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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5_AF_BA_E9_c34_44790.htm 云居寺座落在北京西南

郊七十多公里处的白带山(又称石经山)西南麓，以埋藏有中

国文化遗产中的稀世瑰宝、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著

称于世。 云居寺-石经山原貌 云居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

元605618年)，至辽圣宗时期(公元9831011年) 形成五大院落、

六进殿宇，金、元、明、清各代都有修葺。1942年遭到日本

侵略军轰炸毁环。 罗汉塔 寺的南北有两座辽塔对峙，南塔又

称藏经塔，地下有藏经穴，塔已无存。北塔原名舍利塔，又

叫罗汉塔，高三十米。下部为楼阁式，中间空，有磴道可登

；上部是覆钵形，有相轮、宝顶。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现存

古塔中极具特色。 小唐塔 塔的四面各建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小

唐塔，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间

所建。五塔形成一个整体，为中国金刚宝座塔(五塔)的早期

实例。寺内及周围山上还有唐、辽、明各代建造的砖、石塔

十余座，其中以石刻大藏经创始人静 琬的墓塔琬公塔和为纪

念唐代金仙公主捐助刻经事业而建的金仙公主塔最为著名。 

云居寺虽然被炮火所毁，但闻名于世的石刻大藏经埋藏地下

，保存完好。 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当时高僧静琬

继承其师北齐南岳慧思遗愿，在石经山刻石造经。唐贞观十

三年(公元639年)静琬逝后其弟子玄导、仪么、慧暹、玄法又

相继主持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诸朝，延

续千载，至明末。经版藏于石经山九个山洞中，其中藏经最

早也最重要的是第五洞穴，称雷音洞。 雷音洞 静琬最初所刻



的一百四十六块石经镶嵌于洞内四壁之上。洞中央有四根八

角形石柱，每根柱上均有浮雕佛像，共一千多尊，称千佛柱

。由于山洞藏经贮满，辽金时代续刻的经版就没再运上山，

而藏于云居寺南塔下地穴中。 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年在政府

支持及全国佛教界的协力下对这一举世无双的重大文化遗产

进行了发掘，历时三年，完成了发掘和拓印工作，并在随后

组织力量整理研究，编印了《房山石经》，现正在陆续出版

中。云居寺石经共镌刻佛教经籍一千余部、三千余卷，有经

版一万四千多块。它不仅是佛学研究的巨大宝藏，而且因为

唐代石刻的底本，大部分是依据唐金仙公主奉赠的宫廷抄录

本，辽金刻本是依据久已失传的《契丹藏》，在文字上与一

般本子有很大出入，所以还是校勘现有佛教木刻经籍的实物

根据。石刻对研究古代社会、探讨金石、书法艺术的发展也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云居寺还供奉有佛舍利，这些佛舍利

是1981年在雷音洞内地下发现，密封在层层套装的五个石函

、银函、玉函中。 佛舍利 函盖上刻有安置年月，函内有供奉

佛舍利的珠宝。中国佛教协会1987年4月曾隆重举行迎请法会

，接待佛教徒瞻礼和国际友人观光。 云居寺殿堂从1985年起

由政府资助和海内外一些团体集资修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