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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B_8F_E9_95_87_E6_c34_48109.htm 各位游客：来到镇江，

首选的景点必定是金山。因为金山不仅地势独特，“万川东

注，一岛中立”，号称“江心一朵芙蓉”，更重要的是山上

建筑精巧，山和寺相互辉映，浑然一体，山是一座庙，庙是

一座山，山因寺得名，寺为山增色，因而以“金山寺裹山”

著称于世。 游客们：在前往金山途中，我先来介绍一下金山

的形成情况。金山位于镇江市的西北，山高44米，绕山一周

约520米。它原是大海之中的一座悬礁孤岛，随着沧桑变迁，

由于长江在流向变动中多次冲击金山北岸的瓜洲，到清朝光

绪元年（1875年），整个瓜洲全部塌入长江，就这样泥沙把

金山与陆地联成一片，形成了金山的雏形。 金山的闻名还与

金山寺的建造密切相关。早在东晋末年，金山上就建起了一

座泽心寺。到了唐朝，有个名叫法海的禅师在此开山得金，

重建了古刹，更名为金山寺，规模十分宏大，香火一直绵延

至今。 美丽的金山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白蛇传》中

的“水漫金山寺”一段故事，更为金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

彩。游客们：下面就让我们去游赏金山吧！ 【江天禅守：山

门天王殿大雄宝殿】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金山寺山门

，大家朝正方看：山门上悬挂着一块“江天禅寺”的横匾，

这是清康熙皇帝来金山观光时亲笔题写的。山门气象森严，

两只明代石狮雄踞两旁。不知各位有没有观察到，我国寺庙

的山门一般是朝南的，而金山寺的山门却是朝西的，这是因

为金山原来耸立在江心，长江由西向东奔流，寺门向西，站



在寺门口可以看到“大江东去，群山西来”的壮观气势。这

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师别具匠心。 金山寺最初建于东晋，

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原名泽心寺。自唐以来，人们

统称金山寺。全盛时期有和尚3000余人，参禅的僧侣有万人

之多，在佛教禅宗寺庙中有着卓著的地位。 好！请各位随我

进入山门。这是天王殿，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五开间宫殿式

建筑，中间供奉的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背后是佛门的护法

神韦驮，两侧是四大天王。 走出天王殿，迎面这座重檐歇山

顶大殿，就是“大雄宝殿”，它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题写殿名。于1989年10月建成，总面积800平方米，黄墙红柱

，金色的琉璃屋面，白石柱础栏杆，使整个大殿既有北方寺

庙雄浑富丽的气势，又兼有南方园林精美雅致的风格，显得

格外巍峨壮丽，金碧辉煌。 进入大殿，正中三尊金身佛像并

列而坐，分别是释迎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两旁站立

十八罗汉，形象高大，栩栩如生。左右阁楼上坐着56天尊。

我们再来看背面，“五十三参”海岛群塑中，正中为观音菩

萨，左为善财童子，右为龙女，左前方文殊菩萨骑着青狮，

右前方普贤菩萨跨着白象，正上方地藏王菩萨坐骑揭谛兽，

正中顶上为如来佛，四大天王分布下方左右。海岛上下四周

，分布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被善财童子参拜过的53位菩

萨的彩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山寺中的德云比丘，以及

金山寺海岛也在其中。来到这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美妙

的佛国世界。 【夕照阁观音阁“金山四宝”】 请大家随我从

大殿后侧登山，进入夕照阁。阁内有保存完好的乾隆南巡金

山时留下的7块御碑。这些石碑记载着乾隆六下江南对金山胜

景的评价，还留下了一个颇有趣味的传闻：乾隆不是其父雍



正皇帝所生，他6次来到金山寺，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生身

父亲。 观赏了乾隆的御碑，由夕照阁上行至观音阁，去参观

四宝室。室内珍藏着金山的镇山四宝：“周鼎、铜鼓、玉带

和金山图”。先请各位来看“周鼎”：这是2700多年前，周

宣王奖给北伐统帅遂启棋的青铜器，因而全称“周朝遂启棋

大鼎”。1884年湖北汉阳叶志光赠给金山寺收藏。接着看“

东汉铜鼓”：这是清代镇江知府魁元赠给金山寺的。相传为

诸葛亮所创制，正面可作战鼓，反面能做炊具，民间称之为

“诸葛鼓”。然后再请欣赏“东坡玉带”：相传是宋朝苏东

坡与佛印和尚打赌输给金山寺的，带上缀系着长方形、圆形

、心形等形状不同的白色玉片。玉带虽经900余年，仍然光洁

如鉴。最后请大家观赏《金山图》：它是由“明四家”之一

文徵明所绘。画中江水苍茫，金山中流，左有文做明的题诗

，后有历代名人的题跋。 【妙高台楞伽台】 由观音阁朝南沿

石阶而上，我们来到了妙高峰的平台妙高台。这是金山高僧

佛印在宋元佑年间凿岩建造的，又称为晒经台。这里历来是

中秋赏月的佳处，传说苏东坡的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就是

在此地有感而发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千古佳话，也

发生在这里。1130年南宋名将韩世忠以400水兵将数万人侵金

兵团在金山附近。韩夫人梁红玉登上妙高台，亲擂战鼓，鼓

励士气，宋军大振，大破金兀术。从此巾帼英雄流芳百世，

雄风千载。 从妙高台往南，来到了位于金山东南侧山腰上的

楞枷台，又名苏经楼。“楞伽”是印度语，意为“不可住”

，或者说是大海中远不可达、高不可攀的一座大山。这座傍

山驳石的楼阁，建筑奇巧，由下而上要经过三重楼阁，每上

一层，就难寻去路，但一开洞门，忽见有楼梯可登。大家要



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楼顶，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感觉。 在最高层的两间宽敞休息厅里，可以看

到许多古代红木家具、名人书画。中央有座玲珑的四方亭，

因亭内曾陈列过苏东坡遗留下来的雪浪石，故取名“雪浪亭

”。据说苏东坡晚年受老友佛印法师相托在此写过《楞枷佛

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这里写有“清风明月本无

价，近山远水皆有情”的诗句。走上台顶厅外长廊，极目远

眺，当我们看到了四面碧空万里、江天浑然一色的美景，是

不是也能感受到“清风明月，近山远水”的意境呢？ 【留云

亭佛印山房七峰事古仙人洞】 各位游客：请跟我由楞伽台向

北沿台阶缓步而上，前去攀登金山顶峰的留云亭。留云亭是

金山视觉最为开阔之处。传说当年康熙皇帝陪其母游览金山

来到这里，看到大江东去，水天一色的壮景，情不自禁地说

：“这里可谓江天一览。”官员们为了讨皇帝欢心，恭请圣

上题词。当康熙写到“江天一”时，提笔忘字，忽然写不下

去了。其中有一大臣见此情状，立即跪奏：“臣今见驾。”

康熙听见“臣今见”，恍然大悟，随笔写出“览”字。因为

“览”字繁体正是由“臣、今、见”三个单字组成，这位大

臣巧妙地用拆字法提醒了康熙，十分机灵。虽然这是传说，

但这四个字的确不是一气呵成。大家看，这“江天一”三字

要比“览”字大些。因康熙御笔“江天一览”碑在亭内，故

留云亭又称为“江天一览亭”。 从留云亭北走不远，便到了

佛印山房。这里是宋代著名法师佛印的住处。相传，佛印与

苏东坡是青年时代的好友，一次两人打赌，佛印失败，无奈

出家遁入空门。由于他学识高超，最终成为金山和焦山两座

寺庙的住持大方丈，苏东坡则成了宋代有名的大学士，两人



经常在这里吟诗作画。 从佛印山房朝西北沿路西行，就来到

了金山西侧的金鳌岭上的七峰亭，该亭又称七峰阁。据说岳

飞当年被十二道金牌催返临安，途经镇江，到金山寺拜访道

月方丈，告诉他自己昨夜营宿瓜洲时，梦见两犬讲话。道月

解梦说：“二犬对言，是一狱字，此去恐怕有牢狱之灾，务

必谨慎。”临别时，道月赠诗一首：“风波亭下浪滔滔，千

万留心把舵牢。谨防同舟人意歹，将身推落在波涛。”意在

提醒岳飞。岳飞被害于风波亭时叹息：“悔不听道月之言。

”后来秦桧得知金山寺道月方丈能未卜先知，便派将军何立

前去拘捕，何立刚到金山，见道月在召集佛会说法：“吾年

四十九，是非终目有。不为自己身，只因多开口。何立自南

来，我向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说完便坐化

归天了。秦桧未拿到道月，认为金鳌岭上七峰突出，每代都

出高僧，盛怒之下，下令削平七峰，以破坏风水，后人为纪

念岳飞和道月就建了这座“七峰亭”。 沿七峰亭北面弯曲石

级路向下，有一洞深6.6米，依山洞建筑一座半亭，这是道教

遗迹。传说仙人吕洞宾曾在这里观望江面，所以叫仙人洞。

国佛教徒也曾把观音供奉此洞，又名白衣洞。大家有兴趣的

话，可以下去看看这个古仙人洞。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