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重庆历史 夜雨寺都在场

李商隐千古诗思的情场
秦良玉不朽功业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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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寺原名於菟寺

重庆市渝中区是重庆的母城和发源地，已有3000
多年历史。

历史上，重庆主城曾长期是五种宗教（道教、佛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重点活动地区之一。五种
宗教传入重庆城区的时间有先有后，佛教、道教在重庆
城区建立寺观的时间最早，佛教寺庙始建于东汉时期，
道教道观始建于唐代。

夜雨寺初建于东汉末期，原名“於菟寺”，而当时的
佛图关还叫“於菟关”。三国时期，蜀将李岩（蜀军将领
李严之子）接过其父的职务镇守重庆，某日有人向他报
告说，在“於菟寺”内，发现一块神奇的石头，雨天干燥温
暖，晴热天则水珠溢出。天气愈热，那块石头愈显清凉；
而在夜里，此石水珠溢出有如雨下，甚是奇妙，入寺观看
者皆称其为“夜雨石”，视为神灵。李岩觉得稀奇，便专
程入寺观之，发现的确如此，便令此寺僧人小心保护，随
后又下令寺庙取消“於菟寺”之称，改其名为“夜雨寺”。

夜雨寺那一块夜雨石，后来亦多有文字记载，如清
代诗人王尔鉴有《夜雨寺》一诗，写的就是夜雨石。《陪都
要览》载：“巴渝十二景之一的佛图夜雨，以关内有夜雨
寺，关上景色秀丽，云烟缭绕，有如仙境。昔时寺门壁上
有青石一块，虽亢旱经月，侵晨视之仍津润若夜雨然。”

李商隐写下千古情书

史料记载，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于唐大中九年从巴
州前往梓州任职，途经重庆佛图关，在此处借宿时，夜逢
雨至而思远亲，因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七言绝句《夜雨
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然而，李商隐（《玉溪生年谱》《玉溪生年谱全笺》则

认为此诗为作者寄怀妻子王氏之作）这首《夜雨寄北》虽
为著名唐诗，后来熟知此诗者，多半不知它的根就在重
庆佛图关的夜雨寺。

夜雨寺历经多次重建，该寺曾在南宋、明初毁于战
火。最后留存的建筑，经文物管理部门鉴定为出于明朝
中期（万历年间）。近代的夜雨寺重建于清道光十一年
（1831年），据《重庆文物总目》载，“在当年李商隐借宿寺
庙原址上建起夜雨寺”。该寺坐北朝南，地势高险，海拔
388米，两侧环水，三面绝崖。此处自古有“四塞之险，
甲于天下”之说，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寺庙为悬山式
屋顶，中为抬梁式结构，两旁为穿斗式结构。面阔五间
19.2米，进深四间，通高5.85米，基高0.8米，门前有垂带
式踏道6级，供奉“夜雨神像”。

“浮图夜雨”乃巴渝盛景

夜雨寺在多次重建过程中，有人又修建了秋池等寺
院亭阁，并沿路刻著《佛图关铭》《佛图关》《清正爱民》等
多种记事碑铭，遗存唐宋以来的石刻、佛像、佛来洞及各
时期碑文，使得在佛图关夜雨寺听巴山夜雨，成为清朝
乾隆年间在任巴县知县王尔鉴命名的原“巴渝十二景”
中不可或缺的一景。没过多久，又被定为“巴渝五景”，
极负盛名。而更远一点，明代厘定出“渝城八景”中，即
有“浮图夜雨”。

据有关资料载，夜雨寺分山门、前殿、大殿和后殿。
大殿为二层，前殿和后殿为一层。寺庙筑有花窗围墙，
将夜雨寺围在其中。寺周开阔，树竹茂盛，有王尔鉴诗
句“江势曲随山势转，禅林高傍竹林开”为据。寺门前有
棵老黄葛树，树下有石佛一座。寺的后殿所用栋梁之材
均为马桑木，长约三丈、直径三尺多，可见寺庙之高大雄
伟。后殿于民国初年毁于炮火，大殿于抗战期间，毁于
驻军不慎引发的火灾，仅存前殿，后改为学校的工具房、
保管室和食堂。

清同治八年（1869年），姚觐元任川东兵备道，驻重
庆东水门内。为发展蚕业经济，他在夜雨寺创办了重庆
历史上首个培训班，并利用夜雨寺提供的庙产土地和空
隙田土作示范，免费让乡民学习蚕业技艺，数年后，卓有
成效。为此，有人在夜雨寺后面立“蚕神祠”，《巴县志》
称“以神其事，使民知所敬恳焉”。史载，四川丝业始于
秦汉，而重庆历史上无此业，自此始于同治年间的夜雨
寺，而后传播甚广。

夜雨寺历经多次刀光剑影

历史上，夜雨寺还历经多次刀光剑影。
佛图关是重庆三关之首，历为军事要地。《巴县志》

载，佛图关“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佛图关一线，壁立万
仞，磴曲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佛图
能守，全城可保无恙”。南宋末年，蒙军欲进占重庆，多
次狂攻佛图关不下，便围困关内守军，欲迫其投降。不
料关上粮草、水源充足，夜雨寺中，僧人故意每夜聚于
此，高声诵佛之声，夜夜不断从关上传来，以疑兵之计应
对蒙哥大汉率领的蒙军哥大汉率领的蒙军。。蒙军围困月余蒙军围困月余，，由于不知宋军由于不知宋军
虚实虚实，，蒙哥大汉只好下令退兵蒙哥大汉只好下令退兵。。

明天启元年明天启元年（（16211621年年）），，永宁土司奢崇明叛军攻占佛永宁土司奢崇明叛军攻占佛
图关图关，，入城后烧杀抢掠入城后烧杀抢掠，，夜雨寺亦遭洗劫夜雨寺亦遭洗劫。。明天启二年明天启二年
（（16221622年年）），，夜雨寺僧人暗中联络石柱宣抚使秦良玉夜雨寺僧人暗中联络石柱宣抚使秦良玉，，并并
半夜打开佛图关仁清门半夜打开佛图关仁清门，，让秦良玉的让秦良玉的““白杆兵白杆兵””夜袭叛军夜袭叛军
并将其击溃并将其击溃，，获得大胜获得大胜，，不久即收复重庆不久即收复重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重庆，其先锋
进攻佛图关顺风门。当时明军一支精兵伏于夜雨寺内，
从寺外仁清门绕道包抄后路，此战获大胜。随后张献忠
亲率悍勇，冒险从夜雨寺外的悬崖下攀藤蔓而上，最终攻
入夜雨寺，占领佛图关，并于六月二十日占领重庆。

清末，辛亥革命震动全国。1911年11月22日，革
命军总指挥夏之时率军东进重庆，进入佛图关，下令在
夜雨寺山门外制高点架起大炮，炮口指向城中，声言城
内清军如不投降，便要开炮攻城。随后，在城内同盟会
员配会下，夏之时率军取道两路口，兵不血刃占领重庆。

李商隐咏诗的秋池成练兵场

抗战爆发后，夜雨寺僧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安
排出寺里大量房间用于安顿救治从前线下来的伤兵。
僧人还参加了“抗战救国防护团”，积极救治日机轰炸中
受伤的市民，并施舍斋饭、赠送衣物。

1939年10月，夜雨寺住持参加了中华佛教国际访
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
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此行，
募得大量用于抗战的资金和物质。

1941年6月5日，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当日死
难同胞达12000人。夜雨寺僧人除参与抢救伤者和扑
灭大火，还组织人员将部分遗体抬回夜雨寺，在寺后的
崖下（今佛图关至九坑子沿线）修建了十二座状如浮屠
的泥砖塔，安葬了数千人，时称“白骨塔”。如今，此处
还剩一座完整的“白骨塔”和一座只剩半个塔基的“白
骨塔”。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国防委、防空司令部和中央军
官训练团等机构均曾设在夜雨寺里，还将寺后原本为诗
人李商隐咏诗的“秋池”（荷塘）填平，建成了练兵的操
场。在这里，中央军官训练团先后训练过数千抗日将
士，知名的有张自忠、孙立人、杜聿明、薛岳、卫立煌、戴
安澜、郑洞国、孙元良、王铭章等人。而著名的教官中，
有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郭沫若、于右任、李宗仁、陈
诚等人。当代武林泰斗、南北大侠杜心五的掌门大弟子
著名武术家万籁声，则担任国术总教官。中国青年远征
军的将官在这里受训后，开赴中甸抗日前线。

夜雨寺里，还曾有过国民党监狱。1924年3月31
日，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兼地委军委书记杨闇公招
集市民在打枪坝举行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市民事件示威
大会，遭军警逮捕，被关押在夜雨寺里。1939年至1949
年期间，国民党在夜雨寺内设置监狱，被关于此监狱的，
先后有中共党员成善谋、王朴、陈然、许建业等十三人。

夜雨寺何日重出江湖？

1949年11月初，重庆解放前夕，约近一个团的国民
党官兵如惊弓之鸟聚集夜雨寺，他们将僧人强行赶走，
占用了夜雨寺。寺内僧人只好去其他寺庙挂单。从此，
夜雨寺再无僧人。

1949年11月29日，刘邓大军从重庆南岸李家沱强
渡长江，前锋部队于傍晚挺进到佛图关下，对困守佛图
关内近千名国民党残军劝降。是夜，当国民党残军军官
们在夜雨寺里商议对策时，几位下级军官率众哗变，逮
捕了正在开会的军官们并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随即
进入佛图关和夜雨寺，随即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夜雨寺。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50年，西南军区在夜雨寺办起了解决军政干部
子女就读的“八一小学”，后改为全民完中，命名为重庆
市114中学。后又建职业中专校，名为渝中区职教中
心。令人遗憾的是令人遗憾的是，，夜雨寺虽于夜雨寺虽于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中期被年代中期被
确定为文物点确定为文物点，，后来却未能保存下来后来却未能保存下来。。至至20092009年年1111
月月，，夜雨寺被拆除夜雨寺被拆除。。如今如今，，渝中区职教中心的实习操作渝中区职教中心的实习操作
楼楼，，就是曾经的夜雨寺原址就是曾经的夜雨寺原址。。

未来未来，，夜雨寺是否会复建或迁建夜雨寺是否会复建或迁建，，现在还无定论现在还无定论。。
但母城内修建于但母城内修建于400400多年前的重庆关岳庙曾经遭遇过多年前的重庆关岳庙曾经遭遇过
夜雨寺相似的被拆除命运夜雨寺相似的被拆除命运，，几年前却得以迁建几年前却得以迁建（（复建复建））而而
获得新生获得新生。。不知若干年后不知若干年后，，夜雨寺会否重出江湖夜雨寺会否重出江湖？？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夜雨寺，得名于三国时期，它
位于重庆主城渝中区佛图关东门
的迎庆门内（现渝中区职教中
心）。2017年，笔者在替重庆市渝
中区民宗委编纂《渝中宗教志》时，
获知了这座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
寺庙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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