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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八区”建设扎实推进，全县上下形

成了抓发展、谋跨越的共识 ，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出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

气势 ， 这种大好局面为广大写作爱好

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读者，进一步提

高报纸的可读性，本报副刊版向广大读

者征集反映我县发展成就、 风土人情、

历史文化等的散文、随笔、小说、诗歌、

摄影、书画作品等，欢迎广大读者不吝

赐稿。

副刊版面的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

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你的精彩之作。

投稿电子邮箱：

jrwzfk@126.com

纸质稿件寄送地址：武陟县新闻办

公室

电话：

0391

—

727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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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取暖有新招

———碳晶散热器解读

碳晶散热器独有的远红外保健功效被医学界称为“生命之光”，它可以改善人体

微循环，起到暖身通络、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细胞活力，调节神经系统

和呼吸系统，有舒筋活血、强腰壮肾、改善睡眠、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功能，对心血管疾

病、腰腿病、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肠胃病、妇科病的消除或缓解有显著地辅助理

疗作用。

遥控定时多功能，移动壁挂随您意。 比空调等电器省电节能

50％

左右，热的快、

不干燥，更暖和。

20

㎡内的卧室

30

分钟提高温度到

18°

左右。 完全替代水暖、壁挂炉、空调、电热扇、电

油汀，具有循环杀菌、保健、除烟味、净化空气的作

用，是上班族的首选，孕产妇的最爱、老年人的健康

伴侣。

尚诺碳晶散热器整机包三年、发热板包五年。

五年老店，品质保证，诚信待客，欢迎惠顾！

地址：北花坛西

20

米路南

电话：

13303912511 13782725860

周小战

/

随笔

面朝大湖 春暖花开

———龙润湾三题

如今经济社会， 广告满天飞， 商品中不

中，吹得是神乎其神，用词必帝皇将相，称王

称霸，效果如何，鬼知道。 广告亦涉地域文化，

今天用“新诗古词”等法，拟它两三则，力倡广

告新风，见笑于大家。

1

、和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住龙润湾，逛龙泉湖。

从明天起，厚待孩子和家人。

我有一套房子，

面朝大湖，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话，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房子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个厅堂，每个居室涮上温暖的色彩，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

,

愿你有情有终成眷属

,

愿你在龙润湾买套房子，

愿你和我一样诗意栖居———

面朝大湖，春暖花开！

2

、和苏东坡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龙润湾，去购房。 锦帽貂裘，千骑

炖菜飨。 为报倾城随太守，怀山药，王中王。

酒酣胸坦尚开张，芝麻糖，油茶汤。 覃怀市场，阿五

猪蹄香。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玉液厂。

3

、有关风水

某风水大师，龙润湾前论风水曰：古人勘

风水，遇水而止，故龙泉湖当以湖而推之。 湖

呈抱东之形，《玉匣记》载

:

远观其弯抱，近取

其有情。湖之西北，其势已立，幅射东南巽方。

按四相论，东为甲乙木，南为丙丁火，安宅建房往往取

东南高大而择之，因木遇火而燃取其旺，此龙润湾好风

水一也。 其二，东为青龙、西为白虎，五行中水生木，好

地应青龙高昂、白虎伏下，纵观龙泉湖全局，湖西土脉

已起，岂不成龙虎相斗、势均力敌之形？ 然湖水从南而

来，书讲离水不长，但西金高大，恰恰生出了源源不竭

之水，金生水，水再生木，按五行，生我者盈，我生者损，

克我者伤，我克者胜。 故龙润湾风生水起，藏风聚气，五

行相生

,

八卦无克，宜居之地也。

大师所言，见仁见智，然龙润湾之准居民如我辈者

听后，怦然心动，颇有先见之明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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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探源

妙 乐 时 空

———妙乐寺塔泛说 (下)

周小战 张德斌

(

上接本报

2012

年

12

月

24

日副刊

)

五、妙乐寺及其塔始建于东汉

帛法祖兄弟二人均出家为僧，进的寺院

是哪一家呢？ 是不是近在咫尺的妙乐寺呢？

我们有必要对妙乐寺始建年代作一探考。 好

在， 武陟县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人员孟丹、王

光先、孙若愚三位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大量研考，我们赞成他们的观点。 这篇

冠以《妙乐寺真身舍利塔探源》之名的文章

（以下简称孟文），发表在《焦作日报·今日武

陟》

2012

年

2

月

27

日第四版。原文可在武陟

网（网址：

www.wuzhinet.com

）查到，此处不

再赘引。

孟文通过倒推式的探考，在研读大量文献和实物的基础上，

将妙乐寺塔始建年份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重修上朔到唐， 又从

唐朔推到北齐以前，又从北齐追朔到汉。 得出的结论是：妙乐寺

真身舍利塔始建于东汉。若在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取佛经、佛像

回到洛阳，即永平十一年（公元

69

年）后于洛阳古城西雍门外修

造僧院之后， 至今已

1943

年； 若在东汉桓帝时期， 至今也有

1866

年了。

到底是汉明帝（公元

57

年即位，在位

18

年）还是汉桓帝（公

元

146

年即位，在位

21

年）建的妙乐寺呢？ 我们倾向于汉明帝，

汉明帝“永平求法”将佛教引入中国，成为当时影响中国乃至世

界的大事，在洛阳建立白马寺，并建西塔存舍利子，白马寺建立

后，皇上下令在全国各郡建寺奉佛。 同一时期河内郡（前

201-

266

年）作为继洛阳之后的全国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正值繁荣

鼎盛，建寺修庙不算什么难事，何况怀宫在此，汉帝王常来祭祀

祖先，帝王将相多在此购田置业，更应多一些文化设施才是。 帛

法祖兄弟二人出家为僧，以妙乐寺最为方便。 所以，我们推断帛

法祖兄弟是在妙乐寺出家的。

另外，怀城当时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晋作为司马氏

的老家，不可能没有一座寺院。有本书中说到潘安在怀县作官时

曾参加了一次佛事活动，那寺院当是妙乐寺。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怀县最终废入武陟，

县城即降为村镇（今土城村），不可能在此后的五代始建妙乐寺，

最多是重建，孟文观点确有新意。 我们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

六、“竹林七贤”被佛学化佛教化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的记载，

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 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

提出疑问。 近代学术巨子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中称：“所谓‘竹林七贤者，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

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目同为标榜之义。 迨西晋之

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

‘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

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2

年，第

181

页。 ）

又，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中说：“袁宏

《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

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

也。独七贤所游‘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乃释迦牟尼说法处，

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 ”（见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61

页。 ）

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

,

查资料有着三种

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

陈的意思不是否定七贤

,

而是说七贤不是世俗的七贤

,

而是

佛界的七贤

,

竹林不是竹子林

,

而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处。

陈寅恪的观点并非标新立异，在东晋已经有人“释化”竹林

七贤了。

孙绰更以竹林七贤拟配七僧：以法护配山巨源，以帛法祖配

嵇康，以法乘配王溶冲，以竺道潜配刘伯伦，以支遁配向子期，以

于法兰配阮嗣宗，以子道遂配阮咸。 他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輩

矣。 ”（高僧传卷一，云摩罗刹传）

“帛祖起子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

圆身之虑，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异也。 ”（高僧传卷一，帛远

传）

“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高僧传之

一，支遁传）

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

实，即名僧与名士乃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东汉后期的社会紊乱与

宗教情绪蔓延，使依附于黄老之学的早期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

面对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形势， 新兴的曹魏政权采取

了限制和镇压的政策，加强思想控制。 于是，佛教与道教一起在

中原地区几乎销声匿迹了。 尔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的道路上，

司马氏高举着名教大旗屠杀异己，更无宗教发展的土壤，所以在

曹魏文化史上，弘法高僧的身影少得可怜。佛教进入士大夫阶层

的精神生活是自西晋时期开始的。 玄学名士的清谈及其放达不

羁的生活风尚，影响了这一时期僧人行为，换句话说，出现了僧

人名士化、名士僧人化倾向。

七、 妙乐寺———一座影响了近

2000

年中国思想进程和中

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

代汉，司马晋代魏，灾祸迭起，死人无数。然而，魏晋又是一个“礼

崩乐坏”，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

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 ，服药行

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这

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

卷，千百年来，不时地闪烁着它那耀眼诱人的光

辉。

正因为魏晋人的行为表现独特， 所以也就

很难得到后世士大夫的理解。 直到上世纪上半

叶，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的时期，知识

分子中也产生出同魏晋士大夫相类似的心态，

魏晋人的独特风姿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重

视。思想界的章太炎、鲁迅，哲学界的汤用彤、冯

友兰，史学界的陈寅恪、贺昌群、钱穆，美学界的

宗白华，文学界的刘师培、刘大杰等等，纷纷涌

至魏晋历史之中开辟领地，耕耘收获，魏晋人的

独特风采才终于为人们所理解。

宗白华言：“旧礼教的总崩溃、 思想和信仰

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

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只

有这几百年间（指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

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

样发挥到了极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

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

冯友兰亦云：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

鲁迅在

1927

年的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

系》的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魏晋人的各种特异风姿，并指出这

种风采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心中的痛苦所铸造的。

许多学者沿用“魏晋风度”、“魏晋精神”、“魏晋情怀”概念，

从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魏晋人的独

特风采进行研究探索，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

从我们今天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魏晋玄学其实是当时的知

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所作的新的

探索。 “天”、“人”这一对范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对最根本

的范畴，各家各派在理论的层面上几乎莫不追求“天人合一”的

境界，但在实际上则或者重天轻人，或者重人轻天，儒道二家正

好是这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 两汉时代儒家当道，经学特盛，社

会思潮表现为重人轻天， 汉末的社会动荡促进人们讨论许多问

题，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重人轻天”的弊病，乃重新思索

“天人之际”，这正是就补时弊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重人轻天”

的弊病本自儒家，自然要从“纠正”儒家入手。而儒家的统治地位

与孔子的圣人身分在那时几乎是神圣不可碰触的， 所以如何在

神圣的儒家体系上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入口， 以便在不触犯其

尊严的前提下引进新的理论而改造之， 便成为思想界的当务之

急了。既然儒家的主要弊病在“重人轻天”，那么在这一点上与儒

家属于两极正好互补的道家最终成了主要的选择， 也就是理有

固然而为势所必至了。

以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名士，用“名教本于自然”论

(

山阳王

弼

)

，“越名教而任自然”论

(

嵇康

)

，“名教即自然”论

(

河内向秀

)

三

个阶段，完成了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河内

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 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也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佛教哲学也在此时此地影响了玄学理论

的形成， 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相当水平的外来文化第一次在

哲学深层的思想碰撞。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魏晋玄学

的思想火焰， 从而照亮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从滞重到空灵

的时代。

儒家重名教，重伦理，重群体之秩序规则，其流弊则等级森

严，繁琐虚伪，个体易感到压迫、束缚，失去自由；道家贵自然，贵

平等，贵个体之逍遥自由，其流弊则消极放荡，无秩序、无规则，

群体易陷于混乱软弱。 而儒道互用，各以所长救彼所短，则既保

群体之秩序，又存个体之自由。 群体赖个体以立，个体赖群体以

生，偏于任何一级都非可长可久之道，故儒道互补非仅关中华之

文化，实亦关民族之生存。 儒道虽好，但是没有解决人生归宿的

问题，儒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道家的得道“成仙”，

都解决不了国人对死的恐惧， 而释家的轮回说正好解决了这个

问题，三家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 妙乐寺由于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僧帛法祖与七贤的共同活动

,

直接影响了

这一进程。

竹林七贤诞生于妙乐寺塔下， 七贤玄学与佛教文化互相影

响、融合，得益于妙乐寺。 可以这样说，妙乐寺的存在催生了玄

学， 并影响了宋明理学和近现代中国哲学

思想，是一座影响了近

2000

年中国思想进

程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无论哪个学者大家到七贤诞生地看

看

,

都不会认为陈寅恪之论是空穴来风。 如

果我们再给七贤定个位， 最贴切的称谓恐

怕就是“妙乐七贤”了。

八、魏晋情怀、般若妙乐———妙乐寺塔

景区的文化定位

魏晋情怀、般若妙乐。这应是妙乐寺塔

景区开发的文化定位。

什么是魏晋情怀？ 魏晋情怀就是 “向

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

现山川自然之美。”这种对个人和社会、自然和谐统一、友好相处

的追求，与科学发展观是何等的契合呀！

“魏晋”就是魏晋风度、魏晋精神。 “情怀”就是情满古怀、情

满武陟；

“般若”就是梵文的智慧、觉悟、大彻大悟。 “妙乐”取于佛教

经典《妙法莲花经》，意为解放心灵，放飞思想，奇妙无穷，其乐无

穷。

妙乐寺塔景区古时有山（清风岭）有水（黄沁二河），数千年

的积淀，成就了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和一代高

僧帛法祖。 如今，虽无名山灵水，但是这里却有思想

的高山，智慧的秀水。

云台山有七贤

,

仅是七贤的一个活动地

,

妙乐寺才

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来到这里进行一次思想之旅、心灵之旅、智慧之

旅、感悟之旅，解放心灵，放飞梦想，岂不妙乐，岂不快

哉！

厚德，包容，武陟人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

笃行，进取，武陟人在新的征程上坚实前行。

洪流千古意，孤塔往来心。 寂寂留双槿，花开不计

春。 ———

(

明赵贞吉《过妙乐塔》，乾隆五十四年，怀庆

府志，下卷

1337

页）

相信随着县委、县政府八区联动战略的实施

,

古怀

大地的春天马上就会来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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