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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神 通 远 王 是 宋 代 泉 州 最 著 名 的 民 间
信仰神灵，“其灵之著为泉第一”。《昭惠庙献
马文》曰：“伏睹神无所不通，感之斯应；神无
不在，求之斯来。公之肇迹，其原有自。庇庥
之力，于泉尤笃。人各各以归仰，方在在以奉
祀 ，而 公 无 不 通 也 ，无 不 在 也 ，未 尝 有 违 所
愿，此海滨之民，所以获建行宫焉。”泉州九
日山至今存有宋代官方祭祀通远王的祈风
石刻，可见通远王信仰在宋代泉州社会中的
深刻影响。

不过，自元代以来，妈祖逐渐取代通远
王 成 为 影 响 最 大 的 海 神 ，最 迟 在 明 初 已 是

“今东南共祀者”，清陈棨仁亦曰：“今则大舳
小舸群奉天后，涛山浪屋之中，声响昭灼，立
专祠，锡徽称。问所为昭惠祠者，盖不能举其
名矣。”

虽然传统史书关于通远王的记载颇多，
但涉及其原型书写却差异极大。目前所见，
北宋曾会《重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
是最早记载通远王原型的文献，其曰：“其大
殿者，唐咸通中将取山材，先斋，祷次，忽遇
人指其处，果楩楠杞梓者。是夕又梦许与护
送 。既 而 一 日 江 水 暴 涨 ，其 筏 自 至 ，了 无 遗
失。大壮既隆，目为神运。”由此可见，此处的

“通远王”原型形象比较模糊，仅仅是“忽遇
人”的书写，并没有指明此人的任何信息。同
时，“通远王”为延福寺运输木材也只是“江
水暴涨，其筏自至”，并未见特殊神迹。

值得注意的是，曾会的这段记载成为后
世关于“通远王”书写的基本史料来源。北宋
中期以后，随着“通远王”的“灵验”事迹不断
出现，特别是名臣蔡襄在此祷雨有应，史书
开始对其神化。据北宋王国珍《昭惠庙记》记
载：“崇应公功烈在民，尤难忘者。唐咸通中，
延福殿基方兴斤斧，公降神于桃源驲之岳山
阴 ，治 材 植 沿 游 而 下 ，人 不 劳 倦 ，故 殿 宇 飞
翚，垂数百年而屹然轮奂者，实公之力。”这
里的书写虽明确认定“通远王”是神明，但仍
没有涉及其原型问题。

南宋时期，随着通远王地位日隆，成为
九日山官方祈风的祭祀主神并多次被赐封
王 爵 ，但 仍 未 有 关 于 通 远 王 原 型 的 任 何 记
载。通远王信仰在元代泉州地区已是普遍衰
落，其原型被认为“父老”。据元张翥《延福寺
记》记载：“求材于乐山，遇父老指示木处，既
伐而雨，逐湍飘来，取以盖殿，无少剩者。”这
里的“父老”奠定了后世关于通远王原型的

“老叟”形象。
入明之后，福建地方志书针对“通远王”

的“神运”事迹进行神话，将其最初神灵形象
定型为乐山山神。据《八闽通志》记载：“乐山
福王庙在县东十五都。盖乐山神也，甚著灵

响 ，泉 俗 多 敬 祀 之 。宋 封 通 远 王 ，赐 额‘ 昭
惠’。”《闽书》更是进行全新改写：“灵岳祠，
谓指木之叟，乐山之神也。祠以祀之，水旱疫
疠，海舶祈风，辄见征应。宋时累封通远王。”

自明代中后期开始，不少福建地方志书
还进一步将通远王的俗世原型确定为乐山
隐 士 白 须 公 。据《闽 书》记 载 ：“ 有 乐 山 福 王
祠。王尝隐此，后仙去，人为立祠，俗呼白须
公，又呼翁爹也。”另据清《泉州府志》引《闽
书抄》记载：“神，永春乐山隐士也，居台峰。
后仙去，著灵响，人祠之，呼翁爹，又称白须
公 。”《永 春 州 志》引“ 旧 邑 志 ”亦 载 ：“ 乐 山
王 ：古 之 隐 士 也 。尝 居 台 峰 ，俗 谓‘ 白 须
公’。”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史料不提其“隐士”
身份，径直称呼为“白衣叟”，如《泉州府志》
引《（明）隆庆府志》曰：“庙神即永春乐山白
衣 叟 。”可 以 肯 定 ，以 上 诸 史 所 谓 的“ 父 老 ”

“指木之叟”“白须公”“白衣叟”等应该都是
对曾会所载“忽遇人”的一种想象改写。即便
如此，它们都没有提到通远王原型的姓名、
籍贯、社会身份。

清末民初，戴希朱总纂《（民国）南安县
志》破天荒地提出一个明确的通远王原型，
史载：“乐山，在县北六十里，属八都。山有通
远王庙。《庙志》云‘四川人进士李元溥避患
隐 此 。闻 空 中 有 乐 声 ，白 日 升 天 ，故 名 乐
山’。”据此可知，这里把“通远王”的俗世原
型身份塑造为儒家士人形象，与此前有关记
载 相 比 差 距 甚 大 。就 行 文 逻 辑 来 看 ，该《庙
志》应该是《通远王庙志》，可惜今不存。

不过，重要的是《庙志》为何认定“通远
王”一定是唐代四川进士李元溥？毕竟前代
史书均没有明确记载此事。既然诸史皆认为
通远王与乐山有关系，所谓“永春乐山即其
祖庙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乐山来了
解《庙志》所持观点的史料来源。

乐 山 为 南 安 、永 春 两 县 界 山 。《永 春 州
志·山川志》曰：“乐山。《名胜志》：山有东西
南北中五台，而乐山居其中。尝有音乐出闻
于外，故名。山上草木，四时不变。北台崇峰
壁 立 ，有 泉 一 泓 ，长 涌 不 竭 。宋 时 僧 元 普 结
庵 于 此 ，曰 海 潮 庵 ，危 坐 不 寐 者 二 十 年 。绍
圣 中 ，令 江 公 望 每 登 县 治 平 远 台 ，辄 遥 拜
之。元普既去，作诗以怀之。”文中的僧元普
即是蜀人。

《永 春 州 志·古 迹 志》记 载 ：“ 中 有 西 蜀
隐 者 居 焉 ，危 坐 不 寐 ，垂 二 十 年 。思 与 偕 游
不可得，扣梧作歌以招之。”《（明）万历重修
泉 州 府 志》记 载 ：“ 乐 山 ，在 四 台 山 中 ，昔 人
有 过 此 ，尝 闻 音 乐 ，故 名 。宋 有 西 蜀 隐 者 居
此，危坐不寐垂二十年，令江公望扣梧作歌

招之，即此地。”《闽书》亦载：“西蜀隐者，僧
者，名元普，公望尝设三问扣之之。既去，作
五诗为寄。”

由 此 可 知 ，乐 山 确 实 有 一 位 来 自 蜀 地
的宋代僧人元普。事实上，自明代中后期就
有文献把通远王与宋代乐山蜀僧元普联系
起 来 。据 明 李 伯 元《青 阳 志》记 载 ：“ 石 鼓 庙
所祀诸神，东偏一庙中立土谷神牌，福佑帝
君在焉，俗称‘翁爷’。郡志：‘宋有蜀圣僧号
员普，来永春乐山趺坐二十年，邑令江公望
扣梧而歌招之不至。绍圣二年蜕化，邑人塑
像 乐 山 祀 之 ，敕 封 福 佑 帝 君（通 远 王）。’以
十月廿六庆诞。”文中所谓“郡志”表明有所
依据，而且可以肯定是依据明代所修的《泉
州府志》。

另据《（民国）金门县志》记载：“太武岩
寺，在太武山，祀通远仙翁。宋咸淳间建，万
历 八 年（1580 年）修 ，二 十 八 年（1600 年）重
修，黄逸所尝读书其间。旧志通远仙翁传，通
远 仙 翁 ，宋 时 人 ，其 先 永 春 乐 山 隐 士 ，后 仙
去，人称白须公。初封通远王，嘉祐间，以祷
雨有验，加封善利王，寻加广福、显济。”

李伯元《青阳志》、《金门县志》及其征引
文献所载“通远王”为宋时人，皆误。曾会《重
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明确记载“通
远王”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这表明最迟在明
代中期，人们对通远王的原型事迹开始张冠
李戴。对此，《八闽通志》还对“西蜀隐者”的
故事加以辩证，指出：“按《宋史》，谓江公望
尝编管南安军，即今江西南安府是也，《泉州
志》遂误以江公望为编管南安县。又见公望
所作《多暇亭记》有云：‘东山之中，有西蜀隐
者居焉，危坐不寐二十年。’遂以西蜀隐者亦
载于《泉州仙释志》，今考之《大明一统志》，
载公望于《南安府流寓志》，而所谓东山者，
亦南安府之山也。则公望与西蜀隐者，俱未
尝至泉州明矣。”

由此可见，先是明代泉州志书误收“西
蜀 隐 者 ”故 事 ，后 有 其 他 文 献 将 其 与“ 通 远
王”故事混淆在一起。不过，这种错误并没有
影响当地人进一步附会塑造通远王的原型
事迹。而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庙志》则在吸
收以往“圣僧元普为通远王”的基础上，把通
远王确定为四川人。所谓李元溥之“元溥”恰
是僧元普之“元普”的同音。由于诸史皆认为

“通远王”与延福寺有直接关系，且在唐咸通
年间以指木之功被立祠祭祀，因此李元溥之

“李”，很可能是附会唐朝国姓“李”。据此可
知，《庙志》在《青阳志》等文献的基础上借用
了宋代乐山蜀僧元普的籍贯和名号，并将其
移入唐咸通年间延福寺“指木之叟”的故事
中 ，由 此 形 成 四 川 人 李 元 溥 在 乐 山 避 患 成

仙，后又帮助延福寺取木建寺的文本书写。
至于“李元溥”的进士身份，则完全是适

应明清时期民间信仰神灵开始儒家化重构
的潮流。史书把通远王俗世原型的身份形象
确定为属于“儒家身份”的进士，本质上属于
儒家化书写，其目的就是要符合官方要求，
以此来赢得官方对民间祠庙的支持。可见今
人认定通远王的原型为唐代四川进士李元
溥 ，这 个 观 点 其 实 是《庙 志》对 唐 咸 通 年 间

“指木之叟”故事和宋代乐山蜀僧元普故事
进行综合改写的结果。

这样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
们关于通远王原型的社会认知。如，清吴令
远《五 台 海 潮 庵》曰 ：“ 无 穷 沧 海 日 ，高 覆 五
台 天 。结 宇 芸 香 扑 ，开 窗 潮 气 悬 。三 山 高 并
峙，六宇拥环前。寺古翁爹隐，岩幽蜀老眠。
观 日 挪 头 上 ，闻 潮 对 耳 边 。鹫 岭 传 天 乐 ，升
飞白日仙。”又如，戴希朱《南邑八都昭惠庙
朱 元 帅 碑 记》记 载 ：“ 李 元 溥 ，蜀 绅 也 ，化 于
乐山寺，亦不朽。”由此，“通远王李元溥”的
说法广为人知。

总 而 言 之 ，传 统 文 献 中 的 通 远 王 原 型
在 千 年 之 中 为 了 适 应 社 会 变 化 而 不 断 重
塑 ，所 谓“ 唐 代 四 川 进 士 李 元 溥 ”的 观 点 明
显 错 误 。至 于 通 远 王 的 原 型 是 否 就 是 其 他
史 书 所 记 载 的 乐 山 隐 士“ 白 须 公 ”，我 们 仍
不 能 轻 易 断 定 。毕 竟 在 宋 代 到 明 代 中 期 的
文 献 史 料 中 对 此 没 有 任 何 具 体 记 载 ，而 明
末 开 始 出 现 的“ 白 须 公 ”记 载 过 于 突 兀 ，难
以令人信服。

有 清 一 代 ，就 有 不 少 人 感 叹 通 远 王 原
型 身 份 神 秘 莫 测 、难 以 言 说 。如 ，清 徐 时 深

《游 乐 山 顶 庵》曰 ：“ 山 巅 复 有 寺 ，一 揽 松 关
开。石磴牵风上，铁锁连汉来。天声渺若树，
日色老荒台。万古苍茫里，巨灵秘莫猜。”又
如，清庄志谦《重修昭惠庙记碑》含糊写道：

“相传其神为白衣叟。”事实上，即便戴希朱
在《南安县志·舆地志》《南邑八都昭惠庙朱
元帅碑记》中认定通远王原型为“李元溥”，
但 在《南 安 县 志·营 建 志》中 又 认 为 通 远 王
为“ 永 春 乐 山 隐 士 ”。可 见 戴 希 朱 对 此 也 是
莫衷一是。

通 远 王 其 原 型 身 份 在 历 史 中 不 断 变
化 。唐 末 宋 初 ，通 远 王 原 型 身 份 尚 不 清 楚 ，
人 物 形 象 比 较 模 糊 。鉴 于 通 远 王 在 宋 代 成
为 官 方 极 力 推 崇 的 海 神 ，所 以 明 代 福 建 地
方 史 书 不 断 对 其 进 行 神 圣 化 塑 造 。清 代 南
安官方志书更是通过杂糅以前各种记载进
行 儒 家 化 书 写 ，将 其 确 定 为 唐 代 四 川 进 士
李元溥。实际上，这也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
儒家化的一个缩影。

（作者单位：闽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泉州海神通远王史事之原型书写
□曹养元

龙漈仙宫位于屏南县漈下村，其始建年代虽无明
确记载，但依据甘氏族谱记载，其八十一世祖细旷公
于 明 正 统 二 年（1437 年）迁 于 此 ，在 明 朝 隆 庆 三 年

（1569 年）和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进行了两次重修，
由此可断定仙宫大约建于明正统二年至明隆庆三年
之间。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仙宫位于龙漈西溪、东溪交汇处北侧，坐南向北，
与北面的文笔峰遥相呼应，与东北面的古城楼、迎仙桥

（又称“花桥”）等建筑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序列。仙宫
总建筑面积为 230.39平方米，共有三进，从北至南依次
为一进门亭、前院、二进门楼、天井、两侧厢房以及三进
大殿。核心空间位于第三进的大殿，大殿面阔五间，进
深六架，最里间供奉开基主甘氏八十一世祖甘细旷自
浙江景宁割香分灵的马氏天仙神位，左右供奉着“叶大
元帅”（本为金华石溪泉畔的草药郎中）和“三位拳师”，
是漈下村及周边村庄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场所。

祭拜的空间序列自迎仙桥开始，沿着溪岸的卵石
小径通往仙宫的门亭，营造出“初极狭，才通人”的意
境。门亭内，在绿草覆盖的不规则院落的引领下进入
大殿的门楼，接着是中轴对称的天井，再往前是方形
大殿，是仙宫的主要祭祀区。

仙宫造型呈现外方内圆、穹窿高耸的外部特征，
其天圆地方的建筑造型在福建宫观建筑中仅见。上部
穹窿造型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圆形屋顶为重檐单坡
顶，由四层斗拱出挑支撑，斗拱底部与四金柱穿枋搭
接，形成层层叠叠的重檐视觉景观。圆檐正中悬挂“方
壶圆峤”匾，“方壶”寓意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峤”指
山锐而高，典出《列子·汤问》，是对修身持家道德标准
的期许。

仙宫采用穿斗、抬梁混合结构，前后金柱间主抬
梁，上覆有藻井天花，后部的明间上方也加平板天花
覆盖。屋架主要采取梁枋穿插结构，大殿覆斗形藻井
由四金柱向上抬升，在金柱内侧的平梁、横枋和角枋
上，等距八面立柱，中心架立雷公柱。藻井为上、中、下
三层，最上层为圆井，第二层为八角井，第三层为方形
藻井。在方圆转换之处，采用华拱和斜拱的长短变化
来适应藻井的形状转变，构造出方圆转换特色。

装饰主要采用动物、植物、山水、文字、几何 5 类题
材。动物装饰以龙、凤为主题，应用在正殿藻井部位，
龙形斗拱为仰头形态，凤形斗拱为低头俯视，两者相
对，寓意阴阳相合。植物装饰以莲花、卷草纹、菊花为
主，应用在天花、门窗、斗拱和梁架部位。植物、动物、
人物相结合的装饰应用在隔板上，内容为福禄寿人物
故事等。各间板壁的山水、文字装饰，多以山水院景、
竹木、墨书、人物故事等为题材。几何装饰则多以回字
纹为主，应用在隔扇部位及供桌上。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屏南漈下龙漈仙宫
□刘颖 文/图

看《宋史·陈淳传》，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
熹出知漳州，陈淳得以首次拜见仰慕多年的朱熹，求问
治学之道。朱熹告诉他：“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
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朱熹以父子伦常
为例，要求陈淳读书为学应穷究义理深层次的根源。

那么，父慈子孝这一儒家伦理规范背后的理据究
竟是什么？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婴幼儿所表现出的
惹人怜爱的种种童真，其实是人类遗传基因中的某些
元素在起作用，是为了让婴幼儿由此求得有效生存。
以此推之，父慈子孝的自然表现也当是源于人类生物
基因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为父自
然当慈，为子自然当孝，这是最佳的生存方式，而儒家
的这一伦理规定只是顺应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就
是人的本性。

《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德体
现在生育长养万物上，而天下万千生物自然也是以求
生存谋发展为第一要务。这既是天地之道，也是包括
人在内的生物之本性，二者是一致的。而程朱理学讲
天理并讲性即理，所说的不外乎就是这一个道理。所
以，中国古代哲学与伦理，其本质就是一种直截了当
的生存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还可进一步说，
一切人类文明的本质都是生存智慧，都是为了人类更
好地生存与发展而服务的。

在这次见面的十年后，陈淳再次去拜见朱熹并向
病榻上的老师展示学问心得，朱熹勉励他说：“如公所
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用今天的话说，大
体就是既已见到天理之本原，那就运用于生活实践中
去利己利人，并在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自己的认识吧。

我们了解到生存智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本质，是
一切人类文明的主旨，那么我们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中
就应很好地去贯彻这一理念，不仅要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还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充分尊重、维护他人的权益，为他人、为民族谋取更好
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人们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处处
抱持这一信念并身体力行之，自然就能够逐渐完善和
升华自己的人格境界，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生存与发展
□冯 兵

黄仲训（1875—1951 年），又名铁夷，1901
年远赴越南协助其父黄文华经营，并加入法
国籍。回国后创办“黄荣远堂”，先后在鼓浪屿
大兴房产，兴建西林别墅、瞰青别墅、厚芳兰
馆等 60 余幢房屋，以及花费近百万元筑堤填
海，称为“黄家渡”码头。

其中，鼓浪屿西林·瞰青别墅选址独具匠
心，与日光岩完美融为一体，留下了众多精美
的石刻艺术，处处流露出黄仲训这位秀才颇
通文墨的本色，构成围山筑院独到的艺术特
征。西林别墅（永春路 73 号）和瞰青别墅（永春
路 72 号）位于日光岩麓下的岩仔脚，神秘的丹
霞地貌拥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四季皆宜，
春季幽幽花香、夏季绿树成荫、秋季红叶灼
灼、冬季不冷不冻，地理位置的选择十分适宜
人的居住。

西林别墅建筑面积 1360 平方米，其园林
主体建筑的朝向是坐南朝北，不仅为了采光，
还为了避海风。建筑基座之上为清水红砖墙，
与徽派黑白建筑不同的是，闽南红砖墙与白
色洗石子装饰的壁柱、廊柱、横梁、窗套形成
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建造时就充分考虑山麓的地貌特征，巧
借天然高差，因地制宜，顺山势而建造，通过
弯弯曲曲的小路登步于园路，路上风景高低
错落，构成生动有趣的视觉动态景观，强化了
空间营造的层次感、景深感。同时，巧妙地借
用自然景色花岗岩与树林密度的参差错落，
增加了景观视觉冲击力。房屋错落有致的陈
列体现了华侨的智慧，东边建筑屋顶稍微高
于西边的屋檐，是因为东方代表着朝阳和希
望，寓意着居住者能够吉祥富贵。

西林别墅的正门对称布局，在造型上显
得庄重，在受力上又能很好地防震减灾。对称
的造园艺术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从大门进
入室内的门厅，迎面是壮观对称的蝴蝶梯。正
面半圆形的“出龟”平面敞廊式样式，贯穿一
二层的圆柱采用变形的科林斯柱头，使之与
顶层的门廊、阳台上镂空的花格钩栏构成遥
遥呼应的效果。

其 外 廊 栏 杆 使 用 白 色 交 叉 式 图 案 的 装
饰，与廊柱、壁柱、横梁、窗套上装饰的白色蛎
壳水刷石再次呼应，呈现出 20 世纪初鼓浪屿
华侨洋楼常见的现代折中式建筑风格，标志

着鼓浪屿装饰风格的成熟。园内的东北角设
有一个观景亭，可在此观赏园内的美景。

瞰青别墅仅一栏之隔，岩石林木交相辉
映，平面呈矩形分布，从高处俯瞰呈现出鲁
班曲尺形状。建筑的勒脚用花岗岩条石砌筑
而成，作为防潮层，一二层的墙体则使用混
水 泥 水 洗 石 墙 面 。正 面 带 有 两 层 宽 敞 的 外
廊，其平面呈八边形的阳台，一层为方柱承

托平檐，其主入口设在八边形的左右对称两
侧，避开从中轴线上直接登门入室。二层的
柱廊间隔采用花岗岩的方柱、圆柱与半圆拱
券、花瓣尖券组合而成，栏杆则用白石青石
交叉网格状，体现浓郁的东南亚建筑风格。
不规则的陈设和布局，为瞰青别墅增加了灵
动生趣。

瞰青别墅旁还建有厚芳兰馆，平台上建

有一座蠡亭，其北面是建有雉堞的城墙，城墙
的地基建在花岗岩巨石之上。此外还点缀了
入口门柱、远而亭、半山塘亭及西林别墅前的
四角亭等小品。零散的小亭子也为整个建筑
群貌增加了跌宕起伏之美。

西 林 别 墅 楼 前 大 平 台 下 利 用 地 形 的 高
差设大台阶登临而上，用花岗岩条石砌筑而
成，周边植物茂密，且别墅与日光岩相邻，自
然形成的岩石众多，也被筑成实景叠石假山
纳入园中。园路两旁局部种植人工修剪的灌
木丛，与草坪、乔木构成和谐的西式园林。其
园路采用大小不一、形态各样的大理石为主
几何式铺地，两旁用石条围合，使得路面平
整有序。同时，局部的园路用水泥地铺设，既
干净又耐用。园内种植榕树、大王椰子、龙柏
及金镶玉竹为主，高低变化的乔灌木种植显
得十分合理。

西林·瞰青别墅以自然地形为骨架，依山
就势，将大海美景纳入园林之中，既可望海又
可听涛。现存有 83 幅摩崖石刻，黄仲训的题刻
占大部分。其中，有思念远方弟弟黄仲赞而建
的亭，在其亭后石壁题刻：“一枕梦魂萦海外，
万家灯火瞰江湄。相思只合栽棠棣，留待君来
话别离。”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
术学院）

鼓浪屿西林·瞰青别墅造园筑梦
□施并塑 杨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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