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本周，在潮新闻客户端上，将刊

发本报记者跟随两位学者上山实地

调查寻访求证的长篇纪实，届时您

不妨来更全面地读一读，了解其中

的前因后果。

其实，不管找到的是不是真正

的黄龙洞，我们都要感谢魏祝挺和

奚珣强，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

在默默探寻我们这个城市的生动细

节的人们。

谢谢他们让大家对杭州又多了

一份了解，谢谢他们让大家又一次

实实在在感受到杭州这厚重的历史

积淀。

你和黄龙洞景区，有什么故

事吗？如果对黄龙洞，你也有自己

的发现，欢迎扫码来“钱报朋友圈”

一起分享，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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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龙年将至，不少人已颇有兴致地玩起了

“寻龙”游戏，到城市中各个带龙字的地点打卡。

说起杭州带龙字的地名，很多老杭州的第一

反应，自然是黄龙洞。

人来人往的黄龙洞景区，内有黄龙吐翠、相

亲角、月老祠；外可步行到黄龙体育中心、宝石山

初阳台⋯⋯但你有没有想到过——黄龙洞，黄龙

洞，这个洞，到底在哪里？

这个有趣问题，有两个人在找寻答案：浙江

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

魏祝挺和西湖摩崖题刻研究者、发现者奚珣强。

两人近几年对黄龙洞景区内的慧开像龛及

周边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并对护国仁王寺、无

门洞、黄龙洞的历史沿革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有

了新的发现。两人合著的论文《杭州护国仁王寺

慧开像龛及黄龙洞的调查和初步研究》最近刚发

表在《东方博物》上。根据他们的观点，真正的黄

龙洞，位于今黄龙洞景区东侧。

历史上黄龙洞的由来，和南宋僧人无门慧开

（慧开俗姓梁，字无门，因此世人称其为“无门慧

开”）以及护国仁王寺息息相关。

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现在的蝴蝶剧场旁边

“护国仁王寺遗址”的纪念碑。这个护国仁王寺，

就是南宋僧人无门慧开开创的，以寺庙后面祈雨

灵验的灵洞（龙洞）闻名，并在灵洞（龙洞）前建护

国龙祠，龙王被封为“灵济侯”。这在《淳祐临安

志》中有记载。

第一次出现“黄龙洞”之名的史料，是明初的

《黄龙祠记》。据作者徐一夔记载，因洞外相传有

黄龙现身，护国仁王寺后的灵洞（龙洞）得名为黄

龙洞，后世史料均沿用这一解释。

自明初起，护国龙祠更名为“黄龙祠”，灵洞

（龙洞）为黄龙洞。

岁月悠悠而过，这个由灵洞（龙洞）更名而来

的黄龙洞，到底在哪里？

乾隆曾六下江南，五次到访无门洞慧开大

像，认为自己到达的就是黄龙洞。当今很多杭州

学者也认为，景区内的无门洞就是黄龙洞。

但魏祝挺和奚珣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

找到的洞口，位于护国仁王寺遗址东南侧的山腰

之上。东壁下，还有一方明代摩崖题刻，其中右

侧一行大字写着“灵济侯黄龙王”六字，左侧小字

则是“洪武十年中秋日屠子芳刊”。

两人认为，这一方题刻实证了这一洞穴可能

就是真正的黄龙洞原址。同时，也是黄龙洞定名

“黄龙”的最早实证，佐证了《黄龙祠记》中黄龙

祠、黄龙洞名称的记载。

据介绍，这项新发现已收入即将出版的浙江

省文物局《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

你觉得他们发现的是真正的黄龙洞吗？研

究者提出了他们的全新观点，我们期待进一步的

权威信息。

杭州人多数去过黄龙洞景区杭州人多数去过黄龙洞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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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次越野跑
新年第一场训练
新年第一次登山
新年第一场冬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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