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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祠名寺有名泉（下）

□马辉 文/图

泰山自古道观（祠、庙、宫、殿）、佛寺众多，这些道观、佛寺大多依泉而建或内有名泉，因此泰山自古
就有“名祠名寺必有名泉相伴”之说。泰山主景区现存较为完好的宫观、庙宇尚有岱庙、王母池庙、碧霞
祠、三阳观等20多处，庙中有香井、王母池、玉女池、龙泉等名泉；现存较为完好的寺院有普照寺、玉泉寺
等多处，寺中有修德井、卓锡泉、玉泉、清凉泉等名泉。依泉建庙、建寺巧妙地利用了泰山名泉，也很好地保
护了泰山名泉。下面介绍几处名庙（殿）、名泉。

白马寺位于泰山西麓岱岳区
道朗镇北张村西。传说寺后有巨
石状若白马，故以名寺。也有传
说 从 西 域 传 来 佛 经 由 白 马 驮
运，白马在寺院停留休息,寺名由
此而来。寺周围群山环抱，层峦
叠翠，景色秀美，自古就是一处
风景名胜之地。民国 《重修泰安
县志》 载：“白马寺在三绾山前西
偏，明弘治间 （1488—1505年） 敕
建 ， 颇 有 岩 壑 之 胜 。 寺 前 清 冷
泉，澄澈甘美。……夏秋之间，莲
香清远，红蓼翠竹，涉目成趣，到
者生隐心焉。”

据考证，白马禅寺始建于东
晋，与山东佛教古刹神通寺、灵岩
寺属于同一时期。寺占地面积1万
平方米，为成轴对称的四合院，建
筑面积 1200 平方米。大雄宝殿三
间，供奉弥勒佛一尊，塑有十八罗
汉，壁画人物栩栩如生。香火鼎盛
时期，寺内僧人 29 名。神像曾被
拆 除 ， 之 后 由 于 年 久 失 修 ， 大
殿、厢房渐成废墟，原建筑物仅留
下 一 张 照 片 。 遗 址 内 现 存 清 同
治 《三圣堂碑记》，记载了一段捻
军 转 战 泰 安 的 史 料 ， 另 一 方 清
代《重修白马寺碑》记载着“徂徕

夕照于东南，牛山叠翠于西北，前
临 汶 河 而 作 带 ， 后 绕 灵 岩 而 为
屏。佳木森蔚，岭峦献秀”等赞
美周围景观的话语。2015 年起白
马禅寺复建，寺周边已初步建成
集禅修养生、生态人居、商务度
假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小镇，成为
泰城西部一处颇具特色的旅游度
假场所。

清冷泉位于复建白马寺西北角
墙外山崖下，已甃为圆井，泉上建
有泉亭。夏秋季泉水离地面1米左
右，泉水格外清澈甘甜，前来取水
者络绎不绝。

白马寺与清冷泉

普照寺与修德井
修德井，又称福泉，位于泰山

南麓普照寺大殿西侧院内，海拔
220米。泉北依悬崖，裂隙水水量
丰 富 。 清 唐 仲 冕 《岱 览》 卷 十
四“岱阳东”载：“菴南石窍滴
乳，曰‘福泉’。”

普照寺为明宣德三年 （1428
年） 高丽僧满空禅师重建，建寺时

凿地得水，信徒以为佛光普照，福
寿无比，得名福泉。该泉几百年来
从未干涸，丰水时，井水可溢出井
廓。寺内古松赖其滋润，僧侣恃其
啜茗，实为古泉之最。满空高僧在
泰 山 20 余 年 ， 除 复 兴 普 照 寺
外，又重建了竹林寺，四方受众千
余人。现存明正德十六年 （1521

年）《重开山记碑》记载此事。
福 泉 今 甃 为 井 ， 易 名 修 德

井。2020 年在泰山景区管委会实
施的名泉保护提升工程中予以整
修。井水离地面约2米，日出水量
4 至 6 立方米，水质好，为景区管
理人员、僧侣的饮用水源及园林管
理用水。

玉泉寺与玉泉、灵慧泉
玉泉位于泰山东北麓大津口乡

西部玉泉寺东门外，传说玉泉里有
八宝琉璃，所以又俗称八宝琉璃
井。1993 年，《山东省志·泰山
志》 将玉泉列为泰山七十二名泉
之一。

玉泉寺因南有谷山、东有玉
泉，故名谷山寺、玉泉寺、谷山玉
泉寺。又传有山民在峪内捡得罗汉
像，此峪便称佛峪，寺俗称佛爷
寺。寺坐北向南，南北朝时北魏景
明年间僧意法师创建，金代僧善宁
重建，后历经兴废，多次重修，清
代曾4次重修。新中国成立后曾多
次维修，1993年大雄宝殿在旧址重
修，大殿坐落于院内北部高台之
上，面向正北泰山主峰及崇山峻
岭，眼前万顷碧绿，清风萧瑟，显
得十分雄伟。

寺东有清泉，山岩裂隙水由此
流出而成泉。泉旁石碣刻有金代书法

家、翰林大学士党怀英书“玉泉”二
字。《泰山道里记》载：“（谷山玉
泉禅寺） 东有古井，水色紫黑充
盈，遇旱不减。”传说金代以前，玉
泉可供寺里300多位和尚饮水。现玉
泉泉脉仍旺，大旱不涸，但泉水较
少，旱季日出水量1立方米左右，雨
季3立方米左右。泉周围有玉泉寺
景 区 栽 种 苹 果 园 ， 由 于 泉 水 滋
润，果实质好味美，格外香甜，十
分畅销。为保护此泉，2021 年 4
月，泰山景区投资40余万元，对玉
泉进行了保护性整修，重修了名泉
出水口，新建泉井、古色古香泉
亭，并整饬了泉前紫藤长廊和周边
环境，使这处久负盛名的历史名泉
进一步呈现出醴液荡漾、泉清亭幽
的壮丽景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观赏。

灵慧泉，又称仙女泉，在玉泉寺
内“金蟾拜佛”景点旁，泉水旺。“金

蟾拜佛”在内小环线千年古板栗附
近一处山崖上，为一奇特的石头，形
似 金 蟾 ，白 白 的 肚 皮 ，高 昂 的 蟾
头，大大的嘴巴张开着，仿佛在虔诚
地向着玉泉寺大殿祈祷。

相传一年大旱，寺庙缺水，高
僧僧意带着弟子在寺庙周围寻找水
源，最后挖出了灵慧泉。山中有一
只金蟾也在到处寻找水源，饮用此
泉泉水后，得以延续生命，这只金
蟾就留在了这里。为了感谢寺庙僧
人开凿泉水救了它，就经常朝寺院
拜佛谢恩，也聆听寺内的梵音，跟
着一起念经。久而久之，这只金蟾
开了灵窍，就在这个地方坐化，变
成了一尊奇石。据说，灵慧泉原来
的名字叫仙女泉，因金蟾开了灵窍
才改名叫灵慧泉。同玉泉一样，灵
慧 泉 的 水 也 是 清 澈 甘 甜 ， 在 当
地，老百姓说喝了灵慧泉的水能够
聪慧、健康、长寿。

香水寺与香水泉
香水泉俗称斗子湾，位于泰山

西 南 麓 岱 岳 区 夏 张 镇 律 家 庄 村
北、五龙山之阳半山坡、香水寺遗
址 东 200 米 、 白 云 观 南 100 米
处。另在寺西北约200米处、五龙
山 峰 下 有 一 处 山 泉 ， 亦 称 为 香
水泉。

五龙山蜿蜒起伏十数里，沟壑
甚 多 ， 重 峦 叠 嶂 ， 山 上 丛 林 茂
密，蔽日遮天。山阳有香水寺、白
云观。香水寺始建年代不详，遗址
内村民山地上，有现存明正德十
年（1515年）岁次乙亥额题《重修香
水寺记》碑，证明香水寺至迟建于
明代之前。从遗址看，香水寺构造

奇特，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寺前
是开阔地带。山涧泉水汇集于寺
前，置身其境，如入仙境。香水泉
泉水长流不断，清澈甘甜。相传此
泉神灵，其水能解百病，很久之前
就 有 许 多 善 男 信 女 到 此 焚 香 叩
拜，取泉水治病免灾，此泉即取名
香水泉。后在此建寺，取名香水
寺。之后香水寺香火日渐兴盛，至
今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仍有众多信众
到此祈福取水。有专家解释，泉水
解病，系因山间野生良性中草药
所致。

白云观位于香水寺遗址东北约
200 米处，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五

年（1012 年），1997 年律家庄村重
新修葺，为四合院，正殿供奉碧霞
元 君 像 ， 四 柱 三 间 ， 门 前 出
厦。2005 年由泰安市道教协会主
持 重 修 了 前 厅 ， 前 厅 抱 柱 联
为 ：“ 五 龙 山 神 龙 显 圣 福 泽 千
载 ， 白 云 观 祥 云 缭 绕 妙 应 万
方”。院门前的石台阶旁立有清代
石碑两通，一通为清乾隆三十一
年（1766 年）额 《重 修 白 云 观 记
碑》；另一通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六月重修记碑。

香水寺遗址 2018 年 4 月被泰
安市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白马寺清冷泉。

灵慧泉。

香水泉。

玉泉。

修德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