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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白馬寺有兩千年歷史，但現存
的白馬寺建築大多是明清所留。

雖飽經戰亂，多次被毀重建，但歷經
十二朝，千年間香火依舊。

山門大開貴賓來
從洛陽市區出發，一路向東40分鐘
車程即可到達白馬寺。寺門前兩匹佇
立的白馬彷彿靜靜默視着來來往往的
人們。白馬寺正前方一對緊閉山門恰
似隔開了塵世喧囂，山外是凡人，山
內是僧人。而「大開山門」在佛家
裡，只能是貴賓前來才使用，迎接者
則是白馬寺的方丈。
從旁門側入後，一股檀香撲鼻而
來，只見雙手合十的人們帶着滿滿的
誠意，虔誠跪拜。沿山門之後的中軸
線，一排排參天的古樹將天王殿、大
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盧殿等五
重大殿緊緊包圍，一切都顯得格外清
幽。白馬寺的主殿是建於天王殿後一
米高台基上的大佛殿，若清晨四五點

來到寺中，便可隨着上早課的僧人們
齊誦的佛號經文開始新的一天。
白馬寺的「大雄殿」內，正中一座

香樟木雕貼金雙層佛龕幾乎佔滿了佛
殿內的空間。龕中供奉有「三世
佛」，兩旁分列着十八羅漢像，據說
其製作工藝早已失傳，世間僅此一
套，不僅是白馬寺的鎮寺之寶，更算
得上國寶一級。

異國佛殿增輝煌
臨近白馬寺，你會看到一座金黃
色、充滿異域風格的大殿，別以為這
是重修後的佛殿，其實這是寺內唯一
一座泰國風格的佛典建築。作為中華
佛教的「祖庭」，白馬寺把佛教傳到
了朝鮮、日本和東南亞，使佛教在亞
洲得到普及，成為佛教徒心中嚮往的
聖地。同時，也接受着來自世界各地
的參拜者膜拜。近年來，印度、泰
國、緬甸風格的「大金殿」都有在白
馬寺落成，使這裡集結了美輪美奐的

異國風格佛殿，也將中外佛教文化融
合於此。
與白馬寺相對的印度風格佛殿坐西

面東，這是印度政府在世界上捐建的
第一座佛寺，耗時5年，於2010年5月
舉行落成典禮。第三個入駐白馬寺的
緬甸風格的佛殿，位於泰國佛殿西側
約30米，成為中緬佛教交流的又一重
要標誌。

馬寺鐘聲傳佛音
白馬寺內高懸一口大鐘，洛陽八大景

中的「馬寺鐘聲」便是由此而來。傳
說，北魏唐宋年間佛教極盛，白馬寺每
日早晚按時擊磬撞鐘，鐘聲響遍方圓十
里，經久不衰。由於音律相同，待鐘聲
甫一響起，遠在25華里之外的洛陽老城
鐘樓上的大鐘也應聲而和。於是便流傳
了「東邊撞鐘西邊響，西邊撞鐘東邊
鳴」的佳話。每年元旦零時，洛陽市民
都會潮湧而來，在這裡舉行流傳上千年
的撞鐘迎新年活動。

位於河南洛陽城東的白馬寺，有中國第一古剎、世界著名伽藍、中國佛教「祖庭」等稱譽。提及

白馬寺，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佇立在寺門口的兩匹白馬是唐僧取經的坐騎。事實上，這兩匹白馬的

故事比「白龍馬」還要早。據傳漢明帝夜夢金人，遂遣使西域求法，結果迎來印度兩位高僧以白馬

馱載佛經、佛像抵達洛陽，漢明帝遂敕令在洛陽城外建立僧院。為了紀念白馬馱經之功，故該寺院

名為白馬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實習記者 李藝佳 河南報道

融合中外佛教文化融合中外佛教文化
洛陽白馬寺

洛陽牡丹因武則天偏愛而聞名天下，坐落洛陽西
山上的龍門石窟又因女皇的籌建而名揚天下，但此間
卻鮮少有人知道龍門東山。龍門東山又稱香山，因生
產香葛而得名。沿石階拾級而上，行至半山腰，抬頭

便見一座古寺依山而建，這便是香山寺，聞名詩壇的
「香山賦詩奪錦袍」來源於此。
恰逢詩風頗盛的時代，武則天又偏愛香山寺，便

在此主持「龍門詩會」，對勝出者「賜以錦袍」。於
是，一時間群臣奮力爭奪。一番角逐後，宋之問所作
《龍門應制》因其「文理兼美」脫穎而出，武則天當
即贈其錦袍，鑄就了這段詩壇佳話。
除卻這段典故，香山寺似乎也十分受名流雅士

的偏愛。唐代詩人白居易更是愛之有加，不僅自
號「香山居士」，還捐資六七十萬貫重修香山
寺，並搜集了5,000多卷佛經藏入寺中。去世之
後，家人遵其遺囑將其葬於寺旁。

香山賦詩奪錦袍

到洛陽，除了賞美景飽眼福外，絕不能錯過洛陽的
「湯」，豆腐湯、丸子湯、牛肉湯、不翻湯等等叫人
目不暇接。洛陽湯，不僅是一種味道，更是一種文
化，有着資深喝湯經歷的人則被稱為「喝家」。一些
老喝家們常常說：「清晨一碗湯，神仙都不當」，可
見喝湯在洛陽的地位了。
至於作為宮廷官宴的洛陽水席，也將洛陽的「湯文

化」發揮得淋漓盡致。水席有兩層含義，一是全部熱
菜皆有湯，二是熱菜吃完一道，撤後再上一道，如流
水般不斷更換而得名。全席共二十四道，其中又以
「洛陽燕菜」最為精細。所謂「燕菜」，就是以它物
假充燕窩而製成的菜餚，頭道菜便是「牡丹燕菜」。

湯文化令人回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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