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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之謎
六百年來眾說紛紜，成為
明史第一謎案。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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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陽寶山已無昔日佛鐘陣陣、香霧

裊裊、遊人如織的景象，然而還是有不少

探險愛好者熱衷於登陽寶山，從網上各式

「登貴定陽寶山」的帖子就可見一二。

陽寶山之所以吸引探險者，是因其謎團

重重。還流傳陽寶山五大謎，至今無人破

解。

其一、建造蓮花寺所用的青石條從何處

來？據記者了解，陽寶山雖是石山，但山

上石材並非蓮花寺建築用料，而是石灰

石，且周圍方圓數里外石料也非青石。此

青石只在幾十公里外方能尋獲，即便青石

從別處採來，在當時的運輸條件下，要將

幾噸重的石料運至1,500餘米高的山巔，

如果不是財力雄厚，也絕非易事。所以讓

記者不由得聯想到開山祖師便是落難的建

文帝。想當時，堂堂一國之君，即便落難

逃走，隨身侍從所帶細軟也是很龐大的，

將幾十公里外的石料運至山巔，對於建文

帝來說，也算不了什麼難事。

其二、從世界經緯度上來看，陽寶山與

印度佛教名山靈鷲山、埃及金字塔處於同

一緯度—北緯26.5度。這是歷史的巧合還

是另有原因？

其三、牌坊上雕刻的「絕類軼倫」四

字，乃「此類天下唯一」之意。能否由此

解讀出落難皇帝朱允炆寄望陽寶山的天子

夢想？

其四、石刻塔林的龍鳳圖案，若非為皇

室所有，一般鄉紳富豪、平民百姓怎敢冒

天下之大不韙？

此外，蓮花寺選址於孤山之巔，而不遵

從一般佛教寺院的選址規律：前有照，後

有靠，偏要遺世獨立於山頂？

似乎種種謎團都在指證㠥一個千古奇

謎，那便是明朝落難皇帝朱允炆極有可能

就是當初蓮花寺的開山祖師—白雲大師，

而其所締造的陽寶山昔日佛教聖地，乃是

建文帝為落難後無力奪回天子政權後在佛

教文化上的一次巨大騰飛。

陽寶山五大謎
至今無人破解

出貴定縣城向西北驅車5公里左右，一座荒頹的孤山
映入眼簾，山體渾厚飽滿，低矮的灌木叢植滿山

體，與四周海拔相對較低、植被濃密的山峰形成反差。此
山便是明清時享有西南三大佛教名山美譽的陽寶山。
陽寶山海拔1,566米，包括前山和後山，前山曰蓮花

山，後山曰飛鳳山，前後山形相連，遙相呼應，人稱飛鳳
踩蓮，意境深遠，形象逼真。山上的蓮花寺始建於明嘉靖
年間。明萬曆二十四年(1594年)山僧白雲到此，見此山奇
勝，遂建千佛塔。
山僧白雲何許人也？相傳是明朝落難皇帝—朱允炆。

建文帝生死本是千古之謎，至今無人破解。

百座石刻塔林 龍鳳圖案成謎
在離山頂蓮花寺約1公里斜坡上，一處規模龐大的石刻

和尚塔林讓記者駐足。
只見塔林裡佛塔造型各異，保存完好。有圓、方、六

角、八角、寶塔等形狀，塔墳四周雕刻有花、草、魚、
蟲、獸、人等各式圖案花紋，圖案堪稱佛教文化精品。其
中幾座位居中央，形如北京北海公園白塔佛塔，統率㠥
120多座石塔林的壯觀場景，更是讓記者折服。
貴定縣文物管理所所長田昭上告訴記者，這片塔林主要

由僧官和方丈等較高佛家修行者塔墳，以及一般修行和尚
的土墳構成。其中有靈塔124座，和尚墓71座，和尚墳百
餘座，是全國保存最大的石刻和尚塔林。
令人不解的是，記者在草叢中發現一處斷裂石碑上，清

晰地雕刻有魚身龍頭的圖案；在離整個塔林稍遠的一座塔
碑兩側，也陽刻有龍鳳呈祥、雙龍戲珠的圖案，栩栩如
生，這似乎預示㠥一些千古玄機。
據記者查證，在佛家文化系統裡，和尚墳墓一般很少出

現龍鳳圖案。特別是明清時期，皇權思想極其嚴重，龍鳳

更是作為皇家專用圖案，尋常百姓更是不敢冒用。在陽寶
山和尚墳居然發現有用龍鳳圖案做的碑刻。
埋葬於此塔下的屍骸是誰？為何碑面刻有龍鳳圖案？這

似乎印證㠥關於「建文帝曾居陽寶山」傳說並不是空穴來
風。

寺院選址山巔 表徵皇家悲愴
沿㠥崎嶇小徑前行，繞過南天門、小憩亭等遺址，便來

到陽寶山頂峰—蓮花寺。
據傳，蓮花寺修建於明萬曆（神宗皇帝朱翊鈞年號）年

間，經歷代增修擴建，形成宏偉規模，至今已有430多年
歷史。史書記載，蓮花寺香火盛時，僧眾達200餘人，朝
山進香者絡繹不絕。
據田昭上介紹，整個蓮花寺建築群由山門、關帝宮、

真武殿、觀音殿、韋陀台、靜室、相仿、僧房等構成，
規模宏大，建築面積1萬多平米。然而，記者只能依賴
散落於雜草中的斷壁殘垣、山門上已風化剝落的字跡：
義薄雲天垂萬古，忠昭日月著千秋，橫批：絕類軼倫，
以及曾經支撐大殿的巨大柱礎來還原當時陽寶山萬人上
香的盛景。
多年文物研究的田昭上也奇怪，一般來說，寺院應該修

建在依山傍水之處，這除了受風水觀念的影響之外，還出
於宗教自身的要求：前有照，後有靠，左右有抱。最理想
建廟之地應該是背靠大山，襟連小丘，兩條河流分別從左
右兩邊流過；寺院坐落在水草風茂的谷地中央。可是，為
何蓮花寺修建於極頂，這與一般的寺廟選址背道而馳？或
者，開山大師就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人，他要作出一番有悖
常理的事情？
當地又稱「蓮花寺」為「天子廟」， 也在提供蓮花寺選

址山巔及其主人真實身份的一種民間解讀。

貴州有很多有關建文
帝的傳說和遺跡，陽寶
山就是其中之一。
據康熙《貴州通志》

卷二十四之「仙群」介
紹：「白雲，大理人，
戒行精嚴，仗錫幾遍天
下，萬曆庚辰，至陽寶
山⋯⋯建千佛閣，備極
精巧，前後樓數十楹，
飛甍建瓴，巍然巨觀，
為黔中名山。」
這段史志記載了陽寶

山開山祖師白雲大師修
建寺廟時的情景。不過，貴定縣文管所
所長田昭上以及貴定縣佛教文化促進會
的釋本遠大師從陽寶山的龍鳳圖案、建
寺山頂、絕類軼倫等詞中所透露的信息
中考究，更願意相信的是，白雲大師極
有可能是建文帝。
首先，蓮花寺建寺山頂，群山環向此

山，「萬峰來朝」，暗合天子九五至尊群
臣覲見之意。雖建文帝流亡，但畢竟是
一代帝王，有此心也不無常理。且一寺
獨居山頂，無依無靠，正暗合了當時流
亡皇帝孤苦無依的心境。
陽寶山不是中國最大山，蓮花寺

也不是中國最早的廟，又為何有此一
說？既然佛家要求要看破紅塵，放下一
切雜念，為何有如此狂傲的詞語。可
見，這個「山僧白雲」應該不是凡人，
說其是建文帝也不為過。
再次，石刻塔林裡的龍鳳碑刻。雖然

普通人用此圖案是大逆不道，但是作為
建文帝，以及此後瞻仰祭拜他的徒子徒
孫，用皇家的象徵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
未嘗不可。
當然還有最重要一點，明朝初年，當

時的貴州山東林密，交通不便，朱元璋
還不曾派藩王駐紮到西南為王。而陽寶
山到今天為止交通都不十分便利，加之
廟宇建於山巔，而「白雲大師」又常居
於後山的神仙洞，環境更為複雜。所
以，陽寶山對於走投無路的建文帝來說
也許是最安全的地方。
安順市建文帝下落研究專家林明璋

（2010曾代表貴州專家赴南京明孝陵研討
建文帝下落）說，陽寶山的興起與建文
帝流落貴州幾乎是同一時代，而建文帝
流落貴州的事實在學術界已得到廣泛認
同，包括《廣順州志》關於建文帝在貴
州參佛的事跡也是有詳細記載的，建文
帝到過陽寶山也是極有可能的，客死陽

寶山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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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內稱「陽寶山高千餘尺，樹木
森密，殿閣崔嵬，群峰環向此山，為黔東之勝」。然而，經
過數次劫難，陽寶山與其他佛教名山相比極為遜色。讓陽
寶山重現昔日的輝煌，成為貴定縣政府及當地宗教界及文
化界人士的願望。
貴定縣陽寶山佛文化促進會法人釋本遠大師（見右圖）

告訴記者，陽寶山毀於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大躍進」
時期，陽寶山周邊曾經鬱鬱㡡㡡的樹木被砍伐一空來大煉
鋼鐵；六十年代，蓮花寺全部被拆除，木料有的被燒毀，

有的被附近居民用作門窗甚至豬
圈，石料被搬下山去修建中學，
佛像供器等被當做「四舊」砸
碎，昔日勝景不復存在。
目前，本遠大師正在與陽寶山

明酒集團董事長楊文龍先生合
作，預計在今年底明酒上市後，將其銷售收入的20%到30%
用於陽寶山的重建。資金將用於改善陽寶山目前脆弱的生
態環境：植樹造林，恢復植被。

昔日「黔東之勝」期待「輝煌重現」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靖難之役」後，燕王朱棣
奪位焚宮，建文帝不知所終—發生在600年前大明帝國都城
南京的「建文帝失蹤之謎」被列為「明史第一懸案」，一直
為老百姓津津樂道。
一些史料也記載：（建文帝）由松陵入滇南，西遊重

慶，轉入祥符，僑居西粵，又入荊楚之鄉，蹤跡來去，數
千餘里。真可謂：滇桂巴蜀黔，處處藏建文。」建文帝的
遺蹤因此而更加顯得迷離。
隨㠥時間的推移，建文帝的遺跡屢有發現，每一次的發

現又會牽引一串新的疑問和新的謎團。建文帝雖然早已作
古，但是關於他的下落之謎，仍然會被史學家及有興趣的
讀者探究下去。

明史最懸案 千古帝王謎

開山祖師白雲 極似落難皇帝

■在蓮花寺左側的斜坡上散落㠥陽寶山石刻佛塔
124座，是當今中國最大規模的石刻塔林。

■有「龍戲珠」圖案的塔林碑刻。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為張文斌攝）

■貴定縣文管所所長田昭上認為，陽寶山集
儒、釋、道三教精妙為一體，該片石刻塔林所
處是一塊風水寶地。

■離塔林較遠處一和尚墳塔碑
刻上的鳳凰圖案栩栩如生。 ■散落在草叢中的龍頭魚身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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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之謎
六百年來眾說紛紜，成為
明史第一謎案。 網絡圖片

論起四川峨眉山、雲南雞足山，

文人墨客耳熟能詳，可一談及貴

州貴定縣陽寶山，則兩眼茫然。

孰料明清時期，此三山並稱為西

南三大佛教聖地，香火極盛，紅

極一時。今年10月中旬，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此採訪時，一系列特

異文化現象和撲朔迷離的謎團似

乎都在指向或印證一個觀點，即

該山極有可能是明建文帝出逃為

僧時的居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路艷

寧，實習記者虎靜 貴陽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