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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宋雨隆兴寺（下） ! 雅狼

! ! ! !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里，梁思成这
样形容摩尼殿：“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
见……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
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在立体布局
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
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让摩尼殿显得如此迷人的，不止十字抱
厦，还有被鲁迅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倒座
观音。这尊明代成化年间的彩塑观音像，置身
于悬空的五彩泥塑假山中，坐南朝北，所以叫
作“倒座”。她一腿下垂，一腿踞起，双手抱膝，
身体稍稍前倾，秀丽恬静，看上去不像一个冷
冰冰的神，倒似个人间女子。殿内精美的壁画
也让人眼前一亮，面朝倒座观音的东抱厦南
壁上绘有鬼子母和大力天尊等形象。

期间，梁思成还认真绘制了转轮藏阁的
结构工艺图，“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佛教将
佛法喻为车轮，该建筑的设计是为了转轮藏
而构成，也是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式》而结构。

此后，梁思成先后于 !"#$年 %!月、!"&$
年 &月再赴隆兴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年携夫人林徽因同游。他们不仅给隆兴
寺做了详尽的测绘，判定了主要建筑的年代，
还为后来修旧如旧的方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年 '月 %(日，另一位中国营造学社
成员，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住进了隆兴寺内。他
调查了隆兴寺内各个殿宇楼阁，并走访调查
了正定城内的其他古建筑，得出了和梁思成
相同的观点———即隆兴寺为宋代建筑群。

刘敦桢早年留学日本，治学十分严谨，在
田野调查的过程里，留下了一本《河北古建筑
调查笔记》。他在笔记中写道：“蓟县独乐寺观
音阁和正定隆兴寺的藏殿，洵然在外观与结构
上，不愧为国内古建筑中的有数杰作……在
结构方面尚不免有少数顾虑不周的缺点……”

相比梁思成的宏观把控能力，刘敦桢更
注重细部，且擅长结合碑文考据。他从碑文里
读到，隆兴寺曾经在元明清三代重修，康熙年
间更有一次大修。他怀疑，摩尼殿“南面抱厦
之普柏枋头刻凹线，疑为元代修补证据。明代
曾抽换内柱，见碑文。北抱厦内之荷叶柱与内
檐彩画之全部，皆清式”。

%"))年至 %"(*年间摩尼殿落架大修，证
实了梁、刘二人当初的年代判断。不同的个性

魅力和相似的渊博学识，使得二人被并称为
古代建筑研究界的“南刘北梁”，他们对隆兴
寺的考察，使其文物价值得以广为人知。

大佛传奇
法号响起，我和朋友出了方丈院，绕过摩

尼殿，继续北行。
很多人见过摩尼殿之后，以为这已经是

造访隆兴寺的最高潮，其实再走几百米，还会
遭遇大悲阁。大悲阁五檐三层，高 ##米，是中
轴线上寺内最高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北宋开
宝年间。其原与东西两侧的御书楼、集庆阁相
连，%"++年重修时，拆毁了两侧楼阁。

关于大悲阁另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清朝
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西逃回京的途中
路过正定，由于行宫已被教堂占用，主持意定
安排太后皇帝住进了隆兴寺的方丈院。
这个意定很有些社交手腕。%"**年 %*月

%(日法军入侵正定，义和团当时在隆兴寺秘
密结坛聚义，准备攻打寺旁的天主教堂。是意
定从中周旋劝走义和团，隆兴寺与附近的天
主教堂才得以安然无恙。法国大帅因此和他
做了拜把兄弟。据说慈禧听说意定保了正定

一地平安，很想奖励他点什么。当时隆兴寺一
片破败，大悲阁年久失修，西侧屋顶坍塌，本
应拨款维修。奈何清朝国库空虚，慈禧有心无
力，只为大悲阁题写了一方“大慈大悲”匾额，
至今还挂于阁底层，不知是否为其真迹。
进入大悲阁，不由得肃然起敬。正中矗立

着一尊高大的铜铸佛像，高达 ,,米，是我国
古代最高的铜铸大佛，香客除了跪下磕头，只
能仰视。隆兴寺又名大佛寺，也是从此得来。
当地的礼佛传统，源自藩镇割据时代。唐

中晚期，由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
分扩张，影响了国库收入。信奉道教的唐武宗
举国灭佛，又称会昌法难。但其中河北三镇没
有照办，因藩镇势力强大，朝廷无计可施，于
是大批高僧纷纷避难河北。此时的正定在成
德军的控制下，意外变成一片安乐佛土，引来
了高僧义玄，创立临济宗，滹沱河畔的临济寺
成为临济宗的祖庭。

大佛号称千手千眼，很多人不解，因为明
明只看到 +,臂，分别执日、月、星、辰、裳带、
香花、宝剑、宝镜、银拂尘、金刚柞等法器。但
在 +,只手里，各有一眼，每一眼含 ,'种法
力，于是便成了千手千眼。

正定人称大佛为“真定府的大菩萨”。据
说，隆兴寺在初期并无大悲阁，也没有眼前
的这尊大佛，只是在附近有一个大悲寺。寺
内有一尊巨大的铜佛，高四丈九尺。后来契
丹犯境，一把火烧了大悲寺，铜佛也未能幸
免于难，它从胸部以上熔为废铜。还有一次
劫难，是周世宗下令毁佛铸钱，这尊铜佛残
存的下半身也用泥塑上，铜佛成了名副其实
的泥菩萨。

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到正定巡察，礼佛大
悲寺，问及菩萨是铜的还是泥的。住持向他诉
说了铜菩萨的两次不幸遭遇，还捏造了一个
神乎其神的故事，说当年毁佛时，莲花座里发
现有“遇显即毁，遇宋即兴”八个字。赵匡胤龙
心大悦，当即下旨在今隆兴寺内重铸铜佛，并
建大悲阁，他亲自审阅三次后，才命令开始正
式浇铸。

大佛重生的时间是公元 ")%年。使用的
铸造技术十分精湛，这尊 ,,米的大佛，是自
下而上分段连续铸造。第一段铸莲花台座，第
二段铸至膝部，第三段铸至肚脐，第四段铸至
胸部，第五段铸至腋下，第六段铸至肩部，第
七段铸到头顶。每只胳臂都要铸造一次，模型
不能相同，头、肩和上身、腰腿、双脚也要分开
铸造后再合成，比例、尺寸、宽窄、厚度、重量，
不容一点差错。铜佛的铸造成功，标志着北宋
的金属铸造工艺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今日，礼佛的游客可登上不同的楼层，近
距离观赏大佛。细心一点的人可能会发现，大
佛的手臂似乎不是铜做的。现在看到的大佛，
除了一双在胸前合十的手臂外，其余的均为
木雕。其余的铜铸手臂是什么时候没有的，不
得而知。有人说是大佛太大惊了御马，让乾隆
皇帝龙颜大怒，下令锯了大佛的手臂。也有人
说是被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偷走了。

京外名刹首推正定隆兴寺，这座年千名
寺的风采，无拘于纸上的方寸天地，更待一一
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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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毅虽在学校做老师，但还是按照以前做
学生时的习惯，每周六回家，周一去学校。那天
一大早他准备出门，奶奶拦住他，拿出了两个
染成红色的鸡蛋，随口说：“是上面五楼葛家佣
人送来的，他家女儿生了个孩子。”
嘉毅一下子愣住了：难道是葛英姿生了

孩子吗？她莫非已经结婚了？便问道：“葛家的
女儿不是在当兵吗，怎么生孩子了？
她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奶奶答道：
“好像是去年春节过后，他家女儿还
带着男人回来过一次，住了几天，发
了喜糖。”嘉毅已感到内心的翻江倒
海，痛心疾首，就匆匆出门。

静静的教室里，嘉毅双手搁在讲
台上，眼睛无神地望着同学，脑子开起
了无轨电车，想到了和英姿的誓言，想
到了黄莺和小微，还有汪姐。他想弄清
楚自己和英姿是否属于恋爱关系，是
否还爱着她，把这几年来自己和英姿
的故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发现自己
从来没有仔细想象过两人重逢的情
景，然而，重新获知英姿的近况却是如
此的震撼，让他感到心灵刺痛。

他发现自己进高中后虽然很少
想起英姿，可在潜意识中却始终相信他们情
窦初开的誓言，或者说英姿像一个影子，牢牢
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使自己从不越雷池半
步。此时，虽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可还
是觉得英姿不会故意欺骗自己，相信她不能
兑现誓言的背后肯定有原因。同时，嘉毅终于
弄清楚了这些年来自己对黄莺对小微无动于
衷的原因了。
过了几天，嘉毅回家了。到家时，嘉毅朝英

姿家的五楼瞄了一眼，看见她家阳台上晒着一
长串尿布，心里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
头，是心痛还是心酸，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新春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嘉毅事先没联

系，早早来到山东路和汉口路交叉口，在小微
新的出版单位门口等着小微下班，有一种接
恋人回家的架势。小微漂漂亮亮从明亮的楼
里出来，一转眼又进入了黑暗中。嘉毅不紧不
慢地跟上去，准备打招呼。突然，看见从旁边
窜出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小微的身旁，两人
熟悉地打了招呼，宛如一对恋人。

他们两人就在嘉毅眼前四五米的地方，
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而嘉毅看他们俩却看
得真真切切。嘉毅赶紧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小
微旁边的男人。那人穿深颜色的风衣，似乎还
围着围巾，露出后脑勺厚厚的浓密头发，至少
从背后看上去还是很精神的。他心想，莫非那
人就是小微家里为她介绍的男朋友。想到这
里，他的头部像被人猛击了一下，感到一阵寒

意，再也迈不开脚，站在原地很长时
间，直到小微和那人走远了，才回过
神来。他内心的感觉像是自己迟到
了，错过了一趟幸福的列车，甚至还
有一种吃了闭门羹的感觉。

嘉毅漫无目的地闲逛，拐弯至西
藏路，不知不觉来到了红花饮食店
前。红花饮食店是他从南边回家的必
经之路，以往他也经常路过，一般不
会放慢脚步，而且心里有些隐隐约约
的担心，如果碰到店主人汪姐，不知
道说什么好，也许会很尴尬，故意绕
道或者快步经过的事也常有。一年多
来，尤其开了课之后，嘉毅时不时会
想起汪姐，想把自己取得的成绩告诉
她。现在，他理解了汪姐当时作出的
分手决定，他要感谢她。

嘉毅径直推门而入，走了进去。在卖票的
角落里坐着一个脸上堆满横肉的老太婆，是
嘉毅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买了一碗小馄饨，找
了一个旁边的位子坐下，正对着厨房间的门，
仔细打量着店内的变化。这是嘉毅离开那店
以后第一次回来，已经时隔九年了，他有一种
想尽快见到汪姐的冲动，这是已经好几年没
有过的冲动了。
嘉毅静静地候着，听着厨房间里的动静。

心想汪姐见到自己肯定会很意外，很开心的。
他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送餐的窗口里送出了小馄饨，随之一中

年男人的声音传出：“小馄饨好了。”嘉毅吃了
一惊，愣愣地看着那老太婆端着小馄饨过来。
他想和老太婆搭讪，打听一下汪姐的情况，可
看到老太婆面无表情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心里特别沮丧。
他再仔细地听了听厨房里响声，似乎没

有第二个人，只能自我安慰，心想也许今天不
巧，汪姐不在店里，以后会有见面机会的。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 ! !$%孙眉独子孙昌

李伯新先生所著《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
一书和张咏梅撰写的《孙中山与孙昌》一文，
介绍了为国捐躯的孙眉独子孙昌及其后裔。

孙昌字建谋，号振兴，%((%年 &月 ,+日
生于檀香山。孙昌少年在檀香山接受了良好
的西式教育，曾先后到日本、美国求学。孙昌
自幼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年在美国加州
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此前因其父孙眉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以致
破产，他不得不中断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西
医，靠售卖中药为生。孙中山得知孙昌在美国
的窘况，十分难过，千方百计托美洲同志为侄
子筹措生活费。
孙中山和侄子孙昌关系极为亲密。孙昌

在美国时，孙中山一直与之保持通信联系，还
不忘接济侄子。孙中山对母亲病危时，设法请
侄子一家回国尽孝未果，虽表遗憾，但他并没
因此生怨，仍对侄子给予关心和鼓励。%"%%

年 ,月 +日，孙中山在旧金山给孙昌的信中，
对侄子从事革命工作给予嘉许，欣喜地说：
“闻此间同志云，你在北加啡埠亦甚出力为党
事，殊为可喜。”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昌奉叔叔孙中山之

命，举家由美国回澳门，先在广州警察厅工
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和陈耿夫、彭星甫、李
安邦等人在香港、澳门分别设立机关，策划驱
逐龙济光出广东。

%"%&年袁世凯背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
行于中国”的诺言，复辟帝制，成为窃国大盗，
孙昌举兵于乡进行讨袁。但由于孙昌的一些
部下背着孙昌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致使
一些受害人气愤地写信给在上海的孙中山，反
映孙昌部下的扰及闾里的不良行为。袁世凯死
后，孙中山于当年 )月 ,'日下令中华革命党
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但此前三天，他就写信给
侄儿孙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侄儿遣散
所部。孙中山给侄儿孙昌的这封亲笔信，现藏
上海图书馆。信封上写有“请饬送舍姪孙振兴

收启 孙文托”，信的全文如下：
昌姪知悉'

闻汝举兵于乡#多有扰及闾里#致

父老责有怨言& 此在袁氏未死之时#人

人有讨贼之任#尚可为汝曲谅(今大盗

已去#汝当洗戟归田#毋久为乡里之累#

方表大公无私#否则难免乡人之责难也& 见信

之日#务要即将所部遣散#并将所征发于各乡

之枪械)器物缴还原主&至于解散费#今由唐少

川先生派专人回乡与父老协商# 公平发给#汝

当惟众议是从#不得留难抗阻#否则叔惟有置

汝于不理#任由乡中设法对待#恐无汝容身之

地也& 汝宜思之* 慎之* 毋违叔命&

此示&

叔孙文亲笔书

上海#&月 !!日

孙中山的信对孙昌晓之以理，言辞中肯、
严厉，孙昌收到叔叔的信后，立即着手遣散兵
丁事宜。孙中山在对待至亲与乡亲的关系上，
没有丝毫袒护至亲之意，始终表现出他一贯
主张的“天下为公”的思想。

%"%)年 )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号召护
法。(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
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孙昌担任大元帅府别
动队司令，授陆军中校衔。%*月 ,*日，孙昌
奉孙中山之命带数名士兵，从大元帅府出发，
乘船押送军饷前往黄埔军营慰问官兵。不料
船至黄埔海面，误泊在“海圻”号军舰戒严线
内，而事先又未及时通报，被舰上士兵疑为奸
细，遭到枪击。当时孙昌站在船头，呼叫示意
士兵停止开枪，但军舰船高，又处逆风，舰上
士兵根本无法听到。情急之中，孙昌心想船离
岸不远，遂决定跳过靠岸边的小艇上岸，但因
身佩两支手枪及携带子弹、银圆，且脚穿笨重
的皮靴，以致跳跃时失去重心，艇翻落水。虽
然他会游泳，但因负重太多，陷入泥淖中，别
人救援不及，遂为国捐躯，年仅 $)岁。
孙中山一向十分器重侄子孙昌，寄予厚

望，闻悉噩耗，极为哀痛，亲书“为国捐躯”挽
匾悼念，并命朱执信题写“孙上校振兴之墓”，
指定黄伯度襄助办理丧事，葬于黄埔公园内。
%"$$年 +月，孙昌长子孙满把父亲遗骨与母
亲王太夫人合葬于中山县翠亨村北梨头尖山
麓，并把 %"%)年孙中山为孙昌亲书的“为国
捐躯”石匾移立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