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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教的道教化
———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 王　 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本篇解读了山西省平遥县新发现的一件«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ꎮ 认

为该碑记内容可能与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后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的史实相关ꎮ
景教是起源于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基督教分支ꎬ自唐代从波斯传入中国后ꎬ曾在中国本土

长期传播ꎬ直至明代中叶才彻底衰亡ꎮ 未能把握好外来宗教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平衡ꎬ应
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外来宗教在当代中国境内仍有较大规模的传播ꎮ 如何引导

其适应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处境ꎬ实现“中国化”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ꎮ 研

究历史上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传播的经历ꎬ或许能对思考这一问

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ꎮ
〔关键词〕耶输神祠ꎻ景教ꎻ全真道华山派

笔者近日审阅学生张方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ꎬ在该书

稿附录的资料中ꎬ见有一篇«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ꎬ是去年张方在山西平遥

县调研时采集到的ꎮ 仔细校读之ꎬ感觉此篇碑文内容可能与明代中国内地景教

衰亡ꎬ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的史实相关ꎬ故撰此文略做考释ꎮ 先迻录碑

文如下:
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

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 /
详夫耶输神祠者ꎬ其来远矣ꎮ 始自周而至今ꎬ经历而有余ꎮ 留墓冢以 /

显于遗炭之景ꎬ建宝塔而存于千年之名ꎮ 是于前代之间ꎬ始立 / 正殿一所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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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妆耶输圣像容仪ꎬ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ꎮ 次 / 建两庑ꎬ东则三大士菩萨、
二八罗汉ꎻ西则子孙圣母ꎬ侍列诸神ꎮ 概本 / 县凡有官员士夫及富民人等ꎬ有
缺子嗣者ꎬ敬来求之ꎬ必获应验 / ꎬ叙得子孙ꎬ满愿随心者矣ꎮ 此庙起盖年深ꎬ
摧残颓毁ꎬ屡代重修ꎬ不 / 计其数也ꎮ 近于嘉靖三十二年ꎬ发心众纠首人熔鐄

造钟一颗ꎬ敬 / 发晨昏ꎮ 又于三十三年仍发诚心ꎬ续盖钟楼一所ꎬ不日而完成

也 / ꎮ 更有座庙地基ꎬ南北五十步ꎬ东西四十步ꎮ 器用之物ꎬ俱不具此 / ꎮ 恐

后无凭ꎬ欲刻祯铭ꎬ垂为不朽云 / ꎮ
本县知县张稽古、县丞马惟化、主簿栾深 /
西汾州平遥干坑里造钟盖楼纠首并众信人:白侃、白纪、董良佑、白世

廒、邢庆、邢子金、白尧顺 /
时嘉靖四十一年岁次壬戌孟冬吉旦立 /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ꎻ化缘人:秦演玄ꎻ

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罗庄里石匠李进、男李仁库ꎻ陶同村观音堂真月ꎻ干坑里木匠李友、邢子

清、邢子名、邢子秀ꎻ达蒲里丹青孔大用、孔见ꎻ王家庄观侯ꎮ 全真门徒谨

志 / ꎮ
(此碑现存平遥干坑村南神庙)
按此碑刻立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ꎬ碑文内容并不复杂ꎬ主要记述嘉

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及次年间ꎬ平遥县干坑里乡民集资为当地耶输神祠造钟盖楼

之事ꎮ 其中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有两点:一为“耶输神祠”的来历ꎬ一为当时住

持该祠道士的来历ꎮ 首先我们看ꎬ碑文称该神祠“始自周而至今(明代)”ꎬ历史

久远ꎮ 明代管辖的中国境内ꎬ有如此久远神祠的大宗教ꎬ不外乎儒、道、佛三教而

已ꎮ 查«明会典»列入的儒教官方神祠中ꎬ没有“耶输神祠”ꎮ 又考佛教、道教寺

观奉祀的神灵及祖师虽甚庞杂ꎬ亦未见名为耶输神者ꎮ 据上揭碑文称:平遥耶输

神祠“是于前代(应为元代)之间始立”ꎮ 其两庑所奉神像ꎬ虽有三大士菩萨、二
八罗汉、子孙圣母等佛教、道教诸神ꎬ但其正殿所奉主神“耶输圣像容仪”不属于

佛道二教ꎬ应另有来历ꎮ 或许它是元代从西域传来诸宗教的神祠ꎬ例如也里可温

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支派)所奉的耶稣圣像ꎮ 此圣像可能已经佛化ꎬ因为它似乎

没有耶稣基督最易被识别的标志ꎬ圣子在十字架上蒙难的形象ꎮ
熟悉中国宗教史的学者都知道ꎬ聂斯脱里教派(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ｓ)是公元五世纪初

在东方(近东)叙利亚教会创立的基督教支派ꎮ 后因受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迫

害ꎬ该教东迁至波斯及中亚地区传播ꎮ 唐初贞观九年(６３５)ꎬ该教从波斯传入中

国内地ꎬ被称作“大秦景教”ꎬ曾一度兴盛百余年ꎮ 晚唐武宗会昌年间ꎬ官方打压

佛教ꎬ波及祆教、摩尼、景教等“三夷教”ꎬ致其在中国内地衰落ꎬ几近绝灭ꎮ 但在

中国西北及中亚地区诸民族中ꎬ景教仍继续广泛传播ꎮ 辽金时期ꎬ蒙古高原的克

烈部、汪古部、乃蛮部等部族均皈依景教ꎮ 及至蒙元帝国征服蒙古及西域各部族

之后ꎬ信奉景教的色目人又随蒙古军大举进入中国内地ꎬ以致景教在元代再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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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起来ꎮ 元代景教称作也里可温(ａｒｋａｇｕｎ)ꎬ是政府承认的合法宗教ꎬ享有免除

赋税兵役的特权ꎮ 在王公贵族及普通民众中都有不少信徒ꎬ传播地域广泛ꎮ 据

马可波罗报告ꎬ元代京师大都ꎬ山西、甘肃、宁夏、江苏、浙江、福建等行省诸多州

府ꎬ都有景教信众及寺庙ꎮ 及至明朝建立后ꎬ改变元代宽松的宗教政策ꎬ加强控

制民间信仰及外来宗教ꎬ景教因此在中国内地渐趋式微ꎮ 但其衰亡的时间较长ꎬ
据说“十字架教派信徒”在明代仍存在近两个世纪ꎮ 直至十六世纪中期以后ꎬ曾
在元代与景教徒同属“也里可温”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ꎬ在中国内地传教

获得成功ꎬ景教徒随之锐减ꎬ终至绝迹ꎮ (迄今只有中国香港地区仍有叙利亚教

会的景教徒活动)ꎮ
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ꎬ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泉州发现景教碑ꎮ

天启三年(１６２３)ꎬ又在西安府城发掘出记述唐代景教传播史实的«大秦景教流

行中国碑»ꎬ引起在华传教士轰动ꎮ 二十世纪初ꎬ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秦

景教三威蒙度赞»、«序听迷失所经»、«志玄安乐经»等唐代景教文书ꎮ 此后二十

世纪在福建泉州陆续发现元代也里可温碑刻ꎮ 近年来又在河南洛阳、江苏扬州、
新疆霍城、高昌等地ꎬ发现景教徒墓地、碑刻、壁画等文物ꎮ 这些出土文献及文

物ꎬ为研究几乎被遗忘的景教在中国传播史ꎬ提供了重要资料ꎮ
明代是景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最后时段ꎬ元代曾经兴旺的景教在改朝换代

后逐渐走向衰亡ꎬ其过程及原因都需更多研究ꎮ 但迄今出土这一时期的碑刻墓

志等文献文物较少ꎮ 如果本篇前揭«耶输神祠碑记»可以被认定与景教相关ꎬ那
么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ꎬ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ꎮ 首先从碑文来看ꎬ
其立碑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ꎬ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

衰亡之际ꎮ 其衰亡后的去向ꎬ是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ꎬ即儒释道三教及民间

信仰融合为一体ꎬ被完全彻底的中国化了ꎮ
按外来景教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ꎬ早在唐代其初传中国时已见端倪ꎮ

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敦煌景教文书等数据来看ꎬ唐代中国景教经书的教

义思想、名词术语及书写格式等ꎬ都参照了儒释道三教经书ꎮ 尤其儒教尊君孝亲

的政治伦理观念ꎬ祭祀祖先的礼仪行事ꎬ被来华景教吸收ꎮ 这与西方基督教主张

宗教威权高于世俗威权ꎬ反对祭拜上帝之外一切被造物及其偶像的传统教义ꎬ是
直接冲突的ꎮ 来华景教的宣教经书ꎬ所用名词术语及行文风格ꎬ还附会佛、道二

教ꎮ 例如«景教碑»解释其名义:“真常之道ꎬ妙而难名ꎬ功用昭障ꎬ强称景教”云
云ꎬ模仿道教«清静经»ꎮ 又如景教所奉天主称作“天尊”ꎬ耶稣称“夷数佛”ꎬ景
教士称“僧”、景教庙称“寺”等等ꎮ 佛道二教主张清静内修、济度众生等教义ꎬ也
多见于景教经书ꎮ 有学者认为ꎬ景教在中国最终走向衰亡ꎬ其原因之一是模仿中

国佛教的传教策略ꎬ但未能把握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平衡ꎬ教义及礼仪过度中国

化ꎬ失去原来的宗教文化特色ꎬ对中国内地民众缺乏吸引力ꎮ
明代山西平遥耶输神祠ꎬ或许提供了一个景教祠庙过度佛化、道化的例证ꎮ

这篇神祠碑记题为“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ꎬ据称其于前代(元代)始立的正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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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ꎬ东庑供奉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神像ꎮ 可证该祠庙有

明显的佛教化特征ꎮ 又该祠西庑供奉“子孙圣母”ꎬ据说全县官员士夫及富民人

等ꎬ“有缺子嗣者敬来求之ꎬ必获应验”云云ꎮ 那么这位子孙圣母ꎬ很可能原是景

教的圣母玛利亚ꎬ后来角色演变ꎬ被当地民众视同道观中供奉的送子娘娘ꎮ 在中

国ꎬ普通官员及民众对寺庙供奉的神像原属哪个教派ꎬ既分不清也不在意ꎮ 他们

最关心的是烧香供神是否有灵验ꎮ 这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普遍状态ꎮ 不过这

座平遥的耶输神祠ꎬ无论其在元代是否也里可温祠庙ꎬ或佛教化的景教祠寺ꎬ但
在明代中期住持该祠的却是一个道教支派的道士ꎮ 具体来说ꎬ他们属于全真道

华山派的道士ꎮ
全真道创立于金代ꎬ是金元时期华北新兴道派之一ꎮ 元代全真道与太一教、

真大道、正一道同为道教的四大合法派别ꎬ且因统治者扶植而颇为兴盛ꎮ 明初收

紧宗教管理政策ꎬ只承认正一、全真两派为合法道派ꎮ 明太祖朱元璋推崇有助于

王化的正一道ꎬ而对只顾独自清修的全真道不予重视ꎮ 全真道士不能在官方管

理道教的道录司ꎬ及各府州县的道纪、道会司任职ꎬ因此一度衰落沉寂ꎮ 但全真

道并未消亡ꎬ而是回归民间ꎮ 或隐修于山野ꎬ或云游于江湖ꎬ或托庇于正一门下ꎬ
继续修持传承ꎮ 及至明代中期ꎬ尤其正德、嘉靖以降ꎬ朝廷管制佛道教及民间信

仰的政策松懈废弛ꎬ全真道开始在民间复苏ꎮ 诸多新兴的全真道支派ꎬ进入各府

州县的官祠及民祀观庙ꎬ递相传承ꎮ 新兴全真支派中ꎬ以托奉金元全真道宗师丘

处机的龙门派最盛ꎬ其次则以托奉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居多ꎮ 到嘉靖、万历以

后ꎬ全真道的社会影响力大增ꎬ各地皆有其住持的祠观ꎬ上至王公重臣ꎬ下至士绅

百姓ꎬ多有信其教义及法术者ꎬ教门复兴呈遍地开花之势ꎮ
明代自朱元璋采用宗族谱字为皇族宗亲子嗣排定辈分ꎬ此后谱字诗在民间

大兴ꎮ 道教各派亦相继采用派字谱诗ꎬ以排定师徒传承关系ꎬ强化派内同门意

识ꎮ 龙门派、华山派等新兴全真支派皆不例外ꎮ 据张方博士论文的最新研究ꎬ目
前已知最早采用华山派字谱的时间ꎬ大约始于明弘治五年(１４９２)ꎬ见于河南许

昌天宝宫的一件碑刻〔１〕ꎮ 又据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源流»记载ꎬ郝大通所传

华山派的派字谱诗如下:
至一无上道ꎬ崇教演全真ꎮ 冲和德正本ꎬ仁义礼智信ꎮ (下略)

现在我们再看山西平遥«耶输神祠碑记»末尾的署名ꎬ有一行住持该祠的道

士署名如下: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ꎻ化缘人:秦演玄ꎻ

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显而易见ꎬ这是以郭教碧为师祖ꎬ共传承了四代的一个道教支派ꎮ 使用的派

字谱属于华山派ꎬ辈分始自第七代郭教碧ꎬ其后依次为第八代郭演秀、秦演玄ꎬ第
九代吕全清ꎬ第十代武真义、刘真□、陈真□ꎮ 其中第十代的武真义ꎬ是当时平遥

县道会司的道会ꎮ 他应是嗣传郭教碧这一支的掌门弟子ꎬ他住持的耶输神祠应

为当时平遥道会司驻地ꎮ 因为他有道会的官方身份ꎬ所以能请动时任知县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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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等地方官员为其所立碑记署名ꎮ 还有那些集资为该祠造钟盖楼的“纠首并众

信人”ꎬ应是信奉全真道的地方士绅ꎮ 他们之所以具名出资造钟盖楼ꎬ或许与明

清全真道观普遍实行的丛林制有关ꎮ 全真丛林皆须悬挂钟板ꎬ是一个定规ꎮ 此

外ꎬ从被奉为“师祖”的郭教碧ꎬ在 １５６２ 年立碑时仍在世的事实来看ꎬ这个华山

派分支进驻耶输神祠ꎬ估计约有五、六十年ꎬ最多不过七、八十年ꎮ 也就是说ꎬ该
祠变成道观大约始于弘治、正德年间(１４８８ － １５２１)ꎬ即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发生的事情ꎮ 这正是明朝中期景教在中国趋于绝迹ꎬ而全真道则从衰寂走向复

兴的年代ꎮ 此时一座疑似始建于元代的也里可温神祠ꎬ被衰而复兴的全真道华

山派接管ꎬ应该是在必然性时势变化中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例吧ꎮ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两起两衰ꎬ最终被佛化、道化而湮灭ꎮ 其原因复

杂ꎬ未能把握好本色化与在地化平衡的尺度ꎬ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ꎮ 但是在本色

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寻求平衡ꎬ的确是一个难题ꎮ 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些非宗教

的不确定因素ꎮ 如宗教传出地能否持续提供保持本色化的动力和压力ꎬ传入地

统治阶级对外来宗教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考虑ꎬ文化精英及普通民众对外来宗

教的心理容受和认同度等等ꎮ 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宗教性因素ꎬ但确实影响着外

来宗教传播的功效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只有佛教成功解决了保持本色化与中国化

的平衡ꎮ 景教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ꎮ

注释:
〔１〕许昌天宝宫始建于蒙古太宗十二年(１２４０)ꎬ是元代真大道派重要宫观ꎮ 明初真大道因失去合法

地位而衰落ꎬ天宝宫一度荒废ꎮ 明中叶逐渐恢复ꎬ弘治年间成为全真道华山派道场ꎮ 详见张方论文第二

章ꎮ 该文尚未正式发表ꎬ故不赘述ꎮ

〔责任编辑: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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