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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代陆僧瓒舍宅为寺，重玄寺成为 苏 州 城 的 重 要 寺 院。唐 代 慧 岩 法 师 扩 修 重 玄 寺，使 之 成 为 天 下 名 寺，

许多名人都为它留下了诗作。重玄寺是一所提倡律学的寺院，寺 内 最 重 要 的 建 筑 是 高 大 的“重 玄 阁”，它 的 文 化 富

有特色，白居易曾经作《苏州 重 玄 寺 法 华 院 石 壁 经 之 碑》，提 到 的《观 音 普 贤 菩 萨 法 行 经》，疑 是《观 普 贤 菩 萨 行 法

经》，《实相法蜜经》，疑是《实相般若波罗蜜经》。碑文所说 的“是 八 种 经 具 十 二 部”，是“三 乘 之 要 旨，万 佛 之 秘 藏”，

这是中国人根据佛教经义理论结合自身的思维所提出的看法。重玄寺里还有非常有名的药圃，为我们了解唐代佛

教与医药关系打开了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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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在 中 国 历 史 地 理 上 曾 经 属 于 南 朝 地 区。
所谓“南 朝”是 指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与 中 国 北 方“北

朝”相对的中国南方地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楼台烟雨中”，这是古代诗人形容南朝的佛教盛况。
这时苏州的重玄寺则是城内的一所重要寺院，本文

对重玄寺做一些初步考证，以飨学界。

一、梁朝重玄寺
据《吴地 记》载，梁 武 帝 天 监 二 年（５０３）卫 尉 卿

陆僧瓒“旦 暮 见 住 宅 有 瑞 云 重 重 复 之，遂 奏 请 舍 宅

为重云 寺，台 省 误 写 为 重 玄，时 赐 大 梁 广 德 重 玄

寺。”① 所谓“广德”，是“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

福”② 之引述，陆僧瓒舍宅为寺应是近于老年时期，
以积功德为来世准备，故梁武帝对庙赐以“广德”。

关于陆僧瓒生平的介绍，史书无载。但据宋林戊

《灵姑庙碑阴记》云：“按陆氏得姓于齐宣王之少子。
至汉，有字伯元者，仕为吴令，迁豫章都尉。既卒，吴
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家焉。伯元生

襄贲令盱，盱生本州从事鸿，鸿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

州从事晔，晔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弘農都尉文，
文生亲，亲生颍川太守尚书令闳，闳生桓，桓生扬州别

驾续，续生褒，褒生吴城门校尉纡，纡生九江都尉太学

博士骏，骏生选，选生尚书瑁，瑁生颖，颖生海虞令濯，
濯生汉公，汉公生冽，冽生本郡元之，元之生髙平相员

外散骑常侍英，英生晋侍中太尉，兴平康伯玩，玩生五

兵尚书侍中始，始生秘书监侍中万载，万载生宋东阳

太守子真，子真生齐南兖州刺史慧晓，慧晓生梁太常

卿倕，倕生卫尉君。凡二十八世，冠 冕 不 绝，皆 有 才

德，名在史册。”［１］可知陆僧瓒出生于王室贵胄之家，
其父辈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的齐宣王，传到陆僧瓒时

已经是二十八世了。
又据《吴 郡 志》载，“陆 卿 有 女 子 不 嫁，经 营 其

事，既死，祠于寺之东庑。”［１］据说陆僧瓒舍宅为寺

之后，他的女儿陆氏就出家住在里面。陆氏终身未

嫁，生前一直 管 理 这 座 寺 院，由 于 她 的 嘉 行 受 到 世

人了赞扬，被 尊 称 为“圣 姑”，③ 逝 世 之 后，人 们 在 寺

院的东庑 为 她 立 祠 缅 怀，是 为“灵 姑 庙”。另，有 说

“吴越忠懿 王 朝 京 师，道 出 吴 江，大 风 几 覆，舟 见 女

子极之 自 言，郡 重 玄 寺 神 也，本 国 加 封 号 感 应 圣

姑。”［１］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陆氏被尊为神祇是宋

代的事情，应 为 后 人 追 加 而 成 立 的，本 文 不 讨 论 这

个问题。

二、唐代重玄寺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大发展时期，重玄寺也在与

时俱进中不断完善。随着佛教的繁盛发展，导致原

在家宅基础 上 建 立 的 重 玄 寺，已 然 不 够 敷 用，寺 院

的扩建成为了迫切需求。据僧传记载，有位释慧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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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 曾 住 在 苏 州 重 玄 寺，其 人“相 状 如 狂，不 修 戒

检，时人不齿。多坐房中，不同物议，忽独欢笑戏于

寺中，以物指 撝 曰：此 处 为 殿，此 处 为 堂，乃 至 廊 庑

厨库，无不 毕 备。经 可 月 余，因 告 僧 曰：欲 知 岩 者，
浮图铃落，则 亡 没 矣。至 期 果 然，乃 返 锁 其 房。搥

户开之，端坐已卒。远近闻之，屯赴阗门壹，各舍金帛，
遂成大聚。依 言 缔 构，郁 成 名 寺，事 皆 符 焉。自 终

至今 四 十 余 载，犹 如 存 在，见 处 佛 堂，用 通 礼 谒

云。”④ 慧岩 法 师 应 是 重 修 或 扩 修 重 玄 寺 的 主 要 人

物，甚有可能就是重玄寺的方丈或住持。他佯装狂

狷，不修边幅，看似疯僧，以此来化缘筹措扩修寺院

的资金，他的的神迹，被后人描写为“其尸石室四十

年不坏，预知 前 事。”⑤ 正 是 由 于 他 的 奇 异 方 式，吸

引了人们的注意，使得更多的人对他与重玄寺皆产

生了崇敬之心，因此重玄寺也就“屯赴阗门壹，各 舍 金

帛，遂成大聚”，完成了改建的任务，“郁成名寺”。

　　① 《吴地记》四库本。

②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

③ 《吴都文粹》卷三云：“僧瓒舍宅为寺，夫人就居之，是为重玄寺。寺僧祀夫人为伽蓝神，号圣姑。”

④ 《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⑤ 《释氏六帖》卷十一。

⑥ 《唐国史》补卷中。

⑦ 《开元寺志》卷一。

⑧ 《吴邑志·长洲县志》

⑨ 《开元寺志》卷一。

⑩ 赞宁等：《宋高僧传》卷第十四。

瑏瑡《李嘉佑同皇甫冉登重玄阁》，《江南通志》卷三十一，四库本。

瑏瑢 《南畿志》。

除了扩建之外，重玄寺也对寺院建筑进行了维

护。当时重玄 寺 阁 的 一 角 倾 斜，需 要 垫 起 扶 正，为

此有人曾 经 预 算 用 钱 数 千 贯。正 巧 有 位 游 僧 给 出

主意：“‘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

主从之。僧每食 毕，辄 持 楔 数 十 执 柯 登 阁，敲 木豕 其

间，未逾月，阁 柱 悉 正。”⑥ 这 位 将 重 玄 寺 阁 扶 正 的

僧人，应 是 一 位 懂 建 筑 的 法 师，他 根 据 建 筑 的 破 损

程度，采用不同的对治扶正方法，用打锲子的方式，
既节约了成本，又完成了重玄阁的扶正与保护。

又据泉州《开 元 寺 志》载，释 师 寂 法 师，为 姑 苏

长洲人，姓 陆。“初 学 儒，志 则 洒 然。若 世 氛 凂 已，
乃弃而学释于重玄寺。”⑦ 长洲县得名是因境内的

古长洲苑。春秋时曾为吴王阖闾游猎之处。《越绝

书》：“阖闾走犬长洲。”汉枚乘说吴王濞曰：“修治丘

陵，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
游曲台，临 上 谷，不 如 朝 夕 之 池。”⑧ 晋 左 思《吴 都

赋》曰：“带 朝 夕 之 浚 池，佩 长 洲 之 茂 苑。”武 则 天 万

岁通天元年（６９６），析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属苏州

管辖。后代诸朝有多次长洲建县与拆县，至民国时

最终撤县。
释师寂曾在姑苏长洲“学释于重玄寺”，说明了

重玄寺 的 佛 学 在 当 时 是 有 特 色 的。寺 志 中 载，他

“既纳戒，遂两习《四分》，百法通之。诵《莲经》至七

百遍，而龙藏且一两读。既卒业，授学者律，论说明

白如指诸掌。”⑨ 南方地区最早流传的是《十诵律》，
但是最后被北 方 流 传 的《四 分 律》取 代。促 成 这 一

关键转变的是唐代道岸律师，他“以江表多行《十诵

律》，东南 僧 坚 执，罔 知《四 分》。岸 请 帝 墨 勅，执 行

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⑩

在南方的四分律学中，苏州有名的法师有苏州

开元寺辩秀等人。辩秀于天宝四年（７４５）受戒于东

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至德年中，举高行，
隶名于吴郡开元寺。释师寂不在苏州开元寺学律，
却在重玄寺习律，这说明重玄寺的佛学教育在当时

是有地位和特色的。律是学佛的基础，也是出家人

的规矩。师 寂 除 了 学 律 之 外，还 诵《莲 经》七 百 遍，
这是他在学 习 净 土 宗 的 法 门，同 时 他 还 阅 读 藏 经，
学完之 后 专 门 讲 说 律 本，“论 说 明 白，如 指 诸 掌”。
可见唐 代 的 重 玄 寺 在 苏 州 也 是 一 座 重 要 的 佛 学

学府。

三、重玄寺里的“重玄阁”
唐代重玄寺也是一座充满了田园风光的寺院，

其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是有一座高大的“重玄阁”。
著名诗人李嘉佑与皇甫冉曾经一起登上重玄阁，留

诗曰：“高阁朱阑不厌游，蒹葭白水绕长洲。孤云独

鸟川光莫，万 井 千 山 海 气 秋。清 梵 林 中 人 转 静，夕

阳城本 角 偏 愁。谁 堪 远 作 秦 吴 别，离 恨 归 心 双 泪

流。”瑏瑡

李嘉佑，字从一。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天宝

七载（７４８）登 进 士 第，授 秘 书 省 正 字，擢 进 士 第，授

秘书正字。他 为 人“淳 雅 不 苛，民 庶 亲 服。”瑏瑢 以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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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南荒，晚年定居苏州后与世人摒绝，唯有“僧皎然

有酬李员外。”① 嘉佑的诗大多写自然景物，马端临

说李嘉 佑“善 为 诗，绮 靡 婉 丽，有 齐 梁 之 风，时 以 比

吴均、何逊云。”② 但也有一部分诗篇比较真切地反

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自苏台泛舟至

望亭驿因寄 従 弟 纾》云：“南 浦 菰 蒲 覆 白 苹，东 吴 黎

庶逐黄巾。野棠自发空流水，江燕初归不见人。远

树依依 如 送 客，平 田 渺 渺 独 伤 神。那 堪 回 首 长 洲

苑，烽火年年报塞尘。”③ 皇甫冉（约７１８年—约７７１
年），字茂政，祖籍甘肃泾州，出生于润州丹阳（今江

苏镇江）。天宝十五年进士，曾官无锡尉，大历初入

河南节度 使 王 缙 幕，终 左 拾 遗、右 补 阙。其 诗 清 新

飘逸，多飘泊 之 感，多 写 离 乱 漂 泊、宦 游 隐 逸、山 水

风光。当时的重玄阁是耸立在一座岛中的建筑，周

围被 水 环 绕，登 上 阁 顶 一 鉴 川 光，万 水 千 山 与 海 天

一色尽收 眼 底。由 于 李 嘉 佑 和 皇 甫 冉 两 人 的 生 活

不得 意，重 玄 寺 在 他 们 的 心 里，便 成 为 了 清 净 隽 永

的冰 心 圣 地，让 他 们 想 到 了 远 离 的 家 乡，面 对 清 晨

树林 的 静 谧，夜 晚 城 市 的 喧 嚣，离 别 之 恨 而 生 出 的

归心，更加戚戚然而忧伤。

　　① 《姑苏志》卷三十一。

② 《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③ 《无锡县志》卷四。

④ 《韦苏州集》卷七，四库本。

⑤ 《唐才子传》卷二。

韦应物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曾经做过苏州刺

史。他来到重玄寺，站在重玄阁上，撰写了《登重玄

寺阁》。云：“时 暇 陟 云 构，晨 霁 澄 景 光。始 见 吴 都

大，十里郁 苍 苍。山 川 表 明 丽，湖 海 吞 大 荒。合 沓

臻水陆，骈 阗 会 四 方。俗 繁 节 又 暄，雨 顺 物 亦 康。
禽鱼各翔 泳，草 木 遍 芬 芳。于 兹 省 甿 俗，一 用 劝 农

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一作郡）。”④ 诗人写

这首 诗 的 时 候，正 是 江 南 春 天，漫 步 在 重 玄 寺 阁 的

楼梯，天上是层次分明的白云，晨雾退去透出日光。
站在 阁 顶，眺 见 远 处 面 积 广 大 的 吴 都 故 城，近 看 眼

下的数十里的太湖水景，山川的明丽，湖海的围拢，

四方茫茫。繁 忙 时 节，喧 闹 时 光，春 雨 滋 润 着 万 物

生长，飞禽翱翔与群鱼畅游，重新燃起生命的欲望。
眼中是草木复苏吐露芬芳和忙碌的农民，深感作为

地 方 官 的 身 上 的 责 任 重 大，唯 有 努 力 才 能 回 报 朝

廷，不负众 生 的 期 望。古 人 评 曰：“逮 盛 唐 沈 宋，独

孤及、李 嘉 佑、韦 应 物 等 诸 才 子 集 中，往 往 各 有 数

题，片言不 苟，皆 不 减 其 风 度。此 则 无 传 之 妙。”⑤

可见，他们的心里始终怀有古代文人身上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站在重玄

寺的阁顶，除 了 纳 入 眼 界 的 美 好 风 景 外，文 人 志 士

们所生起的为国为民之情怀，让高大的重玄寺阁不

仅 成 为 佛 教 的 标 志，同 时 也 文 人 们 的 思 古 发 忧 之

地，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

四、白居易与重玄寺石经碑
白居易（７７２年－８４６年），亦名白乐天，是唐代

著名的诗 人、佛 教 徒。祖 籍 太 原，后 徙 居 下 邽。十

七岁登进士第，元和中对 乙等，仕至刑部尚书。在

东都洛阳居住期间，疏沼种树，构石楼于香山，自号

香 山 居 士。又 曰 醉 吟 先 生。唐 敬 宗 宝 历 元 年

（８２５），白居 易５３岁 时 就 任 苏 州 刺 史，次 年 九 月 被

罢官。白居易一生不得志，为当朝所忌，放意文酒，
顺情自适，自以托佛生死之说，若忘形骸者，经月不

茹荤。佛教对他的人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白居易在做苏州的刺史时便与重玄寺结缘，并

撰有《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云：

　　碑 在 石 壁 东 次，石 壁 在 广 徳 法 华 院 西 南

隅，院在重 玄 寺 西 若 干 步，寺 在 苏 州 城 北 若 干

里。以华言唐文译刻释氏经典，自经品众佛号

以降，字加金焉。
夫开士悟 入 诸 佛 知 见，以 了 义 度 无 边，以

圆教垂无穷，莫 尊 于《妙 法 莲 花 经》，凡 六 万 九

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

解脱，莫极 于《维 摩 诘 经》，凡 二 万 七 千 九 十 二

言；摄 四 生 九 类，入 无 余 涅 槃，实 无 得 度 者，莫

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

言；坏罪集福，净 一 切 恶 道，莫 急 于《佛 顶 尊 胜

陀罗尼经》，凡 三 千 二 十 言；应 念 顺 愿，愿 生 极

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

见观真相，莫 出 于《观 音 普 贤 菩 萨 法 行 经》，凡

六千九百九 十 言；诠 自 性，认 本 觉，莫 深 于《实

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
莫过于《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凡 二 百 五 十 八

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

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是石 壁，积 四 重，高 三 寻，长 十 有 五 丈，厚

尺有咫，有 石 莲 敷 覆 其 上 下，有 石 神 固 护 其 前

后，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所谓施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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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尽未 来 际 者 也。吾 长 庆 二 年 冬 作，大 和 三

年春成。律 德 沙 门 清 晃 矢 厥 谋，清 海 继 厥 志，
门弟子南容成之，道则终之。寺僧契元舍艺而

书之，郡守居易施词而赞之，赞曰：
佛 涅 槃 后，世 界 空 虚。惟 是 经 典，与 众 生

俱。设有人书贝叶上，藏檀龛中，非坚非久，如

蜡印空。假 使 人 刺 血 为 墨，剥 肤 为 纸，即 坏 即

灭，如笔 画 水。噫！画 水 不 若 文 石，印 蜡 不 若

字金。其 功 不 朽，其 义 甚 深。故 吾 谓 石 经 功

徳，契如来付嘱之心。①

这块石壁 是 很 有 特 点，按 现 在 的 数 据 来 折 算，
高低四重的石壁，高约５米，② 长约４５米，③ 厚约３０
厘米。石壁经过专门的设计与打磨，顶部和底部设

计了莲花造形，前后有传统的石神底座。

　　① 《白氏长庆集》卷六十。

② 《诗·鲁颂·閟宫》云：“八尺曰寻。”《史记·张仪传》云：“七尺曰寻。按，程氏瑶田云，度广曰寻，度深曰仞。皆伸两 臂 为 度。度 广 则 身

平臂直，而适得八尺；度深则身侧臂曲，而仅得七尺。其说精巧，寻仞皆以两臂度之，故仞亦或言八尺，寻亦或言七尺也。”

③ 唐朝的度量衡分为大小两种，大尺一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一丈等于十尺。因此，小尺一丈等于３００厘米，大尺一丈等于３６０厘米。此

处按小尺计算。

④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⑤ 赵宦光《寒山帚谈》。

⑥ 《宋高僧传》卷十一。

⑦ 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一。

⑧ 《蚁赋》宋吴淑。

⑨ 琬琰，碑石之美称。

⑩ 《元亨释书》卷六。

瑏瑡 《文苑英华》卷二百二十。

瑏瑢 《御定全唐诗》卷四十一。

瑏瑣《二皇甫集》卷三。

瑏瑤《一切经音义》卷一。

瑏瑥此通玄寺不是重玄寺。

瑏瑦 僧懐深《华山寺记》，载《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十三。

瑏瑧 《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按碑文所说，律 师 清 晃 法 师 是 始 作 俑 者，但 是

清晃的愿望没有实现，清海法师（或律师）继承了清

晃的 志 向，然 而 清 海 也 没 有 完 成 这 个 愿 望，最 后 是

由南容法 师 完 成 了 这 项 工 作。清 晃 与 清 海 的 生 平

史书无载，南 容 是 润 州（今 江 苏 镇 江）的 僧 人，杭 州

灵隐山道标律师的好友。
抄写碑文的契元法师是有名的书法家，古人记

载“尊胜陀 罗 尼 经 幢，僧 契 元 书，会 昌 二 年。正 书。
吴县。”④ 后人评说：“裴 休《圭 峰 碑》、僧 契 元《尊 胜

咒》，各有可采，惜不清耳。”⑤ 契元写石壁经时正是

唐穆宗在 位。他 曾 经 参 加 过 池 州 南 泉 普 愿 禅 师 圆

寂后的葬礼，“契元文畅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泣

血于山门。”⑥ 参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的转轮经藏

建造，“院僧法弘、惠满、契元、惠雅等藏事。”⑦ 契元

曾在广陵郡 孝 感 寺 讲 观 音 经。⑧ 日 本 僧 人 慧 萼 法 师

第二次跨海 来 中 国 求 法，“乞 苏 州 开 元 寺 沙 门 契 元

勒事刻琬琰，⑨ 题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附舶寄

来。”⑩ 著名诗人、茶僧皎然（７３０－７９９）有《送契 上

人游扬州》云：“西 陵 古 江 口，远 见 东 扬 州。渌 水 不

同泛，春山 应 独 游。寻 僧 白 岩 寺，望 月 谢 家 楼。宿

昔心期 在，人 寰 非 久 留。”大 历 十 才 子 之 一 的 卢 纶

（７３９－７９９）《送 契 元 法 师 赴 内 道 场》云：“昏 昏 醉 老

夫，灌顶遇 醍 醐。嫔 御 呈 心 镜，君 王 赐 髻 珠。降 魔

须战否，问疾敢行无。深契何相秘，儒宗本不殊。”瑏瑡

皇甫冉的弟弟皇甫曾（约７５６年前后在世）著有《秋

夕寄怀契上 人》云：“已 见 槿 花 朝 委 露，独 悲 孤 鹤 在

人群。真僧出世心无事，静夜名香手自焚。窗临绝

涧闻流水，客 至 孤 峰 扫 白 云。更 想 清 晨 诵 经 处，独

看松上雪纷纷。”瑏瑢 以及《早发中严寺别契上人》云：
“苍苍松桂阴，残月半西岑。素壁寒灯暗，红炉夜火

深。厨开山 鼠 散，钟 尽 岭 猿 吟。行 役 方 如 此，逢 师

懒话心。”瑏瑣 顾齐 之 撰 写 的《新 收 一 切 藏 经 音 义 序》
称：“上座明秀、寺主契元、都维那玄测，皆精悫真乘

护持圣典，文 华 璀 璨 经 论 弘 赡，或 道 情 深 远 独 得 玄

珠，或律行清高孤标戒月，上以惬圣贤之意，下以旌

勤恳之心。”瑏瑤 可见契元与白居易的关系很好，经常

在一起活 动。契 元 的 书 法 和 艺 术 作 品 曾 经 流 传 到

后世。胥湖（今太 湖）之 北 的 华 山 寺 观 音 像，系“唐

开成四年通玄寺瑏瑥 僧契元移置于此。宋僧怀深有圆

通殿记。”瑏瑦 梁 大 同 二 年（５３６）建 的 苏 州 包 山 寺，在

清代时寺院“门 左 有 唐 会 昌 二 年 僧 契 元 书 碑”。瑏瑧 清

代著名藏书 家 朱 彝 尊 评 价 该 碑 曰：“契 元 名 不 著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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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而楷 法 端 丽，在 颜 柳 之 间。记 成 都 雍 博 士 陶

有《送契上 人 南 游》诗，即 其 人 也。……读 会 昌 碑，
思以硬黄，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传建自梁大同

年，兹碑立寺门岁月已久，顾欧阳、赵曽诸家博搜金

石文，未著于录，则以地僻在太湖中，故闻见有所不

及。然自 兹 碑 既 立 之 后，祠 部 奏 括 天 下 寺 四 千 六

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有诏山野招提先

毁。五年七月，浙 西 东 道 止 各 留 僧 二 十 人，乃 兹 碑

不踣，则亦以地僻存焉。尔独怪王文恪辑震泽编削

而不载，后 之 修 具 区 志 者 遂 遗 之，不 可 不 补 其 阙

焉。”①

　　① 《〈包山寺题名〉·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② 护法等菩萨造，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成唯识论》卷第二。

③ 《楞严经观心定解》卷六。

④ 《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卷一。

⑤ 《宋高僧传》卷二十九。

⑥ 《法华传记》卷五。

⑦ 《南天竺婆罗门僧正碑（并序）》，《游方记抄》卷一。

⑧ 《弘明集》卷六。

白居易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的理论钻研很

深，有很好 的 修 行 实 践。太 和 三 年（８２７）重 玄 寺 刊

石壁 经 成，这 时 正 是 白 居 易 罢 官 的 前 后，他 自 述 此

文是“吾长庆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期间经历

了两代皇 帝 的 五 年 时 间。白 居 易 认 为 接 受 撰 写 碑

文是有功德的，因为它传递了佛陀的思想教义。刻

经的重要性就在于佛涅槃后，只有经典和众生还存

在于世。在碑文里 他 列 出《妙 法 莲 花 经》、《维 摩 诘

经》、《金刚 般 若 波 罗 蜜 经》、《佛 顶 尊 胜 陀 罗 尼 经》、
《阿弥 陀 经》、《观 音 普 贤 菩 萨 法 行 经》、《实 相 法 蜜

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八部佛经，分别指出了每

部经典的字数。八部经的总字数则是“合一十一万

六千八百 五 十 七 言”，说 明 他 对 经 文 是 了 解 的。其

列出 的 八 种 经 里，有 六 种 在 现 存 的 经 录 里 有 载，也

是现在佛教徒经常读颂的经典。
碑文提到 的“《观 音 普 贤 菩 萨 法 行 经》，凡 六 千

九百九十言”，查 现 存 藏 经 中 没 有 与 此 完 全 同 名 的

经典，但有一 部 经 名 相 似 的《佛 说 观 普 贤 菩 萨 行 法

经》，略 称《观 普 贤 菩 萨 行 法 经》，亦 名《观 普 贤 观

经》、《出深功德经》等，刘宋元嘉年昙无蜜多于杨州

译出。《观音普贤 菩 萨 法 行 经》，疑 为《佛 说 观 普 贤

菩萨法行经》。古人写书没有标点，现存《观普贤菩

萨行法经》加 标 点 与 版 式 符 号 计 八 千 二 百 字 符，实

际字数应与碑 文 中 所 说“六 千 九 百 九 十 言”基 本 吻

和，其主旨也与白居易碑文所讲“用正见观真相”一

致。碑文又 说“《实 相 法 密 经》，凡 三 千 一 百 五 言”。

这部经在现存经录里没有找到，是失传了抑或是被

后人给改了名字，不得而知。《实相法密经》的特点

是：“诠自性，认 本 觉”。唯 识 宗 的 宗 经《成 唯 识 论》
说：“名诠自性，句诠差别。”② 这是说从“名”的角度

来看，诠 的 是 自 性；从“句”的 角 度 来 看，诠 的 是 差

别，亦即：“如 名 为 眼，即 诠 自 性。若 言 佛 眼、天 眼，
乃显句诠差别。”③ “自性”是指诸法各自具有的体性

或体相，也是‘差别’或‘共相’的反义词。因为自性是

不变的，是事物本身的特有性质，故称一切法不可言

说处为自相、自性，也是事物的实相。佛经说：“归趣

所诠，法自性故，故唯识云，名诠自性。”④ 故通过“假
有真无”显现“自性实相”。此实相不受缘起而动，属
于“常不动”之而存在的“本觉心”。在现有佛教经典

中，《实相般若波罗蜜经》比较符合碑文的说法，该经

字数为３７００字，去除标点后与碑文所说的“三千一百

五言”比较接近。该经是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之第

十会《般若理趣分》之同本异译，译者天竺三藏菩提流

志于武则天时代在长安译出。总之，《实相般若波罗

蜜经》还需要进一步地讨论。
白居易又 指 出“是 八 种 经 具 十 二 部”，此“八 种

经”是“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可谓是佛藏的代

表。在唐以 前，佛 教 内 部 确 有“八 部 经”之 说，如 僧

传记载余姚休光寺释真法师，“学习师古义成先圣，
八部经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尽于度内。”⑤ 秦州上

邦县慕容文 策，“一 生 已 来，唯 诵 持 金 刚 般 若、法 华

八部。”⑥ 印度 僧 菩 提 仙 那“是 以 真 如 奥 旨，殊 五 天

而共 融。实 相 圆 音，同 八 部 而 俱 显。若 乃 深 达 法

相，洞了宗极。研寻七觉，空有两亡。游戏六通，真

假双照者僧 也。”⑦ “帝 王 望 玄 宗 而 委 质，八 部 挹 灵

化而洗心，士 庶 观 真 仪 而 奔 至 落 落 焉，故 非 域 中 之

名教。”⑧ 白居 易 在 碑 文 中 将 八 种 经 的 经 名 与 字 数

全部标 示 出 来，又 指 出 了 此 八 种 经 是 佛 教 的“要

旨”，可以看出唐代僧人在学习佛教理论时，是以此

八种经为最基础的经典，或为教本。

五、重玄寺的药圃
重玄寺里 还 有 一 个 非 常 有 名 的 药 圃。当 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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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 年 逾 八 十 的 僧 人 元 达 法 师，爱 好 种 植 各 种 名

药，他从天台、四 明、包 山、句 曲 等 地 进 了 不 少 药 材

种，药 圃 里 种 满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奇 花 异 草，“丛 萃 纷

糅，各可指名”。① 百 花 齐 放 的 药 圃 吸 引 了 很 多 人 的

兴趣，专程前来参观。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就经常

谒访元达法师，向他请教有关知识。
皮日 休（约８３８—约８８３年）曾 任 苏 州 军 事 判

官、著作佐郎、太 常 博 士、毗 陵 副 使，其 诗 文 兼 有 奇

朴二 态，且 多 为 同 情 民 间 疾 苦 之 作，对 于 社 会 民 生

有深刻的 洞 察 和 思 考。皮 日 休 曾 作 诗 描 写 过 重 玄

寺的药圃，有曰：

　　① 《吴郡志》云：“重玄寺药圃，唐末僧元达年逾八十，好种名药。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丛萃纷糅，各可指名。皮 日 休 尝 访

之，而题诗。”四库本。

② 桐君，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药学家。在美丽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桐君山，相传，黄帝时有老者结庐炼丹于此，悬壶济世，分文不收。乡人感

念，问其姓名，老人不答，指桐为名，乡人遂称之为“桐君老人”。后世尊其为“中药鼻祖”，称之为药祖圣地。山也以“桐君”名，县则称“桐庐县”。

有关记载桐君的文献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代写成的古史《世本》一书中。

③ 皮日休《重玄寺元达年逾八十，好种名药，凡所植者，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丛萃纷糅，各可指名，余竒而访之，因题二章》，《吴郡志》

卷九，四库本。

④ 皮日休《重玄寺元达年逾八十，好种名药，凡所植者，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丛萃纷糅，各可指名，余竒而访之，因题二章》，《吴郡志》

卷九，四库本。

⑤ 《松陵集》卷七。

⑥ 菟丝子（学名：Ｃｕｓｃｕｔ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ａｍ．），别名禅真、豆寄生、豆阎王、黄丝、黄丝藤、鸡血藤、金丝藤等。一年生寄生草本。茎缠绕，黄色，

纤细，无叶。分布于中国及伊朗、阿富汗、日本、朝鲜、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生于海拔２００－３０００米的田边、山坡阳处、路边灌丛或

海边沙丘，通常寄生于豆科、菊科、蒺藜科等多种植物上。种子药用，有补肝肾、益精壮阳及止泻的功能。

⑦ 龙刍：即龙须草。又称“山草”、“蓑衣草”灯草，水葱，野席草，属多年生草本 植 物，多 年 生 草 本。茎 伏 地 蔓 生，极 细 软，分 枝 处 常 生 不 定

根，多分枝。小叶卵形，孢子叶卵状三角形。有清热解毒，利尿，止痛。利尿通淋，泄热安神的功效。

⑧ 《松陵集》卷七。

　　雨涤烟锄伛偻赍，绀牙红甲两三畦。药名

却笑桐君② 少，年 纪 翻 嫌 竹 祖 低。白 石 静 敲 蒸

术火，清 泉 闲 洗 种 花 泥。怪 来 昨 日 休 持 钵，一

尺雕胡似掌齐。”③

这里描绘 了 药 圃 中 的 一 些 场 景。在 细 雨 霏 霏

中的 药 圃，寺 僧 正 在 弯 腰 锄 陇，田 间 可 见 各 种 颜 色

的药 材，年 代 悠 久 的 珍 贵 药 材，就 连 中 医 鼻 祖 桐 君

也未必认识。白石锅在文火中炮蒸药材，悠闲的人

舀出清泉 将 花 叶 上 的 泥 水 洗 掉。可 见 一 派 和 谐 闲

适的景象。皮日休又作诗曰：

　　香蔓 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

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牙。藜杖移时挑细

药，铜瓶 尽 日 灌 幽 花。支 公 谩 道 怜 神 骏，不 及

今朝种一麻。④

第一首诗描写了药圃里的自然感受，而这首诗

则描写了 加 工 药 材 的 乐 趣。诗 人 身 处 在 一 个 拥 有

很多 香 滕 枝 的 地 方，那 里 既 有 桧 木 香 的 烟 气，也 会

弄湿袈裟的杉木树上的露水。周围松树很多，石盆

的水中 常 会 落 满 松 叶。竹 床 下 的 竹 笋 长 势 迅 速。

诗人用藜梗认真地挑拣着药草，旁边的铜瓶里面插

满了幽香的花卉。
皮日休在苏 州 与 陆 龟 蒙（？～８８１年）相 识，二

人唱和，世 称“皮 陆”。陆 龟 蒙 是 唐 代 农 学 家、文 学

家、道家学者，字鲁望，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

生，长洲（今 苏 州）人，曾 任 湖 州、苏 州 刺 史 幕 僚，后

隐居松江甫里（今 甪 直 镇）。陆 龟 蒙 在 重 玄 寺 药 圃

与元达法师多有交集，曾写《奉和题达上人药圃》二

首。其一曰：

　　药味多从远客赍，旋添花谱旋成畦。三桠

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山荚便和幽涧

石，水芝 须 带 本 池 泥。从 今 直 到 清 秋 日，又 有

香苗 番齐。⑤

皮日休是从药圃的管理与活动上来描写，陆龟

蒙则以药入诗，从种植学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来介绍

药圃的特 点。他 指 出 这 里 的 药 种 很 多 都 是 由 远 方

客人带来的，再经过人工在畦上培育和栽种。有的

种植还要通过无性的嫁接方式，如三桠类的植物种

植不能用 旧 根。九 节 属 科 的 植 物 移 栽 时 要 在 还 是

苗的时候（叶尚低）。山荚（皂荚树、皂角树）通常要

种在向阳山坡或谷地、溪边路旁。水芝（荷花）移栽

一定要用本地泥土裹根。按照这些办法做了，到了

秋天香苗就齐刷刷地长出来了。
其二曰：

　　净名无语示清羸，药草搜来喻更 。一雨

一风皆遂性，花开花落尽忘机。教疏兔缕金弦

乱。（兔丝⑥ 别名）自 拥 龙 刍⑦ 紫 汞 肥。莫 怪 独

亲幽圃坐，病容销尽欲依归。⑧

陆龟蒙又 从 佛 学 以 及 拟 人 化 的 角 度 来 解 释 植

物的习性，例如净名（维摩诘）面对文殊等菩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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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采用了“无语”表示自己的“清羸”。植物也是这

样，移来的药草用无语的方式在药圃中表现了自己

的个性。在大 自 然 中，一 雨 一 风 都 是 遂 性 的 表 现，
花开花落 则 是 忘 机 而 现。想 梳 理 兔 丝 子 的 金 丝 藤

就会越梳 越 乱。有 了 龙 刍 草 就 有 肥 壮 的 马 儿。不

要怪我只是独自坐在药圃里面，一矣我的病好了以

后就会归依了。
皮陆二人 还 在 重 玄 寺 为 药 圃 唱 和。皮 日 休 诗

《重玄寺双矮桧》曰：

　　扑地枝回是翠钿，碧丝笼细不成烟。应如

天竺难陀寺，一对狻猊相枕眠。①

陆龟蒙“奉和”曰：

　　可怜烟刺是青螺，如到双林误礼多。更忆

早秋登北固，海门苍翠出晴波。②

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

如狮，喜烟好坐，一般雕刻在香炉或佛像及建筑上。
皮日休认为寺院的一对桧树枝细个矮，烧不出浑厚

的桧烟，不如天竺难陀寺的一对狻猊般威武。陆龟

蒙不同意皮日休的说法，认为你说的那个“桧烟”缭

绕，用在佛陀涅槃时会被人家误解是礼用多了。这

就让我想起了在早秋的时候登上镇江北固山时，看

见海门一片苍翠，碧波万里。其实世界的事物皆为

因缘 而 起，像 双 桧 树 你 想 让 它 怎 么 样 就 怎 么 样，这

是不 可 能 的，所 以 我 们 办 事 还 是 要 遵 循 规 律，像 海

门早秋出现的苍翠和万里碧波，任它而去。

六、结　语
陆僧瓒 舍 宅 为 寺，陆 僧 瓒 出 生 于 王 室 贵 胄 之

家，其 远 祖 可 以 上 溯 到 春 秋 战 国 的 齐 宣 王，传 到 陆

僧瓒时已 经 是 二 十 八 世 了。他 所 捐 出 的 寺 院 一 直

由女儿陆氏管理，是为“灵姑庙”焉。
梁代台省误将重云写为重玄，以广德重玄寺命

名。唐代的 重 玄 寺 已 是 苏 州 城 里 一 所 具 有 特 色 和

文化标志的寺院，树碑写文的文化活动是重玄寺僧

从事的重要工作。白居易作为唐代当著名诗人，应

邀参 与 了 这 个 活 动，并 和 寺 僧 互 动，共 同 促 成 了 法

华院“石壁经”碑 的 完 成。这 块 碑 文 在 历 史 上 曾 经

产生过影响，宋 代 洪 迈 曾 说：“唐 长 庆 三 年，苏 州 重

玄等 法 华 院 石 壁 所 刻 金 字 经，白 乐 天 为 作 碑 文，其

叙如此。予窃爱其简明洁亮，故备录之。”③ 清代蛟

川沈开 祥 认 为：“白 香 山 居 士 记《苏 州 重 元 寺 石 壁

经》云：摄 四 生 九 类，入 无 余 涅 槃。实 无 得 度 者，莫

先于金刚 经。怀 罪 集 福，净 一 切 恶 道，莫 急 于 尊 胜

陀罗尼经。……是经固盛行于唐时矣。”④

重玄寺在唐代是大发展时期，慧岩法师用特有

的诡异方式完成改建任务，“郁成名寺”。寺内的高

大的重玄阁通过一位擅长建筑的法师的维修，重新

扶正。这时 的 重 玄 寺 是 一 所 具 有 特 色 的 且 提 倡 律

学的寺院。白居易用为重玄寺写了《苏州重玄寺法

华院石壁经碑文》，在碑文里列出了八种经，分别是

指出了每部 经 的 字 数，指 出“是 八 种 经 具 十 二 部”，
是“三乘之要 旨，万 佛 之 秘 藏”。重 玄 寺 的 药 圃“丛

萃纷糅，各可指名”，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与医药的

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明代吴宽 撰《承 天 寺 重 建 大 雄 殿 记》云：“萧 梁

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时，佛寺江左为盛，然尤莫盛于

吴中。”⑤ 重玄寺 这 座 盛 载 着 梁 代 佛 风 的 古 刹，经 过

僧人们的辛勤管理，到了唐代已经在苏州佛教界里

据有重要的 地 位，为 后 来 走 进 宋 代，成 为 承 天 寺 和

能仁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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