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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商丘美丽乡愁”系列之四十九

“一岭十八岗”（48）

位于睢县西南的圣寿寺塔，
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 1000多年
历史，是目前商丘市现存最古老
的地面文物古迹。而比圣寿寺塔
历史更悠久的，是古塔所在的圣
寿寺以及古塔所在处的远古文化
遗址。

历经沧桑岁月，圣寿寺早已
不存，但其旧址仍在，据载原占地
面积多达 2500 平方米。如今寺
院遗址处平均高出地面 3 米有
余，圣寿寺塔就巍然矗立在高台
之上。从遗址的断面上，可以观
察到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省、市
文物工作者曾在此地采集到过不
少古代遗物，如商代的陶鬲残件，
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箭镞，以及上
古时期的鹿角化石等。从而可
知，早在远古及先秦时期，此高台

处就为先民聚居生息地，并形成
重要的聚落。所以，这里是一处
包括圣寿寺塔在内的双重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那么，圣寿寺为何时所建？
又有什么历史渊源呢？其实，圣
寿寺塔所在的寺院本名乃宿龙
寺，圣寿寺是后来的改名。据载，
宿龙寺原占地面积 60余亩，寺内
建筑为七进七出，殿宇成排。每
座殿宇的大门上檐，各悬有一块
金字大匾，从山门依次往后看，分
别为宿龙寺、天王殿、大雄宝殿、
讲经法堂、千佛殿、罗汉殿等。寺
内还建有钟、鼓二楼。寺内寺外，
松柏遮天，竹梅相衬。寺前原有
一棵千年古槐，身虽朽空，但其内
可容几人共坐，其势遒劲，态势奇
绝，令人叹为观止。整个寺院布

局严整，错落有致。当年这里晨
钟暮鼓，法事繁旺，释子参禅进香
者摩肩接踵，香火旺盛。

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
的冬天，某日北风怒吼，宿龙寺内
突然起了大火，很快就将寺院变
成了一片废墟。火势熄灭后，僧
人们清点人数时，唯独没有发现
德高望重的老方丈。弟子们慌忙
寻找，最终在讲经法堂中，找到了
已被大火烧焦的骨架残骸。他双
手合并，似乎还在为这场天灾人
祸而祈祷。事后，老方丈的弟子
们到处化缘，动员方圆百里之内
的善男信女募钱募物。在宿龙寺
讲经法堂的废墟前，建成了一座
九级密檐式砖塔。并将老方丈的
尸骨残骸安葬在了该塔的地宫之
内。这就是如今的古塔。

南北夏陵的
遗迹，彰显着睢
县花园岗与王行
一 带 历 史 的 厚
重。在花园岗南
有一古塔——圣
寿寺塔，在荒烟
蔓草中如擎天巨
柱倔然耸立，千
余年来以古朴的
风姿具象地展示
着岁月的雕饰，
讲述着自己沧桑
的故事。

一 座 古 塔 ，
一本诗书。于某
年的夏日，我来
到 圣 寿 寺 塔 之
下。古塔默默伫
立，犹如一位阅
尽人间秋色的老
人，无语。我仰
望古塔，听到流
水在塔内汩汩流
淌，流水里有地
震、雷击、狂风、
马 嘶 、战 火 、硝
烟。流水之上，
有月光、鸟鸣，有
袅袅梵音，经久
不息，成为僧人
和信徒身语意所
依之处，成为众
生灵魂的归宿，
吟唱着自有宋以
来的人间冷暖，
以及从过去到未
来的穿越。

如 今 ，古 塔
之韵已成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元素
之一，为所在的
闫庄村增添着厚
重与旖旎。当夏
日的阳光毫不吝
啬地洒满一地，
村里的水塘泛着
闪 亮 的 金 色 光
芒，绿树掩映的
古 塔 亦 伸 开 双
手，伸向蓝色的
天穹，似要拽住
飘 浮 过 来 的 云
朵，似要留住飘
逝的岁月。此时
的小村，犹如画
卷徐徐打开，静
静地舒展在天地
之间。我想起苏
轼的一句名言：

“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之不可复
识矣！”

古 塔 悠 悠 ，
溯源渊长；古塔
巍巍，神奇壮美；
古塔煌煌，毓秀
钟灵。而探寻圣
寿寺塔的传奇，
首先要从圣寿寺
说起……

价值：奇型六角塔 国保传文明

随着朝代的更迭，再加上战争的
原因、人为的破坏，香火缭绕、气势雄
伟的圣寿寺开始变得破败不堪。抗日
战争爆发后，圣寿寺内曾无数次云集
过为拯救中华民族命运而投身革命事
业的进步人士。其间，他们曾在此设
立抗日游击队临时指挥部，并将该村
阎家祠堂作为睢县抗日联合政府
所在地。至新中国成立前，圣寿寺这
座几经兴衰的宏伟建筑，终于完全毁
废了，仅剩一座圣寿寺塔（因坐落在
闫庄村内，又俗称阎塔）。1948 年，
睢县人民政府由后台闫庄革命老区
搬迁到睢县城内，并且很快做出重点
保护圣寿寺塔的决定。1963 年，河
南省人民政府将此塔公布为第一批
省级重点保护单位。

圣寿寺塔为平面呈六角形的九级
密檐式砖塔，塔高 22米。还未登高
台，放眼望去，宝塔有些倾斜，仿佛会
带着我们飞一般。难道是历史久远，
塔身出现了问题？非也。附近的村民
告诉笔者，不管从哪个方向观宝塔，都
会给人这样的视觉感受。试罢，的确
如此。其中的缘由，在场的人谁也说
不清，使这座古塔更充满了神秘色
彩。对于建塔的朝代，有的人曾认为
该塔建于唐代，后经专家实地考证，从
建筑结构和造型特点上看，应为宋代
塔。该塔整体分别有塔刹、塔身、塔心
室、地宫组成。塔刹由覆体、宝珠组
成，上面有生命的草、无生命的避雷针
与天地同呼吸。有韵律的塔身，一层
南面辟拱形券门，檐下施砖雕斗拱，并
和其余各层皆用叠涩砖层，檐上再反
叠涩垒砌；檐角微翘。一至六层外壁
镶嵌佛像和罗汉像 281个，其造型各
不相同，或结跏趺坐，或瞑目深思，形
象逼真，栩栩如生。塔心室为六角
形，内壁亦镶嵌有佛像和罗汉像，上
部用叠涩砖收砌成六角形攒尖藻井，
顶部还装饰有彩绘的宝瓶图案。据
当地的老人介绍，塔下还有神秘的地
宫，向四周辐射几里地，当地有人曾
到里面玩耍过。而在塔外，我们只能
看到下面是个深洞。该塔建筑结构
奇特，外部建筑雄伟壮观，造型优美
别致，不愧是豫东六角塔的典型代
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
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据悉，地处中原
的河南佛塔现存 530余座，约占全国
古塔的 1/6，在现存的古塔中，这座圣
寿寺塔是塔中之宝。

1985年，文化部拨款曾对圣寿寺
塔进行过大修。睢县博物馆馆长焦凯
亮说，此次大修共更换佛砖 180 块，更
换了由塔心柱和瓷钵、宝珠、宝瓶组成
的塔刹高达 1.5 米。由于维修及时，
又使这一千年古塔的寿命得到了更好
的延续，使人类遗留下来的这一古代
文化遗产又得到了更好的传承。2006
年，古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岁月渺渺，古塔悠悠。历经千年
岁月沧桑，圣寿寺塔任日晒雨淋地震
侵袭、冰雹雷电冲刷洗礼，任天上云卷
云舒，任世间喧嚣浮华，始终飘逸淡
然，乾坤自在，仍巍然屹立在中原大
地，让人心驰神往。寺虽不在，仍有塔
后的瓦屋大殿与古塔相伴，仍有沧桑
了一代又一代人容颜的古村与之相
伴，如琴筝合鸣，从大宋一直弹奏至
今，其音悠扬，余味无穷，继续飘向那
未来的时空。

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宿龙寺
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并被
皇帝敕名“圣寿寺”。当地流传着
一个故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年），久旱无雨，瘟疫遍地，
社会动荡不安。皇帝赵佶急得整
日祈求祷告，希望苍天能尽快降
一场甘露。一日，他梦见有僧人
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瞬间即有暴
雨倾盆而至。赵佶高喊：“你乃何
方高僧？”僧人答曰：“我乃京城东
南宿龙寺的茶头（寺内负责烧茶
的僧人）风波。”赵佶正要前去追
赶风波，却被雷电声从梦中惊醒，
此时窗外果然下起了暴雨。次
日，他便下旨派人沿汴梁道向东
南寻找宿龙寺。钦差们一直找到
襄邑（今睢县），终于探询到宿龙
寺的地址。但是这座残破的庙宇
内，并没有叫风波的和尚。此时
方丈说：“前天寺内忽然少了一尊
风波罗汉金身，我们正忙着寻找
呢，但至今下落不明。”钦差闻听
此言，顿时觉得无比奇巧，便催马
赴京禀报皇帝。赵佶立即差人
传来相国寺的方丈，问及罗汉之
中是否有个叫风波的？老方丈
回答道：“风波乃是一位前朝疯
僧，传说曾在相国寺待过，后来
云游四海，下落不明。”徽宗觉得
此次降雨为宿龙寺风波罗汉相

助，心中十分感激。于是传旨重
修宿龙寺，并耗重金铸了一尊很
大的风波罗汉像，敬放在罗汉殿
里。皇帝赵佶还亲自为该寺题写
了匾额，将宿龙寺更名为“圣寿
寺”。

关于圣寿寺的来历，还有另
一个传说版本：据说，北宋时期，
闫庄村来了一位法号慧普的和
尚，他慈眉善目，且精于医道，并
热心为当地百姓治病疗伤，受到
大家的敬重。大约过了两年，忽
然村里来了一队兵马，说是奉旨
来请慧普和尚回开封一大寺院任
住持。原来慧普和尚曾有恩于皇
上。由于当地百姓极力挽留，他
不愿回到京城。徽宗皇上无奈，
就下诏在闫庄村扩建寺院，取名

“圣寿寺”，又建起一高塔，叫“圣
寿寺塔”。缘何称为“圣寿寺
塔”？除了古圣寿寺的原因之外，

“圣寿”之名也是佛家的用语，佛
家常以佛祖造福人间“福圣、寿
圣、灵恩”等自誉。

据传到了明朝初年，圣寿寺
还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
这要从“大脚皇后”马腊梅患病
的事情说起：朱元璋登基不久，
马皇后突然患上了乳疾，御医不
能医治。朱元璋下旨面向全国
张榜遍求名医。睢州有一和尚

揭下皇榜，并声言他能治好马皇
后的病。消息传到睢州知州杨时
敏那里，他疑惑道：“一个没闻过
女人味的和尚，怎能治好皇后的
乳疾？此事若办不好，不但和尚
的性命难保，恐怕连知州之职也
难保。”他派人将和尚带来仔细询
问后，方觉和尚不疯不癫，且确实
掌握有医病秘方，因此便带上和
尚飞马直奔南京而去。朱元璋听
说一名和尚要给马皇后医病，大
为不悦。但又一想，皇后如再不
治疗，恐有生命之虞。因此便责
令和尚不能接近马皇后，必须在
帐外悬线诊脉。经过和尚的诊
治，马皇后的病情日渐好转。朱
元璋十分高兴，要以重金或厚爵
酬谢，和尚皆不受。问及和尚修
行何处，方知他是睢州圣寿寺内
的提典（管理财务、钱、粮库），法
号德章。朱元璋听过德章讲述
圣寿寺的兴衰后，很有感触。这
时，一旁的马皇后建议少年时曾
在寺院中栖身的朱元璋拨款扩建
圣寿寺，以报答德章禅师的救命
之恩。朱元璋欣然应允，立即下
旨让户部拨出官银三万两，交付
给知州杨时敏督办扩建圣寿寺。
至此，圣寿寺发展到了一个辉煌
时期，僧人众多，庙产千亩，成为
豫东名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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