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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阙关：两山对峙扼门户

伊阙关位于今龙门山和香
山的阙口，是古时洛阳的南大
门，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于东
汉时正式成为洛阳八关之一。
据《旧唐书》记载：唐武德三年
（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亲率
重兵北据邙山，派将军史万宝
率兵“自宜阳南据龙门”，遂攻
取洛阳。今日伊阙关处，建有
石拱桥1座，是龙门石窟重要的
参观通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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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定了各
种戒律。然而直到曹魏时期，天竺高僧昙柯迦罗到
洛阳译经，中国僧人才知戒律。北魏时期，高僧跋
陀慧眼识才，发现了还是孩子的慧光，慧光入佛门
潜心攻读经典，将佛律发扬光大，为中国律宗的创立
奠定了基础。

跋陀，天竺人。早年，他虽然一心习禅，但一直苦
于无所成就而感到前途渺茫。后来，一位朋友劝他：

“修行一看自身，二看机会，我看你的缘分在中国。”
跋陀一听，即来中国，果然受到北魏孝文帝的器重，
孝文帝为他设立了禅林，开凿山石为龛室；迁都洛阳
后，孝文帝又为他在洛阳城内再建寺院，请他主持。
他不喜欢城市的喧闹，向往青山碧水的幽静，孝文帝
再为他在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修建寺院，因寺在少
室山阴的茂密丛林中，故名“少林寺”。

一日，跋陀到洛阳公干，办完事后路经天街，忽
闻一片喝彩叫好声，是一群人在围看一个孩子踢毽
子。只见这孩子正踢、反踢、直腿踢、倒钩踢，连着踢
了500个。原来，这个孩子姓杨，定州（今河北）人，自
幼随父到洛阳，练就一身好功夫，今天高兴，随便露
一手。

跋陀思量：“此小儿游戏功夫了得，将来学佛法
也会是好样的！”他把这孩子唤过来，用禅杖轻轻地
敲了敲他的头。声音清澈，知道是可以培养的法器，
便问：“你愿意跟我出家吗？”孩子点点头。跋陀又和
孩子家长商量后，将孩子带回少林寺，取法名慧光。
这一年是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慧光12岁。

慧光在少林寺先受“三归五戒”。所谓“三归”即
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谓“五戒”，即“不
杀、不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接着，跋陀度慧
光出家为“沙弥”，教习诵经。

慧光聪明伶俐，口才极佳，他每阅览一卷经书，
便能熟记在胸，对书中的义理，也能透彻讲析，议世
论佛，常有独特见解，为此，颇得跋陀赏识。跋陀常
让他在众僧面前讲论经典，深受众僧赞誉，被称为

“圣沙弥”。
但很快，跋陀也发现，慧光眼光外射如同火

炬，必有奇操，但如果教育不当，也可能走上歧途，
因而，跋陀要求慧光专攻律学。他说：“律学是智慧
的基础，没有智慧的人不能奉行；如果一开始就让
这个沙弥听习经论，则必轻视戒规，反而会阻碍他得
到正果。”

天竺国流传的律，共有5部，当时已传到中国4
部，其中最受推崇的是《四分律》，慧光开始学律，是
口传的《四分律》，但他刻苦钻研，学有所成。他写的

《四分律疏》，成为中国律学的奠基之作，被律学学者
奉为经典。

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宣武帝下诏，请天竺的
高僧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聚集少林寺翻译《十地
经论》。慧光参与了整个翻译过程，并就两位高僧的
不同见解，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取舍，写出了《十地经
论疏》，深得“地论”精髓。同时，他继续研究律部典
籍，写出大量读经笔记。

他的文笔受人称道，说他“文存风骨，颇略章句。
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当时慧光如日
中天，连朝廷重臣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司马令
狐子儒等都把他看作圣人。

北魏孝明帝末年，慧光升任主管全国佛教的“沙
门统”副手、国僧“都维那”和“昭玄都维那”。后北魏
动乱分裂，慧光被召入东魏邺都，成为“昭玄统”，主
管全国佛教事务，他一生著《玄宗论》《大乘义律章》

《僧制十八条》等典籍，被佛教界奉为金科玉律。他的
弟子道出传道洪，道洪传智首，智首传道宣，道宣在
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
律宗。

慧光还有一个保护僧尼的凛然举动。武泰元
年（公元528年），元颢大军攻打洛阳，侍中、领军将
军尔朱世隆准备带孝庄帝“北巡”，实则逃难。他下令
征收僧尼重税，以充军费，并下令严刑酷法，违令者
斩首。慧光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抗税，僧尼一定
会被杀死许多，如果纳税，则天下寺院将被洗劫一
空。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谏阻，最终说服了尔朱世
隆，僧尼可以免税。

观踢毽跋陀识才
开律宗慧光奠基

□徐晓帆 司一智

在洛阳城南12公里处，有一座名山曰龙门山，
伊河由南向北穿龙门而过。其中，河东的香山，主峰
海拔303.5米，因盛产香葛而得名；河西的龙门山，
主峰海拔263.9米。

隔河相望的香山、龙门山，正是古代伊阙关的所
在地。

关于伊阙的形成，还流传了一些传说，其中流传
最广的是“龙门开不开”。

据传，龙门山原来是条东西走向的青石山。山南
是一个四面高、中间低的盆地，盆地内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但是由于雨水没有出路，水越积越多，淹没
了良田，冲毁了村庄，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在青石山北，住着一对母子，母亲纺花织布，儿
子则上山替人放羊。有一天，放羊娃躺在树下歇晌，
依稀听到一个老头询问：“龙门开不开？”但他一睁
眼，老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一连数日，他感觉
奇怪，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心想，莫非是神仙
想打开山口，拯救山南的百姓？便对儿子说：“如果再
有人问‘龙门开不开’，你就说‘开’！”

次日，天刚晌午，放羊娃便躺在树下假睡。这时，
他又听到有人询问：“龙门开不开？”放羊娃便毫不犹
豫地大声答：“开！”

随后，只听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巍峨的青石山
突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河水奔流而下，最终形成了
伊阙两山夹一水的格局。

2011年，“龙门传说”入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洪水苦黎民 龙门应声开

作为洛阳的南大门，伊阙关自古乃兵家必
争之地。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周公建立成周城
时，伊阙关就是城南重要的关隘。春秋时期，周
王室发生内乱“赵鞅（人名）使女宽（人名）守阙
塞，即此”。

战国后期，秦国为打开东进的中原通道，秦
将白起在伊阙歼灭韩、魏联军24万人。这就是
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伊阙之
战。

据《史记》记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
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国力日渐强盛。为加快兼并
六国的步伐，秦国把矛头首先指向了位于中原
要冲的韩魏两国。

公元前294年，白起统率秦军进攻韩国，一
举攻占新城，白起因功被封为左更（爵位名）。次
年，韩、魏以公孙喜为主帅，率联军24万人进据
伊阙迎击秦军。

伊阙为韩、魏门户，两山对峙，伊水流经其
间，望之若阙，地势险要。联军据险扼守，和秦军
呈对峙态势。然而，联军各自为保存实力，互相
推诿，不肯先战。

这给了白起可乘之机。他采取了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的战术；先设疑兵牵制联军主力韩军，
然后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猛攻魏军，一举将其
歼灭，杀其主将犀武。随后立即转用兵力攻打韩
军。韩军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
乘胜追击，又全歼韩军，俘韩将公孙喜。

东汉时，为拱卫京师洛阳，伊阙关成为洛阳
八关之一。隋唐之交，为讨伐王世充，李世民亲
率重兵北据邙山，派将军史万宝率兵“自宜阳南
据龙门”，方才顺利攻取洛阳。

1948年3月，解放军首先拿下伊阙，继而解
放洛阳。

伊阙改称龙门，发生在隋炀帝杨广定都洛阳时。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据《元和郡县图志》记

载，建都洛阳前，隋炀帝亲率朝臣登上邙山，行至
今老城以北邙山最高峰处，南望伊阙，目之所及，
南北开阔，东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构成天然屏
障。“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隋炀帝
大发感慨地说。

闻此，众大臣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
这时，有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站了出来，巧妙地回
答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听罢，杨广龙颜
大悦。自此，伊阙便被改称龙门了。

建都之事也很快被定了下来。随后，杨广日役
丁200万人，“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
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耗费
无尽人力财力，费时一年，一座宫殿苑囿、巍峨壮丽的
都城拔地而起。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
成，其中，外郭城又叫大城，长35公里；皇城是文武衙
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是宫城，周长期5公里。

自此，洛阳成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洛阳的南大门，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伊
河上原有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中正桥。该桥由时
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提议修建，全长 258.4 米，
桥面净宽6米，是当时洛阳到南阳、洛阳到界首（今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两条营运线路的咽喉。1944年5
月，日寇入侵洛阳时，为了不被日军利用，中正桥被
守军炸毁，只剩下桥墩和部分桥身。

抗战胜利后，伊河上又架起一座简易木桥，但
每到汛期都会被河水淹没，居民出行受阻，于是，
再建设一座大型跨伊河的大桥，成为当务之急。

1960年5月，总投资400多万元的龙门大桥正
式动工，并于1962年11月建成通车。该桥全长303.8
米，两岸引线长1309米，桥面车道净宽10米，两侧人
行道宽各1.5米，是沟通龙门东西两山以及洛阳至豫
西南各地交通的重要通道。

自此，龙门石窟、香山寺和白园三处景点有机
融合为一体。站在石拱桥上，西山巍巍、白园幽幽、
水声潺潺，使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每日有大量游
客前来游览。

2000年，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孙俭（公元492年至公元569年），北朝时期洛阳
人。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

18 岁时，长孙俭即为员外散骑侍郎，凡有大事，大
将宇文泰都与他商议。宇文泰控制了关中地区后，就任
命长孙俭为秦州长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县伯。不久，
长孙俭转任夏州刺史，甚得民心。在他的耐心劝说下，
相邻的东魏西夏州刺史许和举州归顺，长孙俭遂为西夏
州刺史。

此时，荆襄一带刚刚归属西魏，人心不稳，宇文泰认
为长孙俭足智多谋，遂委派他为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
仆射、都督三荆等十二州军事。其间，他所辖的郑县县
令泉璨被百姓告发，经查实他有罪。长孙俭集合其所有
属僚，召开大会，首先自我检讨，说这都是由于作为刺史
的他教导不严，不是泉璨之罪。于是，在官衙前，他“肉

袒自罚”，而不加罪泉璨。
他的这一做法，对属下震动很大，于是“属城肃励，

莫敢犯法”。西魏文帝及丞相宇文泰闻讯，都对他的做
法表示钦佩。经过长孙俭的督导教育，荆襄一带社会稳
定，民众安居乐业。

他不仅鼓励民众勤于农桑，而且在农闲时组织他们
习武，大搞军民共防。所以，其所处的虽是边境地区，但
局势安定。吏民上书，请求为他建“清德楼”，树碑颂
功。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朝廷让他继续留任。长孙俭
在荆州任职7年，荆州民风淳朴，兵强民富，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梁元帝于江陵登基。
长孙俭认为这正是魏攻灭南朝的良机，他向宇文泰密陈
攻梁之策。宇文泰大喜，令长孙俭在荆州做好周密准

备，接着令柱国、燕国公于谨总领大军兵伐江陵，不久江
陵平。长孙俭因建议之功，受到封赏。之后，宇文泰认
为江陵初平，安抚工作非长孙俭莫属，遂令他镇守江陵，
晋爵昌宁公，迁大将军，总管五十二州军事。

不久以后，长孙俭被召回京城，任大行台尚书，兼相
府司马；后又迁任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北周天和四年

（公元569年），长孙俭卒于夏州总管任上。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长孙俭：“肉袒自罚”作表率“属城肃励”民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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