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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还原历史。
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本用随笔的文体，兼用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来写的寺庙传记。

　　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
如。
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
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

　　由远及近，作者顺着历史的光环娓娓而谈，述说着一座寺庙的兴衰。
于成都而言，大慈寺今天的地位十分重要，身处城市之心，人文厚重，就像一叶肺片一样，左边是文
化新闻区，右边是现代商业区。
所以被称之为“古蜀之肺”。

　　这，也正是作者在此书中，游刃有余的表达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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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冉云飞，一位八七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乡下蛮子，出过一些书，得过一些奖。
以做“四有”旧人——有趣、有料、有心、有种，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读书饮酒，务求自适；真实活着，但求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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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01章 我生命中的大慈寺
大慈寺历史沿革和它的兴衰沉浮，和一个人的坎坷跌荡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说明一座寺庙就像一个人
一样，有它自身不可逆转的命运。

我踩着大慈寺的地气，沐浴着它的佛光，沾染着它的烟火气息，喝着那里面人声鼎沸的坝坝茶，会着
南来北往的朋友，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当然不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而是朋友间的
尘世之忧，生活之叹。

我想着大慈寺的历史，回味着它昔日的繁华，好像佛家教义之雨雾雷电，空空不曾留下印痕一样，似
乎消息于天壤间。

让我们来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来翻检它的生命履历，那些生命的年轮里的痛怆与欢悦、繁华与落寞。

第02章 大慈寺的胎生
大慈寺就像一位孤儿，它当然得到过许多人的照拂，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抚养，才逐渐长成今天的样子
，历千年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

大慈寺是怎么取名的呢？
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早在无相禅师来华之前，就已经叫太慈寺了，那是因为大古音读太。
如果大慈寺的名字与无相禅师曾是太子的名份有关，那么就必须承认大慈寺完全是无相禅师开创的。

大慈寺的成长就像一个人，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传记和年表。
可惜的是，它的历史虽然久远，却在很多要害处付诸阙如，至今没有像许多寺庙一样有比较完整的寺
志。

大慈寺名字的由来
何时开创大慈寺
大慈寺的范围
第03章 高僧大德的佛光
一座寺庙没有高僧大德的灵魂沾溉和精神灌注，那么这座寺庙的香火接续和持久力将会面临很大的问
题。

大慈寺何能接续下来以至如今呢？
我认为唐宋两代奠定的基础、与成都这座物丰人和的城市、与大慈寺对世俗气息（娱乐、市场等）的
包纳——宗教虽是精神之事，是信仰之旅，但只有建立在尘世之中根基才牢固——以及高僧大德的精
神灌注和普通僧人的努力传承有关。

唐宋以后，大慈寺逐渐走向衰亡，文物灰劫，香火不旺，故尔高僧大德住寺讲法的机会甚少。

如今大慈寺的基本面貌，始于真印和尚1867年的发愿重修，终于1878年修成，全占地面积只有四十亩
之多。
到了一九五八年修东风路剖开，大慈寺占地又少了许多，文革基本废弃，才至于如今这么狭小的状况
。

宝掌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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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师
无相禅师和英干
沙门藏川
宝月大师惟简
道隆禅师
众僧名录
第04章 历代名人过往萍踪
任何一座庙子，都是佛光普照，信仰上并没有大太差异。

正是这种重权威重名人的历史传统，以及人类天然势利的特性，留住那些著名人物雪泥鸿爪、萍踪剪
影。

唐玄宗对大慈寺的创立和扩张可谓居功至伟，这当然是他运用权力来大慈寺所做的特殊贡献。

大慈寺曾经留下许多皇帝的御容供香客瞻仰，这已经成为大慈寺壁画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壁画史上
来说，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勋。

唐玄宗和唐僖宗逃难，给成都带来了一大批的人才，是典型的因祸得福。
其中就有许多画家如卢楞伽等，这也是唐宋时代，蜀地画家非常多的原因。
没有幸蜀二帝的铺垫，就不可能有前后蜀时期成都绘画的繁荣。

皇上驾到
百官莅临
贯休
文同
苏洵、苏轼、苏辙
范成大、陆游
顾复初、杨守敬
第05章 市场包围的古刹
大慈寺的蓬勃中兴，特别仰赖于唐玄宗的书匾赐田，这就让大慈寺获得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庇护，使他
免受会昌灭佛等一些人力可以保护的灾难。
除了人们的礼佛信仰外，有对世俗权力的渴慕催化，来的人就更多。

大家争相来此游玩娱乐，从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着皇家寺院的派头和人气，使得各种市场
围绕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这恐怕是中国寺庙史上少有的情形。

大慈寺附近有条义学巷，南接红石柱横街东口，北至中东大街东口，它因有人施舍办不收钱的义学而
著名。

大慈寺除唐宋规模较大外，越往后，其规模越小，寺院被烧形成的荒地被占，有的甚至形成市场的情
形也所在多有。
无论是水道还是陆路，大慈寺都算是个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来越稠密，因之市场固定的常规
性市场需求就越来越旺盛。

时令性市场
常规性市场
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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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 古刹的游乐
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见，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行官的倡导，因
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据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
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观察前后蜀这几个偏安一隅的皇帝为何热游历大慈寺就有特别的意义。
换言之，他们对民众相对不苛求，让民众自求其生路；另一方面他们相对放佚，没有什么到处去打打
杀杀，以求扩展地域的梦想，因之他们特别推行享乐主义。

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留下“蜀人衣食常苦艰，
蜀人游乐不知还”的诗句。

大慈寺游赏数据研究
观察几个皇帝的个案
游赏习俗成因分析
第07章 唐宋壁画重镇
由于唐玄宗幸蜀不仅带着些文臣武将，而且还带着巫医百工，因此大慈寺的壁画因此得以肇端。

唐代成都佛寺壁画比较兴盛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倒霉，这像极了某种意义上的能量守恒。
倒霉的是谁呢？
倒霉是的唐玄宗和唐僖宗，他们两执掌的朝代出了内乱，前者是安史之乱，后者是黄巢起义。

大慈寺壁画表现题材多种多样，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大慈寺兴创至九世纪中叶，其次，是五代前后蜀时期，表现题材有冥界十王信仰、观音像
和天王像的流行，关于冥界十王信仰，第三个时期则由于宋代文人画和民间绘画的兴起，大慈寺壁画
逐渐摆脱皇家和寺院的控制，完全转向世俗化，这与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进而本土化的历程也基
本是同步的。

画缘肇端
画院机构
画家名录
画题种类
重要史料
第08章 古今大慈寺街道史
唐代中叶以前，准确地说，在大慈寺未创建之前，尚属郊野，自然无街之雏形。
大慈寺兴创以后，凿解玉溪，后开金水河，接着成都形成府河和南河二江环抱成都之势，成都人口逐
渐东移，周围形成诸种集市如蚕市、药市等，兼成游乐之地，于是由集市、娱乐而成街。

关于古大慈寺范围内的街道，用四川史文史研究馆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的分街划线方式，大
抵应该是在东四线至东九线之间。

爵版街和藩库街，在民国时曾有两所学校。
前者有1934年由志诚高中改来的私立志诚高级职业中学，设银行和会计二科，在当时还是比较的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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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在的人们知道这些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以及街道的兴废沧桑，那里面深藏着许多动人的城市
故事。

成都“首街”东大街
总府街周围
1925年的城市新街道
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灵魂
第09章 大慈寺生死劫
大慈寺兴创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御赐了一千亩土地，作为寺庙建筑及其它活动用地。
征诸全国各地寺庙史，这样的“大手笔”也算是少有的。

唐代会昌灭佛，是一桩全国性的佛教大毁灭，但大慈寺幸属唐玄宗的御赐和敕建，因此躲过了一劫。

如果从大慈寺的兴创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第一次破坏，应该是宋代淳化五年
（994年）的李顺陷成都。

清初大慈寺的重建，是昭觉寺的名僧丈雪和尚和懒石觉玲1675年带领一干人完成的。

1958年的市政道路改造，是继1925年的市政道路改造后，对大慈寺的寺庙范围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次。

解玉溪的兴衰
战祸与火灾
人为侵占
第10章 佛屠桑下几慈悲
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
即令到了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大慈寺的许多情况也不甚了了。

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
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

从一张《大慈寺诸师工作工分名单》，我们得知每个人所做事及其月薪，这对考察四九年后的寺院经
济也有一定的用处。

由于在三年大饥饿时，生计日艰，后来再加上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风潮渐起，因此寺庙里也在逐步遣
散僧人⋯⋯
大慈寺僧人情况
政治学习
右派分子名单
自给自救的生产劳动
圣钦法师葬礼
大慈寺收支年表
劫后重光
成都大慈寺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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