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珠山立石寺  

 

走完一千多级台阶，便可抵达寺庙群立石寺（又称山寺）的最顶端。寺庙群位于山形县

境内，建于神圣的宝珠山上，周围草木丛生。登上顶端再返回山脚象征着轮回，即佛教

中的重生。通过位于寺院主入口处的山门，便代表逐渐进入“来世”。随着不断向上攀登，

游客也得到净化。在顶端冥想和祈祷之后，他们开始下山，并在佛教教义的洗礼中获得

重生。  

 

僧侣圆仁 (794–864) 奉天皇命令前往日本北部边境传播佛教，于 860年在途中创立了立

石寺。立石寺是天台宗总本山延历寺的分院，延历寺位于跨越京都府和滋贺县的灵山比

睿山。而天台宗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一种佛教宗派，圆仁是其第三任座主。 

 

宝珠山麓 

寺庙群的入口距离山寺站仅数步之遥，沿途有几间商店和餐馆。当游客抵达山寺，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山寺本堂根本中堂。殿内供奉着可能是由圆仁和尚亲手雕刻而成的大医王

佛药师如来像。根本中堂内还有一团由圆仁从延历寺带到此处的圣火，被称为“不灭法

灯”。数百年间，每当一座寺庙的灯火熄灭，僧人就会用另一座寺庙的灯火将其重新点燃。

通过这种延续，两座寺庙共享的同一团圣火已经燃烧了 1200多年。 

 



经过根本中堂后，游客会看到著名诗人松尾芭蕉 (1644–1694) 的雕像，及雕刻着他的著

名俳句《蝉》的石碑。在山寺游历时，芭蕉受到寺庙庄严宁静气质的触动，创作出这首

俳句，并将其收入著名的诗歌和散文集《奥之细道》（深入北方的小路）。在从江户（今

东京）途经本州岛北部的旅程中，芭蕉徒步走完大部分行程，这部闻名遐迩的《奥之细

道》便是这段旅程的游记。在山中更高处，还有一块名为蝉冢的石碑，纪念芭蕉的俳句

《蝉》。  

 

经过宝物殿、念佛堂和日枝神社后，游客便会来到山门所在地，正式开启轮回和登山之

旅。 

 

登山 

沿着一条蜿蜒小路，跟随两旁的石灯笼穿过一座座雕像和一棵棵参天大树，便会到达象

征天国与地狱交界的姥堂。姥堂内部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雕像——夺衣婆，在亡灵跨过分

隔阴阳两界的三途川前，这位可怕的老妇人会剥去他们的衣服。根据传统，信徒们会在

姥堂清洁自己，然后将自己的衣服献给夺衣婆，并在继续登山之前换上新装。这种做法

象征着摆脱世俗的罪孽和欲望。  

 

再往山上走，靠近蝉冢碑处有一堵饱经风霜的岩壁，名叫弥陀洞。随着时间的推移，风



雨不断改变这块岩壁的形态，呈现的样貌使人不禁想起天佛阿弥陀佛。据说能发现这种

关联的游客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庇佑。 

 

仁王门标志着登山的中点。金刚力士像矗立在门后道路的两侧，以驱邪防魔。越过仁王

门后，游客可以游览四座寺庙建筑：性相院、金乘院、中性院和华藏院。  

  

转世 

经过这四所寺庙，游客随即来到象征天国的立石寺上端。游客可以在此处冥想佛教教义，

为转世做准备。道路在此分岔，其中一条岔路通向寺庙群最深处的建筑——组成奥之院

的如法堂和大佛殿。如法堂供奉着名留青史的释迦牟尼像和多宝如来佛像。据说这两座

雕像是圆仁和尚在中国修习佛教后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与如法堂相邻的大佛殿内有一座

高 4.8米的阿弥陀佛金像。  

 

另一条岔路通往纪念寺庙创始人圆仁和尚的开山堂。开山堂里面尊奉着圆仁和尚的木制

雕像，僧侣们每天早晚都会向雕像供奉食物。附近的悬崖上有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坐

落着一座红色小楼——纳经堂，用于存放僧侣在修行时抄写的经文。登上一段狭窄的阶

梯，便会来到建于开山堂顶部悬崖边的五大堂。从这里望去，可将寺庙群和四周的山谷

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