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著名诗人北宋著名诗人、、词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因修书法家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神宗实录》》获罪获罪，，被贬为涪州被贬为涪州
（（今涪陵今涪陵））别驾别驾，，黔州黔州（（今彭水今彭水））安置安置。。绍圣二年绍圣二年（（公元公元10951095年年））四月二十三四月二十三
日日，，黄庭坚来到彭水黄庭坚来到彭水，，在彭水居住生活四年时间在彭水居住生活四年时间。。

其间其间，，黄庭坚对彭水云顶寺进行过实地考察黄庭坚对彭水云顶寺进行过实地考察，，感叹云顶寺巧妙的设计和精湛的感叹云顶寺巧妙的设计和精湛的
施工施工，，他被变幻莫测的景色所感染他被变幻莫测的景色所感染，，脱口吟出脱口吟出““云顶寺云顶寺，，寺顶云寺顶云，，云绕云顶寺云绕云顶寺””上联上联。。
之后近千年之后近千年，，游览彭水云顶寺的文人墨客对出无数的下联游览彭水云顶寺的文人墨客对出无数的下联，，但都感觉缺少一些韵味但都感觉缺少一些韵味，，
意犹未尽意犹未尽。。如今如今，，请你来对下联请你来对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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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云顶寺吟上联：云顶寺，寺顶云，云绕云顶寺

佛道结缘，自号山谷道人

黄庭坚的母亲奉佛参禅，他自幼受到感染，并博览儒
释道典籍，好学深思，深受禅宗的影响。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 1080 年），黄庭坚任江西太和
县令，他从开封赴江西任职途中，经过舒州（今安徽省
安庆市）时，特地拜访舅舅李公择（又名李常）。李公择
与黄庭坚一同游览天柱山，游览山谷寺后，黄庭坚自号
山谷道人。

黄庭坚虽出入宗门较早，与许多长老都有很密切的
交往，但还没有真正的信奉之心。黄庭坚拜见圆通法秀
禅师请教禅理和诗词时，圆通法秀禅师严厉地指出，说他
的诗词中多有艳语，黄庭坚当即便忏悔，从此再也不作淫
词艳曲了。

北宋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黄庭坚在泗州僧伽
塔写下《发愿文》：“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愿从
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食
肉。”忏悔发愿，持守戒律，正式把佛教作为自己的心灵
皈依。《五灯会元》将黄庭坚列入黄龙派居士，为祖心禅
师法嗣。

黄庭坚居住在黄龙山时，拜访晦堂禅师（黄龙祖心）
请教时，晦堂禅师问他：“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
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论？”黄庭坚正要回
答，晦堂禅师连忙打住说：“不是！不是！”黄庭坚心中郁
闷不已。一天，黄庭坚陪晦堂禅师散步，恰好岩边有一棵
桂花树开花了，清香四溢。晦堂禅师问他：“闻木犀花香
么？”黄庭坚回答说：“闻。”晦堂禅师说道：“吾无隐乎尔。”
黄庭坚一听，心中郁闷当下释然。

死心(悟新)和惟清(灵源)禅师是晦堂禅师两大高足，
都与黄庭坚是好朋友。黄庭坚在拜访死心禅师时，死心
禅师问他：“新长老死，学士死，烧作两堆灰，向什么处相
见？”黄庭坚一时答不上来，不知其意。后来，黄庭坚在彭
水时才参透其深刻的含义，于是给死心道人写信表达感
激之情。他在《与死心道人》中写道：“谪官在黔州，道中
昼卧，觉来忽然廓尔。寻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谩骂了多
少，惟有死心道人不相背，乃是第一慈悲。”惟清禅师为了
祝贺黄庭坚悟道，写诗一首表示祝贺，诗云：

昔日对面隔千里，如今万里弥相亲。
寂寥滋味同斋粥，快活谈谐契主宾。
室内许谁参化女，眼中休去觅瞳人。
东西南北难藏处，金色头陀笑转新。
黄庭坚向惟清禅师回诗一首表示感谢，诗云：
石工来斫鼻端尘，无手人来斧始亲。
白牯狸奴心即佛，龙睛虎眼主中宾。
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来作主人。
万里相看常对面，死心寮里有清新。

贬居彭水，修身养性快乐时光

被贬之后，黄庭坚来到彭水向黔州太守曹谱报到，黔
州的州府在乌江西岸的河堡，州府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多
余房间，曹谱就将黄庭坚安排在乌江东岸的开元寺居住。

开元寺住持向圣与大师非常敬重黄庭坚，早就准备
好了两个房间，一间供黄庭坚居住，一间供大哥黄大临和
朋友王慧先居住。黄庭坚将开元寺居住的房间称为怡思
堂，他在《书自作草后》中介绍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
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开元寺周边没有民房，暮鼓晨钟，非常幽静。黄庭坚
坚持敬香拜佛，心情得以平复，空闲时间就到藏经阁借阅
经书研读，经常与开元寺住持向圣与大师探讨佛学。向
圣与大师见黄庭坚还是没有完全放下，便开导他说：“佛
曰，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注定
让一生改变的，只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

黄庭坚来到彭水后，虽得到了黔州太守曹谱等官员和
向圣与大师的关心照顾，但他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自
己的家将如何安置呢？黄庭坚认为，来到彭水这样偏远落
后的地方，有生之年再回去当官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要老死
在彭水。因此，他决定修建草屋，将妻子石氏和儿子黄相接
来彭水一起生活。在大家的帮助下，黄庭坚在开元寺旁边
的乌江边修建了三间草屋，将堂屋称为“摩围阁”，将书房取
名“卧云轩”。在草屋右前方突出的岩石上还建了一轩，命
名为“绿阴轩”，在卧佛岩石壁上书刻“绿阴轩”石刻。

范上座，四川简阳县人，长沙释子辈，师从临济宗高
僧大沩慕喆，曾游于黄龙祖心门下，与黄庭坚有同门之
谊，黄庭坚在双井守孝期间与范上座相识，两人相知很
深，黄庭坚称他为“奇士”，说他“闻道已久，多见前辈，道
机纯熟，智虑深远”。范上座非常欣赏黄庭坚的诗词和书

法，得知他到彭水后，就急于想来彭水看望他。绍圣二年
（公元1095年）九月初，范上座从荆州出发，一路云游，十
月来到彭水，与黄庭坚一起研读经书，讨论禅理，创作诗
词，探讨书法，汲水炼丹，参禅修行十八个月，这也是黄庭
坚在彭水感觉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云顶寺中，留下千年悬题

一个大晴天，在范上座的提议下，向圣与大师为向导，
黄庭坚带着儿子黄相、学生杨皓和刘瑜等去游云顶寺。

云顶峰，位于彭水县城乌江西岸摩围山东侧。距峰顶
约50米处，为一独立突起的山峰，四面皆为绝壁，峰顶建
有云顶寺。云顶峰与摩围山相交处较为平坦，有三间木结
构房屋，供僧人居住休息，也供前来拜佛的人们歇息。房
屋北侧有两亩菜园地，供僧人们种植蔬菜食用。云顶峰只
有西面绝壁基部建有一圆拱形石门，石门内建有石梯，沿
着石梯步道才能通达峰顶，石门上方悬挂“云顶寺”木质匾
额，石门两侧悬挂木质门联：“云间天上，顶上圆光。”

峰顶的云顶寺由大雄宝殿、中殿、观音殿组成，排列
在一条中轴线上，坐北向南，石基砖墙濒崖而筑，北低南
高，三级石基。云顶峰东面基部还有一突起小峰，峰顶有
一小殿。四殿均为木结构重檐歇山式顶，上覆琉璃筒瓦，
兽吻、游龙、宝顶，翘角外昂，只有东面有廊道相连通。大
雄宝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中殿内悬挂大铜钟，观音殿
内有观音塑像。

黄庭坚看到铜钟上铸有“金紫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兼
黔府都督御史大夫持节充本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汧国公
赵国琛”和“愿平安、大吉利”等字，他对同行者说：“赵国
琛即是赵国珍，赵国珍是牂牁郡充州(今贵州省境内)人，
是少数民族首领赵君道之后。”唐朝实行“羁縻”州制，实
施“以夷制夷”政策，任命赵国珍为黔州都督，又兼任黔中
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赵国珍在彭水任职十余年时
间，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在他的倡导下和组织下，修
建了云顶寺，因政绩显著，唐代宗即位(公元763年)后，特
别嘉奖他，升任工部尚书。为纪念赵国珍在彭水任职期
间的卓著成绩，彭水官绅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在城南
为赵国珍立“唐黔南节度使赵国珍德政碑”纪念，后铸造
云顶寺铜钟时就铸有以上文字。

黄庭坚站在观音殿外面的廊道上，彭水县城尽收眼
底，乌江、郁江、农田房屋清晰可见。向北望去，睡美人山
安详地仰卧在乌江边，好似在静静地聆听云顶寺悠扬的
钟声。观音殿北门外悬崖是最险峻的，此处基石上有石
雕凌空龙头一个，伸于基外约3米，昂首向上，形似飞
空。每当夜幕低垂，住寺僧人即点燃巨烛，沿此门出，插
于龙头之上，通宵不灭。夜幕降临，烛光在云雾中，如天
灯高悬，无比奇丽。黄庭坚指着龙头说：“这就是‘云顶照
灯’吧！”住持大师说：“黔州有摩围云顶、石华晚翠、长溪
九曲、圣水三潮、月岩飞石、木柜悬岩、甘山石燕、戏水金
鳌八景，这就是摩围云顶最有名的云顶照灯。”

不一会，山上起了云雾，脚下云雾缭绕，清晰可见的
县城渐渐模糊起来，最后只见脚下一片云雾，他们仿佛置
身云端。黄庭坚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奇特的情景，脱口
吟出：“云顶寺，寺顶云，云绕云顶寺。”大家齐声叫好，觉
得是描写云顶寺最形象最精辟的上联，大家都在心中默
默相对，始终觉得对不出很好的下联。

这副黄庭坚留下的上联，此后近千年一直成为后人
研究的对象，无数文人墨客来此云游或见此上联后，留下
了很多下联，但都觉得缺少了一些韵味，没有对出最佳下
联！如今，面对黄庭坚千年前留下的这道未解之题，你能
给出破解的最佳答案吗？

这副下联这副下联，，黄庭坚请你来对黄庭坚请你来对
□王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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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市彭水县人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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