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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四月煙雨濃嶺南四月煙雨濃
遍踏芳菲尋古寺遍踏芳菲尋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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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開元寺：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水
官高速行駛18公里，轉至瀋海高速行駛
198.5公里，然後進入潮惠高速行駛
250公里，之後轉至甬莞高速行駛49公
里，下高速沿新鳳路行駛5公里可到。

韶關雲門寺：從深圳灣口岸上廣深沿江
高速行駛92公里，在官田互通轉至廣
州繞城高速行駛39公里，之後進入樂
廣高速行駛174公里，然後在馬渡互通
轉至京港澳高速行駛15公里，下高速
沿北環西路行駛2公里，進入省道250
行駛5公里即到。

肇慶慶雲寺：從深圳灣口岸上廣深沿江
高速行駛92公里，在官田互通轉至廣
州繞城高速行駛30公里，再途徑二廣
高速行駛31公里，轉入廣梧高速行駛
28公里，下高速沿Y007行駛3.3公里
可到。

1.廣州2017年第九屆南沙媽祖文化旅
遊節
時間：2017年4月16日-19日
地點：南沙天后宮
2. 2017年第121屆春季廣交會
時間：4月15日-19日
地點：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3.力智畫師唐卡專題作品展
時間：2017年4月8日-20日
地點：廣州市北京路潮州匯館

憑印花到現場可參加免費鮮花

餅製作課程，並在感趣自助餐廳

品嚐雲南美食

時間：2017年4月17日

地點：廣州白雲萬達希爾頓酒店

四月的廣東已漸漸有了初夏的感覺，和風細雨的日子多了起來，山間道旁的

各色芳菲花期將盡。挑個雨後初晴的周末，踏着滿地落花，尋訪千年古剎，無

疑是一件滌蕩身心的美事。嶺南古剎眾多，或隱於名山大川，或藏於鬧市深巷，梵音佛語瀰漫之處，一定會讓

你暫時忘卻繁忙的都市生活，尋得片刻身心寧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廣東報道 圖：本報廣州傳真

位於潮州市區開元
路的開元寺，建於唐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年）。當時整個唐朝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與昌盛，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在全國曾發生
過重大戰爭的地方，均要建造一座大寺，以
超度在水、陸戰爭中犧牲的將士亡靈，寺廟
均以「開元」命名，這就是開元寺的來源。
開元寺有三個共同特點，一是始建於唐開元
年間，歷史悠久；二是能保留到現在的，在
當地宗教地位都極高；三是以水陸法事為
主。
潮州開元寺便是一個典型。潮州於唐代開
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敕建開元寺，自
建寺以來，歷代均有維修，原佔地100畝，
現存20.3畝，是為歷朝祝福君主、宣講官府
律令的地方。以殿閣寬敞壯觀、聖像莊嚴、
文物眾多、香火鼎盛而名聞遐邇，為粵東地
區第一古剎，享有「百萬人家福地，三千世
界叢林」之美譽。潮州開元寺保留了唐代平
面佈局，並凝聚各個不同朝代的建築藝術，
惟惜原存唐宋元明清的眾多文物，在文革期
間遭到破壞，只有少數得以保留。

「南饒北季」 享譽學界
有意思的是，潮州開元寺正門常年不開，進

出全部都是側門。從側門進去首先見到的是
2005年建成的大悲殿，大悲殿在開元寺東側，
由於歷史的原因，這裡曾成了小商品市場和群
眾電影院。大悲殿牌匾為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
所書，饒宗頤老先生是潮州的一張著名名片，
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與季羨林齊
名，並稱之為「南饒北季」。

進門後左邊才是開元寺古剎，兩座石經幢
格外顯眼，仍依稀可見唐朝大寺的風範。寺
內的天王殿和大雄寶殿前保存有四座石經
幢，分別為7米25層和5米8層，由石雕構件
疊砌而成，是開元寺始建時所造，已歷逾一
千二百年，雖表面嚴重剝蝕、圖像斑駁，但
線條明快、手法凝煉的雕刻圖案和梵文仍隱
約可見，古韻十足。
在供奉着鎮寺之寶彌勒佛像的大殿牌匾

上，寫着「度一切苦厄」。《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即便不解其中真意，這五字真言卻會
不知不覺刻在心間。

建築瑰寶 遠傳海外
開元寺中軸為照牆、山門、天王殿、大雄
寶殿、藏經樓、玉佛樓，山門常年不開，所
以見到的第一重殿是天王殿，殿內左右有四
大金剛。據當代古建築專家考證：日本著名
東大寺佛殿的宋代建築模式，與現在潮州開
元寺天王殿一模一樣，從而證實天王殿為宋
代建築，被譽為「古代建築藝術明珠」。第
二重殿便是主殿大雄寶殿了，門前也有兩座
石經幢，規模沒有天王殿前的大。大雄寶殿
外懸掛「寶洲金界」匾，「寶洲金界」這四
個大字是乾隆年間，和碩莊親王題寫，和碩
莊親王為清代鐵帽子王之一，世襲親王。
寺中還有不少文物，如元代隕石雕刻的大

香爐，元代的銅質大雲版、明代的金漆木雕
千佛塔等等。在寺廟牆角堆放着不少用於維
修大殿的磚瓦，瓦片包裝紙上大多寫滿了各
種祝福語，潮汕海外華僑多，所以不僅有繁
體中文也有英文。

粵東第一古剎潮州開元寺

雲門山大覺禪寺，簡
稱雲門寺，因地處雲門

山而得名，是佛教禪宗「一花
五葉」之一的雲門宗派發祥地，位於廣東省乳
源縣城東北的雲門山之上慈悲峰之下。雲門寺
的歷史可追溯到五代時期，由當時著名的文偃
禪師創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雲門三句」 自成一派
雲門寺源於雲門文偃。文偃(864-949)，俗
姓張，嘉興(今浙江)人。出家後到各地參學，
初參睦州道，後參義存，獲得印可。禪宗六
祖惠能圓寂後，嗣法弟子有湖南南嶽懷讓和
江西青原行思兩個法系。到唐末五代間，南
嶽一系形成溈仰和臨濟二宗，青原一系分出
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合稱禪宗五家。文
偃在福州象骨山雪峰廣福院得義存印可後，
就來到韶州雲門山，修復殘破的光泰禪院，
開創了自成一系的雲門宗禪風。其說教方式
獨特，被稱作「雲門三句」。

飛湍瀑流 桂花飄香
現今雲門寺內的代表性建築是虛雲和尚紀念

堂和舍利塔，是寺內僧人閉關習經之所。寺內
後山是聞名中外的桂花潭風景區，飛湍瀑布，
直流而下，山間桂樹遍佈，每到秋日盛開之

時，寺內院外香味濃郁。寺內存有大量珍貴的
古代石碑，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和研究價值。在
這山高水長，茂林修竹，秋來桂香，安靜肅穆
的地方，是修禪學教的絕好場所。
文革期間，雲門寺曾一度遭到破壞。文革

結束後，被列為全國著名寺院和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如今雲門寺基本還原了舊日樣貌和
規模，寺內建有大雄寶殿、天王殿、放生
池、藏經閣、齋堂等建築，各殿堂連成一
體，貫穿為一，風格獨特。殿中的佛像也具
有體積大、雕刻精、色彩亮的特點，十分引
人注目。
雲門寺周圍的田地大多由寺內僧人耕種，保

持了自給自足「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雲門
寺旁邊還建有佛學院，是難得的清修之地。

慶雲寺位於廣東肇慶鼎湖山的天溪
山谷中，始建於明崇禎九年（1636
年），光緒十九年（1893年），四周
峰巒環抱，如瓣瓣蓮花，被冠上「蓮花
寇」的美稱，是嶺南四大名剎之一，素
有「禪、淨、律三宗俱善」之盛名，寺
裡香火歷久不衰。
作為廣東四大名剎之一，慶雲寺是
在蓮花庵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明崇禎
六年（1633年），在犄和尚來到蓮花
峰，視若佛地，於是結草為庵，取名蓮
花庵。兩年後，棲壑大師應邀到蓮花庵
當住持，並隨即大興土木，把緩坡削成
七級，倚山勢構築五層殿宇，計有大小
殿堂100多間，建築面積12,000平方
米，可見規模之宏大。

響泉淨心靈 千峰碧無塵
慶雲寺按中軸線對稱佈局，自下而
上依次為：第一層韋陀殿，內設知客
堂、雲房，南有客堂、鼓樓；北有齋
堂、鐘樓；第二層大雄寶殿，內設東土
祖師殿、伽藍殿，三殿合而為一；第三
層中正堂；第四層毗盧殿，南有藏經
樓、七佛樓，北有睡佛樓、佛母樓；第
五層塔殿，即原建之蓮花庵。寺宇建成
後，棲壑大師見周圍霧靄裊裊，加之山
頂有湖，「天將雨，湖先
出雲」，遂將蓮花庵易名
為慶雲寺。
寺中檻聯甚多，其中不

乏名家名句。如寺前的「蓮華歷劫香初
地，雲液飛泉響萬峰」，想必是說慶雲
寺處於千峰與響泉之中吧！也有蘊含哲
理的對聯如：「不作風波如世上，別有
天地非人間」，橫批：「認取來時
路」。寫的就頗有意味，令人深思。又
如對聯：「到此已無塵半點，上來更有
碧千尋」。無不滲透着清淨與曠遠，滌
蕩遊客的心靈，讓人如入纖塵不染的仙
境。

紅繩姻緣牽 情人意相聯
寺外還有一奇景：姻緣樹。本為高
大的木棉樹與茂密的龍眼樹相對而立，
枝枝葉葉卻相互纏繞、纏綿。宛如世上
千里姻緣一線牽。想求美好姻緣的有情
男女到此無不誠心許願，但願自己與有
情人終成眷屬，永結同心！
鼎湖上素是寺中特有的名菜，色、
香、味、形俱全，始創於明朝永曆初
年。鼎湖上素的炮製，先是選取上好的
冬菇、草菇、蘑菇、雪耳、木耳、榆
耳、雲耳、砂耳、桂花耳，以及髮菜、
筍乾、蝦米、腐竹、粉絲、黃花菜等，
然後用清水將其浸發、洗淨，逐一煨
製，再加上配料，用猛火共炆之，炮製
時，要邊炆邊加入大量的清水，而鼎湖

山之水屬清泉水，甘冽
清甜，所以慶雲寺的鼎
湖上素是其它寺廟之素
菜所無法比擬的。

雲門宗派發祥地 雲門山大覺寺

三宗俱善蓮花寇
肇慶慶雲寺

■雲門寺大雄寶殿。

■■慶雲寺裡的大鼎慶雲寺裡的大鼎。。

■開元寺大悲
殿。

■雲門寺天王殿。

■■寫有祈福話語寫有祈福話語
的瓦片的瓦片。。

鐘梵經行心方靜 入禪無我思獨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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