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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城内东北隅。(见图一)铁

塔正名“开宝寺塔”，因塔身全部

使用铁色琉璃砖营建而成，外观

近似铁色，故从元代起俗称铁塔。

铁塔高55．08米，八角十三层，始

建于北宋皇禧元年(1049年)。宝

塔雄伟挺拔，峥嵘屹然，是中国古

塔中的极品，1961年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铁塔因建于宋代皇家寺院开

宝寺内，而正名开宝寺塔。开宝寺

的前身为独居寺，该寺建于北齐

天宝十年(559年)，迄今有近
图1铁塔在汴图

1500年的历史。古寺宝塔历尽沧桑，目睹了古都开封的兴衰，记述了古

都开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站在铁塔脚下，欣赏国宝铁塔自身的千古神韵，回顾历史，浮想联

翩。早在战国时期，铁塔脚下曾是夷山之巅，夷门长者侯赢和侠肝义胆

的信陵君两人联手在此演绎了“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为文人墨客

凭吊怀古的寻胜之地。金代诗人李汾在此凭吊后，写下了“夷门自古帝

王州”的千古绝唱。向南望去，现今的河南大学，早在宋代就是国子监，

后为贡院，是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圣地，在此为国家选拔出无数

街名标牌

位栋梁之材。时至今Et，在这片圣贤之地的热土

上，还留下一大批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师的

足迹。再看铁塔的塔基之下，神秘莫测的地宫，



铁塔集日

合标

埋藏着宋代笔记中记述的阿育王佛舍

利，千百年来它吸引着世人的跟球，是众

人可望探秘的寻宝圣地。铁塔在世的价

值和意义，已超越佛教文化，渗透到其他

领域。如在地域方面，开封以铁塔命名的

街道就有铁塔一、二、一、四街，铁塔西

街，铁塔南街等6条之多，还有铁塔办事

处等；在产品方面，有铁塔牌香娴，铁塔

牌火柴，还有形成规模的铁塔橡胶(集f；j_I)有限公司；

在金融方面，有以铁塔作图案发行的钱币，有不同

面值的邮票等(见照片)。就是百年名校河南大学毕

业的学生，也自称自己是铁塔牌的大学生，把历史

延伸到上千年。特别是现在年轻的新婚夫妇，常在

铁塔面前拍照留念，让千年铁塔作证，他们的婚姻

像铁塔一样坚固无比．牢不i1『破。

国宝铁塔无穷的魅力，高超的

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已深深地扎根

于开封人的心日之中，铁塔屉开封

人的骄傲，他已成为开封市的城市

标志，是宋都开封一张亮丽的城市

名片。
铁塔邮票1 镜塔邮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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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铁塔溯源

一、北齐——独居寺

公元550年，年轻气盛的义宣皇帝高洋，在年仅20岁时就推翻了

东魏王朝，禅代称帝，周号齐，史称北齐。建国初年，他专心政务，南征

北战．开拓疆土．疆域扩大到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局部及

苏北、皖北的广大平原地区，使北齐成为当时南北_个割据国家中最

强大的一个。当时开封仍按东魏设置定名为粱州，并设治所浚仪：

北齐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北齐皇帝要借

助佛教巩固统治地位，把佛教奉为国教，尊名僧为国师，不但皇帝亲自

筑坛礼佛，还让所有后妃和重Jj都受菩萨戒，以佛教规则约束自己=

北齐佛教空前发展，境内最盛时佛寺多达 。．；

4万所，僧尼200万人，仅国都邺城(今河北邯

郸)就有佛寺4干所，僧_『i三8万人，现今在响堂

山石窟还保存有北齐造像(她【剥)。高洋后期功

业A傲，荒淫暴虐，年仅3I岁就病死，葬武宁

陵。

北齐时期的僧侣弘扬佛法，扩建寺院，如

鱼得水，曾经是魏国首都大梁的梁州是他们的

首选。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555年)僧侣们就

在粱州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旧宅始创寺院，名叫建国

寺：建围寺的营建为日后大相国寺的兴建埋下了伏笔一

信陵君礼贤下士，延揽食客，威名远扬。北齐僧{吕们深知

信陵君的影响，便顺藤摸瓜，找到他的挚友，魏国大梁夷

门独居隐士小吏侯赢的游住之地夷山．发现此地原是侯

北齐太佛

文宣帝高洋



赢独居静修之地，已成为历史上文人墨客寻古

凭吊胜地，是弘扬佛法的风水宝地。于是，北齐

天宝十年(559年)他们在此处大兴土木，营建寺

院。或许出于对独居隐士侯赢的怀念之意，便把

寺院定名为“独居寺”。从此夷山之上成为佛教

的道场，为古寺宝塔的建造奠定了基础。

一2

匿
独居寺



二、唐朝——封禅寺

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期，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也逐步凸显出他的重要作用。北周时期改梁

封禅寺

州为汴州。在唐延和元年(712年)移开封县治

于汴卅I城，与俊仪县治同城不相属。到唐延中二

年(781年)节度使李勉重筑fl"'kH城和节度使衙

署，移宦武军节度使治所于汴州。

腑朝的佛教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

加适应中吲礼会．佛教逐渐与传统的汉文化相

融合．成为封建统治者文治的重要手段。唐太宗

李骷民大力支持僧人玄奘西行求经，武则天更

是川佛教为当女皇帝提供了宗教依据：佛教更

增加了对皇权的依赖，为塑权服务。佛教正由一种外来文化演变为中

国本土史化，所以佛教发展到!l『}；盛时期。

唐朝第六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即帝位后(见图)，选贤任能，励精

网治，以致形成唐朝建立以来国家兴盛的又一个高潮。据《册府元龟》

卷36记载，大臣们认为李隆基玄宗皂帝治国有功，应该封禅泰山，以

告成功于天。经大臣们四次bi求，玄宗才东封泰山，封禅大队人马浩浩

荡荡，仪仗马队1000肛作为一个方队，交错排。 。埔

列．远远望去就像彩云锦绣(址图)。玄宗在山顶、毒 · 一

举行了隆重的封禅仪式。为纪念这次封禅活动，

玄宗还亲自撰写了《|己泰I山铭》一文，至今还能

在泰山顶看到大观峰的唐摩嶷碑。封禅成功后，

玄宗喜气洋洋，柱回归京都的路上要寻胜迹，访

古寺，视察民情。，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拿程游览^

大梁城，寻访夷门1日址，凭吊信陵君、候赢等先，

贤．并据此叙写f-《史记》巾候赢等一代侠客的
唐玄宗车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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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烈口丽．／7是f J把灭有，川JxL剔

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等历

史故事早已印在玄宗的脑海中．汴

州地方官吏也迎合皇帝之意，在夷

门之上=独居寺侧旁营建行宫。玄宗

皇帝在行宫休息之后，游览了“独

居寺”，心情所致，下诏重修独居 玄宗封禅图

寺。为纪念他东巡泰山封禅成功，凭吊义士侠客胜迹等活动，取封为

“祭天”，禅为“祭”地。历代帝j一在太平盛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

大型典礼之意，把“独居寺”更名为“封掸寺”，让寺院的名字也融人中

国传统文化，也为废寺院逐步发展为皇家寺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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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朝——开宝寺

公元960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鸿猷安社稷，

东京城金殿正位神武定乾坤，在开封龙亭登基当皇帝，成立了大宋王

朝。从此以开封为发源地，拉开了赵宋

王朝的序幕。宋朝历经了北宋、南宋各

九代，共十八代皇帝，历时320年，是我

国封建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朝代。开封

是巾国宋朝的都城，当时其人口已超过

了100万，口J_谓盛世盛都。宋朝的GDP

■1—_]

潞
占全球的50％，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 宋朝开基

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让开封人骄傲的是大宋王朝成立的所在

地就在古都开封．

大宋王朝之所以枉我日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其综合围力能达

到巾国封建社会之巅峰，是和赵宋皇帝在开封龙亭执政时期制定的治

国纲领密不可分的．巾于政策顺从民意，生产力大发展，宋朝成为中国

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

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因此，中同封建王朝的顶峰应是宋朝而不是唐朝。

赵匡胤亲自导演的“杯洒释兵权”，使兵权高度集中，从此巾国再也出

不了臣子夺权篡位的事情，结束了我国封建王朝祖国分裂的局面，黎

民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赵匡胤生前下的

密诏同训，给他的子孙后代立下“士大夫及

上书言事者都免死”的规定，给文臣谏官更

多的i彳论FI由。被2006年5月中央党史出

版社m版，李蒙著的《帝国的黄昏》一书所称

赞，朱朝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材，是中国历

史上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也是最民主

的朝代。”良好的政治气候，推动了社会全



面的进步，商业、贸易、金融高速发展，市场经济十分活跃。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交子”在社会上巳开始发行流通；造船厂、冶炼厂、火器厂、造纸

厂、印刷厂、织布厂、陶瓷厂等等制造加工业大量涌现，产生了小业主、

手工业者等中产阶级，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科技发明成果显著，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特别是科技成果开始得到

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如指南针用于航海、活字排版用于印刷术、针灸铜

人用于医疗、火药用于兵器、大宋臣民日常的燃料巳使用煤炭了。富裕

的经济生活促使人民文化品味的提高和生活情趣的提升，宋代的文化

艺术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高度发展，特别是宋词

独领风骚，出现了“夜深灯火上樊楼”太平盛世的喜人景象。所以说成

立于开封的大宋王朝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

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作贡献最大的朝代。到了南宋定都杭州，

南宋皇帝继续执行先帝在开封制定的国训，加之全国精英都云集杭

城，使南方的经济飞速繁荣起来。从此以后南方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

宋朝建立后终止了后周的废佛运动，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宋代在

佛教政策上吸收前朝经验，更加趋向于理性，一方面要发挥佛教服务

政治的功能，一方面又要严格限制僧尼人数过多等不利因素。对待佛

教的政策也因时局而不断调整，既有支持，又有限制，总体表现为理性

的良性政策。太祖即位之初，便解除了周世宗显德间(954--959年)的

废佛令，建隆元年(960年)六月的诏书中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

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

元年六月辛卯条)此诏书虽肯定了废佛的事实，但也是宋初平复“法

难”的起点。乾德二年(964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贝多叶

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建德五年七月”条)乾德三年沧州僧道

圆游历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

西土风俗，同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次年，遣僧人

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并各赐钱三万。(参《宋史》卷二《太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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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太祖在位时把佛教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对外沟通，收复吴越等

国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太祖本人也表现出对佛

教的喜好，他曾以金银字写《金刚经》，召蕴法师讲演，诏超法师等人内

诵金字大藏经，还曾手书《金刚经》读诵，并谓赵普目：“不欲甲胄之士

知之，但言读兵书。”(志磐：《佛祖统纪》卷51)太祖乾德四年流配李霭事

件宣告了佛教存在的合法，《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四月

丁巳条：“河南府进士李霭决杖．配沙门岛。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

言，号《灭邪集》．叉集佛书缀为衾，为僧所诉，河南尹表其事，故流窜

焉。”这一事件是宋代佛教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佛教存在合法化

的有力明证。

宋太祖开宝i年(970年)，以赵匡胤的开宝年号又改封禅寺为开

宝寺。在此前后．宋朝廷连年拨款扩建开宝寺院，重起缭廊朵殿。规模

宏阔，巍峨壮丽。当初，京师立左右街僧录，分辖各寺院僧众。左街相国

寺、右街开宝寺，同为首都佛教寺院领袖。加之北宋历代皇帝时常到寺

游幸、祈祷和宴享，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开宝寺内设礼部贡院，考

试全国举子，因而寺院名声大噪，成为宋代名闻遐迩的臣刹，在国际佛

教界影响巨大，同闰际间的佛事交往亦很多：开宝寺24院的名称，见

于宋人记载的有：福胜院(一作福圣院)、双林院、上方院、经藏院、f一王

开宝寺

院、宝林院、永安院等：其中上方院座落在开

宝寺的东院，在安远¨里夷山之上，义称上方

寺。上方寺的前身，据《嘉靖河南通志》、《康熙

开封府志》记载，原名等觉禅院，晋天福中

(936—943年)建于明德坊。宋乾德二年(964

年)，诏迁于丰美坊，即现址。庆历元年(1041

年)改名上方寺。据《癸辛杂识别集》ie-载，原

名叫光教寺，俗称上方寺．因上方寺建有铁色

琉璃塔(即铁塔)后人称上方寺为铁塔寺。南

唐开元寺僧、山水画家臣然，随南唐后主李煜



开宝寺塔·接引佛

归宋，居开宝寺．H本到中国有名高僧有奇然、成

寻等；奇然于太平兴周八年(983年)人宋，为太宗

召见．住太平兴吲寺：后历访各地巨剁和当时名

僧。雍熙四年(987年)同同，赍回宋版大藏经和旃

檀释迎像(亦称旃檀端像)至今犹存于京都嵯峨清

凉寺。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年)人宋，过长江时，

曾受到金山寺宝觉务周的斋请。后于太平兴国寺

与H称、天吉祥等参加译经，赐号“善慧大师’。元

丰四年(1081年)喇寂于开宝寺，敬葬天台山。著有

《参天仃五台山记》、《观心沦注》等。靖康元年(1126年)t---#l，金人人

城时，开宝寺一场大火，昔日繁盛寺院．顿时萧条冷落，以后历代虽多

有整修，但终是一蹶而不能爵豫．



四、金朝——上方寺

公元1 125年金朝第二代皇帝金太宗吴乞买继位．率兵南侵大宋，

于1127年围攻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攻陷东京后，金兵入城，大肆

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宝寺火”。昔日香火旺盛的皇家寺院，金碧辉煌的殿堂被大

火焚烧毁尽，财物遭受金兵的劫掠，宋都巨刹元气大伤。

金朝灭辽、北宋南进中原后，佛教开始大规模传人，金代带王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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