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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西行第一塔
——五花寺塔的前世今生 □郑贞富

□徐晓帆 司一智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称帝，建立隋朝。灭南陈统一全国后，即
在首都大兴城（长安东南）建立国家寺院——大兴善寺，并在五岳胜
地各修建寺院一座，在全国建111座舍利塔。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
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万多卷，营建修复石像150
多万尊。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迁都洛阳，他继承文帝崇佛政策，兴寺
建塔，传播佛教，尤其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成为皇家宫廷佛教研究
院；在上林苑设立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全国的译经中心由
大兴转移至洛阳。

隋炀帝在登基前的身份是晋王，曾任扬州总管。其间，他多次致
函，奉天台宗创始人智颐为师，请他到扬州为自己授菩萨戒。开皇十
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智颐在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举行授菩
萨戒仪式，法事做毕，即在杨广府邸“躬传戒香，授律仪法”，为杨广起
法名“总持”，杨广则尊称他为“智者”。开皇十九年，杨广在扬州设立
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
自己藩府出资供养。

隋炀帝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其高僧均为南方人，且大都是原扬
州内道场人，《续高僧传》等书著对此均有记载。如智脱，“江都郡（扬
州）人”，7岁出家，游学南北，遍学经论，名气远扬。杨广在扬州“初
慧惠日，众所推焉”。如智脱随炀帝来东都，亦在内道场，死后葬在洛
阳金谷里邙山。如发澄、道庄、立身3人均为“扬州建业（今南京）人”，
都曾被杨广征入扬州内道场，后“因随驾至洛”入东都内道场。

智果为“会稽剡（今浙江绍兴）人”，他除具备佛学修养，还通晓经
史文学，其书法“势逼右军（王羲之）”。杨广在扬州当晋王时，曾令他
写字，不料，被他断然拒绝。杨广恼羞成怒，把他囚禁。迁都洛阳后，
已成为隋炀帝的杨广念他为佛门弟子，不趋炎附势，心静如水，又诏
他至东都内道场，继续做他的高僧。

智骞也是位“江表”（古人称长江以南地区为江表）才子。他佛学、
语言文字兼优，被召入东都内道场后，朝廷的文臣在编纂校勘书著时，
遇到言义不通的情况，都向他请教，问题往往迎刃而解。他“造《众经
音》及《苍雅》《字苑》，宠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

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
践，即所谓南义北禅。隋炀帝对南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也有好感，
因此，他把南方的高僧带到东都内道场，意在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
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会为统一风格。

说到此，中国僧人烧戒疤的习俗大约也是从隋朝起在全国传播
的，在天竺和其他佛教国家，本没有烧戒疤这一做法。据说，在南朝梁
武帝时，由于他对佛教狂热，曾大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
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黥刑（在脸面刺字）为范本，在他们的
头上烧上结疤以便识别。之后，这一做法逐渐扩大到所有僧人，1380
多年过去，直到1983年12月才被中国佛教协会废止。

隋炀帝还在东都上林苑设立翻经馆，会聚一批中外高僧。中国
僧人最著名的是彦琮，他担任主事。外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南天竺僧
达摩笈多。达摩笈多在这里工作了14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公
元619年）去世，共译经7部32卷，“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他还向
彦琮畅谈他的经历，对所游离的国家和地区，如数家珍。彦琮据此撰
写《大隋西国传》，计10篇，有国政、学教、礼仪、方物等，“斯郎五天
（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久，亦乃三圣之宏图”。

彦琮精通中文和梵文。有天竺王舍城沙门前来拜见隋文帝，回
国时，请求索要隋朝《舍利瑞图经》和《祥瑞录》，文帝命彦琮译成梵
文，赐诸西域。东都翻经馆建立后，彦琮译经废寝忘食。隋朝平定林
邑（今越南中部）后，获佛经564夹，合1350余章。隋炀帝下诏交彦
琮披览翻译，他撰成5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等类，译成中文合
2200多卷；在翻经馆，彦琮共译经23部。他还通过自身的实践，写
成《辩证论》首次提出中国的系统翻译理论，“以垂翻译之式”。

内道场南风北吹
翻经馆高僧咸集

崤函古道，又称丝绸之路崤函道，是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丝绸之
路的第一段。崤函道东起洛阳，西至潼关，分南北两道，宜阳三乡的汉
山是南道的枢纽，汉山之麓的五花寺塔则是这条古道的标志，这座创
建于北魏、重建于盛唐的古塔以其独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成为
崤函古道上最有代表性的文物瑰宝之一，被称为“丝路西行第一塔”。

唐朝是五花寺发展的极盛时期，它是
在北魏基础上重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皇
家寺院。

隋炀帝对南崤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
治，并沿道路修建了许多的离宫。其中，
在五花寺之东修了兰昌宫。唐朝南崤道
成为东西二京交通的大动脉，官私往来多
走南崤道，北崤道成为次要路线。为便于
交通往来，唐朝在沿途设置馆驿45所，行
宫18处。在这些行宫和馆驿中，最著名
的就是连昌宫和三乡驿。

连昌宫又名玉阳宫，是在隋朝兰昌宫
基础上扩建而成，三乡驿则是一座扼守洛
河和昌河的驿城，五花寺的重建则是行宫
建设的重要一环。这三项工程于唐高宗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完工，高宗、玄宗
往来二京之间常驻跸（途中暂停小住）于
此，武则天也常在此临朝听政。五花寺则
是这些帝王礼佛的道场。

五花寺多植翠竹，故又称竹阁寺。连
昌宫因昌河而得名，李贺《玉阳宫铭并序》
说它“背负连昌（河），面对女几（山），西邻
竹阁（寺），东有凤翼（山）”。门前是通往京
洛的驰道，交通十分便利，而女几山更是著
名的游览胜地，山中云雾缥缈，景色俏丽。

安史之乱后，崤函南道毁坏严重，连
昌宫逐渐废弃，但是五花寺的香火一直很
旺，五代高僧从隐就是在此出家。北宋
时，五花寺曾有过一次大修，蔡襄《登三乡
寺阁》赞美五花寺：“地疑尘世外，人在图
画中。”金朝时，高僧德鉴对五花寺又进行
了一次修缮，此事见于雷渊的《嵩州福昌
县竹阁禅院记》。

1958年，在大炼钢铁时，为了用其木
材，五花寺被拆毁，竹木被砍伐。为了兴
修水利，五花寺大批石碑被烧成石灰，准
备把五花寺塔炸掉，将其砖“废物利用”，
由于炸药不足，所以只将古塔炸斜。

如今，皇家寺院五花寺就剩了一座千疮百孔的
斜塔。五花寺塔的结构为砖石密檐式，平面八角，上
下九级，现高37.2米、底部周长32米。内有塔心室，
室内东侧原有通道，可循环上至塔顶，今通道已毁。

塔底层外部以条石筑砌，高1.50米，一、二层均
设木质斗拱，出脊较大。三层以上，每层皆选用条砖
一层出线，线上置斜楞砖，其上以叠迟十二层为檐，
出脊约 1 米。在一、二、三、四、六层正面均设有塔
门，只有二层正南面为真门，其余各门均为装饰的假
门。门两侧装饰砖刻浮雕力士或菩萨两躯，面部威
严，衣饰线条流畅。这种装饰一般塔上较少见，该塔
建筑手法别致，雄伟秀丽，是研究唐代建筑艺术的宝
贵资料。

五花寺塔下有地宫。地宫即地下宫殿，是佛
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塔心的塔基下方，用以
瘗（yì）藏佛祖舍利、供养法器及安放善男信女的
施舍品。五花寺和陕西法门寺属同一时期的皇
家寺院，法门寺地宫已发掘，出土有佛指舍利等
一大批重要文物。据此推测，五花寺地宫所藏文
物也应很丰富。

由于五花寺塔长期缺乏保护和维修，塔体破坏
严重，精美的砖雕丢失殆尽，地宫在 1994 年被盗。
同时，五花寺塔周边出现了一个大型砖厂，挖土机将
其周边挖成一个大坑，五花寺塔加快了倾斜的步伐，
危如累卵。

2013年，五花寺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拉开了五花寺塔科学保护的序幕。目前，以五
花寺、连昌宫、李贺故里、三乡古镇、汉光武帝庙、一
泉坞复原工程为依托的汉山文化园区正在建设中，
五花寺塔的修缮工程也列入日程。历经千年的五花
寺塔，这座丝路西行第一塔，将再一次绽出它庄严大
度的笑容！

崤函古道一高僧

千年斜塔今犹在

崤函古道，以崤山和函谷而得名。崤
山，是指洛河与涧河之间，西起灵宝、东至
周山的山系。崤山之中，有峡谷，深险如
函，称函谷。秦时修有函谷关，位于今灵
宝。西汉时移至今新安县，称汉函谷关。

崤函道有南北二条通道。北道又名
北崤道，由洛阳西行，沿谷水过汉函谷关，
经新安、渑池，穿崤山，直抵陕州。南道亦
名南崤道，自洛阳沿洛水北岸，经韩城、三
乡，拐向西北，经夔（kuí）册（今洛宁河
底），过雁翎关，达陕州。南道平坦，北道
崎岖，因此在宋朝之前，客商多走南道。

三乡处于洛河和昌河的交汇处，南崤
道至此沿昌河西北行，三乡就成为一个交
通枢纽和商业大镇。北魏时期，这里来了
一位印度高僧，他就是菩提达摩。南朝宋
末，达摩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北行至北
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晚年传法于汉山，
遇毒而逝，葬于此山。此事记载于《景德
传灯录》等佛教经典中。

达摩传法之处，就是著名的五花寺。

《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洛阳有佛寺 1367
所，胡僧有3000多人。北魏各寺院都有
浮屠，即佛塔，五花寺也不例外。北魏的
佛塔，多为木塔，很容易毁于火，那座现已
不存在的北魏五花寺塔可能也是一样的
命运。

汉山，又称小熊耳山，它指的是昌河
流经的一片低山丘陵区，从三乡绵延至洛
宁的河底、陕县的西李村，这里正是南崤
道的必经之地，曾经有许多的古寺，如著
名的洛宁罗岭香山寺、西李村空相寺等，
它们都相传达摩曾经驻锡。但是无论是
五花寺，还是香山寺、空相寺，它们早期的
历史都是谜团重重。

有一点可以肯定，自达摩传法之前，
五花寺就是崤函古道上佛教文化的中心，
这就是达摩选此地进行传法的原因。达
摩传法之后，这里成为丝路上的禅宗祖
庭。千百年来，五花寺与香山寺、空相寺
及韩城香林寺等周边几十座千年古刹共
同构成了崤函古道上的佛寺建筑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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