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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法门寺文化大放异彩    《万世法门》第一次出版在法门寺唐代地宫面世十周年之际，十三年来一印
再印、一版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今天，又在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作为法门寺人，确是激动不已，三十年间的景象又浮现眼前。
    法门寺是中华民族的佛教圣地，而经千年之后那辉煌的历史已淹没无闻，到近代十分苍凉，只是十
多亩的小院、两座大殿拥戴着一座宝塔，塔还向西南倾斜着。
三十年前人们入寺，多半围塔转转，看看明代宋巧姣告状的跪石，听听当地老百姓讲讲寺西邻前秦女
诗人苏蕙织锦回文璇玑图的故事就走了。
只有看好历史的人望着宝塔四面“真身宝塔”、“浮屠耀日”、“美阳重镇”、“舍利飞霞”的石匾
，在那里久久思索。
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不曾想到塔下会有一个大唐王朝的地宫和佛教的大干世
界。
1981年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坍塌、人民政府对残塔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呼吁、扶风县对重修法门寺塔的
坚持、宝鸡市的支持和陕西省的决定，使得尘封了1113年的法门寺辉煌历史、大唐王朝地宫及其所积
淀的法门寺文化重见天日，不二于世。
    在这震惊世界的发现之后，人民政府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弘建寺宇，修建法门寺博物馆，于1988
年11月9日对外开放，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
到1997年十年间，海内外佛教佛学界、社会科学界在此开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但是，法门寺文化只
是学术活动，只在社会科学界和佛教佛学界，没有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效应。
当商成勇、岳南先生《万世法门》初版之时，我十分激动。
这部纪实文学向海内外佛学界、知识界，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实地展现了法门寺——这座中华民族伟
大而辉煌的历史宝库。
佛典明载，公元前272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向世界散施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以弘
扬佛法，中国得其十九而法门寺居第五为佛祖指骨真身，遂建塔成寺名阿育王寺。
八百年以后，雄踞中国北方的元魏王朝肇启塔基，继得佛祖真身，遂开王朝供养舍利以弘扬佛法之先
河，这里从此名声大振，成为华夏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百多年后，唐高祖李渊诏命改阿育王寺为法门寺；太宗李世民敕命供养舍利；高宗、武后尊奉为护国
真身舍利，建大圣真身宝塔，宏建地宫，御令广度僧尼，御驾迎奉，以身侍佛；中宗帝后下发入塔，
法门寺以瑰琳宫二十四院之制为皇家寺院；前后八位皇帝，七次开塔迎送舍利入长安、洛阳皇宫供养
，长达二百九十年之久。
其间唐皇室供奉佛祖真身之海内外奇珍异宝，云集法门寺地宫，最后结集为大唐佛教密宗舍利供养曼
荼罗世界。
咸通十五年（874年）唐僖宗一道御令，法门寺地宫封闭，佛指舍利及其众多的供养用具被埋入地下
，1113年不被人知。
其间，明隆庆三年（1569年），唐塔倒毁，万历七年（1579年）至三十七年（1609年）间修成十三级
八棱砖塔，唐地宫不曾扰动，只是这里发生的一桩公案被后人编为戏曲《法门寺》，而入各种剧种流
传于世。
    1981年8月24日，法门寺塔坍塌，仅余一半巍然屹立，一时成为奇观。
从1984年起，政府就着手保护，修复新塔，在清理塔基时，于1987年4月3日发现地宫，四枚佛指舍利
和数千件唐皇室供佛珍宝依《物帐》碑所示的先后出土，光彩夺目，不二于世。
佛教世界数千年向往的、举世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每一件可以写一本书的数千件唐皇室奇珍异
宝，集汉地密宗之精要的佛舍利供养曼茶罗等等，使这里因“佛骨旋风”掀动的“法门寺热”越洋过
海，遍及宇内。
    历史和现实交会时所闪现的火花，似乎给予我们当头棒喝：必须把文物变成文化，把文化变成社会
效应；不然，我们这一群守护者就可能糟蹋了法门寺这座宝库，而变为千古罪人！
基于这样的责任感，我们高筑起历史文化的舞台，从1990年9月9日起，相继举办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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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会、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法门寺文学笔会、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
为了1994年法门寺唐密舍利供养曼茶罗的发现，我们在北京和法门寺召开了同样的学术讨论会，在法
门寺文物陈列、法门寺大唐茶文化陈列的基础上，又推出法门寺唐密曼茶罗文化陈列，并展开与中国
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交流，借此把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寺文化研究推向世界。
这样就可以向历史作一个交代，为后世负责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成果并不圆满，还没有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门寺。
所以，我们企盼着纪实文学和电影、电视剧能将笔锋和镜头转向法门寺，走进这座千年幽闭的地宫。
    机遇终于到来11993年初春，在我们开完法门寺文学笔会之后，商成勇——一个执著的青年学者不远
千里，带着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法门寺间的风尘，走进法门寺博物馆。
从古周原的各处名胜古迹，一直到相关当事人的每件事、每个细节，他都做过查访。
我十分振奋，拉着他的手走进地下玄宫。
让纪实文学之笔拉开那历史尘封的一道道帷幕，让这座伟大辉煌的历史宝库在海内外人民心目中大放
异彩，让沉默的历史遗迹变成生动的电影、电视剧，走出地宫，走出国门，走进异域，走进千家万户
——这是我的梦想，一个美妙的梦想！
在离开之前，他写了一章给我，我看到成功的希望，欣喜至极，情不自禁地吟起赵朴初大居士《法门
寺佛指舍利出土赞歌》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心光常注近及远，事业毋忘
后现今！
”1995年盛夏，我在北京又见到岳南先生，他的《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两书是以定陵和秦始
皇兵马俑坑为题材，可谓熔历史、文化与文学于一炉。
他俩携手合作，终于推出了这部大作——《万世法门》。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所具有的深厚史学功底和文学才华显露无遗。
其整体的广度、深度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独到美妙之处，确是令人惊叹。
如果说这是近年来以法门寺为题材的最优秀著作，应是不过分的。
    当然，如果只是如此，这部作品远不能令我激动许久，引起我心灵震撼和亢奋之情。
更重要的是，作者透过历史事件的精彩描述，让人们仿佛置身其境，进射出民族的向心力和人性的光
辉，这种高贵的精神力量，便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与烽火中蜿蜒前行的最大支柱。
假如没有这样有力的支柱，民族的文明大厦将坍塌无疑，民族的文化将根绝于后世——或许，这便是
《万世法门》要告诉广大读者的根本要旨，以及我为之激动亢奋的真正原因。
在此，我愿意将这部作品推荐给亲爱的读者，同时欢迎一切关心法门寺文化的海内外知己，亲莅法门
寺博物馆游览、考察、研究。
请相信，那与关中黄土一样朴实无华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会给您送上一份浓厚的温情，殷勤相待。
    读完《万世法门》一书，勾起我万千思绪。
法门寺的脚下是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这里是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三千多年前，古公宜父率领周民族部落，经过长途辗转跋涉，定居于岐山之阳，自强不息，励精图治
，文王强国，武王灭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他们在这片肥水沃野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文学艺术是“悬浮于空中”的精神产物，与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形态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与宗教、人伦道德更为关系密切。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法门寺，历朝各代都有名篇佳作出现。
《诗经》中的《风》、《雅》、《颂》，有许多就是吟秦声、颂周室的，“周原朊朊，堇荼如饴”成
为历史画面的真实写照；东晋才女苏若兰在一方丝手帕上绣织841个字，纵横反复读皆成诗章，今人已
破读出近万首，其构思之奇特、感情之缠绵，堪称回文诗之最；一代文豪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
拥蓝关马不前”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谏迎佛骨的重大历史悲剧；明代戏曲《法门寺》被改编成十多种
地方戏，流传二百多年经久不衰；还有众多的佛诗、禅诗、风物诗等大量的民间文学创作。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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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和繁荣法门寺的文学创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和艺术氛围。
这里是周秦文化的源头，又是汉唐丝绸之路必经通道；这里是“关中塔庙始祖”，又是佛教朝拜的中
心；这里的珍贵文物既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又有极高的文化内涵。
在当今中国，这里的历史文化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别处无法替代。
在这里，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绚丽相衬映，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汇合，儒学与佛学相交融，皇室生
活与乡土生活相比翼。
中国人与外国人、国家元首与普通百姓、学者与大亨、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都可以翩然而至，优游
其中；爵士摇滚乐与软悠悠的拜佛曲，都可以回荡在蓝天之下、黄土之上。
    我们热切地冀盼着，在这个诗与梦的世界里，诞生出史诗般的皇皇巨著。
    1994年11月，我随文化代表团到台湾进行两岸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展望与交流，深切体会到台湾同胞
对法门寺深厚的感情。
这是很大的动力，激励着我们这些历史宝库的守护者发奋进取，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团结炎黄子
孙，促进现代文明与世界和平。
《万世法门》为这座法门寺历史宝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它将是法门寺文化的进一步展示，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学者参加这一行列，并且怀着殷切的希望，敬邀
台湾同胞光临法门寺！
    《万世法门》一版之后第二年11月，法门寺迎来开放十周年的历史节庆，法门寺举行了佛教传入中
国两千年纪念、地宫唐密曼荼罗开光、澄观法师退居暨净一法师升方丈座庆典；法门寺博物馆在西安
人民大厦举办首届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万人云集，佛祖之国印度、尼泊尔驻华大使等中外
专家学者五百人出席，大会向社会正式推出了“法门学”，甚是壮观。
年底，法门寺博物馆归省上直管，法门寺文化建设力度加快，2001年11月，3600平方米的法门寺文化
文物陈列完成；2002年2月23日到3月31日，台湾同胞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供奉瞻礼，“佛手牵两
岸，雷音震五洲”，法门寺文化又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法门寺圣地文化建设步伐加快，请看，2003年完成了3000亩的规划设计；2004年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05年法门寺佛指舍利入韩国供奉瞻礼；2006年保护法门寺的历史功臣朱子桥
文化业绩座谈会召开、纪念馆开放；2007年法门寺圣地区域建设开工。
2009年5月9日，十万之众云集法门寺，举行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这是大唐王朝昭命
法门寺地宫封门1135年、明代建塔400年、朱子桥修塔70年的历史总结和盛大庆典。
在这如来家业的荷担之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庄严辉煌的日子，世界仅存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被安奉在法门寺新落成的世界最高佛塔——合十舍利塔中。
塔高148米，为佛家双手合十，汲取历史和当代人文精髓，融合我国与世界著名建筑创意，象征着和平
和谐与吉祥如意，凝聚着佛教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佛教信众及人类的美好愿望，释放着历史文化的巨
大能量与灿烂魅力。
人们看到，塔下的平原，曾经是周朝的发祥地，中华文明在这里发源。
两千年前，佛指舍利到了这块宝地，与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千年前，经过大唐盛世的多次供养，佛指舍利与大唐供佛珍宝、佛法的大干世界藏而不露。
现在的新千年、新世纪，佛指舍利再现人间，在合十塔里光照环宇，这就是千载佛家圣地、万世人文
经典。
由此展开，法门寺将建设成为集历史文化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由佛法僧三区组成，融合中国和世界佛
教历史、人物、教义、教理、文化、艺术、建筑、景观等等为一体的佛教圣地文化区、世界级佛文化
交流平台和旅游览胜的重要目的地；将使前来瞻礼和观光的人们，都能领略到文化的魅力，获得身心
的愉悦，祈福美好的愿望，从而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如今的法门寺是海内外瞻礼朝拜的圣地、文化交流的胜地和旅游观览的盛地。
自出版以来，《万世法门》见证了这大唐盛世“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再版之后，《万世
法门》将推动新世纪、新千年法门寺文化大放异彩！
    2011年5月于西安    【简介】韩金科，1946年生，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人。
1979年入陕西省专业理论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思想史，1981年毕业回扶风县，后任县文化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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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写扶风县文物志、文化艺术志、社会风俗志，并编排新历史剧《班超》、《郦娇奴》等。
1985年起负责法门寺残塔拆除、塔基发掘；1987年4月起参与组织、领导了法门寺唐代地宫的考古发掘
和法门寺博物馆筹建；1988年起任法门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自后组织起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先后召开了法门寺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文学艺术、大唐茶文化、秘
色瓷、唐密曼荼罗文化、唐文化等十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学。
编著《法门寺》、《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等六部，与人合著《法门寺地宫唐密
曼荼罗之研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万世法门>>

内容概要

　　《万世法门》是以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佛指舍利面世及有关事件为主轴
而展开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卷帙繁浩、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长轴画卷，不仅从佛教史，而且还
结合中国历史，详细考察了由法门寺所呈现的佛教渊源和中国的历史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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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商成勇:1966年生，陕西周至县人。
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有长篇作品《万世法门》（合著）、《东方红霄》、《中国盗墓传奇》（合著）、《仗剑江天》、《
叩问大地》、《佛佑法门》（合著）、《盗墓贼》（合著）、《大道阳光》、《五星红旗》、《月光
慈航》等11部300万字出版。
军旅时曾连获三届全军好新闻一等奖，获第十一届亚运会好新闻奖，报告文学获《解放军报》征文一
等奖、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作品有日、韩、英译本。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
》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
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其中数部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两百余万册。
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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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王志蚌老人率领工匠，以对释迦牟尼佛的虔诚之心和对周原父老出资捐产的感念之
情，冒酷暑，度严寒，披星戴月，修建宝塔。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有序地进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宝塔的第一层将要修成时，关中大地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
八百里秦川I因为久旱无雨，变得赤地千里，颗粒不收。
当初修筑宝塔的捐资捐产渐渐耗尽，最后连修塔的砖灰原料都发生了困难，待第一层封顶时，只好勉
强用砖块瓦渣添补。
在这种情形下，修塔的发起者和决策者们，只好再次向众居士和善男信女们发出紧急告示：“法门寺
修砖塔，头层已满，缺少二层砖灰，望八方居士、善男信女舍资财共成圣事。
敬告。
”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修塔的艰难，这个告示的内容被刻在几块方砖上，修进了一层宝塔之中。
四百年后，宝塔崩裂，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了这历史记载中的铭文告示，增加了这个事件的
真实证据。
 告示尽管发出，但已不像当初那样有效了。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后，连续的干旱，使关中百姓家无充饥之食、御寒之衣，吃饭穿衣都成为
严峻的问题，怎有供奉之财捐出。
有些居士深感过意不去，竭尽全力，几乎倾家荡产，才换来几个铜板和几块方砖，其情其景尽管动人
，但总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万般无奈中，党万良、杨禹佐和法门寺僧众，决定再次上表朝廷，以求支援。
而此时的万历皇帝，正在招揽天下工匠，搜集四海之财，于十三陵地区的大峪山下修筑他的寿宫——
定陵。
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财力不足，以及围绕这个陵墓展开的臣僚争斗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已使这位年轻
昏庸的皇帝大为头痛，并一度出现了罢朝的现象，哪里还有精力和热情去关心法门寺宝塔的修筑。
党万良等人的上表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迫于窘境和无法扭转的天时，法门寺宝塔的修筑工程不得不宣告停工。
 春去冬来，日月递嬗。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周原父老在焦灼地等待风调雨顺的时日，等待好年景的到来。
终于，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也就是法门寺宝塔动工修建的十年之后，大旱才真正地结束，关中
父老在久旱之后的甘霖中，开始播种、收获，舒缓一下那早已骨瘦如柴、全身疲惫的身体。
而此时的法门寺，早已是荒草凄凄、衰败不堪了，就连修成的宝塔一层的台面，也已长出了几尺高的
树木，成为一个颓废的砖土堆了。
 尽管如此，周原父老仍旧没有忘掉法门寺宝塔的修筑，他们的内心情感如同冬日的野草，一旦遇到适
宜的春天，便开始萌动，开始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
在一个好年景刚刚到来的时候，才稍得到温饱之时，他们便旧事重提，再度倡议捐资献产，修建法门
寺宝塔。
 借助这次人们对修塔的热情与渴望，也许应该就此探讨一番释迦牟尼所创立的这派宗教，是如何使华
夏民族的心理转轨并演化成一种宗教精神的，或者说这个民族是怎样把自己的生命跟佛教寓言式的教
义融合在一起的，但这毕竟又是一个大的理论范畴，这里还是将这个议题暂时放置起来，去叙说这个
时期发生的另一个悲壮而神奇的故事吧。
 故事的主人翁始终没能留下姓名，历史记载的寥寥数语中，只说他来自西蜀，是一位鹤发童颜、面貌
和善的老迈居士。
他原本是来法门寺瞻礼朝拜的，但当他跋山涉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来到之后，看到法门寺这
块自己向往己久的圣地变得衰败不堪时，不禁伤心落泪，而在伤心落泪之后，他加入了募捐的队伍，
并在释迦牟尼像前跪拜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倾尽心力行乞化缘，为重修法门宝塔尽一佛家弟子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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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博
物馆，以及王阡、刘云辉、石兴邦、韩金科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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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现世记(修订版)》编辑推荐：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发源于北魏，兴于
隋，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
其藏有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唯一的释迦牟尼佛真身
舍利。
《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现世记(修订版)》从不同侧面披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和发掘经过，并在
文中穿插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
珍贵的历史文物与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学界的好古敏求之切与佛界的笃教信佛之诚互为表里，为中国
历史及世界佛教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考空间，作者所具有的深厚史学功底和文学才华显露无
遗。
在此，我愿意将《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现世记(修订版)》推荐给亲爱的读者，不仅仅因为作者以
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更重要的是，作者透过对
历史事件的精彩描述，让人们仿佛置身其境，迸射出民族的向心力和人性的光辉，而这种高贵的精神
力量，恰恰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与烽火中蜿蜒前行的最大支柱——或许，这便是《万世法门》要告诉广
大读者的根本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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