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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宁波这块仅占我国国土面积千分之一的地方，截至今日，耸立着 3 1 处规模不等 、 形态各异 、

类型丰富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 122 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位居前列 。 这对于宁波来说， 当

然是一笔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宁波所以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最直观、最生动的标准

之一。 其中，位于今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灵山山悉的保国寺，即是被国家首批(1961 年)公布

的文物保护单位，尤可珍视。

保国寺背枕自1)峰， 左辅象鼻，右粥狮岩。 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 循自然山势错落有致，合

人工天作朴美相间， 素有"东来第一山"之称。 据信史记载，保国寺肇始于东汉，扩立于唐代，兴

盛于北宋，绵延相继，终成胜境，为历代文人香客寄d情山水 、 愉悦心灵的理想场所。 现存木构大殿

即为北宋大中祥柯:六年 ( 101 3 年)的重建之物， 虽然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但依旧豪迈屹立、生生

不息。 凡是到过保同寺的人，亲临其境，仰瞻大殿，环观周遭，总能发出几重浩叹 : 一叹江南台风

频袭 、 常年潮湿之地，如此半山腰间之木构建筑居然能挡住狂风肆虐、暴雨倾倒? 二叹殿内构件仅

靠斗拱多变组合 、 相互勾连成涵空藻井， 竟能撑起如此庞然大物? 三叹独特的选料与构造，居然能

让虫鸟不进而确保"金身不坏" ? 这些"谜" 一般的问题，虽仍需后来者去探颐 、 去揭凳，但古人

善于认识自然、顺应 自 然 、 利用自然的智慧，则已袒露无遗，莫此为盛。 学界诸公因之盛赞其为

" ~营造法式》 之例证"、"海内古建之孤例"、"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

"浙江现存年代最久的木构建筑是一点也不为过。

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演进所特有的载录与表达方式，且为当代所

推崇和继承。 保国寺之有志，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 : 一次在清朝嘉庆十年 ( 1 805 年) ，余兆激著有

《保国寺志)) ; 一次在民国十年 (192 1 年) ，钱三照重篡 《保国寺志》 。 此二志，现均藏于寺内，对

于今人了解，保国寺的前世因缘、过程流变、人物与盛，大有神益。 民同修志以降，倏忽九十余载，

世事沧桑，风云际会，何等深刻;保国寺亦随时而动、与时俱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

点，单从保同寺的管理机构名称一一从"寺院"到"文物保管所"再到"古建筑博物馆"一一更

易中就可体味一二。 保国寺历史如此悠久，志书自然不能断流 ; 保国寺在新时期青春勃发，握笔著

述更应该继续。 有鉴于此，原"文物保管所"的同仁们在盛世修志的情怀感召下，早在 1993 年就

着于酝酿并搜罗相关史实，以图实现第三次修志。

后来的事情表明， 真正启动实施第三次修志的时间，落在了 2008 年的 9 月 。 理由很简单， 一

则因举国上下正全面铺开二轮修志大业，情势激荡，鼓励良多 ; 二则离保国寺古建筑精华木构大殿

重建千年之日，屈指算来仅有五年，修志存世， 当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礼物。 职此之故，业己改名为

"古建筑博物馆"的同仁们遂重拾思路 、 分工协作，不辞辛劳、民夜在公，或登书府，或访寺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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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流，内查外调， 一丝不苟。 历时四个寒暑，卒成此稿。 新志上续民国十年( 1921 年) ，下迄木

构大殿重建千年之日 (2013 年) ，傅使前后兰志在时间上紧密衔接，天衣无缝;新志以"大事记"

为纵轴，以"环境"、"沿革"、"建筑"、"保护"、"研究" 、 "利用"、"管理"为横排，体例新颖，

内容饱满，既继承历史，又反映现实，其服务当代、惠泽后世之功效，殊可期待。

值此保国寺木构大殿重建千年纪念之日，又届新志顺利付梓，内心之喜悦元以言表，真诚感谢

编篡者们为读者、更为保国寺做了一件功德无上的嘉事 !

成岳冲

2013 年 9 月 6 日



凡例

1. 本志设"概述"、"大事记正文为"环境" 、 "沿革"\、"建筑

用 一 、 二 )λ、"管理"\、"文献"共 9 章 39 节 。 另附录有"浙海关"、"保护规划"、"提升

规划" 等。

2. 本志上继嘉庆十年( 1 805 年) {保国寺志)) ， 续民国十年( 1921 年)重篡《保国寺志~ ，下

止于大殿建成千年的 20 1 3 年。

3. 本志采用横排纵写，各章分立，纵向记述。 各章记载事物不避重复交叉，然各有侧重。

4 保国寺以古建筑为主要特色。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单位几经变迁，资料散失，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筑结构、保护维修，尽量上溯 。 因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寺

院，故不设"先觉" 、"法语" 章节。

5. 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脉络清晰。 历史年代在公元纪年后标注朝代年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6. 采用资料来自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宁波市园林处、宁波市档案馆和余姚市档案馆的档

案， {保国寺调查报告》、《东来第一山一一保国寺》、《保国寺砖雕与石刻》等书籍以及采

访、口述资料等。

7 . 引人文字，保留原句，注明出处;调查资料、采访资料、加注释说明 。

8. 本志计数用阿拉伯数字。 习惯用语、民国以前的朝代历史纪年的数字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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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保国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灵山山番。 堪舆学论说以灵山为宁波城案山 ， 山势重峦叠

峙，苍翠如画，佛寺殿堂，错落其间，楼阁高下，盎然成趣，堪称伽蓝胜境。

前人有榄联写保同寺，谓"象峰迎日顾，蚊水带江姐" 。 此联对佛寺不着一笔，极写环境，却

道出保同寺的气度风也。

寺东的象鼻峰， 是保同寺之左辅，寺西有狮子岩，对应成右粥。 佛寺背枕廓峰，面向平畴，坐

落在三面环山的"燕子窝"里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 。 从山脚上行，石径迂回含蓄，直到

接近"燕子窝四周景观方豁然开朗。 清晨东瞻，可见海I居，黄昏西望， 以观?在霞 。 山前慈江如

带蜿蜒，曲折萦绕，为浙东运河支流。 其地东接宁波，西达慈城，北联镇海，毗连三城而独拥旷达

静远，当称福地。

保国寺建筑历经五次建置，其大体沿革尚能廓清。

据清嘉庆十年 ( 1 805 年) {保国寺志》 记载:东汉建武年间，骤骑将军张意与其子中书郎张齐

芳爱此青山秀水，遂立宅隐居。 佛教传入后， 舍宅为寺， 初名灵山寺。 《保同寺志~ (民国版)称

这是初次建置，但"汉魏六朝，远不可考" 。

唐会昌二年至五年 (842 - 845 年) ，武宗李炎命令废天下佛寺，史称"武宗灭佛" 。 灵 山寺被

毁。 唐董忠宗开始复崇佛教。 信宗广明元年( 880 年) ，有乡人戚诣明州(今宁波)国宁寺，请寺僧

可恭尊者住持恢复灵山寺。 可恭带上刺史的奏请， f皆檀越许标等人，寻往长安。 可恭以恢复灵山寺

为请求，信宗答应了，教赐"保国"额。 又赐紫衣一袭于可恭，任为住持。 可恭是为保国寺始祖。

《保国寺志~ (民国版)称此为二次建置。

宋大中祥柯:四年( 1 0 11 年) ，僧德贤、德诚住持保国寺。 样柯:六年( 101 3 年)重建大雄宝殿，

"升斗昂拱，结构甚奇，为四明诸刹之冠" (清嘉庆版 《保国寺志~) 。 德贤是为保国寺中兴之祖。

其后天倍、明道、庆历诸年，寺多修筑扩充。 《保国寺志>> (民国版)称三次建置。

宋治平元年( 1 064 年) ，保国寺曾一度更名"精进院旋即复名 。 后于元丰、崇宁、绍兴年

间，寺内多有修茸。 历元而及明，于弘治、嘉靖、万历、崇祯诸年间亦多有修茸维护。 至清}I顶治、

康熙、雍正、乾隆四代，仍修建不断。 康熙二十三年 ( 1 684 年) ，僧显斋、景庵重修大殿前拨

进巡两翼，增广重檐，新装罗汉诸天等相" (清嘉庆版 《保同寺志~) 。 康熙五十四年( 171 5 年)

住持显斋"坞工尼材，培偏补陷未数年而失轮备美清嘉庆版 《保国寺志~) 。 乾隆十年

( 1 745 年) ，僧唯庵、体斋对大殿"移梁换柱、立躁植盈" (清嘉庆版《保国寺志~) ，并重修天 斗

殿。 乾隆四十六年( 178 1 年) "山门、大殿悉被狂风吹坏，几无完屋，常斋次第修复" (清嘉庆版

《保国寺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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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元年 ( 1 796 年)起，保国寺住持敏庵逐一修缮殿堂、楼阁 、 台馆、井池。 重修大殿，

改装罗汉诸天相，且接管世尊殿，改名山灵寺，移建钟楼于大殿东首，新建鼓楼在大殿西首。 《保

国寺志~ (民国版)称四次建置。

其后，咸丰年间、光绪年间，也有修缮。 民国九年 ( 1 920 年)保国寺监院一斋建藏经楼和西

侧客房楼屋十间一弄，并对主要殿堂作了维修，东侧砌好蝴基，但因抗日战争爆发，未建造。 《保

国寺志~ (民国版)称五次建置。

由于战争烽火，民生凋敝， 寺院亦渐趋颓败，僧侣云散。 至新中国成立后，保国寺晨钟哑晴，

暮鼓肃静， 青灯不续，香烟断灭 。 1 95 1 年土地改革，佛像损毁，住持一斋去了上海，余六名僧人落

户附近村落务农， 寺产由慈溪县公安局接管，寺院作为关押犯人场所，佛像亦在此时损毁。

1953 年慈溪县公安局撤出，寺产由慈溪县民政局接管。 1 955 年改由余姚县民政局接管。 1 960

年 10 月，因县界调整，灵山属宁波市江北区，保国寺寺产由宁波市民政局接管。 1 972 年 3 月再由

宁波市民政部门移交宁波市园林部门管理，建立革命领导小组。 其间园林部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维

修，在寺外建造水库、亭台 、 道路，并增植林木。

在 1 954 年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时，南京工学院师生窦学智 、 戚德耀、方长源发现保国寺古

建筑，深感惊讶，后经同济大学陈从周 、 南京工学院刘敦帧教授核实为北宋建筑，窦三人撰写了

《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一文发表在 1 957 年的 《文物参考资料》 第八期上，从此，这座深藏冷番中

的佛寺建筑闻名于世。

1 96 1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保国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门遂成立文物保护小组，派

员进驻保国寺。 1 976 年 2 月，分别建立保国寺文物保护管理所和保国寺园林养护小组，各自作为宁

波市文化局和宁波市园林处的直属基层单位 一寺二主"相安自守。 1988 年 1 月起，保国寺园林

养护小组并入保国寺文物保管所，为宁波市文化局直属基层事业单位，并核定编制 13 名，担负古

建文物的保护 、 维修工作 。

保国寺之闻名于世 ， 非因其宗教传承，而是以一千年前精湛绝伦的建筑工艺而名扬四海。

保国寺建筑辉煌，大雄宝殿是其中精粹。 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 101 3 年) ，是长江以

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之一。 虽经历代重修，却未失宋时原貌。 保国寺大殿的创建年代虽比

福州华林寺大殿晚几十年，但历史的连续性和寺院建筑的完整性，都比华林寺具有更高的价值。 谓

其特点，约可从六方面概述 :

一是大殿平面布局进深大于面阔。 保国寺大殿进深 13.38 米，而面阔仅 11. 83 米 。 建筑采用厅

堂式构架体系，内 、 外柱不等高，前后两根内柱也不同高，为前高后低，前内柱到上平搏，后内柱

到中平搏。

二是采用瓜棱内柱。 瓜棱柱为四木合成，以四根直径较小的圆形木材做成束柱，用以承重，小

木间镶嵌的木材做成四瓣瓜棱为装饰，是江南地区使用小料充大材以承重载的最早遗物 ， 而将拼接

缝隙做成瓜棱外形更是匠心独运，反映了自宋代起木结构建筑朝省料方向发展的史实。

三是屋梁额采用"月梁造两肩皆有"卷杀" 。 保国寺大殿前檐阑额两端人柱处带卷杀，此

是现存宋代建筑中符合 《营造法式》制度的唯一孤例。

四是斗拱为"双抄双下昂单拱造用材粗壮，合 《营造法式》 之五等材。 斗拱采用长达两步

架的下昂，加强了构架的整体性。 斗拱用材的广厚之比为 3: 2 ，强度高而豪劲有力 。 藻井斗拱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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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营造法式》 之七等材 。 依据各处位置不同，斗拱组合方式多变，颇有创意，实为海内孤例，极

富艺术魅力 。

五是大殿不仅结构做法为宋代原物，且有题记留存，木装修也为宋代原物。 且此种斗八藻井形

式是江浙地区颇有代表性的做法。

六是阑额上留有"七朱八白"彩画遗迹，古趣盎然。

保国寺以其历史 、 艺术 、 科学诸价值，独步于中国古建筑之林。 特分述要点于下① :
历史价值。 保国寺在江南现存的佛寺中，虽然规模不大，但建置尚完整，现存的建筑有宋初所

建大殿一一样符殿，有南宋开挖的净土池，有明末颜鲸的题字，还有清代数次改建 、 添建的建筑，

比较连贯地显示出其发展、变迁的轨迹，也反映了天台宗寺院可兼修净土宗的佛教发展史实，成为

研究佛寺建置的珍贵实例 。 其中大殿真实地保留着宋代遗构和木装修，更为可贵的是大殿天花装修

集平基、平罔、藻井于一身，不仅在宋代建筑中，而且在 《营造法式》 成书前的建筑中是仅存的实

例。 大殿若在井的风格简洁、粗矿，用材仍为大木作范畴，与 《营造法式》 规定的小木作藻井相对

照，可比照出藻井正处在从大木作工种向小木作工种转换过渡的时期， 是这一转变阶段的历史

见证。

艺术价值。 作为江南名刹的保国寺 ， 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空间处理各具特色。

前导空间 、崇祀空间 、 生活空间各有不同的氛围 。 大殿虽规模不大，然在结构技术和建筑艺术的处

理上却独具个性。 江南一般三开间殿的构架以铺作为媒介，使内外柱的联络更为紧密，以此加强结

构的整体性，而保国寺大殿则是将前檐柱与前内柱三间的空间放宽，同时在天花部分作装修，以强

化与中部、后部的功能区隔，此为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中室内设计水平最高的一例，成为后世仿效的

楷模。 此外， 大殿的木作工艺手法比较接近宋 《营造法式} ，但它比 《营造法式》 成书要早 90 年，

留有唐 、 五代时期的建筑遗风，而阑额留有"七朱八白"彩画遗迹，其盎然的古趣，平添一段鲜明

的艺术色彩。

科学文化价值。 保国寺大殿代表 11 世纪初最先进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不但成为产生中国优秀

建筑典籍 《营造法式》 的基础，而且也是这个伟大创造时代的产物。 在 《营造法式》 所吸收的保

国寺大殿建造技术中，有些内容不仅指导着中国木构建筑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世界科学史 。 如用

材制度采用最具科学性的结构模数制，特别是"材"的断面比例，保国寺大殿斗拱用材断面的广厚

比反映了最高的出材率， 也以此达到最理想的承重和受力效果。 斗拱根据受力状况区分出"足材"

与 "单材布局方式合理。 大殿所采用的某些技术如"小材大用"的拼合柱，柱子的侧脚， 使用

长达两步架的下昂以加强内外柱、槽之间的联系以保证了构架的整体性等均有独创性。 此外， 室内

装修所采取的平基、平罔、藻井合用，在现存的早期木构建筑中也是仅存的孤例。 以上种种皆为宋

代官方所编的建筑典籍 《营造法式》 所吸纳，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保国寺在 1961 年 3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大殿进行

维修，其中 ]975 年一次维修规模较大，也是一次成功的古建维修案例。 1995 年起实施 《保国寺总

体保护维修方案)) ，包括为解决消防水源不足的引(河)水上山工程，以及白蚁防治 、 大殿下檐维

修、疏通下水道 、 观音殿维修、避雷等工程，历时 IO 年完成。 其间国家拨款 215 万元， 地方财政

92 万元，使千年古建再现青春。

保国寺同时又是优秀古代建筑的套萃之地。 1983 年迁入明代厅堂三间， 建成迎熏楼。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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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唐代经幢两座。 保国寺成为一个拥有唐 (经幢)、宋(大殿)、 明(迎熏楼)、清(天王殿、观

音殿、钟楼、鼓楼) 和民同(藏经楼) 各时期优秀建筑的古建筑群，为古建筑博物馆的建立创造了

条件。

号称"浙江古建筑第一寺"的保同寺历经千年沧桑，堪称古建瑰宝 。 根据宁波市政府"建设

都市文化，创建文化强市"的目标，在建制上已适时地由保国寺文物保管所升格为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 博物馆的陈列分基木陈列、 专题陈列和l临时陈列 。 陈列以大殿为核心，古建筑文化为主题。

保国寺的千年干IT建融合于向然山林之中，寺外自然山林 28 . 8 公顷 (28.8 万平方米) ，松、竹 、

梅傲立常青，杨梅、桂花繁茂成林，绿化覆盖率达 96% ，且多古树名木。 空气清新， 环境幽静，山

林之中散落着灵龙泉、桂同、 杨梅同、梅园、竹园、叠锦台、枫树坪、青幢亭、望日亭、吉祥亭、

慈江亭、揽翠亭、 祖师亭，、 样柯:匠| 、 朝元阁等景点，满山蛇紫婿红，处处鸟语花香，景色美不胜

收。 1992 年辟为保国寺公园 ， 是江北区，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 。

保国寺是同家二级博物馆、国家 AAAA 级旅游风景区、 y.jfr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又是宁

波市文明单位 、 科普教育基地 、 浙江省最值得去的 50 个旅游景区(点)之一。

自 2006 年建立保同寺古建筑博物馆以来，坚持以"抢救为主、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

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以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目标定位，努力建成

中国宋代 《营造法式》 教学研究基地，积极筹建中国古建筑科技保护江南中心。 在真实性、完整

性，保护文物古建筑本体的前提下，为实现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博物馆又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

古建筑文化研究、弘扬传承和组织宣传文化活动等多种职能于一体，充分利用自然、人文资源，整

合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积极发展博览、文化旅游产业，合理建设服务配套设施，逐步把保国

寺建成为向然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服务能力一流的专题性博物馆、城市休闲健身生态区和观

光旅游胜地。

保国寺收藏有清嘉庆十年 ( 1 805 年)编 《保国寺志》 和l 民国十年( 1921 年)重篡《保国寺

志》 。 本志上续民国版 《保国寺志}， 下止于大殿建成千年的 2013 年，以构成一部真实生动、脉络

鲜明、编排科学、体例创新的佛寺建筑的历史 。

这正是:骤骑山高万丈松，祥柯:殿阁郁葱笼 ;

登临徒觉，心神旷，信是东来第一峰。

注释

①本章有关保国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内容引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郭黛短、保 国寺文物保管所编《东来第

一山一一保国寺} . 文物出版社 ， 2003 年版。



第一章 环境

"象峰迎日顾，蚊水带江姐" 。 此联对大殿、寺院不着一字，但在极写的环境中，映出保国寺的

森森气象，赫赫声名 。

第一节地理位置

保国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西北洪塘街道鞍山村， 东经 1 21 。

30'54" ， 北纬 29 058'27飞寺院坐落在灵山山番。 国西莉;湖之东、黄杨桥之西北 ， 属灵 111 、马鞍山地

界 。 灵山 、 马鞍山为浙东丘陵囚明之余脉，东西走向 。 清嘉庆版 《保国寺志》云古灵也、郎峰

也、马鞍也 、 骤骑也，实一山而四名焉。 推其脉发之祖，乃从四明大兰而下至陆家埠，过江百余

里，凸而为石柱山 ，为慈邑之祖山，转南折东，崔鬼而特立者，部山之]页也。 顶之下复起三台，若

隐若伏越数百丈为寺基 ， 虽无宏敞扩豁之观，而有包涵盘罔之势，千百年来 ， 香灯悠远， 法系绵

延， 其他名 山 巨杀11， 莫有过于斯者。 又名八面山， 堪舆家谓是山乃西来之结脉处耳" 。

灵山为保国寺之坐山 。 寺东有象鼻峰， 被称为保国寺之左辅， 那里旧有望 日台，可供人们观茧'

日出 。 寺西有狮子岩，被称为保国寺之有粥。 保国寺就在三面环山的"燕子窝" 内 宅|掏而势阻，

地廊而形藏" 。 人寺者从山脚上行， 直到接近"燕子窝周围景观才豁然开朗，清晨东眺，可见海

上的曙光，傍晚西望，可观落 日晚霞。 保国寺所在的环境既有深山藏古寺的隐蔽性，又有院中观海

曙的开|诩性，甚为难得。

寺院在灵山南面半山腰，海拔 85 米， 占地面积约 2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米。 28 . 8 

万平方米自然山林风景区，西与鞍山 、东与灵山接壤。 与鞍山村、灵山村居民点相距各 o. 5 公里。

南面山脚下一条慈江河，西经慈城到余姚、丈亭 ， 与姚江汇合，东经骆驼到镇悔，入悔。

第二节地质地貌植被

马鞍山最高峰曰望海尖，海拔 250 米 。 "卓立望之，大海?昆茫无际，海中诸岛皆在指顾问"①。

岩石为花岗岩。 土壤为棕黄色站士， 呈酸性。 寺院四周，植被茂盛，腐殖质积累大于分解， 表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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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土色深，质地疏松。 寺西山林内景点 "黄泥浆潭"因此而得名 。 除西而吉祥寺山土层较薄

外， 其他山脉土层厚约 0.3 -0. 5 米 。

植被状况良好。 山上绝大多数为松树古松无恙鸟频 l啼长松绕寺绿围环" (民 国版

《保国寺志~) 。 郁郁葱葱， 空气元比清新。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马鞍山打炮洞，驻扎保国寺，

期间，建筑、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合抱大树绝大部分被毁。 近年来 ，由于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松

树亦减少很多 。 其次是竹。 "乍来人古寺， 景物何萧森，一路皆松蹬，千湾半竹林 o 古寺多修

竹， 清芳超众林民国版 《保国寺志~ ) 。 另有古树名木， 如青枫、香棒、银杏， 树龄皆在

500 - 800 年间 。 近年种植的桂花 、 杨梅 、 腊梅、红梅等，更使寺院四季花香不断，娃紫婿红。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丹桂红枫相映成趣，踏雪寻梅另辟蹊径，使保国寺成为世外挑

牒，旅游胜地。

第三节气候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地处宁波平原，纬度适中，属北亚热带季风区，温

和温润，冬夏季风交替明显，但由于所处纬度常受冷暖气团交汇影响，加之依山靠悔，特定的地理

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各地天气多变， 差异明显，灾害性天气相对频繁。

一年四季分明 。 冬夏季长达四个月， 春秋季仅约二个月 。 春季，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天气变

化无常，时冷时热。 因为地处灵山山悉，高温高湿的梅雨季期就显得特别潮湿， 相对湿度能达到

98% 。 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盛东南风，除局部雷阵雨外，多连续晴热天气。 南面山

峰挡住了南风进入，显得特别闷热， 气温能达到 36't:以上 。 有时受台风影响，多台风雨。 秋季，

阴雨绵绵的日子减少， 气候相对凉爽，但有时会出现闷热的"秋老虎"天气，后阶段是秋高气

爽的十月小阳春 。 冬季， 由于怜空气不断补充南下， 天气干燥寒冷， 此时盛行西北风。 与山北相

比，向阳南坡就比较暖和，腊梅都提前开放。 年平均气温 16. 5 't: ， 月平均气温以七月份最高，

为 28. 1 't: ， 一月份最低，为 4. 9 't: 。 无霜期 230 - 240 天 ，作物生长期 300 天 ， 全年年均日照时

数 1 850 小时 0 年平均降水量 1400 毫米左右，主要雨量有3 - 6 月的春雨连梅雨和 8 -9 月的台风

雨和秋雨。

附: 气象谚语

行得春风有夏雨。

月晕发风。

大殿石板潮湿，础润而雨。

天要落雨山头毛 。

秋雷扑扑扑 ， 大水没上屋 。

早晨有大雾 ， 尽管洗衣裤。

春霜勿露白， 露 白要赤脚。



浓霜猛日头 。

春雾雨 ， 夏雾热 ， 秋雾凉风冬雾雪 。

早看东头夜看西 。

干净冬至通遏年，通遏冬至干净年。

雷响惊垫前 ， 七七四十九日不见天 。

东问(电)风，西闪空 ， 南 问火门开，北闪有雨来。

第四节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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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 "僻处海隅，古名人罕至，山又不甚高广， 元大奇异"②，山身不远，为番不深，无源长

流远之溪， 但蕴藏着丰实的水源，或溪、或涧，曲折盘旋，关锁分明 ; 或泉、或潭，明澈清辉。 保

国寺前后共有八支水脉:

第一支:从后山西北隅 关房 禅房一一禅堂一一鼓楼一一云水堂-一-净土池。

第二支:从西南角新云水堂一一东流入净土池。

第三支 : 自净土池出一一东流至客堂。

第四支:从后山东北隅一一过祖堂经斋堂一一钟楼一一念佛堂一一客堂一一左折出墙外一一仙

人桥一一大溪坑。

第五支 :从天王殿前水池 山门右边直出一一折而经文武殿前←→斜落凉亭下至仙人桥一一

人大读坑。

第六支:从寺外西清坑一一瀑布一-仙人桥。

第七支:从寺外东清坑一一、瀑布一一仙人桥。

第八支:从寺外白虎山一一斜穿横山路 仙人桥。

净土池，又名荷花池，在天王殿后。 宋绍兴年间( 1131 - 1160 年)僧宗普开凿，长 14 米，宽

6 米。 当时曾栽四色莲花。 明时，御史颜鲸题"一碧涵空"四字。 清康熙二十三年( 1758 年) ，池

四周立石栏，将颜鲸题字刻上，两旁又刻"天光开图画，山翠入波纹"五字句一联。 寺内水脉以荷

花池为总汇，与寺外水脉总汇于仙人桥下之大溪坑。

3票骑井:以附东汉骤骑将军张意舍宅为寺之说而名，在大雄宝殿前左首。 井口径 0.44 米，深

10 米 。 水从石隙缝中源源渗出，特别清ìjlJ ，以此期茶 ， 味格外醇厚。 此井大旱不酒，大涝不盈。

消防池:长 13 米，宽 9 米，深 3 米 。 山下河口慈江河水经高压泵，径直注入此池。 再通过寺

前泵房的高压泵与寺内各消火栓接通，确保寺内消防用水。

寺后水库 1973 年，宁波市园林部门在寺后东北隅建小水库一座， 1975 年竣工。 容积 500 立

方米，供全寺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③。 现与消防管道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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