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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史话/济南历史文化读本》

前言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中华民
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
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春秋战国时
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这里有机融
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
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
》，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要作用。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
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
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的千古佳句。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
开先，皆为一时领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稹、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
济南府属县），可以说，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长清孝堂山的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
面建筑，石祠内的汉代石刻画像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四门塔，是中国
最古老的单层亭阁式石塔。位于长清的灵岩寺，唐代曾为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寺内40尊泥塑罗汉，被
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此外，让济南人引以为豪的，还有甲天下的众多涌泉。元代地理学家
于钦在《齐乘》中赞日：“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盖他郡为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众泉喷
涌，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景观，成就了济南“泉城”美誉。更兼泉水汇流大明湖，
湖在城中，城在景中；南部屏列如黛群山，泉溪淙淙，峰壑森秀。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交
相辉映，济南风光秀美如此，也就无怪古人赞叹“济南潇洒似江南”，而“有心常做济南人”了。　
　1948年9月24曰，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
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
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
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
、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
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幸运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
的城市同样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坚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
，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之
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济南市
委宣传部和济南出版社等部门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对于进一步挖
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济南、建设济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
于更好地宣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将发挥
重要作用。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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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史话/济南历史文化读本》

内容概要

《济南历史文化读本:灵岩寺史话》是“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之一。《济南历史文化读本:灵岩寺
史话》具体而细微地介绍了济南的名寺——灵岩寺，从地理风物，到历史沿革，再到历代高僧介绍，
以至于灵岩寺的民间传说，作者对灵岩寺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览，和深入的解读。
《济南历史文化读本:灵岩寺史话》对于进一步挖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宣
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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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史话/济南历史文化读本》

章节摘录

　　灵岩的佛源僧脉　　灵岩寺初建于东晋，兴于北魏，盛于唐宋，自唐代起就与浙江天台国清寺、
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海内四大名刹”，并名列其首。来自天竺的佛教文化在这里
绵延传承，根深叶茂，苍翠千年！在正式走进灵岩寺这座圣殿之前，让我们追本溯源，寻踪觅迹，进
行一次穿越时空的朝佛之旅。　　佛祖诞生　　公元前5世纪，当齐鲁文化的先驱、中国古代的大成
至圣先师孔子率领弟子们驾着牛车在神州大地上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古代印度，另一位人类的圣哲也
在云游四方，从事普度众生的事业，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传说佛祖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当时
属于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是净饭王，姓乔达摩；母亲是摩耶夫人，属于刹帝利种姓，都
是释迦族人。公元前566年，摩耶夫人按照当地习俗回娘家待产，在途中的一棵无忧树下生下一个太子
，取名“乔达摩·悉达多”，悉达多意为“终成正果”，也有“吉财”的含义。后来，佛教徒又尊称
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于4月8日从摩耶夫人右肋出生，刚
一落地，便周行七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环顾四周，做狮子吼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　　太子出生后的第七天，摩耶夫人就病故了。他是由姨母摩诃婆阁波提抚养长大的。少年时代的
悉达多曾经系统地接受过当时印度最高贵的婆罗门教的教育，广泛学习文学、哲学、算术等等，还跟
从武士们学习武术，能操29般武艺。据说他膂力无穷，能用一只手举起大象掷出城外，立即又用手接
住，再轻轻放在地上。后来他与善觉王的女儿耶输陀罗结婚，生了儿子罗喉罗。　　悉达多的贵族生
活是优裕舒适的，他拥有适合春、夏、秋三季居住的三时宫殿；衣着华贵，饮食丰盛；歌舞于庭，极
尽享受之乐。他的父亲净饭王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王位，成为统一天下的“转轮王”。但
是，释迦牟尼却在29岁（一说19岁）时出家修行。究其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佛陀所处的时
代正是古印度各国之间互相讨伐、并吞，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他所属的释迦族受到邻国强
权的威胁，朝不保夕。他已预感到难免覆灭的结局，因而认为世间“无常”。另外，他又目睹人自有
生以后，接踵而来的老、病、死情景，联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从而产生了人生难脱苦难
的烦恼；而当时婆罗门教的思想和行事，又不能使他在精神上获得解脱之道。终于有一天，他舍弃了
王位，出家修行。　　创立佛教　　悉达多出家后，先到跋伽仙人的苦行林，那里有很多修行者，他
们以种种苦行折磨肉体，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他不满意这种做法，滞留一宿便离去。净饭王得到他出
家的消息，甚为悲伤，派人劝说无效，便在亲族中选派了侨陈如、跋堤、跋波、摩诃男、阿说示5人
作为随从，一起修道，保护太子。为了寻求解脱，悉达多尝尽艰辛，历经6年之久。他身体消瘦，四
肢无力，这才悟到苦行是无益的。于是他来到尼连禅河边，慢慢走进河里，洗去全身污垢，随后受了
一个牧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体力。他的5个随从见此情景，以为太子退了道心，便离开了他，前往
波罗奈国的鹿野苑修苦行去了。太子于是一个人走到一棵毕钵罗树下，双足结跏趺坐，发下宏愿：“
若不成佛道，就绝不起座！”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深入禅定，在12月8日的那天早上，他战胜了最
后的烦恼魔障，觉悟成道，时年35岁。释尊成道日，汉化佛教定为农历十二月初八，名为“成道节”
，俗称“腊八”，中国佛教徒在这一天用各种米和果物等杂煮作粥供佛。以后，吃腊八粥逐渐演变成
中国民间习俗。　　释迦牟尼成道后，首先找到了在波罗奈国郊外鹿野苑修道的侨陈如等5名随从，
给他们讲自己证悟到的四谛，即苦、集、灭、道四种真理，使5人先后不同地开悟，成为佛陀的首批
弟子。佛教史上把这次说法叫做“初转法轮”。　　至此，佛教所称的佛（佛陀）、法（四谛）、僧
（侨陈如等）三宝具足，佛教正式形成。　　佛，是“佛陀”的简称，是Buodha的音译，本义是“觉
者”或“智者”，即修成佛道的人，特指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　　法，指佛法，一般指佛所说的
教法，包括各项教义、教规（清规戒律）等，即佛教的理论和规章制度，以理论为主体。　　僧，是
梵语“僧迦”的省称，一般指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我国一般叫做“和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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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灵岩寺史话》从传统文化遗存的角度全面展现了济南灵岩寺的迷人之姿，让读者从中领略到除
却美景之外，感受到灵岩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神秘史迹，玄妙精神的佛学思想沿革，跟随作者一
起缓慢、细致、悠闲地去品鉴灵岩寺的文物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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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史话/济南历史文化读本》

精彩短评

1、0130920读毕。 昨日游览灵岩，今日补充知识。相对景区昂贵的画册，这个小册子着实实惠。虽然
内容前后有所重复。关键的40罗汉介绍也不全面，但是相对他的价格来说，已经很满足了。好书！丛
书中的其他册子正在读的过程中。争取去哪里，读哪里。
2、随便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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