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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1_B1_c34_633828.htm 大家好，我是导游..。今天，有

幸能和您在这佛国胜地相逢，是我们的缘份。这次由我陪大

家一起游览五台山著名的古刹显通寺，我感到非常高兴，希

望通过我的讲解和服务，能使您对显通寺留下深刻印象，对

这次游览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们将要参观游览的显通寺

，位于台怀镇寺庙群，它的前身是“大孚灵鹫寺”，最早建

于东汉永平年间，距今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两千年

的风风雨雨中，显通寺几经修整重建。北魏扩建显通寺时，

设置了十二院，并设有专门的塔院，结构比较松散，体现了

宋元以前寺院以佛塔和钟楼为主建筑群。布局较为随便自然

的风格，现在的显通寺，即以前十二院中的善住院，是明清

时的建筑和格局。寺内古树参天，香烟缭绕，占地4.37万平方

米，有房屋殿宇四百多。中轴线上七座大殿，或雄伟庄严，

或精巧玲珑，相互辉映。东西廊房对称配合，总体色彩华丽

典雅，带有宫廷建筑的特点，体现了明清时寺院布局严谨、

富丽庄重的风格，是明清时庙宇建筑的典型。这座幽幽古刹

是目前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寺院，是五台山五大

禅处、十大青庙之一。明永乐三年，在此设“都纲司”，使

它成为五台山青庙的首领庙。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许

多著名诗句，如“五月行踪入大孚，万松如剪雪平铺。⋯⋯

炉烟经卷停云阁，不信人间有画图。”（引自文物出版社出

版的《五台山》第7页）等。国务院在1982年把显通寺列为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将要参观的重点是显通寺的钟



楼，以及中轴线上的一系列建筑。我们在显通寺将游览一个

小时，之后我们在钟楼下集中。前面这座高大的建筑就是显

通寺钟楼，它建于明代，是显通寺较早的一处建筑。它的下

层是一个石旋洞，是通往显通寺的要道。上层是高大的木结

构钟楼，为两层三檐庑廊式结构，上承十字顶，脊顶四端有

四个雕刻精巧的龙头。我们往上看，廊柱飞檐，交相辉映，

十分壮观。从上面远眺，层层山峦，簇簇寺庙，历历在目，

使人心胸开阔，大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细心的游客可能已经看到钟楼上“震悟大千”这四个字了，

“大千”即“大千世界”，是佛教用语的“三千大千世界”

的简称，指广阔无边的世界。“震悟大千”的意思是说佛法

无边，在佛祖释迦牟尼的教化和感召下，整个大千世界都震

悟觉醒了。既然叫钟楼，那一定离不了钟，现在我们上楼去

看五台山最大的一口铜钟。这口钟叫“幽冥钟”，又叫“长

命钟”，是明万历四十八年铸造的，重达万斤，因要避讳“

万岁”的“万”字，实际只有9999.5斤。钟口边缘呈波浪形，

颜色呈暗褐色，敲钟时发出深沉圆润、深厚宏亮的声音，顺

风可传十多里，余音达几分钟。在没有现代先进技术的古代

，要铸造这样的一口巨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铸造

时，采用我国历史上铸造技术要求最高的传统工艺无模铸造

，即“泥坑法”（引自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五台山导游

》第17页）。巨钟的铸造，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

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显通寺的铜钟，不仅是古代铸造技术

的代表作，而且赋予了它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它不同于我

国民间讲的“晨钟暮鼓”之钟。关于敲钟就很有讲究。大家

都知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句话，它已成为“得过且



过”的代名词。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撞钟很简单，到时辰敲

几下就可混过一天，既不用动脑子，又不多花力气。这实际

上是对佛门职事僧工作的误解。撞钟时，要撞出轻重缓急的

节奏，钟声要抑扬顿挫，传的远还要回荡不息，要撞出具有

五台山特色的钟声和佛教乐理的神秘。早晚两次撞钟，要紧

七下、慢八下，不紧不慢二十下，这是一通，重复三次，共

撞105下，最后在撞三下，前后共108下。撞钟时还要念固定

的佛经。大家都知道张继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

到客船”，诗中寒山寺钟声之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夜半钟

声，更在于必须在二十分钟内敲完108下，而且最后一下，要

敲在夜半十二点正，不能提前或推后一秒。可以想象，如此

纯熟的撞钟功夫，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说敲完钟

的和尚都有“钟行汗步出钟楼，犹如卸下千斤担”之感。由

此可见撞钟绝非易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就和我们做人一样

，要实实在在。此外，钟的外表刻有一部楷书佛经，共一万

多字，字迹端正清晰，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铸字了。大

家看，这口钟里里外外已被成千上万的纸条遮挡住了。为什

么在钟上贴这么多纸条呢？有这样一种说法：有威望的和尚

圆寂后，要把他的名字贴在钟上，然后把钟敲响，与钟长鸣

，好象在通知西方极乐世界，又一位高僧往生极乐了。现在

，人们为了求得佛祖保佑，也把自己或亲朋好友的名字贴在

钟上，然后把钟敲响，不过贴名字还有个讲究，为死去的人

祈求平安要贴在钟内，为活着的人祈求幸福要贴在钟外。如

果您有兴趣，可千万别贴错啊。好了，各位游客，参观完这

口巨钟，让我们一起步入古树幽幽的显通寺内院游览。大家

请跟我来，从这儿进去，我们将参观中轴上观音殿、大文殊



殿等七座大殿。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想一想，我们讲过，寺

院第一座大殿一般是天王殿，供四大天王以守护寺院，为什

么显通寺第一座大殿不是天王殿呢？听完我的讲解，您自然

会明白。明代以前，现在的显通寺和前面的塔院寺原本是一

座寺庙，天王殿在最前面，明成祖永乐五年（1047），分为

现在塔院寺和显通寺两处庙宇，显通寺就没有天王殿了，但

一个寺又不能没有守护神，于是在两侧立了两块石碑，大家

看，一边是“龙”，一边是“虎”，用“龙”“虎”代替四

大天王守护寺院，名叫“有龙虎把门，不用四大天王劳驾”

。中轴线上第一座大殿叫观音殿，因在最南端，所以又叫南

殿。旧时，寺院举行的赈济水陆生灵的水陆法会道场也设在

这儿，故又称水陆殿。殿内供奉观世音、文殊、普贤三大士

，观音居中，殿两侧是护法天神。观音菩萨，虽然在佛国世

界中并非首脑，但她却是中国善男信女们最崇拜的对象，因

为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符合老百姓朴素的为人心理。我

们都知道，声音要听，景物要看，而观音菩萨的名字却很有

意思，叫“观世音”，即看世间声音。其实不难理解，观音

菩萨法力高强，六根圆通，当然可以“观世间声音”，这“

观”，不是用眼，而是用智慧观世间疾苦，以解救芸芸众生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许多寺庙内都有专门的文殊殿

，显通寺也是如此。前面这座大殿便是大文殊殿。文殊殿前

立有两块石碑，并建有碑亭。石碑高2米，宽不足1米。立于

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大家请仔细看一看，这两座

石碑有什么区别呢？立碑，总是为记述什么，可您仔细看过

后，会发现西边这通是一块无字碑。大家都知道，西安乾陵

武则天墓前有块著名的无字碑。有人说那正是武则天的聪明



之处，自己的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那这里的无字碑又是

为什么而立呢？原来啊，康熙皇帝来五台山朝山时，站在一

进门的地方，发现菩萨顶象条龙，而大文殊殿前两个水池的

反光正是龙眼。古代人们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天下只能有

一个，而这儿又出现了一条龙，那还了得，于是，康熙一怒

之下让人把大文殊殿前两个水池用石碑压住了。石碑立好后

，庙内老僧请康熙写碑文，可康熙只写了一篇，便起驾还朝

了。从此显通寺就留下了这块无字碑。文殊殿，以供奉文殊

为主。我们进殿看，正中这尊最大的塑像是大智文殊。文殊

全称文殊师利菩萨，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左胁侍，他专司“智

慧”，在四大菩萨中地位最高。他的坐骑是一只雄武的猛狮

，代表勇猛和智慧。我们前面讲过，五座台顶都有寺庙，庙

内文殊各不相同，在大文殊殿内便供奉有五台文殊。大智文

殊左侧一尊是西台的狮子吼文殊，右侧一尊是东台的聪明文

殊，前面三尊分别是南台的智慧文殊、中台的孺童文殊和北

台的无垢文殊，殿内两侧是十二圆觉菩萨。文殊菩萨是智慧

的象征，所以希望自己或亲朋好友聪明的善男信女们往往顶

礼膜拜，求文殊赐予智慧，不过拜文殊只是人们追求智慧的

一种形式，要得到真正的智慧，还需靠自己努力，去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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