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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林寺位于郑州市西南 18 公里处
的荥阳市贾峪镇洞林村北，西距少林寺
50 公里。据《荥阳土地志》记载，“洞林
寺始建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金大
定三年（1163年）重建，赐名洞林大觉禅
寺”，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曾和少
林寺、相国寺、白马寺齐名，并称为中原
四大名寺，清末和民国时被战火毁于一
旦。据洞林寺90岁的释文果长老介绍,
为重振该寺，洞林寺和当地政府在1997
年前后请来释永信出任该寺名誉方丈，
筹划寺院发展。最终少林寺实业公司决
定开发洞林寺，计划投资3亿元，从2005
年开始，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占地 1600
亩、堪比嵩山少林寺的新洞林寺。

目前中国最出名的佛学院，当属重
庆佛学院。“正在洞林寺修建的佛学院，
无论从规模和招生上，都要比重庆佛
学院大得多，建成后将是全国最大的
佛学院。”洞林寺监院释延若法师说，

“除预科班和本科班外，还设立 3 年制
研究生班，只对出家人招生。

另外还设有居士 (俗家)培训班。
佛学院所设科目最主要的内容是佛
学，还教授文学、哲学、逻辑学、英语、
计算机等常规的课程，还要学习书法、
中医学等中国传统的文化，以南传(泰
国缅甸语)、北传(中国内地语)、藏传(藏
语)3个语种分别来教学，建成后最少可
容纳1万名学员。”

洞林寺拟建我国最大佛学院
少林实业投资3亿元，开设预科、本科、研究生班

少林文化，名扬海外。而
少林寺本身拥有的空相
寺、二祖庵等众多下院，

对少林文化的弘扬也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目前少林实业公司投资3亿元
重修荥阳洞林寺，建成后将成为我国
最大的佛学院。记者 姚辉常 文/图

少年朱元璋
与洞林寺
洞林寺打杂做和尚

据称，幼时朱元璋为避灾荒，曾暂
住娘舅家。娘舅家距洞林寺不远，朱元
璋就到寺中打杂做和尚。

那时，7岁的朱元璋已聪慧过人、人
见人爱。他尊敬师傅，干活勤快，做事认
真。老师傅看他人小，就叫他每天打扫
禅堂，他总能做到窗明几净、纤尘不染。
令人费解的是，经他打扫后，不但庭院禅
堂干净，就连每座神胎下面也是净如明
镜。问他如何打扫得如此干净时，他竟
然漫不经心地指着那些禅堂的神胎说：

“扫地的时候，叫他们都先出去，不就扫
干净了吗？”众僧不信，第二天一早就躲
在暗处偷看，只见朱元璋站在禅房门口，
把手中的笤帚一挥说：“我要扫地啦，你
们都请先出去。”只见各位神胎像接到命
令似的，离开原地、鱼贯而出。待朱元璋
打扫完毕，又一声：“都回去吧，各归本
位！”只见那些神胎一个个又晃晃悠悠、
摇摇摆摆而入。

对寺里诸神吆三喝四，这是何等的罪
过？！众僧“逼”老僧元觉大师，称朱元璋
一定是个上天奇人，“咱这庙小，盛不下这
尊大菩萨，为了避免佛祖降罪于本寺，还
是干脆赶他出寺吧。”元觉大师听了开始
不信，亲眼目睹后感到心惊肉跳，生怕他
给古寺带来灾难。无奈，只得告诉他佛缘
已尽，劝他离开洞林寺，自谋生路。

舅父家打工成了放牛娃
从此以后，朱元璋结束了寺院里的生

活，过上了和别的孩子一样的民间生活。
朱元璋离开洞林寺后，走投无路，无

奈只得投奔舅父家中，舅父自打老姐去
世后，心存内疚，又念外甥上无父母，下
无依靠，且又年幼，就把他收留下，叫他
到李园河放牛。放牛带的干粮少，总是
吃不饱。这天，放牛孩子肚子又开始唱

“空城计”，咕咕乱叫，怎么办？只见朱元
璋一时性起，手指黄牛唱道：“众卿快与
我杀牛庆功！”众人一听，笑了，这荒野沟
内连刀都没一把，如何能杀牛呀？朱元
璋拨开众人，在崖坡上随便拔了一把茅
草叶，在大家的帮助下，用茅草叶竟杀死
了一头牛；开剥后，大家又为难啦，生肉
咋能吃呢？朱元璋原地转一圈，在地上
跺了一脚，说：“你们在这里扒坑就能煮
熟。”大家随他的指点挖了一个坑，坑内
漫出的水果然腾起热气，不一会儿肉就
煮熟了。可是孩子们心急，说这肉太烫
了，如何下咽呀？朱元璋说：“你们在这
个坑的西南边再挖一个坑，用凉水冰
冰。”果然又如朱元璋所说，第二次挖出
的坑，水冰凉冰凉的。

吃完躺在草地上，望着红红的落日，
孩子们发愁了：“咱们吃了你舅舅家的牛，
你回去怎么交代呀？”朱元璋想了一下说：

“没关系，你们把牛头塞到那块大黑石头
前面，把牛尾巴塞在大黑石头后面就行
了。”回到家里，舅舅照例查点牛数，一数
差了一头，就追问去向。朱元璋一边哭一
边说，那牛不听话，它钻到石头缝里就是
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呀！

舅舅听后半信半疑，第二天跟朱元
璋一起到李园河沟的放牛处，果然见牛
夹在大石中间，前可见其头，后可望其
尾。拍牛头，牛遥尾巴；拉牛尾巴，牛乱
叫，用尽吃奶的力气，又拉又拽到日头偏
西，也没法让这头牛走出石头缝。

从此以后，那条夹在石缝里的牛虽
然无法再走出来，但一暖一冷两汪泉水
却世世代代留传下来，成为远近有名的
荥阳十景之一。

洞林寺建筑面积在 40 亩以上，各
种建筑巍峨挺拔，规模壮观。前面是气
势雄伟的 3 道山门，往后依次是：天王
殿、中祖殿、观音堂、大雄宝殿、后殿、伽
蓝殿、大祖宇，以及僧众的斋房、禅堂、
练武场、经楼塔林等建筑物。寺内碑碣
林立，单刻、连刻石碑不计其数。遗憾
的是，有不少建筑物在“文革”期间遭到
破坏。仅存两殿、一古塔、一玉佛、一鼎
和碑刻六通。其中的明周旨谕碑碑高

2.4 米、宽 95 厘米，刻旨谕并明周王序。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立石，现存放洞
林寺内。寺院的西北方向有座瓶状式
塔，名“国舅塔”，属印度式样的明塔，建
于明朝洪武十七年（公元 1348 年），塔
高约10米、共9层。

新修建的洞林寺，最南侧新修的山
门宏伟壮观，正中间为 4 位佛神肩顶着
巨鼎，鼎正中写着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
题字“洞林大觉禅寺”。

洞林寺始建于东汉末年，距今1800
余年。该寺依山傍水，是一座历史悠
久、文物众多、风景秀丽的宝刹，与“少
林、竹林”并称“天中三林”。寺南 500
米处的洞林湖，水面 600 余亩，湖光山
色，颇为迷人。因早期寺内僧人多在窑
洞内做佛事，故名洞林寺。

据《荥阳土地志》记载：“洞林寺始
建于东汉末年（约 200 年），金大定三年
重建。”传说达摩老祖来中原后，建有三
林（洞林寺、少林寺、竹林寺），被称为天

中三林，是佛教在中原著名的三大寺
院。其中，洞林寺创建最早，始建于东
汉末年，距今 1800 年的历史，较少林寺
早 300 多年，与开封相国寺、洛阳白马
寺和登封少林寺合称中原四大寺院。
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

洞林寺始建于汉，盛于唐、宋、元、
明。寺有洞林三景，白玉佛、洞林晚钟、
楚金炉更是享誉四方。明周靖王卒葬
于寺后，遂称王家之佛堂。经多年战
乱，洞林寺在清末开始衰败。

寺内僧人窑洞做佛事而得名

印度式样“国舅塔”藏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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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

洞林寺内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
二月的无缘置公禅师塔，1986年被列
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洞林寺始建于东汉末年，金大定三年
（1163年）重建，赐名洞林大觉禅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