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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月清辉照禅心
——天宫寺记之一 □郑贞富

天宫寺，大唐皇家寺院，位于隋
唐洛阳城之尚善坊，即今洛河南岸
之安乐村西部。它是利用李渊的旧
宅改造而成的一所著名寺院，西域
高僧宝思惟、禅宗大师神秀等都曾
在此住锡弘法。

李渊旧宅改为寺

天竺高僧弘法来

清代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载，
天宫寺在“尚善坊北，天津桥南侧”。天津桥，
是跨洛河大桥，桥北通往皇城、宫城，桥南通
往定鼎门大街。尚善坊为定鼎门大街东侧、
最北的一个坊。尚善坊东临旌善坊，两坊之
北为魏王池和魏王堤。可见，尚善坊是隋唐
洛阳城里坊区中位置最好、风景最佳的一个
里坊。其位置，在今安乐村西部。

《唐会要》载，天宫寺为“高祖潜龙旧宅，
贞观六年立为寺”。意思是，天宫寺是唐高祖
李渊未当皇帝时的宅园，唐太宗贞观六年（公
元632年）立为寺院。

唐高祖李渊，出生于北周贵族家庭。李
渊之母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因此隋朝
开国后，李渊成为朝廷重臣。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并迁都于
此。李渊被任命为殿内少监，又升卫尉少卿，
并赐宅于尚善坊。其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
吉都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的时光。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任太原
留守，起兵叛乱，攻占长安，次年，建立唐朝，
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武德
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
称太上皇，禅位于儿子李世民。

唐朝初年，全国最著名的高僧有两人，即
道岳和明略，他们是亲兄弟，俗姓孟，洛阳
人。道岳弘法于长安，明略弘法于洛阳，信众
甚多。唐太宗在长安建普光寺，以道岳为寺
主；在洛阳建天宫寺，以明略为寺主。

在武则天时代，天宫寺曾有三
个著名的禅师住锡，即神秀、华严和
尚和惠秀。

神秀，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
县）人，唐武德八年（公元 625 年）
在洛阳天宫寺受具足戒，后师从禅
宗五祖弘忍，得其真传。弘忍圆寂
后，神秀在南方大开禅法，徒众甚
多，武则天闻其盛名，于久视元年

（公元 700 年）遣使迎请，第二年，
他到了神都洛阳，先住龙花寺，后
迁住天宫寺。神秀于神龙二年（公
元 706 年）于天宫寺示寂，谥号为
大通禅师。

华严和尚是神秀的弟子，为天
宫寺寺主，有弟子三百余人。在天
宫寺，华严和尚和众弟子大力弘扬
传统禅法，尤其是坚持以《楞伽经》
为主要修炼经典。神秀曾依据《华
严经》著述了《大乘五方便》一书，华

严和尚和他的弟子们将此书作为主
要讲义，在各大寺院宣讲，使神秀的
学说盛极一时，有“两京之间皆宗神
秀”之说。

惠秀，俗姓李，是神秀的同乡和
弟子。他随神秀来到洛阳，继华严
和尚之后，成为天宫寺的寺主，深受
武则天的敬重和礼遇。李隆基还是
个王子时，其宅园在积善坊，与天宫
寺相邻，他经常到寺院拜访惠秀，有
一次，还留下了一支笛子。李隆基
离开寺院后，惠秀召集弟子说道：

“要好好保管这支笛子！”等到唐玄
宗李隆基即位后，弟子们才明白惠
秀这番话是有先见之明的，便拿着
这支笛子进献给了唐玄宗。

惠秀在一百岁时圆寂于天宫
寺，礼葬于龙门山，前来奔丧的僧人
与百姓有几千人，宰相张说为他撰
写了碑文。

在武则天时期，来洛阳的著名
西域高僧是宝思惟，梵名阿你真
那，北天竺迦湿密罗国人，幼而出
家为僧，专精律藏、咒术，武周长寿
二年（公元693年），来到神都，敕住
天宫寺，译出《随求即得自在陀罗
尼经》《不空罥索陀罗尼自在王咒
经》等7部经书。

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皇帝下诏在龙门山为宝思惟
造“天竺寺”一所。唐玄宗开元九
年（公元 721 年）宝思惟终于天竺
寺，寿百余岁。

宝思惟的学说，为真坚继承。
真坚，俗姓杨，王屋县人，十三岁在
洛阳天宫寺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
后，即探讨律藏，所制《道仪钞》传
于后学。真坚先后任天宫寺、弘圣
寺等寺寺主，唐德宗兴元元年（公
元 784 年）示寂，年五十七，礼葬于
龙门天竺寺南岗。真坚的嫡传弟
子是嗣兴。

天竺寺是印度风格的一所寺
院，是龙门的一处名胜。安史之乱
后，诗人严维任河南尉，他与洛阳
诗人刘长卿相善，曾共游天竺寺。
严维《宿天竺寺》云：“方外主人名
道林，怕将水月净身心。居然对我
说无我，寂历山深将夜深。”

白居易晚年，住在履道坊的宅
园，距龙门不远，他经常游览天竺
寺，其《宿天竺寺回》：“野寺经三宿，
都城复一还。家仍念婚嫁，身尚系
官班。萧洒秋临水，沉吟晚下山。
长闲犹未得，逐日且偷闲。”当时，白
居易任河南尹，是洛阳行政长官，即

“身尚系官班”，公务繁忙，但即便如
此，他竟然在天竺寺住了三晚。

皇家寺院三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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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亩松篁百亩田，归来方属大兵年。
岩边石室低临水，云外岚峰半入天。
鸟势去投金谷树，钟声遥出上阳烟。
无人说得中兴事，独倚斜晖忆仲宣。

——唐·韦庄《洛北村居》

韦庄（约公元836年—约公元910年），五代前蜀
诗人。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
韦”。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韦庄在长安应举，当时
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其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中
和二年（公元882年）始离长安赴洛阳。《洛北村居》即
是诗人流寓洛阳时所作。

“十亩松篁百亩田，归来方属大兵年。”松篁指竹
与松，另比喻坚贞的节操。韦庄另有《春愁》诗：“后庭
人不到，斜月上松篁。”可见，在韦庄诗中，松篁用的频
率较高。此意象一方面指现实中的景物，另一方面也
指作者坚贞的节操。“大兵年”是指黄巢起义，是乾符
五年（公元878年）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由黄巢
领导的民变，也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涉及范围最
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

“岩边石室低临水，云外岚峰半入天”“鸟势去投
金谷树，钟声遥出上阳烟。”此二联是写景，但又不纯
是写景，还兼有作者的情怀。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
中写道：“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
语皆情语也。”细思其意，不外有二：一切描写环境的
文字都是作者表情达意的载体，一切景物又必然引起
作者的情感波动，进而付诸文字，形成景语。景与情，
情与景，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在诗人笔下，“岩
边石室”“云外岚峰”皆是有情之景也。“金谷树”“上阳
烟”乃洛阳特有之人文元素，此处写来，似有作者对
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哀叹，深刻打上了作者“黍离
之悲”的印记。

“无人说得中兴事，独倚斜晖忆仲宣。”末联点
题，韦庄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藩镇割据大混
战，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因而忠于唐王朝是其思
想核心，唐室“中兴”是其热切期盼。仲宣是指王粲，
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才华卓越，却不
被重用，流寓荆州十五年。一天，王粲登上麦城城
楼，写下《登楼赋》。这篇赋主要抒写王粲生逢乱世、
才能不得施展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
忧，表达自己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
的希望。韦庄用此，正是写自己生不逢时、志不得酬
之悲慨。

韦庄在唐末诗坛有重
要地位。清翁方纲称他“胜
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
杜荀鹤等人）多矣”，郑方坤
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

“华岳三峰”。 （静姝）

无人说得中兴事
独倚斜晖忆仲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