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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汾州西河众香寺，也称众香精舍，
文献记载是中国牡丹的原产地，也是女皇武则
天垂青之地，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
究论文给予肯定。文章里的汾州西河即今汾
阳市，然而，西河众香寺遗址到底在汾阳那一
块？

最早有人提出宋代香积寺即其故址，地处
汾州南三十里。2005年笔者研究汾阳佛教历史，
在浙江大学发现关于众香寺地址的最早记载。
日本僧人圆仁（794—864）至五台山巡礼，著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记载：“郭栅村……西
南行廿五里，到汾州东众香寺断中。寺东有
汾河泊水，汾河流到此涨泊，故唤为泊。周
围 千 町 许 ，而 渐 向 南 流 。 从 众 香 寺 西 行 五
里 ，到 汾 州 城 南 门 西 边 ，入 法 律 寺 涅 盘 院
宿。”这样香积寺之说就排除了。借此我写
了 小 文 章《牡 丹 祖 庭 众 香 寺 地 址 研 究》一
文，指出寺庙在汾州东五里文湖岸边，笔者
2006 年《汾州佛学史稿》即提出众香寺在今
文峰塔一带的观点。

近览 2016 年出版的韩守林散文集《故乡
风物》中有《白牡丹祖庭》一文再次讨论了众香
寺位置的问题，他回忆到上世纪 90 年代北廓
村东发现一处唐代寺院遗址，发现大量唐代柱
础和砖瓦，根据日僧记载，他认为此处很可能

即是唐代白牡丹祖庭众香寺。
笔者应文物局王江之邀参观出土经幢，重

审圆仁记载，感觉汾阳城北的北廓村遗址地与
郭栅村距离接近二十五里。又研究该寺出土
的《佛鼎尊胜陀罗尼》经幢文字，发现经幢主人
为普圆禅师，有“先师广知智寂，惠化通莫。盛
去十缠，道明七觉。弘宏律德，皎静冰神。业
厚金河，福临香刹，诜诜门辈辩解多能，咸谓普
圆师为释圃”等文字。碑文里的“金河”在这里
可理解为金皇西河，“香刹”应该就是众香寺的
简称，“金河”可翻译为金轮圣神皇帝之乡西
河。此记载与唐代《牡丹赋》“天后之乡，西河
也，有众香精舍”的记载惊人吻合。碑刻写于
乾符四年（877年），普圆禅师应该是众香寺的
已故主持，而弟子重晖禅师应该是新任主持。
众香寺经历了唐武宗灭佛而能遗存，可见其地
位重要，然而其遗址在汾州府志县志中无记
载，说明该庙在唐末战争时期已经有一定破
坏，乃至于湮没无闻。清代《汾阳县志》仅有：

“唐无业禅师，止西河众香佛刹，州牧董叔经延
于此谥大达国师。”这唯一信息。

仔细斟酌日僧笔记原文，发现日僧笔记中
有诸多不确定性，确定为文峰塔附近范围有些
太小。一是日僧步测距离，日僧对距离的估计
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日僧记载方向与汾阳城正
街走向不确定，日本僧人将北廓村一带错误地
称为汾州东也在情理之中。众香寺地处郭栅
村西南二十五里，从众香寺西行五里到州城南
门，这两个距离定位存在矛盾。郭栅镇遗址有
准确位置就是杏花村镇永安村，永安村到西陈
家庄王壮桥也就是二十里左右，老人们传古浮

图村到杏花村十二里。郭栅西南二十五里大
约到了贾家庄、米家庄、北廓村一带了，而米家
庄西行五里则去不了汾州南门。按汾阳城街
道方位来看，汾阳城南门东五里则去了今文峰
塔一带了。所以关于众香寺的准确位置只能
确定一个大范围，我们可以肯定大约在西陈家
庄南与文峰塔北之间，而北廓村遗址正在这个
区间内。

考察西陈家庄与文峰塔之间与众香寺遗
址有关的景点还有以下几个：神武镇、石佛寺、
众香里、 园等文化点。

今西陈家庄村，曾经唤作神武镇。已故民
俗专家武福长先生主编的《宣柴堡武氏族谱》
整理祖上口传史料记述：文水武氏迁居汾阳西
陈家庄，西陈家庄原名凤凰村，“一种说法就是
因为武则天封天后，本村为凤凰归宿，得名凤
凰村”。后来武则天登基后，又将凤凰村称为
神武镇，神武应该就是对武则天的称赞。民国
刘天成《汾阳遗事》记载：“西陈家庄旧名神武
镇，集在王壮桥南”。《武氏族谱》还说西陈家庄
村东过去有“武堡”遗址，再东 2 里处曾经有

“则天行宫”。西陈家庄南距北廓村遗址大约
二三里，或许与众香寺有关系。

县志记载北廓村相邻的米家庄村有石佛
寺 ，“ 石 佛 寺 在 县 东 北 米 家 庄 ，唐 大 顺 二 年
建”。石佛寺与众香寺地理位置十分靠近，二
者应该有一些联系，有待深入研究。与北廓村
不远的汾阳北关民国时期曾经发现“ 园”石
刻后下落不明。

阅读古碑发现明清时期汾阳有众香里，嘉
靖四十年见喜里北堡村《重修义勇武安王神庙

记》记载有多处“众香里”捐款名单，众香里当
时为武氏居住。另外，汾阳北榆苑五岳庙水仙
殿有题记：“汾州众乡里贾从政”，众乡里与众
香里当是一地。清代顺治年间合并里村，众香
里消失，然而民国《汾阳遗事》记载文峰塔周围
称“香庵场”，所谓香庵，当受众香里之影响，疑
似明代众香里地近文湖一带。清代汾阳东北
部有萃香里，顺治志将萃香误写为众香又有

“众香、九枝并萃香里”之记载应该与众香里无
关。

牡丹花雍容华贵，与盛唐之气相吻合，武
则天时期长安出现了牡丹热，从此中国人爱上
牡丹，誉为国花。由西京长安传中都洛阳，发
展为誉满天下的洛阳牡丹。西河被国人认为
是北方寒苦之地，所以今天《牡丹之歌》歌词
曰：“那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就是对牡丹花这
段历史的叙说。西河牡丹移植京城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次是武后时代的官方移植，牡丹花
风靡京城，包括长安和东都洛阳，但是没有白
牡丹。第二次是开元末，裴士淹在汾州众香寺
发现了稀缺品种白牡丹，私人移栽入长安，成
为都下奇赏。西河众香寺的高僧们对培植牡
丹花做出了贡献，众香寺作为牡丹祖庭当之无
愧，很有文旅价值。

如果有计划地恢复西河众香寺及其寺楼、
牡丹园和武后园等建筑，将使山西文湖公园更
加美丽，将文湖宜建成集旅游、生态湿地、防
洪、灌溉兼民用为一体的古典生态园林。希望
文物部门对北廓村寺庙遗址进一步考古，对众
香寺规模和建筑做一些推断，而复建众香寺选
择在贾家庄和文湖之间皆吻合日僧记载。

旺火红绸舞起来，精雕庙宇映人开。
天官会会祈良愿，赐福神棚免难灾。
送子麒麟添彩画，盘龙卧虎祭龛台。
歌飘九曲黄河阵，明月流光任剪裁。
盘子作为柳林县特有的一种民俗性

载体文化，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还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突出的民
族性和民众性，是柳林传统历史文化的
象征。

“盘子”是古代“祭盘”的俗称。“盘子
会”起源于古代搭棚祭神活动。明代，柳
林镇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原始的神棚不
能适应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开始有匠人
模仿唐代之“祭盘”，将民间庙宇与神像
按比例缩小，精雕细刻，油漆彩绘，活卯
活鞘，易装易拆易保存。这种浓缩的庙
宇比用砖木修建的庙宇造价低，一般高
约三到四米，有四角或六角，有单层或双
层，内分几个神龛，供奉天官、财神、观音
等神像，凡是常见的庙宇神灵，几乎全部
供于一座阁楼之中。

盘 子 的 绘 画 主 要 分 布 在 内 装 板
上 ，主 要 以 各 种 历 史 故 事 、神 话 人 物 、
神 话 传 说 为 主 。 如 四 大 金 刚 、十 八 罗
汉 、麒 麟 送 子 、观 音 菩 萨 、二 十 四 孝 图
等 。 因 此 ，它 实 质 是 一 座 不 分 佛 道 的
浓缩性寺庙。

“盘子”的建筑材料多采用质地细密
而又硬实的上等木料制作而成，它不仅
总体结构合理，而且装饰工艺古香古色、
精美绝伦、令人叹服。

春节活动为农历正月十三至二十
六，以元宵节为高潮。期间各街巷分段
轮值，张灯结彩、高搭彩盘、遍点社火，或
配以秧歌、弹唱，或佐以转九曲、斗活龙，
汇聚十里乡亲，载歌载舞，共庆节日，祈
求来年风调雨顺，表达了劳动人民一种
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这一
被中外民俗专家誉为“东方狂欢节”的古
老社火活动，是世界民俗文化宝库珍贵
的人文遗产。2008 年，柳林盘子被列为
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牡丹祖庭西河众香寺遗址确证
□吕世宏

柳林盘子
□ 梁大智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为平凡而普通的农
村妇女，几乎不识一字，更没有什么一技之
长。但对于我来说，母亲的份量比泰山还
重，她在我的眼里是天底下最好、有能耐的
母亲。

母 亲 很 小 的 时 候 ，外 婆 就 辞 别 了 人
世 。 外 公 是 村 里 的 党 支 部 书 记 ，既 要 忙
村里的事，还要种地养家糊口，从小母亲
几 乎 就 是 和 姐 姐 、哥 哥 一 起 长 大 的 可 怜
娃。

随着岁月的增长，母亲嫁给了同村的
我的父亲。可我的父亲家境更是贫穷，相
继又生下了我们兄妹四人，可想母亲有多
么艰辛！然而，一天父亲在收到去当时的
离石公路局上班的消息后，母亲甚是欣喜
万分。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母亲的苦日
子才刚刚开始。父亲远赴城里上班，母亲
不得不独自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不仅要照
看我们兄妹四人，照顾我的奶奶，还要耕种
全家人的三十亩口粮地，还包干村里的一
些义务活。白天跑地里弄田地、回家养猪
喂鸡，晚上安顿好我们睡觉后还要在灯光
下一针一针纳着千层底，给我们做着舒服
的鞋子。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我 6
岁的一个晚上，父亲带着哥哥恰好去城里，
家中只有母亲、我和两个姐姐。天气突然
下起了暴雨，由于雨水太急，把我家的房顶
冲开了一个洞，水很快淹没了整个家。可
母亲深怕我们受凉，小心翼翼地把我们抱
到家中最高的木箱上，连夜和懂事的大姐
一盆又一盆地往出舀水，直到天亮雨停才
完。尽管当时的我仅有 6 岁而已，可我清
楚地记得母亲那一晚脸上的汗水像雨水一
样从她的脸颊自上而下不停息地流淌，那
一晚她又是多么地无助、多么地害怕！但
是我知道，为了保护我们，母亲再怕也不
怕，再累也不累！

每当回忆起儿时的一幕幕，我的脑海
中总是会闪现出一幅又一幅母亲的画面：
我想起上学忘了带书和作业本，是母亲给
我送到教室。想起了每次考试，母亲的一
句叮咛：“不要着急，相信自己，只要尽力

了就好”；想起了在下雨时，母亲总是把雨
衣披在我的身上，而她却被雨淋着；想起
了在天气寒冷时，母亲把衣服穿在我的身
上，而她却被冻着；想起了半夜我睡着把
被子瞪开，母亲起来给我盖上；想起我发
烧了，母亲彻夜不停地用酒水给我擦洗着
身体……

母亲是一个“眼软”的人。每次得知我
们兄妹身体有啥情况，她又是唠叨又是哭，
深怕我们有什么事，总是苦口婆心地叮嘱
我们：“妈妈老了，身体也不行，想照顾你们
也照顾不来，你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自己
懂得疼爱自己。”

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也算得
上是村里的好人家。在我 14岁那年，父亲
单位集资楼房，我们家便成为村里唯一一
家有楼房的主户，村里人很是羡慕。幸福
的生活刚刚开始，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记忆中，母亲因一场感冒咳嗽，而
不舍得花钱买药治病，一拖又拖，直到病情
加重，去医院时已引发成心脏病，再后来做
了心脏换瓣手术，一直以药物维持生命。
也许是太过于操劳，也许是没什么营养，从
此，坚强的母亲再也不能干重活。但父亲
在城里上班，基本一个星期回去一趟，姐姐
在太原上学，哥哥在太谷上学，家中只有我
和二姐。自认为从小我和二姐懂事，家里
挑水的重活我们包干，不让母亲干，可母亲
总是在我们还在熟睡时，早晨早早地就偷
偷地一点一点把水担满了。母亲舍不得让
我们受苦。

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我已结婚成家
多年，有着女儿和母亲双重身份，深刻体会
到了做一个母亲的不易和艰辛。作为女
儿，我知道倾其一生也无法报答母亲的深
恩，我只有好好地生活，才是对母亲的爱的
最好回报。我感恩，母亲给予我生命的体
验；我感恩，母亲给了我一个幸福而温暖的
家；我感恩，在我困难的时候，母亲给予我
的关怀和照顾……

母亲，有的时候我真想让时间停止，
让您不再衰老，让您越活越年轻，越活越
健康。

感恩母亲
□ 李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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