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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英

天 空 蔚 蓝 、云 朵 洁 白 ，远 山 如 黛 、近 山 碧

绿，江岸分明、江水幽深，山峦浸入江水，天空

浮现水面，云朵折射水中，浪花翻卷水上……

层层叠叠、彼此交织。回看清江图片，影像清

晰，从上到下层次分明，竟有十重之多！

从 地 图 上 看 ，湖 北 恩 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地 处 地 球 上 神 秘 的 北 纬 30° ，斜 插 在 重 庆

和 湖 南 之 间 ，延 续 云 贵 高 原 东 部 、承 接 四 川

盆 地 边 缘 ，大 巴 山、巫 山、武 陵 山 脉 在 这 里 交

织 ，地 形 错 综 复 杂 。 清 江 古 称“ 夷 水 ”“ 盐

水 ”，源 于 恩 施 利 川 西 部 齐 岳 山 ，曲 折 东 流 ，

贯穿恩施州利川、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

阳、宜 都 等 县 市 ，几 与 长 江 平 行 ，在 宜 都 城 西

北 汇 入 长 江 ，全 长 440 公 里 。 据 北 魏 郦 道 元

所 著《水 经 注》记 载 ：“ 夷 水 ，即 佷 山 清 江 也 ，

水 色 清 照 十 丈 ，分 沙 石 。 蜀 人 见 其 澄 清 ，因

名清江也。”

那 天 上 午 ，我 坐 船 游 览 恩 施 大 清 江 景

区 ，这 是 清 江 深 水 河 段、中 游 区 段 ，也 是 清 江

航 线 精 华 所 在 ，西 起 恩 施 市 汾 水 河 大 桥 ，东

至 巴 东 县 水 布 垭 ，全 长 87 公 里 。 船 有 四 层 ，

船 舱 可 容 纳 三 四 百 人 ，我 和 同 伴 直 奔 四 层 露

天 船 舱 。 一 声 长 笛 ，游 船 启 航 ，穿 行 在 原 生

态山水间。

游 船 驶 入 一 道 峡 谷 ，叫 倒 影 峡 。 山 峰 陡

峭 ，水 静 谷 幽 ，倒 影 清 晰 。 其 实 ，这 一 程 江 水

纯净、碧绿，山峰、岩石、树木临水入影，处处

都 是 倒 影 峡 。 微 风 吹 拂 ，阳 光 越 来 越 强 烈 ，

在 江 中 铺 金 洒 银 。 除 船 只 外 ，江 面 没 有 杂

物 ，连 一 片 树 叶 也 没 有 ，江 水 通 透 碧 清 ，没 有

一 丝 杂 质 ，唯 有 船 行 处 ，激 起 雪 白 浪 花 ，或 鱼

跃江面，泛起涟漪。

两 岸 山 峰 连 绵 起 伏 ，远 看 碧 绿 、近 观 多

彩 。 群 山 在 江 水 滋 润 下 植 被 丰 茂 。 树 木 大

多 生 长 在 峭 壁 上 的 石 缝 里 ，可 见 其 顽 强 的 生

命 力 。 满 目 青 绿 碧 翠 ，黄 色 野 菊 花 更 是 点 亮

了我们的眼睛。

时 有 溪 水 从 半 山 的 洞 穴 顺 山 势 骤 然 倾

泻 ，或 从 高 坡 沿 如 刀 削 般 直 耸 的 山 体 流 淌 。

其 中 千 瀑 峡 有 大 小 流 泉 飞 瀑 成 百 上 千 条 ，正

午 的 阳 光 投 射 在 瀑 布 上 ，闪 出 束 束 银 光 ，形

成 道 道 彩 虹 。 在 蝴 蝶 崖 ，两 块 巨 大 的 斑 纹 山

体 岩 石 之 间 ，一 股 水 流 咆 哮 而 出 ，白 雾 翻 腾、

水珠飞溅。

清江地区大多属喀斯特地貌。在喀斯特

地 貌 里 ，有 绝 壁 者 无 峰 丛 ，有 峰 丛 者 无 绝 壁 ，

清 江 地 域 兼 而 有 之 ，可 谓 奇 迹 。 岩 石 参 差 、

河 床 陡 峭 、绝 壁 凹 陷 、悬 崖 垂 立 。 岩 壁 被 奔

腾 不 息 的 清 江 水 日 夜 冲 刷 ，形 状 妙 趣 天 成 ，

形象任人遐想。

一排排吊脚楼和新式楼房悬在高高的山

坡 上 ，炊 烟 袅 袅 升 起 ，隔 一 段 就 看 见 有 老 人

在 岸 边 闲 坐 ，不 远 处 是 低 头 觅 草 的 牛 群 或 羊

群 ，还 有 一 两 只 跑 来 跑 去 的 小 狗 。 那 一 天 有

鞭 炮 声 从 山 间 传 来 ，也 许 有 土 家 族 人 在 迎 亲

嫁娶吧。

船 行 过 半 ，湛 蓝 天 空 与 青 绿 山 水 之 间 划

出 一 道 红 色 的 弧 线 —— 一 座 红 色 桥 身 、形 如

彩虹的石桥横跨清江，这是被当地人称作“彩

虹桥”的景阳大桥，也是清江一座重要桥梁。

清 江 两 岸 遍 布 自 然 景 观 和 历 史 遗 迹 ，更

流 传 许 多 神 话 传 说 ，蝴 蝶 崖、巴 王 峡、五 兄 弟

峰 等 地 名 都 有 故 事 ，给 清 江 流 域 增 添 了 神 秘

的色彩。

□ 陈新森

万 山 之 国 的 磐 安 ，水 世 界 同 样 精 彩 。

钱 塘 江 、曹 娥 江 、灵 江 、瓯 江 从 绵 延 的 大

盘 山 脉 汇 聚 涓 涓 细 流 ，向 四 面 八 方 奔 腾 流

淌 ，水 花 竞 秀 ，一 路 欢 歌 ，尽 把 四 江 之 源 的

美 丽 和 神 奇 传 唱 。

磐 安 的 水 ，雨 露 汇 成 、石 缝 渗 出 ，清 纯 而

狂 野 ，柔 情 而 奔 放 。 水 是 诗 画 磐 安 的 灵 魂 ，

水 是 避 暑 纳 凉 的 良 方 。 在 尖 山 皇 城 湖 ，你

看 到 的 水 是 静 的 ，湖 面 平 静 、波 光 潋 滟 ，周

围 舒 缓 的 田 野 、逶 迤 的 山 峦 和 青 翠 的 茶 园 ，

构 成 了 柔 和 灵 动 的 线 条 ，使 得 被 环 拱 的 湖

水 愈 发 平 和 、静 谧 。

其 实 ，皇 城 湖 并 不 是 天 然 形 成 的 湖 泊 ，

而 是 人 工 筑 就 的 一 个 水 库 ，拦 曹 娥 江 支 流

夹 溪 上 游 ，筑 坝 为 库 ，库 名 为 五 丈 岩 。 1969

年 10 月 ，在 一 无 资 料 、二 无 技 术 的 情 况 下 破

土 动 工 兴 建 ，玉 山 人 民 用 了 近 10 年 时 间 ，用

双 肩 挑 起 了 一 座 高 46 米 、长 215.5 米 的 黏 土

心 墙 堆 石 混 合 水 库 大 坝 ，建 成 了 这 座 以 灌

溉 为 主 ，具 备 防 洪 、发 电 、养 殖 等 综 合 功 能

的 中 型 水 库 。 相 传 ，宋 末 元 初 杨 镇 龙 在 玉

山 一 带 杀 马 祭 天 ，起 兵 反 元 ，自 立 大 兴 国 ，

今 之 水 库 旧 址 就 是 当 年 大 兴 国 都 城 所 在

地 ，故 当 地 人 称 之 为 皇 城 湖 。

在 湖 边 静 坐 ，清 风 拂 过 耳 际 ，闻 着 空 气

中 散 发 出 的 青 草 味 儿 ，眼 前 的 一 汪 碧 水 晶

莹 闪 亮 ，抬 望 眼 ，不 远 处 ，湖 心 小 岛 蓊 郁 葱

茏 ，那 里 的 树 木 花 草 少 有 人 惊 扰 ，显 得 孤 独

而 有 力 量 。“ 天 地 有 大 美 而 不 言 ”，就 这 样 在

湖 光 山 色 中 洗 洗 肺 、发 发 呆 ，平 日 里 的 疲 惫

此 刻 全 被 挡 在 了 湖 山 之 外 ，夏 虫 的 浅 唱 低

吟 此 时 成 了 悦 耳 的 音 乐 ，天 高 云 淡 、烟 波 浩

渺 ，与 山 水 对 峙 ，与 天 地 对 话 ，心 也 变 得 恬

静 而 阔 远 。

你 也 可 以 选 择 乘 坐 游 艇 泛 舟 游 览 。 要

不 是 远 处 的 小 岛 近 了 ，近 处 的 码 头 远 了 ，几

乎 疏 忽 了 游 艇 正 在 缓 缓 前 行 。 湖 面 犹 如 一

面 明 镜 ，照 映 出 蓝 天 、白 云 和 树 ，舟 行 景 移 ，

举 目 眺 望 ，东 西 南 北 ，各 有 瑰 丽 ：向 前 看 ，远

处的山似一头大象，长鼻入水，回头望，巍峨

的大坝似长虹卧波。 这厢看 ，濒湖的生态茶

山苍翠欲滴，那厢看，红瓦白墙、绿树荫映的

沪 上 人 家 陈 界 村 如 诗 如 画 …… 偶 尔 有 白 鹭

和水鸟从湖上掠过，平添了几分自然野趣。

游 艇 行 过 留 下 的 波 痕 ，旋 即 无 影 无 踪 ，

微 微 闭 上 眼 ，深 深 呼 吸 一 口 ，撩 人 美 景 在 心

田 浮 现 。“ 智 者 乐 水 ，仁 者 乐 山 ”，在 大 山 的

怀 抱 里 ，有 这 样 一 湖 幽 远 纯 净 的 碧 水 ，默 默

地 滋 润 山 野 大 地 ，无 声 地 哺 育 万 物 生 灵 ，谁

又 能 遏 制 心 动 而 不 与 它 亲 近 呢？

与 皇 城 湖 的 静 美 相 比 ，磐 安 的 高 海 拔 、

大 落 差 ，使 得 这 里 的 河 道 成 了 漂 流 胜 地 ，白

浪 飞 舟 、跌 宕 起 伏 ，凉 爽 又 刺 激 ，水 之 豪 迈

特 性 尽 显 无 遗 。

双 溪 漂 流 ，在 婺 江 源 头 西 溪 流 域 ，这 里

水 域 宽 阔 、水 质 清 冽 、江 面 平 缓 ，打 水 仗 是

再 适 合 不 过 了 。 船 桨 不 停 地 拍 打 水 面 ，溅

起 的 水 花 飞 进 皮 筏 、泼 到 身 上 ，爽 快 无 比 。

沿 溪 漂 流 ，既 可 尽 享 划 船 之 乐 ，又 可 饱 览 山

谷 风 光 ，奇 岩 峭 壁 、农 舍 炊 烟 ，在 这 样 的 美

景 中 漂 流 ，不 能 不 说 是 一 次 美 妙 之 旅 啊 。

灵 江 源 漂 流 ，从 盘 峰 丁 埠 头 村 至 溪 下 路

村 ，全 长 3700 米 。 这 是 一 条 蜿 蜒 起 伏 的 溪

流 ，虽 说 溪 水 不 是 很 大 ，但 是 有 着 流 急 、潭

多 、石 怪 等 自 然 优 势 ，漂 流 之 旅 更 是 险 象 环

生 ：20 多 米 的“ 水 上 高 速 ”、高 度 2 米 的“ 刺

激 落 差 ”、尖 叫 连 连 的“ 双 叠 落 差 ”、措 手 不

及 的“ 弯 道 落 差 ”…… 小 艇 从 水 花 飞 溅 的 溪

水 中 漂 过 ，漂 过 一 湾 又 一 湾 ，淌 过 一 潭 又 一

潭 ，经 历 了 高 高 低 低 数 十 个 落 差 口 ，全 程 就

像 坐 水 上 过 山 车 似 的 ，童 真 和 童 趣 被 完 全

释 放 出 来 。

曹 娥 江 流 域 的 舞 龙 源 漂 流 又 是 一 种 别

样 的 体 验 。“ 寻 梦 ，撑 一 支 长 篙 ，向 青 草 更 青

处 漫 溯 。”徐 志 摩《再 别 康 桥》里 的 意 境 在 这

里 呈 现 。 乘 竹 筏 漂 流 1500 米 ，沿 途 有 石 拱

古 桥 和 茂 林 修 竹 ，清 流 潺 潺 、风 光 秀 丽 。 除

了 自 然 美 景 ，还 有 山 歌 对 唱 、仙 女 散 花 、民

间 舞 蹈 等 民 俗 表 演 ，桨 声 歌 声 声 声 入 耳 ，人

美 景 美 美 美 与 共 ，传 统 文 化 和 自 然 风 光 在

这 里 融 为 一 体 。

你 若 承 受 不 了 漂 流 那 份 惊 险 刺 激 ，磐 安

的 源 头 活 水 幻 化 出 众 多 的 亲 水 旅 游 项 目 ，

总 有 一 款 令 你 怦 然 心 动 。

花 溪 ，有 长 逾 3000 米 的 平 板 长 溪 ，宽 约

10 到 15 米 的 石 质 河 床 ，是 亿 年 前 火 山 喷 发

形 成 的 。 赤 足 或 穿 双 草 鞋 在 溪 里 行 走 ，冰

凉 的 溪 水 漫 过 脚 面 ，成 群 石 斑 鱼 悠 游 其 间 ，

三 五 好 友 边 走 边 聊 ，实 在 妙 不 可 言 。 龙 溪 ，

以 山 险 、水 清 、溪 曲 、洞 幽 而 闻 名 ，百 杖 三 叠

瀑 为 国 内 罕 见 的 冰 臼 瀑 布 ，堪 称“ 江 南 第 一

瀑 ”，其 所 在 地 势 险 要 ，上 下 三 瀑 相 连 ，峡 谷

中 水 声 轰 鸣 ，水 雾 弥 漫 ，背 日 而 站 ，但 见 彩

虹 横 空 ，似 入 人 间 仙 境 。 文 溪 ，贯 穿 县 城 ，

“ 水 声 喧 枕 溪 ，山 色 染 衣 裳 ”，这 是 陆 游 父 亲

陆 宰 当 年 避 居 安 文 时 对 文 溪 的 赞 美 。 后 来

由 于 企 业 废 水 、未 纳 管 生 活 污 水 排 入 和 砂

石 开 采 等 原 因 ，河 道 环 境 遭 到 了 破 坏 ，文 溪

水 质 骤 降 ，经 过 壮 士 断 腕 般 的 水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及 河 道 生 态 修 复 ，如 今 ，文 溪 两 岸 绿 树

成 荫 、廊 道 相 连 。

作 为“ 四 江 源 头 ”和“ 全 省 重 要 的 生 态 功

能 区 ”，磐 安 始 终 把 护 水 治 水 、源 头 保 护 作

为 重 要 的 政 治 责 任 ，相 继 实 施 了 池 塘 清 淤 、

水 环 境 优 美 村 创 建 、农 村 河 道 治 理 、污 水 治

理 等 治 水 工 程 ，设 置 了“ 河 长 制 ”“ 河 道 警 长

制 ”，日 日 有 人 巡 查 ，时 时 有 人 监 管 。

磐 安 之 水 山 中 来 ，清 清 山 泉 ，涓 涓 细 流 ，

或 蓄 积 成 泱 泱 湖 水 ，或 跌 落 成 磅 礴 飞 瀑 ，或

幻 化 成 峡 谷 风 光 ，或 形 成 天 然 泳 池 。 磐 安

因 水 而 神 奇 ，因 水 而 灵 秀 。 一 江 清 水 像 一

面 镜 子 ，反 射 出 我 们 浮 躁 中 的 迷 茫 。“ 上 善

若 水 ”，兴 许 ，真 正 的 智 者 是 水 ，谁 都 可 以 在

水 色 湖 光 中 找 回 本 真 质 朴 的 自 己 。

四 江 之 源 ，水 不 仅 可 以 清 凉 一 夏 ，还 带

来 无 限 遐 想 。

□ 刚星莎

红 螺 寺 位 于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城 北 5 公 里 的

红螺山南麓，距北京市区 55 公里，景区总面积

800 公 顷 ，是 国 家 4A 级 旅 游 区 。 红 螺 寺 坐 北

朝 南 ，依 山 势 而 建 ，布 局 严 谨 ，气 势 雄 伟 。 它

背 倚 红 螺 山 ，南 照 红 螺 湖 ，山 环 水 绕 ，林 木 丰

茂 ，古 树 参 天 。 红 螺 寺 处 于 红 螺 山 山 前 千 亩

苍 翠 的 古 松 林 之 中 ，形 成 一 幅“ 碧 波 藏 古 刹 ”

的优美画卷。

红 螺 寺 始 建 于 东 晋 末 年 ，为 高 僧 佛 图 澄

所 建 。 佛 图 澄 是 西 域 人 ，少 年 时 出 家 学 道 ，

能 背 诵 经 文 数 百 万 言 ，善 解 文 义 ，虽 然 没 有

读 汉 地 儒 学 史 书 ，而 与 诸 位 学 者 高 士 辩 论 质

疑 ，全 能 符 合 理 义 ，没 有 人 能 难 倒 他 。 晋 怀

帝 永 嘉 四 年（310 年）来 到 洛 阳 时 ，他 已 79

岁 。 他 本 来 想 在 洛 阳 建 寺 弘 法 ，但 此 时 正 逢

西 晋 末 年 的 永 嘉 之 乱 ，于 是 便 隐 居 山 林 草 野

之 地 ，以 观 世 态 的 变 化 。 后 来 佛 图 澄 来 到 襄

国（今 邢 台 市），投 奔 石 勒 ，辅 助 石 勒 称 帝 ，建

立 赵 国 ，史 称 后 赵 。 石 勒 登 位 后 对 佛 图 澄 十

分 崇 敬 ，有 事 必 先 问 佛 图 澄 。 石 勒 死 后 ，石

虎 废 除 其 子 石 弘 ，自 称 天 王 ，对 佛 图 澄 更 加

敬 奉 。 公 元 338 年 佛 图 澄 跟 随 后 赵 石 勒 、石

虎 北 征 来 到到 渔 阳 城（现 怀 柔 地 区），发 现 红 螺

山 山 形 上 部 如 舞 动 双 翅 的 大 鹏 金 翅 鸟 ，下 有

佛 祖 成 道 时时““ 触触 地 印 ”瑞 像瑞 像 ，此 山 暗 契 圣 教 ，

瑞 显 佛 仪 ，恰 合 他 感 梦 之 境 ，于 是 在 此 创 建

寺 庙 ，起 名“ 大 明 寺 ”。

红 螺 寺 原 名“ 大 明 寺 ”，明 正 统 年 间 易 名

“ 护 国 资 福 禅 寺 ”，因 红 螺 仙 女 的 传 说 ，俗 称

“ 红 螺 寺 ”。 相 传 ，玉 皇 大 帝 的 两 位 公 主 结 伴

下 凡凡 ，来 到 一 座 大 山 前 ，这 里 山 水 相 依 、古 木

参 天天 ，万 绿 中 掩 映 着 一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寺 院 。

幽雅肃穆的寺院中不时传来“笃笃笃”的木鱼

声 ，还 有 朗 朗 诵 经 声 ，不 是 仙 境 却 胜 过 仙 境 ，

深深打动了这两位公主。两位公主在此长久

生 活 下 去 的 念 头 油 然 而 生 ，她 们 幻 化 成 一 对

斗大的红螺，生活在寺前的湖水中。白天，她

们化作人身，与寺中的僧人一道礼佛诵经；夜

晚，两位公主又化作红螺放出万道红光，将寺

院 和 山 麓 照 得 通 红 。 她 们 还 运 用 神 力 ，暗 中

保护寺庙和当地百姓。从此，这里风调雨顺、

林 茂 粮 丰 ，百 姓 们 无 不 感 激 红 螺 仙 子 的 恩

德 。 后 来 ，玉 皇 大 帝 把 她 们 召 回 天 宫 。 人 们

为 了 纪 念 这 两 位 红 螺 仙 子 ，便 把 寺 庙 北 面 的

山称为红螺山，寺庙南面的湖称为红螺湖，进

而寺庙也被叫作“红螺寺”了。

红螺寺有着近 1800 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

的佛教文化底蕴，是中国北方佛教的发祥地，

在 佛 教 界 有 着 重 要 地 位 。 自 红 螺 寺 建 成 起 ，

历代皇家都与红螺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

仅举几例。

一是唐太宗李世民看重红螺寺。唐 太 宗

李世民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征伐与怀柔并用

政 策 ，这 是 自 汉 代 以 来 首 次 将“ 以 战 为 主 ”改

为“ 和 战 并 用 ”的 政 策 。 唐 太 宗 贞 观 年 间 ，设

立了北京的怀柔县，在古代汉语中，“怀”是来

的意思，“柔”是安抚的意思。《中庸》讲：“柔远

人 则 四 方 归 之 ，怀 诸 侯 则 天 下 畏 之 ”，唐 太 宗

命 名 怀 柔 县 名 ，也 反 映 了 他 对 少 数 民 族 的 政

策上实行“怀柔政策”。这也是北京怀柔区名

的 由 来 。 在 李 世 民 的 恩 允 下 ，北 方 少 数 民 族

靺 鞨 族 8000 多 人 ，内 迁 到 怀 柔 桃 谷 山 定 居 。

为安抚在此的少数民族，唐皇朝拨款，将红螺

寺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扩 建 ，希

望 借 助 佛 教 安 定 人 心 ，促

进民族和谐、天下统一。

二 是 金 世 宗 看 重 红

螺寺。金 世 宗 完 颜 雍 ，金

太 祖 完 颜 阿 骨 打 之 孙 ，金

睿宗完颜宗辅之子，金朝第五位皇帝，1161 年

到 1189 年 在 位 ，在 金 朝 中 期 占 有 相 当 重 要 地

位。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征讨南宋

时，命完颜雍为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

雍 借 机 在 东 京 自 立 为 帝 ，这 时 完 颜 亮 正 在 长

江两岸与南宋作战，消息传来军中发生叛乱，

完 颜 亮 被 杀 ，完 颜 雍 入 主 京 城（今 北 京）成 为

金 朝 第 五 位 皇 帝 ，即 金 世 宗 。 完 颜 雍 的 母 亲

深信佛教，皈依佛觉大禅师，后入寺为尼。完

颜 雍 也 深 信 佛 教 ，他 写 过 一 首 关 于 佛 教 的 词

《减字木兰花·赐元悟玉禅师》：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

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

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在 金 代 ，红 螺 寺 是 京 城 内 大 圣 安 寺 的 下

院，而大圣安寺是皇家的家庙，地点在今天西

城区的南横街。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大定二年

（1162 年），将大圣安寺住持，也就是他母亲所

尊 奉 的 佛 法 大 师 佛 觉 禅 师 ，派 往 红 螺 寺 做 住

持。佛觉禅师在红螺寺讲佛多年，法席盛大。

三是元代皇家看重红螺寺。在 成 吉 思 汗

时 期 ，为 保 护 红 螺 寺 ，立 有“ 榜 示 碑 ”，并 安 放

于 寺 庙 山 门 墙 上 。“ 榜 示 碑 ”写 道 ：“ 红 螺 山 大

明 寺 ，系 自 来 祝 延 圣 寿 ”“ 不 得 于 本 寺 非 理 行

立搔扰”“寺林木并地土产业，东至孩儿坟，南

至红螺镇，西至乾涧口，北至红螺被。并常住

地 四 至 内 应 有 田 土 、园 果 、树 木 ，亦 仰 诸 人 不

得 侵 占 、砍 伐 。 如 有 违 犯 之 人 ，即 仰 就 便 申

告。”这里概述了红螺寺是为皇室祈寿祈福的

地方，各色人等不得对本寺非理骚扰，并确定

了 寺 庙 的 界 限 和 土 地 树 木 等 ，不 得 侵 占 、砍

伐。现在这块碑还立在红螺寺中。

在 元 代 ，红 螺 寺 同 金 代 一 样 ，也 是 大 圣 安

寺 的 下 院 ，大 圣 安 寺 也 同 金 代 一 样 是 皇 家 的

家庙。元代的云山禅师是主持大圣安寺的高

僧，经常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请教，云山大师当

时还领有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衔。在元至正

十 二 年（1352 年），皇 上 恩 准 云 山 大 师 归 老 红

螺 寺 。 云 山 大 师 用 皇 上 所 赐 金 银 珍 宝 ，又 向

社会募集部分银两，再次修缮了红螺寺，并在

红 螺 寺 种 下 一 片 竹 林 ，这 是 北 京 最 早 从 南 方

引 进 的 竹 林 ，至 今 仍 长 在 红 螺 寺 内 ，枝 叶 繁

茂，有近 700 年历史。

四是明代皇家看重红螺寺。 明 正 统 年

间，皇帝英宗朱祁镇来寺降香，看到佛顶放光

后 ，认 为 是 护 国 赐 福 的 祥 瑞 之 像 ，龙 颜 大 悦 ，

特 亲 笔 赐“ 护 国 资 福 禅 寺 ”的 寺 名 ，现 此 名 仍

刻 于 红 螺 寺 山 门 上 。 明 英 宗 正 统 二 年（1437

年），英 宗 的 大 姐 顺 德 长 公 主 大 婚 ，皇 室 为 成

婚大礼大修佛事，出资重修了红螺寺。

明 熹 宗 天 启 皇 帝 朱 由 校 于 天 启 五 年

（1626 年）赐红螺寺一口“天启大铜钟”，至今

已有近 400 年的历史，现存放于红螺寺大雄宝

殿内。这口大钟为皇帝御赐，名为“天启大铜

钟 ”，高 为 171.6 厘 米 ，口 径 为 103.6 厘 米 ，重 约

一吨，青铜材质，双龙钮，莲瓣罩顶中，底边有

八卦方位图形。钟表布满整部金刚经及诵经

仪轨、诵经功德，二十药叉、四大天王、五果六

通阿罗汉、菩萨、诸佛名号等文字。大钟共铸

造 阳 文 6406 字 ，补 刻 明 熹 宗 朱 由 校 敕 赐 钟 铭

及造钟人太监王体乾官职姓名共双勾阳字 89

字 ，另 内 腔 壁 中 部 有 铸 钟 工 匠 4 人 姓 名 ，阳 铸

10 字 ，共 6505 字 ，均 为 楷 书 ，字 体 清 晰 流 畅 ，

布 局 规 整 严 谨 。 红 螺 寺 的 这 口 钟 ，其 铸 造 技

术高超，字体、纹饰、图案等线条细腻流畅，钟

壁 曲 线 适 度 ，壁 厚 设 计 科 学 ，音 色 纯 正 浑 厚 。

大 钟 整 体 一 次 浇 铸 完 成 ，表 里 没 有 任 何 补 铸

痕迹，铸造工艺水平之高，即使以现代技术和

装备，也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是明代铸造的大

器中的精品。此钟现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五是清代皇家看重红螺寺。清 朝 从 一 入

关就重视红螺寺。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

治年龄还小，摄政王多尔衮当政，他专门朝拜

红 螺 寺 并 铸 了 一 口 钟 ，上 铸 铭 文 ：“ 保 大 清 江

山 永 固 ”。 他 还 亲 笔 题 匾《大 光 明 藏》并 挂 于

大雄宝殿，现已遗失。

清 康 熙 三 十 二 年（1694 年），康 熙 帝 圣 驾

红 螺 寺 降 香 ，在 寺 前 当 年 元 代 云 山 大 师 种 的

竹 林 西 侧 的 山 亭 中 设 御 座 赏 竹 。 据《怀 柔 县

志》记 载 ：康 熙 看 到 这 片 翠 绿 的 竹 林 倍 感 新

奇 ，即 令 身 边 的 官 员 清 点 竹 子 的 数 量 为 613

株 ，临 走 前 叮 嘱 寺 内 的 僧 人 和 当 地 的 官 员 要

对竹林善加保护，以便他常来观赏，后来人们

就称这片竹林为“御竹林”。后怀柔知县吴景

果 写 诗《竹 下 作》：“ …… 六 百 一 十 有 三 杆 ，特

令 中 官 记 其 数 ……”反 映 了 康 熙 皇 帝 赏 竹 时

的情景。

清 嘉 庆 年 间 为 了 保 护 红 螺 寺 庙 产 ，在 大

雄 宝 殿 前 设 立 了“ 四 至 石 碑 ”，碑 文 中 明 确 红

螺寺八个方向的范围界限。此碑现仍立于红

螺寺大雄宝殿前。

清 末 慈 禧 太 后 也 曾 朝 拜 过 红 螺 寺 ，对 红

螺 寺 神 奇 的“ 竹 林 ”“ 古 银 杏 ”和 大 殿 后 的“ 藤

缠 松 ”景 观 赞 不 绝 口 。 在 寺 南 的 青 龙 山 观 看

寺 庙 全 景 时 ，发 现 红 螺 寺 群 山 环 抱 、藏 风 聚

气、祥云笼罩，是一处风水宝地。慈禧太后希

望 香 火 旺 盛 的 红 螺 寺 能 保 佑 大 清 江 山 ，重 赏

了红螺寺，写了“福”“寿”两个大字，挂于寺院

东跨院的客堂，回宫后不久又差人送来了“四

扇玉屏风”“九曲莲花灯”两件重宝，玉屏风摆

在 了 客 厅 里 ，莲 花 灯 挂 于 大 雄 宝 殿 内 正 中 的

释迦牟尼像前。

中 国 佛 教 共 分 八 宗 ，净 土 宗 与 禅 宗 是 对

中国汉传佛教影响最大的两个支派。历史上

净 土 宗 出 了 13 位 祖 师 ，其 中 第 12 代 彻 悟（号

际醒）大师和第 13 代印光大师，都曾在红螺寺

讲 经 说 法 。 清 代 际 醒（梦 东）大 师 主 持 红 螺

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光绪年间，印光僧人

来 红 螺 寺 修 学 净 土 法 门 ，后 去 普 陀 创 建 净 土

道场，所以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

红 螺 寺 曾 一 度 衰 败 ，被 易 为 学 校 ，寺 庙 的

核 心 建 筑 大 雄 宝 殿 于 1972 年 被 拆 毁 ，集 中 存

放 在 殿 内 的 大 量 文 物 、法 器 、佛 经 等 尽 数 丢

失 ，文 物 保 护 区 大 部 分 建 筑 也 因 年 久 失 修 而

破旧不堪。红螺寺景区从 1990 年开始进行保

护 性 开 发 建 设 ，逐 步 修 缮 了 殿 堂 、罗 汉 园 、观

音寺等，开辟了旅游线路，不断增加完善旅游

配套设施。

现 在 ，红 螺 寺 占 地 百 亩 ，分 五 处 庭 院 ，房

244 间。中院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

殿 为 轴 心 ，设 有 东 西 四 所 配 殿 ，千 手 观 音 殿 、

伽蓝殿、际醒祖师殿、印光祖师殿和诵经房数

间等。

红螺寺有“红螺三绝”：一是“御竹林”，有

近 700 年历史，四季常青、长势茂盛，有竹约百

万 株 ，成 为 红 螺 寺 一 大 盛 景 。 二 是“ 雌 雄 银

杏 ”，大 雄 宝 殿 前 有 雌 雄 两 棵 古 银 杏 树 ，树 龄

在 1100 年 以 上 ，树 高 30 多 米 ，整 个 树 的 围 度

达到 7 米之多，虽逾千年但生机不减。每年春

天雄树开满淡黄色的小花，秋天不见果实，而

雌树每年春天不见花开，秋天却果实累累，人

们觉得它们像天作一双、珠联璧合的夫妻，所

以 也 称 他 们 为“ 夫 妻 树 ”。 三 是“ 紫 藤 寄 松 ”，

在 大 雄 宝 殿 后 三 圣 殿 前 的 院 落 西 侧 ，有 一 棵

平 顶 松 ，松 高 约 6 米 ，枝 分 九 杈 ，伸 向 四 面 八

方 ，两 棵 碗 口 粗 的 藤 萝 又 如 龙 盘 玉 柱 一 样 爬

满 了 整 个 枝 头 ，松 藤 并 茂 形 成 了 一 把 天 然 的

巨伞，遮阴面积近 300 平方米。俗话说：“藤缠

松 ，松 难 生 ”，而 红 螺 寺 中 的 松 藤 却 和 睦 相 处

了 800 多年，藤不离松，松不辞藤，相亲如初。

红螺寺有历史、有风光，有底蕴、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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