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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正觉寺十二连城
□ 白占全

说起正觉寺及十二连城，我并不陌生。2007年 9月 24日，我曾随正觉寺十二连城促进会成立主要发起人之一高卫平、成毓真等一
起拜谒过。那时的正觉寺虽修复了部分殿宇，可寺被民居群包围，且建筑工艺简单粗糙，神像剥落，有的殿宇外墙尚贴着白色的瓷板，但
整个殿宇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寺东南侧黄土山梁上的十二连城柏树的四周均为土崖陡坡，十二连城古柏所有的根全部裸露，有的裸
露部分超过两米。庆幸的是当时正觉寺十二连城保护促进会业已成立，寺院建设与十二连城保护同步进行的步伐也已开启。

时隔十八年，我跟随朋友再次前往正觉寺采风，出发前，我还暗自嘀咕，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正觉寺和十二连城不知道到底发展成什
么样子了？

来正觉寺不仅仅是看古迹，更重要
的还是看古柏。因为正觉寺的闻名遐
迩，与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古柏树林有很
大的关系。相传在正觉寺周围，柏香幽
幽，柏涛声声，柏林中四五人方可合抱的
树木随处可见。有资料记载，东汉献帝
年间，时任住持丛海远赴郡外，寻觅优良
柏种，发现有一种扁柏高雅壮观，小柏树
树冠为尖塔状，一树似一塔，壮柏为阁楼
状，一树似一殿。随即购进扁柏苗三百
株，柏籽三升，带回正觉寺栽植幼苗，柏
籽育种，三十年后正觉寺扁柏成林。此
后数百年，历代大师植柏不辍，柏林面积
不断扩大。到唐贞观年间，正觉寺已丛
柏碧绿，壮柏林立。为了区别，人们把寺
院内的柏树按人物命名、寺院外的柏树
按照星宿命名，“八大金刚”“四大天王”

“站殿将军”“绕殿侯”“哼哈二将”“平西
侯”“善财龙女”“十八罗汉”“八洞神仙”

“引路王菩萨”“牛郎织女”“药王罗汉”
“三星聚照”“太阳神”“月亮神”“南斗六
郎”“北斗七星”“东斗五星”“西斗四星”

“二十八宿”“十二连城”“千里一盏灯”
“小唐王乱点兵”“迎客僧”等被神化且有
名号的古柏树有一百二十八株。

二十世纪 40 年代以来，正觉寺古柏
同寺院一样遭到了破坏，现只有“十二连

城”完整保留，柏圪 “南斗六郎”只剩两
棵，“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各存一棵。
存活于鼓楼前的那株“四大天王”古朴苍
劲，傲然挺立，郁郁葱葱。存活于庙前广
场的那株“八大金刚”也早已枯死，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剥落树皮后白白的粗大
树干，树枝光秃秃的，枝枝直指天空。

令人唏嘘的是寺东山头被炸毁的高
耸云霄的“千里一盏灯”。此柏拔地倚
天，硕大无比，树冠如伞，形状似灯，六七
个 大 人 方 可 合 抱 ，被 称 为“ 千 里 一 盏
灯”。相传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燃灯古
佛为了救度众生，云游三千世界，他每到
一处都要点燃几盏佛灯，当他游到南瞻
部洲中华古国上空时，随手撒下了几盏
佛灯，其中一盏便是正觉寺的“千里一盏
灯”。“千里一盏灯”消失于上世纪 60 年
代，那时，当地修公路将“千里一盏灯”炸
倒，从此，留在人们心中的圣灯熄灭了。

从寺院东向十二连城走去，远远地望
见十二连城四周已筑起了数十米高的挡
土墙，走二三百米，穿过西面挡土墙下的
柳树林，钻城门洞，登台阶，来到十二连
城，一座三层重檐圆形大阁呈现在我们面
前，站在星月阁下仰视，此阁鎏金宝顶，蓝
瓦红柱，三层重檐向上收缩，顶呈伞状，寓
意十二连城古柏与日月星辰永生共存。

十二连城是十二株神奇的古柏。因
其生长在一百三十七米长、三四十米宽
的黄土圪梁上，由西北向东南一字形排
列，犹如一截绿色的城墙，故而得名。十
二棵古柏都以十二生肖命名，从东南星
月阁跟前的柏树开始，依次是鼠柏、牛
柏、虎柏、兔柏、龙柏、蛇柏、马柏、羊柏、
猴柏、鸡柏、狗柏、猪柏。关于十二连城
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东汉
献帝初平年间农历四月初七，正觉寺来了
一位老师傅和一位小沙弥，夜间老师傅召
唤小沙弥耳语后，小沙弥独自一人跑到寺
院东侧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梁，拿着禅杖
在山脊行走观察了半天，在所选区域画了
十二个间距均等大小一样的圆圈圈，呈一
字形排开，然后，又分别在每个圆圈中心
画了一个小圆点，展陈开来是十二个太极
图。此时，远在柏圪 山顶的老师傅看着
徒儿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嘱咐，脸上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旋即取出随身携带的净瓶，
抽出插在瓶上的柳枝，蘸了一滴瓶中之
露，随手洒向对面山脊圆圈内。转眼间，
山头白云缭绕，云蒸霞蔚，甘霖普降，然
后师徒二人悄然离去。次日浴佛节，那
原本荒野的黄土梁上赫然出现了十二棵

一字排列的柏树，株株翠柏，枝繁叶茂。
想起正觉寺来的老师傅和小沙弥，众人
去寻找，二人早已不知去向。众人恍然
大悟，才明白此山柏树定是观音菩萨携
神童赐予正觉寺的镇寺之宝。

在鼠柏旁向西北方望去，十二棵古
柏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了一条飞翔的巨
龙，前面树梢为龙头柏，后面的树梢为龙
尾柏，树梢茂盛在空中连成一片，犹如一
对饱经风霜的夫妻，相爱厮守，坚贞不
渝，又如龙凤呈祥，默默地守护着依偎
着，一年四季不离不弃，无论风霜雨雪，
总把充满生机的绿色奉献给天地之间。
此时，陡峭的山梁已变得平整，裸露的树
根已被填平的黄土覆盖，松软的黄土地
上长出了一些嫩绿苜蓿和蒲公英，每一
株蒲公英都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众人四
散走开，在树底穿行，或平抱粗大的树
身，或仰观茂盛树冠，或奔跳着寻找自己
的属相柏树，与古柏留影。我也找到了
自己的兔柏，朋友们快速给我拍了照。

站在十二连城向西眺望，柏圪 、柏
洼沟及其周边的柏树已郁郁葱葱，茂密
成林，似伞似塔似阁，仿佛那些被毁掉的
具有神奇名号的古柏正向我们走来。

旧地重游 今非昔比
车出枣林沟，穿越碛口山洞，沿黄旅游公

路北行一段，从前曲峪村爬山，行约十公里到
达正觉寺。跳下车，放眼望去，一片金碧辉
煌、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殿宇呈现在眼前，
正觉寺已不是十八年前的景象。往东南
去，十二连城四周已砌筑了挡土石墙，山梁也
变得平坦。我不禁赞叹道正觉寺十二连城确
实今非昔比。

站在广场眺望，柔和的阳光中，建于东汉
永平年间、坐落在寺山山头的几座仿唐殿宇
中的一尾尾鸱吻从古朴的屋脊冉冉升起，仿
佛欲腾空而去，却又被青黑色的脊线牢牢抱
住，似飞却舞，欲舞还飞，高高翘起的鱼尾巴
与前端憨厚的大嘴巴及向外鼓凸的大眼睛紧
紧相连，一副憨态十足的呆萌表情。殿宇屋
檐高挑，屋顶设计舒展平滑，护栏阶梯设计合
理，给人以稳重大方的感觉。高挑的屋檐在
突出沉稳和大气的同时，彰显建筑中的活
力。正殿屋檐分上下两层，屋檐向四周伸展，
配合硕大斗拱、高挑的屋檐和屋脊两端如弯
月形的粗大鸱吻，整体造型很好地烘托出唐
代建筑的不凡气势，唐代的开阔浑厚从硕大
的斗拱和深灰色的瓦当里王者般呈现出来。

从西边的鼓楼夹门前移步天王殿，天王
殿挂着正觉寺的匾额，登上台阶，步入殿内，
殿内两边塑着威风凛凛的四大天王和横眉怒
目的哼哈二将，哼哈二将手持法器，四大天
王手持剑琴伞绳，高大威武。南方增长天王
魔礼青，是四大天王中的老大，法器为青云
宝剑，代表风；北方多闻天王魔礼红为老二，
法器为混元珍珠伞，代表调；东方持国天王
魔礼海为老三，法器是碧玉琵琶，代表雨；西
方广目天王魔礼寿为老四，法器为紫金花狐
貂，手执龙索，代表顺。看了殿里的佛教护
法神，殿门的匾额，我就明白这个殿宇既是
天王殿，又兼有山门的职责。

从后门出天王殿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

又叫无量殿，位于高圪台之上，坐北向南，面
阔七楹，进深四间，内殿三间，重檐九脊歇山
顶，登台阶，立殿前，大殿外有一圈廊柱，柱顶
支撑着屋顶大梁，屋外斗拱多层叠加，向外延
伸，托举屋檐的向外拓展，室内与外柱有一间
房宽度地方又有一圈内柱，内柱与外柱共同
呼应，很好地支撑起房顶和整个大殿结构，殿
内除一圈内柱外，再无廊柱，柱底皆用石质石
鼓支撑，底座为宝莲花纹装饰，花瓣硕大，线
条圆润，花瓣尖头装饰成如意状。殿内佛坛
塑有三尊佛像，居中者为释迦牟尼佛，左右两
侧分别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和西方
净土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合称“横三世
佛”，通高五米。佛像背后为倒座观音像。大
殿东西两侧山墙前面平台上塑有十二菩萨站
像，两壁为观音度化彩绘，背壁为天道佛道之
护法图。横三世佛头顶围柱之间托举起中心
巨檩。

出大雄宝殿，绕过廊柱，在大雄宝殿背后
下台阶，沿着旧石条砌筑的高高台阶迈步向
上，台阶有些陡，仿佛一步步向一座小山攀
登，登到高处，眼前豁然开朗，面朝南方的万
佛洞大殿浑身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下，巍峨
灿烂，高高的屋脊两端矫健的鸱吻向天空翘
起尾巴，仿佛离地而去，而那头却俯身牢牢咬
住屋脊。斗拱硕大延拓，给人一种庄严深远
的美感。整个殿宇形态端庄，气势磅礴，形体
俊美，整齐而不呆板，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
富有活力。殿内金碧辉煌，四壁挂有大不过
尺、小不盈寸的万余尊铜佛，栩栩如生。主佛
坛上为通高四米的“西方三圣”，居中者为阿
弥陀佛，左右分别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跨出寺院门，站立台阶下，金光闪闪的正
觉寺三个大字再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我想，

“正觉”二字就字面理解，就是正确之觉悟。
“正”字表示正确、正直，“觉”表示觉悟、认识，
一般情况下，正觉指的是一个人具备正确的
认识和觉悟，能够清醒地认识事物本质和真
相，也指正直的品德和清醒的思维。用在寺
庙，正觉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寓意信众得授佛
法，终成正觉，得到真正的觉悟。其实，我们
的人生也是这样，应该以一个正觉之心活在
当下，在平凡中发现生活中每一个瞬间所蕴
含着独特的意义和美好，每一个当下的积累，
才构成完整而有意义的人生。

正觉寺到底建于何时，讲解员说：“我查
过清朝康熙五十七年《临县志》和乾隆三十六
年《汾州府志》，志书上说：‘正觉寺在临县城
西九十里，汉建，一云金泰和三年建。’有的
资料还说建于东汉永平三年。”正觉寺到底
建于哪一年，也不好妄下结论，但就按金泰
和三年的说法也足见其久远了。

古柏荣枯 铭刻变迁

十二连城 焕发新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