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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台头寺丈八金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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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浩熙 

  慧皎撰《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梁释法悦十四》载：“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车骑、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

奇，江右称最。州境或应有灾祟，及僧尼横延舋戾，像则流汗，汗之多少，则祸患之浓淡也。” 

  慧皎为南朝萧梁王朝人。其文中所说彭城宋王寺，实际是昔日彭城小南山（又称戏马台、户部山）上之台头寺。东晋末年，彭城人

刘裕多次兴师，发动北伐战争，以彭城为指挥中心，收复了大片失地。相传刘裕曾在戏马台上东部建筑寺庙，因他被东晋朝廷封为宋

王，人称宋王寺。由于此寺位于山顶高台东首，人们又称台头寺。 

  宋王寺里，坐落一尊金佛，高一丈八尺，金光闪闪，法相庄严，“光相之奇，江右称最”。这尊佛像极为神奇，数显灵异。当徐州

境内出现灾难祸殃时，当僧人遭到迫害和凌辱时，这尊金佛竟周身流汗、流泪不止，祸患越大，流得越多。 

  这尊金佛为王仲德所建。王仲德何许人也？ 

  王仲德，原名王懿，太原祁县人，自言是东汉司徒王允之弟王懋的七世孙。这位王允，就是认貂婵为义女设计离间董卓和吕布的那

一位。王懿的祖父王宏沦落北朝，曾在后赵当官；父亲王苗曾在后秦当官。二人都做到二千石。 

  王懿自幼心性沉静，做事细心，长于计谋，又孝敬母亲，且多才多艺，擅长阴阳之术，且精通音乐。他十七岁那年，后秦苻坚不可

一世，大举兴兵，欲渡江攻晋，想不到被晋朝略施小计，最后落得风声鹤唳，兵败八公山。王懿与哥哥王叡早就有心归附南朝，趁机举

起义旗，同后燕慕荣垂殊死拼搏，结果战败，损失惨重。兄弟二人历尽坎坷，于东晋太元末年，迁居彭城。那时，还是司马氏晋朝的天

下。为避晋宣帝（追谥）司马懿和晋元帝司马睿的名讳，兄弟二人便隐名称字，王叡改叫王元德，王懿就称王仲德了。 

  其时，北方人大量南逃，非常看重同姓骨肉。王氏兄弟先是投奔尚书左仆射、太原祁县同宗王愉，但受到冷遇；转而欲投炙手可

热、自封相国的桓玄，可又逢上桓玄篡权。王仲德同辅国将军张畅言道：“自古革命，权力不会一家。现在的篡权者，不足以成大

事。”其兄元德办事果断，胸有韬略，刘裕器重他，便告以将兴兵讨伐桓玄之事，派元德留守都城，偷袭桓玄，里应外合，以成大事。

仲德听说后，嘱咐哥哥注意保密，谨防外泄，且兵贵神速，可根据桓玄爱好夜间出入的特点，寻觅一介武夫，乘机猎杀之。不巧，事情

泄露。元德为桓玄所杀，仲德逃命出走。刘裕攻进建康时，仲德抱元德之子路边迎候。刘裕、王仲德相见，抱头痛哭。刘裕看重同王氏

兄弟的生死情谊，追封王元德为给事中、安复县侯，封王仲德为镇军中兵参军。 

  王仲德屡立战功，扬名天下。刘裕伐广固，王仲德做先锋，大小二十余战，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无当。卢循率领群寇作乱，危及京

城时，朝中群僚惊慌失措，甚至商议迁都。王仲德力排众议，称群寇乘我后方空虚之机，逼近京城，将自奔散，实不足虑。都城一迁，

势必人心涣散，国基不稳。并表示如果迁都，大失众望，我唯有一走了之！刘裕闻之大喜，遂与卢循战于左里，获得大胜，仲德力拔头

功，受封新淦县侯。 

  义煕十二年（41６），刘裕大举北伐，王仲德为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总督前锋诸将军。他自带军队北向杀奔钜野，进入黄河一

带，同时指挥西线部队，进据潼关。平定长安后，刘裕又封王仲德为太尉诸议参军。这时，刘裕有意迁都洛阳，大臣随声附和。又是王

仲德极力反对。他说，苦打一年，兵士思家，还是应以建邺为都，等条件成熟了再议！刘裕采纳王仲德的建议，派人将投降北伐军的后

秦最后一代君王姚泓护送到彭城，加封王仲德为徐州刺史、都督。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大将刘彦之率军北伐，王仲德同行。北魏被迫放弃黄河以南，三军兴高采烈，但王仲德却居安思危，担忧

起来。认为南方将士不熟北土，北魏军情有诈。宋军兵屯灵昌，魏军却于委粟津渡河南下，打得宋军丢失虎牢、洛阳。刘彦之慌了神，

打算弃船逃走。王仲德劝说道，洛阳、虎牢失去了，我们在千里滑台还有重兵，如若舍船逃走，兵士必然溃不成军，应该入济南，自马

耳口谷有序撤退。于是宋军回头，沿济南历城步行北上，再焚船弃甲，还至彭城。因为此次失利，王仲德被免官，不久又同大将檀道济

出兵救援滑台，直到粮尽归来。从此，宋又丢失了黄河以南。 

  元嘉九年（4３２），王仲德又任徐州刺史，三度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台头寺丈八金佛，应是王仲德担任徐州刺史时所造。 

  王仲德为何对佛情有独钟呢？这有一段故事。原来，佛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年，王懿同后燕作战失败南逃时，跌跌撞撞，陷入大

泽，饥寒交迫，困苦几死。他藏身树丛，绝望之时，却见一位七八岁的青衣童子来到身边，问他吃饭没有，接着给他搞来饭菜。王懿填

饱肚子，正要行路，天上却下起瓢泼大雨，迷失了过河道路。这时，又见一条白狼跑来，仰天长嚎几声，衔扯起他的衣角，把他引渡过

河。王懿一路逃到滑台，又为翟辽所留，做了将帅。再一年后，他思归南朝，遂逃奔泰山。辽兵铁骑在后紧追不舍。黑夜里，他却看到

前有火把引路，遂借着火光，急行百余里，才得以脱身。正是因为以上的佛缘，王仲德知恩图报，才在宋王寺塑丈八金佛像；并另建佛

塔，塔中塑白狼、童子像，一还多年的心愿。他虔诚信仰佛教，担任彭城刺史期间，曾敦请外国僧人翻译佛经《杂心论》，译到“择

品”因故中断，后来又请佛学大师跋摩接着翻译，终于完成了三十卷《杂心论》的翻译工作。 

  宋朝时，因彭城为兵家重镇，安北府便设在彭城。王仲德坐镇彭城，北人不敢南侵。皇帝又加封王仲德为镇北大将军。元嘉十五

年，王仲德死于任上。 

  宋明帝刘彧泰始初年，彭城被北朝攻占。北朝人要把金像迁往北方，派了一万多人马，却无法迁走。南齐初年，兖州数郡起义南

属，驱赶僧人守营。北赵兰陵公攻陷起义营垒，把兖州、徐州的僧人都逮捕起来，关进监狱，向朝中奏章，诬说僧人帮助叛乱。这时，

丈八金佛开始流汗、流泪了，汗水、泪水浸湿了整个大殿。当时，梁王萧谅镇守彭城，听说这个消息，亲自来到金像前观看。他命令为

佛像擦拭汗水，结果汗水一边擦，一边出，总是擦不干净。这位梁王于是“卟嗵”跪倒，又是烧香，又是叩头，发誓说：“众僧无罪，

弟子自当营救保护他们，不使他们蒙难。假若您要体察弟子内心这片诚意，身上就不要再流水了！”说罢，亲自往佛像身上擦拭，竟随

擦随干了。于是，梁王为兑现许下的诺言，向朝廷再度上表，奏明此事，同时赦免了全体僧人的罪过。 

  齐朝末年，朝中敕封建邺正觉寺大和尚释法悦为僧主，主持全国佛事。他听说彭城宋王寺丈八金佛的灵异之事，发誓要前往彭城瞻

仰礼拜，但是，由于关山阻隔，禁令重重，一直未能遂愿，引为终身憾事。 

  后来，彭城的这尊金佛塑像究竟哪里去了？未见史书记载。给我们留下一个千古之谜。而今，台头寺旧址犹存，可是不见了丈八金

佛。旧寺已改为大殿，殿中陈列着西楚霸王项羽的事迹，旧时的灵异也不再显现。（此文据《高僧传》、《南史》、《北史》等文献编



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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