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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城县博物馆藏有清康熙年间“朝武当仝会碑”，此碑文保留了立碑缘起、目的、过程、施砖

人姓名等详细信息，展现了清前期真武信仰在北方民间的传播及朝山进香、建醮组织等方面的情

况。碑身文字不仅有道教经典的内容，还掺杂了佛教故事、民间传说等，彰显了民间工匠的技巧

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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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5-0085-05

蒲城县博物馆位于唐贞观四年始建的文庙内，馆

内“蒲城碑林”展厅立“西南村朝武当仝会碑”（图一）一

块。碑分两部分：碑额和碑身，无碑座。碑宽 0.96、厚

0.27、高 3.93 米，其中碑额高 1.23 米，碑身高 2.70 米。

碑额为两层造像，碑身由六层造像和文字碑记两部分

组成。

一 碑文及题记

碑文刻在碑身的下端，碑记为：

西南村朝武当仝会立碑记

古帝王神道设教，俾巷曲细民，一话□言务小心

者，恒敬谨之，畏得罪神明。夫亦规一者，道愚迷相，与

就善远之便也。吾蒲东北去西十里余，住居王姓者，望

族也，中得数醵金，聚会共相詶唱，谒武当香山扣叅。

玄帝建醮毕，议勒石志之，求余言。余闻俗云见像

作福，昔神禹九州岛水土铸九鼎，晋郑铸刑书。古人凡

百创制，足垂久远，必有传也。用是镌于石，意无过悚

动诱进，人今凡观是记，胥走上向善一路，以为祈福地，

即大有劝教者在是矣。

邑学生张国治门下徒张广益拜撰。

施砖人：王中前、（孙）文帝、文玄、文延；王中权、

(孙)文普；王中文、(孙)文贞；王中进、(男)文熟；王中鼎、

(男)文赞；王振民。

会首：文经、白水县景成志男允隆妻高氏、郭世耀、

先觉禅师普度、住持僧人宗智。

施地：王中贤一分五十；王吉民一分；⋯⋯（后略施

地人姓名 35 人、施地共 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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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府祁县程□□。

管饭人王崇修。

铁笔□人富邑刘光九。

康熙岁次戊辰冬月吉日立。

朝武当仝会碑立于康熙戊辰冬月（公元 1688年），

碑文保留了立碑缘起、目的、过程、施砖人姓名、施地

人、管饭人、刻碑工匠等信息。借此碑可以考察清前期

真武信仰在北方民间的传播以

及朝山进香、建醮组织等方面

的情况。

“碑记”中所言的“玄帝”即

真武大帝,是道教信奉的神，也

是武当山尊奉的主神。到明成

祖营建武当道场，真武信仰达

到鼎盛。清前期承其遗绪仍大

兴不衰，伴随着朝武当山进香

习俗亦绵延不绝。清代以朝武

当神为主要特征的武当山进香

风俗以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至乾隆年间（公元

1736-1795 年）为盛[1] 。蒲城博

物馆藏朝武当仝会碑正处于这

样一个区间内，成为反映清初

朝武当山进香的民俗活动重要

碑刻资料。

图一 朝武当仝会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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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文来看，“朝武当仝会”是一个香会组织，由当

地的王姓望族领头，通过数次筹措资金——“得数醵

金”，上武当山朝拜真武大帝，并在武当山“玄帝建醮”

完成后，回来立造石碑。朝山进香、建醮立碑，是信众

表达自我愿望、祈求神灵佑福的一种宗教方式。而包

括在碑文中刻勒姓名、捐钱、捐地数目等的行为则成为

积攒功德、达成自我愿望之寄托，在明清两朝尤为兴盛
[2]。碑后列有一大串施地人姓名和施地田亩数量，这当

然是上述宗教习俗的直接反映，但就所捐土地的归属

我们认为更有可能归佛教寺庙所有。因为碑文中记有

“先觉禅师普度、住持僧人宗智”的姓名，而且这两个僧

人在香会组织中担当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会首”。

关于僧人参预武当朝山进香活动，梅莉的《明清时期武

当山朝山进香研究》一书中有所提及，这些僧人或是朝

拜玄武，或是在进香活动中负责相关礼仪 [3]。综合推

断，蒲城西南村的这个地方可能并没有朝拜真武的固

定场所如真武观，寺庙的僧侣包括寺庙主持参与其中

负责相关宗教礼仪，并接受信众的布施。

在朝武当仝会碑碑身的六层造像之间隔处留有题

记文字，共十四条。除第四层为四条外，其余每层为两

条，按从左至右，由下至上排列。列表如下：

左 右

题刻文字按从左至右排布，整块碑的识读顺序也

应该是按这种顺序，从碑左至碑右，每一层结束后又回

到左边依次层层向上。这种识读顺序可以用《玄天上

帝启圣录》等道教经典作为参照，考察其故事编排的来

源。但是题刻文字与表达的内容，不是完全能够从道

教经典中找到出处，因为此碑所表现的故事内容掺杂

了其它非道教经典的因素，如佛教故事、民间故事传说

等，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二 碑身、碑额造像

碑身（图二）的六层造像宽度一致，都为 0.84 米，

高有些不同，第一层至第四层造像为 0.28 米，第五层

造像为 0.25 米，第六层造像为 0.35 米。

第一层和第二层造像描绘的是真武离开宫廷生

活，途中接受元君指授，前往太和山修行，玉帝又赐以

宝剑的故事内容。

第一层描绘了两组画面，左三人为一组，表现“辞

别群臣”。左第一人应该是太子的形象，有头光。太子

和左第二人拱手作揖作辞别状。左第三人应该为侍

从。这一场景与《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中的“辞亲慕

道”可以对应上，讲“年十五，辞父母而寻幽谷⋯⋯[4]。”

凤骑天九 化点音观

魔扫圣显

针磨母老 菓献猴猿

帝玉冕朝

榔寄梅插

花啣鹿麋 路引鸦乌

伴作虎二

赶追臣众 剑赐帝玉

云祥驾神 臣群别辞

图二 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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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此处，“辞父母”换成了“辞群臣”。第一

层第二组雕刻的是“神驾祥云”的场景，三神仙驾

祥云临于城头之上，中间一人可能为玉清元始天

尊，他正在给立于其下的真武传授道法。其文本

可能来自《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元君授道”

——“玄帝念道专一，遂感玉清圣祖紫元君，传授

无极上道⋯⋯告毕，元君升云而去[5]。”

第二层表现了“玉帝赐剑”、“众臣追赶”两个

场景。左边表现的是“玉帝赐剑”的场景，这个场

景所描绘的故事可以在《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

“天帝锡剑”中找到依据，其言“又感丰乾大天帝，

授以宝剑[6]。”右边的场景描绘的是“众臣追赶”，

真武用剑在身前划过，出现一条河，将骑马追赶

他的群臣阻挡在河水的后面。其故事来源于《玄

天上帝启圣录》卷一“涧阻群臣”[7]。

第三层和第四层描绘的是真武离开家后在

山中修行的一些场景，一共有六处题记再现六个

场景。

第三层中的“插梅寄榔”来源于《玄天上帝启

圣录》卷一“折梅寄樃”，造像石碑表现真武立于

树旁，抬右手折梅，“仰天誓曰：予若道成，花开果

结[8]。”第三层中的“二虎作伴”描绘的是在群山环抱之

中，真武打坐修炼，二虎相伴左右。第四层的“乌鸦引

路”描绘的是真武前行，面前一只展翅的乌鸦为其引

路。“二虎作伴”和“乌鸦引路”两部分内容在《玄天上

帝启圣录》卷一“天帝锡剑”中提到真武在山中修行时，

“黑虎巡廊，乌鸦报晓[9]。”另在《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

“童真内炼”中又提到“帝修真时，有灵鸦报晓，黑虎卫

岩，每食必饵之[10]。”

第四层真武盘腿打坐的形象位于画面中心，身左

一头鹿相伴其旁，题为“麋鹿衔花”。一只猿猴侧坐其

右旁，手捧山果正欲进贡给真武，题为“猿猴献菓”。这

两则故事与佛传故事有关。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卷

八上引《画系》中的文献描绘宋李公麟画五百罗汉时的

情景：“龙眠山人之图五百应真也⋯⋯或为乘马驾车，

或为坐师骑象，以至麋鹿衔花、猿猴献果、诸夷顶礼、龙

王请斋,舞鹤观莲之容,净发挑耳之相,种种不离宗门本

色。”[11]山西太原崇善寺和多福寺的壁画中还有相关题

榜，崇善寺有：“第四十四鹊巢于顶芦芽穿膝猿鹿献花

果之处”的题榜，多福寺有题榜为：“第四十四太子顶雀

垒巢窝麋鹿献花之处”[12]，可以肯定的是真武故事画中

“麋鹿衔花”和“猿猴献果”的题材是来源于佛教故事或

受佛教影响。第四层第四组题记为“老母磨针”，来源

于《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悟杵成针”的故事[13]。其实

在民间“棒杵磨成针”的故事流传很广，真武故事的编

排借用了民间故事。

第五层和第六层表现的是真武除魔成圣的主题。

第五层有两处题记：朝冕玉帝、显圣扫魔。左三人

构成“朝冕玉帝”的场面，《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玉陛

朝参”中说道：“玄帝飞升至金阙，朝参玉陛。上帝告

曰：卿往镇北方，统摄玄武之位，以断天下邪魔。”[14]第

二组为真武降魔的场面，真武全身光芒四射，举剑待

发。《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降魔洞阴”描绘真武“披

发跣足⋯⋯与六天魔王，战于洞阴之野。”[15]

第六层为：观音点化、九天骑凤。第一个场景“观

音点化”，其故事是将《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蓬莱仙

侣”中蓬莱九仙女“惑试帝心”[16]改为观音点化。这受

佛教因素的影响，同一图像在陕西佳县白云观的真武

殿壁画中有体现，题榜也为“观音点化”[17]。这一图像

与许多表现真武的“五龙捧圣”图像也有相似之处。第

六层第二个场景描绘的是真武骑着凤鸟飞向九天，题

为“九天骑凤”。“九”用来形容极高、极远、极大的事

物，“九天”通常用来指天庭，是“天帝及众神居住的由

九重天垣环绕的天庭”[18]。道教对“九天”有不同的表

述，在这里泛指天界。凤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瑞

图三 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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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真武骑着凤飞升入天，表明他已修炼成道了。

蒲城朝武当仝会碑最顶端为碑额（图三）。碑额分

两层，下层内框宽 0.88、高 0.33 米。依据手持兵器可

辨识神的身份，左第一神左手拖着一根大棒，置于身

后，此神应为温琼元帅；第二神持长枪，此神应为马华

光元帅；第三神双手握鞭立于地，此神应为赵公明元

帅；第四神左手持长刀，应为关羽元帅。四神两两相

对，在马元帅和赵元帅中间卧着龟蛇合体的玄武。四

大元帅和龟蛇二将都是真武收伏的部将，这在明末以

来流传的通俗小说《北游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往上一

层是二龙戏珠围绕中的真武大帝坐像，为龛形造像，龛

高 37 厘米，真武像的左旁有持旗一人，为周公。而其

右旁应为捧剑的桃花女。

朝武当仝会碑所雕刻的真武故事来源于道教的经

典《玄天上帝启圣录》，从其它道教经典如《元始天尊说

北方真武妙经》、《武当嘉庆图》、《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

录》、《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中也可以找

到相关故事来源。但造像内容、碑文题记与道教经典

之间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雕凿这块碑的工匠有他自

己的表述方式，如经典中的“辞亲慕道”在此处刻成了

“辞别群臣”。措词变了，但故事的组织、内容及内涵的

表达与道教经典是相一致的。除了经典的来源外，此

碑也吸纳了佛教故事题材和民间传说故事等因素。

蒲城朝武当仝会碑以雕刻的形式展现了真武从凡

人通过修行最终成圣的过程，整个的故事编排和图像

的结构呈由下至上分布，到最顶端就是真武的神龛。

从其功能来看，此碑可能并不像一般碑石所充当的纪

事和宣表功德那么简单，正如碑文中所说的那样：“人

今凡观是记，胥走上向善一路，以为祈福地，即大有劝

教者在是矣。”它所要达到的即劝人向善，所以它甚至

有可能在完成之后接受信徒的香火朝拜，充当神龛的

作用。

三 造像分析

蒲城西南村朝武当仝会碑是一块进香碑，其中包

含了一定的宗教内涵，为我们探讨清初陕西关中地区

的真武信仰以及朝武当山进香的宗教民俗活动提供了

形象的资料。而从雕刻艺术的角度来看，此碑也有值

得称道的地方。

（一）情节的选取和场景的构置

真武故事的表现方式以壁画、木刻版画插图以及

纸本绘画为多，以大篇幅和多尺幅为特点 [19]。以雕刻

的形式来表现同类题材却是非常少见，石碑雕刻需要

对表现的故事情节加以裁减以突破空间、面积、材料、

媒介的限制进而传达完整的宗教内涵。蒲城朝武当仝

会碑只选择了 14 个画面，浓缩了真武从凡人至圣人，

由修道至成圣的完整过程。这些有意而为之的设计帮

助这件作品准确传达出资立碑人或宗教本身需要表达

的内容，故事情节的浓缩仍然有效地突显了宗教内涵

和目的。

从具体场景的设计来看，此碑以概括的手法达到

以少胜多的效果，如第二层“众臣追赶”画面只雕刻了

图四 碑身第四层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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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马，还有半个人头，以此标识其题记中之“众”。

第四层（图四）的雕刻空间和其它层差不多大小，但这

一层造像却展现了四个场景，充分体现了雕刻者在场

景构置中的概括和浓缩的本领，同样尽可能地拓展了

雕刻所表达的内容空间。

（二）造型特点与结构布局

从真武的形象塑造来看，简洁是其特征。人物造

型注重体块与线的有机结合，人物形象尤其是立像有

着一种优雅的气质，通过柔软的衣服以及细微的人物

动态的刻画传导出舒缓的韵律。即便是作为战神的真

武形象以及他的四元帅，在夸张腹部以突出其轩昂的

气度时，雕刻也尽量删繁就简，没有过多的细节。山水

树石的造型特别注重大意的展现，山体（又似树）的铺

陈如写意水墨般渲染了人物活动的环境。

稳定是宗教图像的一个特点。碑额是一个对称的

稳定结构，从龙珠到龟蛇合体像可以连成一条中轴线，

在这条中线的规制下，呈左右对称展开。上文提到的

第四层造像（图四），是典型的对称布局。真武打坐是

画面的中心，鹿和猿猴分列两旁。而“乌鸦引路”图和

“老母磨针”图有意弱化乌鸦和老妪的形象，以突出真

武立像的左右对称形式。这一层画面，整个的布局形

成稳定的三角形，背景中连绵的山峦和鹿站立的位置

与造型强化了这种稳定的构置形式。这种安排在第三

层中的“二虎相伴”中也能见到。这种结构图式沿用了

佛教造像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的组合方式以及道教单窟

造像的结构模式，在表达的宗教含义和宗教观念上为

信众所接受。

（三）雕刻技法和风格来源

雕刻上运用了高浮雕、浅浮雕、线刻等多种技法。

处理主要人物和情节时采用的是高浮雕；而雕刻一些

比较次要的人物和背景采用的是浅浮雕和薄意雕；对

一些细节和特殊场景则采用线刻，如人物的衣纹、城

砖、马鞍辔饰、山脉；背景中的树叶、河水、草、云等等以

及边框中带寓意性的莲花纹、莲蓬纹、云纹、龙纹以及

作为身份标识的人物头光等等。不同的技法运用是相

互补充的，没有这些多样技法之间的结合与穿插，物象

表现的层次和丰富性可能大打折扣。除上面提及的三

种雕刻手法外，雕刻中运用了诸如抛光打磨一类比较

细腻的处理手法，而这一雕刻技术的使用为形成整体

浑厚、质朴的雕刻风格奠定了基础。

从风格的来源审视这块碑，我们发现在体现宗教

内涵的外表下，更彰显了民间工匠的技巧和智慧与民

间传统在其中的传承。

碑记中的“铁笔□人富邑刘光九”应该就是镌刻这

块碑的工匠，其中的“富邑”就是蒲城的邻县——富平

县[20]。从工匠的籍贯来看，他是本地的民间雕刻艺人。

从风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与陶俑、民间木雕、砖雕

有着相似或相近的风格，这种风格取向体现同为民间

艺术体系中对形象处理、结构安排、意义传达等各方面

综合的同一性。它的产生脱离不开现有的文化环境，

而已有的民间雕刻传统为成就这块道教叙事性图像作

品准备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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