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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绳寺，听名称就带
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光
绪十八年（1892）编纂的
《慈谿石步叶氏宗谱》（以
下称《宗谱》）记载着这样
一个故事：宋大中祥符年
间（1008-1016），一位人
称“韶国老翁”的禅师住
持护国寺，他年逾耄耋却
精神矍铄，日间阅经悟
道，夜里兀坐参元。有一
天深夜，兀坐中的老禅师
恍见窗外发红，赶紧出门
察看，只见伏虎山麓有隐
隐约约的火光，“愈就愈
微，不炽不灭”，好像一条
悬空燃烧的绳索。老禅
师且惊且疑，因夜深没有
向前探究。第二天一早，
天才蒙蒙亮，老禅师赶紧
出门察看，只见远处依然
有一条带火的绳索悬在
半空，可是走近了却什么
也没有。遂让人在其下
方掘地五尺，竟挖到黄金
一窖，隋文帝感应舍利一
颗。老禅师以为是上天
所赐，要他重整殿宇，于
是大兴土木，并在寺前建
藏舍利的砖塔一座，寺西
又筑小庵取名静室。重
建后的寺宇高大壮观，金
碧辉煌，老禅师决定更名

“金绳院”，既不忘“金绳”
之赐，也有“金绳开觉路，
宝筏度迷川”之意。对
此，宋宝庆《四明志》有记
载：“金绳院，唐天佑中
（904-907）慧孜、法通二
僧以古华严寺址创之后，
清泰二年（935）钱氏（吴
越王钱镠）名以护国，皇
朝 大 中 祥 符 间（1008-
1016）改赐今额。观察推
官关杞记，院有韶国师所
得隋文帝感应舍利一颗，
主僧德升建砖浮屠于院
前以奉之。”据称，在金绳
寺最辉煌的时期，“常住
田一百五十二亩，山一千
七亩”，以及僧侣800人。

元至元初年（1335），
砖塔不幸遭雷击，坍塌
后，寺宇也日渐衰败。明
洪武初年（1368）秋天的
一个傍晚，诗人戴良途经
石步，写过一首《经废金
绳寺》的诗：“寂寞唐朝
寺，频年客到稀。空山孤
殿在，荒径一僧归。苔色
骄秋雨，松声振夕晖。惊
鸟初有托，近亦出林飞。”
可见，明初的金绳寺已几
近荒芜，但大殿还在，尚
有僧人居住。

在余姚市三七市
镇石步村东北的伏虎
山下（旧属慈溪县金
川 乡），曾经有过一
座气势恢宏的寺宇
——金绳寺。据有关
史料记载，金绳寺存
世 仅 300 余 年 ，然
而，正是因为它曾经
的存在，极大地丰富
了当地的人文内涵。

“四代辅臣二王业绩传
千古，历朝进士七二题名启
后人”，这是东钱湖绿野村牌
坊上的楹联。《四明志》说“史
氏孙曾贵盛，由夫人始”，鼎
盛的源头是冀国夫人叶氏太
君。

据《宗谱》记载，叶世儒
有孙女玉英，配鄞县史简。
《四明志》介绍了叶氏太君的
生平：慈溪人，嫁鄞邑史简为
妻，二十五岁守寡。“恶食菲
衣，杜门自守。俾女组织，教
子读书。人不堪其忧，夫人
盖自若也。”她在极其困苦的
情形下，将遗腹子史诏抚养
成人。史诏少时拜庆历五先
生之一的楼郁为师，其母每
每告诫“纵观圣贤之书而操
笔作语，为士者孰不能？要
当慕古人行己为贵尔”，时刻
提醒儿子要学习古人的品
行。史诏的学问德业日益长
进，成人之后，以“孝友睦姻
任恤中和”八行垂训被乡里
举荐，自此家门渐旺，子孙相
继入朝，一举成为四明乃至
整个南宋王朝的第一望族。
史诏及其后人的成就，当时
朝野公认是叶氏太君的教诲
和她守义积善之报，夫人也
因此十八次受到朝廷赠典。
从今天来看，这“纵观圣贤之
书而操笔作语，为士者孰不
能？要当慕古人行己为贵
尔”的教诲，堪称教育后代读
书做人的典范。

“经声已共白云飞，陇麦
渐渐畦菜肥，却喜桑田堪捋
采，何愁龙象失皈依。”这是
清人对金绳寺旧址的吟哦，
即便是这样的景象，今天也
已远去了。眼前只有空旷的
山谷，我无法想象当年800
僧侣是怎样的一番盛况。倒
是不远处的古村，依旧炊烟
袅袅，还隐隐传来仿佛穿越
时空的钟声。

C戴良是何许人也？《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称“其诗神姿疏秀，亦高出
一时”，“生平嗜读书，虽祛寒盛暑，
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医卜佛
老之书，靡不精究。”明初，当戴良的
一班朋友宋濂、胡翰、苏伯衡、王袆
等都相继入仕为官，戴良却不管明
太祖朱元璋的千呼万唤，躲进了四
明山的深处。在戴良的眼中，地位、
权力、金钱全如粪土。他认为朱元
璋太过残暴，缺乏宽容、仁慈。他说
过“有道即仕，无道则隐”。隐居期
间，他走遍了四明大地，写下了大量
的描写元明鼎革时期知识分子心中
的震荡和民间疾苦的诗文，从而成
为一个大文学家。也正是因为戴
良，为今天的我们展示了当年金绳
寺衰落景象的画卷。

石步是北宋古村，是叶氏聚居
的村落。叶氏定居石步，与金绳寺
有关。也正是因为叶氏定居慈溪西
乡，还影响了南宋王朝的历史走向。

关于石步和叶氏，光绪《慈谿县
志》说：“石步在慈溪县西一舍而遥，
倚山傍涧皆叶氏居之。叶，南阳望
也，盖汉以后徙括苍。宋庆历间
（1041-1048）有名世儒者，乃徙慈
溪，迄今历八百余岁。笃庆锡祚，支
裔繁衍，蔚然为溪上之望。”《宗谱》
也有记载：“世儒公由太学生抡元，
仕明州教授，整肃学宫，人文蔚起。
明州士子比之安定胡公。爱慈溪石
步山水明秀，遂卜居焉。为慈叶之
始祖。公先世括苍松阳人也。”

那一年，叶世儒明州教授任满，
即将调任扬州同知，暂理慈溪县
事。有一天，他来到了金绳寺，受到
了老方丈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见如
故，真所谓棋逢对手，酒遇知己。两
人日间松下对弈，黄昏一壶浊酒，大
有相见恨晚之意。和尚劝教授在伏
虎山下安家，叶世儒自觉盛情难却，
也难舍慈溪的山水之胜，于是决定
不去扬州做官，也不回松阳的老家，
索性在金绳寺旁边结庐居住，顺便
也为寺中抄抄写写。他的这一选
择，不仅有了“石步叶氏”，还有了日
后的史叶联姻，无意间开创了南宋
史氏家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
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辉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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