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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岳玄妙观道教碑文与造像研究＊

陈　



云

提　要：安岳玄妙观的道教造像精美绝伦，是盛唐道教的实物佐证，也是巴蜀道教历史上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玄妙观的道教造像自发现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由于史书文献的失

载，导致我们对这些造像的认识人言人殊。《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是记载玄妙观道教造

像的唯一文字资料，解读该碑文是揭开玄妙观造像神秘面纱的关键钥匙。文章从校勘碑文入手，对碑

文作出考证与释读，指出玄妙观的道教造像是依据道教黄箓斋法而造，这是认识这些道教造像的关键

所在。
陈云，哲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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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龛

安岳，唐称普州，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烟霞

凝紫，自古以来就是道教修炼的洞天福地。乾隆

朝 《安岳县志》记载，东晋时期的葛洪就曾在此

修炼，并留有葛仙井。该县志又云唐末宋初的著

名道士陈抟就是安岳人，此处有希夷池、陈抟故

居等遗迹。不过，唐代却是安岳道教史上最辉煌

的时期。宋人王象之 《舆地纪胜》中记载，安岳

县留有 《唐老君应见碑》《唐紫极宫碑》。上世纪

发现的安岳玄妙观唐代道教造像，更加印证了唐

代安岳道教信仰风气之盛。
玄妙观位于安岳西北２０公里的集圣 山 山 腰

上，在一个蘑菇状的平顶巨石壁上雕刻有大小龛

窟７９个，内 外 造 像１２９３余 尊 （图１）。清 代 著

名的云龙书院就建址于玄妙观，据当地老乡回忆

民国时玄妙观还有一座七重大殿，道士数十名，
民国末年道士四散。建国后道观曾一度被改建成

玄妙村小学，“文革”破四旧时玄妙观石刻造像

受到了不小的人为破坏。安岳玄妙观精美绝伦的

唐代造像自从发现以来，就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

的瞩目，各 种 美 术 史 和 道 教 史 俱 给 予 了 极 高 评

价，目前玄妙观唐代造像已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玄妙观的造像和碑刻既

不见于宋人王象之 《舆地纪胜》的载录，也不见

于明人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的记载。更让人奇

怪的是，笔者遍翻安岳历代县志也不见有关于玄

妙观的任何记载。

图１　玄妙观造像龛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启大唐御立集圣

山玄妙观 胜 境 碑》是 记 载 玄 妙 观 的 唯 一 文 献 资

料，那么研究解读该碑文无疑是揭开玄妙观造像

神秘面纱的关键钥匙。由于该碑文年久漫漶，前

人对碑 文 的 断 句 错 讹 甚 多。笔 者 拟 通 过 校 勘 碑

文，考究碑文中相关的人物和史实，以了解玄妙

观道教造像开凿的缘由、经过，具体内容，以及

社会背景。

一、碑文校勘

玄妙观 的 《启 大 唐 御 立 集 圣 山 玄 妙 观 胜 境

碑》由于历经千年漫漶严重，加之 “文革”中人

为凿损，给人们的识读造成很大的障碍。正是因

为如此，学者们抄录的碑文有些字句常常各不相

同，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带了不小的麻烦。



目前该碑文主要有以下五种抄录版本：第一

种见于陈垣 等 所 著 的 《道 家 金 石 略》①，下 面 简

称 《金石略》。该文是以原碑拓片和照片为基础，
参考王家祐先生所提供的抄件著录的。第二种见

于龙显昭、黄海德等所编著的 《巴蜀道教碑文集

成》，下面简称 《碑文集成》。需要说明的是曾仁

德等发表的 《四川安岳玄妙观道教摩崖造像》一

文中所抄录碑文，除了订正个别字词外，基本上

是 抄 录 《碑 文 集 成》，因 此 本 文 也 将 其 归 类 于

《碑文集成》。第三种见于胡文和所著的 《中国道

教石刻艺术史》②，下面简称 《石刻艺术史》。第

四种见于陈 尚 君 《全 唐 文 补 编》③，陈 氏 主 要 是

参考 《金石略》和 《碑文集成》中的载录，但陈

氏在碑文断句上比前人大有进步。另外，日本学

者小林正美 《新 范 式 道 教 史 的 构 建》④ 一 书，也

引用了自己校录的该碑文中相关段落，对碑文相

关段落的校补也有一定帮助。
以下碑 文 正 文 以 原 碑 拓 片 （图２）为 底 本，

并参考以上诸位学者的抄录版本和 《老子道德经

序诀》等相关道典，对碑文进行校订和重新断句。

图２　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圣境碑

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圣境碑

白羊峰圣容　正 教 龛 铭　 安 岳 郡 前 调

安居县博士张庭训字才霜敬述并书，镌字人

李智员。
闻乾坤并化，先有真尊。大道法王，动

灵仙集 （１）。感期广运，正教敷霑 （２），巍

巍乎莫能之悟也。道是盘古本尊□□主虚空

（３），降升太 极，立 神 顾 护，超 应 十 方，荡

荡乎 其 威 也 （４）。游 遍 诸 岳 （５），华 气 冥

蒙，混混乎号诸生之师，众圣之王。□化无

穷，张李 罗 王，名 天 之 尊 也。经 历 天 地 终

始，不可称载。无上道而沦化，生天地而生

佛，沛气化生 三 千 （６）。□□□法 门 并 举，
不可思议。神明之雄，三光朗照。大道于万

物，资荫八方，诸普弘慈。然老子者，初为

盘古，后化以□□□／长老之期，号其名也。
于无数劫，甚窈窈冥冥 （７），眇邈久矣。即

太极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

二日丙午太岁丁卯，下为周师也 （８），西游

天下。尹喜曰：“大 道 将 隐 乎？愿 著 五 千 文

上下 经 焉。”道 德 之 源 旨，声 参 太 极 诸 天

（９）。
有清泰国王，日礼拜无上道，汉孝文皇

帝时 （１０），结草 为 庵。于 河 之 滨，常 诵 道

典。孝帝觐问 （１１），便 白 日 腾 空 也。然 上

天即以汉明帝时，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癸

丑之辰，长虹十二道南北通过，地则六种振

动 （１２），山 林 摧 折。明 帝 乃 问 臣 苏 献

（１３），礼报上方，有 圣 人 欲 现，故 有 此 瑞。
元始化生三教圣人，而生正一法王，从此以

来，古今 相 续。大 唐 开 元 天 宝 圣 文 神 武 皇

帝，该由是道气而精诚崇一，真得天符，数

应□□□□□声。至道合真，迁宁永固，国

康万姓，制教安 能，赞 褒 令 淑，存 臻 涸 静，
仰命抚瞻。频以皇帝恩命，其记也。

今□□玄元等弟子左识相，以望钟鼎阀

阅，华英通达，高玄炼心，遵正往缘。公后

日夜 修 道，被 强 军 征 行 （１４），讨 略 三 军。

□□□／戟 团 幕，百 命 殂 亡，血 边 丘 流

（１５），枪刀寄痛。于时魂侵□厚地魄幕，随

天没落。蛮戎征讨，无烦恼忧虑，为自奔走

（１６）。今□□□道恩，神功远修。至开元六

年，国公左弘晚见枯去若□，云道是三教祖

也，朝 纲 国 公 李 玄 靖 （１７）奏 闻 陛 下 旨

□□□□，识相后从军还，再蒙侍养，奉父

恩惠兹育之功 （１８）。至开元十八年 七 月 一

日，父 （弘迁）化 后，首 天 龛 （１９），次 王

宫龛造十□ （躯）（２０），及 （造）救苦天尊

乘九龙 （２１），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 真 像 廿

躯，小龛卅二刊躯。天真□上下飞天，神王

□□□□□□□□□□□□□□宫重阁，正

所为尊主了愿。识相父子，当缘法师李玄则

往来住此营造，乃真其正，直嶒宝珠 （２２），
九龙护珠，诸星守国，天生一宝，号该地集

圣名。山 郁 藏 烟，盘 崖 金 容，吐 相 光 于 水

镜；旋流涧沼，胜影澄波，池岸延芒，莲吞

紫气，寓神龙于南天 （２３）。□□□□□□
□□□□□□□青牛往来。或众圣潜灵，或

紫云缠盖，大凡难测，皆慈妙焉。恍恍乎永

劫无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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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仰至诚，普令救护 （２４）。
上为皇帝皇后、东宫太子、公卿文臣及郡县

官吏、师父母□□□□□□□□□□□□□。
朗朗九幽开 （２５），太 极 长 生 宫，名 入

并仙 飞。法 门 渡 众 生 （２６）。亿 劫 自 相 随

（２７），七祖离苦根，长歌升紫微。□□□□
□□□□□□□仙 往 来。其 一：山 含 紫 气，
水吐霞精，萃岷华顶，真如玉京。其二：黄

龙初 冥，白 马 高 临，□□□□，□□□□。
其 三 （２８）：□□□□，□□□□，□来 就

歇，天 人 争 过。其 四：星 宫 月 殿，妙 系 真

才，咸 融□之，鬼 卒 灵 开。其 五：看 如 灵

□，□□□□，□□□□，□□□□。其六

（２９）：□□□□，图焰虚空，凭立□写，乘

知有功。其七：窈窈冥冥 （３０），荫辅朝中，

□□流东，满月转西。维大唐天宝七载丙子

八月乙亥朔二日庚子功毕。
校勘说明：
（１）《碑刻集成》作 “动灵仙集”，《金石略》

等俱作 “动灵仙寂”，《碑刻集成》可能是根据己

意校改，今根据原碑拓片并参考 《金石略》等校

订为 “动灵仙寂”。
（２）《金石略》作 “敷 沾”， 《全 唐 文 补 编》

等俱作 “敷霑”，今根 据 古 汉 语 常 识 并 参 考 《金

石略》等校定为 “敷霑”。
（３）《石刻艺术史》及 《金石略》作 “道是

盘古本□□□主虚空”，《全唐文补编》及 《碑刻

集成》俱作 “道是盘古本尊□□主虚空”，今根

据原碑拓片并参考 《碑刻集成》等校订为 “道是

盘古本尊□□主虚空”。
（４）《碑刻集成》作 “荡荡乎其威也”，《金

石略》等俱作 “荡荡 乎 其 威 之 远 也”，今 根 据 原

碑拓片并参考 《全唐文补编》等校订为 “荡荡乎

其威之远也”。
（５）《石刻艺术史》作 “游遍诸丘”，《金石

略》等俱作 “游遍诸 岳”，今 根 据 原 碑 拓 片 并 参

考 《金石略》等校订为 “游遍诸岳”。
（６）《碑 刻 集 成》作 “无 上 道 而 化 生 天 地，

而生佛沛气，化生三千”，《全唐文补编》等俱作

“无上 道 而 轮 化，生 天 地 而 生 佛，沛 气 化 生 三

千”， 《中 华 道 藏》之 《老 子 道 德 经 序 诀》中 有

“与大道 而 沦 化，为 天 地 而 立 根”⑤。 “沦”与

“轮”字形相近，今人可能误抄。今据 《老子道

德经序诀》并参考原碑拓片校订为 “无上道而沦

化，生天地而生佛，沛气化生三千”。
（７）《金石略》等俱作 “其寂寂冥冥”，《老

子道德经序诀》中 为 “甚 窈 窈 冥 冥”， “甚”与

“其”形相近，前人误抄为 “其”，今改之。
（８）诸本皆做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

丙午□□□□□师 也”，今 据 《中 华 道 藏》之

《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

丙午太 岁 丁 卯，下 为 周 师 也”⑥ 校。此 为 《老 子

道德经序诀》第三段，为唐张万福撰 《传授三洞

经戒法箓略说》中所引。
（９）《碑刻集成》作 “馨参太极诸天”，《金

石略》等俱作 “声参 太 极 诸 天”，今 根 据 《老 子

道德经序诀》校订为 “声参太极诸天”。
（１０） 《金 石 略》等 俱 作 “□□文 皇 帝 时”，

今根据 《老子道德经序诀》并参考原碑拓片校订

为 “汉孝文皇帝时”。
（１１）《石刻艺术史》作 “孝帝观问”，《全唐

文补编》等俱作 “孝 帝 觐 问”，今 根 据 古 代 文 化

常识并参 考 《全 唐 文 补 编》等 校 订 为 “孝 帝 觐

问”。
（１２） 《碑刻集成》作 “大地振动”， 《金石

略》及 《石刻艺术史》等俱作 “地则六种振动”，
今根据原碑拓片并参考 《金石略》等校订为 “地
则六种振动”。

（１３）《碑 刻 集 成》等 俱 作 “苏 猷”，按 汉 明

帝时有 “苏献”而无 “苏猷”，“献”与 “猷”形

近易误，前人抄录时未加考证，致使以 讹 传 讹，
今依据史籍校订为 “苏献”。

（１４）《碑刻集成》作 “被强军征”，《石刻艺

术史》等俱作 “被强 军 征 行”，今 根 据 原 碑 拓 片

并参考 《石刻艺术史》等校订为 “被强军征行”。
（１５）《碑刻集成》作 “血流边丘”，恐根据

己意妄改，《金石略》等俱作 “血边丘流”，今依

据原碑拓片校订为 “血边丘流”。
（１６）《金石略》和 《石刻艺术史》作 “自奔

走”，《全唐文补 编》作 “为 自 奔 至”， 《碑 刻 集

成》作 “为自奔走”，今 据 原 碑 拓 片 并 参 考 诸 家

校订为 “为自奔走”。
（１７）《金石略》等诸本俱作 “李玄清”，查

考唐代典籍文献，并无 “李玄清”一名。唐开元

年间有著名道士李含光备受玄宗青睐，其羽化后

颜真卿为其撰写 《李 玄 靖 碑》，成 为 著 名 的 书 法

作品。“靖”与 “清”字形相近，前人可能误抄，
今据原碑拓片并参考唐代相关文献校订为 “李玄

靖”。
唐玄宗封李玄靖为 “先生”是有记载的，宋

高承 在 《事 物 纪 原》卷７ 《道 号》（明 弘 治 十 八

年魏氏仁宝堂重刻正统本）记载：“元魏世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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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寇谦之天师之号后汉张道陵亦有天师之称。盖

自列子言黄帝之称牧马童子曰天师师也。唐玄宗

赐李含光曰玄静先生，此赐号先生之始也。”⑦ 高

承在 《事物纪 原》卷７ 《道 封》中 载：“后 周 武

帝时卫元嵩封蜀郡公，盖道士受封之始也。叶法

善玄宗时亦封越国公。”⑧ 可见玄宗封道士为国公

是有的，未知李玄靖何时封为国公。
（１８）《金石略》和 《全唐文补编》作 “奉父

恩惠慈育之功”，《石刻艺术史》等作 “奉父恩惠

兹育之功”，今根据古汉语常识并参考原碑拓片

校订为 “奉父恩惠兹育之功”。
（１９）《金石略》等俱作 “父□□化后，相天

龛”，《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作 “父 （弘迁）化

后，首天龛”，今据小林正美著作并参照原碑拓

片校补为 “父 （弘迁）化后，首天龛”。
（２０） 《碑 刻 集 成》等 俱 作 “次 王 宫 龛 造 十

□□”，《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作 “次王宫龛造

十□ （躯）”，今根据碑文拓片及文意并参考小林

正美著作校补为 “次王宫龛造十□ （躯）”。
（２１）《碑刻集成》等俱作 “□□救苦天尊乘

九龙”，《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作 “及 （造）救

苦 天 尊 乘 九 龙”，今 据 小 林 正 美 说 校 补 为 “及

（造）救苦天尊乘九龙”。
（２２）《碑刻集成》作 “直□宝珠”，《石刻艺

术史》作 “直崝宝珠”，《全唐文补编》和 《金石

略》作 “直 嶒 宝 珠”，今 根 据 原 碑 拓 片 并 参 考

《全唐文补编》，校订为 “直嶒宝珠”。
（２３）此处据王家祐、丁祖春 《四川 道 教 摩

崖石刻造像》 （《四川文 物》１９８６年 第１期）一

文补 “莲吞紫气，寓神龙于南天”。
（２４） 《全 唐 文 补 编》及 《碑 刻 集 成》等 作

“普令救扶”，《石刻艺术史》作 “普令救护”，今

据原碑拓片并参考 《石刻艺术史》校订为 “普令

救护”。
（２５）《碑刻集成》作 “朗朗九幽永开”，《全

唐文补编》等俱作 “朗 朗 九 幽 开”，今 据 原 碑 拓

片并参考 《石 刻 艺 术 史》等 校 订 为 “朗 朗 九 幽

开”。事实上这段话来 自 道 教 的 《三 十 三 天 赞 颂

品》中的 《太极漾翳 天 颂》，关 于 碑 文 与 《太 极

漾翳天颂》的关系，下文将详论。
（２６） 《碑 刻 集 成》等 俱 作 “法 门 渡 众 生”，

《太极漾翳天颂》作 “法门渡天人”，今校补备注

于该 句 后，至 于 何 以 会 出 现 这 种 情 况，下 面

再论。
（２７） 《碑 刻 集 成》等 俱 作 “亿 劫 自 相 逍”，

《太极漾 翳 天 颂》作 “亿 劫 自 相 随”， “逍”与

“随”形相近，不知是唐人镌刻时误写，亦或今

人误抄。今据 《太极漾翳天颂》校订为 “亿劫自

相随”。
（２８）“其三”二字，笔者根据文法添补。
（２９）原碑文该段漫漶不清，“其六”二字为

笔者根据文法添补。
（３０）《碑刻集成》等作 “冥冥穷穷”，《全唐

文补 编》作 “冥 冥 寂 寂”。事 实 上 原 碑 所 刻 的

“窈”字，与 “穷”字形相近，误作 “穷”，今根

据 《道德经序诀》“杳杳冥冥”校订为 “冥冥窈

窈”。

二、碑文释读

（一）碑文第一段主要讲天地由道 开 化，道

生天地万物，生三千世界，而老子即道 的 化 身，
盘古则是老子的前身。事实上碑文该段话主要是

根据葛玄 《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前半段加工而成

的，如碑文中的 “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就

是直 接 抄 录 自 《老 子 道 德 经 序 诀》原 文。葛 玄

《老子道德经序诀》中 记 载：“尹 喜 曰：‘大 道 将

隐乎？愿 为 我 著 书。’于是作 《道德》二篇 五 千

文上下经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无不包，
细无不入，天人之自然经也。余师有言：精进研

之，则声参 太 极，高 上 遥 唱，诸 天 欢 乐。”⑨ 碑 文

作者在转引这段话时将葛玄原文直接删略为：“尹
喜曰：‘大道将隐乎？愿著五千文上下经焉。’道

德之源旨，生参太极诸天。”经过碑文作者这样删

略后，使人读起来感觉前言不搭后语，颇为费解。
碑文第一段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碑

文云：“无上道而沦化，生天地而生佛，沛 气 化

生三千。”而 《老子道德经序诀》中云：“与大道

而沦化，为天地而立根，布其于十方。”⑩ 两者对

比，我们会发现碑文中的这段话是由 《老子道德

经序诀》中的句子加工而成。不过碑文不仅认为

大道沦化万物，而且认为道可以生天地生佛，即

碑文后面说的 “道是三教祖也”。由此可见，在

唐代巴蜀地区已有以道统三教的 “三教合一”思

想萌芽。第 二，碑 文 中 将 盘 古 与 老 子 联 系 在 一

起。魏晋 时 期 葛 洪 《元 始 上 真 众 仙 记》中 云：
“在二仪未分，天地日月未具时，已有盘古真人，
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瑏瑡 自六朝起，道教已

经将盘古吸纳进自己的神灵体系。而碑文曰 “然
老子者，初为盘古”，说明在唐代时期人们已经

将盘古视为老子的化身。
（二）碑文第二段的内容颇为混杂，其 中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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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泰国王百日腾空一段，其实是改造了 《老子道

德经序诀》中河上公的故事。葛玄 《老子道德经

序诀》中讲 河 上 公 常 于 河 畔 结 庵 诵 读 《老 子》，
汉文帝读 《老子》有不懂之处，遂遣派使者向河

上公请教疑难，被河上公婉拒。后来孝汉文帝亲

自去见河上公，皇帝诘难河上公时，河上公白日

腾空飞起。汉文帝方知河上公乃神异之人，遂忏

悔，后来河上公赠汉文帝 《道德经章句》两卷。
碑文中除了把河上公换成了清泰国王外，还将故

事情节内容也几乎完全删略。
接着碑文 讲 汉 明 帝 永 淳 元 年 圣 人 出 现 的 瑞

况。按汉 明 帝 有 “永 平”年 号 而 无 “永 淳”年

号，“永淳”乃唐高宗的年号，可见撰文和镌字

者的 学 识 水 平 有 限。碑 文 中 所 讲 的 “长 虹 十 二

道，南北通过，地则六种振动，山林摧折。明帝

乃问臣苏 献，礼 报 上 方，有 圣 人 欲 现，故 有 此

瑞”，这些 圣 人 出 现 的 瑞 象 并 不 见 于 史 籍 记 载。
有趣的是唐代武 德 五 年 （６２２）法 琳 上 的 《破 邪

论》中所引的伪书 《周 书 异 记》中 说：“午 后 天

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

灭。穆王问太 史 扈 多 曰：‘是 何 征 也？’扈 多 对

曰：‘西方有圣人灭度，衰相现耳。’”瑏瑢 法琳引伪

书 《周书异记》是为了证明佛教早于道教。对比

一下 不 难 发 现，碑 文 显 然 是 加 工 篡 改 了 《破 邪

论》中的描述用于神化抬高道教圣人的地位，该

段碑文的 记 载 无 疑 是 盛 唐 时 期 佛 道 斗 争 的 重 要

史料。
该段碑文最后 “频以皇帝恩命……”主要是

说唐王朝对老子的大力宣传。唐王朝建国伊始，
皇室为了抬高自己的家世地位，遂追认老子为其

祖先，唐高宗乾封元年 （６６６）二月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继位后对老子更是不断

尊捧，并诏令诸州各建玄元庙一座，每年以道法

斋醮。到了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几乎每隔几年就

给老子重新加封号，全国各地老子的各种神应事

迹亦不断，如 《舆地纪胜》提到的安岳县 《唐老

君应见碑》瑏瑣 就 是 其 中 的 典 型 代 表。安 岳 玄 妙 观

就是在玄 宗 大 肆 宣 扬 崇 奉 老 子 的 背 景 下 营 建 起

来的。
碑文所引 《道德经序诀》，据王卡教 授 考 证

是葛玄为 《老子道德经五千文》所作的序，又名

《五千文序》。瑏瑤 “五千文”实为４９９９字，相传由

系师张鲁以 《河上公章句》为底本删定而成，所

以也称为 “系 师 定 本”。据 道 经 记 载，东 汉 末 年

张鲁在巴蜀地区传道时，曾教以老子五千文。五

千文广 为 流 传，成 为 魏 晋 南 北 朝 以 来 道 士 学 习

《道德经》的主要文本。在仙公系灵宝经中，《老

子道德经五千文》被放到很高的位置，是大乘之

经，是能否成仙的关键。如 《太极真人敷灵宝斋

戒威仪诸经要诀》中太极真人曰：“唯道德五千

文，至尊无上正真之大经也。大无不包，细无不

入，道德之大宗矣。历观夫已得道真人，莫不学

五千文者也。”瑏瑥

敦煌遗书中多有 《道德经序诀》、《五千文》
及 《十戒经》的合抄本瑏瑦。从中可知，隋唐道士

入门后，皆需从师受度 《五千文》及 《十戒经》。
而碑文引用 《道德经序诀》中的文字，恰好是对

敦煌遗 书 中 五 千 文 的 一 种 呼 应，说 明 在 盛 唐 时

期，老子五千文在地处西北的敦煌与地处西南的

巴蜀地区同样广为流传。
王卡教授在 《〈道德经序诀〉考》一 文 中 指

出：老子五千文在唐末受到当时的道门领袖杜光

庭的严 厉 批 评，此 后 此 本 流 行 渐 衰。杜 光 庭 在

《道 德 真 经 广 圣 义》中，顺 着 唐 玄 宗 之 意 指 出：
严君平 《道德经旨归》发挥过多，“伤于蔓衍繁

丰”瑏瑧；而 《河上公章句》分为八十一章，“局于

九九之数，有失大圣无为广大之趣，故云自河公

而或略也”瑏瑨。至于 唐 玄 宗 与 杜 光 庭 批 评 老 子 五

千文的深层原因，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而这是

否成为安岳玄妙观在唐之后的历史上凐默无闻的

决定性因素呢？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

的教派秘密呢？这尚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碑文第三段主要讲开凿玄妙观造像的

原因和始末。碑文中说，在开元年间的一场大战

中道徒左识相被强行征军，后侥幸生还。曾德仁

《四川安岳玄妙观 道 教 摩 崖 造 像》一 文 中，已 经

注意到这场战争可能是唐与吐蕃在剑南道的松州

之战，可惜曾文并未深入研究，就断言史籍记载

不详。瑏瑩 事 实 上 唐 贞 观 十 二 年 （６３８），吐 蕃 以 向

唐王朝请婚遭拒为由，率兵２０余万入侵剑南道

的松州。吐蕃大举来袭，唐王朝紧急向四川诸州

民间征兵参战，碑文中记载的家境殷实的左识相

也被迫参军。初战时松州都督韩威大意轻敌，遭

到惨败，导致原本附属唐王朝的羌酋等少数民族

趁机 发 生 叛 乱，这 也 就 是 碑 文 中 讲 的 “蛮 戎 征

讨”。关于 唐 与 吐 蕃 松 州 之 战，可 详 参 杨 思 奇

《唐与吐蕃松 州 之 战 始 末》一 文瑐瑠。碑 文 中 关 于

“左识相参军”的记 载，是 唐 与 吐 蕃 松 州 之 战 的

珍贵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 《四川安岳玄妙观道教摩崖造

像》一文有两处明显错误需要纠正。第一，文中

说左识相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去世，事实上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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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讲开元十八年去世的是左识相的父亲，左

识相正是在此时为超度父亲而造道像的。第二，
文抄录的碑文中还 是 “李 玄 清”，在 下 面 的 行 文

中又将 “李玄清”换 作 “李 玄 道”，当 然 换 来 换

去还是不对，正确的也许应该是 “李玄靖”，详

细考证见笔者关于碑文的第１６条校订。范祖禹

《唐鉴》卷５曰：“二十九年正月，帝梦玄元皇帝

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
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帝遣使求，得之 于 周 至

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帝画玄

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瑐瑡 为了纪念在楼观台

发生的这件盛事，“当时的宗圣观 ‘观主李玄则、
监斋颜无侍、上座傅承说’聚议，请户部郎中刘

同升撰写了 《大唐圣 祖 玄 元 皇 帝 灵 应 碑》，于 天

宝元年七月十五日立石于楼观。其后又有唐著名

书法家苏灵芝行书 《老君显见碑》”瑐瑢。玄妙观碑

文记载 “当缘法师李 玄 则 往 来 住 此 营 造”，说 明

宗圣观 （今楼观台）的观主李玄则大约是在开元

二十九年 （７４１）左右来玄妙观营造石刻造像的。
《舆地纪胜》“普州碑记”条云：“唐开元观 《老

君显见碑》，开元二十九年，岳郡奉敕 建，大 宋

淳化二年重镌。 《唐紫极宫碑》， 《集古录》云：
乐阐撰，贾 岛 书，乐 彦 融 篆 额。宫 玄 元 皇 帝 祠

也，碑以会昌元年立，在普州。”瑐瑣 宗圣观道士李

玄则是楼观台老君显灵事件的具体谋划实施者之

一，故安岳开元观的 《老君显见碑》极有可能是

李玄则在玄妙观营建石刻时所立。
（四）碑文第四段是结尾部分，主要 是 一 段

赞颂灵章。碑文曰：“朗朗九幽开，太极长生宫，
名入并仙飞。法门渡众生。亿劫自相随，七祖离

苦根，长 歌 升 紫 微。”这 段 话 几 乎 直 接 抄 自 于

《无上秘要》卷２９中 “三十三天赞颂品”之 “太
极濛翳天颂”瑐瑤，唯一不同的是 《太极濛翳天颂》
中是 “法门渡天人”，而 玄 妙 观 碑 文 中 说 是 “法

门渡众生”。笔 者 认 为 这 种 变 化 可 能 是 唐 代 道 教

受到了佛教 “普度众生”的影响，这也说明盛唐

时期道教在发生新的变化，逐渐向救度的普世化

发展。《无上秘要》中的 《太极濛翳天颂》这段

话来自于原 始 系 灵 宝 经 《灵 宝 空 洞 灵 章 经》之

“太极濛翳天帝君道经空洞灵章第八”瑐瑥。
黄箓斋法多为救父母升天、却兵克平、解冤

而行。唐代黄箓斋法盛行，这点我们通过杜光庭

的 《道教灵验记》可知。如 《道教灵验记·唐献

修黄箓斋母得升天验》中：“众生罪业重大，无

过黄箓道场，祈告天地，三日 三 夜，烧 香 散 花，
悬诸旛盖，歌赞礼愿，忏悔拔罪，救渡亡魂，解

除怨怼，最 为 胜 妙 之 法 尔。”瑐瑦 由 碑 文 的 讲 述 可

知，道徒左识相为超度父母亡灵而开凿安岳玄妙

观造像，当是以黄箓斋法为基础。

三、道教造像之再研究

玄妙观造 像 以 道 教 题 材 为 主，兼 有 少 量 佛

教题材造像。自发现 以 来，受 到 学 界 的 广 泛 关

注和 讨 论，侧 重 于 考 古 资 料 发 布 的 如 唐 承 义

《安岳玄妙 观 道 教 摩 崖 造 像》（１９９２）一 文、胡

文和 《中 国 道 教 石 刻 艺 术 史》（２００４）一 书 中

有专门的介绍、曾 仁 德 《四 川 安 岳 玄 妙 观 道 教

摩崖造 像》（２０１４）一 文；侧 重 道 教 历 史 文 化

角度的研究如 王 家 祐、丁 祖 春 《四 川 道 教 摩 崖

石刻造 像》（１９８６）一 文、小 林 正 美 《新 范 式

道教史 的 构 建》（２０１４）一 书。然 而 由 于 史 书

文献的失载，导致 我 们 对 这 些 造 像 的 认 识 人 言

人殊，未能真正确 立 玄 妙 观 唐 代 造 像 在 中 国 道

教史上的文化意 义。在 校 勘 碑 文、重 新 认 识 造

像依据的前提下，笔 者 选 取 以 下 这 些 最 具 代 表

性的道教造像进行讨论。
（一）老君龛

老君龛 （图３）的主尊老君造像是唐代巴蜀

地区最大的老君造像，由于造型精美曾被收入各

种美术史资料中。老君作为龛内主像，趺坐在三

层仰莲台上，莲台的下半部分有一层覆莲台，覆

莲台下较均匀地雕刻有四个龙头。老君面部风化

严重，但依旧可以看出曾经飘逸的神态。老君头

戴莲花冠，颏下刻有唐代老君像特有的山羊式倒

三角形 胡 须，身 着 交 领 宽 袖 大 袍，右 手 执 麈 尾

扇，老君像后有边沿为莲瓣的桃形背光。老君的

左右各有一头戴花冠、两手执笏的侍者，龛内左

右壁雕有身躯略高于侍者的女真。该龛老君像、
侍者像以及女真像的整体风格与同属盛唐时期的

四川丹棱县 龙 鹄 山 第５号 龛 老 君 造 像 龛 基 本 一

致。不同的是玄妙观老君龛左右壁上部分别对称

雕刻有六个护法神，合成十二时神。冯汉骥先生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说十二时神常用在住

宅和墓室 中，主 要 用 来 辟 邪 消 灾。瑐瑧 黄 箓 斋 法 在

道教中被归属于灵宝派斋法，上文笔者已经指出

玄妙观道像的营建者属于灵宝派的信徒，那么玄

妙观的道教造像应该也是基于灵宝派的斋法建立

的。灵宝派的 《太上黄箓斋仪》中需要 “上启太

上无极大道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
等神灵瑐瑨。玄妙观造像不单独造地位更高的原始

天尊和太上道君，而造排在第三位的太上老君，

·２２·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应该是受到唐玄宗崇奉神化老子风气的影响。

图３　老君造像龛

（二）三清龛

玄妙观大岩 石 北 面 左 侧 有 一 龛 三 尊 并 坐 像

（图４），该龛造像 被 胡 文 和 先 生 认 定 为 巴 蜀 地

区 最 早 的 三 清 像瑐瑩。该 龛 造 像 在 “文 革”中 受

到严重破坏，胡 文 和 在 《四 川 道 教 佛 教 石 窟 艺

术》中刊载了该 龛 “文 革”以 前 的 照 片，能 够

让我们一睹该龛 造 像 原 来 的 样 貌。三 尊 俱 头 戴

莲花冠，内 着 交 领 大 衣，外 罩 黄 帔，趺 坐 于 仰

莲台上。中 间 的 天 尊 左 手 上 举，掌 心 向 外，右

手平置于膝上，左 右 两 边 各 有 一 手 执 玉 圭 的 侍

者。其余两个天尊的 手 掌 等 俱 已 破 坏。该 龛 正

壁和左 右 壁 交 接 处 分 别 雕 有 一 呈 站 姿 的 女 真

像。龛门楣雕有化天 尊 像，龛 门 底 部 左 右 各 有

一蹲狮，两狮之间依 次 刻 有 几 小 龛 伎 乐。该 龛

造像显然曾经颇 为 精 致，胡 文 和 与 小 林 正 美 都

认定该龛为三清龛。

图４　三清造像龛

唐初 王 悬 河 编 纂 的 《三 洞 珠 囊》卷７云：
“《老君圣纪》卷十 ‘伪惑品’云：此即玉清境元

始天尊，位在三十五天之上也。又云大 至 尊 真，
《圣纪》云此即上清 境 太 上 道 君，位 在 三 十 四 天

之上也。又云大清境太极宫，即太上老君，位在

三十三天之上也。”瑑瑠 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关于

三清的最早记载。文中的 《老君圣纪》指的是尹

文操的 《太 上 玄 元 皇 帝 圣 纪》。据 《尹 尊 师 碑》
记载：“仪凤四年 （６７９），上在东部……由 是 奉

敕修 《玄 元 皇 帝 圣 纪》一 部，凡 十 卷……”瑑瑡 按

唐高宗是在乾封元 年 （６６６）二 月 将 老 子 加 封 为

“太上玄元皇帝”的，那 么 尹 文 操 的 文 章 也 就 作

于仪凤四年 （６７９）至垂拱四年 （６８８）他去世之

间这段时间，故三清思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形

成的。
上文谈老君龛时已经提到 《太上黄箓斋仪》

所启请的神灵中最主要就是三清道君。距安岳玄

妙观不远仁 寿 县 牛 角 寨 的 盛 唐 天 宝 八 年 （７４９）
道教 造 像 中，也 有 被 该 龛 造 像 碑 记 称 为 “三 宝

龛”的精美三清造像龛。而玄妙观道教造像完成

于天宝七年 （７４８），这不仅证实了胡文和认为玄

妙观三清龛造像是巴蜀地区最早的三清造像，同

时也间接说明玄妙观的三清龛当时可能也被称为

“三宝龛”。
（三）四司龛

在玄妙观 大 岩 石 的 北 面，有 四 天 尊 并 排 站

立的一龛造像 （图５），该龛引起 了 中 外 学 者 广

泛的讨论。 《太 上 黄 箓 斋 仪》记 载 在 黄 箓 斋 中

除了要启请上文 所 述 的 元 始 天 尊 外，还 要 启 请

“上相上宰、四司五帝、三 界 官 属 一 切 尊 灵”瑑瑢。
按照 《上清灵宝大法》卷４５ “斋 法 符 箓 门”的

说法，四 司 是 指 司 命、司 禄、司 功、司 杀 四 位

仙官。瑑瑣 小林正美在谈到四 尊 龛 时 认 为 金 箓 斋 法

中没有 启 请 “四 司”，且 “四 司”只 是 仙 官 不

是天 尊。而 《太 上 黄 箓 斋 仪》中 明 确 启 请 了

“四司”等 尊 灵。小 林 正 美 先 生 的 问 题 在 于 他

一直认 为 玄 妙 观 的 造 像 是 基 于 金 箓 斋 法 建 立

的瑑瑤，故而 他 有 时 不 能 自 圆 其 说，也 常 援 引 黄

箓斋法说明问题。事 实 上 玄 妙 观 的 造 像 是 基 于

灵宝派黄箓斋 法 建 立 的。玄 妙 观 碑 文 中 有 “张

李罗王名天之 尊 也”的 记 载，胡 文 和 先 生 据 此

认为该龛造像 就 是 碑 文 中 讲 的 “张 李 罗 王”四

尊造像瑑瑥。那 么 “张 李 罗 王”究 竟 是 谁？ 胡 文

和与 小 林 正 美 都 没 有 说 明，笔 者 查 考 不 少 文

献，都没有关于 “张 李 罗 王”的 记 载。有 趣 的

是在湘西苗族地 区 的 民 间 道 教 度 亡 科 仪 中 有 张

罗王 和 李 罗 王 的 记 载，并 认 为 “张 罗 王 治 天，
李罗王治地”瑑瑦。更巧合的 是 在 湘 西 苗 族 的 该 科

仪中也有玄妙观 碑 文 中 讲 的 盘 古 开 天 地，所 启

请的 神 灵 主 要 也 是 老 君 等 天 尊。关 于 碑 文 中

“张李 罗 王”的 考 证，以 及 它 与 道 教 “四 司”
之间的关系，需要以 后 再 做 考 察。不 过 按 照 玄

妙观造像是基于 黄 箓 斋 法 建 立 的 背 景，我 们 还

是应该将该龛造像定名为四司龛或四尊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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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四司造像龛

（五）五老龛

四司龛的左侧和三清龛的右侧，有一龛五尊

造像龛 （图６），因风化和 “文革”时期的破坏，
其面部及所着服饰已模糊不清。五尊像作为一个

整体并排站立在莲台上，身高及袍冠与四司龛几

乎完全相同，都属于天尊的打扮。那么这五尊像

的身份是什么呢？上文笔者已经指出，玄妙观的

老君龛、四司龛都属于灵宝派的黄箓斋法，那么

玄妙观的五尊龛造像也应该属于黄箓斋造像的内

容。《黄箓五老斋仪》记载五老是东方青灵始老

九炁天君、南方丹灵真老三炁天君、西方皓灵素

老七炁天君、北方黑灵玄元五炁天君、中央黄灵

皇老一炁天 君。瑑瑧 《黄 箓 五 老 斋 仪》认 为 通 过 举

行该斋可以 “落罪籍于黑编，注生名于丹简。达

初心于清静，悟本性以逍遥。乘彼碧霞，涉诸妙

域。脱死因于九地，证生理于 三 天。鹤 驾 云 车，
入大罗之法会；宝旛绛节，登浪苑之仙阶。亡者

生天，见存获福。上穷圆极，下及方隅。有识无

情，同登 道 岸”瑑瑨。造 像 主 左 识 相 开 凿 五 老 龛，
显然是为了使父母 “落罪籍于黑编，注生名于丹

简”。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该五尊龛属于灵宝派

黄箓斋 法 中 的 五 老，该 龛 也 就 可 以 定 名 为 五

老龛。

图６　五老造像龛

（六）救苦天尊乘九龙龛

安岳玄妙观造像中，另一引起学者们广泛关

注的是所谓的 “救苦天尊乘九龙”造像 （图７）。
该龛造像主尊头部已经破坏，双脚所站的莲台下

有浅浮雕的九条龙。天尊的右边为上身赤裸下身

系短裙的力士，左边为身着两当甲脚踏地鬼的护

法神。按照碑文中左识相曾为父亲造 “救苦天尊

乘九龙”的说法，该龛造像就应该是 “救苦天尊

乘九龙”龛。不过天尊所乘九龙有何寓意，至今

仍是个谜。

图７　救苦天尊乘九龙造像龛

王家祐先生曾推测该九龙是 “巴人鸟身的实

证，是道教起源于 ‘人鸟山’的例证”瑑瑩。东晋时

期的道经 《洞神八帝妙精经》中记载：“人皇君人

面龙身，九 头。太 平 元 年 正 月 三 日 出 治。姓 恺，
名胡桃，字文 生，将 天 地 水 三 官 兵 万 万 九 千 人，
主治一切七世父母、三曾五祖、三鬼五神、内外

男女伤死 客 亡、堕 水 产 乳、恶 禽 猛 兽 才 石 所 杀、
刑狱刀兵之鬼、为人作精祟者。”瑒瑠 该道经中的人

皇九头龙身，事实上也就是九龙的形象。法国道

教学者穆瑞明认为 “救苦天尊乘九龙”中的九龙

形象可能和 《洞神八帝妙精经》中人皇九头龙身

的形象有关。瑒瑡 相比王家祐先生的猜测，穆瑞明的

推断似乎更有道理。因为 《洞神八帝妙精经》中

的这段经文也是用来超度 “一切七世父母、三曾

五祖”的，而玄妙观的造像也是左识相为超度亡

父母而营造的，碑文中祈求 “七祖离苦根，长歌

升紫微”，与 《洞神八帝妙精经》中的这段说法非

常类似。李远国 《论道教的 “太乙救苦天尊”信

仰》一文认为，安岳玄妙观的救苦天尊是现存的中

国最早的 “太乙救苦天尊”造像。瑒瑢

那么玄妙观为何要雕刻救苦天尊呢？杜光庭

编 《太上黄箓斋仪》卷３７记载，在灵宝派黄箓

斋所启请的主要神灵有 “虚无自然元始天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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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道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无上玄老、十方寻声

救苦天尊”瑒瑣 等。《太上黄箓斋仪》认为，黄箓斋

中启请十方寻声救苦天尊具有拔苦度亡的功能。
杜光庭 《道教灵验 记》中 “张 仁 表 太 一 天 尊 验”
认为太一天尊具有将死人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功

能。瑒瑤唐代太 一 天 尊 和 救 苦 天 尊 指 同 一 神 格，即

太一救苦天尊。玄妙观碑文中左识相在父母死后

营造救苦天尊道像，举办黄箓斋法，可能是希望

将父母从苦难的地狱中超度出来。

四、结　语

安岳玄妙观道教造像是盛唐时期国家崇道活

动的历史遗迹，是历史留给我们民族的珍贵文化

遗产，因而解密玄妙观造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如四川仁寿县牛角寨盛唐道教造像一样，玄妙观

的造像也不见于任何古代典籍记载，我们只能依

靠解读 《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这个

唯一的文献来解秘玄妙观造像。虽然碑文写的混

乱含糊，但却透露出许多重大信息。开元年间唐

与吐蕃在剑南道的松州开战，安岳郡人左识相被

强行征军，并在 “百命殂亡，血边丘流”的残酷

战争中侥幸生还回乡。在唐玄宗痴狂崇道神化老

君的历史背景下，左识相在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至

天宝七年 （７４８）为超度亡父母举办了灵宝派的黄

箓斋法，并在著名道士李玄则的指导下依据黄箓

斋开凿营建了壮观精美的道像。玄妙观的道像在

盛唐政治、战争、信仰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

成，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玄妙观盛唐

时期的三清造像、四尊造像、五老造像，以及救

苦天尊乘九龙造像都是该类型造像中最早的，这

为研究中国道教艺术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玄妙

观的造像不仅是盛唐时期巴蜀地区道教信仰的生

动标本，更是研究盛唐历史政治的重要文物资料。
（责任编辑：心愚）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巴蜀道教历

史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ＣＺＪ０１３）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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