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雅瓦屋山道教与蜀中少数民族 

张泽洪 

提要：  

四川洪雅瓦屋山是张陵五斗米道平冈治教区，当地的青衣羌人是蜀中最早 皈依道教的少数民族。本文

探讨洪雅瓦屋山道教的源流，围绕五斗米道与青衣羌人关系，对 五斗米道传教史有新的阐释，认为洪

雅瓦屋山是道教发祥地。 

 

张泽洪，1955年生，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主题词：瓦屋山张陵五斗米道平冈治  

四川眉山地区洪雅县境内的瓦屋山，是古代蜀中著名的道教仙山。瓦屋山以海拔2830米的气 势，矗立

在川西盆地。时至今日，作为四川境内唯一的国家森林公园，其清幽典雅的神仙境 界，令国内外游人

流连忘返。瓦屋山是张陵在蜀中创教的据点，具有悠久的道教历史源流， 渗透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神

韵。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展现瓦屋山道教文化的古朴风貌。 

 

一、瓦屋山地区的青衣羌人皈依道教  洪雅瓦屋山地处青衣江流域，秦汉时期的主要居民是羌人。这

支羌人因生息在青衣江上游， 人们称之为青衣羌。源自芦山的青衣江，因羌人归附汉朝，又称为平羌

水。汉武帝天汉四年 （前97年），在青衣江流域设立西部都尉。当时西部都尉有两个：一个治所在旄

牛，专门治 理青衣羌等少数民族；一个治所在青衣，专门治理当地的汉人。东汉延光元年（122

年）， 改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羌人曾建立青衣羌国，顺帝阳嘉二年（133年），青衣王 子

心慕汉制，上书请求内附。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为治理青衣江流域的少数民族 ，开始设立

洪雅镇。北周在军事要地设立军镇，洪雅镇就属于这种军镇，此为洪雅命名之始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

（593年），始改洪雅镇为洪雅县。洪雅处于西南民族走廊地带，著名 的西南丝绸之路纵贯境内，是

各族文化交汇之地，有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遗存。根据近现代 考古发掘的成果，青衣江流域汉晋时期

的墓葬和遗址甚多，东汉大型墓前石刻的数量，更是 居四川全省之冠。  

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张陵入蜀传教，开始建立道教教团的创业活动。张陵为青衣羌多 姿多彩的



文化所吸引，他率弟子奔赴青衣江流域，建立起平冈治教区，青衣羌人很快受大道 的感化，成为奉道

的五斗米道道民，洪雅瓦屋山道教源流从此产生。从张陵蜀中传教的历史 可以看出，青衣羌是最早皈

依五斗米道的少数民族，平冈治是张陵早期传道建成的道治。因 此，洪雅瓦屋山道教源远流长，实为

巴蜀道教发祥地。  

张陵之所以选择巴蜀传道，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蜀中自秦汉以来，就盛行黄老之学，这里 民风淳朴

自然，老百姓容易接受教化。当时巴蜀在中原人眼光里，被视为西南夷居住之地， 这里少数民族的祭

祀巫风兴盛，有利于创建道教的经法制度。东汉的巴蜀地处西南一隅，远 离东汉统治者的中心，在巴

蜀创建道教教团，不容易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张陵 审时度势，进入蜀中传播道教。  

张陵在洪雅瓦屋山传道，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立于洪雅县易俗乡的《张道陵碑》。作 为五斗米道的

一通重要碑文，此碑在宋代就引起金石学家的注意，南宋洪适将碑文收录入编 撰的《隶续》，并著录

为《米巫祭酒张普题字》。《隶续》卷三《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载：  

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卒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 

伯气，定召祭酒张普，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 

天师道，法无极才。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六记载：洪雅碑记有“汉灵帝时《张道陵碑》”，注文 说“在洪

雅县易俗乡，上有熹平二年三月一日等字”。明曹学?《蜀中名胜 记》卷十一《洪雅县》述《张道陵

碑》，亦沿袭《舆地纪胜》之说。《舆地纪胜》记事多采 民间传说，书中记载的《张道陵碑》，就是

《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这说明《米巫祭酒张普 题字》碑文，当地民间俗称为《张道陵碑》，这正好

是张陵在洪雅影响力的反映。这通碑文 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张陵五斗米道仅存的唯一碑

文，是张陵在洪雅传道的重要证 据。洪适《隶续》注文说此碑“字画放纵，欹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

书”。洪适对碑文的考 释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碑文的书法乃一般民众所为，因此字画放纵无典则，不

似汉代文人书 法那般典雅。这正符合张陵蜀中传道的实况，张陵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道，那些奉道的

洪雅 五斗米道信徒，在封建士大夫眼中自然属于“群小”。注文还称碑文是“诸张妖党相传授之 

约”，明确判定它是三张五斗米道传道的盟誓。这通碑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是五斗米道在 洪雅活动

的客观记录，是张陵五斗米道道法制度的真实反映。  

碑文中的祭酒张普，是平冈治的道官。张陵时期的五斗米道，已经初步建立起道官制度。张 陵在二十

四治中，每一个道治 栌兄瓮反蠹谰疲 虺莆 髡咧爸渭谰啤⒅髡呒谰啤Ｗ魑 醒? 教区的阳平治，还

曾设立左右监神治头祭酒。治头大祭酒下辖若干祭酒，这些祭酒直接管理 道民。平冈治祭酒张普与诸

盟生立碑盟誓，相约要传播天师道。从此情况推测，张普或许是 平冈治的治头大祭酒。  



张陵时期的道教有多种名称，因其收取信米五斗的特征而称五斗米道，因天师张陵而尊 称为天师道，

因传播正一盟威之道而称为正一道。在张陵祖孙三代传教时期，民间多称为五 斗米道，这是民间对此

派道教的俗称。授 是五斗米道祭酒向道民传道的主 要方式，所以祭 酒张普约施天师道的内容，应

该指早期正一道的授 。按照早期正一道授 的要义，只有 得 法 的传授才可以称“仙历道成”，

只有得法 的保佑才可以长生延命。张陵开创的早期 正一道，确有向四夷授 的规定。《正一法文太

上外 仪》有四夷受 科本格式的范文： 四夷云：某东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县山川界内，夷

狄羌戎姓名 ，今居某处，改姓某，易名，某年岁月日时生。叩搏奉辞：先因丑恶，生出边荒，不识礼

法 ，不知义方，[FJF〗?秽之中，善根未绝。某年月日时，为某事 ，随某事得来中国，闻见道科，弥 

增喜跃。含?愿活，凭真乞生，依法赍信，奉辞以闻。 伏愿明师特垂矜副，谨辞 ①。  

碑文中的胡九称天卒鬼兵，说明他是一个奉道的道民。在张陵五斗米道时期，“其来学道者 ，初皆名

‘鬼卒’。” ②碑文大略反映出这样的历史事实：胡九因皈 依道教而授 ，此人此 事在当地或许

有特殊的意义，因此祭酒张普与诸盟生立碑纪念。此碑立于东汉熹平二年（17 3年），此时已是五斗

米道在洪雅的发展时期。至东汉末年大乱之时，洪雅五斗米道的势力 更为壮大，这从《汉故领校巴郡

太守樊府君碑》可以看出，碑文说：“季世不祥，米巫凶虐 ，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此

碑建于东汉建安十年（205年）三月上旬，立在芦 山县城南七里的石马坝樊敏墓前，是旌表巴郡太守

樊敏政绩功德的墓碑，此隶书墓碑就在樊 敏墓前二石马的东侧。樊敏碑在宋代开始受到芦山县令的重

视和保护，因此原碑今得以幸存 于世。樊敏碑文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洪雅、芦山五斗米道势力强

盛，皈依五斗米道的青 衣羌人，乘东汉末年之乱世而起，用武力扩张五斗米道的地盘，使更多的人皈

依了五斗米道 。大约在同一历史时期，张鲁率领五斗米道信徒，趁 耗┨煜麓舐抑 剩 影偷仄鸨

フ己? 中，控制了巴郡、汉中地区，建立了五斗米道历史上第一个割据政权。洪雅的青衣羌五斗米 道

信徒的起兵，可以视为对张鲁汉中政权的响应。  二、道教平冈治与少数民族  张陵在蜀中的创教

活动，汉安元年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后世的许多道经中，张陵的创教 活动被蒙上神秘的色彩，称

张陵的道法经书得自太上老君传授。至于太上老君授经的时间， 各道书都说是汉安元年。《老君音诵

戒经》托老君之口说：“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 天师之位，佐国扶命。” ③按照道经的神秘

说法，五斗米道的主要经 法制度，几乎都在这一年确立。  

首先是张天师称号的命名，开始于汉安元年。《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说： “老君授

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为人之师。” ④唐朝道士孟 安排《道教义枢》卷二 说得更清楚：

“汉末，天师张道陵精思西蜀，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 ，命为天师。” ⑤汉

安元年（142年）五月一日，成为张陵天师称号 的命名日，因此张天师 就具有神圣的意义，不同于道



教其他的天师，这显然是宗教神学的说法。  

五斗米道所行的正一盟威之道，蜀中二十四治教区的组织形式，也在汉安元年创立。《正一 法文天师

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说：“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渠停赤石城 ，造出正一盟威之

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 ⑥ 道教认为得玄元 始气的是种民，而只有

道治的道民才是种民。《老君音诵戒经》托老君之口说：“吾本授二 十四治，上应二十八宿，下应阴

阳二十四气，授精进祭酒，化领民户。道陵演出道法，初在 蜀土一州之教，板署男女道官，因山川土

地郡县，按吾治官靖庐亭宅，与吾共同领化户民， 劝恶为善。” ⑦对道教二十四治的象征意义，佛

教人士的说法略有不 同。唐释明概《决对傅 奕废佛僧事并表》说：“后汉顺帝中，有沛人张陵客游

蜀土，闻故老相传云：昔汉高祖应二 十四治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构此谋。杀牛祭

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 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观之兴，始乎此也。” ⑧  

五斗米道向道民收取信米五斗的教规，也在汉安元年开始实行。《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 ·阳平治》

以天师张陵之口说：“吾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从汉始皇帝王神气受道，以五斗 米为信，欲令可仙之

士皆得升度。” ⑨洪雅地区的青衣羌人，自然遵 行信米五斗的教规，从 统治者“米巫凶虐”的诬

称，可知他们是交纳信米的五斗米道道民。  

汉安元年是汉顺帝的年号，汉顺帝刘保在位时，一共有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五个 年号。按

照道书神秘的说法，汉顺帝第四次改元的汉安元年，成了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 。《金石萃编》收

录《仙集留题》的东汉题词，内容是“汉安元年四月八日会仙友”，此题 词刻写在简州（今四川简

阳）逍遥山石室，题字隐约透露出五斗米道的信息，可以和道经中 张陵汉安元年得道之说相印证。我

们大致可以推测在汉安元年，张陵在蜀中的创教活动确乎 有了进展，才会有蜀中大会仙友的盛会。对

张陵入蜀传教的时代，《三国志》、《后汉书》 都记载为东汉顺帝时期，此石刻题字为史书之说提供

了佐证。  

张陵蜀中传教的主要业绩，是建立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用道治的方式组织起奉道的 民众。以张陵

创立道教的热情，必定亲自前往瓦屋山地区传道，犍为境内平冈治的设立，洪 雅易俗乡《张道陵碑》

的传世，都可以诠释张陵瓦屋山的传教活动。促使张陵前往洪雅瓦屋 山的动因，是他用大道教化“四

夷”的志向，更有青衣羌人淳朴民风的吸引。张陵以宗教家 济世度人的情怀，用救度青衣羌人的实际

行动，奠定了在少数民族中传道的格局。张陵教化 “四夷”的思想，为后代道门人士遵行，因而在历

代道教经典中，都有关于吸纳少数民族入 道的教义。南北朝道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

说：“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 种但尸民。”同经之《大道家令戒》亦云：  

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头剔须，愿信真人。 于是真道兴焉。非但为胡不为 



秦，秦人不得真道 B10 。  

文中“夷”、“胡”皆指少数民族，“秦”则指汉人。北周道经《无上秘要》卷七《二十四 职品》

载：大都功要主管“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 B11 。《无上秘要》卷五十载： 斋醮科仪 的“出

官”仪格，要出“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 央三秦伧老君”

B12 。唐宋时期科仪经书的“出官”仪格，都有请出“四夷”神将吏 兵的内容 ，说明在道教的

神仙世界中，包括少数民族的神癨。唐代道经《太上玄灵北 斗本命延生真经 》主张对“夷狄”、

“蛮戎”，要使之“心修正道，渐入仙宗” B13 。杜光庭《广成 集》亦说：“夷蛮戎狄，皆知

慈育之深。” B14 南宋宁全真《 锨辶楸Υ蠓ā分髡攀? 道法“至戎 蛮夷夏 正化不及、日月不照

之地” B15 。《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有“治化中国， 旁摄四夷 ”之说 B16 。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六十六说：“凡人世四夷八蛮、九州十道 、六戎五 狄”之人，都在道

教的救度范围 B17 。明代张宇初《岘泉集》，亦立有“道化四夷品 ” B18 。道 经中所谓

的“四夷”，是沿袭儒家的说法，泛指中原周边各少数民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东夷”、“西

戎”、“南蛮”、“北狄”被合称为“四夷” B19 。上述道经的记 载，说明 道教在发展的各个

时期，都承袭张陵救度青衣羌人的传统，重视在少数民族中传播大道。  

张鲁汉中政权时期，五斗米道形成庞大教团，使早期道教趋于极盛。南北朝道经《赤松 子章历·收除

虎灾章》说：  

重请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三秦君，各随方位，春夏秋冬，与某家宅之将军二 十四吏兵士三十万

人，勤加营护一切众生，并令扫荡 B20 。  六朝道经《太上三五正一盟威 》、唐代道经《太

上三五正一盟威阅 醮仪》等经典，动 辄 就召出数十万少数民族神兵。这种宗教式的想象造构，或

许就出于对早期道教兴盛局面的向 往憧憬。在早期正一道的阅 仪经典中，要随品请出法 中五方四

夷少数民族老君的兵马 ， 如太上正一大斩河邪 ，要出“ 中五十领将军，胡、越、氐、羌、伧等

老君虎贲将士” B21 ，其中羌老君的兵马就有五十万人。五方居中的是三秦伧老君，此象征居

于中原 的汉民族，而居东南西北四方的四夷，则象征居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  

五斗米道二十四治的治所，在历史上曾经屡有迁徙。教化青衣羌人的平冈治，就是数次迁徙 的一个道

治。平冈治早期治名灵泉治，始建于芦山之灵泉，此地是青衣羌人活动中心，随着 青衣羌人东进，平

冈治迁移到洪雅境内。此后平冈治又一度东迁，《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 六记载：“平冈化，在夹江

县西十五里，本名平羌山。”最后，平冈治迁徙至新津，《云[F JF]笈[FJJ] 七签》卷二十八《二十

四治》平冈治注：“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 于此山学道得仙。” B22

从平冈治治所的迁徙东移，反映出五斗米道传教中心 逐渐转移的趋势 。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在三



张五斗米道以后，道治的组织形式已逐渐为宫观代替。但二十 四治旧址的多数宫观，仍然保持着旺盛

的香火，甚至人们还沿袭二十四治的名称。唐代文献 称为二十四化，是因为避唐高宗李治讳而改。唐

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居蜀中时，曾游历二十四 治的一些道观，有感而写下怀念张陵创教业绩的诗文。  

三、瓦屋山是养生修道的仙山  洪雅瓦屋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形状象瓦屋。瓦屋山在二十四治教区

内，以其特殊的生态环境 和气场，成为道教养生修道的仙山。西汉刘向撰《列仙传》，记载夏商周三

代至西汉成帝时 期七十位仙人的事迹，这些早期修道的列仙，都是独自深入名山，养生修炼成就仙

道。《列 仙传》的修仙事迹，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对神仙思想的追求。西汉许慎《说文解字》释

“仙 ”字为“长生仙去”，其字形表示人在山上。道教养生修炼要远离尘世，洪雅瓦屋山清幽 的环

境，就是适于养生修仙之地。东晋葛洪《抱扑子内篇·金丹》说：“古之道士，合作神 药，必入名

山，不止凡山之中。”道教认为名山有正神主持，可以帮助炼成仙药。道教的修 炼方术、金丹大道，

创始于张陵传道时期，道经记载张陵在龙虎山、青城山都曾炼制金丹， 瓦屋山水美、山奇、林幽、景

异，正是他修炼仙道的好去处。  

据《舆地纪胜》记载：洪雅境内修道的仙人有葛由、鬼谷子、李阿、尹真人、瞿君、葛仙翁 、句度、

皇甫坦、陶道人、回道人、尔朱真人、落魄仙、黄观福。葛由是一位修仙的羌人， 相传周威王时葛由

在蜀中出现，蜀中王侯追随他上绥山，最终都求得仙道。因此民间有谚云 ：“得绥山一桃，虽不得

仙，亦足以豪。”绥山在峨眉山西南，属青衣羌活动范围，《列仙 传》葛由的传记，似乎有所根据。

洪雅境内以瓦屋山为中心，形成多处修仙养生的灵境。其 中之一是隐蒙山：晋代处士庞居正，字隐

蒙，曾选择此山隐修得道，当地人称之为隐蒙山。 其中之二是主簿山：传说李家道的李阿为洪雅主

簿，在洪雅东南二十里山中养生修道，炼制 金丹，人们称之为金釜山，又以官职称为主簿山。宋张端

义《贵耳集》说：“谢道人，嘉州 洪雅人。”唐宋元明时期，洪雅瓦屋山道教不绝如缕。直至清末民

国年间，洪雅瓦屋山还有 道教宫观遗址三十余处，其中最著名的太清宫，奉祀香火的道士有十余人。

 

在张陵入蜀传教的后期，开始向巴郡拓展五斗米道势力，进入巴郡阆中云台山，致力于在躴人中发展

信徒，张陵最后即羽化于云台山 B23 。《华阳国志·汉中志 》说：“陵死，子衡传其 业。衡

死，子鲁传其业。”五斗米道的平冈治虽然从青衣羌地区东移，但张陵传播的道教思 想，却在洪雅瓦

屋山深入人心。瓦屋山地区民间传说：老子西出函谷关，到蜀中寻找青羊之 肆，最后老子在瓦屋山升

化。因此，人们将瓦屋山称为君山、老君山。这种民间的老子传说 ，实际是民众道教信仰的反映。因

为老子是道教的教祖，道经声称张陵的道法，得自太上老 君的传授。  

至今在瓦屋山还有这样的风俗：瓦屋山中建有一些笋棚，里面备有米、盐、柴、灶，供过往 的猎人、



采药者及路人取用，过往者也总是根据自己需要，适可而止地予以补充。这显然是 五斗米道义舍的遗

风。《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记载五斗米道：“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 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

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则病之。”洪雅瓦屋山的 义舍民俗，可以看出五斗米道制度的

深远影响。  

瓦屋山地区的民居，在建造房屋时必雕刻一条木鱼，悬挂于屋檐下作为辟邪装饰物，这 种图腾饰物风

俗的渊源，来自五斗米道对水的崇拜。《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 》，载五斗米道的请祷

之法说： 书病者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 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

之三官手书。  

五斗米道的天地水三官信仰，是道民常行的请祷之法。五斗米道对水的信仰，衍生出对鱼的 崇拜。

《华阳国志》卷八说： 咸宁三年春，刺史浚诛犍为民陈瑞。瑞初 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

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 数。  

陈瑞手下有祭酒领导信众，并有道民活动的传舍，显然属于蜀中天师道的流派。瓦屋山地区 民居悬挂

木鱼的习俗，或许是陈瑞天师道鱼崇拜的遗风。洪雅民间相传瓦屋山夜有神灯，道 教青城山同样有神

灯的传说，认为是仙道的灵异显现所致。  

洪雅所在的犍为郡，其秀丽神奇的山水，自古以来为文士所称道。李章嘉《望亭记》说“犍 为江山为

西蜀最”。任熙明《万寿寺碑》说：“犍为邈在西南之隅，江山秀丽，草木敷荣， 号两蜀佳处。”

B24 瓦屋山作为道教的仙山，在古代诗歌中不乏咏诵的诗篇。 北宋苏轼《寄黎眉州》诗曰：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HT]  

苏轼当时四十岁左右知密州，他在密州所属的胶西县，写诗遥寄任眉州知州的黎? ，此诗将 瓦屋山和

峨眉山对举，诗人梦回萦绕的家乡山水，就是瓦屋山、峨眉山的胜景。南宋陆游《 赋荔枝》诗曰：

“山横瓦屋披云出，水自 柯裂地来。”陆游在代理 嘉州政 事期间，曾登临岷江边的荔枝楼，望见

远处的瓦屋山耸立云间，而平羌江水奔腾而来，有感 而写下寄情山水的诗句。黄然《题涪翁亭》诗

曰：  

清音妙绝东坡老，方响名高太史公。 

水绕乌尤谈笑外，江连洪雅画图中。  

此诗与苏轼诗相呼应，诗中将乌尤与洪雅对举，意在烘托洪雅如画的景色。  

发源自瓦屋山的花溪，与青衣江水汇合，冬季在此地可眺望瓦屋山雪岭，范忠宣诗曰：“云 堆雪岭铺

银界，日射金仙照碧津。”李焘有诗曰：“瓦屋如庑平，金仙辟光景。”两首诗描 写瓦屋山仙景，有



  

异曲同工之妙。眉州历来被称为多士之邦，李焘是眉州丹棱县人，这位南 宋著名的文士、历史学家，

为瓦屋山神仙境界所吸引，挥笔写下了咏诵瓦屋山的历史诗篇。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向达认为：五斗米道思想原出于氐羌民族；蒙文通 教授撰文

指出：五斗米道原行于西南少数民族。本文对瓦屋山道教源流的探析，揭示出瓦屋 山道教与青衣羌人

的密切关系，证明前辈学者所说不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瓦屋山民间 还有早期正一道符 的流

传，瓦屋山溶洞中还有仙人养生修道床灶的遗存，它昭示出瓦 屋山是道教发祥地，是道教养生修道的

名山胜景。 (责任编辑：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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