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兴千年桐溪寺，重启一段尘封的历史
　　核心提示：说起桐溪寺，
从字面上立刻会让人想起桐影
飒飒，溪流潺潺的妙境。果不
其然，据史料记载，这里的确
曾经桐林茂密，流水潺潺，“桐
溪”正因此得名。民国时期，
桐溪寺曾与麓山寺、开福寺、
杲山寺、上林寺、宝宁寺、华
林寺、灵云寺并称为“长沙八
大丛林”。
　　至于“桐溪”这个名字的
真正内涵，历史上似乎没有太
多的考究。只知道这个寺庙为
唐代所建，原名兴国寺，到了
清代被更名为“桐溪寺”。
　　与桐溪寺一起留存在世人
记忆中的还有，“隐居”于寺
后密林深处的曾国藩墓。那么，
这座始建于唐朝、已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古寺，有着怎样的
过去？曾国藩因何与这里结
缘，要将此处作为他最后的“家
园”？千百年中，数度沉浮，
古寺法缘为何能延续至今？历
经半个多世纪的落寞，即将消
失的寺院如何重焕“青春”？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
年古刹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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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禅宗大师点拨悟道后
建寺弘法

　　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坪塘乡
桐溪村境内的伏龙山下。进门
后，拾级而上，有大雄宝殿等
殿堂，寺宇布局与一般禅宗寺
院相同，仅两进，客堂设在西
边厢房之中，方丈室在寺后东
边角落。庭院中有数百年的罗
汉松、白果树，枝繁叶茂，挺
拔隽秀，为寺院增色添辉。
　　史载，桐溪寺为唐代振郎
禅师创建于公元 791 年（贞元

7年）。据《五灯会元》卷五
记载，振郎禅师属禅宗青原系
下二世，五十来岁进入古长沙
城，看见伏龙山后桐林茂密、
山前流水潺潺，山青水秀，鸟
鸣谷应，环境清幽而雅致，是
不可多得的修行宝地。振郎禅
师身先士卒，率众搬基石、伐
木材，一砖一瓦建起了桐溪寺
的前身兴国寺，堪称唐代名刹。
　　关于桐溪寺的由来，还有
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振朗禅师问石头和
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石头和尚道：“问取露柱。”
振朗禅师道：“振朗不会。” 
石头和尚道：“我更不会。”
　　振朗禅师沉吟了一会儿，
突然省悟。祖师西来传法的目
的，就是要人明白自己的心性，
此心性无形无相，不可言说。
动念即乖，开口即错。会与不
会，全没交涉。与不会没交涉，
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与会也
没交涉？振朗未见石头前，正
是死于此地；石头和尚一句“我
更不会”却将他救过来了，亦
在此地。
　　振朗禅师悟道后，即回长
沙兴建了兴国寺（即桐溪寺的
前身），住山接众。
　　石头希迁禅师 
（700～ 790），唐代禅宗大师。
先投禅宗六祖惠能门下，受度
为沙弥。后依于六祖门下青原
行思。禅宗五家，其中曹洞、
云门和法眼三家，在传承上都
渊源于希迁。曹洞禅后传入日
本，迄今传习不衰。法眼的再
传也曾繁衍于高丽。对于国内
外的禅学界，希迁的禅学思想
的影响深远。

古寺在建与毁中数度沉
浮

　　后来，因唐武宗会昌法
难，寺毁。然而，祖师们对桐
溪寺的感情依然牢固不破，恢
复桐溪寺重振宗风的愿力有增

无减。一直到宋代，机缘才得
以成熟，寺得以复建，重现当
年瑞光，更名为“伏龙庵”。
　　明末，寺又毁于战火。时
至清代，天岩应适这位大德禅
师，为光大禅门接引之法，“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 ，不为
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慈悲济世，使沉寂的十方信众
又信心大增，募缘颇丰。应适
禅师亲自领众收拾废墟，重建
寺院，重塑佛像金身，且正式
将寺名更名叫“桐溪寺”。终
于使古寺名副其实与伏龙山神
妙的人文地理景观相辉映。
　　据传清代香火极盛时，桐
溪寺有和尚七八人，三进两横，
大雄宝殿前两侧，有古白菒树
各一，右盛左衰，传说右树系
伏龙山风水吉穴所在，因树皮
可治心血管病，大半被香客与
农户剥取。
　　民国时期，桐溪寺曾与麓
山寺、开福寺、杲山寺、上林
寺、宝宁寺、华林寺、灵云寺
并称为“长沙八大丛林”。
　　1944 年，著名诗僧万休
圆寂于此。1945 年抗日战争
胜利后，该寺住持祗修和尚开
期传戒，前来求戒者近200人，
千年古寺名声大著。
　　到了文革期间，寺院又被
毁，佛像被拆，菩萨被烧，寺
庙的住房被分给了村民，寺院
的僧人也四散了。随着时光流
逝，慢慢地残垣断壁亦不存，
仅剩古树三两棵。
　　“我小时候，这里不晓得
好多大树呢。”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村民曾启亮，回
忆他小时候桐溪寺的模样，依
然十分激动。“原来有 108 间
住房，从山腰一直延伸到山脚
下，那气势，不晓得多漂亮！
寺院里有两棵罗汉松，两棵白
果树和两棵银杏树，都是上千
年的历史咧。”他记得，那时
的住持会看病，谁家有小孩不
舒服，就请住持看病。逢年过
节，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到庙里

上香。
　　桐溪寺历史上数度沉浮，
但法缘不绝。清同治十三年，
曾国藩迁葬于寺后，并建大型
石墓。文正公的到来，为桐溪
寺的文化底蕴带来了莫大助
缘。

曾国藩与桐溪寺的因缘

　　大家知道，曾国藩是晚清
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
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还
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这样
一位晚清名臣是怎么与桐溪寺
结缘的呢？
　　据说，曾国藩早年行事手
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
但在经历了回湘守孝“大悔大
悟”的两年之后，他的思维方
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终于认
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
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
者。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
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
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最终他成为“内圣外王”的一
代儒宗。
　　而就是在这“大悔大悟”
的两年中，曾国藩结识了桐溪
寺当时的住持宝月老和尚。二
人经常一同畅谈佛法人生，得
到了佛法的开释。正是这份殊
胜因缘，曾国藩看中了桐溪寺
后山这块福地，最终葬于寺后。
　　还有一说就是，当年曾国
藩到湖南办团练，在此地训军，
时时造访此寺，与寺庙住持宝
月大和尚意气相投。后来靖港
之役兵败，他想跳河自杀，被
人救下后来到桐溪寺疗伤。和
这里有特殊的缘分，也有深厚
的感情。曾国藩深感此地气象
不凡，故萌生下葬于此的念头。
与宝月大和尚成为至交后，曾
国藩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
听，但当时宝月并没有直接答
应他。而是告诉他，佛门净地，
非常人能使用。“他们相约，
谁先去世，谁就葬在这里。最

后，还是曾国藩先走了一步。”
曾启亮说。

释容禅将修复桐溪寺视
为历史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土
地制度的改革，寺院经济不
存，僧徒星散，寺宇逐渐废
而不存，后来的桐溪寺也仅
留下两株罗汉松和一株白果
树。
　　后来桐溪寺的重建，得
益于释容禅法师。容禅法师
长居麓山寺。2005 年年末，
正在麓山寺修行的释容禅，
在寺院图书馆看到一本记载
着桐溪寺历史的书。长沙竟
然还有这样一座古寺？为何
曾国藩没有选择岳麓山，而
是选择在桐溪寺旁边作为最
后的归宿地？带着好奇和疑
问，释容禅一路寻访来到了
伏龙山脚下的“桐溪寺”。
　　眼前的景象大大出乎他
的意料：桐溪寺根本不是书
上记载的那个非凡的桐溪寺。
除了两棵罗汉松和一棵白果
树，几乎看不到任何古寺的
踪迹。他从村民口中得知，
文革后桐溪寺再无僧人，房
子也都没有了，仅剩几棵老
树。
　　释容禅说，历史上的桐
溪寺香火非常兴旺，是长沙
“八大丛林”之一。当时开
福寺那边还办了养老院和孤
儿院，都是由桐溪寺供应粮
食。桐溪寺拥有这么深厚的
历史，如今破败不堪。“我
当时就在那棵罗汉松下发愿：
今生一定要完成修复桐溪寺
的历史使命。”
　　释容禅重修桐溪寺的第
一步，就是租下一座空房子。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那名
村民很快就答应几千块钱一
年租给我，当时里面停放着
一口棺材。”释容禅笑，“我
带着一个师兄弟将房子重新
整修，请了三尊菩萨供奉进
去。”同时，他开始在村民
中普及佛法，收他们做在家
弟子。“寺庙要重修，就得
有群众基础。”除了每年祭拜、
清扫曾国藩墓，释容禅还会
去寺院东南角的一座墓前，
祭拜曾改变曾国藩人生观的
宝月大和尚。
　　寺院虽已不在，但桐溪
寺的精神依然在。
　　2005 年，从租用当地农
民民宅开始，在越来越多信
众的帮扶下，桐溪寺的复建
工作得以开展起来。适逢湘
江新区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大
发展的历史机遇，桐溪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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