊洛ꎮ 十年常诵ꎬ七载方等ꎬ九旬常坐ꎬ一时

圆证ꎮ 师之自行ꎬ亦既勤矣ꎮ” [１]１７３

“自江东佛法ꎬ弘重义门ꎬ至于禅法ꎬ盖蔑如也ꎮ
而(慧)思慨斯南服ꎬ定慧双开ꎬ昼谈义理ꎬ夜便思

择ꎬ故所发言ꎬ无非致远ꎬ便验因定发慧ꎬ此旨不虚ꎬ
南北禅宗ꎬ罕不承绪ꎮ” [８]１６７

慧思在南岳弘法成就巨大ꎬ“自佛法东流ꎬ几六

百载ꎬ惟斯南岳ꎬ慈行可归”ꎬ“陈世心学ꎬ莫不归宗ꎬ
大乘经论ꎬ镇长讲悟ꎬ故使山门告集ꎬ日积高名”ꎮ
不仅得到陈朝皇帝的礼遇ꎬ在南岳十余年ꎬ“每年陈

主三信参劳ꎬ供填众积ꎬ荣盛莫加ꎮ 说法倍常ꎬ神异

难测ꎮ” [８]１６６而且陈宣帝敕命入京ꎬ“举朝瞩目ꎬ道俗

倾仰”ꎬ受到普遍赞誉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慧思

神仙方术在陈朝倍受时人重视ꎬ得到朝廷政权的认

同ꎮ “在南岳ꎬ悟三生行道之迹ꎬ讲筵益盛ꎬ居止十

年ꎬ世称‘南岳尊者’ꎮ” “清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 年)ꎬ
朝廷赐封为‘圆慧妙胜禅师’ꎬ并遣官致祭ꎮ” [２]３４５这

些赐封ꎬ彰显出慧思在南岳史上的重要地位ꎮ
慧思南岳弘法后ꎬ南岳成为了湖湘地域最重要

的佛教据点ꎮ «妙法莲华经»云:“若人为佛故ꎬ建立

诸形象ꎬ刻雕成众相ꎬ皆已成佛道ꎮ”因为慧思禅师

选择福严寺作为隐居修炼之地ꎬ建塔造寺ꎬ救赎世

人ꎬ获得社会认同与佛陀护佑ꎬ福严寺成为了有泉石

佳胜的佛教胜地ꎮ 历代文人墨客来到这里ꎬ或探寻

幽迹ꎬ或谈论义理ꎬ或吟咏留题ꎬ无形中增添了福严

寺在历史上的文化重量ꎬ拓展了此寺的知名度ꎮ 自

宋代始ꎬ福严寺就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ꎬ北宋黄庭

坚题«礼思大禅师塔题名»ꎬ复述慧思建寺立塔的历

史文化因素ꎻ朱熹来湖南与张栻会讲ꎬ曾几度到福严

寺ꎬ留下了关于福严寺的酬唱诗文ꎻ清代湘军将领彭

玉麟«游福严寺诗二首»ꎬ追忆福严寺盛景ꎻ僧人道

重还写了有名的«福严十景»ꎬ记录此寺的自然与人

文景观等等ꎮ 这样看来ꎬ慧思禅师的“神仙方术”ꎬ
既彰显了慧思在南岳佛教史上的开山祖师地位ꎬ也
为福严寺以及南岳衡山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ꎬ
题写了厚重的一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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