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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天下》

内容概要

杭州，自古以来有“东南佛国”的美名。众多寺庙、宫观以及诸多与佛、道相融相通的民间俗神祠庙
，既丰富了西湖山水的历史内蕴、文化内涵，又与西湖的参天古木、婆娑绿阴、清浅溪涧等自然景观
相生相融。赋予西湖山水以特有的灵气。《西湖寺观》选取了杭州西湖十多个颇具代表性的寺观，如
“古刹越千年，东南第一山”的灵隐寺，“殿堂遍沟壑，湖上小西天”的三天竺寺，“清风五百间，
南屏钟悠悠”的净慈寺，“碧水映岚翠。宝地藏仙寰”的抱朴庐等，《西湖寺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带领读者在悠悠古意的暮鼓晨钟中，领略西湖寺观的自然胜景、历史内蕴及人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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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悠悠历史东晋开山 灵隐寺，自西印度僧人慧理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创建以来，至今已经有
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怪石嶙峋的飞来峰，认出是中天竺
国灵鹫山之小岭。于是，他就在这里建寺留居。　　灵隐寺初创之时规模很小，到南北朝梁武帝时，
萧衍笃信佛教，建立了大批寺院，他曾赐田灵隐寺，其时寺院才开始初具规模。而后，隋统一中国，
隋朝皇帝隋文帝继续推行佛教政策以巩固其政权。唐时，佛教各种宗派得到进一步发展，灵隐寺成为
华严宗的中心。唐大历六年（771年）灵隐寺有一次大的兴修。曾寓居灵隐山的唐人陆羽（733—804年
）在《二寺记》中说：“ 南天竺，北灵隐，有百尺弥勒阁、莲峰堂、白云庵、千佛殿、巢云亭、延宾
水阁、望海阁。”可见当时的灵隐已颇具规模。　　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排佛废教，发生了
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灵隐寺同样受到打击，寺毁僧散。直到五代吴越国
（907—978年）时，吴越王钱谬和其孙钱弘傲又相继开拓，增建僧房一千多间，全寺有九楼十八阁七
十二殿堂，回廊自山门左右，直绕至方丈室，寺僧有三千之众。　　在吴越国兴佛的基础上，北宋时
期的宋太祖认为佛教有益于统治，不少寺庙得到修缮扩建。灵隐寺再次扩大殿宇僧舍的规模，寺庙宏
丽，成为禅宗圣地之一。但到了宋徽宗统治时，因朝廷崇尚道教而排斥佛教，佛教发展再次受挫。南
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后，佛教道教处于制衡阶段，佛教发展有起有落。南宋兴“家庙化”，许
多著名佛寺被改作家庙御园，供皇室享用。灵隐寺就曾被部分征用，造成寺僧大规模出走至径山寺。
　　元代九十年，灵隐寺有建有毁，总体上趋于衰落。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觉皇殿蠹朽倾颓，
僧慈照重建，到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落成。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灵隐寺毁于兵燹，破坏
惨重。住持辅良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重修，但只建了方丈室和伽蓝堂。　　明朝建立后，即予
重建灵隐寺，寺额直名“灵隐禅寺”。据明人张瀚《重修灵隐寺记》的记载，洪武、永乐、宣德、万
历等年间，灵隐寺都曾进行过规模大小不同的修建。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灵隐寺又遭火灾，除
大殿、直指堂等殿宇幸存外，其余悉数毁尽。此前，昭庆寺亦因火灾而毁；未几，上天竺寺又毁于火
灾。杭州三大寺几乎接踵而毁。　　明末清初，灵隐寺满目“苔寮藓壁”，处于残破不堪、风雨飘摇
的境况。清顺治六年（1649年），具德和尚为灵隐寺住持，他前后惨淡经营十八年，把灵隐寺重新修
建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寺院，共计完成七殿、十二堂、四阁、三轩、三楼、一林。由于具德住持得法，
致使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 ”，经其整顿，“积弊尽除，古风重振”，灵隐寺“崇楼杰阁，冠
绝江南” 。而他于功成次年圆寂，后人称颂具德禅师的功德“虽日重兴，实同开创” ，并奉其为临
济宗三十二世祖，评说灵隐寺“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继具德禅师者为晦山。晦山住持
灵隐后，不改故常，继续对寺院有所建设。他任住持其间，建有飞来峰牌坊、具德和尚慧日塔院及普
同塔三座。　　灵隐寺在清康熙时，曾名“云林寺”。据《灵隐寺志》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康熙帝南巡至杭州，游览灵隐寺，住持谛晖请他题一块匾额，于是他“亲洒宸翰”书“云林”二
字，赐名“云林寺”。乾隆初，住持巨涛得光禄少卿扬州汪应庚捐资重修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堂、阁
、轩、楼、亭等数十处，补饰五百罗汉堂，修合涧桥、龙泓洞、鹫峰径等。这次修葺从乾隆六年
（1741年）十月到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历时三年，花费了二万余两白银。从《灵隐寺志》的附
图看，今天寺旁的许多空地上，往昔都有寺院建筑物，殿堂层沓，楼阁参差，壮丽恢宏。　　嘉庆二
十一年（1816年）秋，灵隐寺复毁于火，延及观音殿，重建工程浩大，恢复不易。此事为朝廷所知，
特赐帑金—万两重修。后又经多方募捐，共得银十三万余两。这次修复工程始于道光三年（1823年）
七月七日，落成于道光八年（1828年）四月十六日，几近五年之久。遭毁殿宇，次第修复。岁久倾圮
的天王殿、罗汉堂，按照旧式，一律鼎新。正修复期间，头山门不料又为邻火所毁，除捐资重建外，
又买其旁的民居加以拓展，前绕以墙，旁界以弄，寺宇比先前更为壮观。这是继具德之后的一次大规
模重建，这次重建可谓是“还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　　道光十四年（1834年），阮元任浙
江巡抚，刻朱熹、翁方纲等文集，议藏灵隐，特建“灵隐书藏”，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用唐人“鹫
岭郁嵋蛲”诗句编号，选灵隐寺僧玉峰、偶然二人按所订条例管理，使能永守，阮元亲自为记。此时
所藏尚有：宋契嵩禅师的上堂槌，宝达的照佛镜、白沙床，宋孝宗赐直指堂印，范仲淹所遗床，秦桧
斋僧锅，龙纹拜石（石长八尺、阔六尺、龙鳞隐见其中），沈周飞来峰图，灵隐山画卷，程嘉燧冷泉
亭图，李流芳西湖卧游画册、冷泉红树图，宋仁宗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以及董其昌、密云
、三峰、谛晖、巨涛、陈鹏年、翁方纲、胡高望、王时敏、张照、梁同书、白松麟、石韫玉等著名文
人的书画墨迹。　　⋯⋯

Page 4



《西湖天下》

Page 5



《西湖天下》

编辑推荐

　　“西湖天下”丛书是西湖申遗成功后由浙江摄影出版社第一时间推出的全面介绍两湖的全新读本
，共分《西湖山水》、《西湖名人》、《西湖风物》、《西湖三十景》、《西湖民间故事》、《西湖
诗词》、《西湖亭阁》、《西湖寺观》、《西湖旧影》、《西湖楹联》十本分册。 断桥残雪、苏堤春
晓、柳浪闻莺⋯⋯这里有西湖最经典的一面；白居易、苏东坡、岳飞⋯⋯这里有西湖最深重的篇章；
灵隐寺、净慈寺、三天竺⋯⋯这里还有西湖最神秘的一页。自然山水、名人故事、经典诗文、亭台楼
阁、特色风物，在“西湖天下”丛书中都得到了尽情的展现。 《西湖寺观》为该丛书中的一本，选取
了杭州西湖十多个颇具代表性的寺观，如“古刹越千年，东南第一山”的灵隐寺，“殿堂遍沟壑，湖
上小西天”的三天竺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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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 还要买
2、关于杭州西湖的书，图片很多，很不错
3、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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