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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视界

“这些东西啊，无论真假我都视为珍宝，
它们凝结了我多年的心血与梦想。”洛宁县
赵村镇东王村村民贾建松看着自己的藏品
笑着说。

贾建松，今年62岁，从1986年开始对古
玩收藏感兴趣。28年来，他走遍全县大大小
小上百个村落，搜集了千余件各类“古玩”，
还为此卖过粮食，卖过菜，当过保安，开过饭
店……熟悉他的人都喊他“贾收藏”。

“贾收藏”的藏宝柜里琳琅满目，摆放着
瓷器、陶器、铜器、玉石、钱币、生活用品、书画
等各类“古玩”，每一件藏品，老贾都能说出名
称和来历。

为了实现收藏梦想，他四处拜师学艺，以藏
会友，于2010年成为洛阳市收藏家协会会员。

“古都洛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更多人加入到
收藏的队伍中来，为后人留下一份物质和精
神财富。”“贾收藏”说。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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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弘忍禅师将衣钵传给慧能、禅法南传
后，中国禅宗逐渐形成北宗禅、南宗禅两大
派系。两大派开始相安无事，在各自区域各
自弘扬“东山之法”，后因传法理念、方式的
不同，相互贬斥、攻击，几乎势不两立。

北宗禅以神秀为首，他名震两京，弟子如
云，死后由两大弟子普寂和义福，传其禅法。

南宗禅由慧能扛鼎，他献法衣于朝廷获
得好名声，渐能与北宗禅抗衡。慧能死后，其
弟子法海、志诚、法达、智常等赴各地传法，尤
其是神会，单枪匹马杀入中原，在南北禅论辩
中占尽上风，最终确立其一代祖师的地位。

神会是湖北襄阳人，俗姓高，生于唐文
明元年（公元684年）。少年时，神会即从师学
习儒家五经，后又学《道德经》《庄子》。在读

《后汉书》时，他才知道佛，并很快对佛教产
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果断抛弃以前的“仕进
之意”，到本府国昌寺拜显元法师出家。后
来，听说曹溪慧能禅师盛扬禅法，学者骏奔，
又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投到慧能门下参学。

神会在慧能禅师处学法受益匪浅，并深
为南宗禅的禅法所折服，决心弘扬其法，发
扬光大。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神会奉敕住
南阳龙兴寺，他开始向僧众宣讲南宗禅。但
在当时的北方，神秀的大弟子普寂和义福仍
受朝廷的支持和民间的尊崇，影响很大，神
秀被尊为六祖，普寂被尊为七祖，神会的宣
讲如石沉大海，无人响应。

在这种情势下，神会决定站出来大干一
场。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神会在滑台（今
河南滑县东）大云寺举行了无遮大会，会上，
他先声夺人，树立慧能的南宗；旗帜鲜明，贬
斥神秀的北宗，参加大会的僧尼道俗无不感
到耳目一新。神会因此渐有名气，天宝四年
（公元745年），应兵部侍郎宋鼎等人之邀，神
会来到洛阳，住进荷泽寺，继续“大行禅法，声
采发挥”，开过几次定宗旨、辨是非的大会，颇
有成效，南宗在北方的影响越来越大。

此时，北宗神秀的两大弟子义福与普寂
已先后去世，北宗后继之人，几乎无人出来
与神会抗辩，但北宗的势力仍在，神会在洛
阳的传法一波三折。先是御史卢奕将神会告
到唐玄宗处，言神会在洛阳聚众，图谋不轨，
已居洛阳传法8年的神会被赶出洛阳，贬到
弋阳郡（今河南潢川）；继而又被令迁往武当
郡（今湖北均县）；后来，被迁移至襄州（今湖

北襄阳）；最后，被迁到荆州开元寺。
正当神会为抱负难以实现而痛心疾首

之时，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改变了大唐帝
国，也改变了神会的命运。那就是天宝十四
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在朝廷平叛的战争中，军饷筹集十分困
难。神会闻讯北上，在洛阳附近到处奔走，为
唐军筹集粮饷。有几次，他因陋就简召开无遮
大会，劝募军需，鼓舞士气民心，还直接设置
戒坛度僧。一时间，捐款者有之，捐粮者有之，
施以玉钗女红者有之，很快，竟有一万多人捐
出大笔香油钱。由于他对朝廷平叛有功，唐肃
宗李亨诏他入内供奉，又为他“造禅宇于荷泽
寺”。在东都洛阳，唐嗣虢王李巨更是对他鼎
力支持，他的一切弘法活动畅通无阻。

神会居荷泽寺不懈弘扬南宗，且自成体
系，于是，人们称他所传的南宗为“荷泽宗”。
至德三年（公元758年），由于神会的影响，郭
子仪出面奏请皇帝为达摩祖师立塔。

这年的五月十三日，神会于荆州“开元
寺奄然坐化”，“享年七十有五”。永泰元年
（公元765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巨“迎尊颜于
龙门”而下葬，其门徒建塔于龙门宝应寺。
1983年12月，在洛阳龙门西山唐宝应寺遗
址，出土了由神会门人比丘慧撰写的《大唐东
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
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的石刻。大历七年（公
元772年），唐代宗敕塔号为“般若大师之塔”；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敕皇太子召
众禅师，定禅门宗旨，立神会禅师为禅宗第七
祖，德宗御撰《七祖文》颁行天下。

发生在唐朝的南北禅之争最终由神会
取胜。其实，北宗与南宗的主要宗旨、理论大
体一致，区别在于用以“安心”的方法，有“南
顿北渐”之异。北宗修行时，大众端坐，净心
念一“佛”字，追究“心是什么”；南宗则强调
一入门“顿见佛性”，不拘于坐禅的形式，而
是把禅贯彻于全部生活中。不论北宗南宗都
是禅宗，因为它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和思辨心
态，在中国的传播一花独秀。

南北禅中原逐鹿
闯乱世神会成名盘根错节：

虞诩不惧事艰险
迎难平乱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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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帆

成语词典

【成语】盘根错节
【人物】虞诩
【释义】盘：盘旋；错：交错；树根盘曲，

枝节交错。比喻事情繁难复杂，难以处理；
也比喻某种势力根深蒂固，难以铲除。

【出处】《后汉书·虞诩传》：“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
何以别利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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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诩是东汉人，12 岁时能通《尚
书》。他从小父母双亡，是祖母把他一手
拉扯成人，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直
到祖母去世后，他才去谋得一个官职。

东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西羌与
匈奴突然入侵，西方的凉州和北方的并州
同时受到严重的威胁。一时间，告急文书
像天空飘落的雪花似的涌入京城洛阳。

汉安帝刘祜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商议
退敌之策。大将军邓骘说：“如今羌兵、匈
奴两路入侵，我们将寡兵微，难以分兵抵
御。依臣之见，不如放弃凉州，集中兵力
对付匈奴。等将匈奴一举击败后，再回师
夺取凉州，这样可解兵力不足之难。”

朝廷中的不少大臣附和邓骘的意见。
郎官虞诩却说：“如果放弃西边的凉州，必
然波及北面。再有，我军的战马多数要靠
西北供应，凉州一旦放弃，骑兵的战马靠
什么来补充呢？邓将军要三思啊。”

听了虞诩的话，邓骘非常不悦，想不
到一个小小的郎官竟敢在文武百官面前
公然反对自己的作战方案。他忍住心头
之气，阴沉着脸问道：“那么依虞大人之
见，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虞诩信心十足地说：“羌兵远来，必
定带不得许多粮草，他们只求速战速决，
以快取胜，而我们则可凭险据守，不与他
们正面交战，等他们扎下营寨，我们便半
夜去扰，这样不出一个月，他们不仅人困
马乏，而且粮草也得不到补充，必然不战
而退。这样我们还有必要放弃凉州吗？”

汉安帝依了虞诩的计策，果然既退
了羌兵，又打败了匈奴。汉安帝为此十分
欣赏虞诩。

朝堂直谏保凉州

邓骘认为虞诩是故意和自己作对，对他
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时隔不久，朝歌县发生农民起义，老百姓
纷纷武装起来与地方官府对抗，时有地方官
员被杀的事情发生。

消息传到洛阳，邓骘觉得机会来了，他打
算用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虞诩，于是向汉安帝
上奏说：“郎官虞诩文武全才，他可以任朝歌
县令，为国分忧。”

汉安帝不知邓骘的阴险用心，立即传旨，
任命虞诩为朝歌县令。圣旨一下，虞诩的亲朋
好友纷纷到他家劝说：“这是邓骘的阴谋，你
此去朝歌凶多吉少，不如上书皇帝辞职。”

虞诩却很有信心地笑着说：“一个有抱负、
有志气的人，绝不会避开困难的事而专门去找
容易的事来做。就像我们在砍树时，如果不遇到
树木的根条枝节、盘曲交错，就显不出斧头的锋
利一样。我出任朝歌县令，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虞诩义无反顾地到朝歌县上任，并很快平息
了动乱。后来他又屡建军功，最后官至尚书仆射。

义无反顾平动乱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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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本版长期征集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瞬 间

请作者八月秋风、真心沧海将个人
联系方式发至lyrbshb@163.com，以奉薄
酬。

偷闲 真心沧海 摄

倾情 八月秋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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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宋朝的茶叶杯”

藏品“紫砂壶”

藏品“嘉庆年间的玉玺”

藏品“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