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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喜文，最喜诗词；余爱山，最爱雪窦。故当《雪窦山古今诗词选》

主编林平海相嘱为序时，余欣然应承。

雪窦山位于余之故乡、浙江奉化市溪口镇西北四明山区，历来有

圣山之称。风光旖旎，秀甲天下。其怀涵千丈岩、徐凫岩、妙高台、三隐

潭、商量岗、林海、亭下湖以及雪窦寺、溪口镇等自然人文景观，形成

了享誉中外之雪窦山景区。前来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流连忘返，皆

赞其雄秀无二，神奇第一。

作为著名旅游胜地，历代文人墨客怀兴游访者，接踵不已。各景

点皆留有他们脍炙人口之佳作妙句。今，奉化市将这些极为珍贵之文

珠诗玉，集缀成串，编印成《雪窦山古今诗词选》，可谓大雅之举，大德

之举，实乃文化界一大盛事。我当热情贺之，衷心谢之。

捧读书稿，令余赏心悦目。历代著名诗人，如唐之孟郊、陆龟蒙、

皮日休、方干；宋之林逋、梅尧臣、王安石、郑清之；元之戴表元、黄溍；

明之王守仁、李濂；清之袁枚、王尔禄等，皆以真心为本，自然为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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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古今诗词选

灵为师，歌吟雪窦山，骋怀雪窦山，妙语连珠，华章灿然，堪称雪窦山

古今诗词之大观。请看，唐代方干五律《登雪窦僧家》有云：

登寺寻盘道，人烟远更微。

石窗秋见海，山霭暮侵衣。

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

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

方干所吟之雪窦寺，全称雪窦资圣禅寺，在溪口镇雪窦山上。创

于晋，建于唐，盛于宋。乃弥勒佛应化之地，为全国五大佛教名山中地

位最高之名寺名山。历朝历代，皇封御敕不断，被列为天下禅宗名刹。

方干诗中言道“来此便忘机”，可知，于唐朝时，世人便已到此修心养

性，觉悟“四大皆空”之心得了。

再看，宋人王时会七绝《徐凫岩》云：

绝壑搀空云与平,横飞寒瀑万年声。

杖藜平过人间险,独向千山顶上行。

徐凫岩，传为有人在此修道成仙、骑凫升天之处。两边绝壁亘延，

形如刀削，色杂朱黛，漫崖苍翠，满目壮丽。诗人以“绝壑搀空”、“横飞

寒瀑”状之，恰如其势，恰如其妙。

雪窦寺前有一瀑布，名为雪窦瀑布，又名千丈岩瀑布。雪窦乳泉

流入锦镜池，穿越关山桥，于千丈岩直落深渊。每逢春夏，雨量充沛，

则飞流激荡，跌撞崖壁巨岩，溅起阵阵飞雪，演示斑斓彩虹，令人叹为

观止。千丈岩瀑布名闻天下，早在宋代，宰相、诗人王安石，就曾作七

绝《千丈岩瀑布》赞云：

拔地万重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

2



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

诗人之赞，何等贴切，何等自然。若与李太白《望庐山瀑布》共读

之，则同时可品得两种沁人心脾之诗味来。

妙高台是雪窦山景区中最耐人细赏之景观。其上摩青云，下临深

壑，玄机莫测。加之台上桂树成林，花开之时，香气弥漫，直教人心荡

漾于瑶池阆苑之间，神怡于蓬莱方壶之中。南宋丞相、诗人郑清之曾

登临妙高台，作七律《妙高台》云：

陆地芳洲拥翠翘，巨灵穿石滚云涛。

搏空苍凤欲飞舞，奔海玉龙争怒号。

万象横陈坤轴富，一亭平挹月轮高。

独醒未觉孤清境，笑酌寒泉读楚骚。

余亦曾多次登上妙高台，体会苏东坡赏月之雅兴，梁红玉击鼓之

豪情。感慨白驹过隙，世事流云。并作诗数首，其中一首七绝云：

妙高台上桂花香，眺望四明吞夕阳。

击竹重温来去事，流云携梦乱飞扬。

拙作与前贤上品相较，滥竽而已，然倒亦直抒了余怀妙高台之一

腔真情。

近代，登游雪窦山、歌吟雪窦山之名人大家，更为比比。冯玉祥、

蒋中正、张学良、赵朴初、钱锺书等，皆有佳作传世。如冯玉祥写《千丈

岩》云：

来到四明山，先看千丈岩。

若能发水电，更能称我怀。

全诗明白流畅，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国思民之深切情怀。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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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古今诗词选

又如赵朴初六言诗《登妙高台》云：

千丈悬崖安坐，二虎息心伏卧。

今朝更好风光，万顷波光纷错。

禅师台上相招，莫把良辰放过。

赵老精通诗词曲赋，为当代泰斗，一代宗师，其同时作为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时时以佛德诲人：修行宜早，莫把良辰放过。

此本选集，入选作者一百六十余人，诗词作品近三百八十首，文

光熠熠，诗情滔滔。好诗好句不胜枚举，读者若能仔细品味，定可自谙

个中般般精妙。

匆写至此，盖应收笔。言虽未尽，兴已至好。况来日方长，文缘永

在，若更有欲言，随时可陈，以与编者、读者相磋共勉之。

是为序。

2013年秋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学院中外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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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雪窦山古称“瀑布山”，山水秀美、禅风远播、人文荟萃，向为东南

名山。远在晋代，雪窦之巅有尼结庐，法运初行；山麓剡源之湄，王羲

之、孙绰等南渡文士一度隐居，文风始开。入唐，雪窦山渐成“浙东唐

诗之路”东支线的重要节点。宋代为仁宗敕封理宗御书的“应梦名

山”。民国时期有“四明第一山”之称。20世纪 30年代初“五大佛教名

山”概念确立，始有声名；当代以露天弥勒大佛落成开光为标识，“弥

勒道场”广受尊奉，五大名山雏形初成。

雪窦山历史积淀深厚，是一座存量丰富的文化宝库。吟咏雪窦山

的绚烂诗篇，历代不绝，蔚为大观，它们是雪窦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唐代，孟郊、方干、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心慕王羲之、孙绰的

晋人遗踪，登临雪窦，踏歌而行，留下百余首瑰丽诗篇，雪窦山遂成浙

东的一处唐诗高地。入两宋，林逋、梅尧臣、曾巩、王安石、舒亶、米芾、

楼钥等诗人，还有智觉延寿、明觉重显、足庵智鉴等雪窦本山诗僧，他

们传世的雪窦诗词，既秉承唐诗的骨力和豪劲，又具宋人特有的健朗。

/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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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古今诗词选

元明清直至民国，戴表元、谢翱、黄溍、高启、王阳明、丰坊、屠隆、黄宗

羲、全祖望、袁枚、八指头陀、蒋中正、太虚、钱锺书等官宦名流与高士

名僧，也寄情雪窦，借山发挥。他们的诗作，承唐宋诗韵，抒各自性情，

也为雪窦平添无限情趣。

改革开放后，诗词等传统文化迅速复苏，奉化诗坛亦然。初期有

奉化诗坛十老，其后有一批奉化中青年诗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受

雪窦山川养育而感怀不已。许多雪窦山诗作，既不失传统意象，又融

入现代元素；既讴歌改革新政，又吟唱雪窦新姿，无疑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心声。

近十年间，我市有部分领导干部在从政之暇，以难能可贵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情怀，立足奉化文化强市的建设，诗词楹联这块传统艺苑

无愧一例，相继出版了《奉化城市新咏》、《布袋弥勒对联选》、《奉化对

联集成》。近年以来，编纂《雪窦山古今诗词选》一书工作，于浩瀚的雪

窦山古今诗海之中，网罗群藉、博采诸家。通览即将付梓的书稿，它的

基本面是对雪窦山古今诗词的系统挖掘、梳理、诠释，而亮点、新点也

显而易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雪窦山的佛教文化、山水文化、名人

文化三者相互融合，古代传世佳作与当今富有时代意识及社会价值的

新咏相得益彰，隽永诗词与精美摄影图片交相辉映。如此一部熔雪窦

山古今诗词为一炉的集大成之作的面世，实在可喜可贺！

奉化欲将雪窦山打造成“五大佛教名山”，那是一个渐进式的过

程。历代名寺古刹恢复这个硬件，与固有历史文化的挖掘、梳理这个

软件，两者缺一不可，且相辅相成。我欣喜地看到《雪窦山古今诗词

选》的大量篇幅，描述的是历代帝王与雪窦佛教、古今官宦名士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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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高僧、雪窦佛山与布袋和尚之间的种种殊胜因缘。从这个角度审视，

本书的出版发行，是对千年雪窦禅风的再度扬播，并为五大佛教名山

的打造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托和文化支撑。

历史昭示我们，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其综合实力不仅

仅仰赖经济、科技的硬实力，更取决于文化软实力。如何提升我们的

文化软实力？答案不外乎是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新发展。雪窦山历史

文化的遗存相当丰厚，文化资源禀赋条件十分优越。《雪窦山古今诗

词选》编纂工作告竣，既是对这种传统国粹艺术的一次深情的回眸与

感恩，也为我们今后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素材

资源。“文化强市”是我市“三大建设”目标之一，奉化正从“文化大

市”向“文化强市”跨越。在此，我希望奉化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见贤

思齐，在建设“文化强市”征途上埋头奋进，各有作为。

是为序。

2013年 12月

（作者系中共奉化市委书记、宁波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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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古今诗词选

今天，看到平海副主席主编的《雪窦山古今诗词选》文稿，尤其令

人欣喜，原来雪窦山不仅是座名山、佛山，而且还是一座文化底蕴如

此厚实的诗山！

中国传统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劳动人民集

体智慧的结晶。她通过诗词爱好者的锦心绣口，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好诗好句一旦与好山好水相结合，便是千古不

朽。好多人都不知道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在哪里，但许多人记得他

为自己陋室所写的那篇铭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雪窦山高接太清，雪窦水源连东海，不但有“仙”有

“龙”，更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难怪雪窦山上，有历代文人雅客纷至

沓来，在游览山水之后，留下了隽永诗作，雪窦山成了“四明唐诗之

路”的大会所！有许多名胜古迹，被沧桑更替，土侵水堙，几乎无从辨

认，经历代诗人们提示，才知道方位和出典。如从陆龟蒙、皮日休《四

明山九题诗》中，让我们知道唐时雪窦山中还有潺湲洞、鹿亭、丹山

序三

/ 王德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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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玉龙洞、狮子岩、清音洞等；在雪窦寺住持足庵智鉴禅师等诗僧的

诗里，让我们了解到宋时的“二觉道场”规模之大，有上雪窦寺、云外

庵、草庵、偃盖亭、藤龛庵等，为以后雪窦山景点开发，提供了极好的

素材。

在《雪窦山古今诗词选》中我们还能认识一大群心中仰慕而无从

拜识的先贤大德。比如唐末著名高僧智觉延寿禅师（又称永明禅师），

传说是阿弥陀佛化身，他曾是余杭一带主管钱粮的地方官，深知民间

疾苦，毅然出家为僧来到雪窦山住持寺事。在南北混战期间，为了江

南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智觉禅师说动了吴越王钱俶放弃与强势南下的

赵匡胤兵刀相对，由此可见北宋皇朝对雪窦寺如此倚重的缘由！从智

觉禅师遗留的大量诗赞中，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诗僧在山水

云涛间超凡入圣；还有雪窦寺开山祖常通禅师，后来与智觉延寿禅师

齐名的诗僧明觉重显禅师，曾经与南宋丞相史弥远交游弥笃的足庵智

鉴禅师，明末重建雪窦寺的石奇通云禅师等等雪窦寺方丈住持，无不

精通法要，娴熟诗律，在传承法乳、稳固名山、提升名蓝文化档次等方

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有历代文人雅士王安石、林和靖、曾巩、梅

尧臣、米芾、郑清之、陈著、戴表元等等，以前只知其名不闻其声，《雪

窦山古今诗词选》刊录了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供我们细细吟咏，还让

我们确信：奉化作为历史名川，名不虚传！

诗歌是艺术，也是人学，诗是与人心灵相通的渠道，今天，我们能

够与这些先贤大德结缘诗词，寄情山水，亦为平生一大快事。

更为可喜可贺的是诗集中有许多篇幅是近现代作者。传统诗词

因为格律严谨，意境深邃，需要精琢细磨，花大功夫，这对渐趋浮躁的

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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