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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佛教旅游文化的审美价值

（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系，安徽合肥 230039) 章沦授

摘要：九华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首批列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千百年来，九华山就成为文人游客向往骏奔的

圣地、香客僧尼顶礼膜拜的道场。九华山的旅游资源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富有独特的佛教文化。本文从旅游

审美的视角，就僧尼传奇圣迹、寺庙建筑文化、山水的佛文化内涵及佛教的习俗等方面，探计九华山佛教文化的特征，揭示其

旅游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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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在汉代称陵阳山，南朝梁时又称九子山，只因诗仙李白的到访而改为今名。李白的更名正突出了九华山“天河挂

绿水，秀出九芙蓉”的山水审美特征，从此以后，“何人不道九华奇”。这“奇”既不同于黄山的山水文化，也有别于齐云山

的道教文化，而是具有独特的佛教文化。由于九华山的奇山秀水、地藏奇僧，造就了九华山奇特的佛教旅游文化，这就是九华

山的魂、九华山的精髓。

一、佛教圣迹的神奇显现

九华山素有“佛国圣境”的美称，自晋代天竺僧人杯渡人山立茅庵以来，几经兴衰。特别是唐代地藏菩萨道场创立后，形

成了“顶礼膜拜，不绝于道”的空前盛况。千百年来，出现了许多让人着迷、令人称绝的僧尼圣迹。

1、地藏菩萨转世之奇。中国佛教名山所形成的四大佛教道场，惟独九华山道场奇特。五台山为文殊大慧菩萨道场，因唐太

宗登基前在华阴曾遇文殊菩萨的帮助，称帝后在五台山诏修文殊殿，遂成供奉文殊菩萨的道场；峨嵋山为普贤大行菩萨道场，

传说普贤菩萨骑白象、用船运佛经来到此山，显灵说法，遂成道场；普陀山为观音大悲菩萨道场，也是出于观音显灵于此。以

上三山供奉的菩萨皆是神，只有九华山的地藏大愿菩萨是转世菩萨，其应身的是人而不是神，他身高七尺，头顶奇骨耸突，貌

丑心慈，才力过人。据记载唐代开元七年（719)，新罗国（今韩国）国王金氏近族金乔觉年仅 24 岁，抛开王族生活，骑着独角

兽渡海来到中国，辗转九华山，苦修 75 年，99 岁圆寂，3年后开缸时，“颜色如生，新罗手软，骨节有声撼金锁”,因其容貌酷

似地藏瑞相，又因其生前笃信地藏，于是佛门弟子认为他是地藏菩萨转世，尊为“金地藏”，九华山遂为地藏道场。从此，金乔

觉的肉身就放置在神光岭上的石塔中供奉，即今肉身殿。朝拜九华佛国没有不到此来观瞻的。

2、僧人肉身不腐之奇。肉身菩萨是九华山佛教文化的一大奇观。自金地藏圆寂后 1000 多年来，肉身不腐的和尚不断地出

现，至今共有 6 尊。九华山地处江南，雨量充足，气候潮湿，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如此之多的肉身不腐，确是千古奇迹。这

既留给人们解不开、猜不透的谜团，又有令人神往的传说故事，为九华山的佛教文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这种审美的意义，不

是菩萨应身的神话，也不仅仅是“练就不朽之躯”的领悟，更为现实的是僧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方式引起的启示。科学地

说造就这些肉身不腐的原因，一是长期打坐修练，静心养气，血脉贯通，筋骨干练；二是一生素食，长年野果山菜为食，脂肪

少；三是圆寂时十天、半月不饮不食，体内少有水分；四是扣缸时用生石灰和木炭围住其身，水分全被吸干。

3、终身血写佛经之奇。现收藏在九华山化城寺藏经楼中的稀世珍宝是明代高僧无暇和尚的血经。无暇和尚曾住在山洞里，

以石板为桌，石块为凳，划破手指（一说破舌）取血，配以金粉，花了 28 年的时间，抄成 81 卷的《华严经》。据传说他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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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经之后，将血经放在右脚旁，然后封闭山洞而圆寂，时隔 3年后才被发现。这部血经是无暇和尚苦修佛教的见证，可谓“丹

心碧血身无暇，渡尽终身成菩萨。血写经言传百代，谁朝九华不拜他。”至今这部血经字体清晰端正，被评为“国宝”。

4、佛僧塑像特征之奇。九华山的佛像有 6000 余尊，从构造的材料来看，有铜佛像、铁佛像、锡佛像、玉佛像、石佛像、

瓷佛像、漆兰合塑佛像、木雕佛像、画像及肉体真身像。最突出的有三大奇像。一是抵园寺大雄宝殿中释迩牟尼的“肉髻”佛

像，其头饰并非僧帽，而是“发髻”，额头一块光滑的红色装饰，是释迩在雪山苦修以至毛发粘结的样子。“肉髻”是大鹏啄

食不尽的疙瘩。二是金地藏别致独特的塑像，十王殿内和肉身殿正面的金地藏塑像的骑坐是四不象的“谛听”，名为独角闪电

兽，金乔觉当年就是骑着这只怪物渡海来九华山开辟道场，这与其他地藏像截然不同，是纪念金地藏在九华山苦修生活而建造

的。三是肉身殿内正面金地藏塑像两旁，左为弟子道明，右为道明的父亲阂公。这子为师、父为徒的塑像，在九华山寺庙塑像

中独一无二。传说金地藏到九华山大显佛法无量，山中住着乐善好施的阂公见之深为慑服，并请求金地藏收下他的独子道明，

不久阂公出家为僧。按佛门法规，先人佛门为长，所以子为师，父为徒。

佛教圣迹的四大奇观，是九华山佛教旅游文化的精华。地藏传世之奇，不仅造就了九华山有别于其他佛教名山的个性特征

而名扬天下，而且提高了九华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以至地处一隅的九华山，吸引韩国、日本的朝山者络绎不绝，尤其在庙会

期间，来自海外的游客多达数以万计。肉身不腐之奇，给人一种神秘感，令人向往，这既增强了佛教旅游文化资源的吸引力，

更给人一种精神修炼的不尽启迪。血写佛经之奇，体现了僧人对佛教的虔诚至极，不惜将一生的心血付于佛经的钻研之中，观

瞻血经，不能不引起游人对僧人的敬慕，从而领悟到人生在世只要潜心于所从事的事业，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功业。僧像特征之

奇，体现了九华山佛教文化的独特内涵和表现了苦行僧的本质特点，牟尼的“肉髻”、金地藏的“谛听”，便是苦修成佛的见

证，修道从苦行始，成佛从苦修得，这给予人们立身处世的启迪是巨大的。同时，父为徒、子为师的佛像排列，正体现出佛门

法规的严明与平等。

二、寺庙建筑的独特风貌

九华山佛教寺庙的建筑，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最兴盛的明清时期多达 300 余座，所谓“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现存

的寺庙仅 80 多座，这些寺庙典型地表现了九华山佛教建筑的独有风貌，既有观赏的价值，又有考察修学的意义。

1、依山就势的灵活布局。九华山是花岗岩体，在风雨的侵蚀下形成了奇峰峻岭、悬崖陡壁的地貌，因而寺庙便依山顺势而

建，或立于山岩峭壁之上，或建于溪潭流泉之侧，或筑于岭头山腰之中，奇巧多变的寺庙建筑，与山水形胜相辉映，达到了人

工美与自然美的浑成一体，极有游观品赏的审美价值。典型的代表是阂园景区，深处翠竹林海之中的 20 余座尼庵，一般都有一

堵围墙构成小的院落，内有花圃和菜畦，清凉幽静；院外有清溪流泉，鸟语花香，环境十分优美。在这“山山问兰茗”中游观，

真是赏心悦目、怡然陶醉，来这里度假避暑真是人间难得的享受。即使是宏伟的宫殿或寺庙也不例外，如抵园寺红墙黄瓦，雕

梁画栋，依山而进，回廊纤曲，上有云霞掩映，傍有万木葱笼，可谓“抵树荣光盈宇宙，园林春色荡乾坤”。

2、各具特色的多姿风格。九华山的寺庙建筑突破了传统的轴线对称的布局，因地制宜，风格多样。从类型上看主要有三大

类。一类是宫殿式的，山门面南，红墙黄瓦，高峻雄伟，金碧辉煌，如化城寺、甘露寺、抵园寺、肉身殿属于此类。二类是走

马楼式的（四周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因地势的由低而高，庙楼层层迭起，平步登楼，多进天井，错落不齐，如百岁宫、东崖

寺等。独树一帜的是第三类民居式的建筑，占全山的四分之一。这些民宅式的寺庙，外观上大多黑瓦白墙，硬山落水，小马头

墙，斗檐深藏在院内，与皖南徽式民宅风格相一致。尤其是阂园景区僧尼所住的庵堂、茅舍，几乎与农家住宅相同莫辨，单门

独院，庙舍合一。

3、雕塑绘画的精美装饰。九华山寺庙建筑的装饰精美绝伦，其梁柱间、藻井中、墙壁上，以及雨道石板上，都富有艺术性

的雕刻、塑像、绘画，表现出特有的民族文化。化城寺的装饰堪称一绝，其五通间的福扇为菱花格，下边有博古、八宝等物的

浮雕，中间雕刻有海榴、仙桃、梅花、兰草之类的花卉鲜果；尤其成为古代木雕艺术精品的是大殿天花藻井的“九龙盘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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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木雕的游龙围绕中心硕大的明珠，缠绕交错，盘旋飞舞，又有样云、瑞蝠穿动其间，令人叹为观止。那象征释迎牟尼圣迹的

是抵园寺前雨道上的莲花浮雕，雨道由 100 多块长方形石条铺成，每块石板上有 3个浮雕图案，"左右金钱古币滚圆，纵看似两

串金钱；中间一路方形图案，象一条斗方画图集锦条幅，三步一朵盛开的荷花。其他画面，有菌苔出水，有蜻蜓戏莲叶，有青

蛙伏于莲茎下，生动有趣"（白奇《九华山胜境》），表现僧人对"七宝莲池"琉璃世界的憧憬。

内容极为丰富的是梁柱间的雕刻。有的雕刻着佛经故事，有的雕刻着八仙人物，又有人间世人，还有珍禽异卉。如：旎檀

禅林的斗拱、窗权上遍刻精美生动的唐僧取经和佛经中的故事，四周廊柱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八仙人物；上禅寺正殿横梁上浮

雕有群臣议事于庙堂、将军作战于马上的一组人物故事；肉身殿的梁栋上雕刻有青狮、彩凤、仙鹤、糜鹿、牡丹等画面，鲜丽

夺目。

4、佛理深广的寺庙楹联。九华山寺庙中近 30 副楹联，同雕塑绘画一样构成一大文化景观。这些楹联不仅书法艺术精湛，

对仗工整精巧，而且所揭示的佛理、事理十分深广，启人深思。有歌颂九华名山佛地之圣境的，旋檀林里一副楹联写道：“福泽

本无穷羡鸟革翠飞五社咸歌真佛地，星辉原不昧听松涛竹韵九华到底是名山。”有宣扬九华山佛教盛况的，慧居寺殿柱对联云：

“长江此仙堑，云海茫茫，时闻天风传塔语；九华真佛国，梵宫巍峻，日看神岭散烟炉。”有描绘佛像特征的，抵园寺天王殿内

的弥勒佛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有提示观佛自戒的：“举目瞻仰，何必生几分惧意；

回头猛省，还需存一点忠心。”也有祈求公平愿望的：“愿将佛手双垂下，摸得人心一样平。”还有表达游山观佛体验的：“山中

作伴莫负烟霞，林下相逢抵谈因果。”

九华山的寺庙建筑文化，正体现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相辉映的特征。依山傍水的布局格式，与青山

绿水相错综，构成了独有的诗情画意般的意境，造就了古代文人亦僧亦隐的生活空间，让人感受到田园式的恬静，桃园式的清

淳。民居式的寺庙格局，又是九华山僧尼与民众杂处的独有产物，这便形成了九华山的佛教世俗化、世俗佛教化的特征，表现

出佛教文化的本土化的深厚社会基础。同时，那伴生的精巧楹联，更是佛教中国化的明证，这些对联是对游人观览佛教文化的

一种极好的解读，从而深深地铭刻着中国文人游客对佛理的理解和悟道，表现出中国人信佛拜佛已融入了祈求公平美好的传统

美德。

三、山水蕴含的佛教文化

九华山的山水奇美，不仅表现为山水自然形态的绚丽多姿，山清水秀，石怪泉幽；还奇在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这是九

华山山水旅游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从佛教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九华山的山水，可尽见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1、怪石命名的佛教色彩。九华山 75 名峰，68 怪石，虽不能说峰峰有佛影，却可以肯定地说怪石的命名无不富有佛教的神

奇色彩，尤其是以金地藏的传说所派生出的特别众多。天台峰下的拜经台旁，有一巨石名为“大鹏听经石”（俗称老鹰爬壁），

传说天台上有一只无恶不作的大鹏鸟，金地藏来到九华山后，在巨岩下结茅舍而住，日夜诵经不停，大鹏常来喷沙落石，却伤

害不了他，方知金和尚佛道渊深不敢作怪了，就落在巨岩上贴壁聆听金和尚诵念经书，被佛法感化而成石。甘露寺旁有块“定

心石”，传说金乔觉当年在此石上盘坐诵经，忽见一条毒蛇欲来咬他，仍端坐不惊，于是毒蛇被他的佛心虔诚打动而没有咬他，

后人取名为“定心石”。因金乔觉传奇故事附会命名的怪石还有：主动为他报时的“金鸡石”、由他一脚踩出的“脚印石”、由他

点石为柱拴住青龙的“拴龙石”等。这些怪石的命名正说明了金乔觉在九华山开辟道场的巨大贡献。此外还有猴子拜观音、木

鱼石、石佛、面壁石、佛指石、佛掌石、禅定石、罗汉晒肚皮，等等。

2、泉瀑所蕴含的佛教文化。九华山雨水充足，形成特多的溪潭泉瀑，有名可称的不下百数，与佛教有不解之缘的为多。同

金地藏有关的就有“地藏泉”、“龙女泉”、“美女泉”。神光岭侧的“地藏泉”，相传金地藏的肉身由南台迁往神光岭建塔时，揭

石而泉。今肉身殿下的龙王井，引自此泉，水可浮起硬币，游人常投币以示凶吉。“龙女泉”位于东崖西下，一股甘美清泉从石

隙中渗出，这是金乔觉圣迹之一。传说金乔觉初到九华山便栖身于东崖山洞，每日需下到涧底取水饮用，十分不便，但他坚持



4

不动摇，苦修古洞。有一天，他正在打坐静修，被蛇咬了一口，仍然端坐不动。这时有一美女出现在他的面前，施礼道歉说：“适

才小儿无礼，乃吾管教不严，愿奉献清泉，以赎罪想。”说完指着岩下示意触地可得。那女子消失后，金乔觉以锡杖拨动石块，

果然清泉喷涌。

与佛教有关的还有：“定心泉”（洗心泉），这是测试拜佛是否诚心之地；“白龟泉”的命名，意在宣扬佛法的感召力；“虎跑

泉”赋予佛僧为香客解渴的故事。如果说这些泉水之名是好事者附会的传说，给人以神秘感，那么九子寺东北侧的“月牙池”，

则是僧人修筑可供观赏的人文胜迹了，这是空有和尚修建的，池内几茎亭立的青莲，丰姿不凡；亮水龟背托着五级石塔与横卧

池边的石雕“犀牛望月”默默相对，又有小桥曲栏点缀、垂柳碧水互映，正是莲池佛国的缩影。

3、石刻所凝结的佛文化。九华山遍及各景区的摩崖石刻，除了同其他名山石刻所共有的点景导览的作用以外，表现为九华

山独特文化特点的是凝结着丰富的佛教文化。有标识金地藏佛事活动的，东崖刻有“云舫”深凹大字，因巨崖方正，高耸山顶，

其形如舫，相传金地藏初来九华山时常晏坐崖头诵经苦修，故称晏坐崖。有的是颂扬金地藏圣迹的，过净土庵的路右巨石上刻

有“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也有刻记文人与僧人友情的，东崖岩壁上有明代王

守仁书写的石刻，记载着王守仁与周经和尚交往友好的一段趣事：“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老虎，只履踏破嚎

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予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

由此可见，九华山的山水自然景物蕴含着丰厚的佛教文化，这正是九华山的山水文化个性特色之舫在。它既给予游人在观

览山水中，深切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浓郁气氛、身处“莲花佛国’，时意境。同时又让人们体悟到，中国的佛教占有名山，不

仅仅是宏扬佛教、传授僧徒；从山水审美的角度来看，佛教的贡献还在于保护了山水自然美的资源，创造了不朽的人文景观，

提高了一方山水景观的知名度，增添了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游观的价值，这是别种人为因素所不可代替的。

四、佛教习俗的异彩奇趣

九华山是佛教圣境，又是民众居住生活的场所。民与佛杂处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九华佛教习俗内容的多样化。

1、佛教的节庆活动。由于海内外大批游客的参与活动，九华山的宗教节庆活动不仅项目多，而且规模大，观赏性强。其中

主要节庆活动有：(l）庙会活动。这是九华山集佛事、商贸、旅游于一体的大型活动，起源于唐代。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

藏圆寂日，此时四方信徒、香客进香拜佛，山民和手工业者趁时开展贸易活动，民间艺人也参于献艺，已成为全国性的节庆旅

游项目。（2）阴鹭大会，亦称大鹭法会。这是超度亡灵、祈求众生安乐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各寺庙开展引香、拜忏、放生等活

动，并演唱“目莲救母”、“九更衣”等地方戏文，连续几天几夜，热闹非凡。1987 年续 1947 年后为第四届，戏联为“度四十年

月明花阴而今风调雨顺人喜神欢忆旧制，看八百里星移斗转至此国富民强山歌水曲庆良辰”。可见民俗的气氛浓郁。（3）百子会。

这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活动，为朝拜地藏菩萨、崇信佛教的民众自动组织起的一种会（团）。他们虔心备食后，身穿灰布青裤，或

围一黄色胸兜，上印“朝山进香”字样，举旗敲锣，鱼贯而行，一路上还给穷苦残疾人施舍钱物。每逢地藏王诞期，众僧及香

客于肉身塔诵经、拜菩萨，通宵达旦。（4）观音会。这是妇女香客的宗教活动。每逢观音菩萨诞日（夏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

（夏历六月十九日）、出家日（夏历九月十九日），信佛的妇女们梳洗整洁，成群结队地来到寺庙烧香拜观音，祈求母子平安，

亦称“做观音会”。此外，民间的宗教习俗还有土地会、娘娘会、请菩萨、许愿还愿、盖印、求签、祷告、阪依等。

2、饮食中的佛教习俗。游观九华山的人自然要品尝“九华素菜”，这是九华佛教饮食文化的典型体现。“九华素菜”的原料

取于当地产的竹笋、百合、黄精、石耳、木耳、黄花菜、地心菜、马兰头、豆苗、蔽菜等山货，配以冻豆粉、豆腐、面筋、素

油等，或清炒，或火偎，或清炖，或烘烤，可制作 100 多个品种。味以清淡为本色，素丝绿叶，天然野味，久食不腻。还有以

素代荤的素鸡翅、素海参、素全鸡全鸭、素凤脚等。有的餐馆还直接推出以佛命名的菜谱，如“地藏黄精”、“九华佛手”、“佛

国蟹黄”、“罗汉聚会”、“百岁甜羹”、“阂公豆腐”、“佛山冰球”、“应时水果”、“金地藏茶”等。这些富有九华佛教色彩的饮食，

不仅使国内游客大饱口福，也令外国游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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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九华佛地，当然要从“素”，以前有人偷吃荤菜，便出暗号，来瞒过地藏菩萨，如猪肉叫“柴禾子”、鱼叫“摆尾子”、

鸡蛋叫“箩卜”、猪油叫“棉絮”、鸡叫“稻食子”、鸭叫“飘水子”、鹅叫“高颈子”等。

3、佛教纪念品。九华山盛产竹木根石等原料，工艺品很精美，可作纪念的佛教题材的纪念品也是名目繁多，诸如佛像、金

卡（护身符）、玉器挂件、盖印、香袋、佛碗、佛珠、木鱼、经书、僧尼衣帽、佛伞、佛仗、佛扇、天竺筷等。尤其是为九华山

独有的陶瓷纪念品“应身碗”（亦叫“百岁碗”），它是一种蓝花瓷碗，上有”九华百岁宫”字样，游客用此碗可以“长命百岁”、

“逢凶化吉”。

九华山僧尼的圣迹，寺庙的建筑，山水的佛文化，其审美的价值在于观赏性，而佛教习俗文化却造就了佛教旅游的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为直接而广泛的。游客可以亲身参与佛教的各种节庆活动，感受佛文化的丰富多彩，领略佛教习俗在民间

的感召力，同时也可获得与中国本土民间各种民俗节庆活动相异的不同享受。由此可以领会到，佛教习俗文化能同本土民俗相

融合的原因，就在于适应了人们期望平安美好的心理愿望。尤其是游人参与一次素菜宴，既可以饱赏九华山地方多种土特产的

风味，也可体验到僧尼简朴清淡而富有情趣的生活；品赏这些以佛语命名的各种菜谱，确有一种身在佛国仙境与僧尼共享宴乐

的体味，意趣深长，美妙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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