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天

嘲慧金《





天台山风物志

朱封茎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序

魏 桥

天台山真是得天独厚：秀岩、怪石、飞瀑、急湍、深潭、浅

滩⋯⋯灵秀的自然景色，久负盛名。
’

‘天台山又是修禅宝地：佛门清净，名僧辈出。天台宗源远流

长，曾东渡IEI本，闻名遐迩。已经湮没的道观，一度弟子如云，

为王者所尊。 ．

’

．

‘

名山早已与历代名人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了无数佳话、轶

事，代代相传，脍炙人口。

古往今来，不少高手徜徉于峰峦之间，栖息于古寺之中，留

连忘返，情不自禁，翰墨流传，启迪后人。1

。值得注意的是f天台山自唐宋至明清曾十修山志，可说是重

视修志的。可是有的稿本未刊，有的未见传本，有的今佚。现存

的也传本不多，难以见到。前人修纂的山志保存了不少可贵的资

料，·对于我们认识天台山的真面目及其深刻的内涵，是大有好处

的。但也不能否认，由于多种原因，上述山志存在一些失真。怪

诞之处。这是不宜苛求于前人，却能激励今人，认真编写出符合

时代需要的新山志。

朱封鳌君勤奋好学，有志于为名山立传，长期来苦心积累资

料，研究志体，‘又善于从天台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拘一格，立

纲设目，编成《天台山风物志》一书，溶资料性、知识性、趣味

性于一炉。相信是书的问世，定会受到旅游者、方志工作者和一

切关心天台山的海内外女士们先生们的兴趣。

遥想华顶，喜读志稿，欣然命笔，’是为序。．． 、

辛未初秋于杭州朝晖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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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告亡，
刖 吾

天台山千峰拱秀，万壑争流j境内风景幽美，古迹众多，有

“山水神秀；佛宗道源力之称。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

《天台山风物志》记述的是天台山的风光、景物以及历代人

文方面的史实。为了让大家对天台山的整个风貌和地方特色有一

个大致的了解，故有必要在这里先概括地谈一些情况。 ．

’

一、关于天台山的地望问题

天台山的地望，旧时有两种说法：·从整个天台山脉来说，

一从主要风景名胜来说。 ．

第_种说法，首见于六朝陶弘景的《登真隐诀》： “大小台

处五县中央。”注云：五县；即余姚、句章、临海、天台、剡

县。唐释神邕的《天台山图》则称：赤城为天台山之南门，新昌

之石城为天台山之西门i唐道士徐灵府又有。“剡县之金庭观，乃

(天台)山之：Itl'-J”之说。 ．

‘’上述佛、道两家的说法一都有故弄玄虚之意，并不十分准

确。纵观古书中的记载，要推张廷琛(1854—1911 7)《天台山新

志!叙山．》中的一段话，比较接近现实。他说： ．’

．． “山脉自荆州南岳分支，·蜿蜒起伏，递衍至处州(今丽

水)缙云之括苍岭。．自括苍岭北行至金华、东阳之大盆山i

大盆，祖山也，由是分为两支：一轰向新昌行，衍为会稽、

秦望诸山，一支向天台行，又分为两支：东一支、亘为天台

县西界、’鹧鸪诸山，东北一支，至关岭起顶，递行结为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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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以卑：顶为申．心点。南行一支，．为天台县治∥东行·支。

。 为宁海县；东南行一支，为台州临海；北行一支，为妻4之南

-境，为辛化四明山；·叉筘为上虞、余姚，·彖为宁波府。是天

台山为台、绍、宁三府之祖山也。．至嵊县之金庭，新昌连沃

洲、天姥，特天台之西北干耳。若缙云之仙都，青田之石

门，永嘉之玉甑，乐清之雁宕，黄岩之海门，皆环抱于台山

之东南，金华诸山，皆屏峙于台山之西北者也。”

张氏的说法，基本上是对的。根据现代科学测绘：天台县的

IJ|脉，包括天台山脉和大雷山脉，均属仙霞岭中支，南岭山系仙

霞岭，：远自广东九连山北上，经福建武夷山，逶迤入浙江省西部

江山县境，然后向东北延伸为会稽、四明、天台、大雷、括苍诸

山脉。其中天台山脉，蜿蜒于金华(永康；磐安、．东阳)、．绍

兴(新昌、嵊县)、台州(天台、仙居、临海、三f-1)、宁波

(．宁海、奉化、象山、鄞县、镇海)等4个地区、14个县市、入

海构成舟山群岛，为灵江与曹娥江、甬江的分水岭。以主峰华顶

山(海拔11"10米)，．在禾台县境内而得名。天台始丰漂以北之山

尽属之。大雷山脉(‘又称明岩山脉，以天台县西南明岩山命

名)，系大盘山脉分支，盘亘于金华(东阳、磐安)、白州e天

台i仙居、临海)2个地市，5个县市，为灵江上源始丰溪与永

安溪的分水岭。因临海、仙居、天台三县市交界的主峰太雷山

(海拔1229米)而得名。天台始丰溪以南之山尽属之。
’

第二种说法，自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开始，说：

“(天台)山在唐兴县(天台古称唐兴)北十里。”宋陈膏卿的

《嘉定赤城志》则褡： “天台山在县担三里，自神迹石起。翌明

传灯在《天台山方外志·形胜考》中更提出，以誓华顶为主，各门

环向”之说，-．即以金地岭、：佛陇、寒风阙、察岭为南门第_支，

螺溪、幽溪为南门第二支，槽溪、欢溪、灵墟(天封)。为东门第

一支，．王爱岭，筋竹岭为东门第二支，．大同寺、逢深寺、．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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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石笕为北门第一支，慈圣寺、金庭观为北门第二支，会墅

岭、彩斓岭、天姥山为西门第一支，关岭、秀溪、自岩、万年寺

为西门第二支。这种说法，只提天台山北面的范围，而丢开南面’

的山脉不管，显然是不妥当的。

有的旧志中，更把天台山的范围缩小到仅指华顶，石梁等处

的名胜。如《大清～统志·天台山》条，引晋顾恺之《启蒙记》

注云： “天台山去人不远，路经槽溪，水深险清冷，前有石桥，

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涧，惟忘其身，然后能济。济者梯

崖壁，援萝葛，度得平地，．见天台山蔚然奇秀。黟《罗汉胜迹

记》中称： “天台悬崖峻特，峰顶切天，下有石桥跨涧。”《启

蒙记》中说的只是华顶，《罗汉胜迹记》中说的只是石梁。若将

这两处当作整个天台山，则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

误。 。

正确的说法，j应当是：天台山即指今日天台县辖境内的山

脉，既包括北山，也包括南山。具体的范围是：东至筋竹岭25公

里，’与宁海交界，南至杜潭岭1 5公里，与临海交界J西至大盘山

60公里，与东阳交界；北至架龙岩30公里，与新昌县交界。东南

至黄振岭20公里，与临海交界；西南至紫箨山50公里，与仙居交

界，东北至澄深55公里，与宁海交界，西北至关岭25公里，与新

昌交界： 一
’

·
． ”

‘

、 二、关于天台山的特色 一‘·

，’1988年10月，、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评议组的专家莅临天台，经

过详细的考察之后，归结为“山水神秀，佛宗道源”八个字。其

详情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 。
t

一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天台山的纬度介于北纬28“57
7

～29。20‘和东经1200：41’～'121 0157之间。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冬季较温暖，一月平均气温5℃。夏季气温亦不高．，七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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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气温28℃。，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珍禽异兽方面，清代以前

有金丝猿、猴、虎等，至今尚有锦鸡、画眉、斑鸠等多种。珍稀

树种有云锦杜鹃、金钱松、香樟、方竹等i其中云锦杜鹃色彩绚

丽，’芳香扑鼻。每年有大批的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观赏。

土特产也很出名，主要有天台乌药、丹邱雾芽(茶叶)、黄

花菜(俗称金针)‘、三七参、白术等、均受到国内外的珍视。其

中天台乌药治疗胃气和心脏疾病具有奇效，近年来远销日本、朝

鲜等国，被异邦誉为“长生不老”的仙药，备受推崇s

二是山水神秀。一天台山的名胜区均系火山岩系构成的地层，

奇岩倒悬j怪石林立，有峭壁矗天的百丈岩，1酷似人形的仙-女

岩，鬼斧神工的石梁和地下宫殿般的明岩、石仓。由于山石峻

峭，水源丰富，形成无数飞瀑、‘急湍、’深潭、浅滩。。有雄浑奔腾

的石梁飞瀑、惊风走雷的紫凝瀑布，也有喷珠飘玉的龙须洞和娟

秀轻柔的珠帘泉。正如清齐召南在《天台山方外志要》中说的

“两山之间必有水。台山_-贝ll以溪流争奇，瀑布龙湫，眩目惊心，

描溪可济，灵溪可濯j即水磨、云碓，所在成景。至斯地者，歌

咏形焉。”、 。 ．

由于山水神秀，名胜古迹遍布，主要有：螺溪钓艇、双涧回

澜、石梁飞瀑、华顶归云、寒岩夕照、桃源春晓、琼台夜月、赤

城栖霞等，世称“台山八大景”。另有“台山十景”、“台山二．

十景”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一三是佛宗道源。早在南北朝时，一些名僧慕夭台山水之胜，

来此隐居修禅。特别是陈太建七年(575)，高僧智颤(538—

597．)来天台山．，在幽溪、灵墟等处建立道场，宣讲佛法。他‘先

后居天台22年，建道场12所，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个宗

派二一天台宗。唐、宋期间，天台宗盛行国内，并东传日本、朝

鲜，名僧辈出，．影响极大。天台国清寺成了日本佛教的发祥地。

宋末元初，。由于禅宗的兴起，天台宗渐衰。但到了明代中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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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宗高僧传灯法师来居天台高明寺，．重振宗风，一面置讲天台教

义，一面从事经义方面的撰述。．经过他30多年的．努力，使得台宗

中蒜，他被尊为“台宗中米之祖”。．明末清初，天台山寺宇众

多，茅蓬林立，有人写诗反映当时的盛况是∥_天台七十二茅蓬，
尽在悬崖绝壑中。落尽山花人不见，白云深处一声钟”。这确是

“实录”式的。 · ·

道教在天台山的传布，．比佛教还早。三国吴赤乌元年(238)，

高道葛玄始来天台桐柏山卓庵传道，建降真台、王乔仙坛等。唐

代中叶，司马承祯(647～735)来天台山隐．居。武则天、唐睿

宗、唐奉宗等，曾先后四次召见，向其问道，名声颇大。北宋淳

熙年间，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984～1082)在石桥和桐柏隐居

传道，弟子云集。‘自宋至明，天台山宫观遍布、其中桐柏宫受到

历代帝王的尊奉，尤为壮丽辉煌，成了道教南宗的祖庭。

三、关于人文方面的博耀

天台山秀丽的山水和众多的文物古迹，．两千年来，吸引了成

千上万的文人墨客来此游赏。早在东晋年间j文学家孙绰(3．1 4

～珂1)就曾慕各神游，作《游天台山赋》。随后，衷遁、许

迈、王羲之等大文人，俱策杖来游。南朝刘宋时，大诗人谢灵运

还特地派人伐木凿道，打通了自剡县军汞台、临海的山路，．以便
登山游览。 ”

．一
．．

，．

到了唐、宋时期，．文人来LlJ旗游达秘了高潮。庭代的李白、

孟浩然、寒Llj子、钱起、，刘禹锡、李纯、许浑、皮日‘休、陆龟蒙

等大诗人，均曾寒天台山游肇或隐居q宋代的名章女Ⅱ熬适、商似

孙，曾几、朱熹、’睦带等≯都是被谴谛来裂台州：而放穆形骸于
天台IJ：l水之间的。他们登山揽胜，浮想联翩，写下了太量的涛文

佳作，给天台山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圃时，还留下了太自读

书堂、骞岩、明岩以及大手比摩崖石刻等，傅得我们晴仰稠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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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请时期，由于天台山各声愈寒愈太，+加之交通像利r弗

山旅游的人更多。共中不少文人是特地来作考察旅游的。+妞咀代
地理学家徐弘祖(】586—1641)，．先后两次骞到天台山。．他鼬地

理学家的目光，对天台山的山水地貌作了详尽而独到舻考察，写了

·c游山前后记”，编入《徐霞客游记》中；此记对今天的地质工

作者仍有很大的科学研究馋值。清初，吴江潘耒(1 6．4；一170皂j

在天台山谱览了一个Jj之后，写成了《天台山记诊和《命蓼游
草》等，对天台山的每一令景点均作了详尽面邹致地描绘，便人

们进二考尽俸坞了鼹吞台叱?、 ．

．

国内外名人士宦的来游，对天台山文化的影响和促进是非常
大的。近人朱国华(1．84Z'--1900 j’套《．零白志碗．·’风毒毒碜说》
中说： “吾邑以I山水{耷名域内，晦摩间多为道溥、’释予厨栖：j有
洞天福地之说。其始占籍者相传为枣丁一．西徐、、’直胡、=j；顾P‘窭’
南渡以后，i士本夫扈跸来浙，恭天台山水享肚，赁奄孝冬定辱、
长子孙焉。”这就是说，南宋以后，天台人口才更加繁衍兴旺，

人才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其中宋代的徐大受、贾涉、贾似

道，元代的曹文晦，明代的徐善述、徐一夔、范理、鲁穆、潘碧

天、庞泮，清代的齐周华、齐召南等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

些人物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在政治、盎济或文学艺术方面，产

生过较大的影响。

“名fLl必有志”，天台山也是如此。早在唐代中叶，高道徐

灵府就曾编过《天台山记》，南宋时期，邑人宋之瑞又曾编过

《天台图经芬。明、请以来，文入学士编撰的天台山志书更是不

少。其中明释传灯盼≮：天台山方外志》、清张联元的《天台山全

志》和民国时期陈甲林的《天台山游览志》，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山志，记录了天台山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等等，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对于宣传和保护天台山，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它

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缺点；史事每闻必录，时有失考；记述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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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传说，往往涉及荒诞。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

苛求子前人，而努力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修志传统．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编纂出新的《天台山讽物志’》，乃是

摆在我们方志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义不容辞的任务。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努办搜集史料，编写这部风

物志的。全书共分六大部分，即：山水胜迹、佛宗道源、风物

掌故、名人游寓、天台山人物、艺文与方志等。每个部份又设若

干小题，以期将天台山的锦山绣水、风土人情及历代艺文菁华荟

萃于一书，使人读后对天台山的古今风貌有一个较全面而系统的

了解。‘
’

：

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会长、著

名方志学家魏桥编审，盛情为本书作序，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理事、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王志邦同志热情关怀本书，提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笔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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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溪胜境高明寺

高明寺座落在天台县城东北10公里的幽溪之旁。它是中+国佛

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颤(539一597)亲手创建’(当时称幽溪遭场)。

在佛教天台宗的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

《天台山全志》卷之六有这样的记载：

“高明寺，在天台县东北二十里。按旧经：本名高明。

今考所藏钱氏遗墨，乃清秦三年(936)，号智者函溪道场。

今殿前有经幢云： ‘天福二年(937)，舍入豳溪禅院’可

验也。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净名。不知何时复今

额。古老相传：谓先此惟乔木参天，薜萝翳次，枣嘉是居，

樵牧罕至。智额时居佛陇，讲《净名经》。忽经为风飘，

．翩翩不下，乃挺够披荆，寻经所诣。．行五里许，风息而垃憩

此．。颠觏斯灵异，复爱兹山峰峦秀发，清溪鉴心，乃即其地

以营净居。智颉十二刹，此其一也。其后或寺称净名，。堂名

翻蕴者，以此。，，

考之史实；高僧智颈(538～597)，手南朝陈太建七年(6}5 j

入天台山，先是结庐于天封山，自号灵墟，并注《潼粱经》于其

赶。后卜唐镛陇山，讲《净名经》。他唐夫台其22年，’建遭场12
薪，锄裤数关备桑，函溪遣殇是其中酶11脐。

‘

二 话唐天话年向'(+604二§07)，函澳道场改名高明寺。奎于
改名的原因，‘明传灯大师(i553--1627)在《幽溪别志》卷之一

《、函婪遣场。彩胜考》中作过解释： “既名幽溪矣，而寺又称高

萌。禾知者为法门隐语反说，葡之者实名’正而理顺。芷以幽澳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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