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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县名称的来历与“尧王访贤”的典故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唐尧时期，尧的老师蒲伊子曾隐居于今蒲县蒲

子山，故蒲县自古有蒲国、蒲阳、蒲子等名。蒲县在唐、虞、夏、商皆属畿内地。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封邑。战

国属魏。秦隶河东郡。三国魏置平阳郡，邑属焉。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置石城县。北周初置石城郡，大象

元年（579）废郡为蒲子县。隋开皇九年（589），置蒲川县，隋大业元年（605），改为蒲县。唐武德二年

（619），改为昌州。唐贞观六年（632），废昌州，复置蒲县。金兴定五年（1221），蒲县升为蒲州。元至元三

年（1266）废县，并入隰川县（今隰县），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复置蒲县。明洪武二年（1369），隶山西

省平阳府。清雍正二年（1724）改隶吉州。[①]清雍正九年（1731），又归隶隰州。民国元年（1912），属山西

省直领。民国四年（1915），归隶山西省河东道。[②]现属山西省临汾市。蒲县东与洪洞接壤，西与大宁毗邻，

南与吉县、临汾相连，北与隰县、汾西交界。境内东、南、北三面环山，姑射山环其东，石头山列其南，五鹿山

枕其北，昕水河贯其中。此乃“南北凭百里之隘，东西辟一线之天”，故可谓“诚河东之咽喉，亦西秦之门

户”。[③]县北为五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有五鹿大夫庙，相传是为祭祀春秋时期晋国五鹿大夫狐突所建。

《蒲县志》卷十《艺文志·诗》曹日慎五言律诗《登五鹿山》中有：“笑他五松树，也被大夫封。”[④]山南麓

幽谷中便是以祷雨灵验而著称的五龙洞圣母庙。《蒲县志》卷五《秩祀志·祠庙》“龙母庙”条记载：“在县北

四十里，即龙母洞中。有泉味甘冽，旁产五色花乳石。内有风穴，风起常如龙吼。遇旱祷雨得其湫水即应。”

[⑤]庙内现存清雍正二年至民国十年碑刻19通，其中断碑6通。涉及戏台与演戏的碑刻为6通，其中2通为残碑。是

我们了解圣母庙的历史沿革、雩祭活动及其戏曲活动的重要资料。 

一 

    五龙洞圣母庙，又称龙母庙、圣母祠、龙母洞，现由红道乡辛庄村管理经营，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坐北向南，呈四合院式，建筑形制以石窑为主，自“破四旧运动”损毁以来不曾维修，从现有建筑残余中，明显

看出曾有正殿、侧殿、配殿、献台、东西看楼、戏台等建筑（见图1）。庙门位于西南方向，宽3.80米，进深5.10

米，借戏台台基与西看楼墙体而造。戏台位于庙内南端，坐南向北，现存部分后墙与东西山墙，台基东西7.90

米，南北5.50米，西北角基高2.30米，戏台面阔7.10米，进深5.10米。院落为上下院，下院东西两侧为看楼，东

看楼为二层，面阔9米，每间面阔2.50米，进深4.70米，一层为三孔窑洞，二层仅存几处断壁。西看楼为三层，通

面阔13.20米，每间面阔2.50米，进深4.70米，一层为四孔石窑洞开口向西，二层四孔石窑洞开口向东，三层存几

处断壁，东西看楼齐平，致使从庙内看西看楼为二层。从下院拾阶而上到上院，东西两侧存有配殿残址，西侧配

殿向西有一排石窑洞，内部联通。上院应有献台，雍正四年（1726）《五龙洞募修建醮碑》：“余赀鸠工□材并

建献台一座石窑三孔，聊以隆庙祀……”（见附碑三）正殿为石窑洞，灰砖砌面，砖砌拱券顶，位于庙院正北，

依山而建，通面阔5.60米，窑洞宽2.80米，进深4.30米，向内为石灰岩溶洞，深约15米，高2～3米，宽2～3米，

内有五龙圣母等残毁雕像5尊。正殿东侧墙壁0.40米处内砌一神龛，拱券顶式，宽0.60米，高0.75米，深0.25米。

正殿东有一孔石窑为东侧殿，已毁。正殿西侧开一小门，拱券顶式，宽0.70米，入洞向西深不可测，民间传言可

通往陕西。据席建业老人讲，传说龙母在此生赤、橙、青、黄、黑五龙，赤、橙、青、黄四龙都是从此洞去往陕

西，橙龙和青龙在陕西黄陵县的双龙镇，赤龙到了龙安，黄龙到了黄龙县[⑥]。东西侧殿与东西配殿间各有一宽

为1.50米的通道，可通往庙外。出东面通道折北而行约百米处为一佛殿，庙内嘉庆二十三年（1818）碑中记载：

“吾蒲五龙洞为八景之一，左侧有佛殿一座，中塑如来金像，旁列菩萨二尊，不知创自何年……”（见附碑四）

      图1：五龙洞圣母庙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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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殿为三孔石窑，坐北向南，依山而建，通面阔12.30米，每间宽2.5米，进深6.5米。佛殿前有献台，东西12.30

米，南北1.80米，献台基高2.0米。 

圣母庙为蒲县古八景之一，《蒲县志》卷一《地理志·八景》“龙母灵崖”条有诗云： 

  

        明知县罗永新诗：龙母开深谷，流云罩碧岑。灵湫含石窦，散作傅岩霖。 

        教谕赵学忠和韵：古洞蟠龙隐，烟岚色黛岑。巉岩灵气爽，应祷沛甘霖。 

        训导赵元廉和韵：云雾含山谷，龙岩喷石岑。四时廑祭祷，万姓沐甘霖。 

        训导曹  鼎和韵：龙开深谷洞，石乳滴高岑。灵应真如响，虔诚看沛霖。 

        知县赵正勋和韵：半厂栖龙母，灵光透碧岑。有泉悬马鬣，无岁不为霖。[⑦] 

  

    以“岑”、“霖”为韵，咏赞其“烟岚色黛岑”、“灵光透碧岑”的美景，惊叹其“灵应真如响”、“应祷

沛甘霖”灵性，这应该是“龙母灵崖”列入“蒲县八景”关键所在。人们总是赋予自然山水灵性，再将其灵性人

格化，蒲县民众以“龙母灵崖”冠其名，突出此处龙母的“灵”性。诗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往往具有降雨的神性，[⑧]《山海经》中“应龙”、“烛龙”。在蒲县民众

看来“龙母洞”不仅有龙，而且还是“育龙之地”。 相传龙母本是当地陈家庄一位善良的姑娘，因与化生为道人

的黑水河龙王有前世姻缘，在她为道人缝补衣服时不幸将小线头咽入口中，便有了身孕，姑娘无脸见人，便躲入

“龙母洞”中并产下了五条小龙，这动人的“龙母传说”早已成为蒲县美谈而家喻户晓。 

    北方历来干旱少雨，旱灾频至，《蒲县志》卷九《祥异志》中多处记载有关旱情，如“明万历十四年大旱

荒，赤地千里，饿俘盈野……”、“康熙四年大旱，蠲粮”、“康熙六十年至六十一年，大旱荒，斗米八钱，民

食草根、树皮，饿殣载道。”过去人们面对大自然的无情灾难，只能借助神灵的力量与之抗衡，蒲县民众坚信在

龙母的护佑下，甘霖时至、粮食丰裕的美好生活一定能够实现，这应该是“龙母传说”产生的真实背景。 

二 

    圣母庙创自何年，不可考，《蒲县志》卷五《秩祀志·祠庙》“龙母庙”条记载：“明天启（1621～1627

年）知县罗永新，祷三日，大雨如澍，立有《甘霖响应匾》。康熙间知县朱元祫有‘祷雨灵应碑记’”[⑨]明天

启年间知县罗永新到圣母庙祷雨，且应验，以致立匾酬谢龙母的恩赐，这是目前发现的记录圣母庙“有感即应”

的最早资料。据此推断，五龙洞圣母庙“祷雨輙应”的历史至少有400年。目前，有关圣母庙最早的碑刻记载当是

康熙十八年（1679）上任的知县朱元袷所撰的《龙母洞祷雨碑记》（附碑一，此段引文皆引自此）[⑩]，此碑实

物已不存，但碑刻原文被光绪版《蒲县志》收录，值得庆幸。此碑记录了蒲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夏月旱甚

将稿矣”， 朱元袷便“草服扉履，率邑之绅士父老，徒步往祷于洞。”以至“足胝厚一寸矣！”不过龙母之惠甚

盛，终于“乳（石钟乳）有征，雨将至，其后三日果大雨。”由于知县朱元袷亲历祷雨即应的整个过程，便亲笔

撰写了此碑文，碑文中提到“洞旁有祠三楹”，可见圣母庙此前已创建，只是位置不在龙母洞前方。 

   《雍正二年创建戏亭碑记》记载康熙五十八年（1720），“三春不雨，经半年，夏仍不雨，人人惊怖。”（附

碑二，此段引文皆引自此）当地善士于国亮、吕增癸“同手叩祷警以□求，于五月初一日进洞而不食，…越初三

日，果得雨。”（附碑二）人们为了答谢龙母的降雨之恩，“思□建戏亭以□（酬或谢）神之灵。”有意将朝醮

龙母的祭祀仪式步入正规化，正如冯师俊杰所言“中国古代的戏台，很早就成了神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除佛寺外，其他庙宇没有戏台庙貌就不算完整。”[11]但天有不测风云，自康熙六十年（1721）连续两年

“酷旱叠临，…有茹草食泥之艰，逃窜死亡，满目凄惨…”直到雍正二年五月戏亭工竣，民众为圣母庙创建戏亭

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五月十八为龙母诞辰之日，圣母庙的戏曲演出史由此拉开了帷幕，戏曲演出成为酬谢龙母的

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民众心中得到了慰籍，更加坚定了他们敬仰龙母的信念。 

    清雍正四年（1726）水瀚撰《五龙洞募修建醮碑》记载由善士于国亮、吕增癸二人主持“建献台一座石窑三

孔，聊以隆庙祀…”（附碑三）此处献台当为重修，因为有神庙必有祭祀，而祭祀的场所便是献台，或献殿。圣

母庙香火兴旺，不可能在此之前没有献台，此处当为于、吕二善士为了民众祭祀便利，而组织重修了献台。 

Page 2 of 8文献文物 - 专题研究 -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2010-3-23http://www.xiju.net/view_con.asp?id=3538



□”的记载，由于此碑残损严重，关于此次重修的细节不可得知，实为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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