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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轨作为王远知的高足 ， 熟悉中 古道教史 的人对其并不算陌

生 。 但王轨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为晚出
“

茅山 ／ 上清宗师
”

谱系所

掩盖 ， 以至当下谈及王远知 门下 时常 以潘师正 、 司 马承祯为
“

正

宗
”

， 王轨的地位和影响力 则被低估 。

１

尽管
一

些论著 己对王轨

作 出简要讨论 ，

２

但这些成果 既未获得全面继承 ， 更罕见有意义

的推进 。 事实上 ， 有关王轨的记载 ， 虽有 《仙鉴 》 《茅 山志 》 等

可资参考 ，

３

但最值得信赖者其实是他的墓碑 。 围绕这方墓碑 ，

可对王轨道迹进行更可靠的考察 。

＃
１

《王洪范碑》 基本信息解析

王轨碑全称 《桐柏真人茅山 华阳观王先生碑文并序 》 （王轨

字洪范 ， 后简称 《王洪范碑 》 ） ， 《宝刻丛编 》 （ 卷 １ ５ ） 、 《宝

刻类编 》 （ 卷 ２ ） 等宋元 以 降金石著作屡有著录 ， 又有陈垣录文

可资参考 。

４

陈垣引 《重修玉晨观记 》 ， 接受此碑毁于嘉靖三年 （ １ ５２４ ）

的说法 。 虽碑石无存 ， 但 《王洪范碑 》 因书法卓越而有宋拓传世 。

５

据陈垣测量 ， 此碑
“

拓本高五尺二寸 ， 广二尺八存 ， 三十八行 ，

行六十九字 ， 正书
”６

。 碑文开头给出撰文 、 书丹者姓名 ：

散朝 大 夫行江宁县令于敬之撰

琅耶王玄 宗 书

此二人均为彼时重要人物 。 先来看撰文者江宁县令于敬之 。 唐

代江宁县屡次改名 ， 但在贞观九年到至德二年间 （ ６ ３５
？

７５ ７ ） 长期

保持江宁之名 。

７

郁贤皓依 《元和姓纂 》 及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考于敬之出身洛阳于 氏家族 ，

“

乃隋右翊卫大将军仲文侄孙 。 相州

刺史敏直从兄弟
”

， 可能于高宗时担任复州刺史
一

职 。

８

撰写 《王

洪范碑 》 时 ， 于敬之所任官职为江宁县令 。 沈文凡 、 孟祥娟在对唐

代河南于 氏文人的考察中称
“

又据其所撰王轨碑 ， 应生活在玄宗 、

肃宗朝
”

， 否定郁贤皓的观点 。

９

然从 《王洪范碑 》 中无论如何看

不 出于敬之为玄宗 、 肃宗时人的蛛丝马迹 ， 沈 、 孟恐误读碑石 。 事

实上 ， 从 《王洪范碑 》 内容可知此碑写于王轨逝世后不久 ：

谨命终 南 山万福观道士鞠元敬祁 召 先生□□口□□辰 ，
先生霞

装奄俶 。 鞠法师痛征音之永隔 ，
收蕤松涧 ； 弟子祁行则 、 丁玄亮等 ，

悲陟 岵之长往 ， 采绚芝岩 ，
共勒丰碑 ， 同甄盛烈 。

这段文字既言明立碑缘起 ， 又给出 王轨晚年信息 ， 对确 定此

碑撰成时间和补充王轨生平记述均非常重要 。 历代帝王常征 召 宗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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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领袖入宫讲学 ， 宗奉老君为

圣祖的唐代皇帝更不例外 。 鞠

元敬奉命征召王轨 ， 但抵达茅

山 时王轨 已辞世 。 于 是与王轨

弟 子 祁 行 则 、 丁 玄 亮 等制 作

墓 碑 以 为 纪念 。 根 据 碑文所

述 ， 王轨卒于乾封二年 （ ６６ ７ ）

十
一

月 八 日 。 鞠元敬奉命征 召

当在此前不久 ， 获悉噩耗和为

之立碑也当在同
一

背景之下 。

因此 ， 当可 确 定此碑撰写和建

造均在乾封二三年间 。 如 是 ，

则撰碑人于敬之也只 能活跃于

商宗统治 則后 ， 而不太可能在

５０ 年后玄宗时期依 旧担任地方

官职 ， 更不可能是近百年后肃

宗朝人物 。 《金石录》 等材料

著录 《唐 襄州孔子庙 堂碑 》 ，

题为垂拱元年 ， 亦为
“

于敬之

撰
”

。

１
（
１

二者 当为
一

人 ， 可知

于敬之至少在武后统治初年依

旧 在世 ， 且可能任职襄州 ， 并

拥有
一

定文采 。 不 难推测 ， 于

敬之拥有地方长官和优秀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 故鞠元敬等方会请

其为王轨创作碑文 。

书丹者王玄 宗是著名道家人物 。 王玄宗是王绍宗 （ 字承烈 ）

的 兄长 ， 《新唐书 》 称他们是
“

梁左 民尚书铨 曾孙 ， 系本琅邪 ，

徙江都
”

。

１ １

王绍宗少年家贫 ， 但颇嗜书法 ， 曾在僧坊为人写书维

生 。 后通达 ， 累进秘书少监等职 。 据信其书法造诣颇高 ， 可与虞

世南比肩 。 兄长王玄宗 ，

“

隐居嵩山 ， 号太和先生 ， 传黄老术
”

。

１２

《新唐书 》 的记载过于简略 ， 幸有 《大唐 中岳隐居太和 先生琅耶

王征君临 终 口 授铭并序 》 （ 后 简称 《 口授铭 》 ） 可补其阙 。 《 口

授铭 》 刻石登封老君洞南 ， 系王玄宗临终 口授遗言 ， 王绍宗手书

记录 ， 后者还为之作 《序 》 。 由于王绍宗书法精湛 ， 故此碑作为

唐代书法精品获得重视 ， 见诸多种金石著作 ， 陈垣录文可资参考 。

１３

王绍宗在 《序 》 中称 ， 垂拱二年 （ ６８ ６ ） 四月 四 日 ， 六兄王玄宗
“

见

疾太渐
” “

侨居惠和里之官舍
”

。 某 日 ， 王玄宗向七弟王绍宗交

托丧葬安排 ， 希望 自 然无为 、

一

切从简 。 彼时
“

沛国桓先生道彦 ，

亦在吾兄之侧
”

。 桓道彦听 闻王玄宗意见后 ， 感慨
“

真率之理 ，

道流所尚
”

。 其后 ，

“

升真潘先生 门徒 ， 同族名 大通 ， 越中岳而

来 ， 自远 问疾
”

。 此处所谓
“

升真潘先生
”

当指潘师正 。 潘师正

号
“

体玄
”

，

“

升真
”

是其师王远知 的谥号 。 《授堂金石跋 》 认

为
“

此称升真 ， 蒙其师王远知号也
”

，

１ ４

暂从其说 。 所谓
“

同族
”

，

当指大通与王玄宗 、 绍宗同族 。 王大通得知王玄宗 自 主安排葬事

后 ， 请求归神嵩 山 中顶石室 。 潘师正生前修道嵩 山 ， 王大通称
“

曩

者升真临终
一

令宅彼
”

， 如 能葬身其中 ， 亦可与羽化不久的潘师



正接续友谊 。 王玄宗允可 ， 要求随意选以青石 ， 刊刻碑铭 。 接着 ，

亲友根据王玄宗举止 ，

“

强号 曰
‘

太和 先生
’”

。 王玄宗继而 自

述铭文 ， 王绍宗依 兄 口授恭录之 。 王玄宗 自 称字承真 ，

“

本琅耶

临沂人 ， 晋丞相文献公十代孙 。 陈亡过江 ， 先居冯翊 ， 中徙江都
”

。

王玄宗称 自 己 ５５ 岁命终 ， 望后人将之葬在嵩 山
“

中顶旧居之石室
”

，

认为伊洛之间乃
“

吾祖上宾之地
”

， 得葬于此 ，

“

几不忘本也
”

。

根据 《 口 授铭 》 可知 ， 《王洪范碑 》 中所谓
“

琅耶王 玄宗
”

其实

是王玄宗对 自 家郡望的追溯 ， 他本人 出生和早年生活 的地方实际

在江都 （扬州 ） 。 《 口授铭 》 的
“

沛国桓先生道彦
”

也非
一

般人物 。

泰 山唐代 《岱岳观碑 》 中的
一

段文字记载 ， 圣历元年大弘道观观

主桓道彦等 ，

１５

奉敕在东岳设金箓斋河图大醮 ，

“

七 日行道 ， 两度

投龙 ， 遂感庆云三见 。 用 斋醮物 ， 奉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敬造等

身老君像
一

■

躯并＿？真人夹侍
”１ ６

。 不难发现 ， 以王玄宗为中心 ， 串

联起琅耶王 氏 、 嵩 山潘师正教团 、 东都弘道观等多个重要群体 ，

反映出 嵩洛道教 内部交流的重要面相 。 然而 ， 这样
一

位活跃于洛

阳地区 的道家人物 ， 为何会成为 《王洪范碑 》 书者 ？ 由于王玄宗

相 关记载不充分 ， 《王洪范碑 》 也 未给出相应信息 ， 这
一

问题不

易 回答 。 但与王玄宗交好的潘师正是王轨同 门 ， 因此吉川忠夫所

谓潘师正有可能在书碑
一

事上发挥中 介作用 的看法 ， 便有其合理

之处 。

１ ７

最后 ， 目 前所见 《王洪范碑 》 拓片和录文均为碑 阳 ， 但碑 阴

实际续刻其他内容 。 《宝刻丛编 》 记载 ， 《唐华阳观主王轨碑 》

“

后

有总章二年 ， 弟子李义廉题名 《集古录 目 》

”

。

１ ８

《宝刻类编 》 给

出类似记载 。

１ ９

碑石焚毁前编

修的 （ 至大 ） 《金 陵新志 》 也

给出 相应记载 ， 称 ：

“

《 桐柏

王法师碑 》
……李 义廉奉敕使

还篆六字碑额 。

”２（５

这些记载

过于简短 ， 但最可能的解读是 ：

李义廉此次是奉高宗敕命 ， 返

回 茅山 ， 开展对王轨 的纪念活

动 ， 其间为王轨碑增补六字篆

额 。 换言之 ，

“

李义廉奉敕使

还
”

很可能是指王轨死后李义

廉 （ 随鞠元敬
一

同 ？
） 赴京城

向 高宗奏报消 息 ， 而后高宗令

其返茅 山致以哀荣 。

从以上考察可 以发现 ， 王

轨羽化引起朝廷和道教内部的重

视 。 朝廷方面 ， 不论是江宁地方

还是李唐中央都对之表示哀悼 ；

道教内部除王轨门下和奉敕前来

的＿元敬积极安排葬事 ， 王轨同

门潘师正和嵩洛地区 的著名道教

人士也参与其间 ， 由此可略窥王

轨在当时道教 内外 的重要影响

力 。 唐尚宗 、 使者翰兀敬 、 撰石卑

人县令于敬之 、 书丹者王玄宗 、

同 门潘师正以及 门下弟子等参与

立碑纪念的各类人士 ， 构成以王

轨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 。

＜＾
以 《王洪范碑》 为中心

％＊

＾
展开的兹姓命腿＃

《王洪范碑 》 较详细地记

载了 王轨的传奇
一

生 。 碑文称

王轨 ，

“

字洪范 ，

一

字道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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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 耶 临 沂人
”

， 卒于乾 封二

年 ， 春秋八十八岁 ， 则其约生

于陈太建十二年 （ ５ ８ ０ ） 。 碑

文称王轨 自 曾祖 以 降 ， 历朝任

官 。 （见表 １ ）

琅 耶王 氏 是 中 古著 名 世

家 ， 王导 、 王羲之等均出 自这

一

家族 。 然而 ， 这里有关王轨

世系的记载却 并不属实 ， 这
一

点详纠王筠和王铦关系便可知

晓 。 王筠 《 梁书 》 有传 ， 称其

为琅耶 临沂人 ， 祖父王僧虔 。

王筠颇有文才 ， 曾奉敕为昭 明

太子撰写哀册。 大同五年 （ ５３９ ）

任 太府 卿 ， 六 年 （ ５４０ ） 迁度

支 尚书所述与 《王洪范碑》 所

述相符 。 太清三年 （ ５４９ ） ， 贼

夜攻其家 ， 王筠坠井而亡 ， 年

六十九 。

２ １

王铦 ， 正史无传 ，

但 《王洪范碑 》 有关他仕途的

记述却 与王冲极其吻合 。 《 陈

书 ？ 王冲传 》 记载 ， 王冲字长

深 ，
琅耶临沂人 ， 祖王僧衍 。

王冲为梁武帝偏爱 ， 年十八即

出仕 ，

“

累迁太子洗马 、 中舍人 。

出 为招远将军
”

。 梁敬帝绍泰

中 ，

“

累迁左 光禄大夫 、 上述

右仆射
……寻复领丹阳 尹 、 南

徐州大中正 ， 给扶
”

。 梁陈禅代后 ，

“

解尹 ， 以本官领左光禄大夫 。

未拜 ， 改领太子少傅 。 文帝嗣位 ， 解少傅 ， 加特进 、 左光禄大夫
”

。

光大元年薨 ， 年七十六岁 。

２ ２

不见经传的王铦与彪炳史册的王冲在

时代和仕途上的吻合 ， 不能视为巧合 ， 更可能的解释是王冲就是

王铦的原型 ， 《王洪范碑 》 中王铦的荣耀经历是有意 的张冠李戴 。

由 于王铦并无传记传世 ， 其与王筠是否有父子关系很难确定 ， 但

原型王冲显然不是王筠之子
——王筠生于 ４ ８２ 年 ， 王冲生于 ４９２ 年 ，

二人只差 １０ 岁 。 王轨父亲王瑜 ， 亦不见诸他处 ， 但
一

者王瑜时代

较近 ，
二者碑文所述王瑜官职不高 ， 或有

一

定可信度 。

《王洪范碑 》 记载 ， 王轨
“

年甫八岁 ， 早丧所天
” “

属陈运告终 ，

人身靡托
”

， 乱世之下 ， 王轨
“

萍流不定 ， 蓬转无依
”

。 依王轨生

卒年计算 ， 其 ８ 岁时正是陈后主祯明元年 （ ５８ ７ ） ， 次年杨广帅军来攻 ，

来年陈朝覆灭 。 值陈朝没落之际而丧父 ， 幼年王轨陷入困境 。 碑文

记载 ， 时幸有故人相帮 ， 王轨被
“

携养寄诸包氏 ，

一经憇庑 ， 五载

方离
”

。 有关此包姓家庭 目前几无所知 ， 但王轨弟子中 的
一

支却引

人注意 。 《王洪范碑》 给出王轨门下杰出弟子中有包方广 ， 此人还

见于陆长源所撰之 《景昭大法师碑》 。 碑文称韦景昭
“

初法师事大

法师包士荣 ， 荣师事崇玄观道士包法整 ， 整师事上士包方广 ， 广师

事华阳观道士王轨 ， 轨师事升玄先生王远知 ， 远知师事华阳隐居陶

弘景
”２３

。 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王轨门 下这个包 氏道士群体与收

养王轨的包氏存在关系 ， 但二者同宗亦不无可能 。

《王洪范碑 》 称少年王轨对道教萌发兴趣 ， 继而拜师王远知 ，

人生轨迹出现转折 。 王远知是隋唐之际影响力最大的道教人物 。

２４

寄养包家 ５ 年后 ， 王轨投入王远知 门下 。 《王洪范碑 》 对王轨拜

师的记载时间逻辑有些缠杂 。 碑文指 出 ， 王远知是
“ 一

代伟人
”

，

王轨
“

卜居茅谷 ， 为香瓶弟子
一

十六年
”

， 长伴王远知左右 ， 接

受道学熏陶 。 接着 ，

“

先生 （ 王轨 ） 爰及冠年 ， 虔受经法
”

。 事

实上 ， 所谓充当
“

香瓶弟子
”

１ ６ 年 ， 正是从冠年 （ ２ ０ 岁 ） 开始计

曾祖 王筠 梁 散骑常侍 、 太府卿 、 度支尚书

王铦

梁 简文太子洗马 、 招远将军
乂

陈 大中正 ， 光禄大夫

父 王瑜 陈 著作佐郎 、 鄱阳 国常侍

表 １

４８

２０２０ ／２



算的 。 根据 《王洪范碑 》 后文可知 ， 大业十
一

年 （ ６ １ ５ ） ， 王轨被

炀帝指派任务 ， 从此长期离开王远知 。 王轨 ２０ 岁 时正是公元 ６ ００

年 ， 至大业＾
＾
一

年恰 １６ 年 。 从前述他寄养包家 ５ 年的情况上推 ，

可知他在 １５ 岁 时获包 氏救济 ， 则王轨 ８ 岁丧父后 曾在 自 己家中生

活 ７年 。 江旻所撰 《唐国师升真先生王真人立观碑 》 （ 后简称 《王

法主碑》 ） 称 ， 王远知在开皇十二年 （ ５ ９２ ） 时 ， 受当时还是晋王

的杨广征召 ， 勉强 出 山 ， 后请还 ， 杨广
“

遣使将送
”

于人迹罕至

之山间修行 。 开皇十三年 （ ５９ ３ ） ， 据信王远知得天人劝说 ， 大开

法席 ，

“

山 人著录三千许人 ， 并立精舍 ， 实为壮丽
”２５

。 王轨拜师

王远知 正是此后不久的事情 。 《王法主碑 》 记载 ， 王远知为
“

琅

耶临沂人也
”

。 近年发现的王远知后辈墓志同样 自称 出 自 琅耶王

氏 ， 雷 闻对之进行考察 ， 认为二者所述与 《王法主碑 》 记载吻合 ，

认为王远知
“

家族源出琅耶王 氏未必是江旻的伪托
”２６

。 《王洪范

碑 》中王轨三代祖先的记述有可能源 自王轨本人生前 自 述 。倘如此 ，

则不论王轨是否真的 出 自 琅耶王 氏 ， 他本人都 自 持琅耶王 氏的 身

份认同 。 陈隋递代造成的社会混乱 ， 或许为伪托氏族提供某种方便 。

同属琅耶王 氏的 身份 ， 可能对王轨成为王远知亲密 弟子起到
一些

帮助 。 《王洪范碑 》记载 ，王轨
“

初在法主座下听 《老子 》《西升 》《灵宝 》

《南华真人论 》 ， 退席之迹 ， 即为人讲说 ， 五行俱览 ，

一

字无遗
”

。

王远知感慨：

“

吾道东矣 ，
何独康成 ！

”

王远知此语使用 了郑 玄 （字

康成 ） 的典故 。

２７

《王洪范碑 》 接着记载 ， 王远知受隋朝皇帝征召 ， 王轨
“

从

游京洛
”

。 对比 《王法主碑 》 的记载可知 ， 王远知至少两次受杨

广征召 ，

２８

此征召 当系大业七年 （６ １ １ ） 的那
一

次 。 《王法主碑 》

和 《王洪范碑 》 分别记载相关情况 ， 可互相补充 ：

大 业七年 ，
炀 帝遣散骑 员 外 郎崔凤赍敕书 迎请

，
鉴于涿郡之

临 朔 宫 。
……六军返幡

，
扈 驾洛 阳

，
奉敕于 中岳修斋仪。 （ 《王

法主碑 》 ）

王法主追赴 东都 。 先

生此辰
，

从游京洛 。



当 时

奉敕玉 清玄坛行道……随后 主

簿伐玄兔 ， 先生扈从黄龙
， 车

驾 凯旋
，
陪还洛邑 。 大业十一

年 ， 有诏特委先生于河南 廿四

郡博访缁 素 、 有道术异能 、 杂

技德行 、 讲说灼 然 、 堪供养者 ，

及精通兵法之徒
，
并具状追送

驾所 。 （ 《王 洪范碑 》 ）

大业七年至十年 ， 正值场

帝三征高句丽 ， 王轨与师傅
一

同见证这
一

事件 。 《王洪范碑 》

的记载在 时间线索上依 旧有些

混乱 。 玉清玄坛 （或者玉清观 ）

是王远 知 长期 居 住 的
一

所 道

观 ， 雷 闻指 出 ， 茅 山太平观虽

为王远知所建 ， 但王远知去世

时太平观刚刚动工 。 在更早的

诏令中 ， 王远知
一

直被冠 以
“

玉

清观道士
”

之名 。

２９

有关玉清

玄坛建于何时何地 ， 分别有两

种说法 。 （ 见表 ２ ）

相 对 严谨 的 史 料均 将 玉

清玄坛 的地址放在东都洛阳 ，

且将建造时间放在大业七年之

时间 地点ｊ

１
． 炀 帝 继 位 ， 崔

凤 为 使 ，

双 方 临

朔 宫相会后 。

《真 系 》 （ 见 《云笈七 签》 卷 ５ ）

《旧 唐书 》 卷 １ ９２

《太平御览 》 卷 ７２６

１ ． 东 都
《 旧唐书 》 １ ９２

《太平御览 》 卷 ７２ ６

《历 世真仙体道通 鉴》 卷 ６４

２ ． 江都
《谭斌录》 （ 见 《太平广记》 卷 ２２ ）

２ ． 晋王镇扬州 时 《谭賦录》 （见 《太平广记》 卷 ２２）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 卷 ６４

表 ２

４９

ｌｉ ｔｔ
ｐ

：／／
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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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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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潜在意义 即 ， 玉清玄 坛是

为安置王远知
一

行而建 ， 只 有

当王远知 定居洛 阳时才有建造

必要 。 如此 ， 则王轨不可能先

“

奉敕在玉清玄坛行道
”

， 再
“

扈

从黄龙
”

； 而只 能是如 《 王法

主碑 》 记载 ， 先赴涿郡与 炀帝

相会 ，

３°

而后返回 洛阳入住玉清

观。 鉴于 《王洪范碑 》 前文也

存在时间线索混淆的情况 ， 而

《王法主碑 》 撰刻时王轨仍然

在世并参与此碑营造 ， 故当 以

《王法主碑 》 为准来清理时 间

线索 。

“

返还洛阳
”

和
“

玉清

行道
”

的顺序 己可确 定 ， 但王

远知和王轨到底何时返回洛阳

呢 ？ 吉川忠夫和雷 闻认为第
一

次征辽失败后 ， 炀帝于大业八

年 （ ６ １２ ） 七月班师 ， 九月抵达

洛阳 ， 此时王远知等
一

同归来 ，

从此流寓东都 ２０ 余年 。

３ １

但似

乎并没有材料支持或否定这
一

说法 。 然而无论如何 ， 最晚大

业十年 （ ６ １ ４ ） ，
二人也己 能够

“

奉敕在玉清玄坛行道
”

。

根据上 引 《 王洪范碑 》 文

字可知 ， 高丽战争结束后不久 ，

王轨 被委 任外 出 河南 二十 四

郡 ， 寻访异人 。 王轨
“

以兹衔

名 ， 言 归 旧庐
”

， 期 间隋末混

战爆发 ， 以致
“

关河路绝 ， 因

即避乱名 山 ， 遂历天台 、 赤城 、

四 明 、 桐柏 、 金庭 、 蔡険 、 缙云 、

若邪
” “

日 月 居诸 ， 复淹十载 ，

而黔黎涂炭 ， 县命有归
”

。 避难天台的 １ ０ 年里 ， 王轨与王远知失

去联系 。 彼时王远知脱离杨隋集团 ， 投身李唐政权 ， 在李唐创业

战争 中辅佐李世民等人 ， 为后者树立道教信仰上的统治合法性 ，

从而在道教与李 氏家族之间建起桥梁 。 据 《王洪范碑 》 记载 ， 随

着李唐政权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江南社会逐渐稳定 ， 王轨
“

背天 台 ，

还地肺 ， 入轩辕而法驾 ， 游郏郿而谒真人
”

。地肺 自然是指茅山 ，

“

轩

辕
”

据信活跃于河南
一

带 ，

“

郏鄢
”

是洛阳的古地名 。 这段文字

显示 ， 王轨离开天 台后首先 回到茅山 ， 继而转赴洛阳拜见王远知 ，

师徒二人终于 团 聚 。 在洛阳与 师傅相会后 ， 王轨被委以重建许陶

旧观的任务 ， 率先返回茅山 。 《王洪范碑》 对此事记载较为详细 ：

于时法主上承恩梓泽 ， 未果言之柳汧 ，
故遣法师先还 ，

修葺

许陶遗址 。 此观梁武 皇帝于许真人旧 宅 为 陶 隐居建立 ， 号曰 朱 阳 。

皇 明启 运 ，
更 以华 阳 为 目 。

…… 而 旧基夷漫
，
余迹沦芜 ，

先生 更

剪棘开场
，
肇兹崇构 。 敬造正殿三间

， 两庑并及讲堂 、 坛靖 、 房宇 、

门 廊又于殿 内 奉造元始天尊像
一躯 ，

光跃丈八 。左右真人夹侍 ，

神仪肃穆 ，
法相希微 。

据 引文所述 ， 新修华阳观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 其与上清派传

统权威人物相联系 ， 对此道观的继承在
一

定程度上象征着对传统

的 自觉归 附 。 吉川忠夫对王轨建华阳观的 问题有所涉及 ， 认为 《王

洪范碑 》 中记载的奉造元始天尊和左右真人 ， 就是江旻所撰 《王

法主碑 》 里的
“

又于 内殿奉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
一

躯 ，
二真

夹侍
” ３２

。 但这里可能存在误会 ， 《王法主碑 》 所记载的三尊神像

建于太平观中 ， 王轨所建神像则是在华阳观里 ，
二者并不相 同 。

王轨所造之像仅称
“

奉为
”

， 造像原 因不详 。 但文德皇后卒后 ，

朝廷令茅 山太平和华阳等观均造天尊 、 真人像为皇后追福 ， 也很

有可能 。 换言之 ， 尽管是两处造像 ， 但却可能拥有同样 的造立背景 。

与前半生犹如转蓬相 比 ， 王轨中年开始过上稳定安宁 的生活 。

《王洪范碑 》 记载其晚年的
一

些活动 ：

法师住于名 山福地 ，
感遇真经

，

晚居华 阳
，
又摸写上清尊法 、

洞 玄洞神符图秘宝 ， 并竭钟卫之楷模 ， 尽斑倕之剞劂 ，
缄封静室

，

永镇山 门 。 先生 自 幼及长 ，
恒味松术。 平生 斋讲传授 ，

所有信施 ，

并入功德 ，

赒救贫无 。

碑文盛赞王轨的书法造诣 ， 其手书大量道经
“

永镇山 门
”

，

使华阳观拥有
一

批固 定经宝 。 修炼方面 ， 碑铭称王轨善服术等 ，

５０

２０２０ ／
２



王家葵认为这是王远知师 门中
一

向坚持的修道方式 。

３ ３

以斋讲所得

法信施舍来救度贫困 ， 显示 出王轨慈善济人的
一

面 。 接着 ， 时间

来到乾封二年 。 Ｈ 月
一

日 朝礼之后 ， 王轨对弟子称前夜梦见三

位仙人来召 ，

“

告云华阳天宫 ， 素 已品藻 ， 用师为神仙万人主者 ，

兼知领校省官
”

。 王轨称 ， 此前避难桐柏 山就 曾有此梦 ， 今次势

在必行 。 于是向弟子交托各类事务 。 八 日香汤沐浴 ， 九 日从容而化 ，

春秋八十八岁 。 十七 日 ， 葬于陶 弘景墓旁 。 或许正是因为与桐柏

山有此因缘 ， 王轨才被会冠 以
“

桐 柏真人
”

的名号 。 大约就在此

时 ， 开篇提及终南 山万福观道士鞠元敬奉诏至茅 山征王轨入京 ，

但终于缘吝
一

面 ， 只 得与祁行则 、 丁玄亮等人
一

同主持立碑事宜 。

《王洪范碑 》 序文最后 ， 称王轨弟子千余 ， 其 中戴慧恭 、 包方广 、

吴德伟 、 王元晔最为杰 出 ， 同样参与立碑 。 两年后 ， 李义廉等奉

高宗敕令展开又
一

轮纪念活动 ， 为 《王洪范碑 》 补撰六字碑额 ，

并刻名碑阴 。

矧 小 结
｜

終

以上考察 了 《王洪范碑 》 和王轨的生平 ， 通过对碑石情况和

碑文记述的双重考索 ， 王轨的大致情况 目 前 己较为清晰 。 有关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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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茅山 道教的研究历来重视王

远知 的历 史作用 。 就影响层面

而言 ， 王远知与朝廷之间 的密

切互动当然是茅 山 道教能够走

向兴盛的重要原 因 。 但王远知

本人直 到去 世 当年 方返 回 茅

山 ， 茅山 道观的重建工作实际

是 由王轨等弟子操刀 ， 这些人

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 。

将王轨放入恰当的历史和

社会环境 中进行理解后 ， 对其

生平的考索便不止步于考证本

身 ， 而是能够从他身上发现大

变迀时代里
一

位道士 的现实人

生 。 王轨少年逢乱世 、 丧父而

生活不幸 ， 投师王远知 使王轨

步入社会上层圈子 ， 但当混战

爆发时王轨却选择避难天台 １ ０

年之久 。 唯 李唐鼎 革后 ， 方回

归茅 山 ， 重获安 宁 ， 继而发挥

自 我价值 ， 在临终前获得皇帝

征召 的殊荣 。 与师父王远知
一

向 尚调的人生不 同 ， 王轨的经

历充满起伏 ， 他本人似乎也更

倾 向 以 自 然无为的态度来面对

特殊的政治 和社会环境 。 在家

国 巨变的时代里 ， 像王远知这

样积极地与不同政权建立联系

的道士毕竟不是多 数 ， 诸如王

轨的
“

有道则 显 ， 无道 则隐
”

或许更有代表性 。

（Ｄ

（作者单位 为上海社会科学 院

哲 学研 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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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有关唐代 茅 山道教 的研 究数 以 百计 ，

但王轨 的作 用往往遭 到忽视 。
这一问题 与 王轨没有进入 《茅山 志 》的

“

茅 山 宗 师
”

谱 系 存在一 定关联
，

但唐代的
“

上清道
”

教 团 身份和传承谱 系
，
实 际是 司 马承祯 、 李含光时代才 开始出现的社会认识 。

有 关唐代茅 山道教的 大致情况 ， 除
一般道教史著作外 ，

可参考 Ｅｄｗａ ｒ ｄＨ ．Ｓｃ ｈ ａｆ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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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茅 山道论

略》 ，
《河 南科技 大学 学报》 ２０ ０８ 年 第 ６ 期

，
第 ３ １

？

３４ 页 。

２ ． 卿希泰主编 ： 《 中 国道教史》 ，
成都 ：

四 川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６年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２５

？

１ ２ ６ 页
；
吉 川 忠夫 ：

《王远知传 》 ，

《 东 方学报》 １ ９ ９０ 年 第 ６２ 号 ，
第 ８４

？

８６ 页 。

３ ． 刘 大彬 编
，

江永年增 补
，

王 岗 点校 ： 《茅山志 》 ，

上海 ：
上海古 籍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年
，

卷 ９
，

第 １ ５ ５ 页 。 赵道一 ：

《
历

世真仙体道通鉴 》
，

卷 ２５ ，
见 《道藏》 ，

北京 、 上海 、 天津 ： 文物出版社
，

上海书店
，

天津古籍 出版社
，

１ ９８ ８ 年
，
第

５ 册
，
第 ２４５ 页 。

４ ． ６． 陈垣编幕
，
陈智超 、 曾庆瑛校补 ： 《道家金石略》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 ８８ 年
，
第 ５ ８

？
６０ 、 ５８ 页 。 本文所 引 《

王

洪 范碑》 文字均于此 ， 唯标 点时有修订 ，
后 不 出注 。

５ ． 《王轨碑》 被视为唐 代小楷 经典
，
为历 代书 家所重

，
得 以碑帖形式保存至今 。

碑帖例 见 《唐 王洪范碑 》 ，

上 海 ：

上海书 画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０ 年 。

７ ． 李吉 甫撰
，

贺次君点校 ： 《 元和郡县图 志》 ，

北京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８３ 年
，

卷 ２５
，
第 ５ ９４ 页 。

８ ． 郁 贤皓 ： 《唐刺史考全编 》 ，
合肥 ： 安徽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００ 年

，
卷 １ ９４

，
第 ２ ６５０ 页 。

９ ． 沈文凡 、 盂祥娟 ： 《唐代河南 于氏家族文学緝考 》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２ 期 ，
第 ７９

？

８０ 页 。

１ ０ ． 赵 明诚 ： 《 宋本金石录 》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９ １ 年
，

卷 ４
，
第 ９３ 页 。 又 见 《宝 刻 丛编 》 卷 ３ 、 《六艺之

一录》

卷 ２５ 等 。

１ １ ． １ ２ ． 欧阳 修、 宋 祁 ： 《新唐 书 》 ，
北 京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７５ 年
，
卷 １ ９ ９ ， 第 ５６ ８８ 页 。

１ ３ ． 陈垣 ： 《道家金石 略》
，
第 ７１

？
７２ 页 。 本文所 引 《

口 授铭并序 》
文字均 出 于此

，

后 不 出注 。

１ ４ ． 见 王昶 ： 《金石萃编 》
，

卷 ６０
，
收 《石 刻史料新编 》 第 １ 辑

，
台北 ： 新文丰 出版社

，

１ ９ ７７ 年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０２ ７ 页 。

１ ５ ． 桓道彦 此时应是刚任弘道观观主 。 据 《宋高 僧传》
和

《佛祖统纪》
记载

，
杜乂在 万 岁 通天元年前担任弘道观观主 ，

当年反 出道 门
，
皈依佛教

，

此后桓道彦 方才可能继任观主 。
见赞宁撰 ，

范祥雍点校 ： 《宋 高僧传 》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１ ９ ８７ 年
，
卷 １ ７

，
第 ４ １ ４ 页 ； 志磐撰

，
释道法校注 ： 《佛祖统纪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卷 ４０ ， 第 ６９ ６ 页 。

１ ６ ．

《岱岳观记 》 录文及金石跋文 ，

见 王相 ： 《金石 萃编 》 ，
卷 ５３

， 收 《
石 刻 史料新编 》 第 １ 辑

，
第 ２ 册

，
第 ８ ８８

？

９０ ３ 页 。

１ ７ ． ３２ ． 吉 川 忠 夫 ： 《王远知传 》
，
第 ８４ 、 ８ ６ 页 。

１ ８ ． 陈思 ：

《
宝 刻 丛编 》 ，

卷 １ ５
，

《石 刻 史料新编 》 第 １ 辑
，
第 ２４ 册

，
第 １ ８ ３２ ７ 页 。 题名误

“

轨
”

为
“

乾
”

。

１ ９ ．

《宝 刻 类编 》 ，
《石 刻 史料新编 》 第 １ 辑

，
第 ２ ４ 册

，
卷 ２

，
第 １ ８４２１

ｂ 页 。

２０ ． 张铉 ： （ 至 大 ） 《
金陵新志 》

，
卷 １ ２ 下

，

见 《景 印 文渊 阁四库全书 》 ，
台 北 ： 商务 印 书馆 ，

１ ９８６ 年
，
第 ４９ ２ 册

，

第 ４８６ａ 页 。

２ １ ． 姚思廉 ： 《梁书 》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７３ 年

，
卷 ３７

，
第 ４８４

？

４８ ７ 页 。

２２ ． 姚思廉 ： 《陈书 》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７２ 年
，
卷 １ ７

，
第 ２３ ５

？

２３ ６ 页 。

２３ ． 陈垣 ：

《道 家金石 略 》
，
第 １ ６５

？
１ ６ ６ 页 。

２４ ． 有关王远知 的海 内 外研 究成 果回 顾
，

参雷 闻 ： 《 茅山 宗 师王远知 的 家族谱 系
——

以新刊唐代墓志 为 中心 》 ， 《 隋

唐 辽宋金元史论 丛》 第 ４ 辑 ， 第 １ ３９
？

１ ５２ 页 。

２５ ． 江是 ： 《唐 国 师升真先生王 法主真人立观碑》 ， 收陈垣 ： 《道家 金石 略 》 ，
第 ５ １

？

５４ 页 。 本文所 引 《王法主碑》

均 出 此书
，

后 不再出 注 。

２ ６ ． 有关讨论
，

见 雷 闻 ： 《 茅 山 宗 师王远知 的 家族谱 系 》 ，
第 １ ３９

？

１ ５ ２ 页 ； 引 文
，

见 第 １ ５０ 页 。

２ ７ ． 范晔撰
，
李 贤等注 ： 《后 汉书 》

，

北 京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６５ 年

，

卷 ３５
，
第 １ ２０ ７ 页 。

２ ８ ．

王远知 与 隋炀帝 交往
，
参王光照 ：

《隋炀 帝 与 茅山 宗 》
，

《学术 月刊 》 ２ ００ ０ 年 第 ４ 期
，
第 ７４

？

７ ９ 、 ９ ７ 页 。

２ ９ ． 雷 闻 ：

《 茅山 宗 师 王远知 的 家 族谱 系 》
，
第 １４３ 页注 ５ 。

３０ ． 有关临 朔 宮
，

见 吉 川 忠 夫 ： 《 王远知 传》
，
第 ８ ２ 页 。

３１ ． 吉 川 忠夫 ：

《王远知传》
，
第 ８２ 页 ： 雷 闻 ： 《茅 山 宗 师 王远知 的 家 族谱 系 》 ，

第 １ ４４ 页 。

３３ ． 王家葵 ：

《王洪范碑所 见 茅 山道教饵术传 统》 ， 收其 《石 头 的 心事 》 ，
北京 ： 新星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年

，

第 ４７
？

４９ 页 。

５ ２

２０２０
／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