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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袁袁慧慧晶晶

一块“清嘉庆十五年重修上清宫”宫
碑，展开了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道教考
古发掘工作。尘封地下 8800 载的江西鹰
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历经 4 年时间努力，考古工作者基
本摸清了大上清宫遗址的分布范围、宫
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初步推
断遗址占地面积 30余万平方米，据悉，
该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
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
一教祖庭遗址。

而大上清宫遗址所展现的完整性、
真实性及反映的普遍价值，让专家呼吁
“用看待世界遗产的眼光”去发掘、保护、
展示和利用。

《水浒传》中曾有细致描写

“楼台采翠远分明，闻说仙家在此
城 。欲上仙城无路上 ，水边花里有人
声”——— 唐·顾况《安仁港口望仙人城》

“道士身披鱼鬣衣，白日忽向青天
飞 。龙虎山中好明月 ，玉殿珠楼空翠
微”——— 唐·吴筠《龙虎山》

……
在文人骚客的笔下，龙虎山和大上

清宫无一不显得“仙气十足”。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起源于东汉

末年，距今有 1800 多年的历史。相传江
西鹰潭龙虎山地区的道教活动同样源于
那个时期。据文献记载，大上清宫自北宋
开基设坛以来，历经宋、元、明、清，是历
代正一道天师禅宗演法、修行传箓、降妖
除魔的宗教场所，是中国道教正一教祖庭。

据历代《龙虎山志》记载，相传东汉
和帝永元年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于龙
虎山结庐炼丹，建立“天师草堂”。后经历
了魏晋时期的“传箓坛”、唐会昌年间的
“真仙观”、北宋时期的“上清观”“上清正
一宫”、元武宗时期的“大上清正一万寿
宫”、清康熙时期的“大上清宫”等不同发
展阶段，大上清宫逐渐演变成为“两宫十
二殿二十四院”的庞大规模，不仅在江南
称为第一大观，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

正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第
一回中对大上清宫的描述：“青松屈曲，
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
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
掩映苍松老桧……”“三清殿上，富贵不
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
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好
不气派！

遗憾的是，民国十九年(1930 年)的
一场意外大火中，大上清宫的殿宇楼阁
几乎化为灰烬，仅存福地门、下马亭、午
朝门、钟楼、东隐院和福地门前的三座碑
亭。如今，我们看到的大上清宫景点是
2000 年龙虎山景区按照清代格局重建
的大上清宫一期工程。

幸运的是，在 2014 年 6月，大上清
宫二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大片建筑
遗迹，隐约可见琉璃建筑构件，还出土了
一块刻着“重修上清宫”“大清嘉庆十五
年”等字样的石碑。据鹰潭市文广新局局
长黄顺茂回忆，“道文化”一直是鹰潭的

一张城市名片，这一发现引起了地方政
府的高度重视，及时上报国家文物局。

专家考证后认为，这一建筑遗迹是
自北宋徽宗时期上清宫迁址至此后的大
上清宫原址。在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鹰潭市博物
馆于同年 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发掘，试图揭开被誉为“昼夜常明羽人
国，春秋不老药仙宫”的道教正一派祖庭
遗址的神秘面纱。

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重

大成果

“以前我们了解教派的发展脉络只
能通过文献，如今却有了实实在在的宫

观遗址。”在专家论证会现场，江西省道
教协会副会长曾广亮激动不已。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显示，大上清
宫遗址位于山前缓坡地带，地形东、西、
北三面临山，南面傍水，符合古人“依山
傍水”的选址，是名副其实的“洞天福
地”。4 年来，考古人员发掘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并对周边地区进行了 30 平方公
里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基本摸清了大上
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
史演变脉络，对大上清宫遗址有了较为
全面的认识。

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胡胜在日前召开的大上清宫遗址考古成
果专家论证会上通报了该遗址的阶段性
考古成果。

一是弄清了上清宫的基本布局。大
上清宫由上清宫和斗姆宫组成，即“两宫
十二殿二十四院”的“两宫”。通过考古，
在遗址的核心，发掘揭露有龙虎门、玉皇
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
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通过
与文献相互考证，以及较大规模的考古
勘探，基本可以确认，它们就是在明代基
础上，清代前期大规模修葺留下的上清
宫建筑基址。

二是初步梳理了大上清宫周边的道
教活动遗存。在集中发掘大上清宫遗址
的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周边道教遗迹
进行了调查，发现宋元至明清时期遗存
共有 29 处，包括建筑基址 18 处、洞穴基
址 2 处、墓葬 7 处、窑址 2 处，其中宋元
建筑遗存多处。这些遗存基本反映出以
大上清宫遗址为中心的道教分布状况、
影响范围等状况，描绘出龙虎山地区道
教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大上清宫为核心地

向四周扩散的过程，也佐证了大上清宫
强大的道教文化影响力。

三是出土了一批较重要的文物。遗
址出土了大量的黄、绿琉璃建筑构件，使
得大上清宫遗址披上了皇室色彩。出土
的大量由元朝枢密院定烧、专供皇室贵
族或重要宫观使用的枢府瓷，有力证明
了大上清宫的等级身份。此外，明代御碑
亭、清代的雍正御碑亭和清代嘉庆重修
上清宫的石碑，更是直接证明大上清宫
的拥有的皇家身份。

“目前，考古工作已展现了大上清宫
完整的明代建筑基址，并发掘到了部分
宋元建筑遗存，为研究和认知其发展演
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遗址的考古
发掘系统、科学，遗存保护良好，是我国
宗教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清华大
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说，大上清宫是我
国道教最重要的宫观建筑群，在道教发
展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大上清宫遗址的评
价是“完整、壮观”。他认为，遗址揭露的
时代序列比较完整，与文献记载高度吻
合。这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重大发现，
对研究道教历史、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
宫室制度具有重大意义。“道教是传统宗
教。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道教相关遗迹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发掘。”

不可被低估的历史文化意义

迄今以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
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具有
皇家宫观特征……这些惊叹号首次集中

出现在一个道教遗址身上，实属不易。但
可有人想过，如此巍峨的皇家道教宫观
建筑群为何会出现在江西？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介

绍，第四代天师张盛是奉父亲第三代天
师张鲁之命回归龙虎山的，这与当时的
政治背景有关。

此前，张鲁雄踞汉中近 30 年，直至
投降曹操。曹操攻取汉中后，对张鲁采取
了“恩威并重”的手段：一方面将张鲁及
儿子拜将封侯，另一方面削弱天师道的
势力，调离骨干人员，方便控制。张鲁因
此交代儿子摆脱曹操的控制，还居龙虎
山。张盛还居龙虎山后，张天师才开始世
袭于此，再未移徙。江南也逐渐成为“天
师道(道教正一派的前身)”的中心。

“遗址所蕴含的各方信息是不可估
量的，是研究朝廷与地方关系、政治与宗
教关系、官式建筑与地方作法融合的重
要实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总建筑师崔光海
说，大上清宫是江西地区为数不多的北
方官式建筑之一，是北京宫廷与地方宗
教团体互动的具体实物，代表了正一道
天师与帝王的密切交集。

大上清宫是参照北方官式建筑建造
而成的，但从现场发掘的情况来看，它既
有北方的建筑特点，又有南方的艺术风
格，既有民间的喜好风俗，又采用官式的
建造法式，使得大上清宫成为一件难得
的文保精品。

遗址庭院内大面积铺设鹅卵石，这
在北方官式建筑中极为罕见，而南方建
筑多采用鹅卵石铺地；遗址中主体建筑
墙体厚约 60 ～ 90 厘米，这就是典型的
北方风格，南方不见；遗址内柱础多为古

镜柱础，露明部分很矮，这也属于北方
的建造风格，由于南方潮湿，一般柱
础露明部分非常高，但是，在柱础使
用材料中，发现有红砂岩柱础，这是
龙虎山地区盛产的石材，也就是说，
南方材料、北方做法，也是南北融合的
实例。

专家认为，遗址经过历朝历代的
修葺、重建、扩建，为历史学、考古学、
宗教学、民俗学、建筑学等提供了第一
手重要的出土资料。特别是遗址作为
传统文化的典范，为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据文献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康熙
帝亲手御书匾额“大上清宫”，而国内
其他道教宫观均称为“上清宫”。这体
现了“大上清宫”的特殊地位。

“结合发掘资料和文献比对，遗址
内一块区域被我们推断为提点司遗
址。提点司是大上清宫拥有一定政府
管理职能的重要依据。”江西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徐长青介绍说，大上清
宫自元代起被朝廷重视，掌管起江南
地区道教事务，并在明初洪武时期全
面掌管全国的道教事务。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
教”。大上清宫遗址正是历史的见证。

“用看待世界遗产的眼光”

大上清宫遗址所展现的完整性、
真实性及其反映的普遍价值，使其蕴
含的价值更加巨大。专家呼吁“用看待
世界遗产的眼光”去发掘、保护、利用。

“大上清宫遗址内殿宇遗存名称、
结构、性质基本清晰，这在目前国内道
教遗址中是不多见的。作为我国揭露
面积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对道教
遗址实物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中国道
教考古及道教研究专家、四川大学考
古学系教授白彬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坚认为，大上清宫遗址非常符合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如若申报成
功，将极大地丰富龙虎山这一世界自
然遗产的文化内涵。

“大上清宫遗址虽然地处江西鹰
潭市境内，但它不仅仅是鹰潭的，也不
是江西的。因为它还处在世界自然遗
产的范围内，所以它更是世界的。”徐
长青建议，要以世界的眼光、以世界遗
产地的高标准去认识、研究、阐释大上
清宫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充分
挖掘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努力保
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新
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徐长青表示，未来将在做好考古
发掘工作的前提下，做好遗址的保护
利用工作，特别是南方地区潮湿环境，
更要加强文物本体保护。

记者还了解到，鹰潭市正全力打
造“中华道都”，推动道文化显性化、大
众化、体验化，增强百姓的文化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心，努力把鹰潭打造成“海
内外道众朝觐的圣地、道文化研究馆
藏的高地、道家养生健身的福地、道文
化产品创意创新的基地、道文化体验
的目的地”。

卓卓国国志志、、范范晓晓莲莲

一把小巧的剪刀、一叠裁好的色纸，
双手默契地配合，折线与剪线交错，刀锋
沙沙划破薄纸，好似灵蛇遨游水中。很
快，一幅幅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剪纸作
品便诞生了。且不说那些花草树木、鱼虫
鸟兽、亭桥风景，光是一个“福”字，就有
好些花样。

在古老的闽西汀州文庙，一场别具
特色的“长汀客家剪纸作品展”及现场剪
纸表演正在进行。这些剪纸技法高超，作
品内容繁多，构图别具匠心，有人物、动
物、景物及花卉、组字等，有展示历史故
事、神话传说的，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
的，有展现风俗民情的……那“瞿秋白烈
士纪念碑”高耸于层层台阶之上，两侧翠
柏肃立，碑后青山连绵；“云骧阁”凭江而
筑，千秋月白；“文庙”庄严肃穆、古色古
香；“丁屋岭”的水车、瓦檐、美人靠、劳作
的农人，皆生动传神；“大夫第”的雕梁画
栋、门扇窗棂，无不惟妙惟肖；“惠吉门码
头”的船只穿梭，桅杆林立，客商络绎不
绝……这些作品形象逼真、异彩纷呈，且
较之传统的剪纸技艺更具创意，恰如一
股清风在剪纸界吹过，令人耳目一新。

剪纸是汉族传统民间美术的一种，
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它刚刚诞生时，人类还不会造纸
术，我们的先祖就用树叶和金、银、帛剪
成物象的剪影。最早被载入史册的剪纸
作者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时期的周成
王，《史记》中载有其“剪桐封弟”的故事：
有一天，周成王姬诵用梧桐叶剪成一个
玉圭的图样(“圭”是古代帝王或诸侯在
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把它赠予弟
弟姬虞，令其到唐国去当诸侯。君命不可
违，姬虞只好拿着周成王剪的“圭”去了
封地。汉文帝时，已有“汉妃抱娃窗前耍，
巧剪桐叶照窗纱”的典故。唐朝崔道融的
诗中曾言道：“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
刀”，其“宜春帖子”即现在人们所熟悉的
剪纸艺术作品。

李商隐在《人日》一诗中写道“镂金
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这里的
“剪彩”便是剪纸之意。而剪纸这个词更
是频繁地出现于诗句中，如杜甫在《彭衙

行》所写的“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
就直接用了剪纸一词。明清，有更多的文
人画家、民间画工加入到剪纸艺术的创
作行列中来。一些文人逸士与民间艺人
合作，把汉字书法与剪花图案巧妙结合，
剪出了比宋代更为精美的花字剪纸。剪
纸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民间艺人和文人
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下日臻完美。
2006 年 5 月 20 日，剪纸艺术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作为一种充满民族特色的文化现
象，其历史渊源、思想内涵、美学价值，都
令人着迷，引人探索。

福建长汀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自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设汀州
以来一直是历代州、郡、路、府的治所，地
处“客家母亲河”汀江的源头，被尊为“客
家首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
汀是中国革命转折之地，是中央苏区的
经济中心、中央红军正规化的摇篮，有着
“红色小上海”之称。如今，走在长汀的大
街小巷，凝重的历史街区、古建筑和革命
旧址，古老的客家民俗、民间文艺，荡涤
心灵的红色记忆、红色故事，都使人驻足
流连，仿佛有种他乡即故乡的感觉，外乡
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乡愁”。

无论是岁时节气习俗、民间信仰，庙
会、赶圩，宗祠礼仪，民间文化艺术，还是
客家方言、客家饮食，无不忠诚地传承着

华夏传统文化。在中原和其他地区找不
到了的汉族传统文化，在长汀还能找到。
如长汀客家方言留着较多的汉语古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汀“公嫲吹”是
唢呐艺术中古老而独特的品种。还有长
汀刻纸龙灯、船灯、踩马灯、十番音乐、九
连环、长锣鼓、汀州觋戏、讲古、客家古乐
等民间艺术，闹春田、“打菩萨”、台阁、走
古事、百壶宴、百鸭宴等客家民俗，白斩
河田鸡、麒麟脱胎等长汀客家美食，定光
佛、严婆信俗、伏虎祖师、三太祖师信俗、
蛤瑚侯王等神秘古老的信俗，玉扣纸、客
家酿酒、豆腐(干)、手工米粉制作工艺等
传统手工技艺等等。

这些长汀客家传统文化，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 古老。

古老的长汀客家剪纸是其中一枝鲜
艳富丽的“牡丹花”。据长汀县工艺美术
师，国际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福建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郭
如淮老先生介绍，长汀客家剪纸也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中原汉民为避战乱南迁，
来到闽西汀州，形成了客家民系，缔造了
客家文化，且传承和发展了中原剪纸技
艺，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长汀客家剪
纸，代代相沿，流传至今。长汀剪纸的一大
特点是，多不用描图，打破传统的对称对
折形式，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把日常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变成剪纸图案，线条
简单明快，风格粗犷豪放，朴素自然，乡土
气息浓郁。剪纸艺人经过传承、勤学苦练，
能随心所欲地剪出丰富多彩的花纹图案，
通过发展提升又吸收了“刻、凿、折”等手
法，形成了“剪、刻、凿、折”的多种技法，使
得作品更加赏心悦目。

逢年过节，在街头巷尾、农家小院、
祠堂内外、市集摊点，阳光下、树影里、厅
堂内，常可看到客家人在剪纸。剪纸者多
为客家妇女，长汀客家妇女在当地方言
中叫做“布娘”，据说这称呼源于客家妇
女特别勤劳，围着“三头三尾”即“锅头灶
尾”“针头线尾”“园头地尾”起早贪黑、勤

俭持家，“布娘”即取“织布的妇女”之意。
她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心灵手巧、
勤劳聪慧，为传承客家剪纸作出了极大
的贡献。剪纸属于传统“女红”中的必学
技艺，以前女孩子六七岁就要学剪纸，出
嫁时要熟练，也是世代相传的规矩，因此
民间还形成了剪纸的规范，诞生了专门
的剪纸图样和存放图样的模板簿子，就
像一本剪纸的“词典”“工具书”。到现在，
民间还有留存客家妇女“剪纸图样折叠
包”，折叠包用整张长汀特产的玉扣纸，
巧妙的折叠出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各
种形状的纸盒，每个盒子里放一类图样。
一个折叠包打开，可以见到层层叠叠十
来个小盒子，玲珑精巧，折叠包本身就是
一件艺术品了。

长汀客家剪纸昔日以城关剪纸和童
坊剪纸最为出名。尤其是童坊镇彭坊村
的“刻纸龙灯”，更是享誉全国。这是用特
制的数种尖刃斜口刻刀，垫着木盘在色
纸上凿刻出的“剪纸”，因此特称“刻纸”。
从艺术上看，彭坊刻纸是集美术、书法、
绘画、雕刻于一身的民间综合刻纸工艺，
分为“阳刻”“阴刻”两种。用刻刀凿纸，特
别讲究凿刻的顺序，必须从里到外、由粗
到细，再沿外缘凿刻一圈，刻点多为细密
而有立体感的小圆点、小三角和小长方。
现今，长汀童坊镇彭坊村刻纸工艺益加
精湛，为闽西之冠。龙灯的纹饰多样、生
动，在剪纸艺术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当地
畲族服饰刀刻图案。常见的有“双龙戏
珠”“狮子滚绣球”“喜鹊攀枝”“五谷丰登”
“马到成功”等图案，表达了客家人祈求
幸福、安宁、祥和的心愿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是民
间刻纸工艺中的一朵奇葩。

每年的元宵节，当地村民家家户户
都会动手刻纸、用竹篾扎制龙灯，晚上全
村出动，有条不紊地将各家龙灯接驳在
一起成为 3 条完整的龙灯，接驳的过程
称为“驳灯”，也有独特的寓意，意思是全
村人相互团结、凝聚成龙。刻纸在龙灯烛

光映照下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据传，清代康熙年间，彭氏第十五

代祖先彭景周将福建泉州的刻剪纸艺
术与中原的元宵花灯艺术相融合，并加
以创新组合，从而形成了闽西民间独具
特色的、融合龙图腾文化、刻剪纸文化、
花灯文化、客家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身
的“刻纸龙灯”，迄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彭坊刻纸传承完整，现在村里的彭
慕财和张廷玉两位老人，都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刻纸龙灯的代表性传承人。
彭慕财老人 15岁开始跟着叔父彭怀标
学刻纸，至今已有 40多年，其作品极富
客家民俗文化内涵和浓烈的乡土气息。
他从小扎扎实实学艺，数十年来从未间
断。谈起剪纸，彭慕财老人容光焕发，自
豪地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与证书，眉飞
色舞地讲述着刻纸的门道。他告诉我
们，刻纸看上去简单，其实里面的工序、
艺术可复杂了，并非一朝一夕能练成，
非得下苦功不可。

张廷玉老人生于 1953 年 1月。他
也是十几岁就开始学习刻纸，从艺 41
年，创作了无数作品。翻开他的作品
集，只见飞禽走兽、人物建筑、山川河
流皆跃然纸上。他的作品造型优美、线
条柔润、富有装饰性，尤其是表现客家
民俗风情的刻纸更为出彩，可谓“圆如
满月、弯如弓弦、缺如梳齿、线如游
丝”。老张从小家境贫寒，却对刻纸很
感兴趣。起初买不起色纸，他就拣别人
丢弃的边角料来练习。“开始是刻些小
花小草小猫小狗之类，学了一段时间
后，刻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像样了。”老
张是打心眼里喜欢刻纸，常常一刻就
是几个小时。他还常常教村里人刻纸，
乐在其中。

长汀客家剪纸丰富的内容、特征
对研究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对丰富和完善龙图腾文
化、刻剪纸文化以及花灯文化都将产生
一定的作用。2011 年被福建省政府公
布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客家剪纸艺术凝聚着一代代客家
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心血，其独特的魅
力并不因岁月变迁而削减，反而如陈
年的佳酿，历久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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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剪纸，“剪”出客家的文脉

“ 中原汉民为避战乱南
迁，来到闽西汀州，形成了
客家民系 ，缔造了客家文
化，且传承和发展了中原剪
纸技艺，形成了具有客家特
色的长汀客家剪纸，代代相
沿，流传至今

长长汀汀客客家家刻刻纸纸艺艺人人在在创创作作龙龙灯灯刻刻纸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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