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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6/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4_B8_AD_E6_c34_456807.htm （白羊古刹）我们现

在要参观的景点叫普光禅寺。请大家抬头看，这座大门上方

的匾额为何写着“白羊古刹”呢？相传500多年前，这一带森

林繁茂，古木参天，小地名叫白羊山。早在宋代，道家便在

此建高贞观，但规模很小，不成气候。到了明代永乐年间的

一天，驻永定卫指挥使雍简在这山坡上看见一群白羊，便骑

马追赶，不料白羊一下钻入土中，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命人

挖掘，竟挖出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他把这件事奏明当时的

永乐皇帝，皇帝大悦，敕命就地取材建寺，并赐名普光禅寺

。后来，一些官宦豪绅借此风水宝地，纷纷仿效，先后在这

一带建起了嵩梁书院、城隍庙和文庙等古建筑，统称为白羊

古刹。“刹”是梵文音译，指佛塔、佛寺。普光禅寺属于白

羊古刹建筑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普光禅寺古建筑群

在1959年被省人民政府颁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

光禅寺）普光禅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据

考证，该寺比北京故宫早建7年，比武当山金顶早建3年。普

光禅寺属佛门五宗之临济宗，原管辖本境80余座佛寺200余僧

侣，常住僧侣达50多人。1919－1943年，曾先后六次在这里举

行龙华大会，湘、鄂、川、黔数省近千名教徒在这里摩顶受

戒，故有江南名刹之誉。全寺占地面积11000多平方米，建筑

面积33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传统斗拱和藻井结构，设

计精巧、宏伟壮观，由大门山、二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

、罗汉殿、观音殿、玉皇阁、高贞观、武庙、牌坊等组成一



个庞大的古建筑群。具有宋、元、明、清各朝的建筑风格和

特点。同时，集结构学、力 学、文学、美学、风水术、建筑

学之大成，融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于一体，是古

代劳动人民超凡智慧的结晶，在建筑和宗教方面都有较高的

研究价值。 （大山门）这大山门上有四个烫金大字“普光禅

寺”，据说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左右两边耳门分别题着“慈

云普护”、“觉路光明”，按佛教的理解是佛法无边，庇护

众生；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旦觉悟便前途光明。寺门为

什么又叫山门呢？历代名寺古刹，大都藏于深山之中，“天

下名山僧占多”，进了山就等于进了寺，所以寺门又叫山门

。这大山门里面站立着两个守门神，称为哼、哈二将，闭口

者为哼，张口者为哈。 （二山门）在二山门里供奉着四大天

王，是佛祖释迦弁尼的外将，又称四大金刚。手持琵琶者是

东方持国天王，持剑者是南方增长天王，手缠蛟龙者是西方

广目天王，手持宝伞者为北方多闻天王。四员护法神将，威

风凛凛，恪尽职守。请大家仔细瞧瞧，值得称奇的是四大天

王的法宝，琵琶无弦，宝剑无鞘，蛟龙无鳞，宝伞无骨，是

什么原因呢？按照佛经解释，琵琶上弦会地动山摇，宝剑入

鞘会盗贼四起，蛟龙有鳞会兴风作浪，宝伞上骨会天昏地暗

。反之，则可安享太平盛世。又有一种说法是宝剑有锋、琵

琶有调、伞能遮雨、龙蛇有鳞，隐喻“风调雨调”，国泰民

安。 女士们、先生们，有了哼哈二将门，四在天王把关，我

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信步在这佛门净地，去感受渐离尘世的

超脱了。 （大雄宝殿）正殿大门上有楣有已故中国佛教协会

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大雄宝殿”金字巨匾

。“大雄”是佛祖的德号和尊称。殿前檐柱上雕有两条金色



盘龙，张牙舞爪，叱咤风云。据《永定乡土志》载，清雍正

年间，寺内一僧人被派往对面的天门山执事，两地路途较远

，且崎岖难走，可他很快办完事回来了，众僧都觉得奇怪，

问其原因，他说是骑这条龙往返的。传说信不信由你，这两

条龙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却是不假。大家再仔细看这门扇上

刻着许多人物故事，是佛教里的一些典故，如唐僧取经、鉴

真东渡、顺治皇帝出家、李自成爱将野佛到天门山修行、怀

素写蕉等。还有门上的浮雕把释迦弁尼从出生到成佛的全过

程描绘得淋漓尽致，是其它寺院能比拟的。大雄宝殿供奉着

三尊金佛像，叫三世佛。正中间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弁尼，

又称佛祖；东侧药师佛，西侧阿弥陀佛。 在大雄宝殿东西墙

壁原有两块水磨石碑，磨制精细，光滑如镜，每当明月当宝

，石碑反射月光照影，大殿一片银辉，故有“月点灯”之说

。又因设计诡奇，常有清风拂地，一年四季大殿地面吹得干

干净净，“风扫地”由此得名。“月点灯”与“风扫地”是

普光禅寺引人入胜的奇景之一，它体现了古代工匠对光学、

建筑学的深刻领悟和科学应用。可惜“月点灯”因石碑丢失

而不复存在。大雄宝殿是普光禅寺的核心建筑，单檐歇山顶

，通宽26.5米，进12米，高9米，全殿5间共365平方米。不知

大家是否已经注意到大殿内外为何这般宽敞明亮，这多亏头

上的六架梁和斗拱。斗拱是我国建筑传统建筑造型的主要特

征，它有逐层挑出支承荷载的作用，可使屋檐出挑较大，既

易于采光，又有装饰功能。在大雄宝殿背面有三个菩萨，中

间有观音菩萨男身像，在过亭两侧有水、火二池。无论大旱

干渴，水池四时不涸；火池虽大雨滂沱，池中滴水无存，与

水池相得益彰，成为普光禅寺又一奇观。 （罗汉殿）大家看



，殿两侧十八罗汉有的满脸慈祥，有的呲牙裂嘴，有的张口

大笑，有的双目怒视，各具形态，栩栩如生。罗汉是古印度

语，指已灭一切烦恼应受天人的供养者，永远不再轮回，并

弘扬佛法，他是佛教修行的一种低于菩萨的果位，佛、菩萨

、罗汉三者之间的果位虽有区别，但同是修成正果的众生。 

罗汉殿的建筑有其独到之处，它保存的一斗三升贰斗拱为明

代原始风格的斗拱，最大特点是“曲柱弯梁屋不斜”。传说

这是白羊入土化身的地方，建正殿的木材取自这里，而时

隔43年之后建此罗汉殿的时候，白羊山已无粗大直木，工匠

们本着就地取材的原则，以歪就斜，殿堂的立柱、横梁等43

个主要构件全用歪材。在工艺上斗拱全由木铆衔接，不用一

颗铁钉，而且牢固非常，天衣无缝，实为建筑中一大奇观。

罗汉殿的上层是“圆音楼”，正北面塑有韦驮菩萨像，手持

金刚杵，气势威仪。圆音楼曾经是存放经书的地方，并供有

佛像。楼中藻井与罗汉殿相通，信徒在殿内焚香烧纸的烟气

袅袅上升，飘散楼上，既防虫蛀又防潮气。保护经书真是别

出心裁。圆音楼实为罗汉殿向北凸出的一座抱厦，纯木结构

，其造型精美，结构复杂，与罗汉殿构成两层重檐歇山顶，

正视一顶，斜看则出现三层飞檐。上层瓦面水汇流二层山尖

，在交接处各设计一个开口木龙头，龙口置吊珠。雨水排注

时，吊珠前后自然弹动，如同真龙戏水，既调节了注水流连

，起一定缓冲作用，又避免山尖受到冲洗，其欣赏价值与实

用价值兼备，堪称一绝。《湖南省建筑志》曾把这里的歪材

、斗拱、梁柱、驼峰、工艺等作为古代建筑成就的范例进行

了介绍；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称赞普光禅寺是中国古

代第一流的建筑。 （观音殿）观音殿是普光寺内佛教建筑中



轴线上最后的一幢建筑。殿内供奉着女身观音。她端坐莲台

，左胁侍是善才童子，右胁侍是龙女菩萨，据说观音慈悲为

怀，随缘而化，可变男变女，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化身

。 （龙眼井）这口井叫“龙眼井”，它与东200米处原城隍庙

里的另一口井，并称龙的两只眼睛。据说两井相通，一井打

水，另一井里水波荡漾。 朋友们，刚才游览了普光寺里的佛

教建筑，顶礼膜拜了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相信您一定得到

了一份超脱和升华，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相邻的道教场所。

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尊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

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认为“道”是“万物之

母”，是无所不在的力量，“神异之的，实而有性”，可以

“因修而得”，人若得道，可长生不老，成仙归正果。自金

元以为至今，全国道教形成全真道与正一道两大教派。 请大

家随我上玉皇阁一同参拜玉皇大帝吧。 （玉皇阁）玉皇阁建

于明朝晚期，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重修。三层重檐

歇山顶，高14.6米。下层供奉的是五岳神和道德祖师，上层是

玉皇大帝及金童玉女。你看那玉帝老儿，正襟危坐，一副道

貌岸然、唯我独尊的模样。过去曾有文人登楼远眺，面对脚

下的古城和天门山的雄姿，即兴吟诵出“万千户尽收眼底，

十六峰宛并肩头”的佳句，不知您此刻的感觉如何。 （高贞

观）高贞观是普光禅寺最早的建筑，建于宋末元初，它的特

点是单檐歇山顶，全用大斗拱托梁，枋下垫特大雕花角背，

殿内有两根象征方土方术的全栓；殿后两根檐柱与柱础之间

承垫了一块厚约3公分的饼状木质，它可以散发上升的潮气，

降低木桩直接受潮的系数，沿袭了唐宋建筑的特征，有较高

的科学价值。 高贞观很早以前就没有道士，香火由和尚代管



，这是因为道教中分全真道和正一道两个主要派别。全真道

以观为家，不能结婚，常炼丹习武，而正一道平时在家，常

操民间祈祷、禳解、葬仪之事，可以婚配，不必长住道观，

高贞观属正一道。所以道者不必出家，只逢神圣节日，集中

到观礼拜一次，平日里佛门弟子不忍道观殿堂冷落，便“一

视同神”拜敬香火，久而久之，佛门僧众相沿成习。普光禅

寺是江南名刹，香火十分旺盛，佛道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成了一大特色。 高贞观所供奉的是道教崇拜的最高神－－－

三清神，正中间是玉清元始天尊，东侧上清灵宝天尊，西侧

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传说这三位神主三天、三仙

境，故又称“三洞教主”。凝望“三清”平和、安祥而又睿

智的神态，您是否会生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武庙）武

庙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14年），又叫关庙，它主要

由寝殿、正殿、前殿、佛殿、前门构成。正殿端坐着被称为

“武圣”的关公，两边站立的是关平和周仓，威武肃穆。四

周封火高墙，形成四合院格局。前门内有戏台，正殿前四合

院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按八角攒尖设计，巧妙地附角于墙。

乍看像完整的楼，其实只有半边，这种破中见整，虚实结合

突出正殿的设计造型，与普光寺内的钟鼓楼有异曲同工之妙

。殿外空坪是过去习武、看戏、祭祀的场所。空地两边的偏

殿陈列着永定区的部分出土文物和民间收藏的古代家具以及

木雕花板。 （石牌坊）这里有两座牌坊，分别为嘉庆道光年

间建造。牌坊上刻着“朱买臣负薪读书”、“李密牛角挂书

”、“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奋读”等我国古代圣贤

勤奋攻读的故事，时隔80多年后宣统元年修文昌祠，这个道

教建筑又巧妙地将牌坊空隙作大门，牌坊空门填石后作前墙



，于是整个普光寺形成了集寺、观、祠、坊、阁为一体和格

局，这在国内实不多见。1990年，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李锐参

观普光寺后即兴题写了一幅对联：“寺、观、阁、祠、坊一

体，儒、释、道、文、武合流”。十几个字对普光寺的个性

特点作了最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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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