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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杭州人文增辉之盛举
赵一新总编"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二辑之序

杨曾文

前年笔者到杭州佛学院讲课期间，在一个偶然的

场合巧遇了当时任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现任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赵一新先

生。我们越谈越投缘，原来 15 年以前他曾给我写过

信，问关于日本禅僧心地觉心入宋在杭州护国仁王禅

寺，从无门慧开禅师 0183一1260) 学禅期间跟一位名

叫张雄的人学吹尺八，回国后将尺八传入日本的事。

我说记得此事，还给他回过一封信，近年也得知他经

过多次调查终于找到护国仁王禅寺的遗址，并已与日

本展开交流，为此感到高兴。

前不久，赵一新先生为总编的"杭州佛教文献丛

刊"第一辑已经出版完毕，他特地将我所缺的几册寄

赠给我，并且电告第二辑"杭州佛教文献丛刊"已经开

始编校，并将陆续交付出版，希望我能为此辑写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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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即答应了下来。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辑共 10 册，收载重新

加以整理和校对、标点的有关杭州|佛教寺院、人物和

名胜古迹的图书 19 种，皆由杭州出版社用简体字陆

续出版，不仅受到佛教界人士和从事佛教文化研究的

学者的欢迎，也正受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各学科研

究的学者及广大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杭州佛教文献丛干IJ ..第一辑 10 册所收载的书

目，从第一册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到第十册清吴本泰

《西溪梵隐志))，图书中凡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

者，皆保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原文和各书原

序，其他如原书目录、寺志的志图皆按原样编印，至于

正文、附录的各种碑铭资料，皆以十分醒目的方式突

出标题、分段排印。各书的卷首皆载有《说明))，对原

书作者、重要的序作者及全书内容结构、原书不同版

本及丛刊编委会整理本书和点校的做法，皆作简要说

明，从而给读者提供很大方便。

据赵一新先生寄来的"杭州佛教文献丛干IJ "第二

辑目录可知，此辑的出版是继第一辑 10 册之后再出

10 册，计划收载编撰于明、清和民国的寺志等图书 14

种，从第 11 册民国姚悔盒编的《西湖寺院题韵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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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到第 20 册清邱峻《圣恩接待寺志》等。看了新辑

的编目和编委会名单，心中为之欣然，相信此书将会

得到顺利编辑出版，对各地整理出版寺志、佛教图书、

佛教资料及碑铭等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长

年从事佛教历史研究，深知各类第一手佛教资料的重

要性 。 中国曾是个战乱频繁、灾难深重的国家，新中

国成立后在文教特别是宗教领域又经历过严重挫折，

各地图书文物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失。在国家进入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人

文科学研究和文教建设，重视整理古籍文献，组织编

墓地方史志等等，中华民族"盛世"的气候正在展现于

世。在这种大背景下来看"杭州佛教文献丛干。"的编

寨出版，其意义是一目了然的。

杭州自古就是东南形胜富庶之地，古代以其治所

也称为余杭、钱塘、南宋时为临安府。南宋王象之《舆

地纪胜. 1I自安府 》引古人赞杭之佳句谓杭州"人性敏

柔而惠，尚浮屠(按:佛教) ，厚滋味，急进取" "东南

山水，余杭郡为最";"杭自郡城，西抵四封，丛山复湖，

易为形胜"……杭州地区自六朝以来，佛教兴盛，经隋

唐五代，特别在进入宋代以后，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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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两宋时期，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是

禅宗的迅速兴盛，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而

在杭州就有很多著名的禅宗传法中心，如灵隐寺、净

慈寺、中天堂寺等。南宋宁宗 0195 年至 1224 年在

位)时，朝廷取法当时的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把属于

政府直接控制的寺院按禅、教两类，各分为五山(五个

大寺)、十刹，规定僧人晋升必须从担任小寺院住持开

始，根据表现逐步提升，最后才有可能住持十刹、五

山。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五记载:

余杭径山，钱塘(按:即今杭州)灵隐、

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门五山。钱

塘中笠，湖州、Iì草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

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

州万寿、虎丘，为禅门十刹。

又，钱塘上笠、下笠，温州能仁，宁波白

莲等寺，为教门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

福，湖州慈感，宁波普陀，绍兴湖心，苏州大

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

这种制度也传到日本。日本玉村竹二校订的《扶

桑五山记))(京都临川书店 1983 年出版)第一部分《大

宋国诸寺位次))，记载了禅门五山、十刹名次和五山历



为杭州人文增辉之盛举 5 

代开山住持。这应是根据日本入宋元求法僧或宋元

赴日僧带到日本的资料编撰的。其中所载五山、十刹

与前面引文中的寺名除个别次序不同外，寺名全同，

只是所用寺名是全名，五山部分还载录历代开山住持

的法名。

可见，在南宋的五山、十刹中，杭州的寺院占有较

大的比例，禅门五山中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十

刹中有中天堂寺;教门五山中有上天堂寺、下天空寺，

十刹中有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

在杭州的寺院中，有的在中日、中韩古代佛教交

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或韩国佛教的某些宗派称

之为祖庭。例如余杭径山上的径山寺、杭州西湖边的

净慈寺，在宋元时期有不少日本禅僧来这里求法，归

国后传播临济禅宗。至今，传法中心在京都东福寺的

日本临济宗东福寺派将余杭径山寺当作祖庭。因为

他们的教祖圆尔辩圆 0202-1280) ，曾在此寺从临济

宗高僧无准师范 0177-1249) 嗣法而归 。 无准师范

弟子中的兀庵普宁 0197-1276) 、无学祖元 0226-

1286) 在南宋末应邀东渡日本传法，分别被后世奉为

日本临济宗二十四派中的宗觉派、佛光派之祖。日本

临济宗建长寺派的创始人兰溪道隆( 1213-127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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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前也曾到师范门下参禅。临济宗杨岐派松源

下二世虚堂智愚 0185-一 1269) 曾先后住持净慈寺、径

山寺，日本禅僧南浦绍明(1235~- 1309 )曾前来受法，

回国时也将余杭径山的日常茶宴仪式和饮茶用的碗

带回日本，对以后日本茶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绍明

死后，溢大应国师。绍明的弟子宗峰妙超 (1282一一

1337) 长期在京都大德寺传法，受到花园上皇的支持，

赐大灯国师。绍明的再传弟子慧玄 (1277- 1360) ，号

关山，长期在京都妙心寺传法，也受到花园上皇的赏

识。他们三人史称"应、灯、关"在推进临济宗在日本

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妙心寺派发展成

为日本临济宗中的主流派。日本妙心寺派也将净慈

寺、径山寺看做是他们的祖庭。

杭州慧因寺、天堂寺与韩国佛教也有十分密切的

关系。中国天台宗虽然早在唐代已经传入韩国，然而

在宋哲宗元枯元年 (1086) 高丽王朝高僧义天入宋求

法再次将天台宗传入韩国。义天 0055-110 1) ，名王

照，高丽文宗的第四子，自幼承父命出家，居灵通寺，

号"佑世僧统"在北宋京都泞京(今开封)时受到朝廷

很高的礼遇。义天经奏请哲宗，到钱塘慧因寺从净源

法师受华严教义，又在钱塘天堂寺师事慈辩学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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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从灵芝寺的律僧元照受学南山律学。

整理出版的"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二辑 20

册，收录了 33 种佛教寺志，必定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杭

州佛教历史文化、历代高僧的事迹、著作和思想，了解

杭州寺院和名胜，提供很大方便。赵一新先生告诉笔

者，今后将把编校寺志和其他佛教文献的工作推广到

全省。这确实是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消息。

中国自古就有盛世编藏、修典、出书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

会，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大好形势下，各地编撰新

的地方志和整理出版各类古籍文献，应当说是中华民

族文化日渐繁荣，中国迈入盛世的一种征兆、一种气

候。笔者认为"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二辑的相

继编校出版是中国学术界、佛教界的盛举，将为杭州、

浙江原有的灿烂悠久的人文财富和传统增辉。

最后，祝"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二辑编校工作圆

满成功。

2007 年 11 月 25 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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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恢弘的淑世

利人精神，甚为国人接纳。故尔在岁月的递嬉中，终

在中国扎根，并与民生相融 。 因其旷日传行，日与华

夏本土文明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渗入新兴元素，对

社会发展影响甚深 o

杭州向称"东南佛国"白居易谓"地是佛国土，人

非俗交亲"。盖因杭州地控吴越，文汇南北，物华天

宝，民风淳厚，故与佛教的结缘甚早，标志虽为东晋慧

理首建灵隐寺，但实为三国东吴时，佛法就有传入。

因此，有"经来白马寺，僧到赤鸟年"一说。杭州佛教

鼎盛为南宋一朝，明田汝成谓"杭州内外及湖心之

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室南渡，增

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是时佛刹

林立，梵呗相间，高僧云集，释学昌盛，儒释交融，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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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乃为全国佛教中心之一。至今杭州的菩提寺

路、华藏寺巷，便是昔日迹存之佐证。而东南亚佛教

人士也视参访杭州为最大凤愿。传自径山万寿禅寺

的茶宴、护国仁王禅寺的"尺八"乐器等，其义已超出

佛教本身。

我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潜心于宗教文化。倘佯

湖山，目睹兴废，搜罗经墨，修茸旧遗，日有所感，月有

积存，遂发起编辑是书之征。"人问兴净土，天下有同

心。"从事者景从，春秋不二，文献谨成。愿念终偿，感

触良深，借此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召开之际，谨以

此书为贺。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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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兴祥符戒坛寺士、 》十二卷，清张大昌辑。

张大昌，字小云，浦江仁和(今杭州市)人，生卒年来详。

据卷一"建置"有"光绪十八年续伯龙兴寺地亩"之记载.则公

元 1892 年张氏应尚在世 。 从张氏所作《 燕山亭 》词.谓"松生

丈 命辑《 龙兴祥符戒坛寺志 》事竟

之下完成的 。 而俞槌《 序 》云张小云孝廉，我党中高材生也 。

博采群书.访求故老.成《龙兴祥符戒坛寺志 》十二卷 。 其初属

稿，曾与余言之，余许为作《 序 )) .乃书甫成而小云遮卒 。 丁君

松生.取付制剧.仍以小云遗意乞《序 》于余。"贝IJ 张氏筝辑，丁

丙刊 主1] 是《志》的经过明矣 。 俞才越作 《 序 》 干光绪甲午年

(1 894) .张氏卒年当在此前不久 。

龙兴祥符戒坛寺，初名"发心寺"始创于南朝粱初，后改

名"众善寺"复改名为"中 兴 寺" 。 唐神龙三年 (707) 始改名

..龙兴寺" 。 五代吴越钱但在此立戒坛院，因称"戒坛寺"。 宋

祥符初改为"大中祥符寺" 。 然则龙兴、祥符、戒坛，旧本为一，

曾命为三;历经沧桑，王清光绪问遂合而称曰"龙兴祥符戒坛

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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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分 :建置 、 寺字、古迹 、金石、僧伽著述、僧伽表、僧伽

列传、杂述和题咏九门，大体从历史到现状.综合记述了该寺

的全貌 。 按这类志书的体例，如此分门亦属允当。然因篡修

者之身分学养各异，各具特色。凡实际摹修人员为僧人者，每

多释氏内部所特有的诸如教律戒规之记述;而局外人自然难

当此任。鉴于本《 志 》事修者乃一文人学者，其于金石碑喝、名

物典籍，亦颇有研究。对建于唐开成二年 (837) 、由处士胡季

良所书、誉为..杭城第一古迹"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张氏

亦有较详尽的记述，并搜集了对此胜迹的不少题咏 。 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篡辑者在叙事状物方面，不仅罗列原始资料，还

往往以按语形式，旁征博引， i羊力口考辨，使本《志》具有较高学

术价值。

此《 志 》丁丙嘉惠堂刊于光绪要巳 (893) ，收入《武林掌故

丛编》第十五集，现据此本标点 。篡辑者有云余翻阅各种书

籍，内子亦助录写。"则书中录写之误，当属难免。凡发现明显

错误者，如唐诗人姚合，误作姚邻，张枯误作张丰右，即予径改。

对于一时难以作出判别者，核诸原作.如杭世骏《祥符志 》诗.

句式错落不等，疑有脱字，经与《道古堂全集·中l、史亭剩稿》对

校，终将所漏之字补齐，方能卒读 。 虽一字之得，亦所慰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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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祥符、戒坛，古一寺也。创始于萧梁之初，名发心

寺。后改名众善寺，又改名中兴寺。至唐神龙三年，改中兴为

龙兴.而龙兴之名立矣。吴越时，于此立戒坛院，乃有戒坛之

名 ω 宋祥符初，改名大中祥符寺，乃有祥符之名:名有三而寺

则一也 o 建炎之初，寺毁于兵。于是兴废不常，或改为军器

所，或改为贡院，或改为县治，或改为酒库 n 其后随时修复，则

或曰龙兴，或曰祥符，或曰戒坛。考寺之初基，广袤九里有奇，

则寺址本宏，虽分三名同归一寺。其中名迹有法华塔、天中

塔、观音三昧井、钱王九十九眼井之类。又相传有十宝，见宋

王巩《随手杂录》。钱王时，外国所献颇眩伽其一也，可压十里

火殃，杭数被火而龙兴不及焉，由有此宝也。寺僧自僧佑以

下，代有闻人，而赞宁尤著:不独阐发宗旨，抑且涉猎儒书，如

《驳春秋繁露》、《论语悬解》诸书，皆非寻常释子语。

夫累代兴修之迹，胜流会革之区，岂可听其泯没巳乎!张

小云孝廉，吾党中高材生也。博采群书，访求故老，成《龙兴祥

符戒坛寺志》十二卷。其初属稿，曾与余言之，余许为作《序》。

乃书甫成而小云遮卒，丁君松生.取付制剧，仍以小云遗意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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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于余。余喜此书之行，而惜小云之不及见，又深感丁君之

不负死友也。溯此寺开山，实为梁僧佑律师，师固俞氏子，乃

吾宗也;而赞宁为德清人，又吾同县也。自惟浅薄，似有因缘。

为《序》而归之，亦如元俞德邻之序《龙兴唱和诗))，以挂名其端

为幸矣。

光绪甲午九月，德清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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