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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读

丑台山佛教协会会长释妙江

欣闻忻州市政协副主席王月娥女士所著 《河曲名刹海潮庵》 一书即将正式出

版，有幸先睹为快，甚感获益匪浅。 jf<.蒙女士不弃，嘱袖为书作序，固诚心可感，亦因

缘所至，遂不揣浅陋，恒顺应之。

对于河曲海潮庵，我其实并不陌生，说起来与之还有一段殊胜的法缘，这或许

也正是王月娥女士特邀我为《河曲名刹海潮庵》作序的初衷所在。 八十年代中后期，

海潮庵百废初兴，僧制待整。 我 11各机受命，从五台山赶往黄河岸边的河曲县，驻锡海

潮庵。 一方面外整寺容，庄严道场，一方面内肃仪规，重树法憧，使之在接续固有法

脉的同时又能尽量吸纳佛教圣地五台山道风之长，从而建成晋西北高原与晋陕蒙

交界一处如理如法、正信正行的模范道场。 惜驻锡未久，我又被招回五台山，另就它

职。但在海潮庵的那段短暂经历 ，却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 对其以后的发展，

我也特别惦念，并经常抽暇参访。 只要一听说来自海潮庵的法界佳音，我便感到莫

名的欢喜，并且特别感激继任者与同道同修以及诸信众、护法为海潮庵今天的发展

所作出的极大努力 。 同时，我的内心也总在期盼着能有系统介绍海潮庵的书册问世

流通，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以及积淀其中的独特文化。 值得

欣慰的是，王月娥女士竞心灵感通，捷足先登，皇皇大作，直呈目前，一了我愿，亦乃

海潮庵之一大幸事。



王月娥女士本籍河曲，在海潮庵周边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对海潮庵有着许多

感性的认识与特别的情悚，并且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海潮庵若干年来的成长历程，

由她，书写海潮庵的历史与现状，可谓得天独厚;方口之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工作的便

利及其凤有的善根与纯正的发心，所以能在天时、地利 、人和诸种机缘成熟的时候，

将其对海潮庵直观的感觉与印象升华为理性的梳理与文字的表现。 此小而关乎一

地区域佛教文化之彰显，大而关乎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继承与弘扬。 尤为难得

者，作者在本书中避免了一般对海潮庵的导游式的介绍与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之谈，

而是直入堂奥，移步换景，既有对海潮庵可视形态的精工细雕，也有对海潮庵历史

的回溯与复原，更有对其文化内涵、佛教特色与现代意义的提炼与挖掘。 即对我本

人而言，阅读此书也是一次再发现与再学习的过程。 素闻河曲人杰地灵，文风特盛，

仅阅女士之书，已可见一斑。

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

的有益的价值资源 。 正如已故的赵朴初会长所说 "佛教的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

识论，诸行元，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元，我利他、度人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等核心思想，以及佛教在哲学 、文

学 、艺术、伦理道德、 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

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将会在今后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

文明中放射异彩。 "

忻州市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地，同时也拥有像海潮庵、白人岩等众多殊胜的

佛教道场，保护与开发本土区域这笔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

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月娥女士及所有志于此道者可谓功德无量。 愿更多的发

心菩萨为建设人间佛教与人间净土以及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人间

和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而精进努力 。

是为序。

2007 年 12 月于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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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黎民

河曲海潮庵，以前我何尝没有去过，但那时并不懂它 。 它于寻Zf黯详识是一个路

经驻足的参观景点;我于它，也不过是一位走马观花的匆匆过客，真乃相遇而不相

识。及至后来，因涉及区域文化研究课题，方对这一晋西北名刹得以重新审量。在未

真正走入它之前，习惯的套路是总想先找一些背景资料垫底，但翻遍术院图书馆的

百万册藏书，也未能发现任何关于海潮庵的专著一一哪怕是一本入门性的小册子

也好。 倒是偶尔也能在报刊或网土见到几篇零星的短文，然终以无此方面的鸿篇巨

制为憾。 前段时间，竟有幸见到忻州市政协副主席王月娥女士所著《河曲名刹海潮

庵》一书的初稿，高头大章，图文并茂，一气读过，只觉一个完整而细节化的海潮庵

顿时呈现眼前，从前耳闻目睹的淡漠记忆又被再度激活与整合。

有时与朋友们谈及河曲文化的地域特色时，总喜欢将之戏称为"三民文化"即

民歌的海洋、民俗的标本、民风的典范，其实，河曲同时还是晋西北乃至晋陕蒙交界

的佛教文化重镇。 以海潮庵为中心，构成了这一区域颇为可观的佛教文化群落，数

百年来，与儒、道等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类型交融王动，对于形成河曲特有的民风、 民

俗与文化个性、文化心理、文化氛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 而海潮庵溯自显存母子

草创、朴山和尚开山 、空和托钵万里募化……由明迄今数百年间，几经兴废，香火屡

续，焕然重光，终有今日之格局与气象。 其殊胜之处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晋

北高原的佛教名刹、三省交界的中心道场 、 民族融汇的精神通道、 内蕴丰厚的文化

适存。 即从其山环水绕、地幽而洁的特选胜景，依山取势、随高就低的布局艺术，飞

檐斗拱、雕梁画栋的营构形制到价值非凡的雕塑、壁画、石刻、木刻 、碑铭、牌匾 、槌

联等可视性遗产来看，亦为区域文化中的奇花、佛教文化中的一格。 实清景堪把，乃

~-~一



本土一绝。 而"惩恶扬善、广种福田"的佛家理念也长期深植于广大信众香客心中，

对于化世导俗、净化人心、促进和谐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至于它在沟通蒙汉民族与

三省文化交流、经济交往方面所起的软作用，虽还需要不断寻找更多的实证性依据

来作支撑，但亦可想而知，自不待言。

面对如此丰厚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当代人尤其是当地人实有整理、挖掘与保

护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文化自觉，身为河曲籍的王月娥女士近水楼台 、捷足

先登，为我们奉献上了这本沉甸甸的《河曲名刹海潮庵》。 在我本人还很有限的阅读

视野内，这是第一本关于海潮庵的长篇专著。 革路蓝缕，实属不易 。 它既是海潮庵道

场的系统介绍，也是海潮庵佛教的文化导读。 如果说此前所见到的零星短章为海潮

庵速写的话，那么该书则为精雕细刻的海潮庵全景式的工笔绘。 作者移步换景、平

心静气，既抚摩其物化肌体，也把握其历史脉动;既着眼于整体格局，也不忽略任何

一个细节，并以一个学者的诚实与谨严，考其出处、探其源流、掘其内涵、现其原形，

如实格物，多可征信。 而大量的背景介绍，使我们又能将海潮庵放直到一个更为广

阔的时空范围来作文化定位与集体参照。 正是这种学术化的努力与渗透其中的文

化含量，使该书与其他带有导游性质的文本明显区别开来。 它既适宜作普通读者了

解海潮庵的入门图书，也可作学者研究海潮庵的一种参考文献，同时也是海潮庵与

当地馈赠来宾的一份文化特产与结缘上品。

五台山全山方丈妙江大和尚既为当代之法门龙象，亦素有翰墨之雅好，更与海

潮庵有着一段殊胜之因缘。 由大和尚题写书名并冠以序言，可谓正得斯人、再续前

缘。 如此，实体之海潮Ji.与文本之海潮庵冥相契合，一体不二，或可令有缘一识者在

互为比照中得窥海潮庵的本来面目 。

谨序。

2008 年元月于樱宁斋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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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是文化的海洋，中国传统文化

的多种类型汇聚在这里衍生、交融、发

展并趋于成熟。 在厚重而深邃的三晋文

化中，河曲文化无疑散发着奇异而诱人

的魅力 。 归根溯源，它在继承发扬中国

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凸显出明显的

地方特色，售武直着别致的文化气脉，河

曲县境的宗教文化自然也不例外。 历史

上，河曲人就具有较浓的宗教情怀，广

建寺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宗教

晋陕蒙黄河弯曲部及冲击带

J 

资源、极为丰富。 比如，清乾隆二十九年

( 1764 年)前的县城(今旧县村)，至今仍

有大小寺庙遗迹 21 处 ; 民国初年，河曲

县城就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寺院 18 处;

县境内各大镇集几乎都建有规模较大

的寺院群 E 即使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

至少也有单体寺庙两三处，经济条件较

好的甚至建有六七处。 每个镇集乡村都

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庙会日 。 受河

曲的影响，黄河对岸的陕西府谷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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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准格尔旗也大体如此，于是在河曲及

周边形成了遍布各地的寺庙网络和寺

庙文化。

河曲这么多的庙宇以佛教寺院居

多，但也不乏道教宫观。 当地道教庙群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供奉道教神像的

同时也供奉佛教的佛、菩萨。 即使是以

道教神圣名称冠名的寺观群，也无一例

外地同时建有几座佛殿，使佛 、道两教

同处一寺。 此外，很多寺院还供有古代

儒界圣贤，如孔子、孟子、子思、颜回等;

当地民众所公认的历史英雄人物如大

， 禹、关羽、岳飞也被供奉在大殿中。 在农

村的单体寺庙中，甚至供奉着不为人们

所共知、但曾经做过对人民群众有利的

好事的历史人物如薄太后 Y 孙思边等。

河曲人朴素的宗教价值观念认为:佛教

的佛、菩萨，道教的神灵和儒界的圣贤

都是应该敬奉的，而在社会生活实践中

为国家、地区和人民做过好事的杰出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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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同样也是伟大的，他们也应该永远活

在人们心中，接受人们的祭祀。 这种兼

容并蓄的偶像祭祀表明了河曲的文化

特征:在以佛教信仰为中心的基础上，

融合佛道两教以及儒界圣贤，并通过供

奉对人类社会有过贡献的杰出人物来

共同释放人们的宗教情感。 这既是儒释

道三教合流的活性案例，也是河曲地方

宗教的文化典型。

河曲颇具地方特色的寺庙网络中，

有一个僧俗公认的宗教中心就是海潮

庵。 海潮庵虽是佛教禅宗丛林，寺院中

也没有供奉佛及菩萨以外的神灵、圣

贤，但和周边各寺庙保持着极为密切的

河曲护城楼

境吸引着晋西北、陕北、内蒙古中西部

宗教联系。 寺院以佛教的兼容性对道教 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僧俗游人。 海潮庵既

的神、儒界的圣贤和当地群众所公认的 是河曲宗教文化的缩影，也是河曲本土

杰出人物表示了认同，以寺院深厚的佛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了解了海潮

教文化根底影响着各寺庙僧众，以谨严 庵，才能透彻了解河曲的宗教文化;只

的清规戒律指导着各寺庙僧人修行，以 有挖掘出河曲的宗教文化，才能弘扬河

旺盛的香火为各寺庙做出了榜样，以香 曲的本土文化，才能真正走近这片古老

客信众满意的宗教服务指导着各地寺 的土地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淳朴 、善

庙的宗教活动，还以庄严幽静的寺院环 良、正直、勤劳的河曲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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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曲县旧县城东南 600 米处的山

间，坐落着一座享誉晋西北、陕北、内蒙

古中西部的佛教古刹一一海潮庵。 海潮

庵是这一地带规模最大的佛教丛林，是

中国佛教禅宗重要的修持场所，同时也

是国内著名的旅游胜地，上世纪 80 年代

被山西省政府确认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海潮庵在清道光二年(1822 年)就

因寺院规模扩大而更名为海潮禅寺，但

直至今日，人们仍以寺院旧名海潮庵相

海潮庵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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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仿佛这样称呼如同叫人的小名一样

更显亲切，也更能使人记住寺院的悠久

历史，或者更能表达他们和寺院的佛

缘。

海潮庵所在之地是理想、的修禅环

境 :横贯河曲县境的涧河绕过几道山弯

遥远而来，由于这里的石质河床比别处

平坦，流速骤然降低，到寺前缓缓回流

聚积，形成一潭静水，然后顺涧西流而

去。 这样就从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分割出

一块静谧的山谷。 起伏的山峦层层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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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在谷地边缘。 虽然有几条载着摸水

的山沟通往山外，但沟都依偎在蜿蜒的

山峰之间，使人无法顺沟远眺山外。 环

抱四周的山峦虽高，但山势较缓，少有

险峻陡峭之感。 适遛的群山上草木繁

盛，山花绿草覆盖山坡，直至山顶。 各色

树木或高或低，或疏或密，如天上的繁

星散布在山上。 远远望去，峰岳横黛，流

水潺潺于缓涧，群鸟瞅瞅于林间，山环

水绕，奇秀幽深。 山间清新的空气，令人

神清气爽。 山顶上，间或有形状各异的

农田，庄禾茂盛，几位农民在地里锄耘

耕种，人与山水草木浑然一体，分外和

谐。 千万年的风雕雨琢，使这里秀美玲

珑的景色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幽藏着奥

灵的禅机，展露出"澄潭止水"、"清泉深

涧" 、"月朗中天"、"云霞幽光"的形象化

禅慧风格，佛教所倡导的"农禅并举"尽

在此间 。 远眺，金碧辉煌的庄严道场坐

落在北麓山腰。 殿厅雄踞其中，经院各

峙两侧，楼阁高耸寺群，阶洞曲径通幽。

苍松翠柏的菇黯中，殿宇错落，楼堂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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