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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双塔寺之名久矣，今日得此一览实乃人生之幸也。双塔

寺本名永祚寺，因有宣文、文峰双塔而又名双塔寺。该寺始建

于 1599 年（明万历二十七年），400 多年间，饱经沧桑，到民国末

期，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多次对它进

行维修，新建碑廊、仿建前院、广植牡丹，使古刹面貌一新。

令人遗憾的是，我此次双塔之行在仲春时节，牡丹并未开

放。不过倒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牡丹未开，故而游人并不算多，

而我又不是为牡丹而来，故而可以相对清净地来游览这座古寺。

闻名于世的双塔各为十三层，八角形，全部为砖砌结构，由于年

代的久远，青砖都有了历史的痕迹，而砖体的表面在人力所及的高

度大都被不懂礼貌的游客刻了些有伤大雅的文字。八角的突触端

挂有风铃，风吹过来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音。塔里有一条弯转的

楼梯盘旋通向塔顶。既然到此，塔总是要爬的，刚爬了一层，心里就

打了退堂鼓，在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楼梯上，只有从四面窗口射入

的微弱的光芒，勉强可以看清前面的路，四周一片静寂，不由得一阵

阵毛骨悚然。心想还是作罢时，听到上面传来了人的说话声，是有

人从上而下，终于又鼓起了勇气，又爬了两层，声音又断，不由地又

犹豫了一阵，后面又传来了走阶梯的声音，是有人在上塔，于是又鼓

足勇气继续前行。就这样在时断时续的脚步声中终于爬到了塔顶，

不禁感到一种由衷的伟大。十三层并不算高，但当独身置于静寂的

黑暗中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心力的考验。稍事休息，开始下塔，俗话

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塔亦如此，下塔恐要更为艰难。在射入的微

光里，被磨得发亮的青砖台阶偶尔会有些反射，故而要十分小心，怕

的是一不小心从上面滚落。小心翼翼地扶着两排的青石，终于走出

佛塔，再一次沐浴的春日的阳光下。

拜佛与登塔是我此行的两大目的，既都已实现，倒不妨在寂静的

小径上走走以观其全貌。整个寺庙的建筑几乎全为青砖所建，历经数

百年的风雨仍然巍巍然而耸立其中，不能不为先人的建筑功底大为赞

叹。寺中种植了大量的牡丹和绿色植物，在这仲春时节里显出了盎然

生机，而这座充满历史痕迹的古迹在历经劫难之后依然泰然自若，在历

史前进的潮流中以他博大的胸怀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曾 经）

双 塔 寺 游 记

未到晋祠之前，就听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于是我怀着期

盼的心情，走进晋祠。

晋祠里面，最有名的应该是难老泉。关于此泉，还有一个《饮

马抽鞭，柳氏坐瓮》的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在晋祠北边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她

的婆婆虐待她，逼她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水挑回来，婆婆只

要前桶，不要后桶，说是嫌后桶水脏，存心刁难。

一天，柳女挑水归来，遇到一位骑马人要借水饮马，她欣然答

应。那人送给柳女一条金丝马鞭，告诉她把此鞭放到瓮中，只要轻

轻一提，水就会满瓮。柳女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可惜没多久，这

个秘密就被她的小姑子发现了。她趁嫂子回娘家之际，从瓮里把

马鞭提了出来。不料，水从瓮里奔涌而出，水势越来越猛，很快就

要淹没村庄。此时，柳女正在娘家梳头，闻讯飞速赶回，毅然坐在

了水瓮之上。水势立刻变小，全村百姓得救了，她却从此再也没有

离开水瓮。为了纪念这位善良的柳女，人们在晋祠难老泉亭的上

方，建了一座水母楼。

从难老泉下来，向前走几步，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水潭，名叫“不

系舟”。据说，此潭中的水冬温夏凉。潭中的水草，则冬夏常

绿。水潭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石塔，关于它也有一个

惊心动魄的故事。

几百年前，生活在这里南北两渠的农民，

由于地主、土豪的挑拨，经常会为了争水

打斗。后来有一次，官府说要调解

纠纷，实际上却设下一个毒

计：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

的油锅，锅里放了十枚铜钱，要

求人们从锅里取铜钱，能取出几枚，

以后就可以分到几分水量。这时，

从北渠的人群中，走出一个青年，他

勇敢地从油锅里取出了七枚铜钱。

于是，北渠的农民就永远分得了七

分水量。不幸的是，那青年烫伤过

重，当场就死去了。人们为了纪念

他，就在渠中修了这座石塔，因为那青年姓张，此塔就名为张郎塔。

晋祠里面，有很多千年古树，其中最古老的是距今 3000 多前的

周柏。传说当初这样的柏树有两棵，分左右种在圣母殿的两侧，他

们是一对恋人。有一年，大殿左侧的柏树长出了树榴，人们认为不

吉祥，就将她砍掉了。结果，另一棵柏树十分悲痛，在生长的过程

中，一天天向恋人曾经生长的方向倾斜，就在他快要倒压到圣母殿

时，在他的下侧又长出了一颗柏树，恰好将他支撑住了，人们把他

们叫做“父子树”。不管时光如何变迁，他们总是相依相偎，保持

着勃勃生机，成为晋祠一绝。

晋祠之美，美在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美在它独特的

历史文化韵味，而这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无异为增

加它的魅力，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它

们歌颂着柳女的善良、柏树的痴情

和张郎的勇敢，是晋祠灵魂

深处的另一种美。

（张军霞）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 40 公里的天龙山腰。天龙山亦名方山，海拔高 1700

米。这里风光秀丽，历史上曾是北齐皇帝高洋之父高欢的避暑行宫。四周山峦起伏，遍山

松柏葱郁，山头龙王石洞泉水荡漾，山前溪涧清流潺潺。由于北齐时山下兴建了天龙寺，后

人就习惯地称之为天龙山了。

石窟分布在天龙山东西两峰的悬崖腰部，有东魏，北齐、隋、唐开凿的 24 个洞窟，东峰

8 窟，西峰 13 窟，山北 3 窟。共存石窟造像 1500 余尊，浮雕、藻井、画像 1144 幅。各窟的开

凿年代不一，以唐代最多，达 15 窟。东魏石雕比例适度，形象写实、逼真，生活气息浓郁；

唐代雕像则愈见严谨、洗炼、精湛。唐代石雕体态生动，姿势优美，刀法洗炼衣纹流畅，具

有丰富的质感。第九窟“漫山阁”中的弥勒大佛坐像高约 8 米，比例和谐，容貌端庄凝重；

下层观音立像，高约 11 米，形体丰满，璎珞富丽，纱罗透体，而普贤雕像，面带微笑，治然自

得，是石雕中的精品。天龙山上，还有遍山松柏，尤以盘龙古松龙游神盘，纵横缠绕，为天

龙山上又一奇观。

天龙山石窟以其造型的娴熟、比例的适当、线条的柔和、雕刻的精细为后人研究佛教、

美术、雕刻、建筑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典范，在世界雕塑

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依 文）

天 龙 山 石 窟 晋 祠 的 灵 魂 之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