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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开元寺位于潮州市区开元路。据记载：开元寺的前身是创建于隋唐之际的荔

峰寺。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唐玄宗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下令全国 81 州

郡各选一大寺，以其年号为名，潮州就把“荔峰寺”改名为“开元寺”。

现在开元寺的占地面积约为 1、7 万平方米，是一座宫殿式四合院建筑。开

元寺是广东四大名寺之一，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刹，2001 年 7 月被国务院

定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元寺的主要建筑分布在寺院的中轴线上，由南北依次为金刚殿、天王殿、

大雄宝殿、藏经殿。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地藏阁和观音阁。

金刚殿建于明朝，殿内供奉着两大金刚，他们是寺院的守护神，民间称之为

“哼哈二将”。其中一位叫做密迹金刚。传说，释迦牟尼佛外出传法时，常有五

百金刚随行护卫，密令金刚就是这五百金刚卫队的队长，密令金刚对面的是那罗

延天，传说他是古印度的大力神。开元寺的金刚都是闭口端坐，手拿金刚圈。

天王殿建于宋朝，是我国仅存的宋代单檐歇山顶建筑，在建筑上具有极高的

价值。天王殿在建筑上有三个特点：第一，整座建筑有 32 根柱子，这些柱子都

是木石结合，下端为石柱，上端为木柱，前排柱子与后排柱子式样有所不同。第

二，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山墙没有用石柱而是用砖砌，整个屋顶的重量由两侧山墙

承载，这和我国传统的用柱来承载屋顶的重量的做法有所不同。第三，在柱子上

端为层叠的斗拱连接屋顶，从下往上望，这些斗拱好像盛开的莲花，在民间把这

些斗拱叫做“莲花托”。

在天王殿内正上方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开元镇国禅寺”六个子，“镇国”两

字不是一般寺庙可用的。开元寺之所以可以用“镇国”两字，是因为得到了朝廷

的批准。

在天王殿正中间供奉是的是弥勒佛。据佛经说，弥勒佛是未来世的佛祖，是

现在世佛租释迦牟尼在未来世的接班人。开元寺天王殿供奉的是弥勒佛的化身

像，即“大肚弥勒佛”。

在天王殿东西两侧供奉的是四大天王。开元寺的四大天王与其它寺院的四大

天王在造型上有所不同，开元寺的四大天王都是四平八稳的坐着，而其它寺院的

天王一般是有一脚是翘起的。这是因为开元寺是“镇国禅寺”， 四平八稳的端坐

着时“镇国”的意思。

在弥勒佛背后，面向大雄宝殿的是韦陀菩萨。据说，四大天王每个天王手下

各有八名神将。韦陀应为护法有功被列为三十二神将之首，亲受佛祖的法旨。

【中庭】

在天王殿北面是开元寺的中庭，即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中庭的南边有两株菩

提树，菩提在印度语的意思是“智慧”，因此菩提树也叫“智慧树”。传说，释迦



牟尼是在菩提树下打坐，苦思冥想了 7 日 7 夜，终于大彻大悟成佛的。

在中庭的东西两侧有 4 座方形的石塔，这种形式的塔叫做“阿育王式塔”。

在中庭北端大雄宝殿前有两座石经幢。据考证，这两座经幢是唐朝建寺时的原物，

也是潮洲现存最早的石雕作品。

【大雄宝殿】

在中庭北面是开元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现在的大雄宝殿为清光绪年间重

修的建筑。

在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的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把他叫

做“如来佛”，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

在释迦牟佛东边的是药师佛，据说，众生只要诚心诵念他的佛号就能够消灾

去病！在释迦佛西边的阿弥陀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在中国佛教徒大多

数都希望来世能够降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在大雄宝殿东西两侧供奉的是十八罗汉。佛经上经，这些人已永远不再生死

轮回，并留在人间替佛祖弘扬佛法。

【藏经楼】

在大雄宝殿北面是开元寺的藏经楼，这里珍藏着开元寺 1000 多年来收藏的

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有开元寺的镇寺之宝—清朝乾隆皇帝钦赐给潮洲开元寺的

雍正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刻于清朝雍正十三年（1753 年），当时共刻

印了 10 部，先后颁赐给全国十大寺院收藏，全书共 7246 卷，用汉、满、藏、蒙

四种文字刊行。开元寺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收藏寺院，可见开元寺在中国各佛寺

中的地位。

【地藏阁】

地藏阁中供奉的是地藏菩提和十大阎王。正面端坐的就是地藏菩提，传说他

曾经为救其母脱离地狱之苦发下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

成佛。”在地藏阁左右两侧分别是十大阎罗是地狱的统治者。

【观音阁】

观音阁内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由于观世音能救苦救难，在这个充满苦难的

人世间，得到众生的爱戴，有众多的信众。我们现看到的观音像是一位慈祥端庄

的妇女，在中国的观世音大多都是这种形象。

在观音阁内左右两侧供奉的是 18 尊观世音的化身像。现在，在观音隔内供奉

观音 18 化身像的在全国可能就只有开元寺一家了！这也是开元寺又一个与众不

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