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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泰山北麓、济南市长清区境内的
灵岩寺，堪称自唐代至今山东省最为著名
的佛教寺院。古时灵岩寺与国内另外三座
寺院合称“四绝”，今人常说“四绝”之誉始
自唐代李吉甫的《元和十道图》。

李吉甫(758-814)，唐朝政治家、地理学
家，元和年间两度担任宰相。所著《元和郡
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
理总志。

唐贞观元年(627)，太宗分天下为10道：
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
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图》是中央根据各
州府造送的地图而编制的全国分区地图，
并附有各地自然、行政区划、经济、人口、官
员、疆域、政治纲领等方面的数据和文字说
明。尽管唐玄宗时改为15道，但唐代所编此
种地图皆称《十道图》。现在可知的唐代《十
道图》有4种，其中《元和十道图》是元和八
年(813)李吉甫主持编制的。

《元和十道图》宋代以后就失传了，关
于其中“四绝”的说法，后人是间接从北宋
张公亮的《齐州景德灵岩寺记》中获知的。
北魏至宋代济南曾称“齐州”，“景德”是宋
真宗年号(1004-1007)。张公亮于庆历三年
(1043)任长清县尉，至和二年(1055)作《齐州景
德灵岩寺记》，其中写道：“唐相李吉甫纂《十
道图》，以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合
兹寺为‘四绝’。”“润”“台”“荆”分别为润州、
台州、荆州，三寺即今之江苏南京栖霞寺、浙
江天台国清寺、湖北当阳玉泉寺。

宋代人多有提到“四绝”，如著名政治
家、文学家晏殊(991-1055)：“齐州灵岩、荆
州玉泉、润州栖霞、台州国清，世称四绝。”
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明一统志》卷
四十七、清代乾隆年间王琦为《李太白全
集》所作注解，都引用了这句话，并言出自
晏殊所纂《类要》。《类要》内容并不是晏殊
原创，而是皆从其所读之书中采掇，分类编
成。“四绝”之语大概率是晏殊摘自唐代著
作，或许也是《元和十道图》。《类要》久已散
佚，今之残本已无“四绝”内容，但是曾有之
并无疑问。明代卢浚，成化二十三年(1487)
进士，其《游石桥诸山记》亦言：“宋名臣晏
公殊有云：‘齐州灵岩、荆州玉泉、润州栖
霞、台州国清，世称四绝。’”

北宋嘉祐五年(1060)，时任尚书工部郎
中的王逵撰《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自白
马来东土，建寺院者几乎百千万所，则示形
出相以化人者，非不多矣。其间烜赫中夏，
辉映诸蓝，得四绝之伟者，则有荆之玉泉、
润之栖霞、台之国清，洎兹灵岩是也。”

南宋《新定九域志》卷五：“景德寺，旧
名国清寺。隋炀帝在藩日，为智顗禅师所
建。唐会昌五年废，大中五年再置，柳公权
书额。时以齐州灵岩、荆州玉泉、润州栖霞、
台州国清为四绝。”

今人特别是山东人在文章里常把灵岩
寺称作“四绝之首”。根据《齐州景德灵岩寺
记》并不能得出这一论断，即使另外三寺的
前后顺序依《元和十道图》所列，灵岩寺在
第一、在中间、在最后，还是难以判定。

然而如前所述，晏殊《类要》之言应摘
自唐代文献，据此，则灵岩寺当为“四绝之
首”。《新定九域志》排序与《类要》一致。《齐
州灵岩寺千佛殿记》另外三寺排序与《类

要》也一致，只是出于修辞方面的考虑，而
将“灵岩”单独提出了。亦有许多关于国清
寺的文章说其位于“四绝之首”，似无唐宋
时的文献依据。

“四绝”之“绝”可简要地理解为“最好
的”。《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则认为“绝”有
四种意义：高倚青山，俯临寒泉，是“地望之
绝”；回廊大殿，层楼峻塔，是“庄严之绝”；
千里辐辏，男女日至，是“供施之绝”；表动
内寂，洞澈正觉，是“精进之绝”。

有人根据署名李白(701-762)的诗，认
为“四绝”之说在李吉甫之前就有了。比如
王恩田先生的《齐鲁文化志》(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8年出版)即写道：“李白诗中已有
天下寺庙有‘四绝’的说法。”王恩田先生所
讲的“李白诗”，不外乎以下两首：

普照寺
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
今到普照游，到来复何别。
柟木白云飞，高僧顶残雪。
门前一条溪，几回流岁月。

兴唐寺
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
今到兴唐游，奇踪更无别。
枿木划断云，高僧顶残雪。
槛外一条溪，几回碎明月。
这两首诗皆不见于自宋代流传至今的

李白诗集。前一首载于南宋咸淳四年(1268)
纂修的《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四，吟咏的是
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普照寺，北宋治
平二年(1065)改名净明寺。北宋大文学家苏
轼在《书<李白集>》中说：“余旧在富阳，见
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唐兴院，又
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
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
敢尔。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绝
凡近”意即极其平庸浅近。古今学者普遍认
为苏轼所言“国清院太白诗”即指《普照
寺》，多赞同苏轼意见，此诗绝非李白之作。

后一首见于南宋初年朱弁《曲洧旧闻》
卷八。兴唐寺位于今安徽歙县，宋代改称太
平兴国寺，因在练江以西，又名水西寺。清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八所载文本与《曲洧
旧闻》又有不同：“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四
绝。我来兴唐游，于中更无别。枿木划断云，
高峰顶积雪。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成
书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胡仔编撰的《苕溪
渔隐丛话(后集)》言：“苕溪渔隐曰：新安(歙
县古代属新安郡。引者注)水西寺，寺依山
背，下瞰长溪，太白题诗断句云：‘槛外一条
溪，几回流碎月。’今集中无之。”诗的后一
句则与《徽州府志》相同。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前会长郁贤皓在《李太
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
说：“李白一生行踪未尝到歙州歙县，故疑
此诗为后人伪托所作。”

此诗异地异题，字句亦有不同，这也说
明在宋时不是广为世人所知的李白诗，因
此托名的可能性极大。如果真是李白诗，古
代学者岂能不就所题究竟是普照寺还是兴
唐寺以及字句孰是孰非争论不休？

综上所述，李白仅比李吉甫年长57岁，
“四绝”之说李白时或已有之，但是以这貌
似两首实则一首的“李白诗”作为依据，并
不过硬。据目前所知文献，“四绝”还是首载
于李吉甫的《元和十道图》中。

现代人还常说李吉甫或唐人称灵岩寺
等为“天下四绝”“海内四绝”“域中四绝”

“域内四绝”，把定语放在引号内，这使读者
误以为皆是直接引用，而又分不清究竟哪
个是唐人原话。从上述文献可知，在《元和
十道图》里“四绝”前并无定语，所加定语皆
后世所为。据笔者阅览所得，“天下四绝”的
说法，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
卞育《游灵岩记》和北宋托名李白的诗。“海
内四绝”的说法，最早见于北宋元丰四年
(1081)张商英的《重建当阳武庙记》。“域中
四绝”的说法，最早见于时任山东艺术专科
学校副教授张鹤云，在1959年第12期《文
物》杂志发表的《长清灵岩寺古代塑像考》。

“域内四绝”应是“域中四绝”的变体，尚未
查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记载。《齐州景德
灵岩寺记》里也并没有“域中”“域内”之词。

最后借此向济南市和长清区有关方面
建言：论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景观之
伟丽，综合而言，灵岩寺在山东佛教寺院中
无出其右者。灵岩寺是齐鲁文化尤其是泰
山文化和济南地域文化一颗至今依然光彩
夺目的明珠。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灵
岩志》编定后，300多年间再未大规模搜集、
整理、汇总、出版灵岩寺文献，这使得当今
研究、利用、传承、拓展灵岩寺文化，缺少更
全面、更厚实的史料支撑。建议将编纂《灵
岩寺史料集》早日列入文化建设项目，所收
史料可截至20世纪末。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A15青未了·人文齐鲁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吴济夫

开设于清光绪年间，由
山东人创建、主营鲁菜的

“会贤堂”，是北京八大堂之
首的老字号，坐落于西城区
什刹海前海北沿18号。这里
现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明末清初的北京，不仅
有八大楼，还有八大庄和八
大堂。其中，楼比庄大，堂比
楼大。唐鲁孙的《吃在北平》
一文中曾描述：所谓饭庄
子，全有宽大的院落，上有
油漆整洁的铅铁大罩棚，另
外还得有几所跨院，最讲究
的还有亭台楼阁，有曲径通
幽的小花园，能让客人诗酒
流连、乐而忘返。正厅必定
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戏台，那
是专供唱堂会戏用的。各衙
门每逢封印、开印、春卮、团
拜、年节修藏，以及王公贵
族家中红白喜事、做寿庆
典，大半都在饭庄子里举
行。这种描述，实际就是当
年会贤堂的真实写照。

会贤堂始建于清光绪
年间，原来这里是光绪年间
礼部侍郎斌儒的私邸。清光
绪十六年，时任军机大臣、
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的家
厨王承武(山东烟台人)相中
此地，将原来在白米斜街11
号院的饭馆搬至此处，起名
为“会贤堂饭庄”，主营鲁菜，
兼营风味小吃。会贤堂饭庄
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从外
面望去，整个建筑群以中式
四合院为主，略带西洋风
格。它是一幢坐西北面向东
南的中式二层建筑。前部为
一排12开间大玻璃窗、青砖
对缝的木结构两层小楼，雕
梁画栋，古朴典雅。门口马
头墙上，原挂有“会贤堂饭
庄”铜牌，并有“包办满汉全
席”和“供应应时小卖”的条
幅，门楣上有“会贤堂”牌匾，
院门外墙有对联。大门上有
四个门簪，每个上额都镌刻
一个字，连起来是“群贤毕
至”四字。

进大门影壁前，有一硕
大石雕鱼缸。店门内是前面
两层院落，每个院子都建有
高大的铁罩棚。后院分东西
两路，西跨院设有一座小型
戏台，院子的前、左、右是客
房100余间，院中间可容数百
人一同观看戏剧演出。东西
两跨院间原有一座三层小
楼。坐在会贤楼上，可北望
鼓楼、钟楼，南观琼岛、白塔，
凭栏倚窗可远眺什刹海风

光。《都门杂咏》中赞誉道：
“消暑都人什刹夸，澄波万
顷尽荷花。会贤堂上笙歌
里，多少王孙忘返家。”竹枝
词《会贤堂》描写道：“百顷清
波绿似油，深深什刹海边
楼。郎心波澜有翻覆，妾心
不转如石头。”

当时会贤堂位列“八
大堂”之首。2 0世纪 3 0年
代，这里是文人墨客聚会
的场所，也是唱堂会的地
方，常常座无虚席。辛亥革
命时，清朝最后的摄政王
载沣曾在此讨论“军国大
事”；民国初年，溥仪曾派
内务府大臣绍英等在此宴
请徐世昌、熊希龄、靳云鹏
等人；“五四”运动前后，不
少进步教授在这里探讨新
文化运动；梁启超、王国
维、沈尹默、胡适、钱玄同、
鲁迅、陈垣等著名学者，都
曾在此与朋友吃饭、交谈。
沈尹默先生曾题词曰：“会
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
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
多。次盘小饮，旧事逢君须
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
有底忙。”京剧演员王瑶
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
岩等都在此有过表演。

会贤堂有什么拿手的
吃食？唐鲁孙在书中介绍：
会贤堂占了地利的关系，夏
季生意特别兴旺。它下酒的
冷盘儿种类特别多。这与当
时许多主打商务宴请的高
档酒楼不谋而合：装修好，
服务好，菜价贵，其他的都
不重要。特别是“什锦冰碗
儿”：夏天，老北京有种消暑
美食叫作“冰碗儿”，用现采
的藕、新鲜的莲子、刚摘的
菱角、鸡头米，洗好、切得，拌
在一起，用碎冰镇上。吃的
时候，撒上白糖，搁点去皮
儿的鲜核桃仁、鲜杏仁、鲜
榛子，点上几粒榅桲，冰凉
爽口。别的地方也有卖的，
但是都不如会贤堂的新鲜
和丰富。因此，“什锦冰碗儿”
是会贤堂的一个招牌。

新中国成立后，会贤堂
旧址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和
中国音乐学院的家属院，存
有文物建筑65间。画家李瑞
年、吴静波及评剧演员小白
玉霜、油画大师吴冠中、古
琴演奏家李祥霆等曾在此
居住。

北京的旧式饭庄中，会
贤堂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一个。如今，会贤堂经数十
年历史风雨侵蚀的雕栏画
栋油饰一新，内部建筑也经
过维修，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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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灵岩寺 （德）柏石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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