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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021_2022__E6_B1_9F_E

8_8B_8F_E6_89_AC_E5_c34_48110.htm 各位游客：刚才我们领

略了瘦西湖的秀色，现在请大家去参观大明寺。一听大明寺

这个名字，人们一定会认为它是一个单纯的佛教寺庙，其实

不然，它的范畴应该是“大明寺风物鉴赏区”由寺庙古迹、

栖灵塔、鉴真纪念堂、仙人旧馆、西苑芳圃五部分组成，是

国内罕见的一处集园林风光、文物古迹和宗教建筑于一体的

游览胜地。大明寺自创建以来，向有“扬州第一名胜”之说

。从1980年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后，每年接待中外宾客

达40万人次之多。1991年10月12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曾陪

同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前来参观。大明寺山明水秀，景物

纷呈，下面就让我们迈入这藏龙赐福、香云线绕的吉祥之地

，去一睹它的风貌吧！ 【大明寺创建历史牌楼山门殿大雄宝

殿藏经楼平远楼】 大明寺位于扬州城区西北郊蜀风风景区的

中峰，从停车场到寺庙门口有一小段路程，让我们沿着这条

平缓的石坡拾级而上，在这段时间里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大

明寺的概况：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

年），故称“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杨

坚60寿辰，诏令在全国30个州内设立30座塔，以供奉舍利（

佛骨），其中一座就建立在大明寺内，称“栖灵塔”。塔高

九层，因寺从塔名，故“大明寺”与“栖灵寺”并称；又因

大明寺在隋宫、唐城之西，因此也称“西寺”。清乾隆三十

年（176年）乾隆帝巡游扬州，见“大明”两字，很不高兴，

便亲笔将“大明寺”改成“法净寺”。直至1980年，为迎接



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扬州探亲，才复名“大明寺”。 各位游

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庄重典雅的牌楼，只见正面横

匾上篆刻着“栖灵遗址”4个字。再看背面有篆书“丰乐名区

”4字，是因过去这里属大仪乡丰乐区而得名。正反两面篆书

都是光绪年间盐运使姚径手书，结构工整，字体雄美。 牌楼

东侧的围墙上，石刻“淮东第一观”，是北宋诗人秦少游的

诗句，为清代书法家蒋密所书。牌楼前两侧的两只石狮为清

代乾隆时重宁寺遗物，1961年移到这里。 游客们：同一般寺

庙有所不同的是大明寺的山门殿同时也兼作“天王殿”。请

大家进殿内参观，进门首先看到正南面供奉着弥勒佛坐像，

左手握布袋，右手持佛珠，据称他是释边牟尼的弟子阿逸多

。佛教说他将在释边牟尼涅果后成为“未来佛”。两侧有一

副对联：“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

可笑之人。”肆魈嬷煸八Ｃ掷盏暮竺嬲鞠袷俏ね裕笫智嫘朊

稚剑沂职础敖的ц啤保こ质捅吣材峤簿捣ǎ蚨怀莆鸾躺系幕

しㄉ瘛Ｔ诖蟮畹亩髁讲嗯帕凶潘拇筇焱酰矗憾匠止焱酰殖峙

茫芑こ止粒荒戏皆龀ぬ焱酰殖直＃芰钊松聘龀ぃ晃鞣焦隳刻

焱酰笫殖直χ椋沂治樟芄痪惭酃鄄欤こ置裰冢槐狈蕉辔盘焱

酰笫职匆螅沂殖稚。芑こ秩嗣癫聘唬辔鸥５隆?/P> 在山门殿

的后面是大雄宝殿。首先我们来到了殿前庭院，请看东面有

桧柏，西面有黄杨，正中置有两尊室鼎。大雄宝殿为清代重

建，面阔三门，前后回廊，檐高三重，为欧山顶建筑。二层

檐下悬挂着“大雄宝殿”横匾。屋脊高处嵌有宝镜，阳面写

着“国泰民安”，阴面刻着“风调雨顺”。 各位访随我进入

殿内，请看跌坐在正中莲花高台上的是释达牟尼。站在大佛

东侧的是边叶，西侧是阿难，他们都是释过牟尼的得力弟子



。佛祖逝世后，边叶在灵警山主持了佛教信徒的第一次集会

；阿难是佛祖的堂弟，聪明智慧，擅长记忆，跟随佛祖25年

，把佛祖生前讲经说法的内容写在贝叶树的叶子上，后来成

为佛经。大佛东面首坐是药师佛，主管“东方净琉璃世界”

；西面首坐是阿弥陀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同其他寺

庙一样，佛坛背后是“海岛观音”泥塑群像，观世音是西方

极乐世界上首菩萨，她能解救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因而被称

为大慈大悲的菩萨。 游客们：现在我们去参观藏经楼。藏经

楼是大明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于1985年4月投资40万元

重建。前面我们看到二层五槛的单檐硬山顶的建筑便是藏经

楼。其匾额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在屋脊的上面

嵌有“法轮常转”，阴面刻有“国泰民安”。进人大厅，只

见正面供有释这牟尼佛的汉白玉坐像，这尊坐佛像由香港弘

勋法师赠送。在坐佛东侧供奉着白玉卧佛祖师，这尊卧佛原

系缅甸政府赠送高贯寺，后转赠给了大明寺，放在藏经楼内

。 穿过“文章奥区”圆门，只见一幢高三层，阔三间，单檐

歇山式的楼阁矗立在我们面前，上面悬挂着“平远楼”匾额

。此楼初建于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楼名取宋代画家郭

熙《山水训》中“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之意而命名

。让我们进入楼前庭院，只见院内这块横匾上刻着“印心石

屋”4宇，这是1835年道光皇帝为嘉庆年间进士陶澍而题。陶

财原籍湖南安化县，居住在洞庭湖畔，因他家门口潭水中有

块石头，方正如印，名叫“印心石”，陶海从小跟随父亲读

书，书斋就在“印心石”北岸，故名“印心石屋”。 印心石

屋旁边这株枝繁叶茂的名贵花木就是扬州市市花琼花，树龄

已超过300年，是扬州最古、最大的一株琼花。琼花是我国古



代一种名贵的花卉，每年五月盛开，花八朵五瓣，花瓣如白

玉盘，花美似玉蝶群舞。相传隋场帝曾到扬州看琼花，因而

琼花便名扬天下。每年春夏之交，前来赏花者络绎不绝。 平

远楼前还布满了莲花，东侧为“唐招提寺莲”，西侧为“唐

招提寺青莲”，中间为“中日友谊莲”。据说：1980年春，

为庆贺“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中国展”来扬州大明寺展出，

武汉植物研究所派专人把这3个莲花品种送到这里，种植莲花

的古石盆是明、清时代的古物，由扬州市园林管理处专门选

择配置。 【鉴真纪念堂鉴真生平栖灵塔】 各位游客：唐朝著

名高僧鉴真是中日的友好使者。为了纪念鉴真在中日友好史

上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大明寺内建造了鉴真纪念堂。从大

雄宝殿往东走，迎面看到的这幢建筑便是新建的纪念堂。纪

念堂接唐代建筑遗规并参照日本店招提寺“金堂”的风格设

计，由正殿、碑亭和回廊组成，线条刚劲，结构工整，雄浑

朴实。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主持了设计方案，这是他生

前设计的最后作品。院内种植着樱花、松树，绿草如茵，整

幢建筑显得简朴古雅，庄严肃穆。纪念堂南还有有关鉴真东

渡事迹的介绍及史料陈列，整个区域共占地2540平方米。 下

面我来介绍一下鉴真的生平：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

今江苏扬州市）人，生于688年，卒于763年。14岁出家扬州

大云寺，20岁时游历于长安、洛阳等地，专攻佛教律学。26

岁返回扬州，55岁当了大明寺住持，传戒讲律，兴寺建塔，

塑造佛像，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佛学大师。唐天宝元年（742

年），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从长安专程来到扬

州，邀请德高望重的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扬佛法。鉴真欣

然同意，经过一番准备，他率同弟子和工匠于第二年启程东



渡。先后十年，历经五次都遭失败，牺牲36人，鉴真也因劳

累过度，双目失明。但是他夙志不移！决心不变，终于在753

年12月20日中午，在日本秋妻屋浦登陆，东渡成功。这年鉴

真已是66岁高龄了。次年二月，鉴真一行来到日本首都奈良

，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鉴真在日本生活了10年，76岁

病逝。他对日本的佛学、医学、文学、建筑、雕塑、书法。

印刷等传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人民称鉴真为“日本

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他在日本主持建造的唐

招提寺和他圆寂前弟子为他塑造的干漆夹红坐像都已成了日

本国宝。再看纪念堂前碑亭内横卧一方汉白玉巨碑，上镌“

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9个大宇，为郭沫若手书。碑阴刻着赵

朴初撰写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长篇碑文。纪念堂南的“

晴空阁”设有鉴真事迹陈列室，展示鉴真生平的文物资料。 

游客们：现在我们再去瞻仰栖灵塔。有寺庙的地方必有塔，

通常人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是印度

梵文中塔的别称。栖灵塔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初建，

塔高九层，雄踞蜀冈，塔内供奉佛骨。隋唐时期，扬州的政

治经济发展很快，已成为全国第三大都会，繁华程度仅次于

长安、洛阳。唐代著名诗人李白、高适、刘长卿、刘禹锡、

白居易等均曾登塔赋诗赞颂。可惜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

）一代胜迹化为焦土。1980年鉴真大师塑像回扬州“探亲”

，各界人士倡议重建栖灵塔。1988年，大明寺方丈瑞祥法师

在该寺东国选址重建。瑞祥法师圆寂后，由能修法师主持栖

灵塔的重建，于1993年8月27日开机钻探，总造价达1000万元

以上，总建筑面积1865平方米，总高度为70米，建成后的栖

灵塔气势雄伟，雄踞蜀冈，成为大明寺的标志性景观。登L塔



顶，扬州景观尽收眼底。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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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