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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寺到永宁寺：刘宋、北魏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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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望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摘要】《宋书·夷蛮传》所载刘宋大明四年因建康中兴寺神异而改名天安寺之事件，系名僧兼佛教领袖之道温与慧璩领衔推进、皇帝与太

后牵涉其中并予以认可、为孝武帝与刘宋政权鼓吹之重要佛教祥瑞，天安寺则是孝武帝时代皇家首寺。因刘宋前废帝与明帝初年之内乱、南弱北

强之趋势及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天安寺祥瑞被北魏加以利用和引申，实现从刘宋之瑞到北魏之瑞之转变，永宁寺则作为瑞应之关键部分先

后在平城与洛阳创立，可谓北魏皇家首寺。从刘宋建康之天安寺到北魏平城和洛阳之永宁寺，地域悬隔、年代参差且貌似不相干之南、北政权皇

家大寺，实质上却有着隐晦而不容忽视之内在联系，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佛教信仰、祥瑞思想与国家意志相纠缠、相渗透、相结合之中古时代特

色。其兴衰变迁与国运休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持续地对此时期皇权政治、南北形势与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于深入认识中古整体历史进程

之某些线索与规律极具典型意义。

一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天安寺祥瑞略考

天安寺（即中兴寺）的改名缘由在《夷蛮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且颇有神异色彩，似乎暗示其在刘宋时代有其特殊地位与意义。对大明四

年建康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之事，在《魏书·释老志》叙述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佛教史事时，亦被非同寻常地加以记载并有所引申，从而

与北魏著名皇家大寺永宁寺产生关联，其间纽带，即为“天安”二字。凡此诸端，无疑折射出天安寺对于南北对峙的刘宋政权和北魏政权，均具

有特殊意义。因此，本文拟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之基础上，以刘宋天安寺改名及北魏永宁寺创立为中心，揭示二者之间隐晦曲折的联系及所具有

的政治与宗教意蕴，进而对刘宋、北魏时代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之关联、佛教祥瑞与皇权政治之互动作出适当的阐释。

在南朝众多佛寺中，天安寺并不甚突出，然而在刘宋大明四年却成为佛教与皇权关注之焦点。《宋书》卷九七《夷蛮传》：“世祖大明四

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众莫之识，问其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夷蛮传》之

叙佛教，主体内容在于刘宋佛教政策与当世名僧，叙述平实无关奇诡。唯本条有关天安寺改名由来之记载，则事涉神异，虽寥寥数语言之不详，

却已极为引人注目，颇疑其间尚有隐情。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在佛教方面的叙述中基本一致而且清晰，较之《宋书·夷蛮传》所记进一步补

充了更丰满的具体情节并可资以订正官方史书之错讹，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其一，异僧之名，《夷蛮传》作“明慧”，当为“慧明”之误倒，其本意在于“陛下慧烛海隅，明华日月，故以慧明为人名”（《高僧传》

语；《冥祥记》唯“隅”作“县”，意义并无差别），即颂扬宋孝武帝之帝德广大光辉。

其二，“天安”之称，本意在于“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即颂扬刘宋帝业之隆盛无穷。

其三，异事发生之地中兴寺，为“龙飞之室”，即与孝武帝帝业大有渊源。

其四，中兴寺神异事件中身份明确、有名可考之僧人仅有两名，均为身份特殊而重要之名僧。

其五，中兴寺神异事件与皇权密切相关，最高统治者孝武帝及孝武帝之母路太后均牵涉其中。

其六，中兴寺改名为天安寺，最显著而直接之目的是“以旍厥瑞”（《高僧传》语）、“以诠天休”（《冥祥记》语），即此事件为孝武帝

及刘宋政权之祥瑞，需要予以宣扬和旌表。

至此，我们对于《宋书·夷蛮传》所载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始末及其背景与含义，可有较为清晰之认识：此事件乃是由名僧兼佛教领袖

之道温与慧璩领衔推进、孝武帝与路太后牵涉其中并予以认可、在与孝武帝有深厚渊源之“龙飞之地”所上演、为皇帝与刘宋政权鼓吹之重要佛

教祥瑞，孝武帝所以郑重其事下诏改中兴寺名为天安、史臣所以在《夷蛮传》中特意加以叙述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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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尤其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盛行，佛教信仰深入各地及各个阶层，帝王往往利用、援引佛教以强化皇权神圣性和巩固统治，此人

所悉知无需赘述。而佛教方面对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之支持与庇护于佛教发展之关键作用，亦有清醒认识。作为佛教领袖之中兴寺名僧道温，对

于争取皇帝护持佛教亦有类似看法及更迫切深重之责任，其主导中兴寺神异事件、上奏并请求将寺名从中兴改为天安，既是迎合孝武帝之需要，

也是为佛教及中兴寺争取更高的地位与利益。可以说，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鲜活生动地展示了中古时代常见的佛教信仰与皇权政治互动互

惠之关系。而与刘宋南北对峙之北魏对于天安寺之关注与引申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

首页 文章摘要 本刊动态 期刊介绍 历史文摘 过刊浏览 编委会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index.htm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index.htm
https://sxyk.henu.edu.cn/wzzy1/wzzy.htm
https://sxyk.henu.edu.cn/bkdt1/bkdt.htm
https://sxyk.henu.edu.cn/qkjs1/qkjs.htm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gkll2.htm
https://sxyk.henu.edu.cn/bwh1/bwh.htm
https://sxyk.henu.edu.cn/tgzn1/tgzn.htm
https://sxyk.henu.edu.cn/lxwm1/lxwm.htm


上一篇： 社神与土地：江南地缘性神灵的双重体系——以常熟为中心

下一篇： 史观与规划的文化张力：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戊戌六君子著述的出版史考查

刘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建康中兴寺神异及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乃南方政权内部之事务和刘宋之祥瑞，虽传闻可越国境，本质上与北魏并无甚干

系。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六年后之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刘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天安寺在北方也突然成为焦点并受到重视。

南方刘宋境内之天安寺及相关神异，自北魏改元天安开始，被附会为北方政权之重要祥瑞，献文帝天安（466—467）、皇兴（467—471）

年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天安元年献文帝即位与改元及薛安都以彭城来降、皇兴元年（467）孝文帝出生与永宁寺建立及刘宋淮北之地入于北

魏、皇兴四年至五年（470—471）南北战争北魏之胜利等，皆被解释为相关之瑞应。北魏献文帝改元天安之时，南方刘宋政权内乱方殷，宋明

帝统治不稳，南北国力对比与南北对峙形势均朝有利于北魏之方向发展。孝武帝大明四年以来以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为显著标志，刘宋王朝着意营

造与宣扬之帝业昌隆、国家安泰形象显然变得苍白无力，而此正是北魏献文帝以天安寺为北魏祥瑞因而改元天安之重要背景之一。

与刘宋前废帝及明帝初年之南方内乱约略同时，南方佛教也经历了挫折与磨难。孝武帝时代天安寺一度作为皇家首寺和刘宋皇权之象征，其

一朝被毁更折射出此时佛教及天安寺本身地位之低落。虽然明帝时天安诸寺又得以修复，但天安寺再难以回复盛况并逐渐趋于衰落，直至陈以后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种变化尤其从宋孝武帝以后作为佛教领袖之僧主或僧正与中兴寺（天安寺）之关系中体现出来。孝武帝孝建初至明帝泰始

二年正月前，可考任僧正（僧主）者五人，除去所住寺不明之昙岳外，其余法颖、僧璩、道温、智斌四僧全部出自中兴寺；明帝泰始二年以后，

可考任僧主者二人，无一出自中兴寺。此种前后对比有强烈反差之异常情况，正反映出孝武帝后中兴寺（天安寺）地位之急剧衰落，其藉大明四

年神异事件所营造之作为刘宋皇权重要象征之形象自然也难以为继，而此正是北魏献文帝以天安寺为北魏祥瑞因而改元天安之又一重要背景。

总之，因刘宋前废帝与明帝初年之内乱、南弱北强之趋势及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原本作为南方政权重要祥瑞之天安寺神异事件，被北

魏加以利用并释其应在北，从而实现从刘宋之瑞到北魏之瑞之转变。可以说，此种转变乃是北魏主动而为与刘宋内部变化共同促成之结果。

天安寺祥瑞在北魏之应，始于献文帝改元天安而又不止于此，随后数年即皇兴年间数桩大事均被视为相关之瑞应，其中皇兴元年孝文帝诞载

之岁于平城起永宁寺尤为特殊。被《魏书》视为天安寺祥瑞之应，平城永宁寺之“为天下第一”，显系刻意而为且具特殊地位，大约隐含着与南

方竞争之意味，其以“永宁”为名亦暗合此前释道温所言“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之寓意。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孝明帝时又于

洛阳再起永宁寺。可知永宁寺实为地位非其余诸寺所能及之皇家首寺，其先后立于平城、洛阳两京及以“永宁”为名，表明其亦已成为北魏皇权

之某种象征，颇似刘宋孝武帝时代天安寺之翻版与重现。

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是大明四年天安寺祥瑞从刘宋之瑞转化为北魏之瑞之重要背景之一，从而成为南北对峙形势变化之见证者。与之

类似，北魏末年永宁寺发生火灾，在“永宁见灾”谣言中被附会为魏室衰乱、高欢将兴之征兆，一定程度上亦意味着在特定情势下，永宁寺再从

北魏之瑞转化为高齐之瑞。

可以说，从刘宋到元魏，从建康之天安寺到平城和洛阳之永宁寺，地域悬隔、年代参差且貌似不相干之南、北政权皇家大寺，实质上却有着

隐晦而不容忽视之内在联系，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佛教信仰、祥瑞思想与国家意志相纠缠、相渗透、相结合之中古时代特色，其兴衰变迁与国运休

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持续地对此时期皇权政治、南北形势与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整体历史进程之某些线索与规律极

具典型意义。

文章摘自《中国史研究》2022年3月，原文约1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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