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说武皇接到神秀的推荐信很是欣慰，正要办理，
不料，大臣张柬之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唐中宗李显复
位，恢复唐朝国号。武皇无奈退居上阳宫当太后，但她
还是把推荐信转给了儿子、中宗李显。

中宗对推荐信很重视，即以皇太后和皇帝的名义，
诏令慧能携法衣进京面圣，同时派内侍薛简奉诏南下
到慧能所居曹溪宝林寺，敦请慧能，而慧能托病不出，
将法衣交给薛简带回京城。无奈，神秀只好继续留在
洛阳。

中宗为帝后，与神秀恩宠有增无减。他时常随驾
出行，来往于东西两京，弘传禅法，被称为“两京法主、三
帝国师”。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二月二十八日，神秀
在他当初受具足戒的洛阳天宫寺圆寂，享年101岁，葬
于洛阳龙门山，中宗册谥神秀禅师为“大通禅师”。后根
据神秀禅师的遗愿，中宗又敕其归葬荆州当阳山玉泉
寺，并于墓地敕建国师塔，由左丞相张说撰写碑文。

张说在《大通禅师碑》碑文中提出了一张禅宗传承
表：“白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可传僧粲，粲
传道信，信传弘忍……东山之法，尽在秀矣。”这是说，
张说主张立神秀为禅宗“六祖”。

其实，在神秀名震两京时，从弘忍手中接过衣钵
的六祖慧能在南方也逐渐声名鹊起。中宗诏令入
京，他推病不出，把法衣献上。中宗诏褒了慧能的行
为，特派人送去一领摩纳袈裟和一只水晶钵，以示敬
重。又诏令韶州刺史修缮宝林寺，赐寺额为“法泉”；
将慧能故乡新州旧居改建为“国恩寺”。皇帝的褒
奖，使慧能一下名扬岭南，前去拜师学法的人成千上
万，其佛法传遍南方。

神秀、慧能同为禅宗六祖，矗立在嵩山少室山的法
如塔碑文记载了又一位禅宗六祖，他就是塔的主人法
如，他也是弘忍的嫡传弟子。

法如俗姓王，祖籍山西上党（今长治市），幼年随舅
父到澧阳（今湖南澧县），显庆元年（公元656年）19岁
出家投号称“青布明”的禅师惠明为师。两年后，惠明
对法如说：“靳州忍禅师行一行三昧，你应该到他那里
求教。”所谓“一行三昧”，意思是一种行相，就是让“心”
定于“法界”，“禅定摄心”。法如随即北上终南山游历，
后到蕲州黄梅县东的双峰山东山，投弘忍为师，专心学
习“一行三昧”。法如在东禅寺，侍奉弘忍达 16 年之
久。公元674年，弘忍去世，当时，他最有名的弟子只
有法如在身边。

弘忍去世后，法如游淮南9年，公元683年北上嵩
洛，隐居少林寺，默行禅道。法如到少林寺，3年之间，
寺僧竟皆不知其来历，看他完全是一副守本全朴、弃世
浮荣的样子。直到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僧众才发
现法如乃一代大禅师弘忍的嫡传，惊讶不已。一时，四
海标领僧众、洛阳高僧大德齐集少林寺，请法如开讲禅
要，法如再三推辞，称自己不敢。众僧却再三请求，法
如只得开启尊口。

此后3年里，法如在少林寺频海学人，孜孜不倦，
直到圆寂。法如声称，他并没有接法的弟子，但在络绎
不绝的求法者中，有位叫李元珪的僧人自称是法如的
嫡传弟子。元珪号“庞坞和尚”，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出家于嵩山闲居寺。永淳二年，他在洛阳敬爱寺遇
到法如，但法如并未向他传法，垂拱二年，他在少林寺
听法如开讲禅要后，感叹道：“尝闻千载一遇，今谓万劫
难逢！”佩服得五体投地。法如死后，元珪南下荆州玉
泉寺，向神秀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重返嵩岳，后不知
所终。

法如死后葬少室山。从偃师十八盘过来，向西行
若干步，远远可望见法如塔。塔为叠涩顶方形砖塔，塔
基就山岩建，塔高7米，在九层涩顶之上，作三层递收
式平台，平台之上，是石刻的山花蕉叶、三重相轮和摩
尼宝珠，式样庄重优美。

法如塔内立青石碑一通，以隶书刻碑文《唐中岳沙
门释法如行状》，最为珍贵处在于列出了中国禅宗史上
第一个传系系列表，为：菩提达摩、慧可、僧粲、道信、弘
忍、法如。由此，法如可称为禅宗六祖。

法如为六祖应该是可信的。其一，法如服侍弘忍
16年，弘忍死时，身边无其他弟子，如果有什么“临终遗
嘱”，那也只有法如可堪嘱告，密受东山法门的真谛了；
其二，如果塔上所列传承表不实，当时神秀及其弟子、慧
能及其弟子完全可以公开批驳，但他们均保持沉默。

弘忍传不论衣钵
法如塔碑载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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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北麓之热海
——伊塞克湖访古记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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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帆
位于天山北麓的伊塞克湖，唐代文献称为热海、大青池，

是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最重要的旅游景区，也是文化遗产
集中分布区。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
山廊道路网”的吉尔吉斯斯坦的 3 处遗迹都在伊塞克湖之
滨。因此，它是前不久“重走丝路、洛阳起程”欧亚大陆考察团
出境后的第一站。

核
心
提
示

吉尔吉斯斯坦3处丝绸之路遗迹，
分别为阿克·贝希姆遗址（碎叶城）、布
拉纳遗址（碎叶新城）、科拉斯纳亚·瑞
希卡遗址（裴罗将军城）。它们从西到
东，分布于伊塞克湖之滨的楚河（碎叶
河）两岸，三座古城相距甚近。

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乘车到碎叶城遗址后，可以清晰地看
到当年唐朝军队修建的周长达26公
里的城墙断壁。前苏联考古学家在
这座庞大的古城内发现了两处佛教
寺庙遗址及安西都护杜怀宝造像题
记，拣到四枚唐代钱币，上面有“开元
通宝”和“大历通宝”字样。

碎叶城是公元5世纪时，粟特人
建立的一座商业城堡。此后，突厥族
崛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占领
该城。隋朝初年，突厥分裂为东、西
两部，以碎叶城为首府的西突厥归附
隋朝。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玄奘大师西行时，路过碎叶城，
见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得到可汗盛
情款待。玄奘在此停留数日后继续
西行，可汗与群臣送十余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

设安西都护府，统辖碎叶等四镇。唐
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检校安
西都护王方翼，仿照都城洛阳，对碎
叶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大规模建
设。碎叶城共四面 12 门，高大的城
墙是由城门、瓮城、堡垒、箭楼构成的
坚固防御工事。竣工时，王方翼招徕
西域各族贵族前来参观，他们都非常
震惊。碎叶城的建设对于巩固唐朝
西北边防、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说，诗人李白
就出生在这里。

同时，王方翼在碎叶城附近，又建
立了碎叶新城，作为碎叶城的卫城，即
布拉纳遗址。目前仅保存一段护城河
和城垣遗迹，城内也发现了佛寺遗迹。

裴罗将军城是在唐玄宗天宝年
间，由唐朝左骁卫员外大将军骨力裴
罗创建，今存城垣废墟，即科拉斯纳
亚·瑞希卡遗址。

唐朝灭亡后，以三城为中心出现
了黑汗王朝。辽朝灭亡后，辽朝王族
西迁，灭黑汗王朝，建立西辽王朝。
成吉思汗西佂时，灭西辽王朝，三城
同时废弃。

离开这三座古城，行车至伊塞克湖风
景管理区所在地的乔尔蓬阿塔。这是一
个美丽的度假小镇，栋栋别致的小楼、高
大的乔木、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水，使
人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

在小镇的码头，乘坐游艇，一览伊塞
克湖的山水秀色，是一生中难忘的体
验。正是初秋，那清澈湛蓝的湖面一平
如镜，北岸壮丽的雪峰，在白云中时隐时
现。当风吹来的时候，湖上顿时白浪滔
滔，如诗如画。梦幻、神秘，这是到过伊
塞克湖的人形容它时用得最多的词语。

伊塞克湖，长182公里，最宽处60
公里，面积6332平方公里，湖面平均海
拔1602米，最深702米，是世界上面积
第二大的高山湖泊。湖水微咸，冬季不
结冰，因此唐朝文献称之为热海。又因
其水色清澈，又称其为大青池。

最早记载伊塞克湖的文献是玄奘
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大师目睹了湖水
的美丽，用优美的文字写道：“大青池，
又名热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
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
苦，洪涛浩瀚，惊波汨忽，龙鱼杂处，灵
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
族虽多，莫敢渔捕。”这段文字，已把伊
塞克湖的美丽和神奇写尽！

一百年后，诗人岑参就任安西四
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在伊塞
克湖住了多年，写下了不杇名篇《热海
行送崔侍御还京》。诗中说：“侧闻阴
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
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
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诗中以夸张的手法写伊塞克湖无
与伦比的奇热。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
的特点。听胡人说，“西头热海水如
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
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中水热的
程度。热海奇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

“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不足为奇，奇的
是“中有鲤鱼长且肥”，在滚烫的热海中，
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
就很令人诧异了。接下来写作者亲眼所
见，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
萎落，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在
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
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
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

岑参的诗句，如今已被编入伊塞克湖
的导游词中，听着吉国导游用不太熟练的
汉语背诵这首唐诗，仍有一种亲切感。因
为岑参的故居就在洛阳陆浑山（今属嵩
县），他入仕前在陆浑住了三十年。

伊塞克湖，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
英雄竞折腰。但山无言,水无语，坐看
天地苍茫，究竟谁是英雄！在伊塞克湖
边，发生过很多战争，但是最著名的大
会战是唐代的热海会战，最著名的英雄
是大唐战神王方翼。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
突厥贵族阿史那车薄啜起兵反叛，声势
浩大，有十余万众。叛军围攻弓月城

（今新疆霍城西）时，安西都护王方翼带
五万唐军进行平叛，解弓月城之围后，
双方战于伊犁河，叛军大败而逃。

但是，在阿史那车簿啜的煽动下，
另一个西突厥贵族咽面又率领十万之
众加入叛军。他们联合起来，气势汹汹
地向王方翼军扑来。王方翼率军屯于
热海，严阵以待。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
艰苦，王方翼身先士卒，向敌阵冲去，流
矢射中他的胳膊，鲜血直流，王方冀抽

佩刀断去箭镞，仍坚持战斗。在他的带
领下，士兵们深受鼓舞，士气高涨，越战
越勇，终于击退了咽面军队的进攻。

次日，王方冀又趁刮大风之机，主
动出击。他命令擂响战鼓，指挥部队向
叛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咽面被突如其
来的袭击吓昏了，分不清究竟有多少唐
军向他们冲来，仓皇之间，来不及应战，
就随四下溃散的部属忙于逃命。王方翼
又乘胜追击，派骑兵分道袭击逃散的叛
军，生擒其头目300多人，彻底粉碎了西
突厥贵族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王方冀奉诏
入洛，唐高宗在上阳宫设盛宴款待了这位
凯旋的英雄，席间详细询问了西域边事。
王方翼汇报了热海苦战的情况，唐高宗命
其袒臂，亲视其疮，感叹良久。

挥挥手告别伊塞克湖，但心中留下了
永远的记忆！

初访湖滨三古城

伊塞克湖好风光

伊塞克湖风光 杜武 摄

种世衡：兴利除害为百姓 守边卫国保平安
种世衡（公元 985 年—1045 年），字

仲平，洛阳人。他为官正直，一心为民，
晚年在抗击西夏、守边卫国方面成绩卓
著，是北宋守边名将。

种世衡幼年丧父母，从小随叔父种
放长大。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
1012年），因叔父荫恩而入仕，先后任泰
州太平监、京兆府渭桥仓监、邛州惠民
监，又为保定、武功、泾阳三县令，后通判
同州、凤州等地。他每到一地，总是兴利
除害，保民平安。他执法公正，疾恶如
仇。在凤州，他严正拒绝了与章献皇后

有特殊关系的凤州太守的贿赂，他也因
此而获罪被贬。

种世衡一生最主要的功绩是晚年对
付西夏的一系列作为。宋仁宗康定元年
（公元1040年）春，西夏王元昊侵扰延安
一带，宋军接连失利。时任大理丞和鄜
州从事的种世衡提出建议，必须在重要
地区重建屏障，方可阻挡西夏的进攻。
朝廷不仅接纳了他的意见，而且令他亲
自督办。种世衡到任后，果断采取一系
列措施，很快稳定了局势。

由于种世衡措施得当，行动迅速，局

势很快得到稳定。庆历二年（公元1042
年），种世衡被任命为鄜延路驻泊兵马都
监，负责本路粮草，并升为洛苑副使。当
年，由于环州（今甘肃环县）局势不稳，范
仲淹两次推荐种世衡署理环州。种世衡
受命后，如在宽州一样，他在环州羌族中，
恩威并施，团结了大多数羌人，打击了极
少数不听命者，使羌人断绝了与西夏的联
系，一心与种世衡共御西夏。庆历四年
（公元1044年），种世衡又配合原州宣抚
使范仲淹，筑细腰新城，切断原州境内羌
人与西夏的联系，又采取安抚措施，使之

归服朝廷，原州局势也得到了稳定。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就在

细腰新城刚刚建成之时，种世衡因劳累
过度，旧病复发而病逝，终年 61 岁。宋
仁宗赞道：“边臣若此，朕复何忧！”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