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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来南风起
"

小麦覆垅黄
# $

由

山城区闹市翻过东岭
"

所见沟沟坎坎

都有农家人在紧张忙碌着
#

石林
"

这

片至今仍不很富足的土地
"

却孕育了

灿烂的文化
"

以法隆寺为代表的古代

建筑更是声名远播
#

法隆寺就在石林乡中石林村西

头
#

还未到法隆寺
"

便闻书声琅琅
#

同

行的山城区石林乡文化站站长
%

!"

岁

的王占江说
"

新中国成立后寺院一直

是村小学所在地
"

小学新近择址另建

后
"

如今这里仅保留小学的一年级和

学前班
#

与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
"

土生土

长的王占江同样是在这里度过了美

好的童年时光
# !

我上学就在大殿里
"

那时还有十八罗汉
%

四大天王和大铁

佛等神像
"

下了课大家都爬上爬下地

玩儿
# $

王占江说
"!

可惜
&

文革
'

一开

始都给毁了
"

#$%&

年连铁佛也当废铁

卖了
# $

据
(

汤阴县志
)

载
*!

法隆寺
"

在县

西
"

唐贞观二十年建
# $

这样算来
"

法

隆寺的历史应该超过
#"''

年
#

村民

告诉我们
"

实际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之初
"

从石林河北岸到现在汤鹤公路

近
!'''

平方米的范围都是寺院所在

地
"

占地面积至少是现存遗址的
(

倍
#

从法隆寺当院尚存的
(

大清乾隆

十九年法隆寺重修中佛殿碑记
)

中可

知
"

至少在清代
"

法隆寺得到过大规

模重修
#

史料表明
"

法隆寺鼎盛时期

香火旺盛
"

僧众上百
"

也有说三百
+

寺

院南北约
(''

米
"

东西约
#''

米
"

占

地面积
(''''

平方米
"

另外还掌控良

田百顷
#

据称当年法隆寺交通便利
"

南有

通耿寺
%

鹿楼的大路
"

西有往大胡村

的小道
"

东有到汤阴的官道
#

也许是

因其规模宏大
%

地处中心
"

分布在方

圆十多里范围内众多的大小寺庙
"

一

度都归法隆寺管理
#

也正因为如此
"

法隆寺所在的村落即得名
!

释林
$"

后

取其谐音
"

易名
!

石林
$#

于平地之上

而非名山之巅
"

特别是在人烟稠密的

村落兴起这么大规模的宗教胜迹
"

不

能不说是一道奇观
"

其中的历史文化

渊源
"

确实值得我们探究
#

历经风雨
"

阅尽沧桑
#

相传法隆

寺建筑群最终在一场意外大火中损

毁殆尽
"

寺院由此日衰一日
"

以至于

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萎缩为东西约
%'

米
%

南北长
#!'

米
"

占地约
$'''

平方

米的残院
#

尽管我们无缘一睹法隆寺

鼎盛时期的风采
"

但是透过石林乡文

化站提供的翔实的图文资料
"

我们仍

可领略一二
,,,

法隆寺坐北朝南
"

寺内由南至北

在同一中轴线上
"

原有左右对称的天

王殿
%

中佛殿
%

菩萨殿三大主要建筑

物
#

殿宇气势雄浑
"

雕梁画栋
"

流光溢

彩
"

青砖琉璃瓦熠熠生辉
#

寺内另有

佛光宝塔
%

碑林石刻
"

还有苍松翠柏
"

绿荫如盖
#

由天王殿进入寺内
"

有一条笔直

甬道直通菩萨殿
"

此即法隆寺中轴
#

天王殿东西长约
$

米
"

南北宽约
%

米
"

高约
!

米
#

四大天王塑像分列东

西两侧
"

每尊塑像高约
")!

米
#

中佛殿为正方体建筑
"

长
%

宽
%

高

各在
#'

米左右
#

大殿南北出檐
"

四角

各竖一根八棱石柱
"

殿前有
#'

米见

方的观月台
"

台下甬道两侧各有一对

精雕细镂的石鼓
"

台东西各有一株一

抱多粗的巨柏
#

晴好时日
"

人立于山

城区东岭高处东望
"

便能看见人头状

柏冠
"

因而这对巨柏被唤作
!

人头

柏
$#

中佛殿正中靠北供奉有释迦牟

尼像
"

佛身由生铁浇铸而成
"

外表镀

金
"

通高
(

米
"

面南盘腿端坐
#

这尊佛

像奇妙之处在于腹部中空
"

藏有经书

千册
#

与之靠背的是一尊观音卧像
"

据传该塑像为
!

女人身
"

男人脚
$"

寓

意何在
"

说法不一
#

步出中佛殿
"

沿着近
(

米宽的鹅

卵石铺就的甬道北行就可近观旧时

法隆寺最大建筑菩萨殿
#

菩萨殿在风

格上与中佛殿相像
"

长
%

宽
%

高都在
#'

米以上
"

内有
*

根圆形石柱支撑
#

大

殿中央供奉有面南背北的观世音
%

大

势至
%

文殊
(

尊菩萨塑像
"

东西两侧

各塑有罗汉
$

尊
#

值得一提的是
"

菩

萨殿前有一大型月台
"

民间社火常有

上演
#

月台两侧植有石榴树
"

每逢五

月
"

石榴花红
"

争奇斗艳
"

煞是喜人
#

菩萨殿东南为一参天老槐
"

上挂铁铸

巨钟
"

钟有铭文
"

每到农历初一
%

十五

钟声响起
"

浑厚悠扬
"

十里可闻
#

曾经与钟声合鸣的
"

应该还有寺

内六合塔上的铁铸风铃
#

该塔建于

#'+&

年
"

塔身六角九级
"

共
#(

层
"

高

#%

米
#

塔身各层均雕刻有栩栩如生的

各种佛像造型
"

塔尖装有元宝顶
"

每

个塔角各挂风铃一只
"

共
&+

只
"

风起

铃动
"

清脆悦耳
#

千年烟云终散去
#

实际上
"

如今

我们在法隆寺里所能见到的
"

仅有龙

王庙
%

关帝庙
%

文昌庙
(

座晚清建筑
#

龙王庙位于法隆寺中轴线西
"

坐

西朝东
"

长
$

米
%

宽
!

米
"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其建筑工艺独特
"

梁头雕绘

精细华美
"

屋脊两端各盘双龙
"

形态

逼真
"

呼之欲出
#

关帝庙和文昌庙对称分布于法

隆寺中轴线东西
"

均坐北朝南
"

其形

等大
"

建筑面积均为
!+)!

平方米
#

两

庙屋脊檐均饰蟠龙
"

或于脊中或于梁

头雕刻莲花图形
+

房檐滴水处
"

一庙

作兽头
"

一庙作蛟头
"

形态逼真
"

惟妙

惟肖
#

往往失去的时候方知珍贵
#

围绕

千年古刹法隆寺的保护
%

修复和重

建
"

实际上一直有一批人在奔忙
#

据了解
"

上个世纪
%'

年代中期
"

村校老师在搭建校舍
%

平整土地时
"

就有意识地将寺内一批地面文物埋

入地下
#

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

这批

文物才得以躲过一劫
"

可望有朝一日

重见天日
#

改革开放以来
"

当地多名乡村干

部和普通村民自发捐资上万元维护

修葺庙舍
"

收集整理有关史料
"

日夜

看护寺院一草一木
#

乡文化站站长王

占江就连带着患病的妻子四处求医

的
!

年间
"

每到一地也都不忘遍寻有

关典籍
%

碑刻和知情人士
"

默默为法

隆寺早日大放异彩尽心尽力
#

就在上个月
"

石林乡被命名为河

南省历史文化名镇
-

乡
."

他们以此按

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
"

对法隆寺实行长期重点保护
"

确定了

!

保持建筑的历史形态
"

维护和修复

传统风貌
"

改善环境和内部设施
"

在

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利用
$

的原则
"

将

原样修缮恢复损毁建筑列入了计划
#

当地党委
%

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

对法隆寺倾注了深情
"

这里除了令他

们自豪的厚重的古代历史文化积淀

外
"

还有一个令他们更加感到自豪和

荣光的理由
,,,

那就是
%'

年前
"

一

声曾经改变中国命运的号角就在这

里
"

在他们自家的院墙外吹响
+

一支

曾经改变中国命运的队伍就从这里
"

从他们自家的院墙外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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