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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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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明代后期，有一位从彩云之南走来，弘法于江南名刹中峰寺，

声誉鹊起，名满天下的高僧，他自号苍雪，又号南来。苍雪身负“天

下第一诗僧”、“明代三百年第一诗僧”的美誉，可见他在诗歌创作

上颇有建树。然而，如果仅以诗歌来称道其成就，则有可能埋没了这

位高僧弘扬华严宗的卓著功绩。实际上，苍雪的成就既在佛教领域，

也在诗歌殿堂。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一个会作诗的和尚，更是

身兼一代佛学大师、一代诗歌名家两顶桂冠的人物。云南的高天流云

下有他的身影，江南的名山胜水中有他的吟唱，中峰和宝华回响着他

弘法的深沉梵音。一灯再焰，弘法中峰；点苍积雪，照耀东南——华

夏青史记住了家在彩云南的高僧和诗人苍雪。

翻开沉睡的古籍，我们在泛黄的纸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苍

雪在我国近古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出生于云南府呈贡县，七岁

落发于昆明官渡古镇的妙湛寺，十一岁师从大理府宾川鸡足山寂光

寺的水月法师，十九岁游学三吴，成为华严宗雪浪大师的法孙、一雨

法师的受业高足，传承衣钵、弘扬华严大法于中峰，圆寂于宝华山讲

席，塔龛筑于中峰寺后二百步，最终成为华严宗发展史上的一代大

师，同时也是明代诗史上的一位知名诗人。

记载苍雪生平事迹的主要文献，有其《南来堂诗集》和云南地

方志中的苍雪传、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及文学史家钱谦益的《中峰苍雪

法师塔铭》、《贤首宗乘》中的苍雪传、《滇诗拾遗》卷五苍雪传及

《送唐大来还滇》诗附传、陈乃乾的《苍雪大师行年考略》等等。用

上述材料相互印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寻觅觅，苍雪的形象就比

较鲜明地浮现出来了。他恍若与我们晤谈，用他的智慧和诗情，启迪

人们易于在喧嚣繁华中迷失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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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苍雪大师的编年事迹，主要依据为《中峰苍雪法师塔

铭》、《苍雪大师行年考略》、《南来堂诗集》。在历史文献的基

础上，力求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苍雪的人生轨迹和弘法功业，并对

其诗歌创作成就作出适当的评论，尽可能展示苍雪睿智曲折的人生

旅程、多愁善感的精神世界。由于丛书体例的关系，所引资料恕不

一一注明并附书目。这本小书如果能得到读者的些许认同，笔者也

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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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杰地灵彩云南

1. 滇中胜地诞人杰

1588年，即大明王朝神宗万历十六年，在滇池之滨山清水秀的

呈贡县，赵家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名扬天下，身历万历、泰

昌、天启、崇祯四朝而入清的苍雪大师。

苍雪的俗名史无记载，后来他投大理府宾川鸡足山的寂光寺，得

法名读彻，字见晓，自号苍雪、南来，所谓“点苍积雪，照耀东南”

（钱谦益《中峰苍雪法师塔铭》）。如此说来，苍雪这个号，来自见

晓投鸡足山修行的经历，而南来之号，则因苍雪从滇南万里而来。在

其振兴中峰后，建于中峰寺西南方的一堂，即以“南来堂”为名。

苍雪的父亲赵碧潭是昆明妙湛寺的都讲僧，其母姓杨，名字已

不可考。所谓都讲，是魏晋以后佛家开讲佛经时，一人唱经，一人解

释的传法形式。唱经者被称为都讲僧，解释者被称为法师。看来生于

呈贡赵家的孩子，生而与佛门有缘。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地考证是因

为家庭生活贫困呢，还是因为父亲一心向佛，总之赵碧潭的孩子，见

诸于记载的都皈依了佛门，并以弘扬佛法为终身使命。

苍雪有一个同胞姐姐，和他的经历一样，姐姐童年即在昆明城

南的清净寺出家为尼，法名妙德。妙德举止端庄，仪态雅静，严守戒

律，毫无贪婪之心，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不积蓄任何财物。

她一心一意地精修佛学，从来没有一天懈怠，成了寺中众尼之首，并

在滇南尼众中以德行和智慧称名，为世家大族所重。妙德在七十余岁

时，卒于她修行持戒一生的清净寺。虽然都出家了，但苍雪姐弟情

深，他晚年住持苏州中峰时，在寄给徒弟三和的信中还提到妙德，挂

念她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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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雪的出生地呈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郭沫若曾为陕西龙门

司马迁故里的太史祠题碑道：“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苍雪也

是其故乡呈贡的人文历史、山川形胜哺育出来的英才。呈贡是距离

当时云南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首府云南府、首县昆明县最近

的县城。它坐落在高原明珠滇池东岸，距省会昆明仅十余公里。《四

库全书·云南通志》记载，在这块土地上，群山秀丽，河流纵横。城

东约一里处有军营山，相传为诸葛亮南征时驻兵处。城东十里有纱帽

山，山上有明代骠骑将军沐详墓。城东三十五里有月角山，山上石城

环绕，沿曲径入石门，石柱俨若天造，山下有泉名莲花池。城东五十

里有罗藏山，山上有池名饮马，又有元代梁王屯兵寨，俗名梁王山。

城东南五十里，海宝山孤峰拔地而起，俯临滇池，山上的石头莹洁润

泽，因此得名海宝。那石头给人的感觉，真如为滇池的水气所浸润。

城南约一里有龙翔山，城南十五里有象兔山。城北有万福山，又名三

台山，明清时代的呈贡县衙就建在其下。在三台山上俯瞰滇池，风帆

云影，错落眼中。城东南四十二里有南冲河，自姚平坝经白云村，与

清水河汇合。城东十里有洛龙河，源出黑白黄三龙潭，合流成河，再

分为二：一引入城南，曲折环抱至斗南村入滇池，一绕城南而西至江

尾村入滇池，灌溉县城周边田地。城北五里有马料河，源出板桥，流

入滇池，灌溉县北田亩。城南十五里有月涌泉，又名莲花洞泉，灌溉

雨花、月角、阙渔、太平四村。城东八里有黄龙潭，与城东十二里石

崖下的白龙潭汇合。旧归化县南六里有金鲤潭，本为平原，常苦亢

旱。明代隆庆六年，田中忽然水涌而成深潭，有金鲤游其中，成为一

方灌溉之利。城东北八里新册村石崖下有黑龙潭，与白龙潭汇合，源

深流广，全城田地大半以其灌溉。城东五里有大坝，引黑白龙潭之水

灌溉良田千顷。城东六十里有交七浦，面积二百余亩，入滇池。

总而言之，呈贡是一个低纬度的高原平坝地区，地势平缓，雨

量充足，日照丰富，物产富饶，更兼四季如春，人性温良。明净的天

空、怒放的鲜花、浩淼的滇池、广袤的良田，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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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十万年的沧海桑田中，使呈贡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呈贡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

文传统。据专家考证，“呈贡”是彝语“扯过”或“柴谷”的谐音，

意为盛产稻谷的海湾坝子。早在3000多万年前，人们就在矗立于其

境的龙潭山一带繁衍子孙，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相传在公元前三世

纪，楚国大将庄蹻率部入滇，在这一带建立了古滇王国。在今呈贡县

城的北侧，尚有距今2800年的西周昭穆时期古墓群遗址。西汉元封二

年（前109年）置益州郡。十三世纪中叶，大元王朝在平定大理后，

于1275年设置了呈贡县，沿袭至今，已达七百余年。

因为离省城最近，呈贡不仅气候，就是习俗也多半和省城相

同。呈贡的寺庙相当可观，城东南有遍照寺，明代洪武年间建。城南

二里有龙翔寺，城南门外有万寿寺，城南大渔村有对华寺，城北三台

山有凤翥宫，在山上可以远望昆池。在这方热土上，“士秀而文，

能尚礼节，民朴而俭劳于胼胝。科名蔚起，代不乏人”（《云南通

志》）。差不多与苍雪同时，还有一位贤人文祖尧，他曾任娄东学

正，以其学问和人品，在娄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哺育了苍雪大师的呈贡，自明代起，就以其美丽的山川风物、

纯良的风土人情、深厚的人文底蕴，引外来文人官员竞折腰。仅只是

一次路过，呈贡独特的人文风物就使明代谪官、浙江桐乡人程本立写

下了这样一首五言诗：

马头呀海口，鼇背屹云根。雁塔城南寺，渔家水北村。天朝无外国，

地气近中原。愿易伽宗部，居官长子孙。（《巽隐集·过呈贡县》）

…………

　　在诗人看来，呈贡山川入眼即气势非凡，人文气息更氤氲其上。

谁说这里不是皇朝的领土呢？它不仅是天朝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文风

貌也和中原差不多啊！因此，诗人由衷地感叹：我愿意成为这里的

人，在这里世世代代居住！伽宗城，故城在呈贡城西二十里，宋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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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高智昇令上官伽宗所筑，因而称为伽宗城。明代曾任云南提学的

江西鄱阳人童轩，在其《清风亭稿·暮春呈贡县作》中，也写下了对

呈贡的美好印象：

一年春事已零星，过眼韶光去不停。风引飞花当砚落，雨添芳

草上阶青。闲愁尽仗诗催破，清梦常嫌鸟唤醒。试罢诸生无一事，桉

头时捡太元经。

　　作为古代掌管一省教育的提学，到呈贡校试诸生，这表明了呈贡

在云南科举时代的地位。暮春时分清丽幽静的景物，皇朝饱学之士流

连于飞花芳草的身影，为呈贡平添了一层浓郁的诗情。

从明代异乡诗人诗情画意的描写中，遥想数百年前呈贡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体会到，这片土地诞生、哺育了苍雪

大师，并非出于偶然？

2. 童年落发妙湛寺

在呈贡这样一块山川秀丽，人文积淀深厚的土地上，苍雪渐渐

地长大了。他七岁这一年，秉承其做都讲僧的父亲之意，在昆明城南

官渡古镇的妙湛寺落发出家，正式皈依了佛门。

妙湛寺位于今天昆明市南边的官渡古镇。寺中有一座巍峨壮

丽、庄严肃穆的金刚塔，这是我国唯一一座全部用砂石砌成的古塔。

据学者研究及相关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可以确定为唐代，

而妙湛寺兴建于元朝至正年间，以金刚塔为标志，显示了密宗阿吒力

派从印度传入云南，并由此进入中原的轨迹。

妙湛寺在元代的建造规模宏敞，当地人李杰建毘卢阁于后，左

有玉皇阁，右有文明阁。登阁则远近湖山，尽收眼底。明代正徳十六

年（1521年）十一月初二日，当时的云南巡抚何孟春向朝廷上了一道

《祠祀疏》（《何文简疏议》），他说道：“官渡妙湛寺久无僧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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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瓦零落。相应拆卸搬移，搀修改造，立为祠祀。具申到臣，准令处

置。今立新祠三所，工力俱完，规模颇肃。”这时的妙湛寺，并无标

志性建筑金刚塔。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镇守云南的总兵沐琮

倡导、太监罗圭出资重建妙湛寺，建金刚塔于其中。500余年来，沧海

桑田，世事多变，金刚塔经历了多次地震，妙湛寺也在悠悠岁月中历

尽风霜。明代正德年间的状元杨升庵因“议大礼”一案，在嘉靖年间

被充军到云南，一天他信步夜游官渡，作了《妙湛寺》一诗。诗道：

废刹临官渡，香台夜景澄。僧言龙火焰，却是打渔灯。

　　杨升庵看到的妙湛寺，正面临着又一次废毁。但此时他登上香

台，只见星空澄明，远望滇池，渔灯点点，风光迷人。状元笔下的景

象美丽而凄迷，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然而这也告诉我们，当

年的妙湛寺占山临水，眼界相当空阔，正是修行者静修佛典的胜地。

时代兴废更迭，历史岁月沧桑。据记载，在清初发生的一场大地震

中，金刚塔的四个小塔曾经被震毁，然后又进行了修复。金刚塔至今

犹存，这本身就是云南乃至中国古塔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据媒体报

道，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发现金刚塔的塔基开始下沉，从

1996年开始，因地下水位不断上升，金刚塔被陷入到污水之中。2001

年，昆明市政府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行动，金刚塔被列入修复文

物工程的重中之重。修复工程历时七个月，不动一砖一瓦，将金刚

塔整体抬高2.5米，使其摆脱了污水之困，成为官渡古镇的中心制高

点，重新引领古镇风貌。此外，在最大程度地保存原始风貌和特色的

前提下，金刚塔被风化的表面也得到了修复。

如今，金刚塔作为标志性建筑，依然矗立在官渡古镇。当你在

春城落日的余辉中，怀着远离俗世的心情徜徉于金刚塔下，心中必定

会油然而生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感触。因为在塔下就有市井的热闹，渲

染出一派人间的繁荣，而雄伟的金刚塔，却静穆地散发着来自佛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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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气息。报载，在方形高台基上建成的金刚塔，其正中为大塔，塔

高16.05米。大塔的四角各立有藏式瓶塔一座，每座塔高仅有5米，边

长为10.4米。正塔四面有东、西、南、北四道券门呈十字状贯通，所

以又称为穿心塔。五塔建筑的形式，突出了当时人们对五佛的崇敬和

供养。正塔两头粗，中间细，下半部有七圈莲瓣（称金刚圈），如台

阶般一层层地收缩起塔身。塔刹上有十三天相轮及伞盖、垂八铃铎和

四天王。再上为石制圆光，四面有小铃铎。刹顶为宝瓶、宝珠，整座

金刚塔雄浑壮观，矗立于天地之间。在金刚塔十字券洞穹窿的顶部，

妙湛寺金刚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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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有铜铸雕板，雕板四角有云纹，中心浮雕八叶莲花，趺坐着八如

来，与正中独坐者相加，共有九佛。据说这一造型为金刚界佛众的法

器，暗喻了“金刚界九会曼陀罗”之义。

自从明代英宗年间重建妙湛寺以来，在云南府群寺中它的地位

就非同一般。赵碧潭把儿子引荐于这个寺庙出家，他自己也是寺中的

都讲僧。苍雪天性聪颖，又得呈贡灵秀山川之钟毓，出家后年纪虽

小，却刻苦修行，日后又立志高远，苦苦追寻佛学精义，不但没有辱

没了这座名寺，还因其弘法的巨大成就，光大了妙湛寺的声名。

七岁的苍雪削发为僧后，跟随做都讲僧的父亲赵碧潭听经诵

经，潜心向佛，以妙湛寺这座滇中名刹作为其修习的起点，一步步地

向着佛学高峰攀登，最终成为弘扬华严宗的一代名僧——位于昆明官

渡古镇的妙湛寺功不可没。

3. 移锡鸡山投寂光

在暮鼓晨钟声中，苍雪渐渐地长大，他已经对大乘佛教的经典

有不少了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苍雪十一岁了。经过四年的

潜心修习，他已在妙湛寺奠定了继续深造佛学的基础。这一年，听说

远在滇西的佛教名山鸡足山上，有个水月法师精通佛经义理，于是他

从妙湛寺起程，远行数百里，来到水月法师门下，甘心做其侍者并掌

管文书，潜心学习佛法，成为鸡足山禅教寂光寺系“读”字辈法嗣，

法名为读彻。水月法师也是昆明人，他于万历初年拜古林法师为师，

后来与朗目法师一同遍历海内大方宗匠，参悟佛法。一天他来到峨眉

山四会亭，驻锡于此进行研修，修得佛法三昧后，归来在鸡足山寂光

寺做住持方丈。

寂光寺是鸡足山的名刹，据大理白族诗人、学者李元阳隆庆五

年（1571年）所撰《寂光寺碑文》，寂光寺为本贴禅师重建，其前身

花椒庵毁于嘉靖初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本贴与大理府苏鹏

程、云南县杨舟谋划重建寺庙，由二人捐资恢复，规模大于旧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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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之甥随喜，共襄这一胜事。修复后，正殿重檐辉煌，右禅堂柱石

也非常壮观。左方丈为楼，以门为小阁，可以供人眺望远方。左右各

有屋二楹，殿中安放西方三圣像，奉万岁牌于像前，像左右安护法及

祖师像，门阁之上安弥勒及二菩萨，楼上安三世佛，皆浇铸而成，不

杂用土木，显得结构严谨，宝相庄严。落成后花椒庵更名寂光寺。本

贴在回归他的故乡嵩明时，嘱咐兴彻、兴丛、兴容等弟子好好地守护

寂光寺。弟子们谨遵师教，尽力维护，每日必有所增，并刻经弘法，

着实为本贴法师增光。

本贴（1516~1570年)，号定堂，俗姓杨，嵩明杨林人。李元阳

《寂光开山定堂禅师塔铭》说，本贴二十岁时，偶然听到人唱《雪

山偈》（又名《无常偈》），偈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

已，寂灭为乐。”于是他感悟浮生如梦而出家，师从白斋法师。后来

本贴入鸡足山修行，复建寂光寺，成为寂光鼻祖。无论是僧家还是

居士，追随他的人很多，兴彻等门徒“不坠其绪”，一代代地传授大

法，使其传承绵延不绝。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本贴在杨林坐

化，弟子们迎其遗骨归鸡足山，建塔龛于寂光寺的右侧。

据侯冲的《云南鸡足山的崛起及其主要禅系》一文，《鸡足山

寂光寺开山传衣法嗣

纪略碑》对本贴的法

嗣作了明确的记载。

在寂光寺的祖师谱系

中，包括有“弘道本

兴儒广读书学通”等

字辈。读彻的师父儒

全号水月(1546~1609

年)，是本贴法师后高

足。其下广字辈的法

嗣为读字辈，有见晓凋零的寂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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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彻)、天泽(读皋)及读璋、读玄、读贤、读灵等二十余人。到读字

辈时，寂光寺已经成为“鸡山最胜道场”。水月法师“清规整肃，戒

律森严。修建大殿，讲演《楞严》、《维摩》”。在寂光寺历史上，

儒全是继本贴之后有重要影响的僧人。另一方面，寂光寺所在的鸡足

山称名于明初，崛起于明中期，至明末为其鼎盛期，从此成为云南佛

教渊薮。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在苍雪离开鸡足山三十二年

后，徐霞客在他的滇西之游中，来到了苍雪年少时曾经驻锡修行的寂

光寺，并对它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详细记载。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而

此时苍雪正在其故乡江苏支硎山上的中峰寺，和师兄汰如一同准备重

振华严教义的大业。虽然至今我们找不到他们曾经谋面的历史记载，

但这并不影响徐霞客对苍雪的关注。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徐霞客

从悉檀寺西上一里，进入了寂光寺。四处观看后，他认为在鸡足山的

各大寺庙中，只有寂光寺这座七佛殿把左右两边一律开辟成禅堂方

丈，其建筑之华美，堪比大觉寺和悉檀寺。寂光寺西边相距半里处，

是水月、积行二庵，这都是寂光寺用周法师遗留下来的。用周为苍雪

师祖儒全法师的字。徐霞客这次是从正面进入寂光寺的，虽然没有留

下太多的记载，然而他与寂光寺和苍雪大师的因缘，注定并未结束。

第二年是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日，

徐霞客立足于鸡足山望台岭，从高处对寂光寺作了记述。徐霞客说，

先前鸡足山静室只分三处：中为狮子林，西为罗汉壁，东为九重崖，

而望台岭在狮子林与罗汉壁之间，下近于寂光寺，故寂光寺诸后裔

又在此开建了许多静室，于是继前三处而成为鸡足山的第四处静室。

这些静室建在峡谷间，东为望台岭，西为旃檀岭，望台岭与罗汉壁为

界处又自岭脊南向而下，为寂光寺所倚之支，也即鸡足山的中支。同

年九月初九日，徐霞客与苍雪尚在寂光寺的弟子有了一次相遇。这天

秋雨初霁，徐霞客吃过早饭后从悉檀寺出发，往西北走了大约二里地

进入大觉寺，而后出大觉寺过锁水阁桥，西上一里来到了寂光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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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他正想往东去狮子林，忽然看见一道瀑布，宛如白色鲛绡般悬垂

而下，这是他此前从未见过的奇景。于是他舍东而姑且先往西北方向

攀登而上。不料山道曲折，瀑布时隐时现，走到东面路口见到—个

新辟的小室，于是他进去找人询问瀑布的踪迹。里头的和尚朴实而热

情，对他说道这里有东箐、西峡、下坞三道瀑布，惟西峡瀑布第一，

并且这时最为可观，春冬则看不见。僧人把他带到西峡瀑布前，只见

壑东危崖盘耸，其上一条瀑布垂空倒峡，高达百余丈，摇岚曳石，烟

云浮动，景象奇丽极了。徐霞客由衷感叹：假若不来到这里，我差点

儿就失去了观看山中第一胜景的机会！感叹之余，他从对峡沿着盘山

路来到西嘴，进入到野和法师的静室，如同冥冥之中有神指引，巧续

了和苍雪大师的另一段因缘。原来这位野和僧人是苍雪大师弟子克心

的徒弟，现在尚居于寂光寺。还有个知空和尚年纪虽小，却已会作文

章，作诗虽未工，但求学之心甚切。他拿出师叔见晓（苍雪）寄来的

诗给徐霞客看，又拿出自己的诗稿来请徐霞客指正，并请徐霞客在静

室里吃了饭。其实徐霞客早在江南就对苍雪有所耳闻，并知道苍雪离

开鸡足山已经多年，此时正驻锡在中峰寺，文湛持（书法家文震孟之

号）对苍雪甚为推许。接着徐霞客记叙了苍雪的法名字号和当时行

迹，并称赞苍雪“诗翰俱清雅”。对于这位比自己年少一岁而未曾谋

面的佛学大师，徐霞客其实早就知其造诣高深。没想到因缘际会，自

己竟然去过了他多年挂念却不能够回归的寂光寺。而此时因为探寻瀑

布，又在这里见到了其弟子。此情此景，让徐霞客怎能不无动于衷？

他探问克心一向所居精舍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尚在西边一里，克心

此时为寂光寺住持。但这时徐霞客急于完整地探寻瀑布之秘，就没有

往西去探访克心，而是继续上东盘而去望台之南。不过，十天之后，

徐霞客终于和克心见面了。十九日，徐霞客从积行庵左边东上，转而

从西北登中支，走了二里路，看到山脊上有静室，人说名为烟霞室，

是克心之徒本和所居。距此一里，徐霞客找到了克心的静室。克心留

他品茶，二人直叙到下午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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