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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西北郊

的灵隐
,

乃海内外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游

览胜地
,

系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飞来

峰造像的所在地
。

这里有始建于东晋咸

和元年 ( 3 2 6) 的江南名刹— 灵隐寺
,

有

自五代至宋
、

元的石窟艺术
,

还有奇妙幽

深的天然洞壑
,

并有许多动人的民间传

说
。

秀丽的名山胜水与灿烂的历史文物

荟萃于一起
,

使灵隐充满了诗情画意
、

禅

味古韵
。

在灵隐悠久的历史上有一段被

人们忽 略的史实
,

这就是清代
“

三朝元

老
” 、

杰 出学者阮元设立灵 隐书藏的始

末
。

嘉庆十四年 ( 18 09 )
,

阮元第二次任

浙江巡抚时
,

鉴于
“

好学之士
,

半属寒酸
。

购书既苦无力
,

借书 又难
。

其人坐此孤陋

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
”
的状况

,

为推

广教思无穷之意
,

决定在杭州灵隐寺大

悲阁后建立书藏
。

由于寺庙一般比较幽

静
、

远僻和宽敞
,

是颇 为理想的藏书之

所
,

因此历代都有文人藏书梵宇僧舍 的

事例
,

如唐代白居易曾分藏其集于庐山

东林诸寺
,

南宋洪咨夔曾在浙江西天 目

宝福院闻复阁藏书一万三千卷
,

而北宋

孙侏则曾从佛完中喜获 《古文苑 》
。

作为

东南第一名刹的杭州灵 隐禅寺
,

远离市

区尘嚣
,

周 围山峦叠翠
,

古木参天
,

环境

幽雅清静
,

并且殿宇众多
,

清规森严
,

不

失为一处难得的皮藏典籍之宝地
。

关于
“

书藏
” 之名称及意旨

,

阮元在 《杭州灵隐

书藏记 》中有云
: “ 《周礼 》 :

宰夫掌官契以

治藏
。

《史记 》 :

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
。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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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藏
,

古矣
。

古人韵缓
,

不烦改字
,

收藏

之与藏室
,

无二音也
。

汉 以后曰观
、

曰阁
、

曰库
,

而不名藏
。

隋唐释典大备
,

乃有《开

元释藏》之 目
。

释道之名藏
,

盖亦披儒家之

古名也
。

明侯官曹学侄谓释道有藏
,

儒何

独无 ? 欲聚书鼎立
,

其意甚善
,

而数典未

详
。 ”

灵隐书 藏的创议人系清代著名学者

翁方纲 ( 1 73 3

—
1 8 1 8

,

字正三
,

号覃溪
,

著有 《复初斋文集 》等 )
,

主其事者为阮元
。

嘉庆十四年 ( 1 8 09 )
,

杭州刻朱文正公
、

翁

覃溪先生
、

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
,

覃溪先

生寓书于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状元

曰
: “ 《复初 斋集 》刻 成

,

为我置一部于灵

隐
。 ”
是年仲春十九 日

,

阮元与顾星桥
、

陈

桂堂
、

石琢堂
、

郭频伽
、

何梦华
、

刘春桥
、

顾

简塘
、

赵晋斋等名士同游灵隐
,

谈及翁方

纲欲藏《复初斋集 》于灵 隐之事
,

以为
“

今

复初斋一集 尚未成箱筐
,

蛊使凡愿以其所

著
、

所刊
、

所写
、

所藏之 书藏灵 隐者 皆哀

之 ? 其为藏也大矣 ! ”
(阮元

: 《杭州灵隐书

藏记 》 )阮元当即表示赞同
,

乃于灵隐寺大

悲佛 阁后造置木橱
,

按唐人宋之问《灵隐

寺 》诗 (
“

鹜岭郁岂晓
,

龙宫锁寂寥
。

楼观沧

海 日
,

门对浙江潮
。

桂子月中落
,

天香云外

飘
。

扣萝登塔远
,

夸U木求泉遥
。

霜薄花更

发
,

冰轻 叶未凋
。

夙龄 尚遐异
,

搜对涤烦

嚣
。

待入天台路
,

看余度石桥
。 ”

)编号
。

遴

选灵 隐寺玉峰
、

偶然二僧登录所藏书籍
,

掌管木橱钥匙
。

另外还刻了一方铜章
,

用

以在藏书上铃印
。

并大书
“

灵隐书藏
” 四字

匾额
,

悬于阁上
。

为了加强藏书管理
、

方便

诸生阅读
,

阮元郑重地制订了较为具体的

《书藏条例 》
,

凡九条
:

一
、

送书入藏者
,

寺僧转给一收到字
廷互
7 J常 。

二
、

书不分部
,

惟以次第分号
,

收满

“

鹜
”

字号橱
,

再收
“

岭 ” 字号橱
。

三
、

印铃书面暨书首叶
,

每本皆然
。

四
、

每书或写书脑
,

或挂绵纸签
,

以

便查检
。

五
、

守藏僧二人
,

由盐运司月给香灯

银六两
。

其送书来者
,

或给以钱
,

则积之以

为修书增橱之用
,

不给勿索
。

六
、

书既入藏
,

不许复 出
。

纵有翻阅

之人
,

但在阁中
,

毋出阁门
。

寺僧有弩借霉

乱者
,

外人有携窃涂损者
,

皆究之
。

七
、

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
,

分经
、

史
、

子
、

集填注之
,

疑者阀之
。

八
、

唐人诗内复
“
对

” 、 “

天
”
二字

,

将

来编为
“

后对
” 、 “

后天
”
二字

。

九
、

守藏僧如出缺
,

由方丈秉公举明

静谨细
、

知文字之僧充补之
。

上述条例考虑周详
,

言简意赅
,

行之

有效
,

足为范式
,

故曾先后为江苏镇江焦

山书藏 (阮元于嘉庆十九年设立 )和安徽

芜湖中江书院 (原名鸿江书院
,

清同治二

年巡道吴 坤修建
,

光绪初更名为中江书

院 )所采用
。

除了《杭州灵隐书撇林己》之外
,

阮元尚

撰有一首五言古诗《诸君子集灵隐置书藏

纪事 》
,

对于我们了解灵 隐书藏设立之缘

由颇有助益
,

爱引如下
:

尚书未百 篇
,

春秋疑断烂
。

列史志艺文
,

分卷本亿万
。

传之千百年
,

存世 不及半
。

近代多书楼
,

难集易分散
。

或者古名 山
,

与俗隔声 岸
。

岩晓灵隐峰
,

琳宫敲楼观
。

共为藏书来
,

藏室特修建
。

学人苦著书
,

难杀竹青汗
。

若非见著录
,

何必弄柔翰
。

舟车易遗亡
,

水大为患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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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重 田园
,

弃此等涂炭
。

朋友诺黄金
,

文 字任失窜
。

或以经覆舰
,

或以诗投泪
。

当年无副 本
,

佚后每长叹
。

岂如香山寺
,

全集不散乱
。

名 家勒 巨恢
,

精神本注贯
。

逸民老 田 间
,

不见亦无闷
。

虽不待藏传
,

得藏亦所愿
。

我今立藏法
,

似定禅家案
。

诸友以书来
,

收藏持一券
。

他年七十橱
,

卷轴积无算
。

或有访书人
,

伏阁细披看
。

古人好事心
,

试共后人论
。

既泛 西湖舟
,

旋饱蔬笋饭
。

出寺夕阳 残
,

鸳岭风泉涣
。

呜呼寸心千古事
,

甚于 镜影公妍谈
。

念此仿搜汗淡背
,

顾绒 油素又屡迟
。

上有灵峰下湖水
,

鉴我朴拙心无欧
。

继有裹函来寺者
,

何以助我加茂规
。

写经微愿那足补
,

日 日斋拔勤三思
。

. .
此外

,

郭磨撰有 《灵 隐寺书藏后记 》
,

翁方纲
、

杨凤苞
、

李富孙
、

陈文述
、

曹言纯

诸先生对灵隐书藏俱有题咏
,

询为佛门韵

事
、

书林佳话
。

复初先生之《灵隐书藏歌 》

作于嘉庆己 巳 ( 1 8 0 9) 岁暮
,

陈述书藏缘起

原原本本
,

今日读之
,

犹如聆其促膝对语
。

诗曰
:

.

灵隐书藏丰孰钻
,

始 自杭刻朱翁诗
。

朱公未及藏记读
,

阮元索我书之碑
。

我诗 已愧阮元刻
,

缘此议藏能毋嗤
。

同人去夏集湖上
,

石 子镌我禅壁词
。

全 曰 一集未盈 筐
,

盔仿曹氏书仓为
。

遂启佛阁厨七十
,

以备续度签装治
。

主以二僧编以例
,

匡庐白石宁闻兹
。

石子书来趣函寄
,

正我盆写金经时
。

古称大都与通 邑
,

名 山藏副于京师
。

名山名刹更增重
,

岂比家刻传其私
。

苟非悬之免指摘
,

或且倍甚来瑕疵
。

往者新城王史集
,

青墓刘君隶写之
。

头藏高少果践否 ? 林吉人楷名空肥
。

灵隐书藏虽仍偏重于保存
,

但已略具

近代图书馆的性质
,

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

便
,

对于推动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

展
,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

令人婉惜的是
,

灵

隐书藏毁于咸丰十年 ( 1 8 6 0) 太平天国的

战火之中
。

其后虽有张大昌等热心之士提

议重建 (参见张大昌
: 《重建灵隐书藏募书

疏 》 )
,

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

实为

一大憾事
。

除了书藏外
,

灵 隐尚有经藏
,

在此附

带论述一下
。

根据旧时习惯
,

佛经刻印后
,

常由施主舍于寺庙
、

经幢
、

宝塔等处皮藏
。

灵隐作为闻名海内的大佛寺
,

所收藏的经

典想必十分丰富
,

但由于数遭 回禄
,

记载

网如
,

无从详考
,

殊为遗憾
。

现仅就笔者所

知略述梗概
。

嘉庆戊辰己 巳 ( 1 8 0 8一 1 8 0 9 ) 间
,

杭州

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 (祖玉 )曾偕同灵隐

寺住持若水
、

品莲整理与编辑灵隐经藏
,

并撰碑以纪其事
,

内中有云
: “

将执文字以

求佛
,

可乎? 日
:

文殊问维摩之疾会意而忘

言
,

达磨安神光之心迎机而县解
,

学佛不

可执文字也
。

将离文字以求佛
,

可乎 ? 曰
:

怯卢造字
,

释伽亦传习
,

多师博达
,

多闻庆

喜
,

为总持第一
,

学佛又不可离文字也
。

是

故龙威授简
,

九流著于艺文
;
鸡摩译经

,

千

佛标其名义
。

虽华裔分域
,

儒墨异流
,

而问

迷涂者必仗神针
,

游觉海者先寻宝筏
。

彼

大士假圆通说法
,

非教何宣
;
中华 由声音

入观
,

舍经奚悟
。

昔之尊宿
,

六如观幻
,

四

谛征空
,

入精进之林
,

则手书 贝叶
,

转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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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之藏
,

则舌吐莲花
,

非偶然也
。

灵隐寺者
,

西湖之上刹也
,

两峰映带
,

四众饭依
。

佛开

法会
,

飞来彗岭一峰
;
帝锡嘉名

,

救赐
`

云

林
’
二字

。

燃灯座下
,

习四种之威仪
;
卓锡

山中
,

受十方之供养
。

游观者无金狄之讥
,

受持者有木叉之戒
。

真东南一大道场也
。

惟是旧藏经文
,

不戒于火
,

珠林秘策
,

邀化

秦灰
;石室昙章

,

无存鲁壁
。

九译莫详其

文
,

三宝竟圈其一
,

将何以阐扬圣教
,

接引

学人 ? 余寄公乐土
,

访道名山
,

适若水
、

品

莲两禅师
,

先后主持方丈
,

每谈斯事
,

辄为

太息
。 ”

(石祖玉
: 《灵隐藏经碑 》 )鉴于上述

情况
,

石琢堂发愿要恢复灵隐之经藏
。

当

时吴中之会一法师在嘉兴楞严寺修治经

板
.

琢堂遂与他商榷整理经藏之事
。

经过

努力
,

共汇集大藏经
、

论等 1 6 5 5 种
,

装成

1 4 38 册
,

另外附加贮藏外论疏语录各书
1 50 种

,

装成 4 56 册
,

综为二柜
,

藏于灵隐

寺之莲灯阁上
。

此项工作共用去白金 3 40

两
。

通过这次整理与编辑
,

灵隐经藏遂复

昔 日之旧
。

石琢堂期望从此以后
,

灵隐经

藏
“

典守有司
,

绍隆无替
。

琅函万卷
,

常宣

木铎之音
;
宝历千秋

,

永绝风轮之劫 ,’( 石

楹玉
: 《灵隐藏经碑 》 )可惜事与愿违

,

灵隐

经藏与书藏之命运相同
,

亦遭庚申 ( 1 8 6 0)

兵资之焚毁
,

令人啼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