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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记忆

B

书 中 信 阳

净居寺修建与佛教天台宗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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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关老街。

（中国摄影家学会会

员张一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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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人嗜好饮茶，一向认为

“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把

茶饮当作生活中的大事；信阳人

又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各地皆

有着浓郁的茶风茶俗。

信阳人嗜茶， 远超过烟酒，

甚至于可以没有烟酒，也不能断

茶。信阳人饮茶的最大特点是普

及性。 旧时，贫民日常饮大叶片

粗茶，其特点是不跑气，不需密

封，茶水略涩微甜，泡数日不走

味 ；茶叶用量少 ，不馊水 ，故有

“粗茶细喝、细茶粗喝”之说。 一

般摆茶摊者多用此茶。农民则采

号称“满天飞”的乔木叶茶（也称

大呈板，落叶乔木，端阳节采叶，

叶尖粗型，经揉制、发酵制成的

信阳红茶现已极少见）， 只在节

庆时饮点细茶（毛尖茶）。富有人

家则常年饮用细茶。光山一带贫

穷人家还习惯采集每年谷雨前

的杨柳树的嫩叶， 晒干储存，以

作全年泡水之用。

信阳大别山区，几乎每家中

堂屋靠墙边都有一个火塘，火塘

上吊着一个水壶，这就是大别山

过去的“暖水瓶”。 每年秋凉后，

火塘就开始燃起火，一个特大的

树根燃烧着，吊壶灌满水，吊在

火苗上。 不一会儿，壶水咝咝有

声， 拿来洗净的茶盅冲茶品评。

一口喝下肚，再用稍晾片刻的滚

开水点第二道汤， 再一口喝下

去，味浓，口感好，烫得嗓子眼发

麻，涩得嗓子发苦，然后再倒吸

一口凉气， 嗓子眼甜丝丝的，味

道全在这里面，奥妙也在这一刹

那，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

是神仙，赛过神仙。

新中国成立后，大叶片和杨

柳嫩叶逐渐被毛尖茶所取代。城

乡居民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饮

茶更加普遍，饮茶也不限于成年

男子。 农村人均消耗茶叶从

0.1

公斤上升到

1.82

公斤。 新茶上

市后，一般干部职工家庭都要存

茶数斤至

10

斤不等， 茶饮成为

信阳人生活的必须。 无论居家、

办公、出差、开会甚至于赴宴做

客，玻璃茶杯不离左右，成为信

阳人生活的一大特色。

（浩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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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居寺古建筑群位于光山县城西南，为

佛教天台宗祖庭，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旧

志记载：南北朝北齐天保年间

(550

年—

560

年

)

， 慧思和尚在此结庵。 唐神龙年间

(705

年—

707

年

)

，道岸禅师为弘扬佛法 、给家乡

增色，选择大苏山建寺，始名净居寺，显然有

追念前贤慧思、智顗并为天台寻根的目的。唐

僖宗广明庚子

(880

年

)

，废于兵火，后几经战

乱破坏，仍历代相沿，传无绝期，现存明、清古

老房建筑

59

间。至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

鼎盛时期

(

唐、宋

)

，僧超

1000

、房过一幢

(

一幢

为

1000

间

)

。 寺内存有宋真宗手迹“敕赐梵天

寺”石刻门额、明神宗颁大藏经“皇帝敕命”

碑、清康熙皇帝“钦赐大苏山梵天寺重建记”

碑等。

天台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佛教宗派，也

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 天台宗的出现不仅影

响中国佛教史甚至于影响中国思想史、 文化

史，有学者说“其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是难以

估量的”。 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以及一般

僧俗人众对天台宗多有爱好并极其重视。 信

阳光山净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和重要发

祥地。 慧思、智顗、道岸等高僧都曾在净居寺

和大苏山一带留下足迹。

首先是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 天保五年

（

554

年）年初，慧思和尚历尽艰险到达大苏

山，结庵而住；三月二十五在大苏山摩崖刻石

记之。 不久修齐光寺，开天台祖庭之初，他带

领徒众在大苏山辟荒种茶，辟池种莲，成为净

居寺开山祖师，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三祖，是

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位列第四）的老师。

据史料记载：慧思（公元

515

年—

577

年），南

北朝僧人，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东）人。 他

15

岁出家，依慧文受法，人称“思大和尚”。 慧思

依净居寺为根基，在光州游历达

14

年之久。

其次是大师智顗。智顗祖籍河南颍川（今

河南许昌）， 后迁荆州华容 （今湖北潜江西

南），为天台宗的正式（实际）创立者，系在大

苏山“毕业”的高僧。 陈天嘉元年（公元

560

年），他

23

岁来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学

禅法，修行法华三昧而寂然大悟。陈太建七年

（公元

575

年），率弟子慧辩等

20

余人入天台

山（今浙江省东部）建草庵，研习经典，讲学修

辞

9

年，人称“天台大师”。智顗在研究师祖慧

文、老师慧思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

了“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为中心的独立学

派， 它集合南北各家义学与辉观并加以整理

和发展终成一家之言， 从而创立中国佛教第

一大宗天台宗。天台宗是藤牵海内外，名僧遍

天涯。 但究其根底，其祖庭虽在天台山，其创

始人的学说奠定基础却根植于光山净居寺。

这就是净居寺为何成为海外佛教天台宗寻根

探祖之地的由来。

第三位大师道岸和尚。道岸（

654

年—

717

年），唐

代僧人，后因融合禅宗，亦称道岸禅师。 道岸

是净居寺寺院的创建者。 唐开元五年 （

717

年）道岸圆寂于绍兴龙兴寺，道俗执丧盈万。

道岸一生颇有创树，对净居寺贡献也最大，除

兴建净居寺外，还在大小苏山广植厅花异树，

美化环境，装点关山。

另外，据说，鉴真大师也受戒净居寺。 鉴

真大师（

688

年—

763

年），唐代高僧，日本律

宗的创始者。本姓淳于，扬州江阳（江苏扬州）

人。

14

岁出家，

18

岁由道岸禅师受“菩萨戒”。

有史料说， 公元

705

年前后，

18

岁的鉴真慕

名来到光州，“就名僧道岸受菩萨戒”。 受戒

时，道岸给他起名“鉴真”。一个人在青年时期

能否得遇明师 ，往往对其一生有极其重大

的影响 。 年轻 、好学 、聪颖的鉴真 ，有幸在

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指路明灯，进入高

僧的圈子， 从此他的人生开始在更高的层次

上展开。 天宝元年（

742

年）应日本学问僧荣

睿， 普照等邀请，

6

次东渡，

5

次被风浪所阻，

最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于天宝十二年到达

日本。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卷》）

苏轼咏净居寺“二圣”诗句

“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 愿从

二圣往，一洗千劫非。 ”这是北宋时期

大文豪苏轼《游净居寺》的著名诗句。

他所说的“二圣”，指的是曾居住在大

苏山的两位高僧： 慧思和他的弟子智

顗。 这两位高僧后来都被尊为天台宗

的祖师，智顗更被尊为“中国的释迦牟

尼”， 他们在大苏山所形成的思想体

系， 将佛教教理与中国思想文化精神

相结合， 使中国佛教脱离了对印度佛

教的依傍，形成自己的面貌和特色。这

带动了后来中国佛教整体走向成熟，

此后， 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深深渗透

到人民大众之中， 从而对中国社会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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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星 ，息县人 ，明万历年间

历任知县、御史、右参议、右佥都御

史、巡抚等职 ，是明清乱世难得的

廉吏。

走驴上任。 李若星自幼勤奋，

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中进士，

被任命为河北枣强县令 。 因为家

贫，他只能买头小毛驴代步，“走驴

上任”。 上任后，他以廉洁品德和超

群才干，治理县政，朝野器重，很快

升任监察御史。

弹劾魏忠贤。 李若星在任御史

期间，揭发魏忠贤（天启皇帝权宦）、

客氏（天启皇帝乳母）狼狈为奸，把

持朝政，遍植党羽，生杀予夺种种罪

恶，成为弹劾“魏党”第一人。当时权

宦，尽惧其刚直。 后来，魏党乘李若

星在西部边疆带兵之机， 诬陷其谋

反，遭到削职、脊杖和流放的迫害，

至崇祯帝方才平反，官至吏部尚书。

（据《信阳红廉文化苑·大别风

骨篇》）

李若星：弹劾魏“党”第一人

光

影

申

城

楚 韵 汉 风

信阳茶民俗之民间饮茶

烛光里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