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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明代嘉靖年间曾担任内阁大学士的徐
阶（1503—1583）写有《迁建福源普慧禅寺
记》，文中写道：“今平湖县二十三都，其地在
唐长庆间，有佛寺三，中为福源，右大乘，左
善庆，三寺比肩并峙，而福源最大，其遗址尚
在，至今犹号福源塘。宋之季也，遭兵燹
废。”唐长庆间为 821—824年，文中所提“二
十三都”现属新埭镇。这座平湖最古老的寺
院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屡废屡兴，
并两次迁址。

宋末遭战火。元皇庆元年（1312年）改
迁到当湖里（今当湖街道原市政府旧址）。
元末再遭兵火。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重建，仍名福源寺。永乐年间（1403—1424
年）进行扩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因
剿灭倭寇之需改为兵备司，总督胡宗宪驻
此。灭倭后，改为报功祠。于是由邑人陆杲
和其子陆光祖等，在新埭圆珠圩故址重建福
源寺，寺名未改。且建七级藏经塔，名蕴真
塔，将《妙法莲华经》珍本和石刻以及明代徐
文贞碑记等藏于塔内。塔为方形，砖石结
构，高10多米，翘角7层，每层高2米多，四周
雕刻药王菩萨 28尊，底层距地尺余，四周砌
有青田方石，刻有“楞严咒”经书。开工于隆
庆二年（1568年）二月，历经十余年，于万历
七年（1579 年）十二月竣工。清康熙八年
（1669 年），僧如海重修该寺。咸丰十年
（1860年）又遭战毁。同治七年（1868年），僧
道修募资重建。当时的福源禅寺建筑有前
后两进，都是砖瓦结构。外筑围墙，墙外周
围栽有松树。禅房有二：一是“声闻阁”，内
悬古钟；二是法堂，法堂内放多种法事器
具。再后面是三大殿，即维摩大殿、观音大
殿、三圣大殿。寺内还有很多石刻，其中有
明隆庆四年（1570年）的福源禅寺藏经塔题
诗、《法华经》、石库门上“皇图巩固”，以及清
嘉庆年间（1796—1820年）漪云禅师的两首

诗和十二家诗等石刻。观音殿后左侧有两
棵百年桂花树，花开时香气四溢，沁人肺
腑。寺院东侧大塔漾中建有湖心亭，为文人
雅士流连盘桓之处。“文化大革命”时期该寺
被拆除。

在福源禅寺上千年的历程里，最著名的
住寺僧人要数有“僧中之仙”之誉的释清
珙。释清珙（1272—1352），字石屋。常熟
（今属江苏）人。俗姓温。少时投海盐兴教
崇福寺惟永禅师出家，20岁落发，23岁受具
足戒。初礼高峰原妙禅师，后改投建阳西峰
及庵禅师座下。经过及庵禅师的 6年垂训，
清珙一日睹风亭而大悟。及庵禅师后移住
湖州道场寺，清珙亦随而前往，并深得及庵
禅师的器重。从此以后，清珙禅师道名远
播，经常出入于吴越之间，激扬禅风。后偶
游霞雾山，因喜其山势峻秀，遂卓庵而居，名
曰“天湖”。清珙禅师本想隐居天湖，终其一
生。

元皇庆元年（1312年），福源禅寺重建，
并从华亭乡移至当湖。延祐五年（1318年），
延请平山处林禅师为首任住持。平山禅师，
仁和（今杭州）人，也为及庵禅师的弟子，为
清珙禅师的同门，曾在湖州道场寺管理藏经
阁。后平山禅师移住杭州净慈寺（南宋禅宗
五山之一），福源寺便缺少住持。于是平山
禅师想到了同门清珙，前往天湖，恳请清珙
出山，清珙却坚卧不起。平山禅师责备他
说：“夫沙门者，当以弘法为重任，闲居独善，
何足言哉！”清珙一听，遂幡然前往福源寺。
清珙在福源寺担任住持 7年，纲宗大振。既
而以老归隐，复归天湖。至正（1341—1368
年）初年，朝廷闻清珙之道名，特赐金襴袈
裟，众人皆以为荣，而清珙禅师却淡然处
之。至正十二年（1352），清珙示寂。其生前
语录及山居诗，由门人至柔编为二卷行世，
名曰《石屋清珙禅师语录》，后被收入《嘉兴

藏》中。清珙禅师一生中只在福源禅寺任过
住持，其余时间大都隐居于天湖，故福源以
清珙而驰名，而清珙也以福源而得名，因此
不少记载中称“福源清珙”。

清珙有个弟子叫普愚太古，是高丽人。
元至正七年（1347）七月初，普愚太古禅师离
开住了一年多的大都燕京（今北京）大观寺，
一路跋涉到达了湖州霞雾山，拜访清珙。普
愚求法 15天后于八月初一离开，带走了“蒙
授正印，传衣法信”的袈裟禅杖，揭开了中国
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新一页。普愚归国
后，受到高丽王的器重，尊为国师。他常常
在高丽王面前说起清珙大师的德行，高丽王
十分仰慕。清珙圆寂之后，高丽王上表朝
廷，诏谥清珙为“佛慈慧照禅师”，并移文江
浙。净慈寺平山禅师前往天湖，取清珙大师
的一半舍利，送往高丽，在高丽建塔供养。

此事在释元旭所撰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元旭为四明延寿禅寺僧人，曾在福源禅寺与
清珙见过一面，因受清珙弟子至柔之托，为
清珙作传。此外，受平山禅师印可的慧勤禅
师也是高丽人，后来归国后同样被封为国
师。

清珙禅师为一代高僧，在中国禅学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日本学者称其为“僧中之
仙”，其师及庵禅师称他“乃法海中透网金鳞
也”。灵隐禅寺住持来复禅师在为《石屋语
录》所撰序中称：“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
及庵之传，居山三十余载，入定观心，妙□真
体，故其语言不事造作，实自胸襟，浑然流出
者也。读其山居诸偈，绰有寒山子（寒山为
文殊化身）之遗风，以及上堂示众之语，一皆
切直谛，当有足警发于人，岂学语者可以意
识而模仿之哉！”

尽管福源禅寺已被毁，但还有一些文物
流传下来。最珍贵的是元代大书法赵孟頫
书写的“福源禅寺”四个擘窠大字石碑，每个
字高 1.5米、宽 1米，现藏于平湖博物馆。此
外，文物部门还先后征集到“平湖县兴建福
源普惠禅寺记”石碑 1块、“福源禅寺藏经塔
佛经刻石”和“福源禅寺藏经塔题诗刻石”多
块。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邑人陆嗣
渊游览福源禅寺，留诗一首：“古寺题留赵魏
公，百年遗碣草芜中。辩才何惜兰亭序，不
贮梁间贮殿东。探奇何必定匡庐，四面湖光
惠远居。禅□好镌陶令句，山灵长护魏公
书。”诗中提到的“赵魏公”即指赵孟頫，“百
年遗碣”指他书写的寺名。福源禅寺得与清
珙、赵孟頫这两位历史名人结缘，也许与“福
源”中“福”字相关吧！

福源禅寺结福缘
——释清珙和福源禅寺

■ 郭杰光 卢修宾

释清珙画像 福源禅寺藏经塔题诗刻石

前几年，本人在主编《新仓经验：时代的
结合》遴选相关配图时，发现了一张摄于
1978年在新仓物资下乡交流会现场的照片，
照片中时任新仓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新仓供
销社党支部书记姚安金正在给一农村老年
妇女介绍商品“经田绳”，而引人注目的是这
位老年妇女头上戴了块“顶头首巾”。

顶头首巾，也称“头巾”“包头巾”“兜头
首巾”“方角首巾”，是农村妇女一年四季都
可佩戴的头部服饰。旧时乡下随处可见，农
村妇女出门或下地劳动时必戴，是长期风土
而成的农村习俗。这种顶头首巾，包扎方
便，简单实用，造型独特，朴素大方，形式感
强，极具地方独特风情。

一

顶头首巾是平湖等地农村妇女日常生
产劳作的首选服装和必备物件。制作顶头
首巾所用的头巾布，都为杜经布，旧时多以
蓝印花布和芦席花布为主。这种芦席花布
一般由三四种色纱的经线和纬线织成，所用
的纱线大多为一厘头纱、湖蓝纱、洋蓝纱、黑
纱、白纱等。当然，这种芦席布还可以做被
面子或做包裹用的“袱包布”，是平湖土布中
用量较大的一种。如果是大姑娘或新媳妇，
则要在经纱时会放几根红纱，使年轻女子头
上的头巾布显得更亮丽些。平湖民间有一
首码头调的歌谣《姑娘大打扮》，从头到脚分
别描绘了大姑娘身上所有的穿戴，其中头一
段就提到了这种漂亮的首巾：

三月呀天气是呀是午明，
梳梳头来拍拍粉，

绣花细首巾，
哎呀哎哎呀，

哎呀绣花细首巾。

将做新媳妇的姑娘，也一定会把自己织
造的最漂亮、最赏心的土布做成顶头首巾。
俗话说：“十三姑娘问织布，土布头巾评新
妇。”旧时六七岁的农家姑娘就要开始学摇
花（纺纱）了，十二三岁就要开始学习织布
了，出嫁时要用自己制作的土布头巾，大家
通过它来品评新娘子是否心灵手巧。因为
土布头巾是最显眼也是最为直观的服饰，所
以人们评判女孩的手艺只要先看她的头巾
布就能判断出她的织造水平与能力了。

所以，这种顶头首巾可以说是江南妇女
最具特色的首服，是江南水乡妇女整套服饰
中最为显眼的标志性饰物。

顶头首巾的样式主要为“一颗印”（形似
一颗印章的面，故称）对角布巾，其形平展为
正方形，边长为 55至 60 厘米。折叠方法为
沿一角折约三分之二的边，在折角边处对
折，在对折重合的两边出回位置缝合，其目
的是包裹住头部；将顶头首巾缚戴端正，整
个呈立体三角形，头后上方余下的部分垂于
脑后，盖住头部，头巾前面余下部分再垂挂
在肩颈部，盖住耳朵。

这样子的穿戴，一则显得平稳妥帖，尽
现女子端庄含蓄之美；二则来得简约实用，
哪怕弯腰低头、大风劲吹也不会有掉落之

虞。

二

顶头首巾为裹头的织品，既是成本低
廉、方便实用的劳保品，也是制作简易、美观
大方的装饰品。自宋元以来，随着杜经布的
兴起，顶头首巾就成了平湖农村妇女的专用
品，而且成为她们的日常打扮。

平湖有一首唱“花”的一问一答式对唱
民歌，其中有唱到“头顶花”的：“（问）啥格
花儿开勒头顶上？（答）哎，头巾花开勒头顶
上。”由此可见，平湖顶头首巾的最大特色
就在于它的深色底格子花纹色彩，而这种
花纹正是平湖杜经布中独具特色的芦席花
布所具有的。因此，它既有别于明代规定
给读书人所戴的无花儒巾，也不同于陕北
人民所包裹的白羊肚手巾，甚至就是与相
邻隔壁的海盐县、嘉善县、金山区的头巾也
迥然不同。

平湖西邻的海盐，农村妇女在七十年代
前所戴的大多是蓝白拷花头巾，之后改用彩
格子头巾，俗称“兜头”，五颜六色，缤纷多
彩。北邻的嘉善，新中国成立以前以深色土
布为主，方形头巾，称“东头布”；新中国成立
后改用毛巾，大多为蓝白或红白的长方形大
花朵毛巾，类似于“白羊肚毛巾”。而东邻的
金山，则是十字挑花头巾，一般都是浅色底，
面上挑十字花，四边镶色。这三地的头巾，
其系法与平湖的顶头首巾不同，都是将两角
绞系于脑后。相比之下，顶头首巾的叠折重
合系法，显得更讲究、更端庄。

平湖顶头首巾的布料，基本上都是深蓝
色为底的格子花芦席布，其特点是“先染后
织，彩纱搭配”，跟蓝印花布、拷花布、蜡染布
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三者，或刷浆或扎结或
上蜡，但都通过染布而后显色成纹。

三

平湖顶头首巾是江南农耕文化下的民
间服饰，是农业文明下的民间创造。

头巾本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田地里进行
农作的时候为了尽可能多地避免太阳炎热
的光照而创造的一种简单朴实的小发明。
它的第一功能就是遮阳——为了抵挡阳光
的直射，顶头首巾前部的宽沿及拖角都可
以遮挡额头和脸部，正如民歌所唱“荷花含
蕊六月开，兜头手巾遮两腮”。所以，直到
20世纪 70年代随着草帽（凉帽）的流行，顶
头首巾才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秋冬
季也开始改用“方褕巾”，但仍有个别的老
年妇女依旧保留着头顶首巾的习惯，让人
见识到这一古老的脉脉遗风。直至 2016
年，还有人把他在农村酒席上拍到的一位
老太太戴着顶头首巾的照片发给本人，直
呼“太有风情了”！

顶头首巾的多种功能集中体现在田间
劳作时，夏天防晒擦汗——顶头首巾的拖角
可以擦汗；冬天防寒防风——包裹住头部，
可躲避寒风侵袭；插秧时，风会把头发吹向
额前而遮蒙双眼，双手沾有泥水无暇归拢，
顶头首巾就可以起到归拢沿和发丝的作用；
同时，顶头首巾可防护田间飞虫钻入耳孔或
头发中，也可避免脱粒时草屑、谷粒、飞尘沾
染了头发。总之，顶头首巾的形态和功能蕴
涵着江南地区农耕文化的精髓。

更为重要的是，顶头首巾成为一种农村
妇女标志性的饰品，已经超越了它本身作为
劳动服饰所具备的功能，实际上它记录了旧
时服饰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女子出门不
抛头露脸的社会品质，显示循规矩、守本分、
有教养而含蓄静美的个人品行。这也就是
旧时平湖女子都喜欢戴顶头首巾的一个重
要原因。

■ 邓中肯

顶头首巾：平湖独具风情的巾帼

平湖顶头首巾所用杜经布（左）和旧时妇女（中）、现今妇女（右）所戴首巾

平湖顶头首巾（左）与海盐头巾（中1）、嘉善头巾（中2）、金山头巾（右）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