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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山水如晶，钟灵毓秀，自然人文景观极为丰富。位于塘栖古镇的超山，与

苏州邓尉、无锡梅园间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位于径山镇的佛教圣地径山，宋代位

列江南"五山十手IJ" 之首。位于正常街道的西溪混地公园以独特的风光和生态，形

成了极富吸引力的一种温地景观旅游资源 O

旧时，商货殷户、官官之家或书香门第均有底阁， '1各平如清;在宦孙氏宅第之罔，

名"洋园"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梁氏"石妨因

珍藏百一枚锦石而命名的"百一山房"现贻楼"等。"江南佳丽地"塘栖自然少不

了佳居豪宅口吕园、关罔、且适罔、柳堂、水一方、传经常、芳杜洲、漱罔等，都

是其中佼佼者，古木修茸，环流叠石 O 袖王庄，为南宋椅邸别业，哀延数里，深官

复道，另IJ殿妆楼，挚轨载击之所。乾隆行官背河西南，卒亭、黄鹤、超山诸峰遥峙，

环如屏障，叠杠为山，引水为池，龙楼高入云云氯，龙舟风啊泊岸。上述园林大多毁

于清成半年间和抗日战争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杭规划、建设部门除对城镇进行整治外，还在街道

两侧遍植行道树，建设垛地。依附山水边步建立起景点，利用空闲隙地建设小游园 O

2000 年之后，城市新区的住宅区周围也先后建起人民广场、世纪公因、水景公园、

塔山公园、塘栖公园等，改变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的场所。

各单位、住宅小区也建有园林，其规模和数量远边超过昔日。加之园中的雕塑、小

品和棋联题额，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城市的品位。同时，实施城市绿地

"建管分离、管养分离" "建设投资市场化、建设成果业主化、建设管理社会化"

的市场边作机制，并通过招投标确定绿化养护企业，进行经常性的监督管理。

2013 年，全区有省级自然保护小区 2 个、省级森林公园 3 个、浙江省森林城镇

3 个、浙江省森林村庄 8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1 个。全区新增绿化面积 366 万余平

方米，城市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14 平方米，全区森林覆盖率 37.6% 0 此外，在公路

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扎实开展洁化、绿化、美化的"四边五化"行

动，增加"四边二化"绿化面积 11.22 万平方米，打非治边、清理垃圾、提升绿

化、改善车站及沿线环境风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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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风景名胜

余杭有不少风景名胜。径山市木参天，修竹叠翠，泉水凉凉，云雾缭绕，为旅

游避暑胜地。山上有唐代古刹 建于公元 742 年〈天宝元年)。相传法钦和尚到此

结茅传教，被赐剖为"国一禅师"至南宋，宋孝宗亲书"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嘉

定年间又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酋。鼎盛时，殿字楼阁林立，僧众达 3 千，被

誉为"东南第…禅寺"。超山因超然突立于泉，事、黄鹤诸山之外故名。以观赏"市、

广、奇"三绝的梅花而著名。每当初春二月，花蕾爆发，臼花平铺散丑，十余里遥

天映白，如飞雪漫空，天花乱出，故有"十里香雪海"之荣誉，为江南三大探梅胜

地之一。杭州困苦美国家湿地公园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曾

与西湖、西玲并称杭州"三四"是国内唯一的集城市涩地、农耕醒地、文化湿地

于一体的国家服地公圆。除径山、相山和西模主要景区外，余杭古镇和区治 If负平亦

有不少景区(景点)。风景名胜尚有位于中泰与临安交界处的洞霄宫遗址、坐落在

良洁的东明山森林公园等。

第一节径山景区

径山，因径通天目得名。主峰日凌霄峰，四周诸峰，遛i跑起伏。南有堆诸峰，

北有大人峰，四有鹏持峰，东有宴坐峰、朝阳峰，五峰罗列，奇巧幽邃。有龙潭飞

瀑、望江亭、东坡洗砚池、灵岩喝石、松原天风、九龙壁、吊桥泡歌等景观。在径

山的竹悔山间，数公里长的峡谷中有爆布 6 处，最高落差约 20 米，蔚为壮观。庸大

历三年 (768 年) ，建径山禅寺。宋代即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径山禅寺

受历代帝且重视，殷有赐额。寺中高僧辈出，自庸法钦到民罔的庆缘，传灯 100 多

代。寺内宝藏贝经颇多，以明万历七年 (1579 年)紫柏开刻的《径山藏》为著名。

寺毁而复建达 11 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存大殿。 1963 年大殿倒饵，尚存明

代铁佛 3 尊、明万历大铁香炉 1 只及宋孝呆子书寺名碑、朋代祖师名衔碑、紫柏大

师基塔等。

南宋庆元五年 (1199)年，日本僧人到径山拜师学法，以后数度前来，径山寺

僧曾数度赴日传经，径山为日本临济宗之源。南宋端平至开庆年间，日僧圆尔辨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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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浦绍明等人将径山的"点茶法"丰茶"等茶道仪式带凹日本，问时带去径山

茶种和"茶宴"用具，逐步形成盛行至今的日本"茶道"。① 1987 年，以桐桥为起

点，动工兴建歪径山顶的盘山公路。 1997 年，重新修复唐代古刹径山万寿禅寺，雄

姿巍然。 21 世纪初，余杭区规划建立杭州径山森林公园，东至径山镇双溪之塔山、

龟山、台山、牛头山山脊，因与l临安市横版交界，北颅鸟、黄湖镇黯爪岗脊，南

烹径山镇牛角坞岗脊，钮括山沟沟生态景区、径山禅茶文化景区、双模竹海漂流景

区等，总面积 6875 公顷。

一、自然环境

径山宝山区在余杭径山镇长乐， ~t与径山镇双模、卢鸟鸟镇长平相连，西南延伸

至l临安市横板镇辖境。杭州径山国家森林公园地理坐标为北纬 300 22'21"一30 0 26'

20"，东经 119 040'40"-119 052'15飞

径山属天目山东麓和千里岗山脉余脉延伸段。地质构造属江南台北背斜的东缘，

约距今 6 亿年的震旦纪时形成的穹窿构造地貌。约1. 3 亿年前，逐渐形成山地丘陵、

河谷盆地，并长期稳定。岩相结构以花岗岩为主，渗有沉积岩、板岩、押长岩、石

英岩等。土壤表面为黑褐色香灰土，下层为黄沙土。其主体属酸性黄红壤。径山大

地构造处于扬子地台钱塘台榴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形主体走势，自四北向东南倾

斜。主要地貌特征为群峰林立、峡谷密布、、溪流众多，丰富多变。

境内植被以大面积毛竹林为主，山沟沟景区有部分针阔泪交林或马尾松、杉木

片林。其中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的有银杏和南方红豆杉，被列为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的植物有金钱松、榄树、桦树、长序榆、金莽麦、鹅掌揪、凹叶厚朴、

果树等。森林覆盖率达 66.3 % 0 

二、山水

径山山水景观资源丰富，山峰神秀，水流清澈，颇具生态价值。

径山之名由来，有三说。一为余杭县与临安县会通之径，故名径山。另一说为

法钦禅师到径山经径坞而上，故得径山之名。宋《景德传灯录》载，鹤林玄素禅师

曾告法钦师说汝乘流而行，逢径即止。师递南行抵临安，见东北…山，因访

于樵子。日‘此径山也乃驻锡。"庸《高僧传》、宋《高僧传》也有类似记载口

冉一种说法是"谓径山者，往天目则在所必由之径口故日径山。" (~径山志》十四

卷，明天启四年宋奎光辑)

山径 登径山之路有两条，从余杭而上者称之为东径，从临安而上者称之为四

① 日本江户时代山冈俊明《类聚名物考>: ..茶宴之起.íE元年中，驻前国崇福号子开山南浦细明，入唐宗世

也。到役LlJ寺诵虚堂，而传其法而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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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故径山又有双径之名 O 东径又分两路，一路从余杭镇经长乐、斜坑、龙潭峰到

达桐桥登径W; 另一路从瓶窑经滞板桥、双攘，上直岭到达桐桥登径山。四径亦分

两路，一路从|临安横板镇经湖山村，上风啸峰(又名风车岭)登径山;另一路从横

板镇经立塔村，上横岭登径山。此外，尚可从间鸟镇雪坑翻越豹子岭登山。

山峰 径山群峰林立，而著名者七峰。民国《重修浙江通志楠》载径山，

五峰环抱，奇胜特异。五峰者，前堆珠峰(亦名钵孟峰) ，北大人崎(亦名天显

峰) ，右鹏持峰(亦名大寂岩) ，左宴坐，朝阳是说。中峰日凌霄，最为秀拔，旁为

御爱(明《径山图~ ;御爱峰在‘五峰'对圃，即今元照峰) ，合前峰为七峰。"

才釜山五峰如掌竖指，堆珠峰为大拇指，故名 o 又回峰之阴原有一池，和尚洗钵孟于

池，名为钵孟池，故又名钵孟峰。古时，此峰建有鼓楼，亦名鼓楼峰。鹏持峰，其

势若大鹏展翅在长空搏击栩翔，故得名 O 大人峰，为五峰之中最大一峰，故名 O 其

峰向东展开，并连有四座小峰，故祖铭诗中有"五鬓生云雨"之句。宴坐峰，因开

山祖师法钦结庵后常在此峰宴坐而得名 D 朝阳峙，因有两座圆而紧闭的峰峦，谓之

"日月朝阳因名朝阳峰。又因钟楼建于此峰，亦称钟楼峰。五峰之中…小平地，

即径山古刹旧慕。凌霄峰，又名中峰，当地人习惯叫凌尖峰，为此曾建一阁，名为

"龙游阁"中有殿宇，名为宝光殿。宝光殿，因峰顶常现元色毫光，故定其名。

溪流境内水系天然，苟溪穿境而过，且多支流。径山模水甘测，大者有丑。

其…，水出南坞，经吊桥坑、桐桥、菜圃，会合千丈坑(大慧弯)、田开、元照之

水人龙潭水库，再经斜坑、邵家贩、长西，于青芝堪入中程溪。其二，水出直岭，

经里洪、康四(坑西)、双溪流入北在痪。此水系古时称径山潜。其兰，水出于潜

坑(紫泉坑) ，经太平乡的笃坑人四岭水库，又转双撰入北苟溪。其凹，水出凌霄

峰之背石墙坞，经立塔村人注于立塔水库，再经庙下、郎家两村，流入横板地段的

中若溪。其五，水出凌宵峰之阳的林阶坑，经湖山、洪村，到雅观人中苦溪口

竹海 径山群ili辈罗立，深室主密布，山清水秀，巾上多毛竹，竹林约占植被覆盖

率的 709毛以上，为径山增添幽静色彩。春时山花烂漫著茶香，夏季爆竹清风送阴

凉，秋天古树红叶胜春光，寒冬瑞雪纷飞裹银装，四季景色各界。

北宋尚书右zt苏子由在《游径山》 ，.连峙沓蜡不知数，重重相抱如青莲。

散为云雾黯星斗，聚作潭井藏蛇艇。"明代张京云说浓雾陡合，四顾沓然。白云

涌起，茸茸缕缕，如兜罗绵，积成银悔，青螺点点，特藻浮沉，倏隐倏现，顷刻开

状，几尽云雾之变，真是得未曾有。" (明《径山志~)消代方以智在论及径山时写

道"径山原元奇，惟倩房山点子，放白云层层拖之，故自显其幽胜情口" (方以智

《浮山此藏轩别集~)明代江西布政词参议黄汝字游径山时，有《径山看竹》诗，其



第六编园林 绿地 497

诗云竹包自可爱，无如此径深。千林寒玉立，lJ亩绿云沉。远窦窥天人，清光

覆地阴口冷冷秋韵切，到处奏稍琴。" (明《径山志})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顾问、

高级建筑师宋云鹤考察径山时说竹海陇|林，钱塘独秀。"章兵在《幽幽径山话香

苟》一文中写道"山径深幽，修革郁郁，潺潺溪歌，凉凉泉音，伴随着徐徐山风，

着实令人心醉。"

五、各自生古i在

龙潭飞瀑在斜坑山(古名齐亨山)峡谷之中。《大清一统志》载齐亨山，

去将军山西北五里，高千余丈，Ì.接径山，下有天井龙:壤，瀑布数丈。"此处山高

沟深，臣岩矗立。径山之水至此突然飞泻，形成飞爆，如百尺之绢随风飞舞。瀑声

如霄，震耳欲聋;水花四溅，点点银光;立岸俯视，心悸目眩，不敢久待。 1978

年，长乐镇(今属径山镇)于此兴建水库，名龙潭水库。瀑布虽已元，水库却有一

番别致景色，鳞波蔼漾，水光如银。水库蜿蜒曲折延伸至粟困村，远视似白龙在峡

谷中盘舞翻滚。大雨之日，库满水隘，翻越南达 23 米大坝，直泻而下，如匹练臼

缕，又蝇飞攥壮观。

望江亭 御碑亭南有亭翼然，名"望江卒"。宋时所建，亭为双亭，即亭外有

内亭为休强之用，外亭仅作观赏。内亭建筑简朴，外亭建筑宏丽，重檐翘角，

金碧朱粉，玲珑剔透;亭中塑有佛像，亭外设有固定桌椅。可惜亭子早巳毁记。晴

朗之日，者在旧址处远眺，余杭塔山、|临安功臣山的两宝塔，历f巧在目，因野村庄

如银河繁星。秋高气爽之时，甚至可见钱塘江潮，望江亭之名由此而来。转望近山

似万马奔腾，气贯长虹。所以，古人有"径山览胜，此处难逃"之说。亭侧之岩名

日"罗汉石上有 18 个坑，如椅似凳。传说，十八罗汉在此坐过，因此得名。

东坡洗砚池 过塑江亭约 250 米处有一小山坞，坞前有一池，即东坡洗砚池。

据载，北宋苏轼任杭州通判、知府时，曾三游径山，凡作诗撰文总在此池洗砚洗笔，

因此得名。池中原有无尾蝶。传说原来池水清澈，因苏东坡洗砚洗笔使之发黑，东

坡过意不去，从农妇要来…碗剪去尾巴的蝉、蜘倒入池中，不久，无尾螺竟然复活，

池水又慢慢清澈。

东坡洗砚池也宜于夜游。若在明月之夜观赏此池，可见微波葬((瓢，墨痕犹存。

明代蒋灼《洗砚池》诗云"玉书白发春前草， I日墨曾翻?良里花。闭客喜从寒月夜，

醉看松影动龙蛇口"油旁不远处，有一种少见的毛竹，上有金黄色条纹，若明若暗，

色彩变幻，以金黄色为主的，名日"金钱竹"。传说与乾除有关。不识者以为是病

变毛竹，实是一种优质竹，竹箴特韧，制作农具家具，比其他毛竹耐用。

宋时，池旁有一卒，名日洗心卒，宋孝宗时宪圣皇后径山礼佛，先于此卒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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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以示虔诚，因而得名 O

灵;岩喝石 在天水坑(开山坑)内。此处原有喝石庵，又名祖师庵、开山庸。

径山古刹开山祖师法钦，初人径山时，结庵于此。此处有并立的巨岩三，与四周元

…牵连，判若" ) /1"字，高 2 米、宽 2 米、厚约 0.6 米。岩石上刻有"喝石"两个

大字，下署"四吴韩吕宾书" 6 字。传说有一天，法钦禅师静坐岩石之旁。有自称

巾子山人者至师前施礼，说能诵观音咒，力大无比，欲往长安救佛法之难，求师相

度。法钦欲试其说，指坐旁之石对巾子山人说此有怪石，汝能喝之使下乎?"巾

子山人大声一喝，巨石随声阳下。师复命喝之使上。巾子山人又大声一喝，其石即

上如前，但裂为三。故名喝石。因形若")11"字，又名" ) 11 宇石"。吴之鲸《武林

梵志》亦载"永泰中，有白衣士来求法度为沙弥，钦指坐后石屏，谓日‘能开此

乎?'日‘可! '遂吨之分为三片，今号喝石岩。"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

喝石凹周竹茂林密，可谓"千林寒玉立，万亩绿云沉"。

喝石稍东，又有巨岩，上刻"玉芝岩" 3 个篆体大字，下具"四吴唐沈书" 5 

个小字。据传，法钦至o径山结庵时，岩石上生有灵芝，包润如二匠，故名玉芝岩。

喝石四北数十步处，喝有庵基右侧有大片白岩，岩背光滑平整，自北师南倾斜。

岩背→洞，洞口圆形，名日金鸡泉。

松源天风 径山古刹而因，转梅谷北上约百米之地，即古时松源房。此处有一

条石板铺成的大道直通水尖岭(古称水岭) ，道旁山坡平坦。道旁古树干粗叶茂，

银荫漫坡。山风徐来，凉气阵阵。若歇足于此，一股幽胜舒适之感油然而生。诗云:

"回抱古杉版日荫，参天君松揽月神。崇岗天风育种情，满山翠竹笑迎人。"背时，

此处有望月楼。满月之夜登楼赏月，别有一番景色。

吊桥溪歌径山古刹之东数里外，有~狭长山谷，名曰"吊桥坑"。古时，谷

中有两处无法行走，有人架设杉木吊桥各一座，故名。从桐桥至南坞，长达 2.5 公

里左右。两边山高坡陡，谷底乱石深垫。一条山道时陡时平，盘折而进。深整之中，

山泉滚滚，哗哗作响。陡坡之处有飞瀑，崖壁之间有流泉。瀑分两级，泉如一线，

称之为"二级飞瀑"…线泉"。

四、径山寺

径山寺是"径山兴圣万寿冲寺"之简称。始建于唐天宝四年 (745 年) ，法钦

禅师遵"遇径而至"之师嘱，至径山顶结庵讲法，创建道场。大历三年 (768 年) , 

法钦弟子崇惠去长安与方士竟法获胜，代宗召法钦进京问法，赐号"周一禅师

下诏建径山梯寺。庸乾符六年 (879 年) ，值宗赐名"乾符镇国院"。宋大中祥符元

(1008 年) ，改名"承元样院"。宋政和七年(1 117 年) ，更名为"径山能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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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南宋乾道二年(1 166 年) ，孝宗游径山，亲笔御书"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额

赐之。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 ，圣祖南巡，御书"香云禅寺"额。

径山寺历经 1200 余年，传灯 100 多代，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最为出名，

在日本国至今仍称径山寺"万寿寺"。

殿宇 径山古刹旧时殿宇众多，规模宏大。鼎盛时有殿字楼|萄 3000 余植，僧众

3000 余人。"当其盛时，青豆之房，亦华之馆，弥H山谷"殿宇崇宏，甲于浙

水"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五《寺观~ 0) 台北明文书周再版《径山志》亦载:

"径山佛宇琳宫罗布，下院遍及各地，佛教史迹林立，与东西夭目蔚为佛固。"宋僧

别峰宝印祥师云"百万柑松双径背，三千楼阁五峰寒。"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

十五《寺观~)苏东坡在《游径山》…-诗中说飞楼涌殿服山破，晨钟暮鼓惊龙

眠。"

据明《径山志》载，其殿宇楼阁如下:明万历问 (1573-1619 年) ，门上悬有

月江宗净禅师所书"天下径山"之额。天王殿在山门与大雄宝殿之间，门上悬有宋

孝宗亲书"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之匾额。唐代，大雄宝殿建于大人峰之阳，宴坐峰

之四侧。南宋绍兴十七年( 1147 年) ，真歇清了师主径山时，迁建于鹏持峰之阳。

观音殿初建于宋，明时，因仁宗皇帝赐《藏经》供于此殿，改名为大藏阁。灵深

殿，又名龙王殿，绍兴二十八年( 1158 年)建。宋孝宗准宗果之奏，封龙神为"德

济显枯广泽王"并赐玉圭、玉带、黄金瓶及"灵降殿"额。祖师殿中供奉菩提达

摩、百丈怀海、国一法钦等 87 位祖师灵位及其画像。另有十方堂、明月堂、千僧

阁、龙游阁、奇树楼及钟鼓楼等。灵谷庵、夕照腐、宜照庵等居其旁。此外，还有

子潜、白云等静寺，普庆、化城、小径山、四径山、真寂、安乐、大安、实济、 }I阴

庆、万年正续院等下属寺院 112 处，遍及嘉兴、湖州、|临安、余杭等地。

清时，径山之殿芋有四殿、六阁、三楼、工堂、一轩、五亭、十六房、二十五

庵院，还有二林(即静寺)、四塔、七处下属寺院。其名称，绝大多数与前述相同。

"以上佛字，僧攘，大抵废者多而存者少，即称松源等十六房，近亦埋废过半矣。"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五《寺观~)清末和民国时期，因兵因火，屡遭毁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63 年遭火灾，寺屋仅存钟楼。 1990 年 5 月始，修复

径山冲寺，历经4 年，重建天王殿、大雄宝殿、法棠藏经楼、钟楼、鼓楼、神堂、

僧舍等 6000 余平方米，虽无鼎盛时期之旧观，但亦粗具规模。

遗迹宋孝宗御碑。其碑取材于太湖石，立于古刹山门之东含晖亭正中，由底

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底鹿为坐南周北的石毡，高 0.85 米。碑身立于道之

背，商 3.5 米，阔1. 55 米，厚 0.4 米。碑的上端有高 0.85 米的碑顶。傍刻如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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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四周绘刻龙文。碑身正面，四周刻有花纹，正中刻有宋孝宗于乾道二年 (1166

年)游径山时亲书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8 个正楷大字，碑的背面有宋楼钥所写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全文，字迹端正，笔锋刚劲。

钟楼 钟楼建于古刹天王殿东侧的朝阳峰山坡上，占地 64 平方米。楼为两层，

高 12 米，底层宽 8.11 米，进深 8. 14 米。楼中心自下而上立有金柱 4 根，直上楼曾

顶部，上设梁架，筑为钟架。底层正中屏后置梯，由南而北可登楼。楼四酣开窗，

楼与大钟由 10 根柱子承重。楼上悬有明代永乐元年( 1403 年)冶铸的大铜钟。钟

意号称 36000 斤，所以当地人有"径山穷，径山穷，还有三万六千斤俐"的说法。

钟高 2.34 米，下口1. 8 米，周长 5.6 米，上部周长 4.36 米，钟壁厚度，上口为 4

腥米，下口为 14 周米，按理论最最估算，约重 9700 公斤。钟声洪亮，撞之可闻数

十里。顶环时垃身图案，四足踏钟，头尾上翘，龙身弓起做环，龙须微曲上翘，八

字分开，称之为"金龙盘顶"。钟肩为建花阁案，中有腰带，钟腾波浪形有如意花

纹。腰带上下，各有框状方块凹，框边为革花困案，框中镑中缘助者姓名和钟铭文，

还有"皇图永固，法轮常转，佛日增辉" 12 个字。铭文为径山兴蚤万寿禅寺第 60

代十方住持呆庵普庄禅师所撰写。

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钟楼初建于宋嘉泰元年 (1201 年)。惜 1990 年大

火，只存空壳。①

万历香炉 明万册戊午年 (1618 年) ，真亮禅师缘化冶铸，香炉置于大雄宝殿

天井中央，至今未移其位。炉分为三层，鼎足而立。总高 2.62 米，炉围最大处周长

3.5 米，炉的造型朴素美观口炉顶原有两个因球。香炉朝大雄宝殿处，有一拱形洞

门，两侧有植联，上联是"带月吐青霓"下联是"和云飞彩风"。

五尊铁佛 明《径山志》载，为径山第七十代住持一清天一于明正统十一年

(1446 年)主持径山寺后诸善沈福诚、杜弘真欣然发心帮铁铸佛二躯 o 三尊铁

佛名日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坐胁侍、右胁侍大势茧，三佛均盘坐于莲花墩之上，

身披架挠，相胸眈足，形象逼真，姿态各异，造型美观。在"文化大革命"中，铁

佛遭破坏。

历代祖师名衔碑 其碑取材于青石，系径山第 151 代住持古鼎祖铭禅师宜于元

代至正十年( 1350 年)六月。祖铭刻石立碑时，为第 57 代，其中自传制住持 7 代，

十方制住持 50 代。后又补衷U l1代住持之名，全碑共有 68 代住持之名。碑的背面刻

祖铭师祖所撰"五峰组诗"和小序。石碑高1. 37 米，宽 0.67 米，厚 O. 16 米。 1983

① 1990 年 7 月 18 日晚 11 时许，突然起火，钟楼木质结构部分全被烧毁，仅存四周残骸，楼内所悬大铜钟

坠地后被烈火熔化过半。经有关部门查明，钟楼失火乃游客乱掷烟蒂引起。



东来阁( 2009年 · 临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