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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徽州民宿
为黄山旅游添活力

蜿蜒古朴的石板路旁， 徽派建
筑白墙灰瓦连成一片， 在黄山脚下
的呈坎古村， 不少旅游达人慕名来
到徽州民宿， 以慢游的方式放松身
心。 据介绍， 目前， 黄山市发展徽
州民宿2000余家 ， 其中精品民宿
300多家， 在黄山汤口、 休宁祖源、
屯溪老街等旅游热门地打造了民宿
集群。 仅在黄山市徽州区就有民宿
182家。

城市民居、 森林木屋、 高山客
栈、 田园人家……2019年， 黄山市
的民宿接待游客超230万人次， 年
经营收入超过15亿元， 为黄山旅游
注入活力。 一名来自上海的游客评
价说： “早晨推开窗户就是一派田
园风光 ， 加上古香古色的徽派建
筑 ， 真是美极了 ！ 抽空来这里小
隐， 身心皆宜。” （董雪）

沿着香山南麓的山道缓缓而行 ，
几经迂回路转， 不多时便来到一处平
台之上， 一座高大的建筑群映入眼帘，
这就是著名的香山法海寺。

在朋友的引导下， 我登上九层石
阶， 步入法海寺山门。

朋友介绍说， 法海寺始建于元代，
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 元明时均称弘
教寺， 明代随着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
的交织更迭， 弘教寺经历了兴衰起伏。
清顺治十七年 （1660年） 重修弘教寺
后， 改为敕赐法海禅寺、 法华寺两座
寺庙。 康熙、 雍正、 乾隆时期， 均对
法海寺进行修葺或扩建， 使其最终成
为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 乾隆年
间被赐给藏传佛教内蒙古 （明清时始
有内、 外蒙古之称） 三世章嘉 （呼图
克图 ） 活佛管理 ， 直至民 国 初 年 ，
1949年以前寺庙毁于战火 。 直到数十
年后才得以复建， 再现昔日皇家寺院
的宏大、 气派。

香山法海寺与其它寺院在建筑上
有不同之处， 寺庙坐西朝东， 这种格
局在北京少见。 整体建筑呈中轴格局
分布， 分为五层， 自山门向上依次为
弥勒殿、 大雄宝殿、 大悲殿和藏经楼，
左右两侧有禅室、 斋房、 龙王堂、 精
舍等。 法海寺坐落的山岭因酷似一只
正在展翅飞翔的凤凰 ， 故称凤凰山 。
每至深秋， 山岭红叶遍布 “凤凰” 的
头和身， 法海寺恰好落在这只 “凤凰”
的背上， 所以该寺也被称为 “凤凰山
法海寺”。

进得山门， 顿觉院落宽敞， 山门
内左右各有一个旗杆座， 虽然显得破
旧， 却是法海寺的遗存之物。 正面是
一座大殿， 据朋友介绍说， 这是弥勒
殿， 当年供奉的是弥勒佛， 历史上这
座寺院曾为弥勒佛的道场。 只见殿前
左侧立有 “御赐法海禅寺碑记”， 右侧
立有 “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十方碑
碛”， 由于年代久远， 上面的字迹已变

得模糊不清。
绕过弥勒殿， 迎面又是一座大殿，

这就是法海寺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 。
殿前左右为钟鼓楼， 两楼对峙， 谓之
晨钟暮鼓。 须弥座下矗立着两通石碑。
南侧为 “敬佛碑”， 正面刻有顺治皇帝
御题的 “敬佛” 二字， 背面为 “西天
东土历代佛祖之图”。 据史料记载： 清
顺治十七年， 顺治皇帝下旨在万安山
原宏教寺遗址上新建了一座寺庙， 取
名 “敕建万安山法海禅寺”。 为了表示
虔诚 ， 他特地书写了 “敬佛 ” 二字 ，
赐予寺内僧人慧枢 。 北侧为法海寺
“示禁碑”， 即顺治十七年皇帝发布的
保护寺院 、 山林的告示 。 背面刻有
“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四至界址： 东至
山门塔， 南至龙泉岭， 西至山顶， 北
至香山”， 由此可见当初寺院之宏大。

再拾阶而上， 就来到大雄宝殿前。
其面宽五间， 处于须弥座之上， 为皇
家规格的 “金龙合玺” 装饰， 色彩艳
丽， 典雅而不失庄重。 这里曾供奉释
迦牟尼佛像 。 “大雄 ” 是佛的德号 。
大者， 为包含万有之意； 雄者， 为摄

伏群魔之意。 佛界视释迦牟尼佛具足
圆觉智慧， 能雄镇大千世界， 因此佛
弟子尊称他为 “大雄”。 宝殿的 “宝”
即佛法僧三宝 （佛宝、 法宝、 僧宝）。

继续往上而行， 便来到大悲殿前，
因供奉观音佛像， 俗称观音殿。 再往
上走， 便是法堂， 也称念佛堂， 曾是
寺院僧人念佛诵经之所。 最后来到后
罩楼和藏经楼， 这是该寺最高的建筑。
站在此处， 可俯视全院乃至山下的景
致。 据传当年郑板桥到此访友时， 曾
在这里居住， 并赋诗曰： “树满空山
叶满廊， 袈裟吹透北风凉。 不知多少
秋滋味， 卷起湘帘问夕阳。”

随后在友人的引领下， 我来到后
罩楼的后面， 观赏了著名的 “弘教禅
林” 石刻。 四个大字镌刻于顺山巨石
之上， 字迹雄浑苍劲。 旁边还有 “下
下人为上上人” 一行小字， 下边署有
“一庵” 的题名。 据传这 “一庵” 明代
在僧录司 （掌管有关僧侣等相关事务
的衙署） 任职， 时而驻于法海寺。

作为有着300余年历史的古刹， 法
海寺流传着许多人文传说， 为古刹平
添几分传奇的色彩。

流传最广的是顺治出家的故事 。
按民间与野史的说法， 清朝入关后的
第一位皇帝顺治并没有于24岁时死于
天花， 而是在其所钟爱的董鄂妃死后，
看破红尘， 以死为名， 逃离尘世 ， 去
西山法海寺 （另说山西五台山） 出家
做了和尚， 直到74岁时才圆寂。

清代书画家、 “扬州八怪” 之一
的郑板桥曾三次进京， 并与法海寺仁
公上人多有交往。 乾隆元年 （1736年）
他第二次来京， 三月中贡士， 五月中
进士 。 欣喜之余来到法海寺 ， 访友
“论道”， 吟诗作赋。

曹雪芹 “逃禅” 的故事， 说的是
曹家被抄后 ， 曹雪芹随家人从江宁
（南京） 迁回北京后， 看破红尘， 在西
山法海寺遁入空门。 一年后领悟禅理，
得以还俗 ， 并开始创作 《红楼梦 》 ，
“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 终于写成。

复建后的法海寺， 基本恢复了清
代的建筑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
“西山方志书院”， 将成为西山文化研
究的学术空间。

走出法海寺山门， 已是夕阳西下
时。 望长空一色， 风轻云淡， 气韵高
远， 山影起伏如黛。 余晖中的法海寺，
更显得宏大庄重， 禅韵悠悠。

新加坡旅游局近日宣布， 推出
第二波 “重新探索新加坡” 活动，
通过捆绑促销、 个性化行程和在线
内容 ， 鼓励新加坡人探索当地景
点， 支持本土企业。

新加坡旅游局表示， 此次推出
牛车水、 乌节路、 小印度、 圣淘沙
等10个旅行目的地， 这些地区历史
文化丰富， 值得深入探索， 酒店、
景点、 旅行社以及零售和餐饮商将
提供相关捆绑促销优惠。

今年7月， 新加坡旅游局、 新
加坡企业发展局和圣淘沙发展局联
合宣布 ， 斥资4500万新元 （约合
3248万美元） 推出 “重新探索新加
坡” 活动， 旨在提振当地旅游业，
应对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

（新华）

驾乘穿越林海雪原、 挑战高山
滑雪、 体验马拉爬犁……伴随冬季
旅游黄金季到来， 新疆知名景区喀
纳斯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前
提下， 积极筹备多项旅游活动， 助
力新疆冬季旅游升温。

连日来的几场降雪， 让喀纳斯
景区禾木村披上一层薄薄的素衣。
深秋雪景的映衬下， 禾木村显得更
加静谧而神秘， 不远处的国际滑雪
度假区项目仍在加紧建设。

据了解， 今年冬季喀纳斯重点
打造了冰雪观光线、 林海雪原穿越
线、 极美民俗体验线、 璀璨星河探
秘线4条精品旅游线路。 同时， 冬
季的喀纳斯雪深路滑， 为保障冬季
通往景区的道路安全、 畅通， 喀纳
斯景区管委会已联合公路养护部
门， 组建专业清雪队伍， 及时清除
道路积雪， 为游客进入景区提供安
全、 便捷的通行条件。 （郝玉）

新疆喀纳斯筹备多项旅游活动
迎接新雪季

新加坡推出第二波活动
提振旅游业

法海寺是 “西山文化带” 著
名古刹之一， 位于香山南麓万安
山， 因其西南部有石景山法海寺，
故此寺被称为 “北法海寺”。 金秋
时节， 慕名到复建不久的香山法
海寺一游， 探寻传说中顺治皇帝
“出家”， 郑板桥 “论道”， 曹雪
芹 “逃禅” 的地方。

探访香山法法海海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