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三山文化的精神内涵

张大华

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镇江金山、焦山、北

固山（简称“镇江三山”）不仅是江南著名旅游景观，而且

一直是镇江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带，是驰名中

外的旅游胜地，是镇江古老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是镇

江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对生活在镇江这片土地上的民众

来说，三山既是“面子”，更是“里子”。北固山的甘露寺、

金山的江天禅寺、焦山的定慧寺作为镇江不同历史时期

的文化符号，它被故事传说、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电影

电视反复演绎激活，在华夏大地掀起一波又一波视觉、

听觉冲击波，成为与时代同行的经典记忆，在全国人民

面前，它给镇江攒足了面子。同时，它又与柴米油盐一

样，是镇江人居家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的精神家园，春暖

花开时节要去踏青赏春，过年过节要去集会庆祝，家里

有重大事项要去上香祈福。“三山”的寺院一直是镇江先

民安放心灵、慰藉灵魂的神圣场所。

一、lmn的opq/

北固山的甘露寺、焦山的定慧寺、金山的江天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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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享誉全国的著名佛教寺院，从有建城以来，镇江官民

都在呵护这一方心中的净土，它给了镇江民众最持久的

精神滋养。甘露寺始建于三国东吴的甘露元年（265

年），紧邻镇江政治中心，并且没有山水阻隔，成为与城

市融为一体的寺院，交通的便利使得甘露寺最早与镇江

市民的精神、物质生活紧密相连。甘露寺驰名天下，因为

这里是刘备招亲故事的发源地。在《三国演义》第五十四

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中有非常精

彩的描述，大体的过程是，在“赤壁之战”之后，为讨回被

刘备占领的荆州，孙权采用周瑜的计策，以把自己的妹

妹嫁与刘备为由，把刘备骗到镇江做人质，不还荆州就

杀他。不想这个阴谋被诸葛亮识破，定下三条锦囊妙计，

结果弄假成真，刘备不仅娶了孙权的妹妹，还带着她逃

出了东吴。孙权和周瑜派兵马去追赶，又被诸葛亮的伏

兵打败，“丢了夫人又折兵”。刘备招亲的故事，虽有不

少虚构的成份，但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和事情却是以历史

的记载为依据的。据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南朝时期卢

弼《三国志集解》和大历史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六

十六，以及元代《至顺镇江志》等一系列正史记载，刘备

确实在镇江招了亲。孙尚香“确系虞将军坚之女也，名仁

献”，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为江东第一小姐。汉建

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赤壁大战不久，刘琦“病死，群

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

至京见权，绸缪恩犯”。建安十六年冬，刘备西征入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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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诡称母病“大遣舟船迫妹”回吴，从此刘备与夫人各分

东西，一别难相聚。公元 222 年，孙夫人听说刘备虢亭兵

败死于军中，彻底绝望，于是驱车江边，望西遥哭，投江

自尽。因为有了刘备招亲的故事，古往今来，甘露寺成为

中国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梁武帝曾经游览甘露寺，题

写“天下第一江山”匾额，并特制两个大铁镬送给甘露

寺，用以在佛像前盛水种植荷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20

多年后，又重建北固楼，并改名为北顾楼。从此，镇江以

“天下第一江山”名垂中国历史。

由于建设甘露寺的时候，天降甘露祥瑞，不仅含有

佛法施惠众生意义，还象征着天下太平的寓意，历来受

到镇江官府重视。唐朝著名宰相李德裕在任浙西观察使

兼润州刺史期间，于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打开荒废已

久的南京长干寺（大报恩寺前身）阿育王塔地宫，将 21

枚舍利中的 11枚迁往润州治所，以州宅之地施与寺院，

在北固山建塔供奉，以佑护润州城永远吉祥平安，人们

将这座塔称为卫公塔，后来石塔改为铁塔传承至今。

1960 年，镇江市文物部门对北固山铁塔塔基进行抢救

性考古发掘，在地宫出土文物 2 576件，其中发现佛祖

真身舍利 11 颗和李德裕亲自撰书的石碑，李德裕在碑

文中详细记录了他在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遗址地宫，发

现舍利 21 颗，将其中 11 颗迁往润州，在北固山甘露寺

建塔供奉，以护佑润州人民的过程。2008 年南京市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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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部门在已经倒塌荒废多年的大报恩寺地宫中发现

佛祖头顶骨舍利，同时发现的感应舍利也正是 10 颗，这

与李德裕记录一致。因此，对镇江人民来说，甘露寺就是

吉祥的象征。

清代以后，随着金山寺与陆地相连带来的便利，金

山寺逐渐成为镇江人礼佛祈福的首选。从佛教地位来

说，金山寺不仅在镇江而且在整个长江流域都是一座著

名的寺院。它是佛教最盛大的佛事活动“水陆法会”的发

源地，是佛教禅宗著名的参禅悟道的地方，从宋代开始，

金山寺的大彻堂与嵩山少林寺的枯木堂、成都净慈寺宗

镜堂，并称为全国禅宗模范丛林。在清代，金山寺得到康

熙、乾隆两代皇帝的垂爱，成为皇家举办佛事活动的场

所，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改革开放以后，在慈舟法师的带

领下，金山寺在恢复寺院同时，把“水陆法会”推向全国

和东南亚，重新点燃埋藏在人们心头的传统记忆，成为

港澳台同胞举办法会、追荐先人的首选寺院。从 1992 年

开始，金山寺每年举办新年祈福撞钟活动，到金山寺撞

钟已成为镇江市民不可缺少的“年夜饭”大餐，金山寺

的新年钟声，承载着镇江民众对新年平安幸福的企盼与

祝愿。2014 年 7月 16日，金山寺水陆法会音乐被国家

文化部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山寺

水陆法会保护传承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历史上的焦山定慧寺处在长江中心，因波高浪急，

交通不便，但作为镇江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在镇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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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它一直是一尘不染的庄严净土，是神仙居住的

地方。在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登上焦山，抒发对它的向

往，他说：“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驾天

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在宋代，著名高僧佛

印曾被焦山西北静夜里上冲霄汉的五色霞光吸引，认定

这里是华严菩萨的道场，因此从金山来到这里，创建焦

山华严法会和华严阁，从此，每年冬季举办华严法会，成

为定慧寺传承近千年的传统，通过唱诵全部 81卷华严

经来给广大的民众带来光明和圆满的人生。明清时期，

焦山书藏是镇江最重要的书藏之一。民国时期的焦山佛

学院是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为佛教

培养了一批高僧大德，从这里走出的智光、东初、茗山、

星云等有国际影响的佛教大师，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

华佛教的发展。1 000多年来，虽然风云变幻、朝代更迭、

历史变迁，但甘露寺、金山寺、定慧寺一直是镇江人心中

的一个依托，伴随着镇江人走过风雨，走向春天，走进未

来。

二、luv的wxyz

2013 年镇江市网民发起镇江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

20个地名评选活动，金山寺拔得头筹，成为最具历史文

化价值地名的第一名。在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金

山寺穿越千年历史，再次成为镇江的象征。它的象征意

义不仅来自于水漫金山寺的故事传统，更是来自于它山

被寺裹、塔拔山高的独特建筑风格。金山只是一个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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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低山，但寺庙规模宏大，建筑依山就势，从山脚到山

顶，一层层殿阁，一座座楼台，把山体严严实实地包裹起

来，山顶一塔独秀，远观近视只见金碧辉煌的寺塔而不

见山体，觉得山势高耸，直达云天。1 700多年来，这种山

被寺裹、塔拔山高的建筑风格，带给人们长久的视觉冲

击力。它不仅通过绘画、影视深深印入人们心中，成为镇

江持久性的标志，而且在中国古典建筑中影响深远，北

京颐和园的万寿山、承德避暑山庄的“天宇咸畅”、扬州

瘦西湖的“小金山”，都借鉴了金山的建筑艺术。

唐宋时期，北固山的多景楼、北固亭是闻名天下的

镇江地标性建筑。在宋代，书画巨匠米芾说多景楼是“天

下江山第一楼”，多景楼是天下文人往来镇江登临宴集

的著名场所，一批堪称旗帜性人物的宋词大师，如辛弃

疾、苏东坡、陈亮、陆游、范仲淹都来到多景楼登临远眺，

纵情高歌，创作了一批代表宋词最高成就的名篇名作。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作为领略神州美景的

最佳场所，近千年来，北固楼一直是中华儿女魂牵梦萦

的一方胜地，是文人雅士旅游镇江的最爱。1952 年陈毅

元帅登上北固山多景楼，被这里磅礴的气势所吸引，他

说：“古人画了很多长江画卷，哪里有这个漂亮，这里就

是一幅天然的长江山水画卷，太美了”，于是改变当日行

程，独自坐下欣赏，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离去。

李白说“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这是

对镇江山水一点都不夸张的真实写照。在明代，世界十

80



大文化名人、日本大画家雪舟到了镇江，他在“大唐胜景

图卷”中描绘了壮丽的镇江山水，当时的北固山是镇江

的地标性景区，北固山下的主城区是镇江最繁华的核心

区域，因此画作以北固山为中心展开，临江而建的镇江

城，亭台楼阁，漫山遍野，江、山、城三位一起，山水相辉，

楼台相映，山城相连，一派繁荣富丽。李白以诗作画，描

绘镇江的壮丽山水；雪舟以画当诗，歌唱镇江的壮丽山

水，他们都把最闪光的智慧与镇江城一起，定格在了人

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三、l{|}的人文~�

现代人比较东西方差异，大多认为中国人讲义不讲

利，把精力放在了毫无实际意义的八股文上，耗费无限

的人力资源。镇江人不是这样，1 000多年江河交汇的经

济枢纽地位，使镇江人历来务实，在镇江 3 000 年的漫

长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在镇江历

史上并没有出多少状元，但却出现了许多彪炳史册的科

学巨斧、文化大家。他们有的是世居镇江，如祖冲之、葛

洪、苏颂、刘鹗、茅以升；有的是因为客居到了镇江而取

得成就，如沈括、计成、陶弘景、米元章；有的是因为到镇

江做官而达到激情燃烧的顶峰，如辛弃疾、陆游、陈亮。

镇江的山水为什么这样养人？我认为，这与镇江的文化

环境有关。镇江处在吴楚文化、南北方文化、海洋文化与

运河文化的交会点上，港口经济非常发达，这使得镇江

人务实、开放、开明，包容性特别强。原镇江市委书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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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100多年后的今天，镇江城市地位沦落到现在的

地步，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主要是没有抓住这次历史

转折的大机遇。后来的人们以镇江的一条小街道来戏称

镇江是“小码头”。现在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

会、数字社会、网络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重温 100多年

的历史教训，对于建设今天的镇江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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