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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当地畏兀(畏吾)文化
周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考述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畏兀(畏吾)礼佛庙宇，考证高梁桥至白石桥问大护国仁王寺的历史存在，正觉寺、万

寿寺建年之推前，白塔寺、大佛寺与其之关联；考释都城畏吾人族际婚，庙会中西域马术等竞技与信仰习俗，庙市中的西域物产，

生计居住等与当地的交融。以非汉阈信仰作为功能主义等重物轻灵研究之补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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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城西御敕寺院与畏兀(畏吾)礼佛庙宇

元大都修建多座皇家寺院，建有供奉已逝帝后的神御殿

或朝廷专设的寺院管理机构。元大圣寿万安寺于明代改建称

妙应寺；大天寿万宁寺至清道光讳宁字改作万灵寺；大承华

普庆寺明时重建称宝禅寺；大承天护圣寺改称功法寺。高梁

河白石桥畔畏兀村旁的佛寺，大多是皇家庙宇或朝廷御敕，

尤其如大护国仁王寺。

大护国仁王寺为元皇家寺院佼佼者。中村淳《元代大都

乃敕建寺院老幻々一)r》论述了大都藏传佛教寺庙群，研究

了大护国仁王寺与宣政院、神御殿与太庙的关系。【l】其《元代

法旨I：铀之为匿代帝师④居所一大都。花圜大寺匕大凌圆仁

王寺》认为帝师法旨中的花园大寺即大护国仁王寺，应是帝

师在京住所。翻即大护国仁王寺与皇室、帝师关联。

大护国仁王寺为帝师八思巴(1235一1280年)日常廷务和

事佛而与大都同期兴建。1264年元朝设宣政院。八思巴任命

为总制院事，理佛教、藏地与西域事务。至元七年十二月始建

大护国仁王寺，至元十一年三月寺成，①八思巴由藏区还京。

至元十六年八月设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大护国仁王寺昭应

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属于宣政院。11《元史·世祖纪》载：时“帝

师八合思巴⋯⋯以其弟亦怜真袭位。至元十六年八月置大护

国仁王寺总管府”。大护国仁王寺是国师在都理朝事与居住

之所。

大护国仁王寺系元廷事佛重地。《顺天府志》卷七载“大

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

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峙有土地六万三
千余顷，人户，林木、矿冶寺产巨，殿字175间，房舍2065间，

“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圈寺专设管理

机构会福院，院使秩正三品，专肆营缮、赋税诸事宜，下辖“仁

王营缮司”“会福财用所”“民佃提领所”等。啕至元廿二年正月

“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造”。用《元史·苗进传》记：

“文宗幸护国仁王寺”。“(延韦占七年十月)英宗幸大护国仁王

寺”，“(至治元年十一月)幸大护国仁王寺”。嘲

大护国仁王寺系皇戚赐建。元世祖皇后察必常居大都金

朝离宫，“于都城西高梁河之滨大建仿寺”，大护国仁王寺系

皇后察必建。《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记：“庚午至元秋七

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寺有贞懿昭睿顺圣皇后的神御殿。

察必皇后至元十年授册宝，尊号“贞懿昭睿顺圣天文光应皇

后”，至元十八年逝，谥号“昭睿顺圣皇后”。据《元史·成宗纪

三》：“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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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王寺”，内供睿顺圣皇后御像。寺内梵天佛像由昭文馆大学

士正奉大夫刘元所塑。网元朝中后期，大护国仁王寺著名住持

金刚胆巴(1230～1303年)帝师之舍利葬仁王寺内庆安塔。【1q

寺“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日高良，河之南也②”。【ll】

即在西城和义门(西直门)西距城十里之地，亦高梁河白石桥

西北。据《阿尼哥在中国》(《阿尼哥画传》第二章)载，“在西苑

高梁河北岸兴建大护国仁王寺”．是八思巴弟子“阿尼哥在大

都最早的艺术杰作。”《元一统志》载“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

二”。上闸于万寿寺东长河，下闸遗址位紫竹院北。又八思巴

舍利“大堵波”于真觉寺，【12】为明金刚宝座塔前身。故大护国仁

王寺应在真觉寺与魏公村之间。此亦由北京考古勘测所证

实。【13】

护国仁王寺又称高梁河寺、大都寺。【14锯《析津志辑佚·仪

祭》：“察必皇后愍忌高梁河寺⋯⋯二月初十日。”“那木罕主

人愍忌高梁河寺⋯⋯六月初十日。”《元史·诸王表》卷一

O八：“北安王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赐螭钮金印。大德五年

(1301年)薨”，1320年赐谥昭定。《元史·泰定帝纪一》载“至

治三年(1323年)十一月，会福院奉北安王诺摩罕像于高梁河

寺。”诺摩罕即那木罕。大护国仁王寺是大都最宏大庙宇亦称

大都寺。

西镇国寺亦高梁河寺。《日下旧闻考》载“西镇国寺，乃察

必皇后创，盖功德之寺，藏下有石室⋯⋯累朝不开，遵祖训

也。”③《析津志》载：西镇国寺在昭应宫西，每二月初八盛大佛

会。④《析津志辑佚·岁纪》：“二月初八⋯⋯西镇国迎牌出⋯⋯

白伞帝师尊帝释。皇城望日游宫室。”镇国寺存有忽必烈白伞

盖，“至元丁卯四年世祖皇帝用帝师(八思巴)班言，置白伞盖

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金转轮

王统制四天下，皆从帝师之请。”旧寺中亦存帝后座位和金牌，

供每年二月初八佛事巡游。《元史·泰定帝纪》有“致和元年

(1328年)三月，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元西镇国寺明重

建称镇国寺，《顺天府志》记“镇国寺在白石桥”。

据考证．白石桥迤北西侧今国家图书馆新址即元护国仁

王寺寺址。【lq据《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护国仁王寺西，右

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引《元一统

志》：“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广源上闸

即万寿寺龙王庙(至元二十九年建)㈣，下闸括紫竹院北石闸

和白石桥东白石闸。《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引《水部备考》：

白石闸，至元二十九年建。㈣《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诸臣按

语：“白石闸之桥今尚存，又有小白石桥，在白石桥稍西。”此

白石桥系白石闸桥。晚清白石闸桥废弃，遂将小白石桥称作

白石桥。清代谈迁《北游录·考文》记：“白石庄前为白石闸”；

《北游录·纪邮》记：“白石闸，距西直门七里”。1999年疏扩长

河．于新建白石桥稍西十余米，发现残石桥基，皆长方石砌，

即紫竹院北处石闸，距真觉寺百余米。㈣《析津志辑佚》“河闸

桥梁”记“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金所建也。”∞

即护国仁王寺位西镇国寺、白石桥北，白石闸桥西、紫竹院北

石闸处，或西镇国寺于白石桥北，接高梁河寺一护国仁王寺

南。

1368年f元至正什八年·明洪武元年)元顺帝离大都，护国

仁王寺受毁；永乐年定都北京，修建城垣，再劫。护国仁王寺

120

于《永乐大典：}尚存名，《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无见其

踪。清代留存镇国寺名。

都城畏吾奉佛多迄于十六世纪，或至十七世纪皈依伊斯

兰。其间亦道亦佛。十五一十六世纪“长河沿岸寺庙相望⋯⋯

善男信女不绝于道”矧。明代朱茂晒《过高梁桥》记：“风柳易斜

摇酒幔，岸花不断接禅关”。

魏公村西南隅、长河北岸的万寿寺。时与紫竹禅院隔河

以望，与大护国仁王寺接连一体，唐代始建。原名聚瑟。明万

历五年重修名万寿寺。㈤其千佛阁、万寿阁内佛雕仍携西域、

塞北特点，骨骼粗犷，神情外溢，未完全中原化，应属宋以前

或为辽代。山门后大平台，台座人物塑像线条柔和．神情内

敛，有蒙人、西域人、驼、马，概应属元。

据海淀区文物普查鉴定，万寿寺龙王庙始建于元至元廿

九年。随长河广源闸而立．后者为郭守敬建京航运河建筑之

一。《燕都说故》记：“从西直门外高粱桥西行六里⋯⋯万寿寺

龙王庙前有广源闸”，其基架由元代建。明正德六年四月《重

修龙王庙记》碑：“西山玉泉注为西湖湖水中流至广源闸之北

岸立庙祀龙王之神，盖欲资其威灵默佑也”；并铭：重修龙王

庙也重修了广源闸。《长安客话》记万寿寺龙王庙：“引西湖水

注⋯⋯可行龙舟⋯⋯每通惠河水涸，粮运不前．则遣官于此

祭祷诸水也”。长河自西湖由高梁河经白石桥人大都城中。

元时。万寿寺亦是皇家寺庙。高昌回鹘王归附元朝后．

“帝嘉其义，处之诸国君长之上”，嫁予公主，以义子身份作为

第五子“待以子婿之礼”，继封亦都护及高昌国原境。与中亚

西域其他三汗国地位相当。亦都护送女儿至京，皇后居之畏

兀村旁、依运河桥可达西湖的高梁河畔万寿寺，供其居读、修

行、游娱(访谈雅森·吾守尔博士)。元代长河通舟，后妃、公

主、宫女出西直门逆长河至玉泉，万寿寺成为途憩行官。

明时万寿寺俗称太后庙。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慈圣宣文

皇太后为“保兹天子。亿万斯年”．于明太监谷大用家庙之基

“发内帑巨万”．太监冯保献白银六千多两，修万寿寺为明神

宗“I临幸山陵驻跸之所”，命名“敕赐护国万寿禅寺”。即明万

寿寺先为太监谷大用家庙，明神宗朱翊钧母亲、慈圣宣文皇

太后“出帑储．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卜地于西直门外七里广源

闸之西，特建梵刹，为尊藏汉经香火院”，内臣张居正主事，敕

建“万寿寺”(《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再赐紫竹院。亦“大太

监谷大用寺基，慈圣李太后出资钜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悬

永乐时所铸大钟．内外书体严八十一卷。名日华严钟。按钟在

汉经厂⋯⋯在德胜门内。旧铸高二丈余阔，⋯⋯皆楷书佛经。

㈣万寿寺建成．明神宗令将汉经厂汉经移置于此，作为尊藏汉

经的香火院和祝厘之处：将汉经厂的永乐大钟移悬寺内钟

楼，“日供六僧击之”。硎可知万历年大都汉经厂和番经厂失修

难藏经版。遂修万寿寺以移其藏。二经厂修复，经版经卷又回

原处嘲。万寿寺为解移藏急用而非新建，亦为明朝帝后至西湖

憩膳行殿。

清时万寿寺多为皇家后宫的个别祭拜和民间定期庙会，

不似明前期之藏经院、香火院。嘉庆年法式善《万寿寺》云：

“万竹忽低池上风，水烟吹到寺门空”。此时畏吾村民部分融

入当地，部分伊斯兰化．移居香妃宝月楼处。

在万寿寺东、白石桥与高梁桥之间的长河北岸，有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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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始建于元。乾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文”：“自万寿寺迤东，

不二里而近，有招提五塔离立”。《日下旧闻考》载，五塔寺前

高梁河，东起高梁桥，至元廿九年建，溯流而西至广源闸。闭乾

隆时在高梁桥北建倚虹堂，西二里许为乐善园。乐善园西三

里许即大正觉寺，正觉寺东二百米为极乐寺，至元年建。嘲即

真觉寺(五塔寺)亦元正觉寺。明永乐年重修金刚塔，成化九

年修成。圆

真觉寺与西藏僧人密切。八思巴于至元十七年圆寂后，

元廷为其在正觉寺“建大堵波，奉藏真身舍利，庄饰无俦”。此

大堵波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未经明成化重修的最初形态。因

明成化九年重建已不复旧貌。其基部石座尚存建时雕刻藏

诗，系中统三年(1262年)八思巴致忽必烈新年<吉祥海祝辞》。

明永乐年印度高僧五世班的达室利沙来华，受永乐帝召见，

谢逝后于该寺旧址建真觉寺，明成化九年(1473年)重建金刚

宝座五塔。清初讳雍正名改称大正觉寺，复改称真觉寺。

八思巴的伯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四祖萨班，元太宗时联

系蒙古西征军。萨迦派遂成为元朝治藏体制代表，萨班为西

藏归附元朝之历史功勋。1251年萨班逝。八思巴承其地位。元

宪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至六盘山忽必烈驻地谒见，忽必烈

请授密教灌顶。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帝师，颁玉

印。至元五年(1268年)诏八思巴至大都创蒙古新字，次年制蒙

古新字成。封之“大宝法王”。领西藏等部佛教。至元十一年元

廷迎八思巴还大都，王公等于城三十里外设坛拜迎。至元十

三年八思巴谢廷事返藏萨斯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八

思巴示寂。帝闻巨悼，乃建大堵波于京师。至英宗，诏各路建

帝师殿，立碑颂德。@

元中期正觉寺住持为帝师胆巴金刚．其舍利藏于寺内庆

安塔。胆巴金刚至元九年至大都，至元十八年论辩<老子化胡

经》。至元十九年云游西地，至元二十六年返大都。居圣安寺。

旋由丞相桑哥谪潮州，至元二十八年回京。至元三十年为世

祖祈禳。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成宗命住持大护国仁王寺且

令太府以帝仪仗百官护送。大德六年(1302年)成宗出巡，命胆

巴乘象舆前行于帝驾。大德七年夏胆巴圆寂上都．舍利迎归

大都，葬大护国仁王寺庆安塔。⑥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追为

“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赵孟颊书碑。⑦

五塔寺碑文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其序与卷一载此

经目勘同意义，其一，将汉藏畏兀等多族僧人集於京都(大

都)共同校定经典。其二，佛教文化在中国大交流。其三，此次

“勘同”正是元帝诏旨：“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

万畿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

对勘东土经藏”。

可知，这座金刚宝座塔始为元初藏传佛教产物。至元十

八年八思巴逝。在原格局前增建纪念八思巴金刚宝座式大型

喇嘛塔，明代改建，形成五塔布局不均、南倾，以致金刚宝座

塔与高梁河之间，依地势只能建两层殿。又《日下旧闻考》“『臣

等谨按1真觉寺塔规制奇特⋯⋯有姚癸碑记”。㈣须弥座石雕

石质、雕刻技法、座间石雕造型与前后券洞的浮雕均有时代

迥然差异，大部分是元代旧物。须弥座上最初巨型喇嘛式塔

即八思巴舍利“大堵波”。明代印度高僧五世班的达室利沙舍

利亦葬于正觉寺，改建寺，名真觉。

明史籍载。真觉寺原称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寺后塔

巨高，明成化重建改称金刚宝座。顶台立五座小塔，偏左亦一

浮屠。为宪宗皇帝衣冠冢，宣德年建。乾隆<御制重修正觉寺

碑文》记：万寿寺东约二里招提五塔，实旧志所称大正觉寺。

故真觉寺即元正觉寺。嗍明永乐初，西域梵僧班的达大师贡金

身数佛像，【3l】成祖文皇帝诏封大国师，赐金印，赐名真觉。阿亦

即元大正觉寺永乐年间重建。成化九年建成金刚塔，名真觉

寺。《北京史苑》亦载，真觉寺又叫大正觉寺，近北京西直门外

白石桥，寺内金刚宝座塔一座。真觉寺塔比北京碧云寺塔建

造早340年．比北京西黄寺塔早370年。@

“长河堤沿古刹甚多，惟万寿、五塔两寺内有行殿”阿，为

元时蒙人及畏兀官民在京西驻行、修行之宇。在此，西域僧包

括中国西域和印度僧，而赠与和敕赐该地该寺，亦与供畏兀

僧事佛相关。真觉寺有西域种山羊石雕和明初前波斯种狮石

雕。明代僧王樵《登真觉寺浮图》抒：“古寺不知年，松竹无近

趣”．“御家赐出西番样⋯⋯随人结想如来像”，可知明时真觉

寺已为“古寺”，且为西域佛教寺庙。明僧张瀚《晚春集真觉

寺》咏：“柳深莺细细⋯。约马缓将归”州，亦见高梁河畔畏兀村

处异域风情。

由上，大护国仁王寺为元总制院总管府，是忽必烈帝师

八思巴事朝、礼、居之地和帝后家庙：帝师逝世则于正觉寺庆

安塔葬其舍利，这是明成化重建金刚宝座的真觉寺原址。又

帝后妹夫蒙速思为国相廉希宪岳父。此二家族宅邸、陵园于

高梁河畔畏兀村。【礅帝师公务与葬塔和帝后国戚之陵园，则
为元廷佛宇重域和都城畏兀廷臣聚族地。此地遂有畏(魏)公

庙。

真觉寺西北二里的大慧寺．为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于畏

吾村修建，也是畏吾人事佛重要庙宇。@清史籍载，大佛寺在

西直门北三里，占地约二里，寺院建真武祠，存佛、道二殿，乾

隆廿二年重修。大佛寺亦大慧寺。p叼成德年间“景瀚游大慧寺

记”述，出西直门、过高粱桥西北约三里，宛平县香山附近畏

吾村有大慧寺，堂内大佛长五丈余，当地人称大佛寺。寺建真

武祠，大学士李东阳撰碑铭，立于石祠门。时世宗崇尚道术，

僧人恐寺被毁作道院，故于佛寺立道家神祠，藉祠存寺。寺西

坟茔连连，石人、石兽巍立，大都是张雄族亲坟冢。时都城四

郊佛庙甚数，多由太监于墓地旁创建大寺，以僧徒为守墓人，

请朝官公辅显贵撰文铭碑。吲清人查礼考据，“村前有大佛寺，

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守冢者亦廉姓浮图(佛

徒、佛僧)”。闭即查礼家族在畏吾村的祖茔守墓人为廉姓。此

廉姓即仕元畏兀朝臣后裔或畏兀僧徒后裔。可知：一是大佛

寺是大慧寺同庙代称。大佛寺西南有李东阳墓碑嗍。今魏公

村、大慧寺与历史上吻合。二是明朝尚汉佛，故多亦佛亦道，

且世宗崇道，则以祠掩寺。此际畏兀村人渐融于当地，“多改

汉姓与华人无异”阳。三是清人查礼家族祖冢在大佛寺前畏吾

村，而守墓人则是畏兀廉姓后裔。据当地文人郝世民先生讲，

原大慧寺旁墓地．明初前守坟狮多塑西域波斯种，明中期后

则未再现。大慧寺后柏树林石雕台座两侧仍见西域种山羊。

万寿寺东20米并排有延庆寺，建年不确。寺内有明朝正

德年间敕谕碑两座，崇祯癸未重修立碑一座．由翰林院侍讲

孙从庆撰写铭文【4Il。它与万寿寺内东路僧侣生活区(僧房、香

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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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厨、斋堂、职事堂等)相隔而连。但落破不堪比，与万寿寺隐

含着关联。万寿寺于万历五年在太监家庙基址上敕修．清时

修茸数次，延庆寺未得修缮。或因其初为庵人葬地旁建寺庙：

或是作为万寿寺行殿，元、明、清皇亲官贵游京西时．为其随

从居住、修行之地；或许为万寿寺方丈别院。与万寿寺中路佛

堂、西路皇室行宫形成对比。不论作为庵庙或僧人别院或皇

室西行时仆从居所，或缘于庵人葬地．其失修均透露着边缘

群层状况。其外观近似于万寿寺龙王庙，应早于明代创建．是

畏吾村民的主要事佛场所之一。

万寿寺西北法华寺路，今中央民族大学幼儿园，原为法

华寺，名“敕赐法华禅寺”，明廷敕建，正置畏吾村与长河岸民

居中心。元代法王寺后称广通寺．其址正在高梁桥处(今北下

关小学)，寺已无，仅留二石碑，存“玉河乡”字样。其必为时畏

兀村人事佛庙所。

据明清史籍，白石桥东南二百余米的二里沟曾有“西域

双林寺”。@明万历初，西域土僧古鲁人大都．于此处磐覆魁松

下修度，当地掌侍奏，遂“赐日斋万僧⋯⋯赐松地居焉，赐寺

名西域双林寺”。I砣】即时白石桥附近有普度佛法的西域僧。众

僧中必有敦佛的畏吾信徒。

畏吾村西南缘的四季青乡有16世纪初的寺院，初名善

法，改为云惠。明正德四年及六年重修勒石刻碑：万历什七年

又大规模修缮；清康熙和乾隆朝再度修复。康熙帝手书额匾

“慈云光覆”，赐名定慧寺。存明代碑三座，清代碑二座。明铜

质布袋僧两尊。该庙北边即明清宦官墓群嗍．此修行者中当有

畏兀村民后裔。元大万寿寺又称永光寺。《宸垣识略：}记寺有

《大万寿寺开山传法历代宗师实迹碑》。明正统碑记，青州高

僧辨公居住于此，湛然、屏山居士为其上首外护。湛然即耶律

楚才，屏山是金朝翰林李纯甫。

辽代的清水院是金代西山八院之一，明宣德三年大修，

改称大觉寺。明孝肃太后家冢在京西周家巷村．故宪宗重修

大觉寺。成化十四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皇曾妣诚孝昭。

皇后命中宫，董工备茸，缔构既成，因易其额名大觉寺；后二

十年，为正统丙寅，我皇老英宗睿皇帝万机之暇，车驾幸其所

觌其像已晦堂，皇载命新之。又二十二年，为成化戊戌，我圣

母皇太后追思曾祖妣之仁．又世居其山之麓，对该寺又修茸”

㈣。故大觉寺是皇家家庙，又是太后家庙。清世宗雍正曾赋诗

大觉寺。@它也是乘畜行商的畏兀村人外出事佛之地。

白塔寺是金中都和元大都畏兀人刊译佛经的重要庙宇。

史载，塔与寺创于辽寿昌二年(1096年)，塔内贮舍利子20

粒。至元《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记，原有辽寿昌

二年舍利塔。元至元八年(1271年)重建，忽必烈以塔为中心

修缮，命名“大圣寿万安寺”，为百官习仪之所。至元二十六年

大圣寿万安寺置佛像．众僧大举佛事，忽必烈亲临指点。忽必

烈辞世，其祠堂即设于大圣寿万安寺内。元天顺元年(1328

年)赐匾额“妙应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更名“妙

应寺”。【蛔康熙年间再修此寺与塔，刻圣祖制碑两座；乾隆年间

又修茸，敕立《御制重修白塔碑铭》。西直门与高梁河通达阜

成门，元明畏兀(畏吾)官民祀佛与该寺直接相关。元著名畏

兀翻译家迦鲁纳答思在白塔寺作出《祈愿诗》；一出土于吐鲁

番的蒙文佛经题记：“余受合罕之命⋯⋯于大都白塔寺内刻

122

印此经注，印行千册以传众生”。畏兀翻译家必兰纳识理由

汉、藏文译出佛经达5、6种余【蛔。这均是大都畏兀人的奉佛记

载。

大钟寺为《宸垣识略》所记曾家庄觉生寺。永乐帝曾为超

度战死将士，命国师姚广孝(法名道衍)监造永乐大钟，铸造

廿三万字经文，为明代京师五镇之一，置于京城汉经厂。万寿

寺修建后。明神宗令将汉经厂汉经和永乐大钟移于万寿寺钟

楼作为镇寺之物。清初据阴阳五行生克说，认为京西属金。钟

为金，金金相克，则破坏京城安宁，而北方属土，土金则相生。

于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决定将大钟移至京城乾

方、圆明园巳方．遂选址建造觉生寺。寺碑刻载。雍正帝以“京

城西直门外曾家庄有圆址爽垲，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

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用是肇建梵宇”。乾隆八年(1743年)

钟移人寺，觉生寺遂称大钟寺。它是时畏吾村民庙会场地之

一0

“长河而东⋯⋯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吲。高梁河南北2～3

里与白石桥西。乾隆年存元时庙宇镇国寺、万寿寺、五塔寺、

广通寺；明梵刹有高粱桥旁极乐寺，广通寺西慈献寺，定慧寺

东北慈寿寺。嘲高粱桥西玉河乡有普会寺(辽驻跸寺)、观音寺

(金大定建)、永安寺、昔济寺；西直门有元代崇寿寺、万宁寺，

永泰寺及其明代碑两座，万佛寺崇祯年碑一座、康熙年碑一

座。阜成门外北有明代及其前慈慧寺、永隆寺、衍法寺、显应

寺。这些均是明代都城西仍信佛的畏吾人礼佛场域。清代，畏

吾村民向东南移至阜成门与西长安街一带。@

以庙宇为重心形成村落是古代社区的典型过程。在元大

都畏兀人由家族陵园到畏吾村的形成中，事佛庙宇是其聚落

的中枢链环。宗教场所与信仰者互动。宗教信仰经由场所转

变为集体的宗教行为；信仰者观念改变，宗教场所亦萧落。明

末清初畏吾村及其寺庙不似元、明之兴建。@乾、嘉学士法式

善吟，李东阳祖宅已毁，长河空荡，古木浸蚀，三百年无人问

津畏吾村。@这情境与当地原大批畏兀(畏吾)佛徒转为穆斯

林而迁移相应相随，与西域回鹘(畏兀)在内地、大都的伊斯

兰化进程及明代回族的形成相一致。

二、都城畏兀(畏吾)文化

(一)婚嫁与取汉姓名

早期迁到都城的西域人大都是兵士、官吏、商人、工匠。

男性多于女子。已婚者少，故不少人与当地族民成婚。参与元

朝征创的西域畏兀人，其宿卫家族世功使之得到蒙元帝国出

仕的“怯薛”(皇家卫队、中央军、军官学校、质子营、行政与家

务机构)和“荫叙”(世胄职位世袭)制度保障，【嗍享有“好根脚

(出身)”的政治仰赖地位；同时官商的厚遇、经济优待与其政

治地位相成辅。这使当地族民多愿与大都畏兀人为婚，也是

后者当地化族缘成因。

大都不少畏兀人与汉族通婚。如廉希宪6个女婿，其中

汉族3人．分别是参知政事刘伟、安抚使李恭、管军万户何德

温@：畏兀人安藏娶张氏汉女为妻嘲；脱烈海牙的母亲霍氏、北

庭人拜降的母亲徐氏均为汉人@：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

亲李氏．妻子郜氏均是汉人。【51】孟速思与怯牒伦氏生二女，长

女嫁与畏兀人，次女嫁与杭州路总管刘绍庆。嘞畏兀人贯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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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大都士家江陵总管石天麟之女．其孙女嫁于怀庆路总管段

谦。(捌阿里海牙娶贺伯颜(贺胜)长女为妻。@汉民僧孺前妻为

李氏．续妻为畏兀人。其六子一女均由畏兀人夫人所生。嗍

大都西域人效汉文化。加汉姓、表字、取号。畏兀人小云

石海涯，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姓，取名云石；阿鲁丁以祖

父玉速阿刺的“玉”为姓。名元鼎。阁西域人马速忽、乌马儿子

辈以马为姓。萨都刺以都刺为名，字天锡。亦不刺金，汉姓金

仲达嘲。畏兀氏伯颜不花的斤，字仓岩；高昌畏兀后裔高岳，字

彦高；高昌人普实达立，字仲温；高昌人道童，号石岩。北庭人

边鲁，字至寓，号鲁生。哈刺鲁人虎都铁木禄，取字汉卿；册伯

颜曾受业于宋建安进士黄坦，遂以颜为姓，字宗道。冈

明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嗍洪

武五年诏令．居住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可与汉人结姻，而不

允与本族自相嫁娶。违禁者男女两家被抄没，为官府奴婢。嘲

由之到明中期，中原色目人多更姓易名。

清前期畏吾村民也融于当地满族中。清廷为增加直属省

驻防和疏散京师旗人、减轻人口压力，由朝廷拨款建营京城

四郊，移内城兵丁及其眷属驻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

乾隆年间．城外建营房4万8千间．驻京师八旗官兵2．2万多

人，连其家眷计8万余人；f6lJ乾隆初允许愿意屯居和耕种的闲

散旗人自行选择，旧移居城郊的满人增多，到乾隆十八年

(1753年)移向外城的满人官兵400余家，大部分移至西直门

西北嘲。使畏兀人与当地交融。

(二)庙会中西域竞技与信仰习俗

当地化的深层土壤是民间信仰。明代畏吾村附近道观有

万寿关帝庙，昌运宫、五圣庵、佑国元圣庙酬，三义庙、老虎庙，

南海淀观音阁，高梁桥北娘娘庙、高梁桥西天仙庙、西顶娘娘

庙，嘉兴观等。其时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寺一高梁河寺)遗址

畏公庙已为关帝庙。

庙会较早为辽代“上已”春游。金元幽燕土地庙(老君堂)

与太极宫(长春宫)均有庙会。明代长春宫复名白云观。庙会

形成祭拜、商贸、游艺为一体的民间文化。京城庙会大致为：

一是以敬神进香为主，逢祭日(每农历初一、十五)开庙，称香

火日，多有香会、秧歌等。二是春场，借庙会游春，祭拜与生意

为次，踏青以妇女为主，有正月“宴九节”“燕九节”。三是定期

“庙市”，开庙即开市，交易百货或祀神求生意亨通。四是离开

寺庙范围以市易为中心的“市集”，如花市和天桥无庙庙会。

城西庙会西域技艺、信仰元素融入京城文化中。

1．万寿寺庙会的“走马”“走车”

紫禁城旁的太庙，主要是帝王供奉和祭祀祖先之地．京

西万寿寺则为明清帝后礼佛祝诞庙宇。如乾隆十六年、二十

六年和光绪什年皇太后寿辰。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京西举

行最大的万寿庙会，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举家于此礼佛卜签

赏戏。万寿寺前后和苏州街商贾、杂耍云集。四月初八释迦牟

尼诞辰日是庙会正期。万寿寺举行“消灾解厄．增福延寿”大

法会，僧众唪诵<万寿无疆长寿经》。拜佛者日数千人。

庙西垣有“走马场”。元至清都城盛行“走马"“走车”。皇

子王孙、豪绅巨商喜豢良驹。“走马”系马术，指马四蹄循序起

落，左蹄一右蹄一右蹄一左蹄依次重复，慢走、中速、快走均

以马步长距离均匀保持步履层次和平稳取胜。西域乌孙、大

宛“汗血马”和阿姆河一锡尔河地区与大食马交合的“龙翼双

脊”马．于汉朝为仪仗立马。唐长安见“蹀马之戏”，大宛月氏

盛装舞马随胡乐蹀足或俯仰复起。@玄宗百匹舞马均由中亚

贡马诸国所献中挑选。故此马技经西域东渐。“走车”是骡驾

轻车，驾者就车辕演赛，以复杂为优。骡系出波斯、吐火罗，@

驾骡走车应为高车回鹘竞技。都城“走马”“走车”固定时间地

点是万寿寺庙会期间、庙西侧的苏州街，时观者如堵。此都城

西域马技．于庚子变乱至民国初渐销迹。这与时都城西畏吾

人迁出或融于当地所一致。

2．大钟寺庙会的“车马”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大钟寺开庙。为京城八大传

统庙会之一。各种技艺花会竞相表演。最吸引人的是庙外的

跑车走马。<燕京岁时记>载，长安青年多弛车马作乐，速如飞

尘且比车技，看车佩饰、挽车骡子体形、毛色，驾者装束、执车

马姿势等，马匹有达数百金。这与中亚一西域走马、走车同出

一辙。清季迪化每逢年节的红山庙会，仍有民间“压走马”(赛

走马)表演，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汉等族驯马者牵引各

自驯服的走马竞演。

3．高梁桥娘娘庙会西域杂技

西直门北半里许高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瓶

花斋集>记，西直门外高梁桥为京师最胜地，“精蓝棋置”，士

女缙绅纷至。明代，高梁桥北娘娘庙供哺要妇人塑像。每年四

月初八娘娘降生日。京城妇女轿、车、骑、行争游祈愿踏青。

(明)朱茂晒<清明日过高梁桥》诗“风柳易斜摇酒幔，岸花不

断接禅关。看场压处掉都卢，走马跳丸何事无?哪得丹青寻好

手，清明别写上河图”。其间都卢、跳丸、走马均是西域杂技。

汉史籍“都卢”，回鹘语意为“柱、高柱”。<魏书>记“缘橙”，嘲隋

唐称戴竿、竿木【匍或顶竿、载竿。高柱、高竿竞技缘于匈奴、突

厥祭天柱。衍生出高空走绳和缘檀(抓杆)，派生扒杆、载竿、

顶竿。故清籍记京西庙会亦有爬杆技艺。【卿南方手技“弄丸”o

应是以手指在手掌中转动数小球或球状物之技巧，而<魏书·

乐志》提及西域手技“跳丸”，则是双手向空中交错抛接且连

续迅速接抛数小球，沿袭于汉人戏目。又有西域场景：“赛驴

围在众人中．宝召香貂走不通⋯⋯谁家墓道歌儿聚，击筑吹

箫白杨村”。嗍墓道歌聚、击筑吹箫的白杨村可现畏吾族邸及

陵园景象。

4．白塔寺庙会的西域信仰民俗

该会是京城主要庙会之一．农历每月五、六两日举行。清

末<旧京琐记》载，北京庙市每月逢三日是土地庙会，四一五

日是白塔寺庙会。其间西域佛教的因子注入该地。如西域佛

法“打鬼”，元明时传人汉地庙会。明时，正月十六儿童游戏

“打鬼”；清季“打鬼”日，各喇嘛或扮演天兵天将，或扮恶鬼，

锣鼓齐喧，天将捉“鬼”。届时商贾士女纷集，亦有走马驰车竞

技。嘲又如“张灯”风俗．缘于西羌火袄教。古西域腊月至正月

天气阴晦，信徒烧灯点火祭祀；汉人继而张灯表佛，沿至明

朝，清代定为灯节。在此虽“西域佛法”广义包括藏传佛教，但

其中重要环节是古印度至西域的“西域佛教”。

5．西顶庙会观马术

长春桥碧霞元君庙。为京师五顶之西顶。明万历年建。原

名护国洪慈宫。康熙四十七年(1709年)敕重修，改名广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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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康熙亲书“金阙宣慈”匾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改称碧

霞元君庙。大殿供碧霞元君，配殿奉廿八星宿塑像。乾隆帝赐

书“坤元广毓”匾额。每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与万寿寺庙会

同举大型庙会和香会，清廷派大臣拈香。@期间观赏走马、都

卢、爬竿、跳丸、马弹诸西域杂技。史籍所载马球亦马弹。源于

波斯，唐朝尚行。唐太宗即位初突厥颉利可汗与唐结盟并表

演了马术。宋辽画家陈及据此画《便桥会盟图》，绘十余名骑

士持球杆奔跑，四骑士拨马以杆争球。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

土打马球彩绘和西域女子马球图。1003年夏木苏尔·玛阿尼

纂《百科知识》载“打乔干”(古代维语马球)。玉素甫·哈斯·

哈吉甫《福乐智慧》，向国王建议派作使节者应会“打乔甘”。

明清高梁桥西尚有西镇国寺、五塔寺、大佛寺、倚虹堂、

极乐寺、广通寺、法华寺、延庆寺、龙王庙、万寿寺、慈寿寺及

广济庵、昭应宫、朝真观，麦庄桥三笑庵，白石桥西延寿庵，慈

寿寺东摩可庵，昌运宫西兴教寺、庵，西直门右齐园等。“岁清

明日，都人踏清游者以万计，浴佛日、重午日游亦为之。”阳此

间西域技艺融于当地文化中。

(三)生计交融

1．庙市西域物产

大都城西庙会玉交易频多。万寿寺、西顶娘娘庙、护国寺

等庙会玉器摊很盛。这与西域优质和田玉产地和畏兀人贵

族、工匠、商人携来甚多直接相关。《元史》卷廿记：“凡回回国

金珠宝贝尽出本国”。硼，即《西使记》所载西域明珠兰赤

(Ladiverd)；泰定帝时，“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日硼者来献。

其估巨万”；川“押忽大珠”，刘郁《西使记》称“五色鸭忽”，即玛

瑙(Agate)。成宗时西域回回“勃克、马合谋沙献大珠，邀价钞

数万缗”；西域人答乞“以宝货来献，以钞六万锭给其值”。阎蒙

哥时，西域商人献水晶盆、珍珠伞等，获赐三万余锭。硎明代平

则门(今阜成门)北、白塔寺附近有制造弓箭的作坊东、西弓

匠营，西四与平则门交接处有羊市马市。这与西域色目人匠

营和商易生计吻合，且离畏吾村不远。白塔寺、弓匠营、羊市

马市之礼佛和生计场所，与畏吾村民事佛和生活场域一致。

北京地毯生产历史七八百年．元代有专为皇宫纺织地毯的作

坊，此与元大都畏兀人不无关联。元时西瓜植大都。汉代前西

瓜由中亚花刺子模等处人西域。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传入幽

燕。辽会同十年(94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逝。宣武军节度使萧

翰率众北归．同州邰阳县令胡峤为萧翰掌书记“人平川⋯⋯

始食西瓜”，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以牛粪覆栅而种。又金天

德二年命有司议荐新礼，“七月，羞以瓜”，西瓜成为夏季进献

皇宫太庙的主要果品。元大都近畿西瓜因栽培适宜，成为皇

室祭太庙的供品。《析津志》记，每八月“进上者瓜甚大，人止

可负二枚”。删此栽培技术与畏兀人自当系连。汉张骞通西

域将葡萄种子引入敦煌、陇右。唐“破高昌，收马乳葡萄⋯⋯

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凡有八色”。唐廷令高昌年贡各种

葡萄和葡萄浆。长安禁苑移植二葡萄园。贞观廿一年突厥叶

护可汗亦献唐廷马乳葡萄。o据《博物志》：西域有葡萄酒，积

年不败。葡萄酒三一四世纪传人中土。八世纪以波斯方法制

作的葡萄酒来自石国。@元明都城畏兀一畏吾多自高昌。葡萄

与葡萄酒自存于市易与御前。亦洋葱、胡芹、胡椒“生西戎”；@

“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之”。r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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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营与居住走向

都城畏兀(畏吾)除因族体、文化而聚，也依河道与商业

营生而居。大运河开凿，高粱河下游形成诸多湖泊。阳元代重

修大运河，漕船可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o形成商业区，畏兀

人交易于高梁桥至白石桥庙市及羊市、皮市。明京城放弃原

大都城北人烟稀少地区．使积水潭附近钟鼓楼一带商业地位

下降；永乐十七年将城墙向南推移约二里。把原通惠河一段

故道包人城中，漕船无法入城圆，商人遂就近聚集前门经商。

畏吾人东南向营生于白塔寺、弓匠营、西四等处网。嘉靖卅二

年，修筑外城墙，南城包于城区，不再是关厢城外，网扩展为贸

易区。畏吾人又向南营生于马市、西便门。嗍清朝定都北京．除

“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

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卿大量汉人迁南城，前门区

成为京城最繁华地。穆斯林聚居新华门以南至牛街一带。

明末西域畏兀地面伊斯兰化．畏兀入京者大多居于畏吾

村，带动了当地畏兀人的穆斯林化。乾隆廿四年在香妃居处

宝月楼南修清真普宁寺，移西域和卓族裔聚居(见乾隆御制

“清真普宁寺碑”)该处。其因居于旗营(属蒙古正白旗)，与当

地穆斯林及城西畏吾交往较少；至晚清则与京城穆斯林化畏

吾融合．@畏吾村的畏兀穆斯林也渐移居清真普宁寺、西长安

街处。民国时统称维吾尔【811。据1938年“回回营普宁寺”教长

马雨亭述，西长安街及和平门一带，领取俸禄的108户约800

余人穆斯林中，大多是维吾尔后裔。嘲因久居汉地，其多与当

地回族通婚，取伊斯兰教经名和汉姓名，部分人演化为回族；

有的改汉姓“魏”。京城畏吾人聚居地由畏吾村一西直门一阜

成门一线，向东南移于清真普宁寺一带；民国时，“左祖右社”

的格局改变，且随着满汉旗人失去皇朝供奉，城西寺庙及庙

会渐衰。人多入居东城。畏吾村民再南下，倚寓辽金都城西域

人居地广安门一牛街回子营周围。

京城维吾尔杜群迁移嗍

明宦寺墓群

T明畏吾村0(居民村落)l

T元畏兀村◎(朝臣聚落)l

(今维吾尔T元大都城垣J

T O社区)t 元大都·j

t t 清紫禁城·i

T t 明宫城_j

t t 今中南海．』

t t(清香妃居地)0 J

t t 宝月楼(新华门)j

西域工匠◎ +_一j

回鹘军兵◎ o牛街民国维吾儿社区l

金中都-·辽大内(明皇城南沿)

笔者考述都城维吾尔，尊重了该族体的文献与口传。外

人重建“族群的历史”往往欠完整．“须从根本上考虑所研究

族群对事件的自身见解及其对过去文化的重建方式”。@族群

认知自身历史为祖先赠予和传达的精神礼品。刚口述史注意

补遗历史事实、集体与个人记忆的一致，提供与公共和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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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及心理模式相对照的私人世界，嘲是对民众记忆和主体

性的有效肯定。阁记忆与历史互动。对重建过去同样有效。【明

金元明清都城御敕庙宇是汉与非汉信仰对功能主义等重物

轻灵研究的补裨。战争与革命年代多经庙和家祀，商兴时代

多香火庙．表明商营与祭拜衔适。尤其证实非汉族体治理的

内律和内力理念。神灵信仰尤其御敕寺宇的意义，实质涉及

政治治理的本质或本末。法律与规制属于外律或只具技术层

面意义。

注释：

①《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

于高梁河．十一年三月大护国仁王寺成。”

②即河位之南也，笔者。

③(清)《日下旧文考》，卷丸八，[臣等谨按]I‘白石桥之镇

国寺今废”。

(D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辑《析津志辑佚》“寺观”页93；

“岁纪”页214．

⑤《元史》卷二O二“八思巴传”；明崇祯年间《补续高僧

传》卷一“元帝师发思八传”。

⑥窃以为，由上“仁王寺安庆塔”“正觉寺内安庆塔”和前

护国仁王寺址于真觉寺附近考证，可推断仁王寺与真觉寺为

一体上下院．或前者涵括后者或为后者前身。

⑦《补续高僧传》卷一；《佛祖历代通栽》卷二二；《元史》

卷二O二。

⑧徐征《可爱的海淀》燕山出版社，1992；《北京史苑》第

三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页267。

(D(明)《顺天府志》卷二：“大慧寺，在西直门外畏吾村。

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建，赐额大慧。”

(明)沈榜《宛署杂记》：“大慧寺在畏吾村，正德癸酉太监

张雄修建．李东阳撰写真武殿铭”。

⑩《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双林寺”；《天府广记》卷

三八“寺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⑩(清)爱新觉罗·胤祯《大觉寺》：“寺向云边出，⋯⋯香

台宣鸟语．禅室绕泉呜⋯．．钟传说偈声”。

②(清)王士祯《池北偶谈》：“皇姑寺前风日晴，畏吾村畔

草痕生”。

⑩(清)王熙《紫竹院》：“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槛低

花影静⋯⋯钟梵闲清昼”。

⑩(清)法式善《存素堂集》“访西涯先生墓诗”：“西涯宅

废水空存．又扣禅房访墓门。病衲斜阳剪榛莽，老羝秋雨啮松

根⋯．．三百年来谁过问，暮鸦黄叶畏吾村”。

⑩《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另见《国朝文类》卷

六五，《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⑩据《元史》卷一三一，《拜降传》；卷一三七《脱烈海牙

传》。

⑩《元代畏兀儿研究》，1999，页234注①。

⑩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说郛三种，卷一二O，明刻本；．甫

里先生文集，卷一二【z】．12“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

粹”。“月窟”即李白．天马歌，中“月氏窟”；．明皇杂录，．唐代丛

书，四【Z】．8—9．

⑩《唐会要》卷九九，页1773；《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新

唐书》卷二二一，页4135。

①《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丸⋯⋯宜僚姓熊，是楚国

人．善于“弄丸”。

⑨《燕都说故》，燕山出版社，1996年；(清)得硕亭《竹枝

词》：“欲游西顶顺长河，一路楼台点缀多。万寿寺前须驻马，

此中山子甚嵯峨”。

◎《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11—12；《新唐书》卷四0页

3727；《唐会要》卷一00，页1796—1797．

②《太平御览》卷八四五页6。《唐会要》卷一00页1796一

1797。《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7．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12；《本草纲目》卷三二，页

17．

③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2—1

(1945年)；《北京史苑》1983年第2期。

④参阅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地理》第七章“城市商业与

市场分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页222—226。

⑤笔者2009年5月访谈清京师旗营回疆后裔艾海买

克·霍加。

③【英】保尔·汤普逊(P硼l’r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

史——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1984；覃方明等

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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