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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掌故浓缩了城市难忘的记忆，也映射出城市多姿多彩的历史影像。
    悠悠中华，上下五千载，华夏先民在为我们创造了恢弘而大气、灿烂而辉煌文明的同时，也为后人
留下了一座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名城。
中国的名城，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深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或为历史
上人一统国家或地方政权的中心，或为某一区域的“大都会”，或为某一历史上的边陲、海防重镇，
或为某一时段璀璨而繁荣的文化圣地，它们的兴建与存废，见证着王朝的兴衰更迭，见证着历史的沧
桑变迁，也折射出历史的辉煌与辛酸。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这些中华名城，有如粒粒珍珠，遍布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共同勾勒出伟大祖国的锦绣画卷。
    花开自有花落时。
无论是汉唐盛世的万邦来朝、歌舞升平，还是分裂割据时代的金戈铁马，繁华过后，总有刀剑入库、
马放南山之时，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成为故事，而能够流传于后世的，更多的是那些在长期的社
会变迁中沉积下来的典故与传说，其中，掌故便是一种延续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掌故”一词，在汉代本是掌管礼乐制度的官名，隶属于太史，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介绍历史上的典章
制度、人物事迹等故事和传说的文体形式。
掌故能流传久远，也因其中兼具思想性、故事性、知识性和记录性等多重功能。
    近些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或因人为因素，或受恶劣自然环境侵蚀，许多曾经为人们所熟
知的历史文化遗迹、民俗古貌，渐次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或变作一幅幅永久定格的珍贵图片，或化作
一段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记忆。
或许若干年以后，当人们回首过往，点点滴滴的记忆浮现于心头时，才发现刚刚经历过的真切的历史
片段，在不经意问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留住了这些记忆，才能在充满浮躁气息的现代社会中守候心灵的最后一方净土，城市才不会沦为
一座没有灵魂的空壳之都；而有记忆的城市，才是一座充满活力、独具特色和有深厚底蕴的城市。
    城市的故事值得永远流传。
为此，中国版协城市出版社工作委员会组织全国十六家城市出版单位联手启动了《中国名城掌故》这
套书的编写，希冀以丰富而翔实的内容，精当的叙述和全方位、多角度的梳理，将中华名城的山水名
胜、历史风貌、发展轨迹、逸闻趣事等展现于广大读者面前，为我们，也为子孙后代留住历史的记忆
。
    本书编委会    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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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名城掌故丛书：成都掌故》以大量珍贵翔实的史料为蓝本，融纪实性与学术性于一体，深
入挖掘成都丰厚的历史文化，以独特的视角、精彩的细节叙写成都的逸闻趣事、民风民俗，充分展示
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谈到成都，都知道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迹众多。
但成都究竟曾是多少个朝代的开国之都？
却历来有“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九朝古都”种种不向的说法⋯⋯《中国名城掌故丛书：成都
掌故》以翔实史料，勾勒了成都历代开国君王的历史，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成都这座有2500年悠久历
史的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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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郎，原名和文军，随笔作家，纳西族，云南丽江人。
1968年生，1991年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现居成都。
任《读城》杂志主编。
出版有《月亮是丽江的夜莺》《吾土丽江》《中国地脉》（北方卷、南方卷）、《火焰与柔情之地》
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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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的红豆——成都朱熹宗祠纪行
薛涛和她的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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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慈寺与苏东坡    宋代大文豪苏轼（号东坡）生前曾多次到过成都。
在成都诸多名胜古迹中，大慈寺是苏轼来得次数最多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大慈寺当时又名中和院或胜相院。
胜相院六世主持宝月惟简大师，眉山人，系苏东坡的同宗远房亲戚，两人关系非常好。
此外苏轼与寺里的僧人文慧、惟度也很友好。
公元1056年，苏东坡才二十岁，随父亲苏洵及弟苏辙赴京赶考路经成都，在大慈寺观赏了吴道子的高
徒卢椤伽等名家的壁画作品，这些作品皆“精妙贯世”，苏轼当即留下题名“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
，眉阳苏轼与弟辙来观卢椤伽笔迹”。
第一次到大慈寺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苏东坡后来在《中和胜相院》一文中又作了回忆。
    苏洵生前笃信佛教且酷爱书画。
长安曾有一座藏经龛，为唐玄宗所建，“其门四达，八板皆吴道子画，阳为菩萨，阴为天王”。
有人就将历经战乱后幸存下来的四板赠送给苏洵，苏洵视之为稀世珍宝。
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于开封。
苏东坡从京城扶柩回眉山服孝，将这四板画也带回家乡。
苏轼服孝期满后，专门去大慈寺与惟简见面，惟简让苏轼将苏洵生前最爱又最不舍得割弃的物品捐献
给大慈寺。
苏东坡担心四板画放在寺院里不安全，就问惟简：“我在这里不可能长久看护画，如果把它给你，你
会如何看守？
”惟简答：“我以我的性命担保来守护好。
我的眼可挖，足可断，但板画绝不会被别人夺走。
”于是苏东坡将四板画交给惟简并施舍了部分款，惟简为此费心修建了一座大阁楼，名为“四菩萨阁
”，以珍藏这些板画，同时将苏洵的像也画在阁内。
苏东坡此次离开蜀地就再也未回来过，但他一直很怀念大慈寺。
许多年后，还在文中对大慈寺大悲阁中的佛像念念不忘，称“成都大都会也，佛事最盛”，“余游四
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
    大慈寺文慧大师居住在清风阁，曾去信请苏轼为清风阁作记。
苏轼当时可能没有心情或灵感，一直拖延未撰文。
文慧大师却很有耐心地又四次去信索文，尽管这种应酬文题可写处不多，但最终仍难不住苏东坡，他
从“清风”入手写成了名作《清风阁记》。
现今去大慈寺的游人如果选择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寺中临窗听风，届时回味苏轼的文句“风起于苍茫
之间，彷徨乎山泽，激越乎城郭道路，虚徐演漾，以泛汝之轩窗栏楣幔帷而不去也”，一定有荡气回
肠、烦恼尽除的感觉。
    苏东坡本人也是一个出名的书画家，尤其欣赏五代名画家孙知微在大慈寺寿宁院所作的壁画。
孙知微是成语“弄巧成拙”故事中考试学生的老师，长住大慈寺等寺院。
当年孙知微准备在寿宁院墙壁上作湖滩水石画四幅，思考了多年，一直不肯下笔。
一天，孙匆匆走进寺，急着向僧人要画笔，  i奋袂如风，须臾而成”，画中水流跳越冲激的气势，使
人感觉房屋仿佛马上就要被冲垮。
苏轼非常喜欢孙知微这幅画，于是请成都名画家蒲永升在大慈寺临摹了四幅。
无论走在哪里，都要把蒲的画挂在公斋或家里。
苏东坡称蒲画在夏天“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或“一袭残暑”，如此高的艺术境界令现代人憧憬仰慕
。
可惜孙知微的画几乎不存于世，据说在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收藏有孙知微《伏羲像》画，如果哪位读
者有机会到大阪请一定替苏东坡多看几眼。
    大慈寺与万慧法师    说起近代大慈寺，不能不提起传奇人物万慧法师。
万慧（1889—1959），俗姓谢，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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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希安，四川乐至人，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的三弟。
    谢氏在乐至系名门望族。
·谢希安20岁考入上海复旦学院，与校中一位女同学相恋。
但是他母亲却在家乡为他包办了一门婚姻，骗他回家乡，逼他完婚。
谢希安愤而出逃，赶回学校，女同学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他万念俱灰，回到成都大慈寺，脱下西装换袈裟，皈依佛门，法名“万慧”。
关于谢希安出家，还有另一种相似说法，称谢希安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同一个中国女青年因同学关系相
识，极其相好，打算白头到老。
但因谢家长辈反对，双方无法结婚，女子忧郁而死。
谢希安发誓从此不再爱其他女子。
他归国后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家里为他包办婚事，女的即将嫁来。
谢希安反对无效，于是悄悄到大慈寺出家。
无论上述哪种说法准确，谢希安无疑是为情所困才看破红尘的。
    谢希安出家后即离开成都到大慈寺方丈和尚的主庙——贵州安顺县高峰山万华寺受戒数月。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谢无量还在日本留学，回国之后才知道兄弟的这一“过激”行为，苦苦劝其还
俗。
谢希安不仅不听，反而徒步经滇东、滇西，远赴印度，攻读梵文，致力于佛教经典学习研究近十年。
1920年又转居缅甸首都仰光。
    1927年底，川籍著名作家艾芜从四川流浪到缅甸仰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时，幸亏万慧法师救助
。
万慧见了艾芜写的东西，便鼓励他写文章投到华侨报馆去。
于是，艾芜写了篇新闻报道，送到《仰光日报》试试。
编辑是万慧的朋友，马上将文章发表了。
并给了缅币二十元。
以后艾芜的诗歌和散文经常刊登在仰光的华侨报纸上，从此中国文坛、世界文坛上有了艾芜这个作家
。
艾芜在他的晚年曾写下《我在仰光的日子——兼记万慧法师》一篇文章表达他对万慧深深的思念。
    万慧在帮助艾芜的时候，个人经济状况并不好。
除了教书，他还写作，有时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取生活费。
万慧曾向北京大学等名家刊物投过稿，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俩都曾接济过他。
万慧法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非常喜悦，在文章中写出“人民广播，夜沸新声。
天寒由此渐微，曙光从兹怒发”、“中华宏远斯转”、“共庆于今解放”。
这是对新中国最大的赞美，作为一个上年纪的缅侨僧人，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难得。
    万慧离开成都后，在国外弘法近五十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虽然身在异国，却非常怀念四川，他写过这样的诗：“无情有泪是吟哦，整柱调弦意如何。
极目故乡春服里，几人得傍鲤庭过？
”万慧法师精通梵文、英文、巴利文、印度文、法文、日文、蒙古文等八种文字，且德行高尚，在印
、缅及东南亚各国极负盛名。
1959年，马一浮先生出面邀请万慧法师回国，不幸未成行，此后万慧圆寂于缅甸摩谷的宝石井。
谢无量在北京作诗哀悼“弥天今竟寂，动地永成哀。
异域淹吾弟，同条感不才。
遗文应共惜，慧业岂容猜。
生死情增恸，良非识所开”。
万慧逝后，缅甸人为他建塔祀念。
国内著名佛学大师夏莲居居士为此赋诗《挽万慧法师》二十一首以颂扬万慧，其中有诗云：“今之万
慧师，似唐代玄奘，奘迹遍天竺，慧塔建仰光。
”即使没有大慈寺来牵线联系，万慧与玄奘的精神追求亦是同一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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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都掌故》为“中国名城掌故丛书”之一。
是一部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融信史与传说、实录与演义、历史与文学为一体的通俗地方文化读物。
白郎主编的《成都掌故》以丰富而翔实的内容，精当的叙述和全方位、多角度的梳理，将成都的山水
名胜、历史风貌、发展轨迹、逸闻趣事等展现于广大读者面前，为我们，也为子孙后代留住历史的记
忆。
为完备翔实的地方掌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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