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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报恩寺遗址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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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州报恩寺是清代著名的寺院 ,与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关 , 但其具体位置却众说纷纭。通过一定

的物证和史料 ,认定报恩寺在德清县武康镇上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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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顺治出家”与湖州报恩寺有关

“顺治出家”被称为清宫四大迷案之一。民间盛传顺治因董妃去世伤心欲绝 ,去五台山做了和尚。学

界经多年考证 ,基本形成共识:顺治曾经净髪 ,但出家未遂;未皈依五台山 ,而是死于天花;董妃并非董小

宛 ,而是董额氏 。顺治笃信佛教 ,与多位高僧过从甚密 。其中玉琳通琇国师及其弟子 溪行森对其影响最

大。顺治曾经尊玉琳为师 ,其法名“行痴”即是玉琳所取 。 溪行森曾经为顺治净髪 ,并奉旨先后主持董额

后 、乳母及顺治的三场火浴道场。

(一)《五灯全书》 、《续指月录》等佛教典籍对相关事件有记载

(1)关于 溪行森为顺治净髪。

　　《续指月录》云:玉琳到京 ,闻森首座为上净髪 ,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 ,遂许蓄髪乃止 。

《玉琳年谱》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万善殿 ,世祖就见丈室 , “相视而笑” 。

(2)关于 溪行森为董皇后主持火浴道场 。

　　《明道正觉 溪行森禅师语录》有偈:出门须审细 ,不比在家时 ,火里翻身转 ,诸佛不能知 。

(3)关于 溪行森为顺治乳母主持火浴道场。

　　《玉琳年谱》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刻 ,佟大人奉旨往杭 ,请 公为上保母秉炬 。

(4)关于顺治患痘而逝及溪行森主持火浴道场。

　　《王熙年谱》载: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 ,谕朕患痘 ,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 ,速撰诏书 。①

《五灯全书》引 溪行森语录云:“世祖遗诏召师 ,至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迦涅槃 ,人天齐悟 ,先

帝火化 ,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 ,寿皇殿前 ,官马大路。遂进炬 。”

(二)玉琳国师及其弟子 溪行森是“湖州报恩寺”僧人

相关佛典记载 ,玉琳国师及其弟子 溪行森是“湖州报恩寺”僧人 。《续指月录》载有“湖州报恩玉林通

琇禅师”篇目;《正源略集》载有“湖州报恩玉林通琇禅师”篇目;阎崇年的《清宮疑案正解》也说:玉林琇是

“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
[ 1] (P53)

二 、寻找湖州报恩寺

既然玉琳国师及其弟子 溪行森是“湖州报恩寺”僧人 。那么“湖州报恩寺”在哪里呢?

(一)湖州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座名为“报恩”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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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地方志 ,湖州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座名为“报恩”的寺庙。

宋《嘉泰吴兴志》载:湖州报恩光孝禅寺在子城北;武康报恩资福禅院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大安岭;安吉

报恩光孝教寺在县西北三里玉磐岩 。

明《万历湖州府志》载:湖州报恩光孝禅寺;护国报恩院在县东南千步村 。

清《同治湖州府志》载:孝丰县报恩庵在桐千。

2006年湖州市佛教协会编《湖州佛教寺院一览》载:报恩禅寺在练市镇荃步村;报恩寺位于杨家埠镇 ,

居弁山西麓。

可见 ,湖州历史上有过多座名为“报恩”的寺庙 。

(二)多座寺院声称与玉琳国师有关

那么 ,玉琳国师当年住锡的究竟是哪座寺院呢 ?众说纷纭。声称与玉琳国师有关的寺院不少 ,呼声最

高的有三座。

《湖州佛教寺院一览》载:利济寺在织里镇 ,原名慧明寺 。清顺治十二年玉琳琇禅师任方丈 。龙山寺在

菱湖镇下昂朱家坝 ,据村里耆老传 ,清初顺治常来寺修习后遂名龙山寺。

《中国商务线上旅游网》载: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西北部的荃步报恩寺显赫多代 ,且时兴时

衰延耀至今 ,除了明洪武帝朱元璋曾在此避过难的传说外 ,与清代高僧玉琳国师曾在该寺为住持的真实故

事有很大关系。清初 ,通琇来到该寺 ,成为该寺的住持 。世称“湖州报恩玉琳通琇禅师。”寺以僧显 ,荃步报

恩寺也名闻海内 。

《中新网》刊登一则消息:眼下正在热播的《鹿鼎记》中有一位“玉琳禅师” ,是清朝顺治皇帝的“师父” 。其

实 ,这位“玉琳禅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他就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上柏报恩禅寺的住持玉琳琇禅师 ,后被

顺治皇帝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报恩禅寺位于今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上柏村的金车山麓 ,此寺年代

久远 ,相传系唐宋古刹。解放后的 1951年 ,这座寺庙被改造为浙江麻风病院 ,即现今之浙江武康疗养院” 。

经考察发现:织里镇的利济寺 、练市镇的荃步报恩寺 、菱湖龙山寺 ,规模宏大 、殿宇雄伟 、香火鼎盛 ,但

至今尚未发现与玉琳国师有关的实物遗存。武康镇上柏村如今已无寺庙 ,可是在金车山麓的“浙江武康疗

养院”内却发现了报恩寺的遗迹。

三 、“湖州报恩寺”在武康上柏村

(一)德清县武康镇上柏村发现报恩寺遗迹

武康镇上柏村如今已无寺庙。不过 ,当地村民说:“金车山下的浙江疗养院原先就是报恩寺” 。

进入疗养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半月形的放生池。青苔石阶 ,灌木丛生 ,古扑苍凉。沿着卵石路径 ,越

过石板台阶 ,开阔的平地上佇立着巨大的古樟树(树龄 400年以上)。楼宇早已损毀 ,所幸尚有大殿墙基可

寻。石础 、石墩 、石盘及残垣断壁散落四处。放眼望去 ,四进殿基 ,层次分明 ,中轴清晰 ,对称排列。当年的

楼宇虽已不在 ,遗址的气势依然恢宏。最可贵的是 ,尚存三块石碑清晰地表明:此处确系报恩寺遗址 ,且与

玉琳及其弟子有关。

(1)法堂遗址前现存《法堂改建大殿记》碑 。碑文记载:“报恩寺居武康西南隅 ,邑城十有余里。历朝

古刹 ,未详创自何时也。清初由玉琳国师中兴以来 ,累经废立” 。落款为:“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孟夏日谷旦

报恩寺住持隆辉谨题” (见图 1)

(2)在大殿遗址左侧有一片残垣 ,卧有数柱坍塌的佛塔 ,其中一塔身基本完整 ,塔铭清晰可见:“临济

正宗三十二代报恩骨岩行峰和尚全身塔” (见图 2)。骨岩行峰是玉琳的弟子。撰有《玉琳国师年谱》及记

录玉琳赴京活动的《侍香纪略》 。另据《浙江传灯录》载 , 骨岩行峰“全身塔于武康金车山报恩寺之

左” 。
[ 2] (P713)

(3)殿外的菜地上平卧一石碑 ,字跡大多已漫漶不清 ,尚有“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琳琇公”字样依稀可

辩(见图 3)。显然是玉琳国师弟子的塔铭 。

以上三处遗迹提供了可贵的物证。位于德清武康镇上柏村的浙江疗养院正是清初玉琳国师及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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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行森等人住锡的“湖州报恩寺”遗址。

(二)史料印证报恩寺在武康金车山

(1)新近在国家图书馆获见《敇赐圆照 溪行森禅师语录》抄本 ,六卷。此本为康熙间杭州圆照寺本 ,

极为罕见。不同于一般常见的《明道正觉 溪行森禅师语录》三卷本 ,卷一有“顺治庚子年八月三日近侍李

国柱传旨召师进承干宫”的记录。对话中 ,溪行森禅师回答:“现住湖州武康金车报恩” 。

(2)清《道光武康县志》载:敕建宝华禅寺旧名报恩寺 ,在县西南十八里金车山麓。相传为唐宋古刹 ,

宋大觉禅师入山放生 ,有放生潭 ,产异螺 、丹虾 、金色鱼 。元断崖禅师居此养母 ,有度亲坞 、证果庵。明崇祯

甲戌(1634年),临济三十世磬山天隐修和尚开堂说法 ,丙子(1636年)玉琳禅师继之 。国朝顺治十五年

(1658年)师奉召入京问对 ,称旨赐号大觉禅师 。庚子岁(1660年)复召至京 ,加赐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以上文献提供了有力的书证。德清县武康镇上柏村金车山麓的古寺确实就是玉琳通琇 、 溪行森曾

经住锡的“湖州报恩寺”。

报恩寺是清代著名的寺院 。如今遗址尚存 ,故物犹在 ,实在难能可贵。据了解 ,该遗址至今尚未列入

市县历史文化保护名录。呼吁各级政府尽快加以保护 。报恩寺更是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见证地 。早日

把传奇故事与可以触摸的真实结合起来 ,必将为湖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新亮点 。报恩寺是历史文化

的重镇。有许多未解之谜 ,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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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pection of Site of Huzhou Bao' en Temple

WANG Shao-ren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 Huzhou Teacher s Colleg e , Huzhou 313000 , China)

Abstract:Huzhou Bao' en Temple is one o f the famous temples in Qing Dynasty , which w as related

to many historical pe rsons and events , but the definite posi tion of w hich w as controversial.Through cer-

tain material evidence and histo rical da ta , i t i s confirmed that the site is lo cated at the village of Shang-
bo , Wukang Tow n ,Deq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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