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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之圣地精神之净土

撰文/宝罢

屹然街岳，巍然武陵，傲然罗霄，亘然五峙，峭然慕阜，雄然雪峰;

亦有奔奔腾腾的四水，浩浩汤汤的洞庭……二湘大地处处有索教圣地

地点缀，如同璀蝶的群星，文明的光华问烁在天阔风清的时空里。

宗教圣地，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里生长了千百年的特殊的文化现

象，而今也十分和谐地，耸立在湖南现代生活氛围中，毫无疑义地，格外

吸引人们的目光。 深山老林，曲径通幽;河湾崖畔，把桨而上，映入眼帘

的便有佛教的寺庙或道教的道观，且在城镇的小巷深处，村落宁静的

一隅，你亦能看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或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 就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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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特点而言，衡山是佛、道教庙宇寺现云集的地方，有南岳大店、

祝圣寺、黄庭观、福严寺、玄都观、广济寺、丹霞寺、铁佛寺、高台寺、上

封寺、南台寺、圣帝庙、方广寺等等，人们将这些圣地称之为南岳衡山

的精神之山，是登格渴见的好去处。

走近湖南宗教的每一处圣地，不论你是信男善女、经生教徒，还

是有着其他，信仰的旅客潜人，都要被拉特的景观所吸引，所感染，从

而产生亲近感和崇敬感。宗教场所总是建在适当的住豆，特别讲究与

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达到和谐的统一，体现出"和而

不同"、"万流归宗"的和平共存与互促发展的持久态势。从湖南整体

来看，长沙岳麓山为佛、道的起源，衡山成为二教的中心地，且衡山为

中国五岳之一，继西形成南中国佛、道教瞩湾之地。长沙与衡山同处

在湘江之畔，带动了湖南文化中的湖南宗教的发展，使佛、道、伊斯

兰、天主、基督五教的寺庙道观和教堂在全省各地建立起来，有了以

县域或名山为范围概念的建设挽模。其中，伊斯兰教的寺院主要设立

在湖南的四、维吾尔族及信奉伊斯兰教人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中

心突出，辐射均匀 E布局合理，疏密得当 z珠络清端，层次分明。这体现

出湖南宗教场所鲜明的地理特点。同时，所有场所都融汇于大自然山

水风光之中，依山伴水，植竹栽树，真可谓纳天地，之真气，吸日月之精

华，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宗教场所尽显圣地的光彩。

我们要特别地传诵人文环境对于宗教场所的优良影响和健康扶

植。近些年来，随着新时期开始的菌民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对各地

宗教场所的恢复、改造、修建、扩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资

金，具体策划，尽心尽责，不遗余力。特别在 2004 年 11 月，g)务院总

理温家宝签署离务院第 426 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

条例)0 (条1Jn的问世，使湖南宗教场所在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人

文环境中，有了崭新的面貌和直观的魅力。

一直以来，宗教场所总是被人们称作精神的一方净土。晓风崭

霞，夕照初月，样光，中的寺庙道观和教堂显得庄严肃穆，云雾塘绕，香

烟飘飞，展示出一种生活的境界。钟声、磐声、木鱼声、诵经声和唱诗

班的歌声，传达出生命符号的许多信息与禅机。宗教场所实则是宗教

的大本营，是从一个角度来宣传真、善、美的课堂，是短依人们纯洁之

心灵和锻炼人们求生之毅力的圣地，在今日社会进步、思想开放的和

谐环境中，亦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加

强民族理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理家安全和祖民统一，树立我国的

国际形象的碎地。我们走入湖南的任何一座宗教场所，都能在这方净



土上得到心灵的陶冶，陡增人生的力量。

湖南的宗教场所为我们的生活展现出许多的骄傲，如长沙岳麓山

的麓山寺是湖南建筑的第一个寺院，它与后来出现的云麓宫遥遥相

望，且伴着岳麓书院的读书声，成为湖湘文化源头的瑰丽的历史记录。

如南岳衡山众多的寺庙道观，每年吸引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朝拜与参

观，堪称中国宗教的一支重要的方队。 如张家界的普光，禅寺，地处世界

上最为神奇美丽的山水之间，国内外游人都乐意到那里拜诵。 如长沙

城里的清真寺、天主堂和基督教堂，在高楼大厦和立交桥间耸立，特别

的造型使现代化都市增添了美丽的风景线。

打开本书，我们可在我省历史上或现今的著名的宗教场所作一毒

神游。 东南西北中，三湘四水各地，的宗教场所将以自身的特点，给你美

好的享受。 三湘之圣地，精神之净土，这就是湖南宗教场所最真实最动

人的写照。

(本文作者系南岳佛教协会副会长、南台寺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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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麓山寺:湖湘第一道场

岳麓山又称灵麓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南北

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

为足。"故名岳麓。其濒临湘江西岸，连峦叠峰数十里，碧

崎屏开，秀如琢珠。主峰云麓石骨苍秀，廊殿楼阁依山伴

石。凭栏远跳，湘江如带，桔洲浮碧江心，三桥飞架东西，

古城新郭尽在青烟紫气之中。周围有凤凰山、玉屏山、天

马山、桃花岭、绿峨岭、金牛岭、圭峰等青绿山峰依附着，

势若众星拱月，浑然一体。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群峰朝拱

如骏奔"句，写尽了岳麓山天然雄浑之势。

岳麓之胜，甲于楚湘。这座景冠三湘的名山，更是一

座钟灵毓秀的文化高山。其书院文化、碑文化、宗教文化

以及掩埋着根根忠骨与高洁灵魂的墓家、历代大家巨匠

达官显要留下的千古名篇及故事，均成为这座名山之中

汩汩涌动的文化瀑流，轰然作响地汇入浩瀚无涯的湖湘

文化中，湖湘文化亦因此日渐丰盈，博大精深。"千年讲湖南宗教文化艺术四库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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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岳麓书院、禹王碑、隋舍利塔、爱晚亭、古麓山寺、云麓宫、麓山寺

碑、黄兴墓、蔡愕墓等等人文胜迹，自然成了此山最耀人眼目的珠

光。漫步在岳麓山的每一道山岭或林荫小道中，承载着自己躯体与

灵魂的似乎不是脚下的泥土或石块，而是那至为令心灵震撼的文化

与精神。

自然景观是天造地设的事物，无须掺入人为的因素。而文化或

人文胜迹，则需要人类去创造去开发。岳麓山真正能成为一座文化

巨山，得益于佛教的最先进入。是因为有了宗教文化的浸润，这座原

本奇秀异常的山峰才开始具有了更加恒久的魅力。西晋泰始四年

(268 年~，从会稽刻县〈今浙江省幌县〉来湘州传播佛教的第一个僧

人笠法崇登临岳麓山，便一眼相中了这个古木委天、林深泉清的地

方，并截然在此创建起"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从这以后，一种外来

的宗教理论便在洞庭湖以南开始生根发芽。

麓山寺亦称鹿苑、慧光寺、万寿禅寺、岳麓寺等，为佛教入湘最

早的遗迹，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场之一，

有4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

此寺坐落于岳麓山山腰，左临清风峡，右倚白鹤泉。立于寺前可

瞰江心浮碧的桶洲及滔滔北去的湘江，寺后是丹枫流霞的赫曦台，

钟鼓声声，梵呗悠悠，清幽深远，宛如仙境。据史籍载，自丝法崇创麓

山寺后，高僧大德纷沓而至。晋代法导、法憨二人步法崇之后尘，于

其入山十三年后亦驻锡麓山寺。法憨著《显验论)) ，注《大道地经)) ，佛

事日弘。隋开皇九年 (589 年) ，天台宗集大成者智盟员大师在此传经

说法，宣讲《妙法莲华经)) ，宣扬"三帝圆融"教义，一时听众云集，对

三湘佛教影响深远。隋仁寿年间，文帝得天空沙门所献大量佛舍利，

便诏令全国各州建塔安置。据《释氏要览))载:~~释迦既卒，弟子阿难

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荣坚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

之。"湖南亦于仁寿二年 (602 年〉奉命在古麓山寺附近建舍利塔一

座，因年代过于久远，原建舍利塔以塌毁。民国时期，有信徒在岳麓

山寻得原塔遗址，在此重修一小型石塔以存古迹。此塔通高 3.7 米，

为花岗岩砌成，须弥座，中圆，上为僧帽状，塔前有碑，正面刻"隋舍

利塔"四字，背面为"共建菩提"，意即共同栽种菩提树，共同觉悟成

佛。此塔虽为重建物，却源流久远，不失为灵秀麓山的一大人文胜

景。

唐时，古麓山寺处于全盛时期，高僧辈出，游客如云。其时活动

于麓山寺的著名僧侣有智谦、摩词衍、惠镜、惠齐、兴哲等人，其中以

摩词衍禅师影响最大。敦煌汉文写卷《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就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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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词衍等三人……"等文字记述，据

近人研究，他是把中国佛教碎宗传入西藏的第一位高僧。

唐李邑称赞他"五方圆常，四无清静，以因因而入果果，以

灭灭而会如如"。可见其极高的佛学造诣。此时的麓山寺，

殿堂雄伟，规模宏大。 据载，其头山门在湘江之滨赤沙湖

畔的牌楼口， 二山门即今之麓山门，大雄宝殿在今岳麓书

院处，前有放生袍，两侧奇钟鼓楼。自大雄宝殿沿清风峡

而上修建了许多廊庚，回廊而上，布局着舍利塔、观音阁、

藏经楼、讲经堂、法华泉〈今臼鹤泉) ，直至山顶之法华台。

当时的大家巨匠如杜甫、刘长卿、韩愈、李邑等均流连于

此，并留下了无数名篇及有"三绝"之誉的《麓山寺碑》。

"诗圣"杜甫拜过岳麓山的麓山寺及道林寺后，写下了《岳

麓山道林二寺行)) ，诗中有"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

沙湖"、"塔级宫墙北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等句，极赞麓

山寺殿宇的宏丽及环境的清幽。唐代诗人刘长卿流连该

寺，亦留下"高殿呀然压苍i辙，俯瞰长沙疑欲吞"及"香随

青蔼散，钟过白云来。野雪空斋掩，山风古殿开"等名句。

唐代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李单在《麓山寺碑》中评述麓

山寺周围环境:"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

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 "麓山寺可谓占尽了山川形胜。

寺院碑刻具奋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现珍藏

于岳麓书院内的《麓山寺碑))，碑高近 3 米，宽 1 米有余，

湖南穿教文化艺术四库r: "t 由李且撰文和书写，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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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碑文共 14∞余言，耕散文体兼用，记叙了麓山寺自晋泰始年间建立

至唐开元立碑时 5∞年间的兴废、修茸、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

及岳麓山的佳丽风光。此碑碑文为行楷书，词句华丽，笔力沉雄，刚健

庄重，为李邑生平杰作。由于此碑的文采、书法、刻工都精湛独到，所以

被后人誉为"三绝碑"。麓山寺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中声誉很高，后起

书法大师如米市等均沿袭其法。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频更是直言不讳=

"每作大字一意拟之。"可见其对后人影响之大。

麓山寺自晋代创建以来，经隋唐的发展，宋元的延续，至明代中期

己成为全国佛教禅宗派著名道场。为彰扬麓山寺功绩，明神宗于万历

年间，特赐名"万寿禅寺"。后禅寺毁于兵火，片瓦无存，四周竹木亦砍伐

殆尽。到了清代，麓山寺复又中兴，诗僧辈出，为名山大寺增色不少。先

后涌现了智檀、阿诺、弥昌、天放、笠云等五个在诗坛上颇有成就的诗

僧。寺宇亦屡经修复与扩建，规模宏远，焕然一新。抗曰战争时期，麓山

寺大部分建筑均毁于战火，仅存山门及观音殿。"文革"中，寺内经像悉

遭破坏，仅留有极少数僧尼住寺。 1978 年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得到落实， 1983 年，麓山寺被国务院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

院，自此，历经沧桑的千年名刹逐步恢复生机与活力。自 1986 年以来，

由长沙市佛教协会全面主持恢复古刹原貌，尤其是自 1994 年圣辉大和

尚驻锡该寺后，麓山古寺发生了巨大变化。寺内僧众济济，佛菩萨塑像

齐备，藏书丰富，佛教丛林制度得到恢复。 1997 年至今，先后修建了方

丈楼、藏经阁、五观堂、后山门、讲经堂、素若斋、佛学院教学楼、图书馆

及法师楼、僧察等建筑，寺院格局得到进一步完善。为了进一步提高众

弟子素质，加强道风建设，圣辉大和尚在麓山寺举办了多期全省寺院执

事进修班、居士学修班。创办了湖南佛教协会会和Ij<<正法眼》和"三湘佛

教网"站。 1999 年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在此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

佛学院，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办学方针，为湖南佛教界

补充新生力量，为湖南佛教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重修后的麓山寺为仿唐建筑风格，重檐歇山顶，施黄色琉璃瓦面。

山门作牌楼式，精雕细楼，盘龙腾凤，极尽华丽。上书"古麓山寺"，两侧

对联为清末王阁运撰写，联曰:~~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笔势苍

劲沉雄，道出了该寺在湖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及深远影响。

前进为弥勒殿，殿内正中祀弥勒佛，背面为韦陀塑像，左右两壁嵌十八

罗汉像。塑像神形兼备，宛然如生。殿两边为钟鼓楼，暮鼓晨钟之声为

那幽寂的麓山添了几许生机。再往里为新建大雄宝殿，是该寺主体建

筑，由 42 根石圆柱支撑，高大雄伟，华丽庄严。匠师们充分利用大门、

屋顶、梁坊、斗拱、檀、橡、门、窗、据额等部件，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如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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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绘画、雕刻、书法等，使之具有装饰效果，浓厚的传统

风格和地方特色，衬托出它的多姿多彩，引人入胜。大殿

两侧墙上嵌有千尊小佛像，故大殿又称"千佛殿"。这些雕

像是采用古代线雕及现代影雕艺术相结合雕刻而成，雕

刻精美，立体感很强，表情丰富，喜笑怒骂皆形于色，体态

丰盈，栩栩如生，既具观赏性又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大

殿两旁则是禅堂、说法堂等，一如旧制。自大殿拾级而上，

达后殿藏经阁.此阁为清康熙年间遗存物，古朴厚重，飞

金流碧。高大的石拱门上镜集唐李邑句联，云:4'4'万亿香水

海:百千日月光。"观音阁内奉新塑观音大士像，像高约 4

米，慈眉善目，面带慈样，给人极强的亲和感。神鑫有联

曰:4'4'二七慈悲喜舍身，感湘土群声持诵:四八庄严微妙

相，应麓山万众瞻依。"传说中的观世音立誓普救世上一

切受苦众生，十四岁时舍身救难成佛，其大慈大悲、救苦

救难的形象，最受民间信众欢迎。阁前有古罗汉松两株，

亭亭如盖，苍枝翠叶，传为六朝时栽植，故被今人称之为

"六朝古松"。左边一株树高近 10 米，胸径达 88 厘米，历

17∞余年风雨，是目前国内现存古罗汉松中树龄最长

者。此树在唐代时就己成为麓山寺一风景名胜。唐代诗人

刘长卿观后感叹:4'4'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 "明代时，更

成为"高枝轮困逼南斗，旁枝奄暖荫连亩"的参天巨树。上

世纪四十年代初，曰军飞机轰炸麓山寺，如此巨树竟安然

无恙，实为奇迹。今两树荫护着僧门左右，似若关隘，更给

掩映于苍林翠叶间的古刹增添了一份庄严肃穆。

漫步在这座有"湖湘第一道场"之称的古刹内，其规

模虽未及想象中的壮观宏丽，无哗众取宠的过分雕琢粉

饰，却古朴中透着厚重，雅致中透着庄严。幽深灵寂，梵呗

悠悠，钟鸣板响，颇具名寺气象。它作为湖南佛教最早的

遗迹，作为湖南佛教发源地，自创建伊始，从麓山寺流出

的佛法活水，便滋润着灵秀麓山，滋润着三湘大地，源源

不断地饶益着无尽的众生。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及

深远影响是无可替代的。

麓山，因有源源涌流的佛教文化的润泽更显灵秀:湖

湘文化，因有佛教文化的源源汇入而更显丰盈，更为精深

博大。(撰文/刘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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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林明珠开福寺

长沙城北的凤嘴洲，对于老长沙人而言，是不会陌生的。此洲因新

河及北去的湘江交汇时泥沙淤积并逐渐抬升形成，状如凤嘴，远远地

探入滚滚湘水中。洲名既好听又颇具意境，让人想起那传说中浴火涅

架的凤凰。有文字载z 天方古国有神鸟，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而

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也许，涅集后的凤凰口渴难当，振翅掠

过古潭州城时，见有滔滔江水，便伸嘴汲之，从而留下了这样一个令人

想象的地名。不过，这个名字倒是十分契合此地最为厚重的佛教文化

的。佛教讲求的是通过精研苦修，使心灵达到一种崇高境界，思想得到

一种升华，死后往生佛国净土，从而获得永生。这与神鸟浴火后变得俊

美异常且"不再死"不是有十分相似之处么?讲此地有厚重的佛教文

化，自然是指千余年前就高耸于此的开福寺。此寺历千余年岁月一直

香火十分旺盛，成为湖湘大地著名佛教丛林，是不是冥冥之中与其所

在地名有着某种机缘契合?

开福寺是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杨岐派的著名寺院，是湖南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也是长沙市佛教协会所

在地。此寺始创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 (927 年〉。南宋洪迈《夷坚志》云z

"潭州城北开福寺，五代马王所建，殿宇宏丽。"当时，马殷割据湖南，建

立楚国，史称"马楚"。马氏以长沙为都城，在城北营建行宫，辟会春园，

作为避暑休闲之地。后马殷之子马希范将会春园的一部分施舍给沙门

保宁，创建开福寺。其时，香火十分旺盛，住寺僧人上千人。马氏亦在此

大兴土木，垒紫微山，开碧浪湖，使开福寺一带成为当时长沙城著名风

景胜地。

宋时是开福寺的鼎盛时期，佛事兴盛，庙宇壮丽，且名僧辈出。寺

内及其附近有紫微山、碧浪潮、白莲池、龙泉井、凤嘴洲、舍利塔、千僧

锅等 16 景。据宋沙门惠洪、觉范所撰《潭州开福转轮藏灵验记》一文记

述，其时寺内还有精巧的"转轮藏"一座。文中说:"下推其毅，五轮俱

旋，其上涂金间碧，电驰风绕，庄严之丽，惟见者心动，而言所不能形容

也。凡费结钱五百万，六年而后成。"可惜这一精美的雕刻艺术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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