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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凤仪禅院始建于明朝
曾信者云集香火鼎盛

清乾隆《万县志》记载：“铁凤山，治北，离城四十余里，
县城之少祖山也。此山高耸险峻，上有寺院数层，照应三
邑：左开县、右万县、前应云阳县。历来朝有此山，名人遗迹
颇多。”从这些记载中，约略得见凤仪禅院旧时盛况：香火鼎
盛，万、开、云一带信者云集，名声流布广泛，当地名人多有
涉足。

凤仪禅院是渝东北地区佛教的风水宝地，始建于明朝，
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1795年）达到鼎盛时期。从“铁
凤山，在治北四十里，崇冈绝壁，其形如凤，旧有道观。”清咸
丰《万县志》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凤仪禅院旧时曾经是
一座道观。这种演变，要从道教、佛教在川东一带的传播与
兴衰说起。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秦
汉时的神仙方术。佛教于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传
入万州。唐宋时期，佛教逐步兴旺，寺庙不断增多。明清两
朝，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取代道教成为万州境内第一大宗
教。凤仪禅院不是因佛教而兴，其前身为当地百姓开展道
教活动之所，其历史悠久。历史烟尘漫漫，凤仪禅院究竟建
造于何年，不得而知。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多数僧尼还俗返乡从事生产活
动，凤仪禅院也渐渐被毁。1999年5月，凤仪禅院在原址重
建后恢复开放。如今，已在原址上重建了气势恢宏、金碧辉
煌的凤仪禅院，恢复了养儿窝、照林和尚寿塔和朝天门等景
点。丰富的佛教文化与优美的森林风光融为一体，交相辉
映，不但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更是旅游观光的绝佳景地。

二
古时歇凤山长满梧桐树
传说成群凤鸟飞来栖息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对
神灵的虔诚、崇仰、顶礼膜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的动
物，自古就是道教神话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我国先
秦地理古籍《山海经》中记载了凤凰：“有鸟焉，其状如鸡，五
彩而文，名曰凤凰。”后人通常将凤和凰解释为雌雄不同的
同一种鸟。凤凰是吉祥、神奇的象征，关于凤凰有诸多成
语，如百鸟朝凤、凤凰于飞、凤毛麟角等。“有凤来仪”，形容
凤凰所过之处，充满高贵、神奇和绝妙。

铁峰山森林密布，山间飞瀑叠泉，奇花异草，各种珍奇
走兽飞禽生活其间。自然神奇，山色美好。于是，更有乡夫
野老在辛勤劳作之余，观察着乡土的种种事物，欣赏起山
间、田野的自然样貌，人们在蓊蓊郁郁的山间看见五彩飞鸟
的影子掠过，看见大山连绵起伏，状如飞鸟之翼，于是便有
人说，看，我家门口的山，多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啊——

“崇冈绝壁，其形如凤”，人们取其美好象形及寓意，加之山
间多产铁矿，也作“铁凤山”。民间于是流传出这样的传说：
相传古时歇凤山一带长满了高大的梧桐树，每当太平盛世，
常有成群的凤鸟从西方飞来栖息，为万州祥瑞之兆，后来人
们便在山巅修建了凤仪禅院。

三
李白曾三次到南浦求道
留下“大醉西岩一局棋”

李白与万州有着不解之缘。歇凤山及凤仪禅院都有
“凤”字，传说它们与李白到万州登太白岩有关。

李白曾三次到万州（南浦）求道小住，并留下了李白“大
醉西岩一局棋”的典故。这个典故里，有一只神奇的凤凰

——相传李白在西岩上饮酒对弈，日落黄昏，晚霞中飞来一
只五彩金凤，口衔金壶，飘落在李白身边。李白举起金壶豪
饮，而后抛去金壶，仰天大笑，乘金凤飘然而去。

凤凰歇脚的地方就是“歇凤山”。从这个诗意的传说
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逻辑：李白乘凤凰而去，成仙羽化，投
影的是李白一生的诗意：李白信奉道教，因太白岩有“绝尘
龛”，吸引李白登临南浦西山，访仙道，读经书，赏题刻。人
们崇拜李白，许多人心生仰慕却不得亲见，于是“凤凰”把李
白带到了“歇凤山”，凤仪禅院因而成了道教名胜之地。这
多多少少表达了人们对李白敬仰追随的一些期许。

四
铁峰山上古时众多寺院
皆源自道教古寺天元寺

凤仪禅院现在所在的位置与过去的凤仪禅院（在养儿
窝附近）稍有偏差。铁峰乡箭楼村与开州区交界的一处山
崖下，有一处遗址，是原天元寺遗址。凤仪禅院是由天元寺
发展而来。站在天元寺遗址处，向东南方向望去，一座山脉
绵延舒展，被当地人称为“凤凰展翅”，凤仪禅院正隐身于此
山密林深处。

相传，道教古寺天元寺是当地方圆几百里最早建立寺
庙的地方。站在高处，远眺天元寺的山形，有五龙奉圣之景
象，人们都认为此处很有灵气，于是寺庙曾香火旺盛，每逢
月初一、十五，方圆百里的香客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六月
十九的庙会，此处更是人满为患。

因天元寺位于崖下坡地处，地势较为狭小逼仄，容量有
限，于是天元寺就分支成若干支庙，最先成立的支庙是歇凤
山凤仪禅院，然后有铁佛寺、雷坪寺、白母寺、熊鹰寨的神龙
庙、民国场的老鹰庙、蜂窝灯的牛王庙等。大凡云开万三地
来铁峰山敬香者，首先必敬天元寺，然后才到其他寺庙敬香。

天元寺如今已损毁，在其遗址处，还保留着数尊残碎的
石造像。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佛像雕刻手法流畅精美，
栩栩如生。

五
“三月三”登铁峰山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据清乾隆《万县志》记载：“铁凤山……历来朝有此山，
名人遗迹颇多。有一古碑，上云：三月三士女会者数万。”这
段文字信息含量很大，“三月三”究竟有什么来历？“士女会
者数万”，铁峰山在这一天有这么热闹，岂不是盛况空前？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节庆活动日渐式微，甚至消逝。
说到“三月三”，给人的印象，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节日，如
白族的“三月街”、纪念刘三姐的壮族歌圩节等。其实，汉族
也是很早就有“三月三”的民俗活动的。因是三月的第一个
巳日，而被称作“上巳节”。由于每年的三月上巳都不固定，
但又都在三月初三前后，从魏晋开始就统一将上巳节定在
三月初三。

宋代以后，“三月三”逐步演化成越来越大众化的民风
民俗，民间又将“三月三”称为三月节、三月会、情人节、定情
节、女儿节、求子节、游春节等。这样便有了武当山南岩《太
乙真庆宫碑》所载“三月初三，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
万”的盛况。

我们从古籍中总能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密码。“三月三”
到来，春和景明，铁峰山上百花竞芳，姹紫嫣红，人们穿红着
绿，鬓角插花，数万人络绎不绝，来到凤仪禅院上香祈愿；来
到歇凤山赏花，斗草，戴柳圈，做清明粑，饮酒，作诗，结伴玩
耍……“三月三”的铁峰山，可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凤仪禅院巍然屹立，其周边还有一些遗
迹，也颇为有名。

朝天门。原是旧时的凤仪禅院大山门，小
巧而壮观，门额阴刻“凤仪禅院”四个楷书大
字，门前陡峭而曲折的石梯路一直延伸到山
下。据说，曾有修道之人在此修炼，因见其地
势险要，向山上望去就如与天相接，于是在得
道之日，在此受天庭接引而去。后人认为此地
便是天庭在人间的门户，故取名“朝天门”。凤
仪禅院门额石之上，原来还有一块立放的石
碑，碑上刻有“朝天门”三个大字；可惜在“破四
旧”时被敲下山门外的陡崖下而找寻不见。

照林和尚寿塔。寿塔是为祝祷长寿之塔，
即生前为自己所预设之塔碑，又称寿藏、寿
陵。通例于塔上刻字填朱，与其他墓碑有所区
别。此处寿塔有六面，虽小而造型优美。照林
和尚寿塔上的文字如今已难以辨识。

养儿窝。在铁峰山主峰右侧悬岩之上，有
一约15平方米的平台凌空飞出，人立台上，如
在空中，下临深渊，心惊肉跳。此台有石阶梯
与凤仪禅院相通，现遗存有清光绪年间摩崖石
刻两幅，彩绘石刻神龛一处。悬岩之上，有一
石窝，传说往石窝中投中硬币，即可生儿子，因
此成为“养儿窝”，是人们求菩萨生贵子的拜神
场所。

如今的凤仪禅院占地面积 9990 平方米，
禅院独居山巅，悬崖陡壁，仅一羊肠小道可
上。山上视野开阔，南可俯瞰万州全城和长江
水域，北望开州大部山河。禅院内除恢复重建
的大雄宝殿、高达9.3米的汉白玉观音塑像，还
保存有43尊佛像和数处碑刻。丰富的道、佛
文化，优美的森林风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融为一体，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俯仰天地，纵览山川，铁峰山巅凤仪禅院
的屹立，使得铁峰山成为一座信仰之山、生态
之山、富足之山、人文之山、
诗意之山。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
协秘书长）

你不知道的凤仪禅院
这里也曾有座朝天门

□钟灵

在重庆市万州区与开州区交界之处，铁峰山巍然耸峙，重峦叠嶂，气象万千，俨然一
方胜景、城市后花园；而在铁峰山海拔1300多米的主峰凤凰岭上，至今雄屹着一座高
大雄阔的寺庙建筑——凤仪禅院。虽然人们现在在凤仪禅院内所看到的大雄宝殿等佛
教建筑均为近年来善众筹资复建，但凤仪禅院确实是历史悠久的川东名刹。而且，这里
也曾有座朝天门。

凤仪禅院独居山巅
这里曾有座朝天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