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庐山铁佛寺 

文章出处：中华五千年网 (www.zh5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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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佛寺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从江西省九江市往南驱车环山而上，道边野草青青，仰望可见庐

山，似与天相接；近观可赏竹影，时隐时现，如梦如幻。前行仅14公里，便识今日庐山铁佛寺。  

  庐山铁佛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拒有关史料记载为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

昆仲禅师修建。宋代太平兴国年间（976-979年）比丘尼愿莲积极吸收女众出家，壮大道场，将寺庙起名

为“铁骨寺”以激励僧尼铁骨心肠刻意修行而不动摇。因“骨”与“姑”谐音，又含“铁心修行尼姑”

之意。拒《庐山小志》载：“铁骨寺”亦名“铁骨庵”。公元979年，愿莲在白龙桥上，望着清泉和莲花

峰而开悟，写下“云生功成就”，愿莲花传真禅“的偈句，隐示了僧尼修行应不拘外相，禅在内心的功

法，并题曰：“凤翕虎降白龙泉，鹿鹤龟伏十八弯，预章已见匡庐面，吊桥目前得峰山，沙滩溪流明指

点，低头空过一洞天。”这首偈语把愿莲开悟时莲花峰下的竹泉奇景，凤鸾鹤鹿，虎降龟伏的一派佛门

胜景描述得淋漓尽致。明代高僧释憨山德清大师在隆庆末年曾到过铁骨庵，并写下《过铁佛庵赠邹尔瞻

给谏》诗一首，诗中写到“江上青山水断春，门前流水净无尘，开门忽见庵中主，恰是金刚不坏身。

“庵”是一种规模较小的庙，大多指信佛出家的女子居住的地方，由此可见，“铁骨寺”向有僧尼住

持。万历年间（1573-1691年）庵中僧尼铸下了高达六尺的一尊铁佛，由此以后，铁骨庵改“铁佛寺”。

明万历以后到民国初年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铁佛寺有兴有衰，屡屡修葺不绝，从近年来庐山有关部门发

现的在民国初年修建铁佛寺的一块残碑中可以看出，曾有32姓居士同修庐山铁佛寺。拒寺中老僧（尼）

回忆，修复后的铁佛寺有相当规模，寺庙拥有十三重大殿，佛像六百余尊，其中一尊铁佛高约二米，远

近闻名，香火旺盛。然而，后经几十年战火摧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扫荡，铁佛寺已面目前

非，杂草丛生，仅存一间破烂不堪的旧殿堂，寺庙中的许多文物也被毁，更为可惜的是象徵着寺庙至尊



的六尺铁佛也被化为乌有。  

  庐山铁佛寺现任住持的释妙乐，1988年偶到铁佛寺，见这里三面环山，竹林茂密，泉水潺潺，云雾

缭绕，可谓修行宝地。面对破烂不堪的寺庙，妙乐法师内心发了大愿，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阴都不退

缩，一定要重振古刹铁佛寺昔日风采。 1989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妙乐法师率弟子几十人开始了建寺的

浩大工程。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年的悲喜荣辱，妙乐大师表现出非凡女性的意志和毅力。昔日的小庙，

如今已被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所代替。红垣碧瓦，楼阁林立，观间堂、念佛堂、大雄宝殿、千佛殿、方丈

殿、南北寮房、斋堂、印妙讲堂、十六间包括小买部的流通处以及车库等建筑错落有志，依山而建。庞

大的建筑群耗资千万余元巨款，全是由妙乐大师一笔一笔筹措而来的。近两年铁佛寺又在现有占地75亩

的范围内，开始建造大殿、天王殿；为十八罗汉塑像装金，改建朝山路经，预计投资总额又超千万元。

等这些建筑全部竣工后，铁佛寺又添新景，众僧尼又多一处多姿多彩、雄伟壮观、弘法利生的庄严道

场。 1986年初，铁佛寺被江西省九江市列为重点保护单位，省、市主管部门批准铁佛寺为重点开放寺

庙。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禅寺亲自书写的“庐山铁佛寺”真迹已收藏于寺中。

赵卦老对庐山铁佛寺不要一分钱。依靠自己的力量将一个破败将倾的古刹修建一新，重现辉煌，给予了

很高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