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

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

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跨越百年时空，李叔同作词的这首《送

别》依然如此触及心灵。歌手朴树在录制这

首歌时，几度失声哽咽。他说：“如果《送别》

的歌词是我写的，我当场死在那儿都可以。”

书画家、音乐家、戏剧家、教育家、诗人

⋯⋯他是风流才子李叔同，他是一代高僧弘

一法师。今年10月是李叔同诞辰140周年，

温州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对于温州，他

确实情有独钟。24年佛门岁月，其中在温州

的日子占了近12年。他说：“吾以永嘉为第

二故乡。”

半世风流半世清寂，在他的传奇人生

中，和几位瑞安人有着非同一般的交集。

一代大儒孙锵鸣任职清朝吏部主事时，

李叔同父亲李世珍在其门下。虽然父亲辞

世时，李叔同不过5岁，但冥冥之中，牵起了

他和温州的情缘。此后，他遇到了他的瑞安

同学，人生因此和温州有了特殊的情缘。

林大同：
因为他的一句话

弘一法师在温驻锡12年

介绍弘一去灵隐受戒

1901 年，李叔同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就

读。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

年由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奏明光绪皇帝创

办并兼任督办。南洋公学于1901年9月设立

经济特科班（简称特班），班主任是著名的教

育家，后来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

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当时叫做“特班总教

习”。特班当年在全国招了42名学生，李叔同

和来自瑞安的三名青年林大同、项骧、郭弼成

了同班同学，和林大同且是室友。

林大同（1880—1936），字同庄，瑞安城

关人。我省早期铁路、水利专家，曾监督兴

建杭州首个火车站，参与设计杭州至嘉兴铁

路工程、促成浙赣铁路兴建；曾任全省最早

的水利机构——水利委员会主任、浙江水利

局局长等职。

1902 年，林大同和李叔同均赴日留

学。虽然两人在不同的学校，一个学的是土

木，一个学的是美术，但两人时有联系。学

成回国后，又曾同在杭州工作。林大同在铁

路、水利部门，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教音乐、美术。

1918 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虎跑

寺剃度出家。从此，世间少了翩翩公子李叔

同，多了高僧弘一法师。对于李叔同的出

家，林大同是支持的，他对弘一法师说：“灵

隐寺住持慧明大和尚与我为方外交，可介绍

去灵隐寺受戒。”农历八月，弘一法师即在灵

隐寺受具足戒。“七月十三那一天，是大势至

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落发以后

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到灵隐

寺去受戒了。”《李叔同说佛》第一部分——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记录了这件事，文中

所提及的“同庄君”就是林大同。

推荐弘一法师去温州清修

在杭州出家后，弘一法师深感“杭地多

故旧酬酢”，又因体弱，冬夏难耐严寒酷暑，

极想“觅清净兰若，息心办道”。1921 年 2

月，他和林大同说起自己想找一个清净修持

之处，林大同告以“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

适”，既安静又少打扰，可专心修治佛典。弘

一法师“闻之欣然”，下定去温州驻锡的决

心。1921年4月，他搭乘“海晏号”海轮从上

海出发，两天后抵达温州，从此开启他的12

年“温州时间”。

林大同的长子林镜平（医学专家，曾任

温州医学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

长）在《弘一法师墨迹》中有这样题款：“先父

与法师为同学挚友，交情颇笃。今对遗墨，

缅怀世谊，益增景仰。敬缀一绝于后，固知

法师宏愿所在，不徒以书法重也。”

郭弼：
弘一法师给他写的书信

现为温博镇馆珍宝

南洋公学里的天才少年

在南洋公学李叔同所在的特班，42名学

生个个是精英，包括黄炎培（中国近现代爱

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谢无量（曾任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秘书长、参议长）、邵力子

（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等，在这个

才子天团，瑞安青年郭弼仍脱颖而出，在入

学考试中，高居榜首，主考官蔡元培对其极

为赞赏。蔡元培日记1901年12月19日条

下，附有“南洋公学特班学生月课积分表”，

其中第1名为黄炎培，第2名为郭弼，第13名

为李广平，即李叔同。

郭弼（1876—1940），字奇远，居瑞安城

关第四巷。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郭庆昭是全

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心兰书社的创办人

之一。郭弼年少聪颖，谙经史，诗宗杜少陵，

书法鲁直，小篆上溯石鼓，算籍、医经无不穷

究。孙诒让、宋恕等瑞安乡贤均视其为奇才。

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郭弼特别勤奋。

谢无量曾撰文回忆：“奇远岂今人哉！其志甚

古，其容甚寂，其音甚拙，其服甚野，其言又甚

大。读书于上海，与余连墙而居。奇远及泰

州储声远据余之东室，林同庄、李叔同据余西

室，日相见也，夜相闻也。声远年最长，同庄

则奇远之里人，每中夜同舍皆酣睡，奇远犹与

声远诵外语书声琅琅，读书不能自休。”

1902年11月，以“墨水瓶事件”为导火

索，南洋公学的近200名学生因反抗校方的

专制统治而集体退学。校园一别，李叔同赴

日留学，郭弼到暨南大学任教。两人虽同窗

仅一年余，但交情不浅。《宋恕集》记载，郭弼

精通佛学，和李叔同交好。

八封书信里的同窗之谊

李叔同1918年出家后，特别是在温驻

锡期间，与郭弼鸿雁往来。温州博物馆现藏

有弘一大师致郭弼的八封信，为镇馆珍宝之

一。这八封信的写信时间集中在1919年至

1923年，信中，弘一法师称郭弼为“旧雨”“旧

友”“至好”等，其关系可见一斑。

第一封信写于1919年中秋节前二日。

郭弼托其子郭鸿飞（曾任上海《申报》《时事

新报》编辑、上海大东书局副总经理等职）带

信向弘一法师表示问候。弘一复信致意，并

简单说了自己出家的经过。“公子来，贻手

书，披诵忻慰。衲于去秋七月，披剃于虎跑

定慧禅寺，今居玉泉寺。”信中，弘一还称与

林大同“不时晤谈”。

弘一法师1921年来温后，选择僻静的

庆福寺闭关潜修，时间为两年。次年1月，郭

弼写信要求与弘一“接谈”。弘一法师复信

婉言谢绝，但为了满足这位至好旧友求见的

愿望，他采取了通融的办法——“五年前写

影，附奉一叶，聊慰远念”。

1923年7月，郭弼寄篆书向弘一法师求

教，弘一在回信中对老同学的书法给予充分

肯定，称赞其继承有中国古篆的传统，又有

唐代篆书的风韵，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印

与印泥皆未精美，宁不可惜”。这封信信末，

弘一法师还特别提到了瑞安“五黄先生”之

一的黄体芳。“曩闻黄漱兰老居士体芳，颇究

心佛学，与仁尝晤谈，不此未委谘。”弘一对

黄体芳等文化耆宿的关注，正反映了其不同

于一般僧侣的文人情结。

在给郭弼的信中，弘一法师不吝赞美瑞

安的秀丽风光和人文环境。如他在1922年

六月初二的信中说：“明岁仲春，行将移居尊

邑大罗⋯⋯闻其地殊幽胜，当来仁者可杖策

来游也”“尊邑人文之盛，驰誉遐迩”。

其余诸封书信，多与佛教有关，包括向

郭弼推荐佛教典论经文、代为寻求瑞安县务

本书局元年出版的《经像灵应录》等。

弘一法师赠诗为老同学祝寿

郭弼一生无意仕途，曾在上海翻译世

界会社、宁波《浙东公报》、温州《大公报》《瓯

括日报》《瓯海公报》《温处公报》等报刊担任

主笔、编辑。27岁时著有《仁仁学》（现存北

京国家图书馆），是国内评论谭嗣同著作

《仁学》最早的专著。晚年致力“医术济人”，

除著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长沙方论》外，

与绍兴名医何廉臣共同主编《全国名医验

案类编正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续编》，搜

集当时全国 400 多位名医的病案和验方

1000余例，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临床实践之

医案集成，历年多次印刷，直到 2011 年国

内尚再刊行；与绍兴曹炳章一起编撰《中国

医学大成总目提要》，被誉为“寿世宝藏，医

林巨观”，备受中医界推崇。

1935年，郭弼把五十岁、六十岁时友人

给他的寿诗、贺词汇编成《大衍周甲赠言合

录》一书，其中包括南洋公学同窗弘一法师、

林大同、项骧、谢无量等人的诗词。梁启超

1925年给郭弼的寿联，特集宋代大学问家苏

东坡、张文潜句：“天上列星当亦喜，海上蟠

桃良未涯”，表示对其高深学识和学术成熟

的敬佩与祝贺。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

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漫漫人生，李叔同

和他的瑞安同窗虽欢聚无多，散在天涯，但

高山流水，他们彼此影响，相互成就，各自谱

写了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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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后

弘一法师和他的两位瑞安同学
■王蓓

林大同（中）与弘一法师（右二）合影

金丝的桥，白银的路
■林新荣

郭弼 弘一法师复信

金丝桥位于陶山镇金桥村,该桥南

北走向,为三墩四孔梁式石桥。全长

20.47 米,桥面宽 2.1 米,每跨铺石板 5

条，板厚约30厘米，每墩立着四根石柱，

中间两柱用横梁隔断，中跨两侧桥柱，

以90度角呈水流方向竖立，以减轻水流

压力，这是桥梁的巧妙设计。桥板西侧

刻有楷书“咸淳壬申七月吉日建”九

字。南宋咸淳壬申年，换成公历，就是

1272 年,从文字看，距今已有七百多年

的历史了。

金丝桥的桥名比较有意思，有村民

说，在桥梁的某块石板中部，隐隐闪耀

着金丝，所以称金丝桥。我查了乾隆

《瑞安县志》，上面记载的是“金师桥”；

弘 治《温 州 府 志》记 载 的 也 是“ 金 师

桥”。我陶山的朋友说，“金师”和“金

丝”都是错的，正确的写法应该是“金施

桥”，它是由金家与施家两大家族共同

出资建造的，所以叫“金施桥”。造桥不

易，以姓名桥，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后

来变成“金丝桥”，这可能和南宋进士张

声道有关。据说某年，张声道赴京应

试,中了二甲第一名,皇帝见他年纪轻

轻，一表人才,龙颜大悦,便为他赐婚。

他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自己的家乡

很富饶,有铜打的岭（桐岭）,金丝的桥

（金师桥）,白银的路（白泞路），花园的

村。大话是需要圆的，当然这只是一个

传说，可信可不信。

七百多年来，金桥村姓氏，发生了

很大变化，现村中已无金、施两姓,多朱

姓。据《朱氏宗谱》载,始祖于清乾隆年

间从白里坟迁来。村中古窑址曾出土

陶瓷碎片,属五代至宋朝间器皿,器形

品种较齐，多花草纹饰，釉色有青灰、

黄、黑褐色等。这事没有可靠的文字记

载，“金丝”也好，“金施”也好，皆无法考

证。但金丝桥作为陶山千年古镇的历

史见证，是名副其实的，它为陶山的文

化增加了内涵。

金丝桥上通泰顺、文成等地，下达

瑞安、温州市区，是古代驿道的重要道

口，也是桐岭古道的起点，日夜有行人

过往。在桥的南首，植有一棵大榕树，

虽然只有 300 多年的树龄，但已经被列

入浙江省古树名录中，榕树枝干发达，

树冠深广，蔚然成萌。远望，给金丝桥

增加了古朴的韵味，并一下子让周边的

景色变得有意境起来。在桥的北首，有

一座名为“金丝桥堂”的老殿宇，这座庭

院式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占地 545

平方米，第一进门厅面阔五开间，穿斗

式结构，堂前设一米多宽的路廊，廊道

设有美人靠，供路人、商旅歇脚、避雨。

堂前还有廊屋，廊道宽有一米多。那些

小商贩，挑着竹席、竹椅、竹筛、竹篮、笊

篱和土布，早上从福鼎、泰顺、文成等地

出发，傍晚才能来到金丝桥，到了金丝

桥堂，就坐在路廊里休息。在古代，这

是个相当热闹的村落，需要住宿的旅

客，就到村民的家中借宿，有的甚至就

在金丝桥堂里过夜。

让我感兴趣的，却是金丝桥堂东首

墙壁上嵌着的一块清代石碑。石碑呈

长方形，青石质地，碑额刻有“奉宪勒

石”四字，字体工整，字迹清晰，全文如

下：“瑞邑二十七、八两都衿耆等，为廿

九下埭滩水利一案，叩奉温处兵备道

曹、温州府正堂邓、瑞安县正堂彭，准饬

勒石，严禁廿九都村民、人，永不许再行

叠石填塞，碑立桐乾马道。峕。龙飞道

光拾陆年巧月 日。首事谨白。”

按村民介绍，清道光年间，干旱季

节，金丝河上游村民，经常在金丝河下

埭河流叠石阻塞，以保证自己农田灌

溉，致使下游无水，多次发生大型争端，

甚至械斗。村民上报到官府后，由温州

府出面协议，立碑禁约，总算解决了长

期的利益纷争。我顺便考证了一下上

述官员。奉温处兵备道曹：曹贻桂，字

小山，直隶人，嘉庆十三年举人。温州

府正堂邓：邓廷彩，字云阶，由石浦理民

厅同知升署温州知府。瑞安县正堂彭：

彭元海，字莱门，湖北云梦人，道光九年

进士，道光十四年任瑞安知县。这是一

块非常接地气的古代公文，也是研究古

代水利、民俗、乡规民约的活化石，能保

存至今，说明村民对裁决的认同，对信

用的遵守，也算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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