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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浮丘山现存功德碑记、捐金碑记等史料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浮丘山碧霞宫是在明代中后

期民间不断升温的泰山碧霞元君祭拜热潮中，适应广大信众的需求而兴筑的。道教女神碧霞元君在明代中后期逐渐世

俗化平民化，成为中国北方一位最具人气的女神；碧霞元君朝拜圈内香会组织与香客群的朝山祭拜活动，是明清民国时

期浮丘山庙会持续兴盛的最原初也是最永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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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末年以来，基于浮丘山碧霞元君信仰

朝拜活动而走向兴盛的浮丘山庙会④，“香火之盛

甲于河朔”⋯，与山东泰山庙会、陕西白云山庙

会、北京妙峰山庙会并称华北地区四大庙会。上

世纪20年代，国内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历

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学者，通过田野考查与文献

论证，曾对妙峰山碧霞元君朝拜圈进行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继续对

泰山、妙峰山、丫髻山等华北一些著名朝拜圈进行

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本文基于对相关文献和浮丘山现存功德碑记、捐

金碑记等史料的研究，试就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官

兴筑与碧霞元君信仰朝拜圈的形成、道教女神碧

霞元君在明代中后期加速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进

程、浮丘山香会组织及其活动模式等问题进行探

讨。

一、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兴筑与碧霞元君信

仰朝拜圈的形成

豫北古城浚县②有浮丘、大侄两山，自古有

“登浮丘即朝东岳，攀大侄如游三壶”之称，是两

座久负盛名的宗教文化名山。浮丘山位于县城西

南，因状若水中浮丘而得名。浮丘山最为著名、规

模最大的古建筑群是位于南部山巅的碧霞宫，即

碧霞元君行官④，名日泰山圣母庙、奶奶庙、老奶

庙。

浮丘山碧霞宫建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

年)，浚县知县蒋虹泉亲捐官奉并委托道士李实

主持民间兴资筑成。蒋虹泉，普安州人④，进士及

第任浚县知县，后曾担任河南布政使和云南都御

使。蒋在为官浚县期间，其子思孝久病三年，“医

尽术穷，罔克有廖。或日碧霞显灵此土，请祷之。

蒋乃具衣祷焉。”“未旬日，思孝者病不复有。蒋

始神之，复具冠往谢。因其祠卑隘，大捐俸资，迁

之浮丘山椒。浚人淳厚者欢然助之。严以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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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以修廊，辟以崇门，护以重垣。有房以居守庙，

有厨以需至客。宏壮敞丽，既备既密。势据山颠，

川岳精爽，英灵应报，愈益赫奕。”L21也就是说，在

浮丘山碧霞宫建筑之前，在城南浮丘山下已有碧

霞宫。据明嘉靖四十一年《重修碧霞元君行宫

记》载，“先是，浚县城之南为城隍祠，祠之左有二

郎庙焉，时久颓毁，乡民更为碧霞宫。”【31又据《明

隆庆元年重修泰山碧霞元君行宫记》：“泰山碧霞

元君之神，历宋元以来，威灵赫，遍及寰宇，远近之

民除岁谒登。告外仍所在设建行宫以伺神游驻

跸。浚去泰山甚为密迩，民亦崇信尤至。旧在城

隍庙侧有祀一楹，凡民间祈请、控诉、有祷，辄应。

浚民始神其事而欲隆其宇者弥久，时以财力未舒

不果。”[4】

在当时民间已经兴起的碧霞元君祭拜热潮

中，为了避免远赴泰山碧霞祠的劳顿之苦与资财

之耗，为满足自己的祈神需要，香客们已经在旧有

的二郎庙里修起了碧霞元君的神像。由于民众认

为碧霞元君很灵验，早想“隆其宇”，可又财力不

够，幸好有蒋虹泉这位父母官的大力支持，于是才

在浮丘山颠建成一座巍峨的宫祠。随后，迁于浮

丘山颠并扩大了规模，也只是应信众需要兴建而

已。可见这位知县大人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除了自己捐出点官俸外，主要由道士李实去主持

捐资兴建。应该说，浮丘山碧霞宫是在明碧霞元

君的祭拜热潮中，适应当地广大信众的需求而兴

筑的。早已存在于山下的这个碧霞宫祠年代已不

可考，估计应在明成化年间或者更早。这在华北

地区除泰山之外的碧霞元君宫祠庙中，算是始建

年代较早的。①

从明清至民国年间，碧霞宫几经扩建，形成一

座包括87间殿宇、楼阁、规模完整的古建筑群。

它座北向南，以南北轴线为中心，对称分布，组成

三个院落，包括碧霞宫大殿、寝宫楼、戏楼、帅殿、

钟鼓楼、莲池、廊房等建筑物。在大殿供有碧霞元

君、骊霞元君、紫霞元君、床公床母、三仙(云霄、

琼霄、碧霄)等神像。寝宫楼内还塑有碧霞元君

睡像，人称“睡奶奶”。【51浮丘山古庙会兴起的确

切时间已不可考，但至少能够确信它是随着大1丕

浮丘两山寺庙祠观的兴建而逐渐兴起的。据浚县

志所载古庙会萌芽于后赵皇帝石勒在大侄山修建

大石佛，但走向兴盛应是在浮丘山碧霞宫建筑群

筑成之后。庙会有正月会和8月会，尤其是正月

会，会期长、规模大，每年都吸引着大量香客朝山

进香，祈福还愿。庙会期间，商贾云集，社火繁盛。

数百年来，浮丘山留下许多碧霞元君的灵验

碑碣，上面所记载的灵验故事，代代相传。一些官

员或者出于真信，或者出于为治下名胜风物扬名，

也每每传播和附会这些灵验故事并撰文镌石，如

明嘉靖年间浚司训谢载撰文的《浮丘山岳神灵应

记》：“丙辰岁春-Pl，司训谢载偕僚友曙林登眺

于上(浮丘山——笔者加)。载以平生乏嗣一事

默祷于神，且抱一泥像童儿于宅，以图后应。不意

月余即胚胎诞，弥十月，果生一子。”又“至戊岁十

一月，痘疹时行。载复祷于祠下，果获安全。是乐

神之灵足以造命而福生，而浮丘秀气亦或钟于人

也。”于是，这位张载“遂命工镌石，一以纪神之

灵，一以永神之佑。使后之闻风而祈者将日：‘某

以祈福而获福，某以祈子而祈子，是足以征矣。岂

可谓山之弗灵，神之弗灵也哉!”他还告诉他一同

游山的同僚说：“今而后，信神之不可诬也⋯6。，

此是明末一例。此后历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

一直到民国，有许多这类内容相似的碑刻。这些

记载经由朝山进香者之口在各地流传，使浮丘山

碧霞元君灵验的声名远播四面八方，吸引着一批

批的善男信女们前来朝山进香。

浮丘山碧霞元君香火的繁盛，在明清民国时

期形成了一个基于浮丘山碧霞元君信仰的朝拜

圈。②“元君不在乎岱，而在浮，犹孔子不在鲁而

在卫者也。且浮山，东侄西卫，南控黄流，北拱神

京。元君于是乎居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元君名于山之巅，不惟灵于浚之

区，且燕、韩、赵、魏、郑、宋、邹、陈诸士夫、黔黎，黄

童、白叟与夫冠缨望族，蚁居蜂屯，络绎不绝。每

不啻亿万，皆祷祝于斯。有求必应，无感不通¨J。

通过对现存明清民国时期各地朝山进香组织及香

客的功德碑记、捐金碑记及摩崖题记等史料的分

析，我们可以确定浮丘山碧霞元君朝拜圈涉及以

豫北为主的华北南部冀鲁豫周边接壤地区。朝拜

者来源地以浮丘山为核心，由近及远，成波状向外

扩展。浚县、淇县、滑县、长垣、封丘、内黄、汤阴、

安阳、延津、卫辉、辉县、新乡县、清丰、南乐、濮阳、

①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始建于清初。景忠山建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只有丫髻山碧霞元君祠建于明成化年问稍早。

②指定期或不定期地朝拜浮丘山碧霞元君的香会组织、香客在地域上的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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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名、魏县、山东菏泽的东明是朝拜活动密集

的内层。其余地区为外层，是与其它朝拜圈重叠

交融的部分。这是一个大概的区域界定。该区域

历史渊源关系密切，风土人情相通，有着相同的文

化、相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民俗。

二、世俗化的道教女神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是一位道教女神，全称“天仙玉女

碧霞元君”，简称“泰山玉女”，民间俗称泰山老

奶、老奶奶、仙奶奶等。关于碧霞元君的来历，学

术界已有不少论述。根据文献记载，有黄帝玉女、

华山玉女(泰山神女)、凡女得道说等多种说法。

文献记载中可考的是东岳泰山神女说，而且该说

在民间影响也比较大。

这些看起来好象荒诞不经的说法，恰恰反映

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民间众生对于女性神祗的期

需。对女性神的期需原本是中国远古女性崇拜在

民间的原始存在。自古以来，五岳独尊的泰山就

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中国历代帝王每到登基之时，

太平之岁，便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

先秦有72代君主到泰山封禅。从秦汉到明清，历

代皇帝到泰山封禅27次。国家对东岳神的封禅

使得女性神的形象地位一直屈尊于东岳神之下。

宋代之后，统治者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有意抬高

女性神地位，泰山玉女受到国家重视并被纳入国

家礼典，使得民间对女性神的期需与官方的倡导

契合，从而推动着这一女性神的神格逐渐提高。

关于碧霞元君进一步得到官方封号、在道教

经籍中被确立地位、在民间更进一步被普及，成为

一位得到民众广泛喜爱、敬奉的女神，是在明代。

明初以后，朱元璋诏削泰山神封号，赐予“天仙玉

女碧霞元君”封号，提高了碧霞元君的神格。弘

治年间，皇帝甚至派员致祭。然而，碧霞元君成为

民间信仰体系中一位影响广泛的女神，皇权的认

可与扶持不是惟一的环节和动因，也与道教在世

俗化过程中把碧霞元君纳入它的众神体系密切相

关。明代采取以儒教为主、三教并用的政策，一方

面对道教加强管理和约束，一方面也予以大力扶

持，尤其对以鬼神崇拜为主旨的道教正一派优礼

有加。因而，明代道教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经

书得到大规模重修，如《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

藏》，是现存仅见的官修道教经书的总集。《正统

道藏》中的《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

谓：“泰山岱岳，奠靖坤元，中有元君，号日天仙”，

“受命玉帝，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

善恶”。岗1因此，碧霞元君的封号在民间得到广泛

传播，并通过民问宗教利用写有备述泰山娘娘灵

迹的《泰山宝卷》的形式广为传播一J。在民间传

说中，碧霞元君成为一位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全

职全能女神，不仅掌管人间善恶，还司掌财利官

禄、农耕讼狱、婚姻子嗣、病事凶吉，尤其能使妇女

生子，儿童无恙。

泰山碧霞祠位于泰山极顶南侧，初建于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原名昭真祠，金代称

昭真观，明弘治年间改名碧霞灵应宫，又称碧霞灵

佑宫，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重修后改称碧霞

祠沿用至今。在泰山所有祠庙宫观中，碧霞祠影

响最大。到嘉靖、万历年间，首先在泰山形成了民

间朝拜碧霞元君的热潮。山东西，河南北，成群的

百姓趋之若骛，竞相朝拜。于是，为了方便民众就

近祭拜，地方官才在浮丘山椒修建碧霞元君行宫。

其实，除了碧霞元君之外，在大侄山南端山腰的东

岳天齐庙，也是在泰山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创建的。

虽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仅就现存的两通金昌

明五年(1194年)和元至顺四年(1333年)的重修

天齐庙碑记来看，年代要比碧霞元君行宫早得多。

和泰山情况一样，碧霞元君这位在民间受宠的女

神，后来居上，影响远大于供奉在大侄山天齐庙的

东岳大帝。

碧霞元君超越东岳大帝，成为中国北方地区

人们感觉最平易慈祥而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

女性神，可从浮丘山有关碑刻资料得到印证。

“读弁州《游太山记》，其载甚悉。按太山者岳帝

实主之。弁州云：‘岳帝祠陋不能胜香火，元君祠

宇颇瑰玮，岁所人香缗以万计，天下之祝蟹祈福者

岁不减亿万’。明季因道多梗，随于浮丘山追元

君祠，数年告成。向之东游者，今皆趋浮丘，元君

之神其足以保人心者如此。”“但元君既往，其神

犹足以保人心者如此，必有大功于天地万物者。

岳帝主太山，七十二君皆拜之，而祠陋不胜香火。

元君祠宇遍天下，壮丽不胜纪。无贵贱知愚、远近

老少，鲜不皆会裹粮几千里争以香缗供是，岂有迫

而然与?”“其有功于天地万物，视岳帝为何如?

然其功又不见于古史古文，不可举而言之。凡功

之可言者，不大亦不神。庸夫妇一念偶及日‘我

愿求锡胤’，功即在是；日‘我愿祝康宁’，功即在

是；日‘我愿祈谷’，功即在是。而元君未尝有其

功居其功，此所以为神而足以保天下之，tb也。”¨叫

虽然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但那是帝王的事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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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买账。而碧霞元君却是平民百姓感觉最

亲、最近、法力无边又最为灵验的神灵。

例如传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跟西王母学道

时，常来往于泰山和昆仑之间，浚县大侄山东有紫

金湖，湖边有紫金山，山中有翠洞，西王母看到这

里山水环绕，风光旖旎，景象清幽，就让玉女在此

洞修炼⋯1。因此，很多百姓认为，玉女洞就是玉

女的家。明代陈仲琳所著、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

间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俗称《封神榜》)关于

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在两山地区农村流传甚广。

因此．又有传说东岳大帝黄飞虎是浚县南湾人，泰

山玉女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浚县是玉女

的家乡，浮丘山碧霞宫是玉女回娘家的行宫。我

们查阅浮丘山上的许多功德碑记，均在碧霞元君

或天仙玉女或圣母之前，冠以泰山二字。这些确

证了两山朝拜与泰山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关系。

三、浮丘山香会组织及其活动模式

大凡古庙会，有庙才有会。香会组织和香客

群，以及庙内偶像前旺盛的香火，是庙会人气汇聚

最原初也是最永久的动力。有了来自四面八方众

多香客善男信女，才有庙会人气的聚拢。因此，民

间信仰是浮丘山庙会之魂，香会组织是浮丘山庙

会之主力。

明清民国时期碧霞元君的朝拜者可作如下分

类：按人员及组织情况分为香会组织、香客群、个

人香客；按身份可分为平民香客、官员、文人香客；

按性别可分为男香客(会)、女香客(会)(如明清

以来民间大量存在的男老奶会、女老奶会)。尤

其是是香会组织，明代就有，清代到民国最多。香

会组织是浮丘山庙会的主要角色。

关于香会组织，一般由村中绅士或者较有威

望的热心善士牵头组织，组织者担任会首或副会

首，会首副会首少则一人，多则数人，会首也可由

若干人轮流担任，捐助钱粮者都有资格担任。参

会者少则数人，十几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

关于香会人数，明末清初，统治者恐民众借进

香会与白莲教等组织结合起来犯上作乱，限定香

会组织人数。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九月，刑

部尚书喻茂曾上奏世宗，民间到泰山进香者，“毋

令聚二十人以上”。L1引从浮丘山现存碑刻看，香会

组织规模到清代以后逐渐扩大。清顺治、康熙年

间进香组织少则十几人，多则30余人。然而到乾

隆年问，进香组织人数大增，在数十人到上百人。

如清乾隆十一年《东明王廷禄等进香碑记》会首

王廷禄以下具姓名30余人。清乾隆二卜七年

《卜王爷四年完满碑记》会首两人以下具姓名115

人之多。清乾隆二t-A年《河北信士邢建朴等立

碑记》会首邢建朴以下具姓名35人。清乾隆三

十二年《四年完满碑记》会首张士杰以下具姓名

80余人113】。

关于朝山进香的次数。朝拜圈区域内广泛流

传到浮丘山朝山进香。要“一年许愿，二年显愿，

三年还愿”，必须连续三年才能“功德圆满”的说

法。就见于清代碑刻所记，一直流传迄今。许多

香会组织都是连年朝山进香，少则三年，多者连续

达数十年。如：乾隆二年《十王圣会四年完满碑

记》邑东十王圣会会首张耀祖等15人，会首张云

豹等13人等为进香四年立碑。该会“父子相承，

祖孙相继，已历七十余载。其间蕊芬歆香以飨以

祠，其诚敬可谓至矣”。【14]清乾隆十六年三月直隶

大名府魏县方里集“吾魏方里一镇及邻近村庄，

闻风人会，后先继香。男妇百十余人，相沿百有余

岁0”【15】【e54)清乾隆十一年二月直隶大名府东明

县大新庄周围信众以王君为会首的四十余人“自

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元年，岁岁进香，未尝或

绝。”“王君卒，其子廷禄日：此吾父志事所在也，

不容废坠。而同人之中亦多以子继父者，迄今又

十年矣。”“朝历三君，家历两世，而精绝之意一脉

相传，虽久不懈，是直所谓善矣。”¨钊又如清康熙

四十三年直隶大名府开州长垣县竹林集以刘子

行、刘国祚等为会首的香会十二年朝山进香不

断㈣。

关于香会组织的活动模式。香会一般年节前

后或农闲时节即开始活动。参会者要捐资捐粮作

为会费。会费主要用来朝山进香、雇车住宿、宴

饮、唱神戏、社火表演(踩高跷、划旱船、舞狮、武

术表演等)、修建庙宇、为神塑金等活动。如封丘

县的朝山香会，“朝山之俗，清季即炽，普通为会

首一人，执事数人，会友百余人或数百人，捐麦、

秋，每人每年各一斗，以作会费。圆会及朝山时川

资均属自备。二月朔或八月朔，执旗雇车浚县之

浮丘山，名为朝顶。三年完满，乃献戏立碑，而更

换会首”。[1引又如清顺治丙申年间，“本乡申养德

母郭氏协众进香，捐资、助工、攒粮、继饷、劳力、供

厨，十有余载，不替初心。正所谓一念真诚，神必

享佑，赐之五福，降之百祥，人人遂愿，户户获宁，

皆神之所赐也。”11引又如浮丘山西南方向65．华里

之卫贤集，民国年间有关帝圣会和火神会、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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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采取会首轮责制，捐钱粮且有意愿者，都

可担任会首。每年由会首率领，到浮丘山朝山进

香和玩会。有时春节后的正月初十到十六，会连

续唱神戏。并在戏台正面搭建神棚，内设神像供

人朝拜，香火甚盛。男老奶会、女老奶会正月十几

要“摆会”，参加的有老年人，也有青壮年。搭神

棚，立神像，摆供，燃炮，烧香，祭拜，喝酒吃饭，喝

酒之后吃饭之前，要祭拜神灵并祈愿、许愿，即如

果获神保佑灵验，承诺愿出多少钱粮酬神。许愿

内容有发财，收成，生子，成家，健康，祈福。次年

此时再摆会，会首根据上年许愿记录请许愿者根

据应验情况还愿酬神，还愿者要上香祭拜神灵，感

谢神的庇佑，向香会捐出所承诺的钱粮，或者再向

神祈愿、许愿。香会还负责组织到浮丘山朝山进

香，除了进香祭拜老奶之外，有时还要组织文会武

会等社火给老奶表演。村南火神会为文会，主要

是踩高跷、划旱船、背阁。村北关帝圣会为武会，

主要表演舞狮、拳术、刀枪剑戟等兵器。

总之，明清民国时期的碧霞元君信仰，只是浮

丘山朝拜圈内民间社会多神灵信仰之一种形态，

只不过它的影响更为深远和显著而已。作为农耕

时代非物质的文化存在，它深深扎根于华北南部

这片广袤的民间社会，在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默默传承至今，神佑着千千万万百姓的精神世界。

让我们心怀尊重，来审视和研究我们社会文化中

的这一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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