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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82938

泰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名

山、圣山，自远古时起，直到近现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旅游、

活动绵延不绝。明清时期是泰山旅游活动的一个特殊时期。本文在回顾明清

以前历代泰山旅游活动的基础上，从明清时期帝王、仕宦、庶民在泰山的旅

游活动入手，分析其活动内容，总结其活动特点，并对其活动对泰安当地产

生的经济影响进行探讨。

明清以前泰山旅游活动，主要是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至唐以后，文人

仕宦游览泰山者逐渐增多。明清以前帝王、仕宦的旅游活动一方面在泰山留

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诸如碑刻、建筑、诗歌、传说等，另一方面这些遗迹

又不断吸引后世之人前往观瞻，从而更加丰富了泰山的旅游活动。

至明清则帝王巡游、士人宦游、庶民进香游泰I【I成为泰山旅游活动的主

体。明清帝王巡游泰山的活动，主要是到岱麓的岱岳庙拜祀泰岳神灵以祈求

永保江山稳固，祈祷结束后，则会观览胜景、省方问俗、行围捕猎，并前往

当时据传极具圣灵的碧霞元君庙，进香元君，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客。帝王巡

游体现了明清帝王政治旅游的特点。士人宦游泰山的活动，主要是观览泰山

雄伟风光，或吟诗题字，或于游岱后撰写游旧以抒发其赞美之意及表达个人

思想。另外，仕宦到泰山还会拜祭东岳泰山之神及碧霞元君，表达了其心忧

天卜的忧国爱民之情。士人宦游泰山体现了明清士人文化旅游的特点。庶民

游泰山最主要是到岱顶的碧霞7二君庙进香，但有些百姓由于对元君的过度迷

信，或为求来世幸福，或为亲人禳病免灾，以至舍身岱顶，虽屡禁亦刁i能止。

此外，进香之余到岱麓泰安城内的庙会上游乐一番，是庶民进香游泰山的另

一重要内容。庶民进香游泰山体现了平民百姓民俗旅游的特点。

明清时期，帝王、士宦、庶民在泰山的旅游活动对泰安县的政治经济均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进香香客征收香税。香税起征于明正德十一年

(1517年)，取消于清雍jF十三年(1736年)，在香税存在的220年内，

其对于山东建设，减轻山东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等方面均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二足极大的刺激了泰安城乡经济的发展。繁荣发达的经济，加



lJ．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泰安的政治重要性广1益frtl显，雍币十二年，泰安升

州为府成为山东省巾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后，明清帝王巡幸泰LU

时，所采取的蠲免政策划当地的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I晌。

总之，明清时期是泰山旅游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活动主体广

泛，活动内容丰富，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明清时期； 泰I|I． 旅游； 活动； 经济



Abstract

Mount 4I’ai is the thmous and saint mountain of oIlr coumry f0Hn of old

because of i据印ecial geography afld special cultural content，since time

immemorial，until modem，go to emperor and prime minister up，descend to go to

ciVilian and common pe叩le，the tour and the activity have been going on

cominually．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period of thc

tour。actiVity of Mount Tai．This text is on the fIoundation of looking back the

tour-actiVitics of Moum Taibefore Ming Dynasty aIld Qing Dynasty，begin with

the tour-ac“vities of Mount Tai of the emperor，the esquire afld the civilian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asly，analyZe the content of lheif acti“ties，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activities．aIld discuss the economic innuence to me

local by their觚tivities．

The eInperor’s fete is t11e main tour-activity of Mount Tai beforc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ter Tang DynaSty，more aIld more esquires tour

Mount Tai．Befor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on the one h肌d，me

tour．actiVities of the emperor a11d t11e esquire 1eR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 rclics by

their actiVities in Mount Tai，such as inscrip“ons，architectures，poesies and tales，

etc．，on the other hand，these historic relics draw on morc person of the fmure

genemtions to go to View，so that enriched tlle tour-activity ofMount Tai．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the tour咀ctivity of t}le emperor，the

esquire a11d the ciVⅢan becomes the main body ofthe tour-activicy ofMount Tai．

The main intention of the tour—activity of tlle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is to sacrifice the jirul of tlle Mo眦t Tai to protect his eⅡ1pery，aIld then，

t}”y will View the scenery，research tlle custom，hullt the animals，and go to

p订grimage the“bi xia yuanjun”which is very miraculous according to the 1egend

at t|le把mple of the“bi xia yuan jun”at that time，so the emperors become th弓

pil铲im of the n锄e maIches the reality．The tour_activ“y of me empemr

embodies tbe characterjs“cs of the Dolitical—tour．The tour-activitjes of t11e



esquire mainIy are to印preciaIe me scene巧，write poems and inscriptions，a11d

compose traVel notes to express their idea of praise and personaI thoughts．

Besides，The esquire will also to sacrifice the jinn of the Moum T缸and

pilgrimage tk“bi xia yuanjun”to express their f毫ding that they concern for t11e

country ajld loVe the people．The tou卜activity of the esquire embodies the

ch啪clerislics of the culturai_tour．The main jntenfjon of the civilian to tour the

Mount Tai is to go to pi崎image the“bi xia yuanjun”aI me tefnple ofthe‘‘bi xia

yuan jun”on the top of the Mount Tai，but because ofexcess suDerstition of “bi

xia yuanjun”，some civilian dies on the Moum Tai forblessedness of etemity or

praying aboVe the weather for their fhmily，although幽e govemment has been

f~orbid did not succeed． Besides， {t is an other im口onant content of the

tour。actiVities of the ciVilian that to play on the temple fair in the city Of Tai—an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 Tai．The tou卜activity of the civiliaIl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cs of the f．oIk．custom．tour．

1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the tour—activity of the emperor，the

esquire， and the ciVmaIl to Tai咀n of p01itics aIld economy produce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First is to collect tax towards me pilgfim that go on

piIgrhnage、～hich caIIs“xiang shui”． “xiang shui”starts c01lect in the eIeventh

year of the emperor “Zhengde”of Ming Dynasty(1517)，canceling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the emperor“Yongzheng”ofQing Dynasty(1736)，in the 220

yearsⅡ1at the “xiang shui” exisL it all developed the huge runction on

constructing in Shan—dong，lightening the bul‘den of the people of Shan—dong，

increasing the national public finance and reve肌e，ctc．．Second is to tremendous

cataiyze the development ofⅡle economy in the cily and the country of Tai—a11．

The nourishing economy，pIus the superior geography，which make the poIitical

imponarlce of Tai。an highlighted increasingly，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emperor“Yongzheng”，Tai-an is raised its administmtion class抒om “Zhou”

to“Fu”andbecomesthepolitics，economyt and cultllre centerofthemiddle area

or Pr0Vince Shandong．The 1ast one，when emperors of t11e Ming Dynas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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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tours the Mount Tai，che tax-fke policy mat t11ey adopt aIso brings

about certain innuence on the economy o九he region．

1n a word，Ming D”asty a11d Qing Dynasty is a especially important period

ofthe幻ur．actiVjty of Mount Taj，the main body ofthe tour—activity ofMount Tai

is abmad，the content of the to*actiVity of Mount Tai is richness，and it

produced imponant innuence on the region on political and economy．

Keywords： Mj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Mount Tai；

Tour； Activi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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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以前历代泰山旅游概况

泰山位于广袤的华北平原东侧，山东省中部，西襟黄河，东临黄海，其

方位为东经117。6’，北纬36。16 7。其甫麓始自泰安城(北纬36。10’)，

北麓止于济南市(：|匕纬36。42 7)，相距约60公阜，总面积约426平方公里。

泰山主峰海拔l545米．而广阔千里的华北堆积平原海拔仅百余米，与泰山

形成了1300米以上的相刘高差，形成娼烈对比。再加之，泰l』J周围相邻的

山地区域中的晟高山峰都比泰山丰峰低300至400米左右，其他众多低山、

『王陵的山T0j海拔高度又都在400至800米之间，这就形成了山东匠陵群山之

中唯泰山独高的群峰拱俯}向地理形式。巍巍泰山以其1300米的高差，坐落

于华北大甲原东部的平原、丘陵之唰，有如东天一柱，)，里沃上，唯其最高。

泰山又以其主峰币皇顶为中心，四周低矮群山环绕，且群山海拔山内而外逐

渐下降，直至i陌地带海拔100余米处，形成泰山lJJ势累叠，主峰突兀之状⋯””。

整个泰山盘西于426平方公单的巨大面积之上，其基础宽阔而形体浑厚，给

人以“稳”、“雹”之感，故而古人将其喻之为“泰山如坐”，又有“重如泰

山”、“稳如泰L"之酏㈨”1’。

泰山，又称岱山、岱宗、岱岳、东岳、泰岳。“泰”秤古时与“太”、“大”

相通。《正字通》说：“东岳古但称太山，太代同音，敝借代加山。” 《说文

解字》晚：“岱，太dl也，从⋯，代声”。“岱者，长也”【6l催⋯。意喻泰山为高

大之山，万物更始之处，群山之宗。“岱山”之名见于《J苛礼》：“河东日兖

州，其L¨镇同岱山”；“岱宗”之名见于《尚书》：“岁二月，东巡，至于岱宗。

岱宗者，泰山也”；“岱岳”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

岱岳”；“东岳”之名见于《毛诗诂训传》：“岳，四岳也，东岳，岱”。战国

时期，齐国人邹衍根据五行相胜的说法，柬解释朝代的史替，创立了五德终

始说。人们把五岳名山按其方位纳入r这些理论认识中去。泰山居东方，是

太阳初碉的地方。“东”字，从“木”，“目”在其中，甲骨文中“木”与“桑”

通，古有“日出扶桑”之况。Ii=d时，东方在人们的认识中又是万物交替，初

春发生之处。东方按“血行”属“木”；按“五常”(仁、义、礼、智、信)

为“仁“；按“四时”(春、夏、秋、冬)为“春”；按“八卦”(乾、坤、震、

为“仁“；按“四时”(春、夏、秋、冬)为“春”；按“八卦”(乾、坤、震、



巽、坎、离、艮、兑)为“震”：按“二十八宿”(东方苍龙：角、亢、氐、

房、心、尾、箕七宿；茁方自虎：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方

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

室、壁七宿)为“苍龙”。“木”与“春”皆有万物发生之意，“春之为言蠢

也，产万物者也”【7Jf㈣5)；“仁’’乃天地火德：‘‘震”与“苍龙”则是帝王出

生腾飞之地。于是东方主生的思想具体到泰山，泰山还成为了“天地大德”，

“帝王出生腾飞之地”。故而“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尊日岱宗。岱者，长也。

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肽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F，其为泰

山乎?故为五岳长，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6J(挂‘o’泰山

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丰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帝王、

士宦、前往巡狩、游览。

(一)泰山旅游的起源

泰山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928年即在泰山北麓，

今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发现了“龙山文化”，随后1956年又在距泰山之南

25公羁处的大汉l}镇发现了距今4000～6000年的“大汶|]文化”。泰山在

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成为了人类频繁活动的重要区域。古代先民们，生活在

恶劣的自然环境当中，常会为了生存而向上天祈求，从而形成原始的天神崇

拜，而作为位于华北大平原中部的最高山脉——泰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

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古代先民祈求、答谢天地神灵的场所，与上天沟通的桥梁。

于是，燔柴祭天的活动应运而生：“遂类于上帝，桎于六宗，望山川，偏(遍)

群神”，“柴，望秩于I【』J¨”⋯毪2孙。于是，泰山就有了传说自远古起的封禅

活动。封禅，“此泰I【I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日封；此泰山F小

山L除地，报地之功，故日禅’’【81(。281。相传‘‘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

家”，其I卜就有“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

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项封泰山，禅

云云；帝估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

泰⋯，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8】【们81。传况

中的七卜二帝巡狩封禅泰【ff就成为了今开泰山旅游的滥觞。



(二)秦至宋元泰山旅游及其所形成的旅游资源

当历史步入封建社会之后，统治阶级赋予了泰山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使泰山成为罔泰民安的象征，成为帝土受命子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封建

帝王们为显示自己的统治受天地神灵的护佑，并炫耀个人功绩与国威，不断

的追随先人巡狩泰山的脚步，封禅巡游泰山。

封建社会中，帝王巡游封禅泰山最早则起自秦始阜。秦王赢政于公元前

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固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在其

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为张国威，震慑不甘失败的

六国贵族，决定巡行东方，封禅泰山，“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8J(罄2舯。来

到泰山脚下，始皇“自泰Lb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8J(税钔，

其辞日：“皂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

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fll，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助

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皂

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

远近毕理，成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

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成。’’⋯。6)“封，祠祀’’【8J(4

6’后，“从阴道下，禅于梁父”【8J(”2钔。传说，始争在下山禅梁父途中“风雨

暴至，休于树_卜”，因而“封其树为血大夫”【8】(粕踟，留下了泰山“松得秦

封”的千年传说。

公元前209年，始皇二子胡亥继帝位。胡亥继位不久即东巡泰山：“二

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而刻勒始争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

之功德”【8】【们舢。该刻石留存至今，仅剩残石两片，留有二世讯书“阶⋯”

⋯去捩⋯⋯昧死⋯⋯J：!潴⋯⋯矣。}r十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之一，

也是书法界的稀世珍宝。

西汉孝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其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多次与匈奴交战，

结束有汉以来七十年边患，政绩卓著于史。汉武帝在与匈奴的频繁交战间隙，

曾八至泰山，五次修封泰山，前后逾二十年。

第一次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

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颇”，四月，汉武帝出海上返至泰山，遂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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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超过汉武，且随祭人员众多，不仅有汉宾二王与孔子后代，还有藩王十二

也来助祭。是时，汉官马第伯从光武帝登泰山，撰《封禅仪记》，可谓是最

早的泰IlI游记，同时也是巾田最早出现的游记文学之一㈦(。971。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虽没有帝王登封泰山，但出于

这一时期源于南Ⅱ次大陆的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一些佛教高僧云游至泰山

并卓锡于此，对泰⋯Jn生了重要影响。今日位于泰山西北麓著名的佛教寺院

灵岩寺即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传说苻秦永兴年问，天竺僧

朗卓锡于此，曾使‘‘猛虎归伏，乱石点头”，故称灵岩【13】(915n，以后多次续

修，遂成海内名宇。灵岩寺不仅塔林为国内罕见，其附近胜景也饶有奇趣，

故明人王元美曾说“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其游”【14l(毪“。此外，晋义熙年

问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宋元嘉年间高僧求那跋摩．魏朝的僧意、僧法定、

释僧照都曾云游泰山，卓锡于此【15l【”342。34"。另外，位于斗母宫东北面的经

石峪，又称曝(晒)经石，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石，其上刻有

金刚经儿二千七百九十九字，占地面积约2064平方米，经今人考证该石峪

经刻最早始于北朝后秦三年(401年)，中止于北齐王朝灭亡之时(577年)，

是北朝佛学传播的重要遗迹。经字大如斗，以隶书为主，兼有楷、行、革、

篆各种笔意，形制雄浑，书法纵逸道劲，被誉为“榜书第一”、“大字鼻祖”，

今天已成为泰山登道l：一个重要人文景观㈣(吲。88)。后来明代万恭在附近建

高山流水亭，亦留下不少叫清题咏，使幽境更为生色[1 7】(世”)。

盛唐之间，有两位帝王封禅泰山。先有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帝后共

行封禅泰山之事；后有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之举。

高宗李治携基后武则天共行封禅泰山于麟德三年(666年)。是时“车驾

至泰山顿。是日亲祀吴天上帝丁：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已，帝升山

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祗，以太穆太阜太后、文德争太后配飨。

皂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118j(”)。这一次的封

禅活动议者以为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宗酶往封禅，不但规模超过以前各代，

且随行人员中还有很多的外国使者参与进来，“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

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乌苌、蓖苍、倭

圈及新岁、百济、高丽等诸蕃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羊、牛、马添





祥符元年十月，真宗封泰山，禅社首，诏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改乾封县

为奉符县㈣("’10舢。宋真宗的这次封禅完全是一场闹剧，他是在澶渊之盟以

后，为挽呵宋廷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颜面，在王饮若的怂恿‘卜．，封禅泰山的。

但是宋真宗的泰山封禅之行却给泰山留F了三处大的庙宇建筑。其一，昭真

祠。宋真宗登封泰III时，在岱顶玉女池旁得一石像，随命改石为玉，并建昭

真祠专祀之123l{蚴41。此即为明清以来香火只盛的碧霞祠，明成化三年拓建时，

殿宇顶部换成铜鸱铁瓦㈣(837钔，成为中国高山建筑不可多得的建筑群。其二，

岱庙。火中祥符元年，“六月乙未，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

lII天书于含芳园”【22】(珏7)，真宗为纪念天书再降，于七月诏灵液亭北天书再

降之地建殿，以天贶名㈣(髓571，并撰《大宋天贶殿碑》记录其事，该碑至今

仍保存完好。天贶殿其后屡经拓建，遂形成今丌之岱庙规模。其三，天书观。

天j忙观“宋大中祥符建。史载天书降于泰山西南之麓，即其地也”【24】(们)，在

泰安旧城西北，已圮。另外，今日泰山蹙山道上有些地名如回马岭、御帐坪

等，都是他这次封禅留下的地名㈣(普n。

宋代，泰山书院兴盛。本地学者石介与其老师孙复，在泰山著书立学，

不但创办了泰山书院，还创立了泰山学派，成为当时一支独秀的儒家学派，

吸引了大批学子前往游学，丌一代新风。当时另一位学者胡瑗曾讲学于此，

时讲学“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涧巾，不复展读”，涧上立有

石碣曰“胡安定先，上投书处”¨卅【杜3】，遂留下了投书涧的雅名。

金元时期，泰山旅游不再有前代声势浩大的封禅巡狩，但文人士宦游览

泰I¨者却远多于前代。他们慕泰山之名而来，驻足于泰山的湖光山色与文物

古迹之间，吟诗作赋，留下了不少的诗文游记，为后人研究泰山的历史文化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太宗八年(1236年)，元著名诗人元好问偕赵天锡往泰

安会行台严实，凶有泰山之游，并游灵岩、龙泉诸寺，著《东游记略》及诗

数十首，详汜所历㈣(阳甜)。延佑年间，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叛游岱期间，挥

毫泼墨，留题“汉柏”二字，刻石岱吊观‘15】‘P37“。由于会元时期战乱频仍，

对泰山祠宇毁坏颇多，但两朝在建朝之后对泰山祠宇也作了不少修缮，规模

虽然不火，但仍对保护泰山旅游资源起了极大的补救作用。例如，金大定十

九年(1179年)时重修东岳庙，三年乃成，“儿殿、寝、门、闼、亭、观、



廊、庑、斋、库虽仍旧制，加壮丽焉’7【251(P87孙。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重修蒿里山神裥，成旧捌百二十楹，并塑七十五W幕箬鏊!疆i；筹弱辚霪鲤

雾型西等为砖笔阵◇篙。

囊。羹蘸冀冀熏銎。囊鍪j篱鬻鍪羹墓羹羹嚣羹霆霪
羹囊墓

i～≤澄鬟鏊鎏萋霪鳟荔嚣辐萋霎篓萎萋冀

嗝灌磺咏；乡荔五掣葡晦氆糯湘浑述=∽带渤型矗涡瑶瑁坏博。瓣蓉型

秽掣若匿厅罄恕警矬i爨存，在今泰城东八公里处。

第三次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其年春三月，汉武帝修封于泰山。

其先于明堂宫祭汉高祖 ，遂又上泰山行修封事，、‘有秘祠其颠”⋯引舢。汉武

帝此次修封泰山，可谓声势浩大，《史记·封禅书》称其“泰山上举火，下

悉应之”。

第四次于太初冗年(公元前104年)，此次汉武帝巡幸泰山，“以十一月

甲予朔旦冬至同祠上帝明堂”，“．tI*二月甲午朔，一I：：亲禅高里，祠后土’’【8J(。1舢。

第五次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

而加禅祠石 闾”【8J(⋯“。

第六次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制∞。

第七次于太始四年(公元I；{『93年)，“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

祀高祖于明 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争帝于明堂。甲申，修封。

丙戌，禅石 闯”【9】【””。

第八次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还幸泰山，修封。庚寅，

祀于明堂。 癸巳，禅石阊”【9】(4们。

汉武帝如此频繁的登封泰山，为泰山留下了众多古迹，吸引后人前往观

瞻凭蝌，如有矗立极顶之上的汉石表——无字碑；有相传为汉武帝亲手所植，

至今仍流翠吐黛、葱茏苍郁的岱庙千年汉柏；以及位于汶水之侧，只剩断壁

残垣、瓦砾满地的汉明堂基址，此外，还有新甫山之甘露章、望仙台、迎仙

殿、侯城、 汉武帝庙等，皆传为汉武遗迹⋯](。1”。

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其于建武三十二年(56年)二月





P q_I一罩。御l障崖瀑水悬流，五大夫枯松犹在岩畔，或亦后人继植者。入南天

门，扪豢时无字碑，至孔予小天下处．真可收罗宇宙，畅豁襟怀，题‘普照

乾坤’、‘云蜂’诸字。宿泰fif颠，月色清朗，赋诗遣兴。来H移同观峰，看

扶桑同⋯。下山祀于岳庙。岳为五方之长，发生万物，故躬祀之，为苍生祈

福”。因此次乃圣祖第一次登岱，故而其亲自“登陟四十里”．井夜宿岱顶，

次H髓临H观峰，观H出。在登岱过程L}I康熙凭吊古逊，欣赏风景，兴致浓

时，不但留F了“普照乾坤”、“云峰”等墨宝，还赋诗遣兴。圣祖所留诗章

虽非名句，但从诗中却可看出圣祖游览泰山美景的兴致及其远离城市喧嚣，

尽情享受自然，完全将自身融于山水之间的感受，其《岱顶对月》一诗就将

这种感受细致的描绘了出来：“夜宿乔岳颠，缥缈近云阙。孤高绝尘翳，天

外见明月。不闻城市喧，唯听空籁发。开轩肆遐览，万象争突7C。对此心悠

然，清梦自超越。”㈣(洲’除此以外，圣祖在泰山还“省方问俗”。当圣祖在

岱顶游览风景时，“侍臣请往观舍身崖”，上日：“感民无知，惑r妄诞之说，

以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肽，受之父母，／fi敢毁伤，故曾予有临深履薄之惧。

且父母爱子，惟疾之忧，子既舍身，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处处

有之，正宜晓1俞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j!!i!之何为?”【33l(诖136’于是，

地方官吏严令禁止舍身，数年不闻舍身事。另外，圣祖到泰山后先行登览，

下山后才去岳庙拜祀，由此也可看出祭拜泰山的政治目的已远不如汉唐时那

么浓重，倒是游览泰山雄伟风光才更是第一位的。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第三

次驾幸泰安，此次圣祖“南巡至泰安，登岱，遣内阁侍读赵世芳致祭于东

岳泰山之神”f34】(引“)。关于此次清圣祖登览泰山的情况，史籍中除记载其“次

泰安，登泰LU”㈣(。舢．‘‘遣领侍卫内大臣于岳庙致祭”【32】(。引0’外，对于圣

祖登上泰山的经过并无多述，这也即意味其髓上泰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

意图，而只是一般的登山览景，游览观光。清高宗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

第一次登泰IJ|，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后一次巡幸山东并登泰山为止，

前后共卜次，其中六次登上岱顶，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首屈一指。高宗

对泰山风光情有独钟，其在游览泰山的过程中，几乎每至一处都要赋诗留念，

或赞美风景秀丽，或表达自己的登岱感受，或凭吊古迹以舒感想。例如，乾

隆在第一次登览泰山时，赋诗称赞对松山“岱岳最佳处，对松真奇绝”；乾







传袭比德观念发展而来的至尊至圣思想，加上国泰民安的象征，雄奇美丽的

自然风景，则吸引了无数明清：L人前往登览。

明清之际，士宦在泰山的旅游活动以观览风景，赋诗题刻为主。士宦游

览泰山多选择泰山中路登岱。泰山中路由遥参亭过岱庙，经一天门、红门、

中天门、升仙坊至南天门，是泰山最古老的一条登山道。盖以中路谷深而林

静，路曲而峰转，加之古迹众多，碑刻林立，故多选此路。明清士宦在游览

泰山之时，游兴所至，吟诗遣兴，因而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据《泰山大

全》所载资料统计，明清士宦题咏泰山的诗歌截至清末共计1915首，其中

明代895首，清代884首，接近整个封建社会题咏泰山诗歌总量的89％。明

清题咏泰山的诗歌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风格迥异。在这些诗歌中

以写景状物，描绘岱岳者居多。有的从总体上写泰山，大笔淋漓；有的则具

体写泰山某景，细腻别致。其大体又可分为望岳涛、登岱诗、咏岱顶、咏具

体景观四小类14】(P267。27孙。另外，还有一些登览者在歌咏泰山的诗中抒怀言志，

借景吉‘理，他们或借壮丽山川以抒发自已的豪情壮志，或从大自然中得到某

种感悟而写下富含哲理的诗歌。例如清人何毓福《引岱下王母池》诗后半首

写道：“风送山泉入耳清，尘埃一洗无何有。心超何地不蓬莱，斯世何地无

仙才?壶中天地杯中月，吸到心胸力-古，l：。”意谓只要心底淡薄，超然物外，

那么，哪阜都是蓬莱仙境⋯P27勃。若吟诗还不能尽兴，则将自己的诗词或墨

宝摩崖刻碑，是明清士人宦游泰山的另一大活动。明清士宦在泰山的题刻可

分为i种，一为字刻，二位联刻，三为诗刻。字刻一般直接题刻于泰山石壁

之上，或为二字，或为三字，或为四字，个别也有五字或六字者。据《泰山

大全》第十三篇《泰山石刻》所载资料统计，泰山字刻截至清末共423篇，

其巾明代字刻65篇，清代字刻115篇，，∈计180篇，占总量的42％强。明

清之季的泰山字刻，多集中于泰山中路，尤以岱顶、云步桥、经石峪、朝阳

洞等处最多。泰山联刻一般刻于泰山建筑物的石柱之上，其数量不多，明清

两朝共25联(明代3联，清代22联)。泰山诗刻分摩崖与碑刻两种。碑刻

诗共126首(明代40首，清代86首含清高宗诗44首)。明清碑刻多存放于

岱庙(共82首，其中明代17首，清代65首)、灵岩寺(共29首，其中明

代18首，清代1l首)内，少量诗刻散存于泰山各景点处。l!j：|清摩崖诗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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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首，其中明代4首，清代19首(含清高宗诗11首)。这些题刻不但数量

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其或崖刻于泰山石壁之上，或立碑于古寺明刹之中，

崖刻者其内容与题刻处景观情景交融，相得益彰，更为山景画龙点睛，增添

人文色彩，使游人在登览时可同时享受到自然与人文艺术的双重美；碑刻者

藏于名山古寺之中，则更为古寺增添艺术氛围，吸引游客前往观览。且泰山

题刻，其书法或俊美飘逸，或刚毅道劲，其书体或篆、或隶、或行、或草、

或楷，众彩纷呈，而又以行、楷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书法名家之作，著名

者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书法家吴大澈游泰山期间所书《汉镜铭》、
《琅琊台秦篆》等。故而明清之季的泰山题刻又有很强的书法艺术性，不仅

使游人驻足赞叹，尤为书法爱好者所喜爱。

于游岱过程中拜祭岱岳神灵，是明代士人宦游泰山的一大特点。：t宦游

览泰山，在其登岱之前，多会先在岱麓的岱庙拜祭东岳泰山之神。因东岳大

帝是载在祀媳的固之正神，且其是国泰民安的象征，关乎国家社稷，故而地

位崇高。文人士火大对其进行拜祭，虽不如帝王拜祀之仪式繁复，隆重肃穆，

但也较为庄重严肃，一般于清晨，沐浴更衣后，前往拜祭。例如，明人尚纲

就是于“戊辰抵泰安州，庚午黎明诣草参亭，拜东岳祠”f371(替16)，明于慎行

也是“明旦昧爽，衣冠谒岳祠”【38l(引n，明人谢肇涮在其《登岱记》中也记

有“晨起沐浴谒岱庙”川【杜1力，明王在晋《东巡登泰山记》也记有“孟夏七

日晨起，祀东函庙”【21】(引铆。文人士宦在到达岱顶后，还会拜祀泰山香火极

为鼎盛的道教女神碧霞元君。李裕《登泰山记》“入天门，东行数里，诣昭

真观，易观服荐碧霞元君”。明王世懋《东游记》“尽庐则碧霞元君宫焉⋯⋯

余与陈公小憩公署，即吉服瞻拜焚施而退”。明钟宇淳《泰山纪游》“复折而

下，礼碧霞元君”。叫吴同春《登泰山记》“余为文谒元君”。明冯时可《泰

山}己》“拟以明晨登III，乃先谒遥参宫”。明钟惺《岱记》“上为碧霞宫，礼

元君焉”。明]：在晋《东巡登泰山记》“下为火池、金阙碧霞宫，余整冠礼谒

元君，镂祝文]二石，置之颠’’川(¨7’1 8。19)。在游岱过程中拜祀岱岳神灵多

见于明人游记中，但在清人的登岱游n中却不见记录。究其因，盖出于到清

代，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意识更加发展，在登岱过程中更加注重从欣赏自然之

美r|1获得精神享受，而原来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将山川等自然景物神灵化



的崇拜思想则进一步消退，山川自然已自由独立地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故

而清代：}=宦游览泰山较之明代士宦，其审美性更为纯粹。另外，在明清士人

的游岱文章中虽没有提及拜祭泰岳神灵的目的、内容，但由于泰岳神灵是国

家载在丰U典的国之正神，关乎社稷，意喻国泰民安，剥‘其进行拜祭在某一方

面也表达了明清二L人心忧天下的忧国忧民之情。

明清士宦在游岱后多会撰写游汜，以记录自己在游岱过程中的所见所

闻，以及个人感受，是为泰山游记。泰山游记起源较早，东汉著名学者应劭

随汉光武帝东封岱岳后所写的《泰山封禅仪记》(又名《汉官马第伯封禅仪

记》)当为现存第一篇泰山游记，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LU水游记。明清

之季泰山游记进入了创作的繁荣阶段。其不但数量大增，且体裁风格多样，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这些游记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泰山建筑、碑刻、民俗、

植物等历史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是在方志之类官方文献中很难看到的，且又

是作者身临其境、耳闻目睹的真实记录，故厄格外可靠，是学者研究泰山历

史的珍贵材料，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另外，有不少游记佳作写景如画，寄

情画镜，情景交融，其文辞凝练，运笔流畅，构思巧妙，谋篇缜密，并大量

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夸张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人读时受到艺术美的

感染和陶冶，因而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泰lII游记是我国占代文学中的一

朵奇葩，其不但增加了泰山的文化内涵，而且极大的丰富了泰山的旅游文化

资源。另外，泰山游记以文字的方式广为流传，有助于人们了解泰山美丽的

自然风光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明清时期文人士宦登览泰山，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军政要员或因巡

视察防、或因拜祀神灵到此，而登山观览。例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

山东乡试考官王守f主持乡试期间，游泰山，作《泰山高》、《登岳》等诗：

隆庆六年(1572年)冬河道总督万恭以治河成功，祀泰山，随登览；乾隆五十

六年(1791年)十一月学者、书法家翁方纲受命视察山东学政，登泰山，有《望

岳》、《登岱》等诗；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山东按察使孙星衍至泰山祷雪

并游泰【h光绪十七年(1891年)小说作家刘鹗任黄河下游提调官期间，到泰

安府考察河道，并登泰I¨’刘鹗所著《老残游记二集》中，多述泰山风物【39J。

j是文人士大夫们因仕途经过泰山，借机登览。例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



























万历八年至万历末天启初，每名香客税银通为八分。万历末天启初至崇

祯初，每名行香税银通为一钱_二分。

崇祯中后期，每名香客税银通为一钱四分。

清初至雍『F十三年，本省每名香客税银五分四厘，外省每名税额九分四厘。”

但笔者以为，吕继祥先生的考证有两点不妥。一，其认为清朝香税税额

又回复到明正德年问的税额数目，似可商榷。雍正十三年(卜一月戊午)，高

宗在其革除香税的诏旨中明确指出“凡民人进香者，俱在泰安州衙门输纳香

税，每名输银一钱四分，通年约计万金”【60|(")，则这一税额不可能指的是

明来的税额数目，而是当时清朝的税额数目。《泰山述记》虽成书于清中期，

但其所记税额“本省每名香客税银五分四厘，外省每名税额九分四厘”，与

明中期之《俯史》所记香税初征时的税额相同，故《泰山述记》中所记载的

税额似应看作香税在明『F德年岫J丌征时的数目。加之，清入关后，大部承袭

}iJJ制，故香税在清朝的银例仍是一钱四分。二，吕先生的考证不够全面。明

人张岱在其《泰安州客店》一文中有“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之语，张岱

于明崇祯二年游岱，则香税在崇祯初曾被提高到了一钱八分。【73】‘巷4’香税例

银的逐年增加，无疑增加了朝山进香者的负担。
’

由于香税银例的变化，香税的税额总数在不同时期也略有不同。根据资

料显示，终明一代，香税解部税额始终保持在二万两左右。香税自明砸德十

一年开征至万历术年，其银例比较稳定，其问虽有些微变化，但影响不大，

直至力-历四十六年，香税银还保持在二力．两。《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记载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戊寅)太仓岁入⋯⋯泰安香税二力-两”【61】(。57n。从万

历术至清初，香税例银增幅较大，从万历八年的每名香客税银八分增到了万

历末天启初的一钱二分，再到崇祯。p后期的一钱四分。以此观之，香税税额

在万历术至清初这段时间内应有较大增额。但考虑到明未的国民经济的总体

状况，国家经济危机四伏，加派风行，加之政局动荡，农民起义网起，人民

生活水sIz急剧下降，故而这段时期内，香客数量应大减于前，国家为保原有

税额，才激增银例。因此从万历末直至清初，香税额应还保持在每年二万两

余的水平。到了清初，出于国家历经战乱，香客锐减，香税额也降至5934

两f34】【删31。此后，由于国家经济恢复，人民生活好转，香客渐增，每年税银





银二于两，贮于德州，分巡东兖道佥事毛广取泰安州香钱血百两，济南道佥

事侯直取德平等县银五百两，各送德州，盖以为节助也”【28J(”们。不过其时

混施钱的管理是由碧霞宫人自理，政府真正对碧霞祠混施钱进行制度化管

理，估计应是在正德十一年正式丌征香税后，f：始的。此后，“香钱”就与香

客朝山进香所纳银钱统称为香税。在香税丌征后，对混施钱的具体管理情况，

张岱在其《岱志》中如此记载“以是堆垛殿中，高满数尺，lU下立一军营，

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扫殿。鼠雀之余，岁尚数万会，ljl东合省官，自

巡扰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万历卜三年，为加强对岱顶碧霞祠混施钱的

管理，山东巡按御使韩应庚委官修理碧霞寓时，遂栏东一间曰“东宝库”，

西一问H“西宝库”，专门用来储存香客施舍之饯物m】(咎外。

对r香税银的流向，最初是由经管官员负责，每年分两季解赴山东向政

司储库，由山东政府统一调配，供本省建设之用，所谓“其仞惟籍诸藩司以

赡地方一切急需，代f=f{赋所不给也”㈣【引孙。例如赈灾，“(嘉靖三十二年

三月甲中)山东饥，诏发临清仓粟及泰山香钱赈之”㈣(们9乳；折俸，自诈

德元年户部议将泰安州香钱十之血留折本处官员俸粮始，直至嘉靖三十七年

香税解部。自嘉靖三十七年以后，香税流向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则解赴户部

太仓库⋯(柠57”，数额约为两万余两白银。《明史·食货志》中云“泰山香

税二万余两”， 《岱史·香税志》中云“一日解部，卷查嘉靖三十七年，为

传奉事，内，1：泰山顶庙香钱，除旖盖、袍服等物照旧该省官员折俸外，其余

金银首饰等项，按季类部等因，以后节年二季差官起解赴部。=拼i：近年解部，

大约春季银一万两有零，冬季一万二三千两有零”，则共计两万二三千两。

孙承泽在其《春明梦余录》中也记载“岁入赋额，其载在会典者不丌，据月

历八年太仓考所载⋯⋯泰山香税银，二月酣”。由于香税税源稳定，且数额

颇多，因两成为太仓库I_}_1一项较为重要的杂色收入。万历二一卜七年(1599)，

明神宗派税使督理泰山香税，泰山香税随转归到税监名下，凼此这部分税额

就直接山税监解送皇帝个人会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同时，山东布政使

黄克缵还被迫从泰山香税钱中再割一一万六于缗进之朝型42】(")。直到万历四

十二二年，经户部申请，／j‘重新归太仓库收管|6l】(8 57”。另一部分则存留山东

地方，用r地力’建设的各个方面，



价、公差人役、六房文册纸箭，写字书手工食，及德，鲁、衡三藩府各郡王

禄粮等项。一曰修城，其银胡i储在稍政司，以供修理城垣之费。一曰修庙，

其银办储在徊政司，以供岳顶渚庙修理之费，每香税八分内除』i厘修庙。一

日公费．供香税各委官廪给，并跟随人役T食银，即于泰安州支给。一日铜

钱，旧例解礼部，近岁部巾又不取解，俱贮之藩司，J卜所谓钱累巨万而贯朽

云”㈣(。1扪。除此以外，地方存留香税还有如下流向：

赈灾。(万历十二年八月壬子)山东扰按李辅等以登、莱二府水旱相仍，

请蠲j．府拖今存留麦米一十七万四百余石、草钞银四千二酉余两，并留香税

杂钱一千九百四十六万血千余文备赈。从之。⋯(引52)

灾后建设。(嘉靖四十二年六月乙卯)山东巡扰张乍监言‘：“沂、峄、郯、

滕、费、泗六处荒地，今已招民开垦，官发耕牛，给之价值三十两，请就近

取之木省香税银”，部覆得旨：“香税准动支，新川：荒汗j姑免征三年，并尽蠲

其以往逋负之数”⋯(。52∞。

修堤。(万历l‘三年||_一月戊午)塞登州龙湾诀河，以泰山香税银二干

两给之，从山东扰臣李辅请也⋯(引6引。(万历四年证月已酉)督漕侍郎张羽巾以

修筑宝应堤：[议⋯⋯诏⋯⋯命于河道衙门转发修河银五力．两，如不敷，或留消

米或借工本捕银或山东河南香钱例银及德州仓银并准凑用。川【剀6)

修理一t府。(万历十血年二月乙丑)以山东解京香税并事例银两，每年

量斛⋯半，为修理鲁府之用161】(。。8孙。

科考。清初，香税还被用于科考经费，《清高宗实录》卷66中记载“东

省文武乡试，应需银两，向于香税内动支”。

雍讵四年以后，香税改为“尽收尽解”134J(”8舢。

香税既足国家正式税日，则自有其蠲免政策。香税蠲免次数虽少，但仍

有其积极作J{j。香税蠲免主要有如下三次：

力-历三十血年(1608年)五月朝廷从两淮盐监鲁保之请，停免本年泰山香

税㈣【’38n。

顺治十四年(1657年)同年泰安知州张锡怿下令严禁在岱顶舍身投崖。又

广建学舍，减免香税，受人称赞旧(839 41。

康熙：十三年，圣辛且巡幸泰山时曾下令“其本年泰山香税，免解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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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鸠工庀材，虔修泰山顶上各庙’’129】(81‘"。

香税的蠲免在减轻朝【Ii香客进香负担，修护泰山庙宇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高宗登基伊始即下令革除香税，“我朝诸税法一皆

沿白f{i『州，然务从宽大，如泰LU香税，雍正中，从方苞请永停征”f341(榔孙，

并规定“如进香人民，有愿舍香钱者，各随愿力，不得计觉多寡，亦止许本

山道人收存，以资修葺祠庙山路等费。不许官吏经手，丝毫染指，永著为例。

该扰即通行晓谕知之”【60J‘们)。乾隆元年六月，高宗再次颁旨革除香税“若

使力艰于输税而不得登LlI，非所以从民之欲也。其富民乐施，多寡任意，准

守祠人存贮，以修葺舍宇，平治道涂，有司不得干预”l删(杜2¨。至此，香税

作为一项国家杂色税目被诈式取消。但其后进香百姓所自愿捐施的香钱似仍

山政府管理，用]二地方建设。在道光八年《泰安县志》卷六学校考中记有乾

隆五年，知府王一夔曾以书院经费浩繁，“请于大府得县贮免解香税六百会，

复益以问款千金为之经营，以供修脯膏火之需”。但因香税在jF式革除后资

料极少，即此类资料也只此一则，故此只为猜测。

香税自明币德十一年(1517年)难式列为国家税收项目，到清雍正十三

年(1736年)被正式取消，共存在了2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香税的征收

在减轻山东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为L“东地方建设和发展等方面

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故此，明人陶允宜感慨之余赋诗兴叹“自是神人同爱

国，岁输百万佐升平”(“百万”实为作者夸张形容香税数量之多)。而泰山

香税的革除，使更多的小民无论贫富均可登山进香，到乾隆中叶，|ji『来泰山

的香客即已发展到“岁动数十万人”f65J(砒)，清人徐大榕也有诗叹日“最感

年来宽大诏，不烦香税助升平。”f42J(引2’

(二)泰山旅游活动对泰安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由于岱顶碧霞元君香火鼎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香

客前往进香，而泰山脚下的泰安县也因此发展了与山东众多城镇不同的商业

类型。

山于香客云集，大量流动人口汇聚泰安，为满足其各方面要求，各种商

业、服务业』11应而起∥特动了泰安市镇的发展。《岱史·香税志》云“方其



摩肩涉远，接踵攀危，雅至辐辏，岂特助国而已?舆厮赖以食力，市肆赖以

牟利，僧徒赖以衣钵，即行丐亦赖以须臾无死，诸所为地方利益甚博。”泰

安商业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相当繁华，这从其时的商业税课中可见一斑。据明

万历年问《泰安州志》记载，泰安县每年商业税高达768两，并云“本州税

无定数，但值香客辏集，四方轮蹄沓至，商人有给帖包税之名，若驼行力负者

不与焉”。其中“铜器杂货行银8l两，手帕行银135两，绸缎行银13两5

饯，锡箔行银6两，布行银15两，纸行银13两5钱，铁器行银7两5钱，

鞋行银6两，伞扇行银36两，木梳行银4两5钱，LU果行银4两5钱，瓷

器行银3两，麻行银6两，鱼行银3两，钱行银45两，以上各行共征银379

两5饯”。此外，“城市、四乡酒饭卖盐等项小铺”共征银333两零，“市

集出摊小铺并各集斗、秤户”共征收课程银56两7钱2分。以此见之，泰

安饮食服务业极为发达，显然是为适应众多前来进香祈神的流动人口的。泰

安商业到清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明未时泰安州城之外尚多旷野，清初

顺治十一年，知州傅镇邦“多方招徕创作房舍，继任知州张锡怿殚力经营，

迄今市肆辐辏，涪篱赖之”。到乾隆中叶，泰安城外四关厢即已发展成为繁

荣的商业区。“东隅迎喧I、J外，环水潆绕，诗书农桑与逐末者半。南隅泰安

门外为京省东西通衢，冠盖往来最称繁剧。西隅岳晏门外，西自校场，南抵

社首，烟火数干家，大街百货杂陈，顺河一带粟蔬鱼果薪炭器物之类，无不

具备。北隅养圣门外，西通新街，东连铜器行，市肆鳞次，每当香客云集，

铙鼓喧阗，直达红门以卜。夜半灯火两行，如繁星之布半天，亦岱麓之奇观

也。’’⋯(9 215引6’泰安城内最称繁华者当数岱前遥参亭一带， “遥参亭Ii{『，

四民辐辏，舻烟釜气，日夜蒸沸无停期，岱城第一都会也”【65J(世8)。而遥参

亭前的景岩街(民国初年改称通天街)则逐渐发展成为泰城的市中心。通天

街北至遥参亭，南至南城门，长380米，宽4米，条石路而【6”。因其是赴岱

庙登泰山的必经之路，朝山进香者、纳粮完税者、办公诉讼者大都聚集于此

街，故而街上店铺林立，客栈栉比，大饭店、小饭铺、大客栈、小客店、香

客房， 林立，客栈栉比，大饭店、小饭铺、大客栈、小客店、香

客房，在城中最称浩穰168I。此外，升平街，城西的大关街、顺河街、财源街、



巷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28条，到民国1929年，城区街(巷)道发展

到了55条【67J。另外，在岱麓一天门处、岱顶天街，也有小规模的市场贸易。

“一天门者，髓岱之始境也，居民稠密，货市相交，官轿至此易山舆始可登

跻，山城迄兹，只得数罩许，'【”】，民国赵新儒为《泰由小史》作注办云一天

门“居民稠密，货市交易，至嘉道时犹然”，后“经捻匪乱后，居民散之，

今则断井颓垣，乱石堆集，于两旁翠柏丛中，老弱乞人拦游客呼号索钱，无

当年康乐景象矣”。岱顶自南天门至碧霞祠西神门问，有一条约一公里长的

石坪街道，俗称为“天街”。天街市场据明人游岱后所留游记看，最迟于明

代中期就已出现，至叫万历年间，天街市场已是“为市而庐者可三十家”【70J

(41"，‘‘乃有周庐廛巷成小村落，皆衣食于元君祠者也’’⋯(。1"。天街市场

规模虽小，但却较繁华，明人吴同春之《登泰山记》就记其“山上下诸馆舍

悬灯张市，送迎往来若元夕”【21J(引鼬。天街市场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香客店(明

清时期，由于酊来住店者绝大部分为进香祈神的香客，故泰山旅店又称为“香

客店”)。客店以实物为名，并塑实物标记于店门前，较著名者如“元宝”

“笊篱”、“金钟”、“棒槌”、“鹦鹉”等店。盖以香客多为夜间登山，

加之进香者又多为妇女稚子，多不识字，以实物为名既方便，又容易记认。

天街香客店多为旅店、饭店、商店兼营，以小息、便餐为主，并且一直延续

至建国初期。天街市场为前往登岱祈神的香客提供了食息之所，为香客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到民国十九年，山于晋军驻守山顶，使得岱顶天街受害甚大，

“今孑遗山民，只有三、四家，游人乘兴登山，极感不便”【72。。改革丌放后，

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泰山旅游业，天街市场在恢复旧貌之基础上又有所扩增，

昔日之岱顶天街今H已成为泰山妙区胜景之一。

此外，每到春季香客进香高峰期，泰安还有异常繁华的东岳脯会，俗称

“万古长春会”，“万古”是指自古有之，源远流氏；“长春”是指会期长，

长达整个春季，从正月直到四月初八150】(P6”。对于泰山庙会的繁华，前文已

有论述，兹不再述。繁荣的庙会经济是泰安发达商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游人香客的竞相来临，使得泰城商业发展山三大特色产业。

一是旅店业。泰安旅店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供帝王巡幸时驻跸用的泰

【【I行宫，泰LI|行宫主要建于清乾隆十二年，时山东巡扰为迎接高宗第一次登



岱，“乃，J二南天门内、碧霞宫之东、玉帛庙、朝阳洞四处，各建行宫，以为

驻息之地”【14】(")，另外，还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山东巡扰将泰安县南

魏家庄旧有四贤祠(祀宋儒胡瑷、孙复、石介、孔道辅)改建为行宫，供高宗

驻跸㈣【9 40孙。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山东巡扰富明安在泰安城北白鹤泉旧

址为高宗修建行寓142】【卷4j。“岱宗坊西旧有升元观，乾隆三t血年建行宫于

此”㈣(接孙。泰山卜F所建行富，规模宏大，穷侈极欲，将在卜一部分。I』详

述。二是为达官贵人提供的公署，在《泰山述记》卷二中记有“(珍珠泉)

迤南有明置西公署，额曰仰止亭，凡达官止宿恒于此，今废”，可见在泰山

上建立一定馆舍，专为前柬登岱的达官贵人提供食憩之所，在明代就已存在，

这在明人游记中也可见其记载。例如，在明人王世懋《东游记》中记有“余

与陈公小憩公署”，在明钟宇淳《泰山纪游》中记有“达碧霞元君宫已荧荧

灯火，北斗平临矣，乃假宿公署”，在明谢肇涮《登岱记》中记有“余留宿

署中”．明文翔风《登泰山记》中也记有‘‘夕宿使署’’川(鞋17，1舯。而到了清

朝，则“炳灵殿北|【1为迎宾馆，为侯王人之所”㈣(¨)。泰山行宫与公署均

为非经营性质。三是庶民所丌的々为经营性质的旅店。

旅店业是泰安县的支柱性产业。泰安旅店业在明清时期发展极为完备，

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据周郢《泰山古代香客店考》⋯，泰山旅店业最

早兴起于两汉时期，发展到明清之季，可谓是盛极一时，其不但数量多，舰

模大，且服务周到。清人张体乾在其《东游记略》中就}ljj载“泰安城西刘氏

客馆，馆可容千余人”，“邻宋氏且容三千人不II也”。明人李镕之《姚别

驾总巡泰山记》也有“附城为客邸者数百家’’【17J(”18’的记载。泰山香客店对

前来进香住店的香客，服务极为周到。“离州城数罩，牙家走迎，控马至其

门，门前马厩十数问，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向谓足’州之事，不知

其为一店之事也。到店，税房有例，募轿有例，纳山税有例。客有上中下三

等，}U山者送，上山者贺，到山者迎’，【62J；“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复以客店

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罩许，见驴马槽房二十三删；再近有戏子寓二十

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

之事也。投店者，先至～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

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卜客夜素、早办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



谓之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

故日贺也。贺拍i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次者，

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_；c|i糖饼、肴核，

不演戏，办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着不胜计，庖厨饮爨亦二

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III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

若上山落山，客H H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

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73】(社4’泰

山上行乞之风甚盛，香客店未免香客登山过程中受其烦扰，还向香客提供锡

钱以打发行乞者。“甫上舆，牙家以锡钱数千搭橡杠，薄如榆叶，上铸阿弥

陀佛字，携以予乞。凡钱一贯七分，而此值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下山乞

人付牙家，此钱只行于泰山之乞，丽出入且数百余会”【62 J。另外，由于自明

萨德卜一年始，政府向香客开征香税，泰山香客店还负责代官府向香客征收

香税。即“俱店户同香客赴遥参亭报名，纳银领单上项”，“其银各店户包

封署名，包上储遥参亭库内，待夏冬二季起解时，店户各认姓名领包，倾销

其f日J”旧(制31。至于香客店的收入，据《陶庵梦忆》卷四记载“人纳店例银

三钱八分”，若按《岱志》巾“春仞日满二万”来计算的话，则进香高峰期

全县门收入可达近八千两白银，即使是一般时期，也“合计入山者八、九千

人”16⋯，则仝县同收入也有白银三千两左右。张岱]二崇祯二年登览泰山，即

以此年计之，j、四月份为进香高峰期，按门客流量二万计；一、二月份和

九月至十_月份按一般时节，客流量同八千人计；五至八月份是淡季，客流

量按几千人计，则泰安县全年的旅店业收入就高达白银百万两左右，再以三

分之^_：的成本计之，则泰安县全年旅店业纯收入近白银三十五万两左右。若

再以李镕之《姚别驾总巡泰山记》“附城经营客店数百家”所记，以全城一

百家客店计之，则平均每家客店该年纯收入可达白银三干五百两左右。发达

的旅店业为泰安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泰城香客店一般为私人经营，到清术，张大山店、刘汉卿店、宋海扬店、

夏金章店、徐默阳店、刘岱阳店、王炎店、唐家店逐渐发展成为泰城最著名

的八家客店，时称“八大店”⋯。清末民国时期，泰城香客店多集中于沣子

街、南关、西关、北关、通天街等处，自岱宗坊至岱顶沿路也设有客店，如







俗，亦有巧借名目订期致客，无问家计，赢绌总惟财足问。如告赭还愿摇会

之类，辗转仿效，至有无力偿还，破产启衅者”【421(罄2)。明清之季，泰安风

俗的变化，显示出发达的商业经济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总之，山于明清时期众多香客进香泰山，大量流动人口聚集于此，促使

泰安县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餐饮服务业，香客店业极度繁荣，极大的带动了泰

安城乡经济的发展，“人富者居坊肆之奇，贫者有香楮服劳之益，不耕不织

待以举火者不下数千百人”l42l(苍2)。同时，经济的繁荣还带动了泰安行政区

划的发展，并极大的影响了泰安风土人情的变化。

(三)帝王巡游泰山时的蠲免政策对泰安县经济的影响

康乾两帝驾幸泰山时，在泰安的蠲免政策对本地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

康乾两帝每次驾幸泰安，均会有所蠲免。现将康乾两帝巡幸泰安时的蠲免措

施详列如下：

康熙二f‘三年，“东巡经过地方宜俱加恩即，著将康熙二十四年应征丁

银尽行蠲免”㈣(”“，泰安足圣祖东巡重要的驻跸之地，自祚恩血¨之例。另

外，康熙仡登览泰山之后．发现庙貌颓坏，卜-令“其本年香税免解，该部用

以鸠工庀材，虔修泰山上各庙”㈣(。”。

康熙-1‘八年，圣祖南巡，“驾至山东．亲率义武诸臣掘祭岱宗，蠲山

东-二十九年JF赋”【32】【。3‘们。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争帝南巡⋯⋯至泰安州(今改府)，登岱，遣

领侍卫内大臣于岳J卣致祭，蠲山东州县四一卜_一年来完额赋，其东平六州县并

蠲本年难赋’’132】(。圳)。

乾隆十三印，“高宗纯皋帝奉孝圣宪皂后东巡⋯⋯经过直隶、山东州县，

本年Ifi赋涮免11分之二，曲阜、泰安、历城三县乾隆十四年应征额赋全行蠲

免’’132J(”川)。

乾隆十八年， “上南巡⋯⋯其山东冈火借贷籽种银⋯⋯皆以銮辂南巡，

展恩处之”【771【。8n。“l-六年⋯⋯又以巡幸江浙，将经过盲隶、山东地方均

蠲免本年额赋卜分之j”【32】(卷26们。







尺。宫门外有照屏，左右有两角门。角f J矗一门，内有值房。宫门北为垂花

fJ，内有fiF殿三问，后殿j阃，东西有两角『、J，前后殿巾问为穿廊。乾隆十

二年建”，“一在jK挚J山，周垣深兰丈，J“八丈。南殿三间，北向。西北殿三

削，晒向。南为跨道，jE}：为壶天阁，阁西为倚山亭。乾隆卜一：年建”f56】(“)，

“宫11J外设栏桓，珂重，矗右为朝房，门内为二宫门，东西为便IlJ，内有池

环，远|．有平桥，桥北为殿，御题体元常额及诗，殿后为寝寓，其西为天章

阁，阁后有池有茅亭，山子圳鑫彳勺，垂柳占松榭掩映，游鱼呜呜㈠i飞跃，亦

优游弥性之卷阿电。祭膳车辇房在大宫门东”【11J(∽)。另外，帝王驻跸泰安，

极有可能会疆山开祀神灵，因此还要为争帝登I“提供便捷，⋯于泰LlJ山路自

南天门往上，“环路迥绝，援短索而上犹怖其险”，乾隆十二年，山东扰匝阿

毗衮为减少高宗登【¨困难，“乃侣为天桥之没。驾木叠板，纡折而上，自券

俞至升’F坊儿六处，为桥六卣二三l‘一丈有奇，微独步泛之便可策骑『nJ髓矣。

口天桥，腐导也，h其无悬之势亦略相副焉”【14】(甚9)。虽然限丁，资料，使笔

枵不能全而的从泰安百姓为帝王巡幸提供服务所增加的负拟，与帝王在本地

的蠲免措施小找⋯‘定的关系，但不管怎样，康乾阿帝在巡幸泰安时的蠲免

措施刺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魁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四、结论

明清时划，帝王巡游泰山，士人宦游泰山，庶民进香游泰山，构成了明

清I|寸期泰山旅游活动的主体。清代，康乾两帝巡游泰山，虽有拜祀岱岳神灵

为民祈福的政治目的，但这种政治思想已远不如前代那么突出，而在其祭拜

岳神之余，则会进行游览泰山，领略泰山雄奇风光的旅游活动，游兴之余，

还吟诗留字，表现出明鼎的政治旅游特色。明清士人宦游泰山，主要体现了

文化旅游的特点，其慕泰山之名，或借机、或专门前来泰山，在泰山观览风

景，进行审美享受，并在风景奇佳处留诗作赋，刻字撰碑，以为留念；游岱

之后，还通过写游记来¨录自己的游岱经过，抒发个人感想。清术，随着国

门的丌放，一些外国学者也丌始到泰山进行科研、游览等活动。明清之际，

随着民删道教女神碧霞元君的影响不断扩大，其信奉者已是上至帝王贵胄，

下至平民百姓，无有不信奉者，每年均有人数众多的香客结会到泰山进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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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老师

和同学们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衷心的感谢我的恩师李绍强1尊士。三年来先生在学业和生活上给予

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本论文从选题到打印成稿，

从目录提纲到标点符号，都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在此特向先生表示我深

深的谢意。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绢溥先生、傅永聚博士、张秋生博士、杨朝明博

士等的教诲对我启发颇多。此外，还有图书馆的李杰老师、乔敏老师，在我

论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同时还要感谫f同门张苓、李修岭三年来的关心和帮助。

由于学识疏浅，错瀑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丰湘

2006年4月于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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