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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掌 故

大街乡新槽村科里自然村原是个行政村，
2008 年 4 月与原新槽村合并为如今的新槽村。
新槽村距大街乡政府驻地约 0.74 公里， 东至大
街村，南至杨村村，西、北与溪口镇枫林村接壤。
原属科里村的邱家自然村位于海拔 600 多米的
白云山上，白云山曾有一座规模宏大、气势恢宏
的寺庙，在龙南山区颇具影响。

相传，某年朱元璋抗元兵败，带着几个随从
逃至邱家白云山上。 元兵追得紧，朱元璋慌乱之
下躲进山腰的一座寺庙。 此时，天空飘下大堆白
云，覆盖了整座寺庙。 元兵追至，但见白茫茫一
片，未发现寺庙，径直向前追了过去，让朱元璋逃
过了一劫。 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感念邱家白云山
上的寺庙救过他，亲笔御书“白云山龙住寺”六个
大字，制成一块匾额差人送到白云山的寺庙。 因
为有皇帝赐名， 白云山这座寺庙的名声大振，四
乡八邻的民众前来烧香拜佛，香火极旺。 朱元璋
是否真的避难于白云山这座寺庙， 无从查证，但
据当地一些老人说，“白云山龙住寺”六字匾额他
们都还见过。

四月中旬的一天，大街乡文化干部小王带我
们到了新槽村， 一起去邱家探寻龙住寺的遗迹。
新槽村一位涂姓村干部开车领着我们沿着弯弯
曲曲的山路穿行。 俯视车窗外，数百亩中草药基
地的芍药花盛开了，鲜艳夺目，惹人喜爱。上山不
一会，我们在白云山一个山坞遇见两位挖毛笋的
老农，便下车向他们了解龙住寺的情况。 69岁的
张炳炎是科里自然村人，他说翻过眼前的山岗便
是罗家乡岭根村，是他的外婆家，小时候常到外
婆家玩耍，一天中要经过龙住寺好几趟。他介绍，
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在白云山建起了寺庙，原来
叫“白云寺”，占地面积有 1000 多平方米，三进两
天井， 两个天井各有一株一人合抱的桂花树，一
株金桂，另一株为银桂，两侧另有厢房。 据他回
忆，白云寺一进供奉弥勒菩萨，二进供奉观音菩
萨，三进供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左右两边
为十八罗汉。一块一人多高的功德碑立于三进的
一侧，刻有为修缮白云寺捐资的人员名单、捐资
数额。 寺庙门口还有两尊叫不上名的护法神，一
个身背大刀，另一个手持铁锤，显得威严。又有多
座和尚塔，安放着圆寂的和尚。

解放后， 就很少有人进寺庙烧香拜佛了，和
尚也走光了，村里的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女儿住在
寺庙中，看护着寺庙。邱家自然村水田极少，收获
的稻谷不多，玉米、蕃薯等旱粮是村民的主粮食。
山区野猪多，玉米、蕃薯经常被野猪糟蹋。于是有
的村民就将寺庙内的小佛像捧出来戴上笠帽，安
放在地里守护玉米、蕃薯，用于驱赶野猪，据说收
效不错。

在新槽村居家养老中心， 我们见到了正在
闲聊的几位老人。 67 岁的邱国新老人告诉我
们，古时候，有一条官道经过邱家自然村，来来
往往行人较多。当时，一个邱家小村庄内肉铺就
有 4 家，可见热闹繁华。邱国新老人曾亲眼见过

“白云山龙住寺”牌匾，功德碑刻着的捐资人中
还有他爷爷的名字。上世纪六十年代，白云寺被
毁，功德碑断成三截，被村民捡去用作盖猪圈，
而牌匾则不知下落。现在，龙住寺原址已种上了
香榧树苗， 当地村民说在整理土地时还挖到了
许多碎砖、碎瓦片。

孤峰祷修毗卢阁
白云深处
龙住寺

敬告：一直以来，《今日龙游》得到了社会各界
满腔热情的关心、爱护，更得到众多作者给予的大
力支持、帮助，《今日龙游》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
感谢。 近期，《今日龙游》编辑部着手整理作者投稿、
用稿情况，以便支付薄酬，请各位作者将身份证号
码、开户银行及账号告知方先生。 方先生手机号为
13754302161（政府网 662161）。 谢谢。

启事

◎慧一文

◎徐光海

灵耀寺的佛光已经消失一个甲
子。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灵耀寺像是
一个传说，而在耄耋老人的心里，灵
耀寺的存在依然清晰。 在明万历壬
子《龙游县志》所列诸寺观中，灵耀
寺被列为首位。

灵耀寺原名灵光寺， 始建于晋
代义熙年间， 有 1600 年的历史，是
龙游境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 宋哲
宗绍圣年间， 将灵光寺易名为灵耀
寺。灵耀亦作“灵曜”，“曜”谓天或日
月的意思，寺名寓意宏大。

灵耀寺地处龙游县城中心。明、
清两旧志记载， 灵耀寺建在姑蔑故
宫旧址。 一般的寺庙里所供伽蓝神
是关羽， 但灵耀寺所供伽蓝神的服
饰是进贤冠。《后汉书·舆服志下》
云：“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
服也。 ”在老辈人的记忆中，伽蓝神
身披长风，头束帻巾。这类进贤冠服
饰风格出现在南北朝以前， 常见于
两汉。 灵耀寺所供伽蓝神或在晋代
建寺时即有。

宋代郑得彝《灵耀寺》 有诗赞
曰：

法门照寂本来同，话断无生妙亦通。
境幻灵光西竺国，梦空姑蔑大槐宫。
市云朝暮钟声外，墙月高低塔影中。
琴鹤翁曾遗旧隐，百年凛凛尚清风。
此诗印证了灵耀寺建在姑蔑故

宫址。
清朝乾隆余作沛《重建毗卢阁

记》记载：“邑之西北百余步，古刹曰
灵耀寺，广袤约百亩。 ”灵耀寺的具
体位置：以县治中心为基点，向西北
迈百余步， 边界分别是现今的太平
路以北、义和巷以西、文化路以南，
包括义商银行、桥下小学等区域，原
鸡鸣书院、 三官堂旧址等均在灵耀
寺范围内。面积约百亩，据此其西边
界址直抵新华路。 寺庙的收入除了
信众布施，还有僧田的租金。

自古以来，灵耀寺殿宇巍峨，规
制宏博，其香火之盛称龙丘第一。至
宋、明及清，灵耀寺代有兴废，屡圮
屡修。明代天顺年间知县王瓒、万历
年间知县万廷谦及清代康熙年间知
县卢灿、 乾隆年间县人翁登发等都
曾发起重修灵耀寺。

灵耀寺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朝
光绪戊戌年春， 重修者为住持孤峰

上人。
孤峰俗名严耆孙，字英仲，法名

开霁，安徽歙县人，清代咸丰、同治
年间曾辅佐衢州总兵， 后任余杭知
县，因杨乃武案被劾。 复出后，署桐
庐知县，又遇灾年亏欠，卸任时累计
亏空数千金。

孤峰在普陀山法雨寺削发为
僧，他在《丁酉歌》中记载出家的过
程：“光绪甲申， 渡海登普陀， 谒大
士，猛思出世，锐志学佛。 寻师髠短
发，俗虑一齐蠲。 有時翻贝业，暇则
理冰弦。 饥餐红粒饭（普陀产皆红
米），渴饮白云泉。野衲踪无定，任运
且随缘。 ”丁亥年，孤峰应东瓯诸绅
之请，主持仙岩圣寿寺，修建殿宇。
庚寅年，仍返普陀。

清光绪丁酉二十三年（1897
年）， 龙游凤梧书院主讲叶元祺、湖
镇汪荣封请舍利寺住持振机出面，
至杭州西冷邀孤峰上人来龙游。 孤
峰到龙游后， 张芬等诸绅请孤峰主
持灵耀寺。此时的灵耀寺，因咸同之
乱，正殿起火，山门及两廊寮舍、官
厅、方丈均坍圮成为废墟，仅仅存有
毗卢阁五楹，然也因蚀于蚁蛀，岌岌
可危。 孤峰矢愿兴复。

光绪戊戌二十四年春， 毗卢阁
的西大梁突然断裂，孤峰奔走相告。
龙游知县张炤带头捐俸廉， 其他官
吏纷纷慷慨解馕， 百姓更是争先恐
后地捐助。重修毗卢阁由孤峰主持，
工匠很快就选好大木，但因久旱，灵
山江干涸，木材运不出山，众人心急
如焚。

一日清晨， 孤峰率众僧在山门
燃三三炷香祝祷，半个时辰后，南部
山区天色突变，随即大雨如注，灵山
江溪水暴涨。工人速运木料，待十余
筏木材运到城后，雨即止，灵山江又
干涸如故，众人皆称奇。 随后，工匠
数十人，土木并作，孤峰与其徒则在
施工现场口讲手画，务求完美。 六个
月后工竣， 重修后的毗卢阁高五十
尺，相当于现在的六层楼；中空，卫
以雕栏，四周窗牖玲珑，兰宫桂殿，
飞阁流丹， 檐牙高啄， 楹柱粗可合
抱。 登毗卢阁，远眺溪山，俯瞰城阙，
阴晴雪月，美景无限。

灵耀寺坐北朝南， 五开间三进
二庭院，东西两侧边屋各十五间。头

进山门，正中供奉弥勒菩萨，左右供
奉四大天王，背面供奉韦驮天尊。弥
勒佛坦胸露肚咧嘴，正临太平街，过
往行人常上前一拜。 中进为大雄宝
殿，正中央供奉有释迦牟尼佛、阿弥
陀佛、药师佛及十八罗汉，整座大殿
开阔疏朗， 古色古香。 后进为毗卢
阁， 供奉毗卢遮那佛， 佛像高十余
米，全身贴金，体态伟岸，灿耀可鉴。
按中国佛教天台宗的说法， 毗卢遮
那佛是法身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
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毗卢遮那”
有“光明遍照，遍一切处”的意思，指
佛的光明普照万方。 南方寺院极少
有毗卢阁， 只有早期等级较高的寺
庙才供毗卢遮那法身佛。

孤峰上人擅诗， 性高雅， 著有
《西方乐四十八咏》和《孤峰剩稿》4
卷等。《孤峰剩稿》卷四中记载有毗
卢阁的两幅楹联：

其一为：
证得理事无碍，体用全彰，者便

是华藏庄严世界；
离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方才

见毗卢清静法身。
其二是：
叹凡夫颠倒愚痴， 无端两眼生

花，误认那世界身心，以为实有；
唯我佛慈悲喜舍， 不惜五乘识

法，要度尽卵胎湿化，齐悟真空。
毗卢阁修成后，孤峰在《毗卢阁

修成书联志庆》，云：
历周秦汉六朝以来，宫遗姑蔑，

刹建灵光，俯仰数千年，几经烽火摧
残，幸余宝阁空中立；

当江闽浙三衢之地，施倡宰官，
金输善士，庄严刚半载，喜得登临凭
眺，奚啻毗卢顶上行。

毗卢阁的东侧是经堂， 堂内释
迦牟尼像罩在二米多高的玻璃框
内。另有小门通往“淡泊明志”室，是
方丈的住处。室内恬适整洁，外人不
得随意出入。旁有小园，有株古桂花
树，浓荫繁茂，幽静高雅，凡知县及
以上官员出巡途经龙游时， 大多借
寓于此。

民国二年（1912 年），孤峰圆寂
于灵耀寺。孤峰与灵耀寺之缘，正如
其诗所云：

我本云遊一散人，随缘到处便棲身。
者番拋得西湖去，莫是龙游有夙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