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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葱宠

一一《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

九江学院院长

甘彼青

‘一山飞得大江边，跃上葱笼囚百旋。"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壮丽

诗篇，使人们心潮澎湃，令庐山增色添辉。

钟灵毓秀的赣北大地，东襟浩革步都湖，北拉滔1酋长江。在风云

际会、气象万千的江河湖水之间，矗立着千古名也一一庐山。九泣

的百里长江，是出楚人吴的限喉之地z上遐赣江的部阳湖，是从中原

到南粤的必经之路。纵横的江湖成为控妮七省的通街，秀美始出J 11 
雄视着中国的东南半墅。自古至今，这里政要云集，商贾往来，人文

芸萃，孕育并催生了灿烂的庐山文化。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周瑜在

宫亭淤驻军，慧远在东林建寺，陶渊切在柴桑归隐，庐山就起来了第

一个文化高峰。而从三国至2近现代，有无数的文化巨匠、政治贤达、

民族精英在这里m下了丰富的文化踪迹。 19争6 年，庐山作为"世界

文化景观"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上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的高度i捋h庐山炮历史遗迹，以其独待的方式融入具有

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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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

作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瑰宝，庐山文化以其

丰富的文化内涵租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世界所报目。 1928 年，著名

学者胡适游历庐山，对庐山文化的内涵和影略作了高度概括"庐山

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

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医近世七百年的宋

学大趋势。(三〉粘岭，代表西方文化侵人中国的大趋势。"

当然，这三大趋势远远不是庐山文化的全部。以宗教而论，庐

山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于一山:以书院教育

而论，用敦颐创办的草草溪书院，朱王军兴复的白鹿溺书院，成为天下书

院的样板:以山水归自诗雨论，陶渊烧、谢灵运开创了中国的山水臼

园诗，此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众多文化名人游历庐山，都留下了

山水诗歌的名第3以历代政权而论，三国的鼎立、东苦的商迁、南朝

的兴废、南宋的偏安、太平天国的兴亡、民国的夏都以及近现代诸多

重大政治历史事伶与领袖人物，都与庐山有着深切的关联;以军事

而论，一代名将周瑜、岳飞者在曾在这里屡战，而朱元璋都阳湖大战的

传奇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以经济E言论，九江在历史上位列"三大茶

市"之冠，成为"四大幅米市"之一，九江海关的收入在全国位居前列。

此外还有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陈门囚

杰"等等。一个个彪奴青史的人物，一桩桩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事

件，在中自文化研究的版图中，毫无疑问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在

中国众多的文化名胜中，庐山文化始终以其特有的清新隽永之神

韵、恢宏旷达之气象，令历代文入学士向往。

秀美的山川自然、厚重灼庐山文化，抒写着这方天地部古今传

奇，滋养了这方天地的教育沃土。

2002 年，在原怨放军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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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九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九江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了

九江学院。作为扎根子庐山脚下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本科院校，九江

学院理应承担起传承千年文阴约使命，承担起研究文化的主任。使

优秀约庐山文化发扬光大，既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民族文

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九江学院提升办学品位、形成文化品牌的自觉

需求。大学人文秸祥的培育，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根本途径。

而培育高校的人文精神，既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引领，也要以深

厚的历史文化为根基。

九江学院一贯注重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其中如陶渊明研究、

周敦额研究、黄庭坚研究等，都已在多年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有影

响的研究成果。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创立以来，坚持了三十来年，产生了广泛的影憾。在此基础上

成立的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于 2∞8 年成为江西省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它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文化建设、素质教育为

己任，多方聚合资源，广泛开展活动，佼九江学院的地方历史文化研

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向外汇聚学术资源，联合国内外学者

开展陶渊明、书院文化等待色研究，推动特色鲜明的学术交流，开展

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如与清华大学等高校联合进行中华经典的公

理化研究，与湖南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书院文化研究，与华东师范

大学等高校联合推动陶渊明研究，与郑州大学联合举办"书院文化

之旅"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医学研习班"等等。另一方面搭建

平台，积极推动地方文化建设，如与德安、星子、九江县、彭泽县合

作，举办沟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3与白鹿洞书院合作，i并习国学，开

展书辈革文化研究;与湖口县、瑞昌市合作，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湖口青但腔"、"瑞吕剪纸"等。这些活动在省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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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较大剖反璃，并积极推动了九江学院的内涵建设。 2∞8 年 4

月，教育部专家组对九江学院进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离度评价了

九江学院的办学挎包，其中之一是积极弘扬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文

化，不在哥厚实大学人文精神。

编撰出版《庐山文化研究丛书》是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重

任。〈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挖掘庐山及赣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内容，致力于九江地域文化与中层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重点关

注其中八个研究专题:

1.九江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事伶的研究。包括三

国、东晋、南朝在江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南宋岳飞在九江的活

动、太平天窗在九江的历史、民国政治与庐山、毛泽东与庐山等研

究z以及九江的米市飞近代的开埠、九江与那阳湖黄金通道剖关系等

研究。

2. 庐山的宗教文化研究。包括东林寺净土宗佛教、云层山佛

教、庐山太平言道毅、近代庐山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研究。

3. 庐山的教育文化研究，包括周敦额的潦溪书院、朱王军与白鹿

i饲书院、宋代书院与宋明理学、现代书院与归明心学等研究。

4. 庐山山水旅游文化研究。包括以iijj灵运、李白、白居易、苏

轼等为代表，历史上众多文人名士游览庐山的佳篇为主要内容的山

水旅游文学的研究。

5. 陶渊明诗文、思想、生平、文化影响研究如以陶渊明为代表

的隐逸文化的研究。

6. 地方文化名人及其典籍的系列研究。例如黄庭坚、陈寅恪

等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

7. 建筑文化的系列研究，例如庐山近代别墅的研究，具有地方

文化特色始建筑风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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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九江地区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如湖口青阳腔、瑞昌

剪纸艺术、武宁打鼓歌等民!可艺术的研究。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开放的研究平台和精诚合作的研究机

制，吸纳自内外精英人士参与庐山文化研究，并支持出版他们的研

究成果，努力打造具有较多学术创见和研究特色约学术精品。每一

部收入《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著作，应具有专题碗碗、资料丰富、挖

掘深入的学术品格，同时要具有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特点。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计划每辑推出 4 -5 部学术专著。第一辑

于 2007 年 12 另出版，包括《慧远法师传只满口音汩腔只陶渊明寻

限觅踪拭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一一庐山新说只白鹿洞书院艺文革可

志》五部专著。第二辑于 2009 年 s 月出版，包括《庐山文化大观》

《庐山文化读本X黯昌剪纸H陶渊明与道家文化H卖庭竖诗歌传

播与接受研究》五部专著。第三辑于 201I年 9 月出版，包括们论

语〉的公理化诠释只庐山道教史民早期庐山佛教研究HlIlIl阳湖地

区古城镇的历史变迁》五部专著。严谨的选题，鲜确的风格，高质量

的学术品位，使丛书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作为庐山文化研究的系统工程之一，{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编

辑出版，成为九江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凸显亮点，成为高校参与地

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实践:同时也为打造九江学院的人文精

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本丛书应具有丰富的内容、开阔的视野、高

远剖目标，既显示庐山文化的大气，也显示九江学院努力追求的目

标和境界。出于坚持不懈地努力.{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也上到了一

个更高的平台，第四辑获 2014 年度因家出版基金资助，它包括<<孟

子〉的公理化诠蒋民朱子白鹿洞规条目注疏讥庐山与明代思潮》

《朱系庐山史迹考只庐山佛教史》五部著作3 这一荣誉也更加鼓励

了我们作好丛书编撰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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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吕家文化软实力研

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 他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在 5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

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招适应、与现代社

会报协语，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业，把跨

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灼文化精神弘扬起

来，把继承选编优秀文化又弘扬对代精神、立足本国又萄向世界的

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妥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般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

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

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习近乎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鼓励我们翻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吕标不断

前进。

感谢江西人民出极社对《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高度关注和厚

爱，同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事业的支持和

帮助。我们衷心期待2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中华文化

的发展增添新的光彰。我们共同期望:庐山文化的研究事业，能够

如群峰竞秀，跃上葱宠，屹立于长江之滨、都湖之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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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佛教史之开端

打开地图，我们看见北纬 30 度弧线优美地穿越庐山。庐山地

处楚头吴尾，江南北部，东南依傍都限额，北靠九江域，而长江宛若

一条丝带在身边飘扬。在水路交通占重要地位的古代，人们对庐山

有着更深的印象。由于长江下游一带群山低阻，所谓"吴山点点

愁..道出了小家碧玉似的秀山顶水，从都归湖或长江经过庐山的人

们发出"一山飞i海大江边"的感叹，是再自然不过了。

有关中因佛教传入路线的争论一直没有最终的结论，笔者相信

是多元的， IlP印度佛教从北方陆路和南方海路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

大陆 s丽豆，北方僧人积南方僧人之间也森在着互相交流。东汉111"

期，楚地的彭城曾是佛教非常流行的地区，而在三国时期，吴者在建业

则成为南方佛教中心。此时的河用部、彭、章郡，涵盖今天湖北、安徽

部分地区和江西九江市、南昌市地区，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

更在军事上起着关键作用。当僧人南下北上时，庐山成为当时佛教

文化的重要码头。

第一节安世高与庐山佛教

佛教初传中窟，以酒域陆地和交、广海路为主要传播路线，庐山

地处江南北部，其佛教发展兼得南北之益。江南巫术秘原始道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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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为庐山佛教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饵，安世离汉末至江南传教

则为庐山佛教书写了浓重的第一笔。

安世高，名清，世高是艾·字。因为是安息茵王之太子，所以在汉

地以安为姓，因域的宾客则尊称他为安侯。世高为太子时， I!P严格

奉持佛教戒律，继承王位后，深感人生之苦与空，厌离形器，行Eli既

毕，便把王位让给叔父，自己则出家专心修道。世高通晓佛教经裁，

尤精于阿昆罢学，讲解禅经时，最能郎择其中的妙处。

安世离在桓帝对代到达中国，在洛阳宣译佛经。"灵帝之末，关

洛扰乱，乃杖锡江南。"①他先到庐山，继到广州，最后3'iJ达会稽，后

半生一直在南方传教，传其学者手fji苦闷韩林、烦JiI皮业、会稽陈

主主②。安i芷高早期在北方以译经传法为主，后期在南方则以游方传

法为主，为佛教在南方约传播奠定了基础，他的佛学思想特别是禅

法在南方得到传承。

世离颇有神异，可知前世之事，能自识缘业。这一方面反映了

他神异的一面，当时的高德大僧都有神异之迹;另一方面说明因果

报应思想是佛教初传时的重要武器，安世离本人可能正是→位积极

传播因果报应思想的高僧c 有关安泣高最有名的神异故事部是他

在庐山度宫亭庙神之事9

安世高自称前世就是个出家人，当时有一个同学好动填怒，化

缘at遇到不如意的施主往往心生意恨。安世高曾屡主B劝i来，那位同

学却始终未能改过。这样过了二十多年，安世离乃与同学告辞，说:

"我要去广州了结前世之业，君观经精勤，不在我后，只是性好填怒，

① 释f曾桔，(出三藏ic集) .中华书局 1995 年鼠，第 509 页。《离僧传》黯同。

② 《出三段记集》作"皮业. .{高倍传》作"文业川大盘"。参见释慧饺撰飞汤用彤

校注《高僧传} .中华书局 1992 年鼠，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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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当受恶形。我如果能够得道，一定能去度君。"安世高到达

广州后，恰赶上寇被大乱。路遇一少年，正是前世所负之人，乃引颈

受刃，命终转世， tìP为安怠国太子，亦即今世之安世高。

安世高在中国宣扬佛教，主要j灵帝末年，关洛一带动乱不堪，于是

来到j江南，他对人说"我要去庐山度化我昔日的同学。"于是来到

庐山附近的官亭括在庙5号。宫亭湖庙位于庐山剩下，都阳湖衅，十分

灵验，过往船旅只要~J庙中供奉庙祷，诚信祈祷，就能平安无事。安

泣高一向结伴的有三十余艘船只，都摆上牺牲祈求平安，{出三藏i己

集H己道:

神乃降祝曰"是享有沙门，可没雹子上。"客成共惊得，请世高

入店。神告世去高曰"吾昔在外蜀，与子候出家学道，好行有施，

而性多填怒。今为那亭湖神。}哥 E茸千里.并吾所统。以布施

坟，珍玩，无数。以填急故，堕此称中。今豆L同学，态、欣可言!寿

尽旦夕，而五形长大。若于此舍今，秽污江湖，当度山西空泽中

也。此身叉，恐撞地狱。吾有结千匹，并杂宝物，可为我立塔营

法，使生善处也。"世高曰..故来相反，何不见形1"神曰<<形甚

立异，众人必惧。"世高曰"但出，众不怪也。"神M.床后出头，

乃是大塔蛇，至世高膝边，沼落如雨，不知尾之长短。世高沟之

胡语，傍人莫饵，来事便还怠。世高~1'耳边缉物，辞别而去。舟f吕且在

机，种复出练身，登山级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叉。 4是忽之

顷，使达球章，即以届物造立东寺。世高去后，希J!1'命过。主i有

一少年上菇，长署在世高前，去其元怒，忽、然不元。 i去高 i冒括人

曰"向之少年， 111'郁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占5种款1豆，无

① 〈出三毅i二集》及〈高僧传》作"郑亭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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