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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程以金

青原山是世界著名的禅宗祖庭，也是儒家理学的大讲坛。唐开元二年

(714) ，佛教南宗六祖惠能弟子行思从广东韶关南华寺至此开辟进场，广收僧

徒，宣扬南宗"顿法"创立南禅青原法系 O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及其

追随者，在青原山开讲会，办会馆，宣扬研讨心学理论，延续百余年，使青原

山成为当时全国的阳明心学研讨和传播中心。青原山以历史文化名山特有的自

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魅力，吸引四海宾朋近悦远来，流连忘返。

历史人物的活动，靠传记反映;灵山秀水的史迹珍间，赖地方志载录。

原山在清康熙年间首修《青原志略~ ，民国时期续修《青原山志》后， 60 多年

来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反映青原山历史和现状的新志书 O 为此， 2009 年，青原

区政协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青原山旅游开发建设的总体部署，决定新修《

原山志~ ，专门成立编委会，聘请市、区专家学者执笔。历时两年余，编寨人

员广征博采，勾稽史籍，实地考察，辛勤笔耕，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山志编

撰工作。

新编《青原山志》是我区策应吉安市委、市政府旅游发展"王山" (井冈

山、青原山、武功山)战略，打造古安中心城区休闲后花园的应运之作，是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对外宣传推介吉安青原，促进快速崛

起〈奋力进位赶超的需要。编委会在借鉴前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第一，坚持求实，体现科学性。山志是记载山情的资料汇集，编者注?在客观地

记述本地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反映自然环境及人物的社会活动，不粉饰历

史，不回避历史，力求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起到了"资泊

"教化"之功效。第二，突出特性，体现地方特色。青原山既是南禅祖庭，又

是儒学的传播基地。新编《青原山志》重点突出了禅宗道场、心学讲坛和名

人游踪等篇目，占全志篇幅的二分之一，为读者了解、研究青原山佛儒文化，

提供了翔实系统的史料。第二，力求创新，体现时代性。本志在继承旧志优良

传统的基础上，在体例上作了创新。新设了概述、自然环境、区域发展、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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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篇目，体现了时代性。与旧志相同的篇目则注重自然、人文景观和社会科学

知识，比较客观地反映青原山禅宗和阳明心学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

新修《青原山志》的出版发行，倾注着各级领导、专家的深情关怀，融

汇了编修、出版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它的出版既可作为朝山、旅游者的指南，

也可供青原山佛儒文化研究之用，必将促进青原山旅游深度开发和建设。因

此，我受山志编慕委员会之嘱，欣然为序，并借此机会，向一切给予指导和帮

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系中共商安市青原区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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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二
方志远

我出生在古安的"后河"畔，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区 O 没有上

"幼儿团"的经历，也谈不上接受"学前教育"回想起来，小学之前甚至根

本就没有接触过"书

就读的小学叫"南洲学校"飞，\，后改名为"文山四小"\口学校的校址本是

"龙玉庙 .. \，\，校门和台阶都由大青石板砌成，雄伟壮观，门榻上的牌固雕刻精

英，一、二年级的时候，教室是一座大殿。如果没有被拆除，这些建筑应该够

得上是文物。校门面对赣江，不远处是"榕树码头"这棵榕树种于明朝万历

年间，距今巳有 400 多年，据说树根延伸到了赣江对岸的"河东"。隔着赣忡，

眺望远山，那里是形如奔马的天玉山和俨然端坐的青原山。

毕业后知道，这样一座风水极佳并且可以成为文物的学校，竟然是当时

安的一所条件很差的学校。但我对这所学校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不仅仅是它

的建筑和风水，更因为在这里，低年级的老师对我的种种"劣迹"进行了包

容，比如在作业本上涂鸦却声称是"革字"、玩完了一个假期后不得不借同学

的暑假作业蒙混过关、将教室的扫把板凳当武器和同学打得昏天黑地，等等;

高年级的老师则将我培养成了一个比较能够应对各种考试，并且兴趣比较广泛

的学生。我认为，这个条件很爱的学校的老师，敬业精神和教学水平绝对不比

其他学校差 O

中学上的是"古安一中"。当时，戴着古安一中的校徽，可以让二中、三

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羡慕不已。后来知道，直到今日，放在江西全省，这也

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怀念这里的同学和老师，尽管那时巳经在贯彻"阶级路

线"快毕业的时候又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仍然对家中并不富裕却

成分有些偏高的我充满间情和信任，并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帮助。

十分有趣的是，这又是一座面对赣江的学校，每天放学出校门，向着赣江

俯视，白鸳洲的郁郁葱葱中，是和吉安一中齐名的"白蜡洲中学"。若干年后

知道，这个洲上造就了许多著名人物、创造了许多神话故事。当把自光从白蜡

由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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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上延伸而去，赣江的那边，远远横盖着的，依然是天玉山和青原山口

虽然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离开了古安，但对生活了 18 年的故乡却是

魂牵梦萦。"那一个个早晨和黄昏，像一幅幅图丽出现在眼前"其中包括被

神秘色彩所笼罩的青原 W o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学的是历史专业 D 专业所致，使我对江西和古安的

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尽管徐南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由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

文化，江西尚为"蛮荒之地"。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其实是江西的意外之咽。

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人们还是

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而且，将"徐南

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

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朝天空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及此后发

的宋金之间、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断把中原乃至江淮地区卷入战乱，造成了大

北方人口的商迁，使得吉安和江西的其他地区一样，接纳了一波又一波来自

中原地区的著名家族和劳动人口 O 始于隋炀帝的营建洛阳、终于宋太祖的定都

沛梁，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此东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南北交通

版图;这两个因素的共同结果，是古安随着江西，进入到全国交通格局的中心

位置。自唐中期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古安又

和江西的其他地区一样，不仅共享了这一变化的成果，并且成为全国经济重心

南移的重要内容。从此以后，古安和江西一道，跻身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行

列之中 O

当中原的人们还正为晏殊父子蛮声词坛而倾羡、为欧阳修独步文苑而仰

止、为王安石策划因是而疑惑的时候，他们更加惊讶地发现，后面接踵而

的，竟然是长长一列的一流文化人:曾巩、黄庭坚、陆九渊、周必大、杨万

里、姜樊、文夭祥、马端临、关澄、朱思本、周德清、解绪、廖均卿、杨士

奇、吴与南、邹守益、罗洪先、魏良辅、颜钧、何心隐、汤显祖、朱聋(八大

山人)、蒋士锤，等等。当这样一支浩浩满荡的江右文化大军，连同着白鹿洞

书院、鹅湖书院、白蜡洲书院、江右王门，以及《文献通考} {岛夷志略》

《广舆图} {天工开物} "禾谱"茶经" "陶录" "龙码" "样式宵"等等，密

集而持续地产生影响时，怎么可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文章节义之邦"、"家孔

孟而人阳明"之美誉遂纷而沓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比起得中原风气之先的

九江、南昌、宜春等地，古安和抚州的"后发优势"日渐显现。

由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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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一件发生在古安、发

生在青原山的大事，那就是禅宗的青原系、青原山的净居寺和青原讲会。

唐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宗教特别是佛教和佛学

的繁荣时期。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以及净土宗、密宗等等，兼容

并包。禅宗更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征，异

军突起，成为最具中国特色最受大众欢迎的佛教派别。吉安僧人行思，前往曹

溪南华寺，拜禅宗六祖惠能为师，成为其门下首座。 15 年后，行思回到青原

山，弘法于净居寺，从此开搏宗青原法系，并派生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行思既为禅宗"七祖"青原山净居寺亦成佛教名寺。

这一事件既是宗教传承中的大事，也是世俗生活中的大事。"七祖"行思

继承了"六祖"惠能"顿悟"之法，并将其发扬光大，把佛教从少数人的学

问修行引入更多人的道德修行。这种佛教新观念，既坚持了佛教的基本教义，

又与时俱进，适应了唐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仅对古安地区乃至对全国都产

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古安的士风、

民风，也在这一次洗礼中得到了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章节义"之邦的

根源竟在于此。

禅宗既不立文字"讲会"遂为主要的传道方式。宋元明清，古安书院为

海内翘楚，书院讲学与禅宗"讲会"相互激发，相得益彰口明武宗正德年

间，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讲学于青原山;十多年后，阳明高足邹守益等于

原山建起肯原会馆，始称"惜阴讲会"。江右王门的第一代弟子邹守益、欧阳

德、聂豹、罗洪先等，皆才二盟此会。浙江王门掌门弟子钱德洪、王徽等人，专

程捧场。"青原讲会"遂成天下盛会，也成为古安一府九县(庐陵、飞往水、安

福、泰和、永丰、永新、龙泉、万安、永宁)读书人的骄傲。万历年间，邹元

标等人熏开青原讲会，从者如云。黄宗载《明儒学案》说"阳明一生精神俱

在江右"实在青原讲会。

大概也是因为禅宗"不立文字"致青原山直到清初才修撰山志 O 顺治年

间，大然禅师住持青原山净居寺，不遗余力，搜括岩穴，网罗旧闻，创修《青

原志略} ，又经名儒施闰章辑补，成 13 卷。是为青原山有志之始。 300 年后，

民国时期古安居士彭大融，以《青原志略》修撰以来，年代久远，倡修《青

原山志} ，列青原禅宗系统，录前辈文藻翰墨，以表肯原宗派兴盛不紊，也使

300 年尚存文物得以保存。

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盛世年华，富而思文，盛世修志，青原区政协新修

《青原山志} ，是为青原山有史以来第二部志书，可喜可贺 O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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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背原山志~ ，对青原山及青原山周边的峰峦叠翠奇山秀水、历史沧

桑文化底蕴，作了周到的梳理，这是前志所不具备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新

志突出了青原山的佛教人文气息，呈现了禅宗文化的光彩，这在当下更属难能

可风 O

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人可以不信鬼神，但不能没有畏惧。

我相信，随着时代的推移， {青原山志》的人文价值将更加显现，它的启迪

义也将更加深远。

古安市青原区政协领导命我为新志作序，才疏学浅，本不敢当。兹回家乡

水土哺育长大，却之不恭口一个在"龙王庙"接受启蒙教育的学者，竟然为

"青原山志"作序，是否也算是天意?

儿时所见背原山，至今历历犹在目。

- 6 -

2011-11 叩 25 凌晨

于江西师大北区寓所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带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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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凡

一、《背原山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回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江西省实施《地方志工

作条例》办法，全面、系统地记述背原山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是地方性、资料性

的科学文献。清康熙年间(1662…1722) 首修《青原志略} ，民回时期镇修《青原山志} , 

此次篡修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前志基础上更全田地反映青原山的发展变化，青原山佛

i茧渊游、及其发展赠变，为读者了解、研究青原山文化现象提供-本翔实系统的新《青原山

志》。

一、本志的记述范围为:以青原山及其周边山系为中心，即广义的青原山，其范围

为:东起南华山，南至西华山，西至辙江，北界天玉山 O 徊在有关禅宗青原系梯寺、僧人

及梯事活动的记叙中不限于这一地城市围O

兰、时限不设上限，下i乞 2010 年。部分阁片内容下班到 2011 年。

四、自然环境撞在叙写其地理环境、山水气候、动植物及与此相关的人文景观。

1i、弹宗i草场以净居守为中心，其历史沿革、擅变发展、佛事活动、重要人物以及禅

宗背原系在本地、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六、道教仙坛记述青原山境城j直教的起源及重要道观、道派、道人及其活动和影响。

七、青原山作为晚明阳明学派的重要活动场地，特设心学讲坛一篇，作较详的记叙，

显现以古安为中心的阳明学派的兴起、发牒和兴星星的历史状况。着重i己叙阳明学派学者在

青原山的有关讲会活动及其学术货献。

八、本志未专设人物篇，有关禅宗、道教、心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分散在相关篇因中。

介绍人物按人名、字、号、法号，出生年月，籍贯，出生地，师承关系，与佛道儒相关的

主要活动及其地位和影响等要素叙写，其他人物紧扣与青原山的变革发展、与佛i尊儒活动

有关的内容叙ÉÍa 本籍人物系指现省安市辖区内人物。

九、历代有关背!原山的题咏、做联及有关青原山寺观兴建、佛道洁动、人物活功和交

往及回忆、纪实的文章，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是青原山文化现象的重

要载体，本志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这类作品，按时间顺序、文体形式编排。

十、青原山有大量的文物遗存，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深入的发掘、辑舰、研究，更见

青原山历史文化承载的阵鼓丰富。文物篇对市谴扯、古建筑及器物、瞄额等作简要记叙。

十一、背原山的社会发展状况、教育卫生等及旅游资糠的开发利用作适当的记叙。

十二、杂记记叙以上各篇之外的掌故、风俗等。

十三、历代修志序及净居寺庙 1300 年周年纪念有关资料附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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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南华寺方丈传正大和尚为 〈青原山志 〉 出版题词。
右为传正大和尚，左为青原山净居寺方丈妙安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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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原山全景图

青原山全景图(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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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居寺天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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