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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石蟾蜍
文物年代：唐代
出土时间：1980年
出土地点：西工区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文/图 且说自菩提达摩于北魏时期创立佛教禅宗后，历经数代，该宗薪火相
传。第五代祖师为弘忍，他自称其禅宗为“东山法门”，对于他的衣钵由谁
接过，心中早已有数，不外乎10人，其中神秀位列第一。

这天，弘忍决定公选嗣法弟子。他召集700多个弟子，齐会禅堂，告知
僧众说：“希望你们每人都写一偈（jì，佛经中的唱词），如果谁能了悟佛
性，我就把法与衣钵传给他。”众僧一听议论纷纷，但一致认为，法和衣
钵一定会由神秀得到，因为他是弘忍的上座弟子，人品、学问以及道行
都堪称佼佼者。更何况弘忍曾亲口赞美神秀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
于是大家都说，不必费劲去写什么证道诗了，只要神秀上座的诗句一公
布，未来祖师就非他莫属。

神秀，俗姓李，隋末陈留郡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少年时，他读过不少
儒家和道家经典，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19岁的他在洛阳天宫寺受具
足戒，潜心钻研经、律、论三藏。50岁这年，他游学至湖北黄梅东禅寺，见
到了寺主弘忍禅师，即深为禅师的道行所折服，遂拜弘忍为师。

神秀在东禅寺“服勤六年，不舍昼夜”，被师父所器重，提拔为上座弟
子，协助师父处理寺务。因此，按照佛教不成文的规矩，这次法嗣传承，神
秀无疑是首选，神秀也觉得无人可与自己匹敌。

回到禅房，神秀略一思索，写好了偈颂，准备送呈弘忍禅师，可是几次
走到禅师的室前，都没有勇气敲门。几天过去了，神秀仍未将偈颂呈给弘
忍禅师。这晚，月光下的禅寺静悄悄，神秀心神不宁地踱步，一抬头，看到
粉刷一新的墙壁，那是准备请人画《楞伽》等佛经故事的。神秀心想：不如
就写在墙上好了，如果师父看了称赞，我就出来礼拜，说是我写的，如果师
父看了说不好，那就算我枉费这些年的努力。

想到这，神秀即回住室拿来笔墨，在墙壁上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
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第二天弘忍见到这首偈诗，立即召集
众僧说：“大家如果按照这条偈颂去修行，必然不会堕入恶道，必然能够获
得大利，希望大家都好好诵念。”

谁知，一个僧人大声念诵，惊动了正在碓（duì）房舂米、大字不识的姓
卢名慧能的小居士。慧能来自韶州（广东），十分聪慧，他认为此偈并未见
真性，就来到墙壁前，请会写字的僧人在偈颂旁另写一偈诗：“菩提本无
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新偈颂出来，很快便传开了。当晚，弘忍禅师悄悄来到碓房，问慧能：
“米白不白？”慧能说：“白了，但没有筛。”禅师见话投机，用拐杖击碓三下，
便走了。三更时分，慧能来到弘忍的住室，弘忍告诉他禅宗传世的经过，随
即把法宝和所穿袈裟全传给了慧能，并随口吟一偈：“有情为下种，因地种
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也无生。”慧能跪着接过衣钵，连夜离开寺院，奔岭
南而去。

这也就是“禅法南传”的故事。
神秀虽没有继承五祖衣钵，但依然德高望重。离开东禅寺后，他隐居

荆州当阳山下玉泉寺，继续行持。弘忍去世后，神秀才开始在玉泉寺公开
传法，其声誉很快传遍北方，以至于“就者成都，学来如市”。

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已做大周皇帝的武则天得知神秀佛法高
深，下诏请神秀即时入京。这时，神秀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女皇十分敬
重他，“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而当时，武则天
也已年过70。

为使神秀安心在京，武则天除安排好神秀的一切起居外，又诏令在当
阳山修建度门寺，以表彰他的大德；在他老家尉氏修建报恩寺，以报答他
的父老乡亲；在伊阙万安山修建玉泉寺，以作平时讲经修炼之所。

女皇的超规模安排，一时轰动朝野，京城达官显要、士庶百姓，竞相礼
谒，望尘拜伏者，每日逾万。神秀的威望日盛，但他深知，这样不符合修禅的
宗旨，便多次上书女皇，请求回当阳山，女皇一再挽留。最后，神秀想出办法，
那就是推荐师弟慧能来京替代
自己。因为一来慧能接过衣钵，
为禅宗一代祖师；二来慧能毕竟
比自己年轻许多，有精力应付
俗务，他能来京，自己就能脱身
退隐了。于是，神秀呈给武则天
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比偈颂 禅法南传
入周都 神秀显赫

□徐晓帆

石蟾蜍：
上阳宫珍贵遗存 蟾文化源远流长

上阳宫珍贵遗存

1980年，在西工区正开辟新马路的工地上，
发现了一个雕工精美的石蟾蜍。该蟾蜍形象逼
真，张口鼓腹，做蹲卧状，头上双目呈三角形，两
眉凸起，背部脊椎骨刻画清晰。仔细观察，蟾蜍
腹内中空，从口腔通向臀部形成一个孔道，可作
宫苑溪流上的泄水装置。

专家介绍，如此栩栩如生的石蟾蜍泄水装置
当属皇家禁苑上阳宫的专属。它也印证了上阳
宫的画栋雕梁和绮丽奢华。

其实，直到今天，上阳宫遗址的具体建址并
不明晰。但依据文献，可判断上阳宫大致在今洛
河以北，涧河以东，纱厂路（纱厂东路和纱厂西路）
以南，金谷园路以西，约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史料记载，上阳宫是唐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
时修建的唐代离宫，也是高宗、武则天时期重要
的宫廷政治活动场所。武则天晚年居住在此，直
至驾崩。安史之乱时，上阳宫被严重破坏，此后
逐渐荒废，唐德宗时被废弃。

上阳宫在当时以建筑华丽著称，唐人云“瞻
上阳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廷”，言其美可比仙
境。唐代的诗赋也多有咏及。诗人王建所作《上
阳宫》不吝赞词：“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
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
橙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
未胜此中游。”足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

蟾文化源远流长

蟾蜍，其貌不扬，却被古人视为避五兵、镇凶
邪、助长生、主富贵之吉祥神物。中国古代，蟾文
化源远流长，蟾蜍造型的石刻、玉器等极为常见。

早期的蟾文化源于生殖信仰。蟾蜍属于蛙
类，能一产多子，所以在发掘出土的上古器皿中，
类似纹饰屡见不鲜。

至于后来，人们为何把蟾与月亮做比，将“月
宫”作为“蟾宫”，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古人把蟾
蜍的冬眠本性，视为能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的特
殊能力。这一点恰似月亮的盈亏变化。此外，古
人相信，月中有蟾。屈原在《天问》中说：“夜光何
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根据闻
一多先生《天问释天》中的说法，“顾菟”即蟾蜍。
东汉张衡在《灵宪》中说：“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
蟾蜍。”意为月中蟾蜍与嫦娥是互相变身的关

系。所以，人们俗称月宫为“蟾宫”。
后来，人们还用“蟾宫折桂”比喻科举高中的艰

辛。时至今日，店家还把金蟾放置前台，招财纳祥。

贺若弼（公元544年—公元607年），字辅伯，
北周、隋初河南洛阳人。他出身武门，其父贺若
敦曾任北周金州总管，积极主张平定江南，统一
全国，但被权臣宇文护诛杀。临刑前，他告诫贺
若弼，一要“成吾志”，平江南；二要说话谨慎，“吾
以舌死，汝不可不思”。贺若弼不负父望，在平陈
战役中立下奇功，但他未能吸取父亲教训，终“以
舌死”。

贺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且“解
属文，博涉书记”，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北周齐
王宇文宪引他为记室，不久，封为当亭县公，任小
内史。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他随大将韦孝宽
伐陈，攻占几十座城池，因功被升为寿州刺史、
襄邑县公。

杨坚称帝后，广罗人才。贺若弼经推荐，遂
被任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曾上疏取陈十

策，得到文帝的高度评价。
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正月，贺若弼率军

从广陵偷渡长江，后迅速兵进京口，消灭守军，
俘南徐州刺史黄恪及 6000 多名陈兵。贺若弼
尽释俘虏，并发给粮饷路费，让他们四处宣传
隋军的优抚政策。此后，他兵分两路，一路阻
击赶来救援的陈兵，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向钟
山进发。

当时，贺若弼所率隋军只有8000名甲士，与
陈军10万余人相差悬殊。但贺若弼善于谋略、
审时度势，最终以少胜多，歼敌主力，为隋军平灭
陈朝扫清了障碍。

平陈后，隋文帝召见贺若弼，评价他“克
定三吴，公之功也”，并让他登上御座，与己并
列而坐。他被赐绢 8000 段，官升上柱国、右
领军大将军，加爵宋国公，不久转任右武侯大

将军。
此后，他以此为资本，每每居功自傲，蔑

视他人，并以宰相自许，终因对杨素被提升为
右仆射甚感不平且形于颜色而被免官。但不
久，文帝念其有功，复其爵位。大业三年（公
元 607 年），他随炀帝北巡，认为炀帝招待突
厥可汗太奢侈并私下议论，结果被诛杀，享年
64 岁。

贺若弼：助隋平陈立功 居功自傲招祸

大唐盛世，洛阳城宫城高起，楼台
林立，林苑、宫苑、郊园规模空前。上
阳宫就是古代园林的典范之作，然而
在其遗址上考古发掘的文物寥寥无
几。其中，洛阳博物馆石刻馆珍藏的
上阳宫溪流泄水装置——石蟾蜍，就
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为研究上阳宫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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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蟾蜍

蟾之所以被当作财神，为人供奉，是源于
民间“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相
传，吕洞宾的弟子刘海功力高深，喜欢周游四
海，降魔伏妖，布施造福世人。一日，他降服
了长年危害百姓的金蟾妖精，在打斗过程中
金蟾受伤断一脚，所以日后只余三脚。自此
金蟾臣服于刘海门下，为求将功赎罪，金蟾使
出绝活咬进金银财宝，并发散钱财助刘海造
福世人，帮助穷人。故，人称其为招财蟾。

金蟾招财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