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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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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访古寺

驱车从运风高速口下到永济，路旁
垂柳吐新绿，风中垂下万千丝绦，樱花正
当花期，不甘示弱竞相绽放，还有不知名
的灌木新芽萌发，泛着嫩黄，粉红、翠绿
交错，即使没有蓝天白云，也演绎着春日
的生机。

沿临风线一路行驶，车子从北郑村
口拐入，经南郑村进入山中，山路崎岖，
转过几道弯，便到了山脚下的一处停车
场。一道大坡映入眼帘，坡旁栏杆上挂
着红绸绣球花，竹林深处，几座民居依山
而建，颇有山野之趣。

记者一行跟随永济本土作家卢运
锋、赵光华、王文平的脚步，沿着崎岖的
羊肠小道一路攀登。山中随处可见山桃
花、野杏花迎风怒放，连翘花扬眉含笑，
装点山川，春意盎然。花瓣随风冒雨，缤
纷飘落至小道。踩着“花路”，让人不由吟
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眺望远
处“山色空蒙”，更是忍不住掏出手机想
记录下来。

这一路因随行的几位老师都对文
化、历史颇有研究和见解，使得此次采访
之行更像一堂户外大课。

“寺庙鼎盛时期，有僧侣3000余人，
寺院分上、中、下寺，建在山巅、山腰、山
脚。”王文平说。据清乾隆年间《蒲州府
志》记载，寺院初建于北周，名为灵居寺，
隋朝改名栖岩寺，唐朝最为兴盛，分别修
建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上、中、下三
寺，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

登山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平时不
运动的人更容易累，从开始的满眼期待，
到感觉脚下山路难行，身旁沟壑深深，心
里不禁嘀咕：“古人为什么要跋山涉水、
举步维艰、费时费力，在深山修建寺院？”
可每当行过一弯，回望来时路，俯瞰皆是
景，“天地之大，尽在足下”“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的喜悦便涌上心头。

沿着险峻的山路走得满头大汗，转
弯看到了一圆形门洞，觉得可以歇歇脚
时，心也静下来了，仿佛透过门洞看到了
那段久远的时光，一个个僧徒双手合十
诵经祈福。门洞是简单的青砖层层垒
成，有些沧桑，砖上的刻字告诉世人，它
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果然，穿过门洞，山景又不同了，路
不再陡，可见泉水潺潺，听得鸟虫啼鸣。
路旁的山崖上，有一段土壤里满是层层

叠垒的砖瓦，好似在诉说着曾经隋唐时
寺院的辉煌。这里或是僧人住所，或是
佛院大殿，千年来晨钟暮鼓，木鱼长敲，
提醒着人们珍惜时光，至诚生活。

此时终于理解了“深山藏古寺”的深
意，不仅是一份幽静，而且是一份超然。

隋文帝迎昙延

又绕过一个山头，只见一座造型古
朴的五层佛塔，在风雨中巍然屹立。

据卢运锋介绍，这便是栖岩寺现存
的经塔，建于北宋年间。塔周围的田地
虽杂草丛生，但相对平坦，可能就是之前
上寺所在地。

谈及栖岩寺，绕不开两个人——昙
延法师和隋文帝，这两人可谓十分有缘。

栖岩寺供奉的祖师就是昙延法师。
说起昙延法师，他曾享誉四方，在北周、
北齐、隋代可说朝野皆知，是当时的佛统

（佛教领袖）、三朝帝师。现今的敦煌莫高
窟壁画中，有三组作品与昙延有关——

《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可见其当时
的盛名。长安城从古至今繁华异常，最早
建造史可追溯到汉初，而最为人熟知是
隋文帝下令修建的大兴城，大兴城的东
门、西门取名“延平”和“延兴”，借用的正
是昙延法师的名讳。

昙延是蒲州人氏，今临猗县耽子村
人，原名王聃，字耽子，著作很多，对后世
佛教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他自幼好学，
少有才名，十六岁时去蒲州仁寿寺游玩，

正遇妙法师讲经，被吸引后投身佛门。
隋文帝杨坚大兴佛法，也与蒲州和

栖岩寺有关。杨坚幼时体弱，曾寄养在
寺庙十三年，而抚养他的智仙尼师就是
河东蒲州人，这在《永济县志》中有明确
记载。杨坚的父亲杨忠也崇信佛教，栖
岩寺可能就是杨忠镇守河东时创建的。
从小受到的教育，让隋文帝对佛教大力
推崇和弘扬。

当时，蒲州距离京都近，本身经济繁
荣，加之隋文帝对蒲州情深，很欣赏从栖
岩寺起家的昙延法师，以外国所贡玛瑙
盏施于栖岩寺，还拨款兴建、施宝捐银。

昙延法师协助隋文帝大兴佛法惠
民，两人关系密切，以致后来隋文帝迁至
大兴（长安）后，在广恩坊为安置其弟子
建造了延兴寺，并将京城东西二门以昙
延的”廷”改称，还将其驻锡过的“灵居
寺”改名“栖岩寺”。

后历代对栖岩寺都有增修，唐玄宗
巡视河东时，又登临寺院进香避暑。可以
说，栖岩寺在隋唐时期十分兴盛，游人络
绎不绝，学者名士更是时常造访，称其是
河东最大规模的寺院也不为过。故而，民
间有“北数五台山，南有栖岩寺”之说。

书法家品名碑

继续向山林深处进发，便是塔林所
在，山色朦胧，翠柏茂密，桃花艳丽。三
十多座佛塔高高低低，聚集在群山环抱
之中，虽不高大，但十分壮观，在细雨中

宛如一幅画，沧桑动人。
这些佛塔风格不一，完整的有13座，

剩下的更多是塔基。这些佛塔准确说都
是墓塔，此处也就是当年寺院的一角。
墓塔时间跨度从隋唐、五代到宋辽、金元
明，这既是高僧大德的荣耀，也是栖岩寺
在历史上繁荣不断延续的见证。虽然三
座寺院已毁，但这一刻，“上寺辉煌别致，
隐藏在层林古柏之中”的记录有了具象。

“之前很多塔都埋在地下，文物保护
部门对塔林进行了保护和修复。”赵光华
说。塔林附近除了国保单位碑，还有标
语写着“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独特财产”。

塔林中，有一座圆形宝塔风格迥异，
很是引人注目，与盐湖区大渠乡的泛舟
禅师塔相似。据记载，其比泛舟禅师塔
还早，其中有智通禅师的灵骨。

虽然宝塔上没有碑铭，但据卢运锋
介绍，有考证其应该就是镶嵌《大唐栖岩
寺故大禅师塔铭》的那座宝塔。

20 世纪 40 年代曾有一轰动书法界
的拓片，名为《大唐栖岩寺故大禅师塔
铭》，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爱新
觉罗·启功有幸得到。启功先生对其上
的书法极其赞扬，且寻找原碑近70年。

能被集书画家、教育家、文献学家、
诗人、国学大师于一身的启功先生称赞

“足以上逼山阴、下启米老”，成为当时书
法界纷纷临摹的书法名帖，可见其艺术
价值。既然有拓片，自然就有原碑。
2015 年，一队考古人员经过 3 个多月的
艰辛发掘，终于找到了与塔身分离的原
碑。

原碑《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刻于
唐天宝十三年，内容记载了唐朝栖岩寺

“智通禅师”的修行和功德。塔铭从右起
笔，左旁落款，全文约600字，竖行排列，
洋洋洒洒，一路行书。

塔林附近还有新发掘的两座塔，据
说其中有智仙尼师塔，一里外还有三座
塔。当时，隋文帝为抚养他的智仙尼师
建塔立传，在全国一百余座舍利塔内供
其画像，还亲自撰写了舍利塔铭。

两个小时的上山路，两个小时的下
山路，和古人走一样的路，让时间和心灵
同频，对千余年间以登山为日常的栖岩
先贤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人生只有不断自我超越，
才能迈向成功的彼岸，这是栖岩塔林给
人们的启示。

栖 岩 寺 塔 林 ：穿越千年的中条胜景

栖岩寺在隋唐时期极负盛名，相
传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曾亲临
寺院，当时民间有“北数五台山，南有
栖岩寺”之说，只是如今知之者不多。

听闻中条山上栖岩寺很久，知其
规模宏大，至今永济仍有村落因寺而
得名下寺村、侯家庄（原意候驾）等。

3月23日，终有机会一登中条，
目睹塔林壮景，不禁感慨万端，虽天
降细雨，却别有一番意味，令人抚今
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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