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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吨吨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砾耐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篡出版《湖湘文库B 大型

丛书.

《湖湘文库E 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篡工作繁耀杂，兹将有关事宜1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

人士辑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

究、介绍湖湘人物、 历史、 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 专题史，下限断至194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

式出版.

五、 除且'嗷图书以外， 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 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 参校本等.乙编图书

前言，贝~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 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il!:、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 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

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 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恢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溯湘文库B 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收涡山古密印寺剖，又作 t大涡山前，共八卷，清康熙前

期陶汝肃、陶之典父子编寨。 卷一为开山缘起、山水、寺刹等，

卷二为法系、功行表、法耍，卷三为法要、佛事，卷囚为塔基、

庄产等 ， 卷五至卷八为各类诗文。 除了大洲山本身的佛教、山水

前

育

文化资料外，也收录了隶属于涡山禅宗系统的芙蓉山、浮山、泉 1 1
塘山、白云峰、龙山等处的佛教文化资料，既是一部体例严整、

线索清晰、资料丰富的佛教文化著作，又是一部格调高雅、令人

心旷神怡的山水文化著作。

t大涡山草或 所述的IJJ山，位于长tj，市宁乡县西80多公里，这

里同安化、桃江两县交界，是湖南著名的佛教圣地。 湖南挽内有

两处涡山: 一处在长沙宁乡县西，另一处在株洲醋陵市东。 醺陵

市的涡山，又称'小涡山，是唐代大缘禅师的道场，山上有小伪山

寺;宁乡县的涡山，又称大涡山，是涡仰宗鼻祖灵桔禅师的道场，

自然也就是涡仰宗的发源地。 尽管区别明显，但人们还是有弄错

的时候。 例如 4汉语大词典》 在解释"伪仰宗"时就说涡仰

宗，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唐代涡山灵桔禅师及其弟子仰山慧寂所

~J。 因其先后在涡山(在今湖南省醺陵市)和仰山(在今江西省宜

春县)发扬禅宗，自成一派，故名。 .. (见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

典出版社2∞2年5月第三次印刷缩印本中卷第3442页)汹仰宗发样

地涡山，应该是长沙市宁乡县西的大涡山，而不是醺陵市东的小

涡山.因为灵桔禅师没有在小IJJ山担任住持的经历。



在 | 密印，作为佛教用语有两层含义 一是诸佛菩萨各有本誓，

副其理趣深奥秘密，因而称 "密为标志此槽，用两手十指结种

雪 | 种之相 ， 是为印象印契，所以称"印"。一是禅宗指达摩西来所传

寺 | 的、直指人心的"心印因是"教外别传故称"密"。 禅门内

相授密付， 以心传心。 大涡山的"密印属于后者。据本志卷

E开山缘起玲等文献记载:唐元和八年 (813) 八月 十五日，灵桔

禅师受百丈怀海的指派人涡山. jJJ元和末年 (820) .便已经开始

构建禅寺，最初称应禅寺。到文宗太和二年 (828). 赐"真应寺"

(后名三塔寺).住僧曾达千馀人。 武宗会昌年间 ， 令毁浮屠，灵丰古

2 I 即日散众，裹首自晦，流落民间。宣宗释禁，恰逢相国裴休节镇

潭州，闯苟师道行，用自己的车迎接，亲为落发。 并捐资大建佛

刹，置常住囚三千七百亩。 大中三年 (849) 奏赐寺额"密印寺"。

又在寺南二十里处，奏立同庆禅院，作为灵桔师的退居之所，即

今祖师塔所在地。灵桔禅师于大中七年 (853) 困寂，世寿的岁 。

建塔于同庆之侧，溢号大圆禅师，塔名"净惠"。灵括最著名的弟

子慧寂，到江西仰山开辟传教。 正是他们师徒的共同努力，创立

了南禅第一个宗派涡仰宗。 "1;由"与"仰"是山名，合而称之 .

成为派名 。 t自仰宗所证， 是涡山灵棺禅师所印证之禅，故又称为

访印梯。 因其开辟涡山之功，灵格又被尊称为涡曼。 宋苏辙 《浴

罢》诗便有 "恍如仰山翁，欲就伪曼卡"之句。 因此， 吃大洲山

志》所述之禅宗源流，乃是禅宗涡仰宗自身的发祥史及其主要支

脉的发展史。

吃大涡山志》 的编篡者陶汝湘、陶之典父子，为明末清初宁乡

名宿。 陶汝拥(1601一1683) . 字仲调，一字樊友，号密庵。明

亡，更号忍头陀，改名鞠延，字忍草。 少奇慧，应童子试，督学

徐亮生惊喜得异才。崇祯元年充选贡生。 次年，人京师，肆业国



子监。 崇祯帝幸太学，群臣请复行高皇积分法，祭酒顾锡畴奏荐 | 前

汝捕之才 ， 皇帝耀第一，诏题名勒石太学，除五品官 ， 不拜。 葵 1 .

商举于乡 ， 两中会试副榜。 南渡后，由翰林待诏改职方郎 ， 任监

军，复授检讨。 诗、古文有奇气，书法险劲，名动海内 ， 时称

"楚陶三绝" 。 若有 扩西涯乐府》 、 《喋古集}、 {寄云楼集》 、

倒玉堂纷、 锦树堂鼻玲、 在荣木堂捕、 情江县劫、 {长沙

府草动等。 陶之典 ， 陶汝菊长子，字五徽，号憔庵。 工诗文 ， 兼

精医术。 顺治间曾为安亲王府教习，授内阁中书，不就。

关于 t大涡山志》 的修篡始末 ， 陶之典 《汹志盼说得十分

清楚·

先君于革修郡邑 《在，). Jp纪戴大泊山水特详，而且别

作 《方外纪.>.为主枯草师立传，附动宫本本著于篇 。 尝憾

旧无寺志，使名胜之迹漫日义而不彰也。 岁戊中，慧山和尚

道风盛著iß.边 . 福蜷且辐辘，乃~..( (山志} 属之先君，遣使

布席，礼甚虔勤，先君欣然i>J稿。 稿就十肯，会滇南乱起，

辍未竟。 既数年，盐#谢渴事. !'J开龙山.来儿入寂。 继动

席者，迭代不追i且汲于此是闽置。越二十有四年，康熙击

中 ， 与峰禅师自大梅过动，简较遗迹，慨然回继绍，移书话

典……

戊申为康熙七年(166剖，这年三月，陶汝拥接受密印寺慧山

和尚的聘请，利用篡修郡邑 (，~，) 积累的相关资料，在当时宁乡

县西一里的松竹庵，一边阅读伍灯会沛， 一边开始了杖涡山

扮的编写工作。 不料 4却稿完成十分之六时，滇南发生变乱，

波及湖湘，于是辍手未竟。 过了24年，即陶汝湘过世八年之后，



在 1 为康熙三十一年圭申(16则，大梅与峰棒师写信邀约陶之典以竟

tlJ l 父师馀业。 他在信中说 "(泊山志》稿.篡自先史公，而先和尚

密 | 实勤敦请，吾两人并有遗责，其可弛是不问乎? 愿入山卒业，以

寺 | 毋坠厥绪。"陶之典则"悚然囊笔从之，自六卷以后，谨视先人义
志|

例，续为编靡。 而以前卷中 《法录系要》一听与公断裁。 邵陵刘

君潜山，时有搜考之助，于是犁然乃有成书。 " <(劝志跋))可

见，陶之典接受与峰禅师的邀请，主持了《大涡山志》的续稿、

定稿，与峰桦师参与了前卷中《法录系要》的鉴定，邵阳名士刘

应祁(号清山)贝IJ协助进行资料搜考。 陶汝期初创时是68岁，陶

4 I 之典受邀续稿时为71岁，父子都是当世名士，老成严谨，学富五

车，因此杖伪山志》的最终成果，远胜于同类编篡，是理所当

然的。

《大涡山志》的续稿、定稿、刊刻工作直延续了七年之

久，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 竣工，陶之典写《泊志盼时已经

是77岁 了。 此书编成后一共刊印过两次，第一次是续稿、定稿之

时c 开始是由当山和尚的峰禅师主持，不久他便圆寂丁:接手的

是天翼梅师，不久他也化去;最后在敬元禅师的主持下完工。 从

交付工匠算起，刊刻印刷花了整整十个月 。 按当时的工艺和造价，

印数恐怕不会很多，因为到 180多年后的同治年间，便很难看到原

刻本了， 于是就有了由五房僧人共同倡导的第二次刊印 。 密印寺

住持碧县仁禅师在同治十三年(1874) 所撰的键印大ìJ;)山志盼

中，于追述《山草动源起、续刊详情之后，接着说:

距今-百八十馀载，其间又有塔铭事迹应所登记。 于同

治击中夏 . 1i.J.辛法嗣等同商续修满志，全曰善。 皆1曰，老

4志》 一书，乃动山根本，世远年遥，仅存者有几9 印之宜



患霄，而续修且不可缓也。 甲戌豆，倩梓匠于石梅，市玉版

于朗江，将老 4也} 印刷百部。

甲戌即同治十三年。 老 4志》是泊山的根本，年代久远，所

剩无几，为应急需，所以据老 <'11呈》 重刊印制百部。最后还特别

声明不敢遗一字，不敢赘一词，盖还兹山之真面目，老祖之

心印手泽也。" 可见，此次重刊，没有对原本进行增减 . 真实完整

地保存了原刻的本来面貌。 首印本既然早就不可见，我们此次整

理位涡山草动，所选的底本就是清康熙丁丑年修、同治甲戌年重

镑印制的本子。

总之. t大洲山草动虽然首创时曾因战乱而辍 ， 但最终看来，

继述者仍是很好地承袭了乃父之风。 大涡山禅意避远厚重，毗卢

峰秀美清雅，人文与自然的钟神造化，在书中演绎出湖湘文化十

分精彩且不可或缺的→个侧面。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相信它在

佛教文化、山水文化、湖湘文化的研究中，在以文化为主导打造

旅游精品的构想中，都将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和积极的启

耳亏。

梁颂成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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