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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生土长的陈宏要出书了，而且是一本关于径山的书，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地道
的径山人。
老乡陈宏要我为他的书作序，我欣然应允。
　　径山镇是我和陈宏共同的家乡，地处杭州西北部半山区，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地方。
境内有上自马家浜文化、下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古城遗址；有宋时被誉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的径
山万寿禅寺，是日本临济宗和日本茶道之源；有唐代茶圣陆羽隐居双溪撰写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学专
著《茶经》的陆羽泉遗址；境内的化城寺，是《径山藏》刻板的发行地，既是释家的大典，更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
历史上吴越王钱锡、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和孝宗、清代康熙五位皇帝曾在径山留下足迹。
还有张祜、苏轼、欧阳修、陆游、龚自珍、金农、徐渭等在径山留下了300余首唐诗宋词元曲⋯⋯。
径山镇不但人文资源丰富，而且自然环境优美。
境内国家AAAA级景区双溪漂流、径山寺风景区、绿景生态园、陆羽泉公园等景区每年都吸引着上百
万国内外游客。
　　径山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文化灿烂、底蕴深厚。
作为径山人，我们感到自豪，深感荣光。
面对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财富，如何发掘和弘扬，并为径山的发展所用，我们也感到任重而道远。
陈宏不愧为径山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家”，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效的探索，经过26年的努力，他的
《径山民间传说》一书就要出版了。
　　说起陈宏和民间传说的结缘，可以从20多年前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陈宏和我一起在双溪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事基层文化工作。
在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贫乏的山村村落里，陈宏凭着一股子山里人的热情和韧劲，把双溪的文化工
作搞得红红火火，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文化站就被评为杭州市先进集体。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宏开始着力收集整理当地的民间传说，并不断地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上公开发
表，美女山、将军山、同安天门等一些传说故事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陈宏着力于弘扬径山的文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作为一个并不起眼的镇文化站站长，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奋斗在基层文化事业上，并主编和
策划出版了十余部有关径山的书籍，挖掘并恢复了径山百人茶艺队、径山禅茶文化鼓乐队、径山茶灯
队、长乐草龙队等近30支民间艺术队伍。
对于民间传说，他更是有一种近乎痴迷的钟情。
近30年来，他放弃休息、走村串户，搜集了150多个民间艺术作品，将这些散落在民间并濒临失传的民
间艺术整理成文，抢救了一批径山民间文化。
这次精选了其中的60个民间传说，汇编成《径山民间传说》一书，不仅为保护和传承及弘扬径山民间
艺术出了很大的力，也成为径山镇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为径山人，我要由衷地感谢他为弘扬家乡浓厚的乡土文化——径山禅茶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径山民间传说》的公开出版，应该说不仅仅只是陈宏个人在民间艺术方面取得的一大硕果，也
是径山文化事业的一项成就，更是为生活在157平方公里的4万径山人民增辉。
最后，祝愿老乡陈宏今后在禅茶文化挖掘整理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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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杭州余杭区的乡镇民间故事集，收入这个集子里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作品是径山地方传说，
还有一类作品是通常称为狭义的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均系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由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个人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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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宏
原名陈应达，又名陈应德。
男，1960年7月生，浙江余杭人。
副研究馆员。
1982年2月17日到双溪公社文化站工作，现为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文体服务中心主任。
已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论文、民间文学等300多篇，曾创作新故事获杭州市一等奖，撰写论文
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大赛一等奖。
2006年5月，作为全国唯一的乡镇文化员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余杭论坛。
被授予“余杭区民间艺术家”称号。

现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余杭区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杭州陆羽与径山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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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钦创建径山寺　　唐朝开元年间，江苏昆山出了个姓朱的读书人，这个人自幼饱读儒书，满腹
经纶，年纪轻轻就考中秀才。
22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上京赶考。
这天，途经丹阳地界，听说当地有个鹤林寺，寺内主持元素禅师是佛界高僧，才学惊人，这个姓朱的
学子就要去鹤林寺求见元素禅师。
　　说来也奇怪，这个姓朱的学子仿佛与元素禅师一见如故，本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可俩人却从早
上一直聊到了晚上。
这一聊，聊出事情来了，姓朱的学子为元素禅师精深的佛学所叹服，竟不愿上京考什么功名，非要在
鹤林寺出家，跟随元素禅师研究佛学不可。
元素禅师对他的悟性也大为赞赏，便亲手为他剃度，并给他取了一个法号叫“法钦”。
　　法钦天生就是块学佛的料子，几年下来，居然把元素禅师肚里的佛学全都学到手，元素禅师对他
也刮目相看，暗暗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继承人。
　　又过了几年，到了天宝元年，法钦28岁了，屈指算来，他在鹤林寺已住了6年，他也看得出恩师元
素有意让他继承衣钵，可他却有着自己的想法，想去外地建一所寺庙，也好中兴佛教，让更多的人来
信佛。
　　这天，元素禅师刚刚打坐完毕，法钦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朝元素禅师磕了几个响头，说是要去
四处游历，觅地建寺。
元素禅师听后又是喜又是惊，喜的是自己没看错这个徒儿，他的确是一块光大佛学的好料子；惊的是
自己把他视作接班人，他一走怎么办？
一沉思半晌，元素禅师还是答应了法钦出游的要求，说不定法钦这一走，日后国内又会出个名寺。
于时，元素禅师便念了一句偈语：“乘流而行，遇径即止”，作为临别赠言。
　　告别了恩师，法钦遵照恩师所说，乘流而行，沿着京杭运河来到了余杭境内，这天，他走到一座
山前，见此山十分俊秀，便寻人打听山名。
找来找去找不到人，他便向山里走去，终于找到了一位砍柴的山民，便上前向他打听山名。
那砍柴的山民告诉他：“这座山是天目山的径路，所以我们都叫它径山，又叫它径坞。
”听山民这么一说，法钦当即眼睛一亮，为啥？
他听到“径山”，即刻想起了恩师赠他的偈语“遇径即止”，看来自己的归宿就在这里了。
法钦谢过山民，当即登上了径山。
　　法钦来到山上，四处察看一番，觉得风景秀丽，是个好地方。
于是觅得一块空地搭建了一座茅屋，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从此以后，他就在这里向山上的山民及上山打猎的乡亲宣扬佛法。
　　法钦上山没多长时间，老天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大雪封山，法钦断粮了，怎么办？
是下山还是继续留在山上？
法钦没有迟疑，继续呆在山上，饿了就喝雪水，等待天放晴了，再去野地里寻找食物。
好不容易天放晴了，上山打猎的山民为法钦的精神所感动，纷纷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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