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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之名源于石

唐时，平潭为牧马地，曾称海坛山，以其山势远望如
坛而得名，俗称“海山”。又因岛上最高的君山，常有岚气
迷漫，故平潭别称“东岚”，简称“岚”。

唐朝武德元年（618年），平潭属建州闽县。武德八
年属泉州（今福州）长乐县，圣历二年（699年），属泉州万
安县。北宋庆历中，平潭编为海坛里，隶属福清县太平
乡。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
都，平潭属福安府福清县。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平
潭属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福清州。洪武二年（1369年），
福清州复为福清县，平潭属福清县。

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水师海坛镇设平潭，平潭
成为海坛营汛管辖的其中一汛，名“平潭”汛。嘉庆四年
（1799年），析福清县东南海坛等岛屿置平潭厅，属福州
府。因主岛海坛岛有一平坦巨石得名“平潭”。民国《平
潭县志》记载：“而考平潭所由得名之故，又因中有一石，
平如坛，俗呼巨石为磹，后遂作潭。”

平潭古刹有水井

据南宋梁克家撰写的福州地方志《三山志》记载，后
唐清泰元年（934年），平潭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
院清凉庵。在海岛上创建禅刹，立寺安僧，首先必须要有
足够的淡水。从平潭现存寺院遗址中，常常可见古井遗
存。平潭佛教协会所在地龙兴寺，寺内菜地中就有一口
宋代古井。

在敖东镇镇海禅寺，寺院天井里也有一口井。这口
井始建于清代，井内壁下半部呈六角形，上半部呈圆形，
井栏亦呈圆形。井径1米，深5米多，井水水质清澈，至今
仍可饮用。

宋元至明中前期，海上贸易兴盛，平潭梵刹也随之勃
兴。在元代，平潭海岛上有镇海寺、隆兴寺、净尘庵等一
批寺庙庵堂。明代有龙泉寺、高山寺、金峰寺、澄澥寺、玉
堂寺等一批颇具规模的佛寺。明中后期倭寇猖獗，清初
实行海禁，平潭人口都迁往福清、长乐，闭关锁国的同时，
佛寺遭遇毁灭性打击。清中后期特别是清廷平定台湾
后，派兵驻防澎湖列岛和台湾，每三年轮换一次。清兵换
防期间，将士官兵沿海道途经平潭，带来平潭佛教重兴，
而且将香火带往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各地。

黄檗弟子大兴镇海寺

镇海寺，俗称西院寺，位于平潭县敖东乡安海村后牛
脊山东麓。牛脊山又名眠牛山，镇海寺始建于元代，规模
宏敞。四周回廊曲折，院、舍、堂、房齐全。前殿祀五龙顺
化王，中殿供奉释迦牟尼，后殿为文昌祠，天井两边为钟
鼓楼、伽蓝殿、祖师殿，成为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
院。嘉庆九年（1804年），后殿毁于火，嘉庆十五年重新
修复。1918年改为学校，1923年改设平潭县第二区公
所。寺院现存一块青石小碑，记载着这段历史，上刻“民
国戊寅秋，区署落成纪念，区长翁子仁”。

现在的镇海寺，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村民集资原址重
建。寺院最后一进院的山墙正中，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双

龙抱珠石碑，名《重建后殿碑记》。此碑立于咸丰六年
（1856年），花岗岩石质，已断成六块，又重新锔为一体。
碑文起首一句，便是“平潭禅寺，镇海其最著也”。

镇 海 寺 与 黄 檗 有 着 很 深 的 渊 源 。 崇 祯 十 七 年
（1644年），隐元禅师曾来镇海寺说法，上堂法语有“没鼻
眠牛横海岛，不须绳索再勾牵”之句。在能仁晃道《隐元
禅师年谱》一书中，对此事记载略详：“崇祯十七年/顺治
元年甲申（1644年），师（隐元禅师）五十三岁，所经城山、
镇海、茶林、护国、东金等刹，各请说法，备载《全录》中。”

常熙兴燄禅师是隐元禅师 23弟子中的第 15位弟
子，他曾来平潭“大建镇海寺”。据仙门净寿所著、日本元
禄十二年（1699年）刊刻之《檗宗谱略》卷中《眠牛山镇海
寺常熙燄禅师传》记载：“（常熙兴燄禅师）年将不惑，适无
异和尚入闽，师特往受具，隐于海南眠牛山，未几，士庶归
心者益众。至太师邓公、平夷侯周公辈，咸以师礼尊之，
既而大建镇海寺。”

常熙兴燄禅师“大建”镇海寺后，有一位福清三山的
道士郑羽士，来到寺里。这位道士能“以符咒，取桃枝作
乩以降仙，判人吉凶皆验”。这位“仙”，就是无烟氏陈
博。常熙兴燄禅师请降到“凡间”的“仙人”题山门联，仙
人作了这样一幅：“不坐狮、不坐象、不坐莲花，牛背长留
今古迹；但看山、但看水、但看日月，虎溪何论实虚声。”

崇祯十七年，隐元禅师来到镇海寺，常熙兴燄禅师请

隐元禅师上堂说法。隐元禅师讲到：“乘槎渡海，为求格
外知音；策杖登山，惟访通方作者。遇知音声价益重，逢
作者大道益彰。普天普地，满眼满耳，通身遍身，无处囊
藏。声重于国于家，若长若幼，闻名觌相，悉皆皈依。故
能道满天下，名垂百世，皆鹞知音作者，递相举扬而然
也。今日山僧海已渡也，山已登也，且道谁是知音，谁是
作者，诸人还会么？没鼻眠牛横海岛，不须绳索再勾牵。”

顺治八年（1651年），隐元禅师为常熙兴燄禅师作
《祝古稀词》一篇，念其腊高德厚，任常熙兴燄禅师为都监
院之职。甲午之年，隐元禅师东渡时，常熙兴燄禅师“率
众哭留，声震泉石”。隐元禅师为常熙兴燄禅师预题了其
顶相（注：“顶相”是佛教中的肖像画，预题顶像，即在肖像
画未完成时就写好了题款），还说“待我东游归来，与君一
顿楖栗”，这话隐含“嘱累”（注：在宗门中，每以传付佛法，
令后人护持，谓之“嘱累”）之意。果然，东渡两年后的顺
治丙申年（1656年）秋天，隐元禅师“不违旧言，特寄拂子
嘱以大法”。隐元禅师东渡后，慧门如沛和尚住持黄檗，
举常熙兴燄禅师为首座，常熙兴燄禅师虽然垂老，但立在
人群中，“俨如泰岱之峙众山之上”。

平潭黄檗僧的东渡

山本悦心《黄檗东渡僧宝传》中有“惟一禅德”一条，
记载惟一道实乃福州府侯官县郑氏子，以清直、谨谦、至
孝闻名乡里。其母得病难愈，他割下自己的股肉为药
饵。后在南明时入伍，官至参军，因其父死于兵难而出
家。在黄檗山隐元禅师座下薙发，后至平潭镇海寺，潜修
密练，大有所得。顺治十一年（1654年）随隐元禅师东
渡，第二年回国。

顺治十八年（1661年），高泉性潡为庆祝隐元禅师七
十寿诞东渡日本，惟一禅师同行。1926年，宇治黄檗真
光院出版的山田玉田所著著作，记载了山田玉田陪同当
时的黄檗宗管长隆琦大雄，1925年入闽参谒古黄檗并游
历杭州径山、宁波天童、正定临济寺等地的见闻，山田玉
田后成为黄檗宗第49代管长。

史籍记载惟一道实禅师先后两次东渡，以及惟一道
实禅师在平潭镇海寺的故事。惟一道实禅师第一次东渡
后，第二年便回到福建黄檗寺。崇祯十三年（1656年），
寓住平潭眠牛山镇海寺。相传，在镇海寺的时候，惟一道
实禅师赤脚露顶，每日唱诵《华严经》拜千拜，一日也未曾
荒废。有一天，贼船来袭，当地和尚劝他赶紧躲一躲，禅
师根本不为所动，说我一贫僧，一无所有，若要取我性命，
拿去便是。之后，便像往常一般大声诵读《华严经》，过了
不久，黑旋风忽起，砂砾飞舞，树木连根拔起，贼船顷刻不
见了踪影。由此，人人都愈发敬佩惟一禅师的功力。

镇海禅寺的南侧100米处，有一座祖师塔，是乾隆四
十五年（1780年）镇海寺僧修竹园和其徒祥玉合葬之
墓。此墓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坐西向东，墓圹用三合
土构筑，呈方框状，上为八角盖顶，墓碑立在圹门之上。
可见，在隐元禅师明末说法、常熙兴燄禅师清初建寺之
后，直到乾隆年后期，仍有高僧住山。

离开镇海古刹，路边的老榕树依然苍劲，石板路光滑
而悠长，仙人掌过了房顶，青藤骑着墙铺张。古石厝墙面
斑驳，眼前重生的镇海寺，记载着明末黄檗禅师的兴建之
功。 （白撞雨）

平潭岛的黄檗故实

平潭，祖国大陆距宝岛台湾最近的地

方。此地俗称海坛，素有“海蚀地貌甲天

下，海滨沙滩冠九州”美誉 。平潭四面临

海，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西隔

海坛海峡与福清为邻。这里有清澈的海

水，湛蓝的天空，干净柔软的沙滩，灿烂多

彩的日出和梦幻一般的晚霞。当然，这里

也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古刹和禅门圣地。

▲ 1925年，日本黄檗宗来福建黄檗山拜塔图。

从平潭牛脊山俯瞰镇海寺从平潭牛脊山俯瞰镇海寺。。

▲ 平潭镇海寺祖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