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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佛教志》在僧俗四众的共同关注

和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编写修改，终

于完成了。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第

一次对崆峒佛教的发生发展和起伏进行了

梳理和记录。并对当今佛教健康发展的鲜

活史料进行了及时的采集整理，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是值得赞叹的。

崆峒佛教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的发

展弘传，造就了许多在西北乃至全国都有

影响的高僧大德。他们或大慈大悲，弘法利

生；或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保境教民奋勇

献身。他们荷担如来家业，与儒、道文化一

起。在中华文化的文明史上谱写了十分耀

眼的篇章。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宗教政

策的进一步落实．党政领导部门的关怀支

持，四众弟子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崆峒

佛教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十方丛林法轮禅寺等一批历史悠久的寺院备受海内外信众

关注．他们需要深入地了解崆峒佛教，更需要了解崆峒佛教悠久的历史。这本书的编

写，基本上能满足这一需要。

崆峒佛教的历史，包含了几乎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密

宗、律宗等。都能从历史的回响中找到印证。由于历史的久远，传承的不绝，佛教在人

民群众中的影响深入而且普遍，从人们的Et常生活．到民俗节日，到文化艺术、政治

经济，几乎都能找到佛教文化的印瘦。佛教的世出世闸．慈悲喜舍，无缘大慈同体大

悲的原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潜穆默化的净化作用。如何对待名利地位、成功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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畋、公私权益、国家民族，如何对待亲朋怨敌，如何对待老弱孤残，乃至虫畜草木、地

术火风，等等．无不有着尽善尽美的解决办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在胡锦涛

主席提出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期，正是每位佛教徒精进修持，弘法利生，作出

更大贡献的凫机。《崆峒佛教志》的出版，正是为体现宗教与社会和谐、人与大自然和

喈谱写的一曲和乐。但愿这支小和乐能带给崆峒区乃至平凉和甘肃佛教四众弟子及

凄者一点有益的善缘，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

本书是一部地方佛教史的探索之作，本想编写得更加精细一些，但由于资料之

不足，加之时间要赶在法轮禅寺千佛开光之前，难免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

以真诚的心，面对四众弟子和师友大德．接受来自各方的教正．在适当的时机，将汇

集更多的资料，对本书进行修订再版。

值此殊胜时机，愿诸位吉祥如意。



延藏法师致《崆峒佛教志》总编审
妙林法师和主编仇非居士贺信

(代序)

道隆吉祥!

欣闻《崆峒佛教志》一书由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平凉市佛教协会会长、崆峒山

法轮禅寺方丈妙林大和尚主持．承蒙社会各界仁人志士深切关注，通力合作之下即

将付梓面世，吾人深为赞叹，特此致函座前谨表无上敬意，妙公上人与先生等所为此

举可谓利济众生，促进和谐。功德无量矣!

平凉佛教。历来久远，史见高僧古德辈出，道场佛事极为兴隆，既有佛教自天竺

初传翻译经典，兴道解惑启立民智而肇兴干河西陇上之不可磨灭之功，亦有三教和

衷共济共生共荣。慈悲济世法乳漫漉而促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之不可轻视之德。

十数年来，妙公上人，孜孜以求，弘法度众，开辟道场，重兴租业。接引来者，遍及

四海，吾求学人亦是思幕上人之精神情怀常常勉励己身，以期能有助于了生脱死，用

功办道之宏深悲愿。数十年同，先生妙笔生花，如椽大笔勘耕陇上，文史哲理民风民

情均有涉猎。声名远播

于海内外时日久矣!思

前吾人年少，初识人伦

亦曾得益干阁下之教

诲，观今先生发无上菩

提之心精进勇猛，襄赞

佛陀道业。共庆盛世，而

立言著述于缁门，实是

因缘殊胜，不可思议!

环观字内．构建和

谐社会、促进和平崛起1



是当前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参与的事关国计民生幸福安康的广大民众政治生活当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其他世界各国民众热切关注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充满美好前景的中

国的一个重要视角，更是智慧的中国共产党入引领十几亿中国民众一道勇敢前行，

把握机遇真抓实干，应对挑战努力工作，积极投身于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伟大事业当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平凉佛教的健康成长，与共和国的其他领域一样同步经历过了中国几十年来发

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人生岁月，体验到了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

优越性，感受到了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成就，共享到了中华民族Et益

强盛文化复兴不断崛起的荣誉和自豪。

我们坚信：《崆峒佛教志》一书必将会展现和汇集新一代中国宗教界独特的视

觉，使人们耳目一新，能够从信仰的世界里切实地感知到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良好

风尚，感恩于社会稳定民主法制的卓越成就，感谢于社会民众诚信友爱的时代精神。

感动于社会人生充满活力的美好愿景，感受到社会环境安定有序的美满幸福，感佩

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执政理念。

祈愿《崆峒佛教志》早日顺利出版，祈愿平凉的父老乡亲们更加幸福安康，祈愿

正在不断健康成长的平凉佛教事业更加辉煌!

敬颂

万事如意!

沙门延藏和南

(注：延藏法师：中国佛协理事，湖南佛协副会长，美国纽约广济寺住持兼美国禅

净学会名誉主席，泰国中文国际大学副校长兼佛学院院长，北京大觉寺、智化寺总顾

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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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人大副主任、佛协主席嘉木样活佛视察崆峒山

宝
灯
老
南
尚

法轮禅寺落成大雄宝殿开光大典．学诚

如诚、戒全、妙林诸法师在主席台上



崆峒佛教．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南

传佛教、北传佛教或藏

传佛教．在这里都可找

到其发展弘扬的轨迹。

在崆峒佛教弘扬的这块

域境，佛教文化与社会

生活可以说密不可分。

所以不了解佛教文化精

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

崆峒人民的历史和现

状．更不可能把握其向

上向善的美好远景。

佛教自释迦牟尼佛于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5年．在印度次大陆创立弘传之
后。以其慈悲喜舍、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因果不虚、缘起性空、诸行无常、诸法无

我⋯⋯一些人类所能达到和顿悟的最高理念，震撼天地人心，如暗夜之明灯．使众生

有了依皈。所以佛教一经创立．便迅速传遍全印及周边诸国。佛陀在世时．佛法以海

路传到今斯里兰卡、缅甸，东北陆路已遍传今阿富汗、伊朗诸国，以及我国新疆西域

一带。

佛教在传人我国内地的过程中，甘肃全境乃至崆峒地区．是最早得闻佛法的境

域。因为崆峒地接西塞，当时是西部戎羌等鬼方少数民族融合交汇的地域。而早期的

西部少数民族，多属游牧．从天山到崆峒这一大区域都是他们行踪之地。而佛法至少

在东周春秋时期，已遍传西域各国，中国人在那时也已确知西方有佛教行化。

成书于清末的《理数合解》一书中有引《孔丛子》太宰翱同于孔子日：“天下孰为圣

人?”孔子对日：“西方有圣人焉．名日佛，其地不治亦不乱。”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

篇》引《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行，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隋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据

流传在陕西的有关传说。印度十八僧是奉阿育王之命护送佛祖真身舍利到秦国。始

皇听信李斯之谏。欲收捕传法十八僧。十八僧连夜化装遁去．并将佛指台利埋藏于现

法门寺所在地的一处高埠，相约每年四月八日到其地秘密供祭。秦末战乱．十八僧亦

相继去世．其后佛指舍利沉埋地下。无人知晓。相传到了汉桓帝时，钦天监官员奏称，



蟹
吲

见某高地彻夜放射虹光。桓帝便命

人环高埠而挖掘寻找．佛指舍利才

又出现于世。为供奉佛指舍利．由

朝廷敕建法门寺于其地。也为纪念

阿育壬遣十八僧护送佛指舍利的

初裒．寺名在初建成时，即由皇帝

命名为阿育王寺⋯⋯这虽是传说．

但却与史实基本无差。

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东晋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

流，四百余年矣。”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

引伊存受经之事外，还记汉武帝元狩中(公元前12脚元前117年)遣翟去病讨匈
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札拜”的记载。

上述记载，均早于“白马驮经”。但可以说白马驮经一事，是由东汉明帝降旨取

经．是华夏皇室首次派使臣远赴西域迎取佛经的开始。在历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伟

大意义。汉明帝永平七年。明帝夜梦丈六金人飞行黢廷。项有白光。明展早朝．问于群

臣。太史傅毅奏答：“西方有神，其名日佛．陛下所梦可能即是。”明帝听后十分高兴．

即派中郎将蔡惜、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寻访迎请佛僧经典。他们行到月氏

国遘沙门摄摩腾、竺法兰．得《四十二章经》，使用自马驮归。汉明帝传旨在洛阳建白

马寺，这大概也是中国由皇室为番僧供建的第一座寺字吧。

崆峒地区夏商周时为羌胡氐戎之地．各民族杂居。秦汉时曾以当地民族命其县

名．如秦设乌氐县、朝那县．西汉仍沿旧设。从这里就可看出，古时这片各民族文化交

汇地的繁盛景象了。《崆峒山志》引《汲冢·周书·王会解》日：“正北崆峒，大夏、莎车、

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胡、其龙东胡。～十二者。北狄之别名也，

悉统于空同”。正是“北戴斗投为崆同”的西域至平凉崆峒这一大片地带．佛法就是从

这一狭长地带首先传人内地。故始皇时有以室利防为首的十八僧来化于秦，就不足

为奇了。到东汉明帝派使臣去西域迎僧取经，崆峒区境的羌、胡等民族已经有了佛教

信仰，崆峒境内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佛教活动。这大概与十八僧欲化秦始皇，后又隐

于泾、洛一带而能逃脱被收捕杀害的危险，是极有原因的。说明在秦汉之际．佛法已

在民间流传，到东汉永平八年．约公元前65年，史载：楚王刘英已公开信奉佛教，“并

与信徒聚会谈佛”。

三国魏晋时(220---420年)．崆峒佛教蔚为大观，境内和邻县的石窟寺等一大批

佛教寺院相继建成。崆峒的香山，大顶和山下的兴教、石佛硖的石窟等以及泾川的王



母宫石窟、南石窟等寺院香火鼎盛。

隋唐两代佛教已成为国教。

释迦文佛约诞生于公元前565年，约当中国周灵王姬泄心丙申七年；涅檗于公元

前485年．约当中国周敬王姬勺丙辰三十五年，驻世80年。与中国儒家圣人孔子是同

时代人，孔子亦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姬泄心庚辰二十一年；逝于公元前479年，

周敬王姬勺壬戌四十一年。中国的孔夫子比释迦文佛小14岁。孔夫子在中国以儒学

教化世人的时候．正是佛祖以佛法教化印度众生的时候。到约公元前249年，约当中

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庄襄王一年．即佛祖涅繁已经236年、孔夫子去I堂230年的时期，

印度的阿育王将佛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决心要在全世界建八万四千佛舍利塔。他

支持僧人四出弘法。印度传法僧足迹

遍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

叙利亚、希腊，以及西域月氏、楼兰等

国和地区。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就由秦

始皇继位，十八僧室利防等来化秦国，

并携佛指舍利欲建佛塔的事虽未得到

秦始皇的支持．佛法却在此时已由民

间传人本区。从本区古地名曾一度称

崆峒山为薄洛山，就可看出隐约轨迹。

在西北称同音名字为地名者。新疆尚有一处名博乐．显系佛教名词波罗、般若、般罗

等的传写遗音。因佛教传承中有专弘此宗者．其地名亦随之被传写，留存于古籍中。

再如本区或周边尚有石佛硖、金佛硖、都卢、须弥山等与佛教极其有关的古地名，这

决非偶然。从中亦可看出佛教在本区传布之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

汉魏之际．境内和周边已经成为佛化之地。这从现存的南北石窟群和王母宫石

窟、石佛硖石窟、须弥山石窟等的陆续开

凿就可看出其繁盛情景了。

隋唐两朝更以佛教为国家宗教。崆

峒山已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大丛林所在

地。从最高处的香山、马鬃山，到其下的

五台．皆已遍布佛寺梵宫。其时崆峒山还

有道教和儒宗，崆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宗教圣山了。

与此同时．山下的龙尾山兴教寺作

为崆峒山佛教的分支．汉代即已有了佛

教香火．到唐代更盛。“安史之乱”，玄宗



人蜀．“太子李亨夜驰七百里”．隐身兴教寺，在区境得战马，组成七百铁甲卫士．赴灵

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兴教寺亦奉诏改名龙隐寺。

另有故泾阳古城边的庙底沟大佛寺。亦香火鼎盛。还有自水、花所和香莲的观音

殿、草峰的佛堂寺等一批寺院。

佛教经汉魏的发展期。到隋唐之际．已发展成为全民性信仰。崆峒名僧f-智禅师

因其学养精纯，曾数度赴京城长安宏法讲经．深得宫廷士俗赞仰。唐高祖李渊于武德

七{g(624年)降旨．每月命释、道、儒士分别人宫讲昏c’经》、《老子》、《孝经》，以示对i

教的尊崇。唐建之初封李世民为秦王．他曾督师陇右．足迹遍平凉境．得当地佛、道之

助颇多．故他登极称帝后。对陇右佛道多所庇护扶持。佛教发展到唐太宗贞观元年．

全国出家僧尼人数众多．太宗李世民降严诏“不许私度僧尼”，“犯者处死”，僧尼度牒

由朝廷验发。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仍在仁智禅师的功德感召下，于贞观十三年

(639年)降诏崆峒明慧禅院住持r智禅师：赐山下崆峒里田宅为崆峒明慧禅院供养

田亩资产．由仁智禅师负责创立京西佛教大丛林。崆峒佛教首次成为皇家供养寺院。

为便于僧俗四众登山求法，{一智禅师改原从南侧登大顶的羊肠小道而为从正东登顶

的登天梯。凿石378级，凿通石洞一道。山上建大雄宝殿(明代奉诏改为真武殿)。佛

教丛林建成后，称誉陇上。当时山中僧

众数百人，健全丛林清规．设置两序职

位．东序有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

座、直岁；西序有首座、书记、知藏、知

客、知浴、知殿等。并专设译经院．负责

梵文经典的译介。定每年的四月一日至

四月八日为祈福度众护国授戒的佛诞

节。届时万众朝山，诵经声日夜不息。香

云遍覆。到会期结束时．即山雨蒙蒙。俗

称洗山雨。至今节俗依旧，山雨亦如期

而至，令人叹奇。故古人曾书“西镇奇

观”勒石摩刻于登天梯旁。

与此同时．法轮掸寺也在明慧禅院

之后建成。

宋代崆峒佛教，寺宇遍于城乡．有

掸宗的lI缶济、曹洞等宗和天台、贤首、净

土、密宗、律宗等．同时弘化于境内。明

慧掸院仍为中台最大寺院(今停车场及

其周围地段)。新增准提庵、十方院、舒



花寺、藏经楼于中台的大

腰岘至明慧榉院之侧。扩

建南台舍利寺、北台观音

堂。在腰岘西侧建海觉寺

(亦称老营官)，西台建古

佛殿。凤凰岭建弥陀庵．

南崖下建茶庵寺．扩建翠

屏山香山寺等。至此，崆

峒山佛寺建筑规模达到

鼎盛，几遍全山。与此同

时，城区也建有治平寺、

延福寺、观音寺等寺院。

铸造于宋t"-宗天圣七年(1029年)的铜钟铭文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为各界推重的

情况。其铭曰：“皇帝万岁。惟太宗天圣七年岁次己巳二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终南

山铸铜匠人陈训．上清太平宫道士陈宗秀同铸，都维那头使员押司官勾遂．副维那头

州司押司官柳贵、副维那头虞侯马伦．将仕郎平凉县主薄安拱监铸。同勾当僧令远，

同勾当僧梦云，同勾当塔院主僧智曾．都勾当管内僧正译经沙门德均，都勾当崆峒山

主赐紫沙门重仪。登士郎平凉县尉杜惟文．文林郎宋口．司理参军魏绅，登仕郎宋口．

录事参军姚呆．朝奉郎司口．大理评事推判官陈世昌。左观殿知兵马监押监买马王炬

智．右司禁泾源路走马承受公事上官口．右司禁阖门祗侯兵马都监人内内侍省内侍

殿知泾源路走马承受公事董德仁，殿侍同判渭州军州事桑元恭，供备库副司泾源路

驻泊兵马都监理李理信，崇仪使司崤州刺史驻泊兵马钤辖知军州事管界使李余懿．

侍备亲军兵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管内观察使泾潦路驻泊马步军副都部署兼巡检安

抚使高继勋。⋯⋯孔目官马遂．都孔目官齐蕴，右都押衙张密，左都押衙李延福．摄司

马检校李宾宏陈迈。修造案神司官赵文清，军事神司官王守忠，开府孔目官段真．右

教练使杨仁遂．右知客押衙张政．左知客押衙王贵．副知客押衙高绪．承引官副引首

朱文岫．承引官在城厢虞侯郝政。”之所以抄录上文者，从中可看出不惟民间对佛教

的重视，就当时的官府亦十分推崇佛教。更可注意者，还有道教人士参与其事。在这

些铭文人名中．有“译经沙门德均”的名字，而且职司“僧正”。说明译僧不止他一人．

是有一班译经僧众常驻其地的。就是说．从唐到北宋．崆峒山明慧禅院就设有译经

场．这是岿须经朝廷批准后才目％设立的佛教机构．可见崆峒佛教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军攻掠渭州城(即平凉城)。守城官军战败，西夏

军掠挟人民、耕畜、财宝无数，并欲攻崆峒。明慧禅院住持僧法淳率全山僧众五百人

下山与西夏兵战。他们奋不顾身。以一当十，杀得西夏兵望风而逃．被掠人民财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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