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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萍

古塔沉睡千年

当天，掏鸟蛋的孩子们来到古
城西南的盘门地块。盘门是中国唯
一尚存古代面貌的水陆双城门，那
里有高高的吴门桥，还有一座默默
看护苏州老城的古塔——— 瑞光塔。

古盘门、吴门桥和瑞光塔是苏
州著名的“盘门三景”。清代时，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也都曾专
程前来此地的瑞光寺参拜。瑞光
寺，是瑞光塔所在的寺院，它曾经
也叫瑞光禅寺。

据地方史料记载，至1931年，这
里还有寺屋42间，是规模较大的佛
寺。而从苏州本地的方志上，可知
瑞光塔所在的佛寺，是当地最早开
辟的佛教场所。传东汉末年，月氏
僧支谦避乱来到江南，为吴国孙权
翻译佛经，将佛学传来吴地。接着，
遥远的康居国僧人性康，也来到苏
州传经送佛，于是，吴主孙权在吴
赤乌四年（241年），为这位康居国僧
人在盘门建起佛寺，这就是瑞光塔
前身所在的“普济禅院”。

6年后，孙权在禅院中建起13
级舍利塔，此即瑞光塔前身，也是
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佛塔。而据宋志
记，今瑞光塔为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年），由吴越王钱氏动工兴建，
历26年至下一任皇帝宋仁宗天圣
八年（1030年）落成，因完工后塔上
瑞光四射，故称瑞光塔。瑞光塔下
的寺院，也改称瑞光禅寺。经历代
修缮维护，至今，苏州瑞光塔砖砌
塔身仍为宋代原构。

但是，在“读书无用论”尚未
彻底清除的1978年，来到塔下的
这几个孩子，并不了解瑞光塔的
历史，也不知道塔作为一种宗教
建筑，是供奉灵骨的庄重场所。
他 们 只 看 到 塔 周 围 荒 草 萋
萋——— 里面该不会藏有鸟蛋吧。

是的，1978年的春天，破旧的苏
州瑞光塔，正在等待重新修葺，仍
处于关闭状态。瑞光寺内的房舍，
已在1958年改为民居，寺塔被单独
圈起封闭。渐渐地，古塔周边围合
起一片荒草，鸟雀们前来做窝，连
原来高出地面好几尺的宽大塔基
平台，也被草土淹没，看不出原先
青石板的颜色了。

他们烧掉了“最贵的纸”

那个下午，三个皮孩子钻进封
闭的古塔，塔内的蝙蝠闻声惊起，
扑簌簌四下乱飞，倒把少年们吓
了一跳，抬头看去，只见以塔为
家的蝙蝠们，正成百上千密密麻
麻到处悬停着，少年们慌不择
路，地上厚积的尘灰，立刻凹现
出他们的脚印。

塔内已一片破败，塔砖掉落，
塔墙几乎坍塌。重建于1004—1030

年的瑞光塔，虽历代都有修葺，但
至清末1872年最后一次大修，距
1978年，已过去106年；距苏州解放
后于1954年对全塔予以加固，也已
过了24年。

但是，古老的瑞光塔，在破败
中又透出顽强，它还依然保持着宋
代七级八面仿楼阁式砖木结构的
基本样貌——— 是为了守护塔中的
那个秘密吗？

迷惘、冲动、不知好歹、不由
自主，孩子们决定要爬上塔去，
一探究竟。

瑞光塔的中心，也是居中一
根巨大的竖轴，像一根巨大的实心
柱子。这其实是支撑塔顶的砖砌塔
心。砖砌塔心的周围，本来有塔梯
可以上去，像塔最下面的第一层
一样，人可以沿着塔心周围贯通
的环廊，逐层上行，每层环廊的
外墙，都有规律地分布着券型门
窗，日月天光，就这样从四面八方
进入，穿越古塔。

但是塔多年没修，塔梯已坏损
严重，一般人上不去。然而这些顽
皮的男孩，却攀踏着坍塌的塔心砖
壁，爬了上去。

他们爬到了第三层，发现塔心
里有个坑。拨开坑上的断砖泥土，
一块大石板的一角，露了出来。移
动这块大石板，好凉、好重！慢慢
地，石板下出现了一条缝隙，把缝
隙再扩大一点，啊，一个洞！

少年们面面相觑，出于好奇，
他们你拉着我的手，我抱着你的
腰，一个接一个，像接龙一样，排在
最前面的那个，脚站到了洞里。

须知这不是普通的洞，这就是
古塔中神秘的天宫！佛教把建在地
下的塔窟叫地宫，藏在地上塔心中
的叫天宫；又以1、3、5、7、9、11、13等
为吉数，所以寺塔一般都高5至7级
到9层级，最高13级，瑞光塔为七级
八面寺塔，把天宫建在塔的第三级
塔心，正是居中的佳位之一。

“有一个大箱子！”“洞里”传
来的声音说。

这个箱子占据了天宫大部分
的空间。

动手打开箱子——— 怪了，最外
层的黑色大箱子（外木函）里，还套
着一个花箱子，这个箱子是好几节
拼装起来的，箱盖上画着五彩的大
力士（其实是护法四大天王），箱子
里面，躺着一件更奇怪的，从来没
见过的东西。

这件东西，拿起来很重，像是
金属但又不是金属（主体为楠木材
质）；长得有点像塔，但又不是塔

（佛教经幢）；“塔”高差不多与他们
齐胸；“塔”的身上，缠绕披挂了很
多东西（各种珠宝装饰品），碰一下
就叮当作响……

搬不动啊，他们就拆整为零，
打算以后再慢慢玩。

天色暗下来了，箱子里正好有
很多“纸”，就顺手抓过其中的一
卷，点燃了做火把。

他们哪里知道，手中这个正在
燃烧的火把，烧掉的是世界上最价
值连城的“纸”，它们是在塔窟中已
经度过了近1000个年头的，集佛教
经典与古代雕版印刷技术为一体
的，非常珍贵的，唐五代雕版《妙法
莲华经》！而他们正在拆开的，像

“塔”一样的东西，则是更加珍贵
的，集多种工艺、珍宝和佛教形象
为一体的，内部藏有僧人和信徒灵
骨的，宋朝真珠舍利宝幢！

但是，珍贵的真珠舍利宝幢，
已在男孩们胡拉乱扯的出塔过程
中散裂了开来。

7卷装裱成卷轴、每卷均以碧
纸为包首的雕版印刷《妙法莲华
经》，被当作火把烧掉一卷后，只剩
下其他6卷，烧掉的那卷，变成了一
堆灰烬，再也无法复原了。

天完全黑了，皮孩子们拖着自
己的战利品，回到了家里。

平时见惯了孩子种种顽皮的
家长，发现东西后，问过来历，立
刻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什
么，你们拿了塔里的东西？！这是
国家封起来的，怎么能拿！快点还
到塔里去！

大批宝物被发现

1978年，时任苏州博物馆馆
长的张英霖先生，记得当年瑞光
塔发现文物时的细节说，那时候
群众的觉悟都还可以，家长发现
了孩子捣蛋，就催小孩快点去上
缴；小孩子自己也知道闯祸了，
天亮以后，就带着东西来到了派
出所。

各有关方面迅速来到了瑞光
塔现场。在塔心秘窟周围，地上
还有散落的珍珠、宝石和金丝编
织的龙等——— 这是真珠舍利宝幢
上的一部分。

经清点、考证，从瑞光塔第三
层塔心秘窟出塔的文物，计有：宋
真珠舍利宝幢，宋彩绘四天王银杏
木函；宋雕版印刷《大隋求陀罗尼》
经咒，唐—五代碧纸金书《妙法莲
华经》6卷，晚唐—五代楠木黑漆嵌
螺钿经箱，宋铜如来佛雕像6尊，宋
铜观音坐像2尊，宋铜地藏菩萨坐
像，宋彩绘描金泥质观音立像2尊，
宋小木塔，五代铜大金涂塔，宋琥
珀印章，宋铜小金涂塔，宋木经箱，
还有一百多卷写经等。

这么多唐—五代、宋的文物，
是什么时候开始存放于瑞光塔的？
人们从装有真珠舍利宝幢的内木
函（即画有四大天王像的那只箱
子）上，找到了几行墨书：“都勾当

防允升妻孙氏十娘”，“大中祥符六
年四月十八日记”。大中祥符六年，
即1013年，由此证实这批佛教文物
是宋真宗时代放入塔中的，瑞光塔
修建于1004年至1030年，推算文物
正是在修建塔心时放入的，距发现
时已快1000年了！

真珠舍利宝幢复原

面对瑞光塔的出塔文物，人们
不禁也浮想联翩：瑞光塔的真珠舍
利宝幢里，是否也藏有舍利子？是
否也包含着一个久远的故事？

为复原在出塔过程中已损坏
的瑞光塔真珠舍利宝幢，苏州共有
22个大门类的数百名古物专家、珠
宝专家、工艺美术大师、书画家、材
料学家和技师等参与，真珠舍利宝
幢终于得以恢复原貌。

整个真珠舍利宝幢由须弥座、
佛宫和刹三大部分组成。须弥座象
征着佛教宝山须弥山，上面海浪滚
涌祥云飞升，银狮拱卫天神端立；
须弥宝山之上，是庄严的佛宫，端
庄精美，富丽堂皇；最上层的刹，则
立于华盖之上，象征上界，光辉普
照。这其中，最生动的是楠木雕刻
的人物形象，共有17尊木雕神像，
有16个供养人形象；最复杂的是几
乎运用了工艺美术的一切手段，包
括楠木精雕、檀香木雕、玉石雕刻、
水晶圆雕、金银皮雕刻、金银丝编
制、鎏金、描金、贴金箔、镂银、凿银、
堆漆、彩绘、穿珠、流苏、网结等等，
难以尽述；而所有这些铺垫、渲染，
都是为了最核心的表达：居于须弥
座云龙翻滚之上的佛宫里的幢殿，
这也是这座宝幢最神秘的所在。

在雄伟精致的金银柱护卫下，
居于幢殿中心的八棱柱状经幢闪
耀着宝蓝色的光芒，经幢里有一只
乳青色的葫芦状小瓷瓶，瓷瓶里有
九颗舍利子，还有折叠的雕版印刷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护轮2张，其
中梵文的一张小一些，印刷于北宋
景德二年（1005年）；汉字的那张大
一些，是在“咸平四年十一月”即
1003年开雕版印刷的，这张经咒护
轮纸的边缘空白处，还印着很多供
养人的姓名。

是谁，用这样精美的真珠舍利
宝幢，精心供奉了舍利子？谁能调
度这么多的行业能手，综合打造了
如此辉煌的宗教极品？张英霖先生
作了很多研究。他从宋真宗咸平年
间官员任职的资料中查实，有一位
地方行政长官张去华，是宋咸平二
年（999年）由杭州调任到苏州的，任
期至咸平四年（1003年），经咒雕版
开印于“咸平四年十一月”，正是他
在苏州任职期间。

可以推想，经咒雕版的1003年，
是瑞光塔1004年正式动工的前一
年，工程正处于前期准备阶段，苏
州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为建塔供奉
舍利子所做的综合部署中，有一项
就是布置开刻雕版印刷《大隋求
陀罗尼》经咒。所以，经咒落款中
有“咸平四年十一月杭州赵宗霸
开”字样，“开”即开版，意为此雕
版开刻的刻工是杭州人氏赵宗
霸。估计，这位赵刻工在雕版业内
也是高手艺的知名人士，而张长官
曾在杭州工作过，对他有所了解，
故委此重任吧！

如今，真珠舍利宝幢已成为
苏州博物馆知名镇馆之宝之一。
再说起它的发现过程，不知道您
作何感想。

据“大遗产”公众号

1978年4月的一天，江南苏州
古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下午的
温暖时光里，几个十来岁的男孩
望着天上飞过的鸟儿，不约而同
地萌动了一个念头：走，掏鸟蛋
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顽
童不经意地“掏鸟蛋”，竟然掏到
了如今的苏州博物馆最知名镇馆
之宝。其过程，既荒诞，也令人唏
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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