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黔中贵定阳宝山临济禅宗突空系法脉传承揭谜

王路平
*1

【摘 要】:黔中贵定阳宝山早在明代即为西南佛教名山，山中临济禅宗法脉源远流长。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一直

没有厘清阳宝山临济禅宗法脉到底属于临济中的何支何派，致使阳宝山塔林诸多塔铭碑文无法破解。经过艰苦考证，

发现山中有一支临济禅宗法脉属于突空智板一系，明万历年间白云大师来阳宝山上接湘西突空一系，下开阳宝白云

二十三字辈，自成阳宝山突空系一支临济禅宗法脉传灯系统，从明季开始，直至民国末年，影响深远。三百年来，

其法脉之流长，人数之众多，体系之复杂，塔林之盛大，在贵州乃至中国禅宗佛教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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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笔者即研究过贵定阳宝山，并将阳宝山写入拙著《贵州佛教史》中。2000 年，笔者的学生陈正军君首次拍摄并发

表了阳宝山寺庙及塔林图片
①2
，笔者通过他的照片，才看到了阳宝山的风貌。后来，贵定县历届政府都想打造阳宝山而未果，笔

者亦于数年前，驱车前往阳宝山，想实地考察，行至闻江寺“佛茶”(赵朴初先生题)处，见上山进入南天门的土路坑坑洼洼，

无法行车，只好作罢。2016 年，中共贵定县委县人民政府下大决心开始打造阳宝山，重新修建了上山公路，笔者于是年 6 月又

重新上山，才见到了阳宝山古寺庙遗址和 120 余座塔林。在 2016 年 9 月的首届阳宝山佛教文化论坛上，笔者发现阳宝山临济禅

宗法脉与破山法系有关，而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说可能与突空临济禅宗一系法脉有关，贵定地方学者胡霄阳在《中国禅宗

临济宗贵定阳宝山奠基人———无量大师》一文中，亦谈到阳宝山临济禅宗的法脉字辈，但由于行文没有叙述源流始末，对阳

宝山临济宗法脉到底属于何支何派，亦未做定论。之后，笔者接受主持贵定县人民政府《阳宝山佛教文化研究》的委托项目，

便开始在阳宝山深入调研。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阳宝山主要存在着两支临济禅宗法脉，一支为破山系燕居德申的法

脉，另一支则为突空智板系的法脉。因两支法脉都与湖南有关，乃于今年 6月冒雨驱车前往黔东湘西调研，行程近两千公里，

在黔湘深山古寺中追寻，得到了很多有缘人的帮助，终于找到燕居和云树师徒的塔碑与突空法裔的寺庙。回筑整理研究碑文的

内容，由之破解了阳宝山临济禅宗法脉传承之谜，不特黔之阳宝山与湘之云山破山禅法复兴有据，亦是贵定阳宝山将由之再现

临济禅宗佛教名山之幸!

破山系燕居德申一支临济法脉当另著文，于兹不述。今仅著此文，以展现突空智板临济法脉一支之源流及其在阳宝山的传

承，谨此揭开阳宝山临济禅宗法脉传承之谜的序幕，以期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黔阳普明禅寺与洞口观音阁突空系临济法脉源流

2017 年 6 月中旬，笔者驱车来到了湘西南的洪江市黔阳古城，走访了古城文化名士明夷法师和陈志明先生，找到了古龙标

山普明禅寺的遗址。

普明禅寺始建于宋熙宁四年(1071)，为月蓬禅师所创建。
②3
＊月蓬禅师(1017—1083)，巫州何氏子。少年出家，圆具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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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② 通灵佛教网: 明夷法师《黔城龙标山普明禅寺禅师传》，本节以下所述，多引据此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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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江湖，参杨歧方会法嗣石霜守孙得法，为临济宗第十一世，杨歧派第三世，杨歧方会法孙。宋熙宁四年，月蓬禅师游化黔阳，

见龙标山堪为兰若，遂开山结茅，创建普明禅寺，是为黔阳县城佛寺之始。正统元年(1436)突空智板禅师游黔阳，见龙标山普

明古寺残败，遂重新之。突空智板禅师(1381—1449)，不知何许人，姓氏未详。明夷法师认为，他很可能是随建文帝出家的明

翰林院编修程济。《明史·列传第三十一·程济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

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

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笔者录文来。”

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然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

莫知所终。

建文为僧出亡，历游吴、楚、黔、滇、蜀等地，程济或从之游。
［1］75－76

突空智板系临济宗第二十五世，杨歧派断桥系方山下碧峰性金禅师第七世孙，无际明悟禅师三传弟子，月溪耀澄禅师再传

弟子，千峰镜秀禅师法嗣。正统十四年(1449)，苗民起事，突空智板禅师寂，禅寺遂毁。

碧天清空禅师(1439—1510)，临济宗第二十七世，突空智板禅师法孙，无尽慧海禅师法嗣。于成化八年(1472)，遵师命重

兴祖庭龙标山普明禅寺。成化二十三年(1487)，铸大钟于钟楼。仁绘德禅禅师(1581—1646)，黔阳谢氏子，幼出家于普明寺，

依古智净海披剃。古智净海寂后，遵遗命随宗湛道澄参究。后依宗湛圆具，并嗣其法，继普明禅寺法席，是为临济宗第三十世，

突空下第六世。崇祯四年(1631)，仁绘新修普明禅寺，增建殿堂楼阁。崇祯八年(1635)四川保宁知府杨正苾为之撰《新修龙标

山普明禅寺记》，兹录碑记全文如下:

盖闻法门不二，瘦清净以镇三摩；象教惟严，重布施而崇六度。均关释典，并耀桑窥。独造为难，兼工尤妙。

龙标山者，吾黔镇邑之胜地也。孤峦直逼鹫峰，四面均回雉堞。夜郎西去，杨花咏自青莲；大家东征，竹笋歌从工部。古

贤赞颂，邑史昭垂。自梁隋作邑以命名，暨宋代因山而立刹。迨入国朝，旋更兴废。

苗讧于正统己巳，而焰烬无遗；工续于成化壬辰，而琳宫再葺。绀殿倚孤岑而独耸；禅房环左侧以旁罗。城邑巨观，山川

胜概。顾历年既久，古制渐湮；鼠牙雀角，频肆侵陵。凌风震雨，更增剥落。莲台无恙，而金碧渐至销沉；龙藏空存，而埃壒

侵为漫漶。矧山房丈室，各营构以增新；独宝殿香坛，日萧疏而就废。金仙畴倚，缁众同嗟。

高足素云，姓蒋氏，名仁绘。胸填贝叶，舌绽莲花。永夜翻经，依稀点石；清坛演法，仿佛雨花。红尘久隔山樊，素业直

窥彼岸。眷思净土，锐意庄严。罔干善信之檀施，独结人天之胜果。褭蹄广设，鸠僝惟勤。虽虹梁鳌柱旧贯堪仍，而碧瓦朱甍

新规顿饬。絫甓以崇垣墉，遴林而缮庭扉。映日窗棂，哗然流赭；凌风榱栋，伟矣蜚虹。玉毫肉髻，联宝盖以陆离；胜鬘香花，

掩金幢而璀璨。大士之阶级益辟，应真之色相增妍。且也侧开斗室，式演跏趺。更简沙弥，专供洒扫。经制靡缺，规模一新。

信法界之伟观，俨双林之再造矣。夫马鸣龙树善持正法，而精舍无闻；掬水翻金大辟丛林，而面壁未着。

若素云者，守空净则倏然苾刍；葺空宇则居然檀越。道法两证，性行双修。倘积累无遗纤悉，尽除有漏之因；迨功行遍满

三千，便订无生之理。万缘屏息，四众皈依。宜勒贞珉，用志久恒。辞曰:

天造龙标，奠镇邑土；空王台殿，照耀前箓。金粟宝坊，践更百六；增修鼎革，法流是属。矫矫白足，气茂三明。上方未

葺，营精靡宁。秽彼阿堵，藐若微尘。殚金饬工，美矣奂轮。彼都人士，匪惜涓滴。未损钱刀，未损庾粒。爱莫助之，坐观底

债。栴檀梵呗，钦崇靡斁。布金胜事，聚杀宿因。以慧修慧，从明入明。辟此净界，广度迷津。刊石图徽，永镇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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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乙亥岁戊子月吉日四川保宁知府 杨正苾撰

至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天京(今南京)出走西行，率太平军到达湘西，攻黔阳。清军为防太平军乃

设火药库于黔阳龙标山普明禅寺。是年十一月初七日，龙标山普明禅寺毁于兵火，于今仅独存钟鼓楼。

由以上考述，可知黔阳龙标山普明禅寺临济禅宗法脉传承的源流:

方山文宝———碧峰性金———白云空度———古拙原垕———无际朗悟———月溪耀澄———千峰镜秀———突空智板

———无尽慧海———碧天清空———古智净海———宗湛道澄———仁绘德禅———蟠龙圆明———万寿明心

之后，又经明夷法师的指点，前往邵阳市洞口县无量禅寺调研。无量禅寺，坐落在洞口平溪江畔，原名观音阁，始建于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康熙三十四年(1695)补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鼎盛期寺中僧尼达 100 余人，是湘西南著名的佛

教寺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方以智参禅隐居于阁旁岩洞，在洞中读书、讲学、著述长达数年。南明永历四年(1650)方以智

在观音阁中还完成了历史小说《石头记》初稿，他有《逍遥洞》诗二首，其中有“天地一时小，惟余洞口宽。名山藏日月，野

老胜衣冠”之句。今寺易名无量禅寺，为 2012 年佛门弟子唐白莉、张建成夫妇捐款 6000 多万元重修。在今寺中观音阁旁，尚

存“本寺修空老和尚”莲位塔，并有塔铭《修空老和尚舍利塔序》，为民国十七年(1928)幻超居士唐拙凡撰并书。兹将塔碑铭

文和序文录之如下:

莲华国

本寺中兴修空老和尚莲位

本愿尽未来，常入那伽大定；

福缘结无极，咸瞻舍利奇光。

嗣法弟子仝建

佛历二九五五年戊辰季夏谷旦

修空老和尚舍利塔序

修空老和尚者，乃笔者境空前绝后修行菩萨也。清末由宝庆点石庵，飞锡武冈雪峰广觉寺，旋复住锡于兹。以慈悲愿力所

感，座下法器逐日增多，迄今四众裔嗣，无虑千计。和尚于民国第一甲子秋，菩提愿满，示现涅槃。

今其弟子能彻师等，拣本月谷旦，敬为礼忏、升塔，四众及各善信，欢喜佽助者众。此盖因缘殊胜，应当勒石，以垂久远。

彻师等命序于予，予谨遵，略述数语，而表赞叹于此。

幻超居士唐拙凡谨撰并书

民国十七年戊辰夏

序中“民国第一甲子”，即民国十三年(1924)，可知修空和尚示寂于其时。考修空法派，即修空寂悟，乃属临济禅宗杨歧



4

派碧峰系突空智版一支法脉中人，根据明夷法师提供的《湖南邵阳市洞口县观音阁临济杨歧派碧峰支突空流传承法系》一文，

其法脉源流如下表:

杨歧方会———白云守端———五祖法演———昭觉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破庵祖先

———无准师范———断桥妙伦———方山文宝———碧峰性金———白云空度(1304—1370)———古拙原垕———无际朗悟

(1381—1446)———月溪耀澄———千峰镜秀———突空智板———无尽慧海———碧天清空(1439—1510)———古智净海—

——宗湛道澄———仁绘德禅(1581—1676)———雪舫圆义(1651—1741)———识尽明理(1720—1810)———初容真华(1767

—1830)———兆西如贤(1816—1871)———觉岸性通(1820—1904)———妙传海宇———修空寂悟———能彻照慧———镜

澄普超———乘法通才

这支法派至断桥下方山禅师另立十六字派:“慧性妙悟，真机全露。广济彻源，符因证果。”

方山下一传至碧峰性金禅师，又另立法派，新演二十字:“性空原朗耀，镜智本虚玄。能包罗万有，故统御大千。”

方山下七传至突空智板禅师，又另立派，新演十六字:“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方山文宝禅师(1255—1335)，潭阳(今湖南黔城、芷江一带)人，俗姓葛。少时即喜佛教，常常在潭阳之龙标山普明禅寺、

虎榜山之景星禅寺参谒诸禅宗尊宿，心怡禅悦。闻佛鉴无准师范禅师住径山，前往请益。无准师范指示其前往天台，参谒断桥

妙伦禅师。后嗣法断桥妙伦，出住台州瑞岩方山净土禅寺。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正月初七日，书偈毕，掷笔而逝。有《瑞岩

方山宝禅师语录》一卷行世，为禅宗南岳下二十二世孙，临济宗下十八世孙，杨歧派下十世孙。传法天台无见先覩、天台无尽

祖灯、五台碧峰性金、松源秋江元湛、凤山一源真灵、天宁镜堂真古。天台无见先覩传法福林无闻智度；天宁镜堂真古传法则

中机度。方山文宝是临济宗之杨歧宗虎丘派下断桥系禅师，门下出碧峰性金禅师，法派流传天下，至明清最为兴盛。法嗣无见

先覩禅师下，子孙蔓延，宗派繁盛，出楚山绍琦等著名禅师。

修空寂悟(?—1924)，讳寂悟，字修空。籍贯、姓氏不详。临济宗杨歧派第二十九世、方山下第十九世、碧峰下第十八世、

突空下第十二世妙传海宇禅师法嗣。清末由宝庆点石庵(今址邵阳市洛阳洞小学)，飞锡武冈州雪峰广觉寺(今址武冈市邓元泰镇

雪峰村)，旋复住锡于洞口县观音阁。以慈悲愿力所感，座下法器逐日增多，迄民国四众裔嗣，无虑千计。和尚于民国第一甲子

秋，示现涅槃。民国十七年(1928)戊辰夏谷旦，嗣法弟子能彻照慧等，拣日，敬为礼忏、升塔，祭祀修空寂悟老和尚，幻超居

士唐拙凡谨撰《修空老和尚舍利塔序》并书，以资久远。

能彻照慧，讳照慧，字能彻，洞口县人氏。投本邑观音阁，礼修空寂悟和尚披剃。后嗣法修空继席观音阁，有嗣法弟子镜

澄普超、徒孙乘法通才继席观音阁。

镜澄普超(1904—1966)，讳普超，字镜澄，俗姓唐，洞口县三门镇人氏，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十四日。民国元年(1911)

投本邑观音阁，礼能彻照慧披剃。民国九年(1920)圆具后，回寺侍师，佐理寺务，专心修净土。能彻照慧示寂后，镜澄普超继

席观音阁。民国三十六年(1947)，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传戒，普泽法镜禅师任得戒和尚，礼请镜澄普超任教授阿闍黎。镜澄普

超作《嵩云山同戒录序》云:“今洪江嵩云山者，湘西之一名胜也。钟灵毓秀，瑞气凝祥。明初洪武年间开山愿如和尚、万历年

间中兴无意祖师、当代方丈普泽法师，悲世时之日非，怜僧伽之颠沛，遵佛正范，宏开戒法。今普泽法师于洪江嵩云山大兴禅

寺传戒，定五十三日为期船，新一班释子，作佛教中流砥柱，荷如来家业。究重三藏救世教义，阐扬八德大乘精神，慈悲济世，

戒律导人。上弘佛怀，下利群生。可谓佛戒之序云耳。都梁衲子镜澄序于嵩云山教授室。”1952 年秋，率乘法通才等僧尼共 20

余人，由洞口迁往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将禅宗祖庭变为净土道场。1959 年，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所有僧尼全被勒令还俗，下

放街道，镜澄普超回原籍。1966 年，被迫害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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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通才(1915—1996)，讳通才，字乘法，俗姓张，名宏日，邵阳市洞口县三门镇人，诞于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十八日。

民国九年(1920)6 岁，随母于洞口县观音阁住庵茹素。民国十七年(1928)14 岁，依洞口观音阁镜澄普超和尚披剃。民国二十年

(1931)17 岁，圆具。因颈生瘤，知为宿孽，遂发心燃指供佛，三月后，疾消。复返观音阁阅藏三年，于《方等》《般若》《法

华》《涅槃》着力颇多，对《维摩》《上生》《圆觉》诸经多有入处。民国二十八年(1939)，嗣法镜澄普超，为临济正宗第四

十一世，碧峰下二十二世，突空下第十六世孙。1952 年 38 岁，随师镜澄普超由洞口迁往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1953 年，乘法

通才于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主办“种植、织布”二生产小组，继承百丈农禅并重遗风，生产自养。1966 年，僧团解散，洪江嵩

云山大兴禅寺由茶场占有。乘法通才被勒令还俗，就职于洪江中医院期间，坚持独身素食，打坐念佛不辍。1983 年秋，乘法通

才受众请，返回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开始恢复祖庭，将原住僧尼陆续招回寺院，继续开展宗教活动，重修洪江嵩云山大兴禅

寺弥勒殿、功德堂、莲池会，将大雄宝殿予以修缮。1987 年任洪江市佛教协会会长。1990 年任怀化地区佛教协会会长、湖南省

佛教协会理事。1991 年，建修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念佛堂、云水楼和修缮祖师殿。1992 年秋，乘法通才于嵩云山大兴禅寺对众

敷讲《维摩诘经》半月有余。1995 年，着手规划扩建天王殿、念佛堂、钟楼、鼓楼、祖师殿。1996 年，乘法通才于嵩云山大兴

禅寺对众敷讲《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介绍弥勒净土。是年 12 月，圆寂于洪江嵩云山大兴禅寺。湖南、贵州弟子

前来参加圆寂法会的数以千计。七日后，湖南、贵州两省众信弟子立乘法通才灵骨塔于嵩云山大兴禅寺祖师殿后。

二、阳宝山突空系临济禅宗法脉字辈

笔者将湖南突空系临济法脉与贵州阳宝山临济法脉进行比对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因而很有可能贵州阳宝山之临

济禅宗法脉来源于湘西南。

在阳宝山塔院塔碑中，往往只铭刻和尚的法名或法号，或有临济世系，或有立碑的时间，但并未列出分支法派，让人不知

道他们到底属于临济禅宗的何支何派，而如果我们厘清了阳宝山法系的法脉源流，这些问题必将迎刃而解，阳宝山塔院临济禅

宗法脉之谜亦将随之破解。

在阳宝山塔院中，有一位辉霞界泽和尚塔碑，从塔碑的记载可知，辉霞界泽和尚，俗姓朱，或为郡人，示寂于阳宝山，塔

碑有“湛寂圆明”以为说明，有偈联曰:“禅定敛形归净土，悟空悦迹上西方。考其灵源迹显新，询乎道范禅参竺。”表明他派

属禅宗，但有禅净双修的倾向，再往下一联为“阳朱氏裔，国密祖机”，意为“阳朱氏之裔，国密祖之机”。首句“阳”通“扬”，

表明辉霞和尚在世时，张扬了朱氏家族，故有朱家孝侄朱尚春、朱尚智、朱尚典、朱尚贤、朱尚才五人为之立碑。下句“国”

通“承”，意为传承，表明辉霞传承了“密祖”的禅机。密祖，指密庵咸杰(1110—1186)，宋代禅师，福州郑氏子。博通内外，

壮龄出家，倾慕禅寂，参应庵昙华禅师得临济心印，为临济第十四世。历主乌巨、祥符、蒋山华藏诸刹，禅侣萃集，恒逾千众，

门庭肃严，海内第一，人称“密祖”。由之德达帝听，诏住径山，更迁灵隐，晚住育王，宋淳熙十三年(1186)寂。辉霞既指称

“密祖”，其法派当属密庵咸杰之下的临济禅宗法脉。再根据碑文，辉霞界泽和尚属于“界”字辈，可推之立塔时间在清乾隆

年间，因为阳宝山塔林中有“界”字辈和尚的塔碑，落款时间均为乾隆年间，如法正和尚的灵塔立于乾隆十九年(1754)，塔碑

所刻法徒为界文等，而其他“界”字辈和尚亦当作如是观。辉霞界泽之塔碑，为其法侄方印题、方应书，法徒方庆，法孙广宣、

广顾，法重孙严勲立。如是“界”的上下字辈已经非常明显，为“法界方广严”。

考察此一字辈法脉，发现为临济禅宗断桥、碧峰、突空这一支系的法脉。

自六祖传法南岳让，南岳传马祖一，马祖传百丈海，百丈传黄檗运，黄檗运传临济义玄禅师，是为临济宗之始。

临济下十七世断桥妙伦禅师演派十六字:“慧性妙悟，真机全露。广济彻源，符因证果。”

临济下十九世碧峰性金禅师演派二十字:“性空原朗耀，镜智本虚玄。能包罗万有，故统御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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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下二十二世(天台下十五世)闽中雪峰祖定禅师演派二十字:“祖道戒定宗，方广正圆通。行超明实际，了达悟真空。”

龙池幻有正传禅师法子密云圆悟、天隐圆修禅师传法亦用此派，后天童、磬山后哲均用此派传法者，遵龙池意也。

临济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禅师演派十六字: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五台、峨眉和普陀前寺续演三十二字:“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正悟会融。坚持戒定，永

继祖宗。”

普陀后寺从突空下通字派接续演四十八字:“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廓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

止观常融。传持妙理，继古贤公。信解行证，月朗天中。”

从上文追溯可知，普陀山临济法脉与阳宝山有关联，故有必要厘清普陀山之前后寺的缘起。根据新浪网博客舞月空城的《普

陀山法脉字派源流考》一文，可知普陀山佛教，以临济为主。南宋绍定五年(1232)，余杭径山寺迎来第三十四代住持无准师范。

无准师范，20 岁时投宁波阿育王寺，因贫，无剃度资，被称为“乌头子”。后无准又参杭州灵隐寺松源崇岳，六年后，又参苏

州西华秀峰破庵祖先，随侍左右，终得印可。破庵将寂，将其师密庵咸杰法衣付之，无准师范，即虎丘绍隆五世孙。淳祐九年(1249)

三月，无准升堂，亲书遗表，谈笑而化，宋理宗赐号“佛鉴”。无准法嗣众多，其中有一位断桥妙伦，系临济下传十七世，与

别山祖智、西岩了惠、兀庵普宁并称为无准座下“四哲”。其法系被称为“断桥系”，妙伦为肃正法脉传承，演派十六字偈:

慧性妙悟，真机全露。广济彻源，符因证果。

其中第二代，即十九世“性”字辈上，出了位碧峰性金，普陀山普济寺客堂上供其像，明人装束，称碧峰祖师。按碧峰性

金，疑与碧峰宝金(1308—1372)同一人。碧峰，杨歧派十二世孙，曾在峨眉和五台山苦参禅道，精于阴阳术数，故人称“异僧”。

至正八年(1348)冬，元顺帝遣使者诏其入京，赐金纹驾裟，命建坛祈雨，赐号“寂照圆明大禅师”。又诏住海印寺，碧峰力辞，

称病回五台山灵鹫庵。明朝建立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亦诏其入京，留居大天界寺，随诏入宫，召对佛法。洪武五年(1372)，

作为洪武十大高僧之一，参加了蒋山广荐佛会。是年，朱元璋重建铁索寺，更名为碧峰寺，延请碧峰住之。未几，碧峰与四众

言别，留偈坐化，朱元璋亲撰《御赞金碧峰禅师像》，以示钦重。

碧峰又另续演字派二十字:

性空原朗耀，镜智本虚玄。能包罗万有，故统御大千。

碧峰下七世“智”字辈(临济二十五世)出了位突空智板(1381—1449)，常住黔阳普明禅寺，其法系被称为智祖系，与明晚

期形成的龙池系成为明朝临济宗两大法系。至明季，这两大法系先后传入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突空智板又另

续字派十六字:

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明初，普陀山佛教因倭寇猖獗被禁海废县而荒墟百年，虽有僧人常上山修持，但官府严禁兴建丛林。直到正德十年(1514)，

淡斋、普贤道诚师徒才获准在潮音洞上造铁瓦殿。普贤道诚，为智板下五世“道”字辈，其徒宝珠德意、孙本空圆献，嘉靖时

避倭乱迁姚江，隆庆时被浙江都抚刘元霖请回山，万历五年(1577)在西天门建起“海山第一庵”圆通庵，徒有无暇明通、寿登

百龄。这期间，圆字辈住山的还有圆禄和圆悟，明字辈还有明增。隆庆六年(1572)，五台山僧真松得礼部准许在多宝塔西建宝

陀寺殿宇数楹，真字辈开始陆续登上普陀山的历史舞台。万历六年(1578)，舟山本籍僧人真表违禁上山，力图兴复宝陀寺，历

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万历十四年(1586)得到了李太后的赐藏。真表借此机会，遍邀四海丛林才俊，来山建庵 53 座。其中以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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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和如字辈为主，可见普陀法脉之沿袭，真如两辈，贯穿整个万历朝，前后两寺，皆用此字辈，后寺开山祖师大智真融，徒天

然如寿等。在敕建两寺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寺住持分别为寂庵如迥、普光真遇，后寺为宝莲如光。万历三十四年(1606)，

性字辈无念性空接任前寺住持，时前寺峻工，性空和督造太监张随进京面圣，张随受人诬构，性空为之力辨，以犯上罪下狱，

郁愤而死。万历四十二年(1614)，师弟无边性海为前寺住持。往后，海字辈有天真海相、宗源海灏、妙元海音等，寂字辈有圆

初寂乾和精于《法华》的文玉寂美。

从照字辈起，已是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前寺住持是贯介照中，以及后来退居栴檀庵的通元照机，照机奉本空圆献为

十世祖。清初重兴隐秀庵的是普授禅师。通字辈中，佼佼者为照机徒孙潮音通旭。通字辈后，出现了很多分支，其中峨眉、五

台和普陀山前寺，续演三十二字: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正悟空融。坚持戒定，永继祖宗。

普陀山之前寺和后寺，分别指普济寺和法雨寺。前寺普济寺，位于普陀山白华顶的灵鹫峰南麓，其前身为“不肯去观音院”。

后梁贞明二年(916)将院扩大为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帝赐“普济群灵”，始称今名。后寺法雨寺，在普陀山白华顶之左，

创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帝赐“天华法雨”匾额，故得今名。

对照普陀山前寺住持，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潮音通旭弟子“心”字辈绎堂心明，“源”字辈有徒孙中赞源正、梦兰源

善。而后寺字辈，则要从天台山罗汉道场下方广寺说起:

天台山位于浙江台州市天台县北，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山中有上、中、下三处方广寺，相传为五百罗汉栖隐处。其中

下方广寺居石梁之下，东晋时即有僧人在此结庐修道，内有五百罗汉堂，故称古方广寺。清初，普陀山后寺僧千莲真因海禁迁

天台山，重兴华顶寺，传法于体智慧。其有四徒，又以宝幢幡门下最兴。宝幢幡移居天台山下方广寺，从“通”字下，又创四

十八字名派，号方广法系:

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阔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持妙理，继古贤公。信解行

证，月朗天中。

宝幢幡师祖出普陀山后寺，故此字派偈交于后寺和方广寺共持。可是后寺的字辈，却并未沿用之。因别庵性统师承忠州聚

云法系，聚云法系奉大慧三十二字为本系演字派，所以别庵任后寺住持，自然遵依祖制，不用方广法系。

旧时僧人，或以号缀名前，或以字缀名前，也有高僧之常住寺院被人缀于其名前，上述各派偈法脉均依此例。既然普陀后

寺从突空下另开派，续演四十八字，那么阳宝山塔院塔碑中呈现的“法界方广严”的全部法脉字辈就浮出水面，是属于突空系

统中之方广法系。

此外，据笔者调研，属于阳宝山脚庙的贵定旧治玄真观存有康熙五年(1666)《建贵定玄真观碑记》碑
①4
，据此碑记载，玄真

观在明末清初就属于突空法系。今录《碑记》全文如下:

贵定乃故平伐的贡司治，城北有玄真观，始于僧性通者，的贡庭族也，夙具慧性，严戒律，通梵典，沉静寡言，真诚无妄，

邑人皆敬礼焉。初，祝发于城隍祠，继见城北隅有隙地，左掖大江，右眺东山，面临摆城。摆城山者，邑诸峰之长也，邑人每

以此山之霁雾散聚占晴雨，盖奇观也。斯山朝拱，藉增胜概。性通喜其形胜，乃募财乞地，鸠工创建焉，始于明之天启癸亥，

讫工于乙丑。首建正殿五楹，中塑玄帝殿后白衣大士像，次建左右钟鼓楼。轩窗闲敞，远眺□峰，俯□江流，骚人墨客，登临

游览，题咏盈壁。石凳数十级下，构灵官大殿三楹。左马王殿在焉，皆□□杉数株，大数围，直上拂云，不可丈尺绿荫，覆荫

如张盖，阻日搴霞，可怡心目，性通师手植也。玄帝殿后，建玉皇阁。阁下地藏、梓潼、圣母，备诸法像，金碧丽美。佳木修

□，环拥芳翠，虽在城市，宛若山林，此俱玄真观之胜观也。噫嘻!自明癸亥迄今，屈指四十余载，几经沧海，而斯观晏然如昔。

4 ① 玄真观位于贵定县昌明镇旧治古城村西，今又名旧治大庙，《建贵定玄真观碑记》碑今存于大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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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英，地之灵也，神之昭而幽冥之感通也。于是乎，其见焉洵一邑之灵胜哉!兹僧寂玄、照映、照圆等欲将师祖开创之艰行与

檀越布施金田，及田赋之多寡，丐余为记，刊石垂后。余曰:佛氏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胡不□□俱空，而乃欲锲

石为耶?僧曰:为而不有，公之心也。虽然，匪地曷以发人之杰，匪人曷以昭地之灵，匪神圣之感通启佑，曷以来人之捐助，匪

纪文曷以识众姓之善果于不坠，此六祖曹溪不可无丞相之纪也。余曰:唯唯。通师行愿，可□曹溪第惭。余，笔拙识简，□以昭

师之美如丞相，斯观之形胜，暨诸善之布施，得以并存，则余之臆说或可生色也。因从□请，记其始事，竣工岁月，与捐舍姓

氏，田赋多寡，悉□之石，以垂不朽。是为记。

蜀沪散人李时晟朱白父撰

蜀壁不二居士戴显奇书丹

计开阖县捐助功德，常住，施主并本观自买田□，座落地名额□钱粮数目于后:

庭拱寅装塑玄帝金像一尊，施常住田二分，一分座落后坡，一分三丘座落北门大河边。共条银二钱，秋粮一斗二升。

一、宋再祈、宋再白装塑白衣观音像一尊。施田一分，座落海螺井。条银九分，秋粮五升四合。

一、刘正国同缘胡氏□装万岁龙牌，又塑灵官金像，施(缺文)

一、庭继尚施东门关口小干田三丘，差粮本主自纳，庭继盆施东门井边小田一分，差粮本主自纳。□有益、高万□(上文、

下牛。疑为学)共施田一分，座落石头冲，受价一半，条银一钱三分，粮七升八合。

一、周有贵施田一分，受价六两，座落印坝山，条银二钱，粮一斗二升。

一、性通买长田一丘，座落西门龙田坎上，条银四分，粮二升四合。

一、性通、刘正国共买朱上春田二丘，座落苍蒲塘，条银八分，粮四升。

一、性通本名田一分，座落野狗洞，条银一分，粮六合。

一、性通买庭继爽田一分，价银一十二两，座落马耳塘，条银一钱二分，粮七升二合。

一、寂法买田一分座落杨梅树，条银一钱四分，粮八升六合。

一、寂法又买(田)一分，座落芒顶，条银一钱八分，粮九升。

一、寂玄买田一分，座落印坝山河边，条银一钱二分，粮七升二合。

一、宋再憬(原景字有王旁)、宋再庠施塔地一所。

一、照圆买东门城脚下田一分。

一、性通买庭拱南殿右园地一段，价银四两；又城外大园一块；又买姚陈(氏)地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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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寂法买周雄地基一段。

一、寂玄买庭世昌右边后园地一段。

一、装塑、龙神、土地王之臣。

一、鸠工督建竖碑信官杨贵德生员刘士龙信善陈维辅李朝俊王自顺

大清康熙五年丙午仲秋谷旦住持徒孙寂玄、照映、照圆、照祖、照澈、普贵、普受等。

从碑文可知:一是玄真观虽名为观而为僧人性通所建，性通祝发于贵定城隍祠(城隍庙)，观祠皆属道教，但为僧人兴建、住

持，盖因明季以来，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为黔境佛教之特点。［1］二是玄真观开建时间为明

天启癸亥三年(1623)，完工于乙丑五年(1625)，依次修建有玄帝殿、观音殿、灵官殿、玉皇阁等建筑，可知为佛道合一。三是

从性通始，观中即是禅宗道场，并且属于突空系字辈，文中明言住持徒孙有“寂照普”三个字辈，正是突空系十六字的最末一

句“寂照普通”中人。而性通则为“性”字辈，寂玄之师、性通之徒当为“海”字辈，属于突空系十六字之第三句“真如性海”

中人。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阳宝山中，在万历之前一直是奉祀道教诸神，而为僧人住持，直到白云大师来山后才有改观，由道

教之山一变而为佛教丛林。

三、阳宝山突空系临济禅宗法脉谜底

阳宝山临济禅宗法脉正宗，源远流长:释迦拈花，迦叶破颜，迦叶乃成禅门初祖，经二十八代至菩提达摩。达摩东来，遂成

东土初祖，以后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衣钵代代相传。再后六祖传南岳怀让，怀让传马祖道

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传黄檗希运，希运传临济义玄(?—867)。义玄乃临济禅宗的开创者，为第一世，其传承为:兴化存奖

———南院慧顒———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石霜楚圆门下分化出二派:黄龙派和杨歧派。

黄龙慧南在隆兴黄龙山称宗，成黄龙派，不数传而绝。杨歧方会(992—1049)在袁州杨歧山称宗，后又恢复临济旧称，弘盛天下。

杨歧方会为临济第八世，其后经过二十一代传承而至古智净海禅师，其传承系统如下:

杨歧方会(八世)———白云守端(九世)———五祖法演(十世)———昭觉克勤(十一世)———虎丘绍隆(十二世)———应

庵昙华(十三世)———密庵咸杰(十四世)———破庵祖先(十五世)———无准师范(十六世)———断桥妙伦(十七世)———方

山文宝(十八世)———碧峰宝金(碧峰性金，十九世)———白云空度(二十世)———古拙原垕(二十一世)———无际朗悟(二十

二世)———月溪耀澄(二十三世)———千峰镜秀(二十四世)———突空智板(二十五世)———无尽慧海(二十六世)———碧

天清空(二十七世)———古智净海(二十八世)

阳宝山由之在突空系十六字中之净字辈下另开派，而弃用“道德圆明，真如性海”两句，直接从“海”字辈始接续为临济

二十九世。而另开派者很可能为阳宝山开山祖师白云大师，因为白云及其弟子宝镜寂明，史乘已有明确记载。刻本于万历三十

六年(1608)郭子章的《黔记》，其中载有郡人进士邱禾实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撰写的《阳宝前山重修殿宇疏》，其文云:

阳宝前山重修殿宇疏

检讨丘禾实

黔故在万山中，峰峦高下，在在相等，其最高而为一方之岳者，无如吾新之阳宝山。山势自西北来，不知几百里而结峙于

新之北，由北而南而东而西，诸峰萃立，然皆环向于阳宝一山。其远者如遡如赴，近者如俯如揖，左右者如侍如卫。余尝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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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及半，已俯诸峰，如在几席，及顶，而培塿视之。乃诸峰外，层岚叠嶂，远水遥岑，无一不在指顾，因念太华诗所谓“罗

列似儿孙”，何其肖也。

山故有祠，前祀真武，后祀佛，黔之人往往朝于是，是为阳宝之前山。万历七、八年中，有高僧白云挂锡其上，因步山后，

得宝地，再创丛林。且入滇范丈六金身祀焉，而僧化去。自是复有后山之名，然朝者益众矣。朝者之言曰:吾某年病几危，因念

往朝得活；或曰:吾向者以信心为亲祈寿，寿；或曰:吾素有商瞿之忧，以兹山之灵而有丈夫子也。每岁自元旦迨浴佛日，朝者

接踵，呼佛声相应，泥涂起拜，感动路人。山中夜不时有光起自殿中，遍诸色界，若流星布地，若长虹亘天，若朝霞绚彩。噫!

山之灵著矣，何惑乎朝之益众而祈之必应也。虽然，山之灵固人心之所为灵也，审如朝者言，一念初坚，不必登山而感应立至，

则此山之灵，何地不存!何息不在!即吐艳流光，要亦神明以此为示现之地，不可谓世尊故在灵山也。

余往自癸巳(1593)及今春再登此山，十年矣。山中老衲如所称白云者，大半物故第，白云慈心不朽，宝刹已成。惟是前山

处此山之尊，当绝顶之上，烈风碎瓦，宿雾苔椽，祠不时圮。今复圮矣。乡人及十方善士，构材鸠工，将议鼎建，且议覆以铁

瓦，而请疏于余。余因举前语语之，请者曰:“如居士言，则示现之地，固不可莫为之计也。”余重语之曰:“如诸君言，人心

之灵，固不必余疏也。彼向者一念触发，旋获善果，不但数千里蹩躠而来，其忍以一椽一瓦之费为诸君忧乎?抑余有言，听于神，

不若听于心。是役也，麾金无吝，恒沙可量，然不可恃也。积金有成，浮图可俟，然不可家也，恃且家焉，神之灵将不在此山

矣，往敬尔事，无勤余疏。”请者曰:“即此，可疏矣。”遂书之。
［2］7

清康熙《贵州通志·仙释》、乾隆《贵州通志·仙释》、民国《贵州通志·人物·方外》等史志都曾明确记载:白云，大理

人，万历八年至阳宝山，探幽采胜，直穷薮泽。曾先后开建贵定阳宝山佛教丛林、安顺天台山寺、仁怀鹿鸣山寺。同书亦载:寂

明，白云弟子，戒行不减于师，天启间，安贼叛围新添城，徒众逃散，寂明不去，贼入寺，谕以大义，贼众俯首，不敢加害，

年七十无疾终。明刘文征《滇志·方外志》亦载:白云，云南大理人，戒行精严，杖锡遍天下。万历八年(1580)至贵州麦新阳宝

山，始住山数年，誓云:“去来必建丛林!”去十年果来建千佛阁，金碧辉煌，巍然巨观，为黔中名刹。寺成抵平坝示寂。由此

可见，白云开山阳宝，寂明为其法子继席阳宝，应无疑义。

在阳宝山塔院，笔者发现一座灵塔，为“示寂徵天觉灵位”，立碑时间为“天岁二月十七日”，法徒有寂字辈五子:寂清、

寂照、寂金、寂明、寂乘，法孙有照字辈十人:照禄、照洪、照睿、照定、照贵、照通、照云、照先、照从、照惠。“天岁”年

号无考，在整个有明一朝，有天字年号者为“天顺”“天启”两代。天顺年为八年(1457—1464)，刊行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

明一统志》以及弘治十三年(1500)的《贵州图经新志》对阳宝山都仅有“杨宝山，在卫城北，山常青翠”寥寥数语的记载，而

无有任何佛教内容的记载，故笔者疑“天岁”为天启元年(1621)。从碑文明确记载其法徒寂明的身份看，很有可能是白云大师

塔碑，“徵天”是否为白云法号，待考。白云示寂于平坝，但毕竟他是阳宝山的开山祖师，其徒子徒孙将其灵骨移归阳宝山，

立塔于山中塔院中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白云大师之徒寂明示寂后，骨塔于阳宝山塔院中，其塔碑为“示寂本师和尚寂明号宝镜觉灵位”，碑立于明崇祯壬午年(1642)

孟冬二十八日。孝徒有炤觉、炤洪、炤了、炤镒、炤遥、炤慧、炤旭、炤法、炤依、炤仁、炤晓、炤妙、炤常、炤好、炤满、

炤善、炤益、炤意、炤惟、炤修、炤本、炤和、炤相，孝徒孙有普延、普安、普让、普和、普超、普虞、普广、普善、普尚、

普伸、普好、普宣、普钦、普庆、普年、普梁、普乐、普高、普胜、普喜、普仲、普允、普密、普惟、普在、普芹、普著、普

福、普相、普恩、普良、普休、普贤、普文、普心、普栓、普忠、普受、普宗，徒曾孙有通云、通德、通化、通远、通印、通

湖、通传、通照、通生、通玄、通照、通望、通闻、通纪、通友、通智、通六、通宗、通伦、通慈、通文、通法、通永、通技、

通福、通仁、通会、通晓、通成、通顾、通秀、通什、通心等。

寂明的师兄宝华寂然，为明崇祯初年的阳宝山名僧宝华上人。郡中名士邱禾实之子邱懋朴与之为方外交。据《邱氏家谱》

载，清代贵定举人程步青(乾隆五十九年中举)于《明阳山寂然和尚传》中谓邱家子弟“皆常读书于阳山，而若木先生独与上人

相植”。邱懋朴，字若木，禾实长子，崇祯六年(1633)举人，历官广东徐闻县知县、湖广上荆南道佥事。顺治六年(1649)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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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楚，屡招不应，城陷死之。崇祯三年(1630)若木即入阳宝山读书，并与宝华上人为方外交。莫友芝《黔诗纪略》卷 22 有若木

《送宝华上人游鸡足山诗序》，序文中谓宝华上人者，蜀人也，在阳宝山披剃出家，“上人来，始以戒律精严，为四方檀越所

重，于是谒礼日众，宝地一新”。又大修佛庐，聚徒达百余人，表明宝华在崇祯年间中兴阳宝山。“上人初慕曹溪宗风，不立

言语文字”，标示宝华派属禅宗，传承的是六祖慧能的曹溪禅法。程步青《明阳山寂然和尚传》云:“后先生节义，慷慨死难于

荆南，上人终老阳山，盖亦各得志焉。”明确说明宝华上人最后终老并示寂于阳宝山。阳宝山塔院宝华上人的师弟宝镜寂明的

塔碑，铭刻有宝镜寂明禅师圆寂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由此判断，宝华亦很可能圆寂于崇祯末年。

白云大师的道友为无量大师，阳宝山中有关无量大师碑两块
①5
，一为贵定举人程步青于清嘉庆九年(1804)撰写的《重修阳宝

山莲花寺碑记并序》，二为明代的《阳宝山勘界文牒碑》，因史乘无载，兹将两块残碑重新排列点校，录全文如下:

重修阳宝山莲花寺碑记并序

名山大川不以封盖视三公，拟列辟莫得而私□□□□□□□□□□□□□□□□□□□□方异域，遐陬僻壤，偶有从龙焉

者，能降时雨，兴祥□□□珍兽，结怪石□□□□以主之，况笔者定邑，居黔之东阳山麓，在城隅，顾不赫奕也哉!溯立庙之□

□□□□□□□□□□□□□□□□□□□□禅师率其道友徒众，自川中避兵于黔新添卫，□兵民情□使其察人品清□□□，

士民公呈，令其执牒□□□界重修庙舍，永作丛林。僧固挟金赀，遂□□□□□□□□□□□□□□□书有遗嘱，□□□□一

房，虽革命之际，兵戈扰攘，此寺固无恙也。

国朝康熙中火灾，佛像契卷，半为煨炉，因随时□□□□□□□□□□□□□□宫创，若界□、方印力尤勤焉。□日月既

□□□新，永修谋僧众，合志鸠工，为前后三进，左右两厢，面南西北者，为僧舍书房，周□□围以砖石。因前人之规模加时

兴之□□□□□□□□□□□□□□塔其秀媚，林壑泉石，花鸟烟云，无不矜奇斗巧，骇目快心，岂□□秘，一旦轩露□□□

予因之有感也，乃作记，记曰:

□□原夫造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最灵，□□□□□□□□□□□□□崧高维嶽，生甫及申，良有以也。粤考阳山，发脉

于楚，在定之北，诸峰□□□，莲台高捧，有民间乡贤姚公、邱公皆读书于兹，故其学问精纯，气□□节高峻，德行政事，卓

然君儒。

国朝以来，吟咏不绝，人文蔚起，春秋两试，科甲绵□□□□菁淑之气，鸣而为水，静而为山，人杰地灵，意在斯夫!意在

斯夫!寺之中，平地上多奇石涌出，或伏或立者，则造经岩也。其侧为荷笔峰，俯视城廓，甲第连□□云者，头天门也。少上数

里，翼然而立，□围不垣者，□□亭也。亭右纍□者，为塔湾，左侧马关水环羊肠田绕焉。最上为联珍岩，佳石人立，色间奇

白，如列阵兵，行伍整睱，如旅行之客，耳语肩摩。又四五十步见□□一洞，老僧□□师云古来有此也，寺为时□□□掣，崖

壁碎裂，大雨中火灭，金光闪烁之处，忽开一窦，□而视之，□□内平，遂不可测，石笋莲台高坐域传大士一尊，殊不知其从

天而降，何处飞来，故名之为观音洞。又曰□□米谷数枝，□□合掌，惜皆火去，今仅存龙骨墩二□于斗高尺许，以□□□□

米谷□说，当亦非□东耳山。□□□□□，飞凤其寺，乃白云所建。白云者，无量道友也。惟崖巅一洞，云气吞吐、烟雾□□

迷离中有棋坪、丹灶。仙人□□鹤等物，必胆壮而好奇乃敢探之。然世□亦罕有龙到此者。云昔□朱和尚常□□□□□□□□

□□□□□□□之池为龙□，春波湧发，绿山潆洄，桃花片片，鸟语喃喃。登高远眺□□智者耶，将为仁者□□□□之名，以

人而盛江山□□景以文而工，前君子隐居□□□将以性□□□□为文章，□□□□□□□□□其□而散轶，意者“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所以使后之人低回流□□□□□不能去者，在此而不□□。

贵定县知县加□□□□□□□□□□□刘绳爵

贵定县典史加三级记录□五次杨三元

5 ① 残碑全文为贵定县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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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定□□□□□□级记录十次刘兴国

新添营千总加三级记录五次，赵霆、赵信

贵定县□加五级记录五次□一诚

甲寅科举人候拣选知县程步青撰文

贵定县加五级记录五次罗□钜

贵定县学候廪增广生员郭珩敬书

原任僧会洪宗，徒原任僧□□□□□行僧超，方壁，徒广桂、广□、广□，□严秀，□□永惠、□越、超字、超太、超莲、

超群、超成，大顺、大伟

一房:广凝，徒严海，孙洪□

广种，徒严瞻、严仪，严信、严智

孙洪云、洪远，

洪林，徒永富

三房:洪超，徒永文，孙超源、超陵、超远，重孙大空、大智

四房:严四，徒洪兴、洪吉，孙永连、永聪，□荣

石匠:刘朝开、刘朝赞

大清嘉庆九年岁次甲子小阳月榖旦立

阳宝山勘界文牒碑

举陈尧谟，陈尧年，生员王道隆，左所殷友经，右所肖胜祖，前所王道惠，后所高金龙，耆民王延阳，陈世俊等公呈，访

得僧人无量师徒数众，自川来黔，果系诚实，心地和平，戒行精洁，伏乞给牒付僧，任其住持，焚献重新庙宇等诘，本司即率

领僧人无量师徒数众会同僧耆军民，踏勘山场周围各界明白，以作常住奉佛之需。东至鲍家坡中领，南至头天门□，西至马讲，

北至梯子岩，以上四至分明为界，尽踏付给本僧常住。坎壈开垦，焚献管理，日后无紊，合行给牒，永为执照。为此，牒仰僧

人无量，照牒理事，即便遵照，修建山门，伐树木，开挖土地，任从取便，毋得军民人等入山，□□□毁谤佛门。无量等亦不

得容留游方僧道，面生歹人，在此妄作横□□□未变，顺至牒者，右牒下阳宝山住持僧无量执照，准此。

□□□□二年八月初一牒

从《重修阳宝山莲花寺碑记并序》的落款看，在清乾隆、嘉庆年间，阳宝山至少有“方广严洪永超大”七个字辈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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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文指称“白云者，无量道友也”来分析，无量有可能与白云同一字辈，这一推论可从阳宝山塔院广庆墓塔证明。广庆和尚

塔碑立于乾隆辛丑年即四十六年(1781)，其骨葬于乾隆二十年(1755)季春。正中为“临济正宗西逝老道兄广庆正性墓”，其左

下为“道友广定、广重”，广定、广重与广庆为道友，均属于阳宝山临济禅宗突空系法脉广字辈。既然无量与白云为同一时代

的道友，属于同门同一字辈亦当在情理之中。

从前述邱禾实疏文，可知阳宝山最初奉祀的为道教的真武祠，以道教为主，真武祠中前殿奉祀的是真武帝，后面奉祀的才

是佛。据刻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贵州通志》卷十二《新添卫·寺观》记载:“宝山寺，卫北十五里高山之上。近有僧白

云募建千佛殿于寺后左一里许，四山环绕盘拱，真一方胜概。”可知在白云大师来山之前，山中已有宝山寺，其寺即真武祠，

住持者为僧人，与旧治玄真观同类，佛道不分，民众以寺呼之。据明刘文征天启间《滇志·方外志》载:

白云，郡人。出游天下，杖锡几遍。万历庚辰，至贵州麦新阳宝山，探幽采胜，直穷薮泽。山故多虎，僧止之，弗听，裹

粮坐泽中，凡八日。时方大雪，所止有鹿卧其地，雪亦弗及，它僧异焉。始住山数年，人未见其卧，卧间有功课，人亦不及知

也。云誓:“去来必建丛林。”去十年果来，建千佛阁，取材于山，凡百工之技，若匠若陶者，皆自为之，殊绝精巧。阁将成，

遣其徒入滇募铸丈六金像，工费甚巨。云往逆之途，抵平坝，卒。卒之时，谓其弟子曰:“吾志愿未毕，会当复来。”乃今来，

则不可知矣。

由此文可知，其一，白云来阳宝山时间为万历庚辰八年(1580)，历经十年后，又来山建成佛教丛林。从白云始，阳宝山从

道教之山一变而为佛教丛林，以佛教名山而闻名西南。其二，白云来山，山中多虎，尚未大规模开发，白云直穷薮泽，被僧止

之而弗听，可知有僧人住持山中真武祠(宝山寺)，情形可能与旧治玄真观相似，故阳宝山开山时间当早于万历，而道教进入或

在明初。其三，直至白云寂之时，山中募建的千佛阁尚未最后完工，结合邱禾实疏文，可知其示寂之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

左右。

万历八年(1580)白云来山后，再创佛教丛林，自此之后，阳宝山才是以佛教为主的佛教名山，故白云实为阳宝山佛教丛林

的开山大师。万历二十一年(1593)，邱禾实登阳宝山，禅悦阳山，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隔十年再登阳山，看到前山绝顶

之上，烈风劲吹，真武祠瓦为之破碎，宿雾苔椽，祠已圮矣。乡人及十方善士，拟重新鼎建。而重新鼎建前山者很可能为白云

大师的道友无量大师。再结合以上两块残碑推断，万历八年(1580)白云大师阳宝开山，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成寺庙，不久

离开。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莲花山真武祠残破，次年，郡人拟议重修，正好白云道友无量大师由四川入黔，避兵新添卫，

因其心地平和，戒行精洁，深得民众喜爱，信众由是呈文推荐于官府，官府乃下文给牒，让无量师徒数人会同郡中军民，踏勘

寺庙周围土地，重修阳宝山前山莲花山寺，官府下文发牒时间很可能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故《阳宝山勘界文牒碑》之落款

时间之四个空格字，疑为“万历三十”，故落款时间或为“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初一牒”。

如前文所述，“寂”字辈之五徒宝□寂清、宝华寂然、宝光寂金、宝镜寂明、宝珠寂乘是白云法子已是不争史实，故白云

大师应为临济正宗之第二十九世，阳宝山开山之第一代，传至十一代清澄广凝、十二代若显严密，这在他们的塔碑中亦明确铭

刻“传阳宝山第十一代”“传临济正宗本堂第十二代”字样。而传至“弥满本觉”四字时，阳宝山僧人又自行将其微调为“永

超大觉”或“永超本觉”，而将“了悟心宗”弃之不用，传至宗定大师时，直接上接“了”字辈，是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七世，

其徒惟善为临济禅宗法脉第四十八世。

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壬申的传临济正宗四十八世圆寂恩师上惟下善老和尚塔，法徒有贵定县佛教会长灵法，法孙有廓

圆、廓然、廓兴、廓安、廓亮、廓芳、廓铣、廓祥、廓明、廓贞、廓敬、廓清，法重孙有彻仲、彻雾。从惟善老和尚立塔的时

间和塔碑上所列的法孙、法重孙来看，阳宝山临济禅宗突空系法脉字辈显然已传承至民国末年。

故此阳宝山有据可查的字辈为:“□□□海(姑用海字辈，待考)。寂照普通，湛然法界。方广严宏(洪)，弥(永)满(超)本(大)

觉。了宗惟灵，廓彻□□。”共有二十三个字辈。兹将《阳宝山临济禅宗突空系法脉字辈排序表》列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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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第二十九世海字辈，阳宝山第一代:有白云海□、无量海□(姑用海字辈，待考)。

临济第三十世寂字辈，阳宝山第二代:有宝□寂清、宝华寂然、宝光寂金、宝镜寂明、宝珠寂乘。

临济第三十一世照(炤，照之异体字)字辈，阳宝山第三代:有云空照宽、照悟、心闻炤无、凝空炤慧、炤觉、炤玄等。

临济第三十二世普字辈，阳宝山第四代:有真恒普明、彼岸普登、济舟普觉、纯还普连、普住、普初、普越、普愈、普宗、

普严等。

临济第三十三世通字辈，阳宝山第五代:有郎松通明、便如通益、贵林通富、心慧通节、楚平通本、通觉等。

再往下就是阳宝山从普陀山后寺另开派的字辈:

临济第三十四世湛字辈，阳宝山第六代:有凝碧湛明、美述湛喜、纯熙湛胤、自知湛登、湛纯、湛善、湛德、湛悦、湛郎等。

临济第三十五世然字辈，阳宝山第七代:有必辉然悦、秀无然广、秀止然慧、慈忍然祀、然福、然应、然影、然蒲、心衢然

□等。

临济第三十六世法字辈，阳宝山第八代:有湛惺法□(僧纲司)、耳明法顺(僧纲司)、永安法祝、勤修法正、必旨法资、咲(笑)

旨法达、圆觉法元、宝界法悟、载月法轮、朗悟法真、碧云法海、法心、法结、法彻等。

临济第三十七世界字辈，阳宝山第九代:有辉霞界泽、育之界斈(学)、真纯界灯、月汕界可、大彻界远、能安界进、界侍、

界登、界囿等。

临济第三十八世方字辈，阳宝山第十代:有本量方躯、性海方珮、方印、方应、方宇、方顺、方贤、方资等。

临济第三十九世广字辈，阳宝山第十一代:有绩繁广裔、纯一广愿、清澄广凝、文达广种、广元、广云、广东、广友、广崇、

广法、广闻、广玫、广桂、广稷、广宪、广禄等。

临济第四十世严字辈，阳宝山第十二代:有泽彩严珍、潮宗严海、威重严训、若显严密、严秀、严四、严侑、严起、严秘、

严净、严永、严智、严瞻、严仪等。

临济第四十一世宏(洪)字辈，阳宝山第十三代:有东阳洪舟、洪林、洪永、洪远、洪云、洪兴、洪海、洪基、洪吉、洪端、

洪开、洪连等。

不知何故，从洪字辈下，阳宝山临济禅宗便另立字派为“永超大觉了宗惟灵廓彻”:

临济第四十二世弥(永)字辈，阳宝山第十四代:有德征永禄、弥池、永文、永连、永聪、永富、永修、永亮、永贤、永钦、

永铣、永钰、永林、永远、永心等。

临济第四十三世满(超)字辈，阳宝山第十五代:有超源、超陵、超远、超宁、超太、超莲、超群、超成、超临、超一等。

临济第四十四世本(大)字辈，阳宝山第十六代:有本纶、本慈、本惠、本荣、大空、大豁、大恒、大兴、大材、大发、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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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临济第四十五世觉字辈，阳宝山第十七代:有觉灿、觉知、觉明、觉慧、觉真、觉悟等。

临济第四十六世悟字辈，阳宝山第十八代:有了空(待考)。

临济第四十七世宗字辈，阳宝山第十九代:有宗定。

临济第四十八世惟字辈，阳宝山第二十代:有惟善。

临济第四十九世灵字辈，阳宝山第二十一代:有灵禅、灵文、灵法、灵声、灵书等。

临济第五十世廓字辈，阳宝山第二十二代:有廓修、廓圆、廓镇、廓亮等。

临济第五十一世彻字辈，阳宝山第二十三代:有彻天、彻荣、彻仲、彻雾等。

为证明以上法脉传灯字辈排序言之不虚，再举几例阳宝山塔院的塔碑以为说明:

先立碑于雍正十一年(1733)孟秋的“特恩示寂僧纲司法顺号耳明觉灵塔墓”，后于乾隆元年(1736)五月初二葬其骨，有俗

家孝侄:李荣、李元、李琳、李芳、李配、李金，有出家法徒:界李、界寅、界坤、界超、界德，法侄:界千、界玺、界侍，法孙:

方念、方文、方训。查《排序表》可知法顺为临济三十六世，阳宝山第八代住持，其界字辈法徒为临济三十七世，阳宝山第九

代，方字辈法孙为临济三十八世，阳宝山第十代。

清澄广凝和尚塔明示了传阳宝山第十一代:“临济正宗传阳宝山第十一代西逝恩师上广下凝字清澄和尚之塔”，塔碑立于清

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三十日，其骨则葬于乙丑年嘉庆十年(1805)六月二十二日。其法徒有严海，法孙有洪崐、洪玺，重法孙

有永慧。清澄广凝为临济正宗传阳宝山第十一代，根据《排序表》上溯至开山白云大师，正好为阳宝山第十一代住持，为临济

禅宗第三十九世。

湛惺和尚塔有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世、其徒界灯为三十七世的铭文，碑为乾隆十八年(1753)仲冬立，骨葬于乾隆二十年(1755)

十月初七日，正中铭文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世原任贵定县僧纲司湛惺和尚塔墓”，法徒铭文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七世示

寂恩师爷上界下灯字真纯和尚塔”，骨葬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廿九日。查《排序表》师徒分别为阳宝山第八代和第九代。

由此可见，以上数例，验之于《排序表》亦反证表中字辈排序的正确性。

从以上考述可知，黔中贵定阳宝山临济禅宗法脉，源远流长，上接湘西突空一系，下开阳宝白云二十三字辈，自成阳宝山

突空系一支临济禅宗法脉传灯系统。山中法脉，临济传灯，薪火相传，代代相承，绵绵不绝，从明季开始，直至民国末年，影

响深远。三百年来，其法脉之流长，人数之众多，体系之复杂，塔林之盛大，这在贵州乃至中国禅宗佛教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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