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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名刹》

前言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
示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江苏名宅》、《江苏名刹》、
《江苏名街》、《江苏名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
、《扬州漆器》、《宜兴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精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何谓风物，六朝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在《游斜川》诗序中说：“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以致现
在的不少辞书仍然在将“风物”作“风光”与“景物”解，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唐宋以降，风物又
加入了风俗与物产的内涵，如《通典》、《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无不将风俗物产列入到“风物”的
类别中。明清以后，“风物”的概念愈加宽泛，举凡风光、民俗、方言、物产、古迹、轶闻等，无不
纳入到“风物”的范畴中。至如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有“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句，则泛指社会上各类事物以及诸色人等的心态，这当然是更加自由而近乎浪漫的表述了。作为自
然景观与文化积淀的风物，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风物的研究，离不开对特定地域、特定群体
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与生产方式的考察，此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江苏地处美丽富饶
的长江三角洲，自古风物清嘉，秀丽宜人。境内傍江临海，平原辽阔，江河湖泊密布，东海、长江、
太湖、洪泽湖在此汇集，苏北沿海海景壮观，苏南水乡风景婉约。江苏风景兼江湖河海之美，长江横
穿东西，江面辽阔，一泻千里。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连云港海阔天空，太湖烟波浩瀚，洪泽
湖碧波万顷。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为代表的历代诗人，在江苏留下了许多讴歌
山川秀美的不朽诗篇。　　江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厚的省份之一。千
百年来，江苏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我们留下了像徐州楚王墓群、南朝陵
墓石刻、苏州古典园林、明孝陵与明城墙这样闻名遐迩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
州刺绣和桃花坞年画、南京的云锦和金箔、无锡惠山泥人、扬州的漆器和雕版印刷、南通风筝和蓝印
花布、宜兴紫砂、常州梳篦、苏州和扬州的盆景，以及素有“百戏之本”美誉的昆曲等，都是江苏风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
局面，江苏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
加快推动江苏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目标，努力实现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和文化人才队伍
强，使江苏文化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文化战线辛勤
耕耘、奋力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全省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优秀文艺作品和文化人才不断涌现，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龙头文化企业迅速崛起，全
省文化实力明显增长。《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的出版，是我省文化建设的又一个喜人收获，期
望它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增进我们热爱家乡的自觉意识，为江苏文化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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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名刹(彩色图文版)》是系列一本。《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
江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示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
》、《江苏名宅》、《江苏名刹》、《江苏名街》、《江苏名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
《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扬州漆器》、《宜兴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
精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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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年名蓝栖霞寺　　四、漫复追兴废忘言在化城——唐宋元明以来的栖霞寺　　明僧绍与法度相
继亡故之后，僧朗继振山寺。僧朗为高丽国人，谙熟经律，尤其对华严、三论之学有精深的研究。僧
朗大致在齐末梁初来到栖霞山，师事法度，但他所习的华严、三论之学却不是来自执无量寿信仰的法
度，而是早先受自敦煌郡的昙庆师。由于僧朗在栖霞山弘扬般若三论而名震山邑，竟然惊动了梁武帝
，遂于天监十一年（512）遣诸寺僧十人前往栖霞山僧朗处咨受三论宗精诣，但除止观寺僧诠外，其余
九人竞学无所成，僧诠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僧朗的主要弟子。　　僧诠是一位重践履的义学沙门，他
不仅以弘扬般若三论为宗旨，还对当时流行的其他佛学宗派多有责难。他“横行山寺，随机引悟”，
而且“大乘海岳，声誉远闻”，影响不凡。他对弟子们的约束有度，也体现了严厉的山门宗风。僧诠
有徒众数百，其中以慧勇、智辨、法朗、惠布四人最为知名，所谓“文章勇、领悟辨、四句朗、得意
布”，是为“诠公四友”。在“诠公四友”中，弘扬、讲解三论学最得力者当属法朗。法朗讲授经论
，能指摘义理，而且言气挺畅、清穆易晓，深受陈后丰叔宝的敬重。　　自僧朗住持以后，原本有着
浓厚无量寿信仰的栖霞寺，却以三论义学的渊薮而名声大振，基本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摄山三论学，
这使得一度深受小乘“成实论”压制而沉寂的“三论宗”得以兴盛起来。故后人誉栖霞寺为“三论宗
”祖庭，亦可谓实至名归。　　南朝以后，随着佛教势力不断发展，寺院日益增多，以至到了唐代，
天下寺院竟一度达到5358所，大大超过了前代。而摄山栖霞寺经隋唐两代增筑扩建，琳宫梵宇，飞檐
相望，规模较南朝时更为壮观，并逐渐发展为与济南灵岩寺、荆州玉泉寺、天台国清寺齐名的天下“
四大丛林”之一。栖霞寺在唐初武德年间，为唐高祖李渊敕改为功德寺。至上元年间，唐高宗李治又
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新的寺名饱含了对明僧绍高尚隐逸的人生态度的赞颂，至于“栖霞”二字则
更是取自明僧绍的别号，栖霞寺遂由此创名。而山以寺名，栖霞山也从此广为人知，摄山或山的旧名
渐渐很少有人提及了。值得一提的是，栖霞山自纱帽峰迤逦而上千佛岭的唐代窟龛造像（图040），从
龛像组合、形制乃至艺术风格推断，当即开凿、雕镌于此际。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唐高宗李冶御制《
明征君碑》事，可以推知，唐代在栖霞山纱帽峰至干佛岭一线大量开凿龛像，除了弘扬佛法外，大概
还有纪念明僧绍及其在干佛崖经始雕凿“西方三圣”的用意。　　栖霞寺于会昌五年（845）遭武宗灭
法后，旋于宣宗大中五年（851）重建，寺名“隐君栖霞寺”也被改称为“妙因寺”。历史上的妙因寺
由于皇朝帝王更迭而多次改名。先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改妙因寺为普云寺；宋真宗景德四年
（1007）又改回为“栖霞禅寺”；到宋哲宗元祜八年（1093），栖霞禅寺又改赐为“严因崇报禅寺”
；不久后，因皇太后高氏崩，又易名为“景德栖霞寺”，亦称“虎穴寺”。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
南下，并于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三、四月间与宋军激战于栖霞山脚下的黄天荡，而据清人厉鄂《
摄山杂咏》诗句有“奈何完颜军，却落付劫烧”云云。可见栖霞寺曾遭南下金兵焚掠。金人尊崇道教
，而道释不两立，捣毁、焚烧栖霞寺以及寺后干佛崖的佛教造像也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
干佛崖至纱帽峰的山路石壁上雕凿了自己崇奉的道教天尊像（图041），并在造像旁刻了“大金国”字
样的款题。可能是事出仓促，凿刻浅显，加之山石风化，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荒芜寥落了近三百年的栖霞寺再次得到重建，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已是金碧辉煌，光
耀无殊，其宏伟壮观更胜于前。这其中，固有山寺住持三空法师、明通法师“共协中兴之力”，而一
大批潜心向佛的宦官鼎力资助，广种福田，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四
十九年（1784），清高宗弘历五次南巡驻跸摄山，造访游览山中的名胜古迹，并陆续写下了百余首纪
游诗，山寺因而声誉大振，遂有“第一金陵明秀山”之誉。　　栖霞寺的下院衡阳寺，位于栖霞山西
南秦家边南象山之阳。初名为宝城寺，后废。唐天祜二年（905），徐温即宝城寺基改建衡阳资福禅院
。寺院内有南唐时期的石经幢（图042），经幢上刻有“大唐”国号，字画道美。关于衡阳寺的创建，
当地土著颇有“先衡阳后栖霞”之说，然寺内齐已、牟儒二上人《重开衡阳寺古迹诗》碑中有“古迹
重闻一朗兴”云云，另据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载：“南朝朗法师结茅于此，有衡阳神女听经，因名
。”庶知所谓“朗法师”即僧朗。僧朗为法度弟子，继踵先师接掌栖霞寺，可见所谓“先衡阳后栖霞
”之说，并不可信。至于宝志和尚在此出家大概就更是附会之谈了。　　明万历六年（1578）三月，
有倪公甫、吴允兆二人登摄山同游，“日夕同憎上下岩壑，随所得纪之。与清柏、法通往衡阳寺。寺
近阳山湖，其登陟之趣，虽让伞岭。而四面回合，雅称幽静。门外二石幢，南唐时所立，殿内石炉，
镌‘宋宣和五年癸卯造’诸字，工制奇绝，色质泽润。僧房内佛、菩萨三尊，传为海外人所遗，然不
可知矣”。　　朱偰先生曾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期间多次登临摄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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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栖霞寺及其下院衡阳寺，并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反映衡阳寺的照片共有五张，除了衡阳寺全景外
，还有石狮、僧人墓塔等。20世纪50年代后期，衡阳寺仅存三个僧人，以种地和做小生意为生，寥落
不堪，但寺内石刻文物经统计仍有18件（图043），一度由南京市十月人民公社磷肥厂负责看管，今皆
已散失无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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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是文物大省，境内名刹众多，历史上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说。南京
栖霞寺、第一禅寺灵谷寺、姑苏城外寒山寺、扬州大明寺、常州天宁寺、镇江金山寺、北固山甘露寺
，无不声名远播。传诵千古。这些古刹本身就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存，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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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老爸买的 老爸说蛮好的 哈哈 第一次帮他在网上买书
2、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好书
3、特别想去洞庭东山紫金庵看罗汉塑像、苏州保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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