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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塔，全名为“崇妙保圣坚牢塔”，闽永
隆三年（941 年）重建于唐代无垢净光塔的原
址，系闽王王延羲为自身、眷属及臣民祈福
而兴建。

乌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石塔，共七层，每
层不设门的塔壁正面皆设有佛龛。如第一层
仅开一门，另外七面的塔壁上各设一供佛石
龛，统一供奉“南无金轮王佛”，七尊佛像名
同但形象略有区别，如有的佛像有胡须，有
的则无。二层至七层各开两门，六面塔壁上
大都设龛，自下而上分别供奉南无当来下生
弥勒尊佛、南无无量寿佛、南无多宝佛、南无
药师琉璃光佛、南无龙自在王佛和南无释迦
牟尼佛。佛像在黑色石板上以浮雕手法雕
刻，镶嵌在佛龛之内。佛像旁边阴刻佛名和
祈福题刻，题刻内容基本相同。

五代时期，闽国朝野上下崇佛风气盛行，
贵族百姓广种福田以祈福，捐寺建塔皆不遗
余力，乌塔正是“佛法独盛于其时”社会风气
的产物。乌塔代表着五代时期佛塔建筑技艺
的最高水平，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不过因
自然风化或人为原因，塔上的佛像和刻字有
所缺损，幸好可从《闽中金石略》等古代文献
获悉原文。千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逐层揣摩
塔上吉光片羽般的碑铭题刻，宛如在摩挲一
幅幅生动可感的五代闽国历史画卷。

第一层为闽国王延羲的祈福题名，小楷
刻字：“大闽皇曦为自身家室、小男爱女、内外
眷属、臣寮、五州管界人民士庶乞保平安。”

“大闽皇曦”即王延羲，为闽王王审知的
第七子。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王审知逝
世，其后 20 年间子孙中的王延翰、王延钧、王
继鹏、王延羲、王延政先后登基为王。除王延
翰是通过正常途径继位外，其余 4 人均靠政
变上台，宗室权力争夺，上演了一幕幕骨肉
相残的历史悲剧，乃至国破家亡。晋天福四
年（939 年），武将连重遇等人杀闽王王继鹏，
拥立王延羲即位。正如王继鹏即位后改名为

“王昶”，王延羲随后改名为“王曦”，国号“永
隆”。永隆三年（941 年）秋七月，王延羲自称
大闽皇，十月乃称帝。

题刻中的“大闽皇曦”说明在乌塔第一层
建造之时，应在 941 年七月至十月间。因为在
三年以后的永隆六年（944 年），该塔竣工之
时，挂在四层的塔名碑上镌刻王延羲皇帝尊
号：“功德主睿明文广武圣光德隆道大孝皇帝
王曦，为自身及皇后、宫、眷属、文武臣僚、六
军兆庶发心敬造。”关于第一层题刻与塔名碑
刻中王延羲称号不一的原因，其合理的解释
是：佛塔由下往上逐层建造，建筑材料的雕刻
亦有先后，在第一层佛像石碑刻好的时间，王
延羲其时尚未称帝，因此仍刻为“大闽皇”。

除了为家室、眷属、臣僚祈福外，王延羲
还为“五州管界人民士庶”乞保平安。“五州”
指闽国所管辖的福、泉、建、漳、汀五州。五州
之中，漳、汀人口较少，实力较弱，而福、建、
泉三州实力不相上下，握有建、泉二州实权
的王氏宗室常常对王闽政权发起挑战，由此
导致闽国后期内战不断。王延羲在位期间，
与其弟建州刺史王延政经常互相攻伐。永隆
五年（943 年），王延政公然在建州称帝，国号

“大殷”，改元“天德”，与王延羲政权分庭抗
礼。王延羲为五州人民士庶乞保平安，有借
宗教安抚各州臣民并巩固政权的目的。

第二层为闽国皇后的祈福题名：“女弟

子大闽国后李氏十九娘，为自身伏愿：安处
六宫，高扬四教；上寿克齐于厚载，阴功永福
于长年。”

李氏十九娘，闽国太傅、司空李真之女，
永隆四年（942 年）春正月被立为皇后。题刻
中的“六宫”指古代后妃寝宫，“四教”按《周
礼》解释，是指后妃的妇德、妇言、妇容和妇
功。“厚载”和“阴功”也都是皇后的美德，如

《后汉书·皇后纪赞》称：“坤惟厚载，阴正乎
内。”题刻中，李皇后祈福自己能够安坐皇后
宝座并能母仪天下。

然而，据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清代吴
任臣《十国春秋》等史书的记载，李皇后嗜酒
刚愎，王延羲对她有些忌惮。永隆五年（943
年），王延羲娶了金吾使尚保殷之女，对其宠
爱有加，这让李皇后十分忌妒。李皇后为了让
太子王亚澄尽快继大位，鼓动武将朱文进、连
重遇谋杀王延羲。永隆六年（944 年）三月，王
延羲到国丈李真府上探病，中途在马上被刺
杀。朱文进并未扶立太子即位，而是自立为闽
主，并将王氏宗族包括李皇后、王亚澄等 50
余人悉数屠杀。王延羲被杀后，原计划建成九
层的崇妙保圣坚牢塔，建到七层也就停工了。

第三层为闽国王亚澄及其夫人的祈福
题名：“弟子闽王王亚澄并室中越国夫人余
氏十三娘，各为自身伏愿：显甲观之储休，保
宜家之懿范；椿松比寿，兰蕙齐芳。”

闽王王亚澄，王延羲之长子。王延羲即
位后，任王亚澄为同平章事并判六军诸卫，
掌握朝中军政大权，后又封其为威武节度
使，改号长乐王。永隆四年（942 年），立王亚
澄为闽王。题刻中的“甲观”，原是汉代皇太

子居住的楼观名，泛指太子宫；“宜家”典出
《诗经》中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以形
容女性有德行。“椿松”因树木长青而象征长
寿，“兰蕙”因花草清芳而比喻贤能。祈福题
刻彰显了太子的身份。

第四层为闽国福清公主及驸马的祈福
题名：“女弟子福清公主王氏二十六娘、驸马
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文质伏愿：天宫
降福，仙掖迎祥；蕣华永茂于容仪，柳絮恒资
于赋咏。”

福清公主王氏二十六娘，王延羲之长女。
从乌塔碑铭中，我们发现女性名字大多为“某
氏某某娘”，以数字加上“娘”字，正是当时社
会命名的流行风尚。根据厦门大学董建辉教
授考证，唐代以后大量出现数字郎名，即“以
行第系于名者”。行第，就是兄弟排行，这种排
行通常不是以同父所生的兄弟为序，而是以
同祖父或曾祖兄弟的排行为序。如白居易有
兄弟四人，但他在家族的排名为二十二，故称

“白二十二”。因此可以推断，“二十六娘”乃是
福清公主在家族姐妹中的排名。

题刻中的“仙掖”指门下、中书两省，唐
时这两省分别位于宫中左右两掖，而驸马陈
文质恰好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故以

“仙掖迎祥”祈吉。“蕣华”即木槿花，朝开而
暮谢，比喻年华美好而易逝。“蕣华永茂于容
仪”祝愿福清公主青春永驻；“柳絮恒资于赋
咏”则祝愿驸马文思泉涌，诗如柳絮，赋作雪
飞，青云直上。

第 五 层 为 闽 国 皇 子、公 主 们 的 祈 福 题
名，左边刻：“节度使王继潜、宫苑副使王继
源伏愿：望殿承颜，游雷蕴誉；注福涯于四

海，显禄位于万邦。”右边刻：“女弟子顺昌公
主王氏二十七娘、建安公主王氏二十八娘、
同安公主王氏二十九娘，各为自身伏愿：月
娥偕美，星婺同休；雅彰麟趾之风，显播凤台
之誉。”

王闽时期，王氏家族成员以“审”“延”
“继”为辈分，王继潜、王继源按辈分看为王
氏第三代，应为王亚澄之弟。顺昌、建安、同
安三公主按其排行可知为福清公主的三个
妹妹。这些皇子公主即王延羲一层祈福题
名中所谓的“小男爱女”。题刻中的“望殿承
颜”是希望皇子们能顺承父皇的脸色和意
志，“游雷蕴誉”则希望建功立业，巩固江山
社 稷 ，享 有 无 尽 福 禄 。“ 月 娥 偕 美 ，星 婺 同
休”则是祝愿小公主们与嫦娥同美，与星辰
同辉。“麟趾”典出《诗经》“麟之趾，振振公
子”，比喻子孙昌盛，后代贤德；“凤台”则引
用萧史筑凤台，与弄玉乘龙骑凤、共同升仙
的典故，以祝福公主们择良婿，生贵子，壮
大王氏家声。

第六层为尚贤妃的祈福题名：“女弟子
贤妃尚氏十五娘为自身伏愿：笁乹诸圣，长
开植福之门；蓬岛群仙，每降延龄之箓。”

尚氏十五娘，金吾使尚保殷之女，永隆
五年（943 年）四月，王延羲立其为贤妃。据史
书记载，尚氏十五娘温柔美丽，王延羲对其
极为宠爱。题刻中的“笁乹”，也作“竺乾”，即
天竺圣地；“蓬岛”则是道家仙境。从这段祈
福辞里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既崇佛也尊道，
尚贤妃既广种福田，也求延年升仙。

第七层为 16 名高级官员及其夫人的题
名。这些官员多为武将，极少文臣，说明武将
在当时社会地位较高，其中既有李皇后父亲
李真、尚贤妃父亲尚保殷等皇亲国戚，也有控
鹤都指挥使连重遇、左龙武统军朱文进等权
臣。这些官员姓名前面大多加上长长的名号，
有功臣名号、职位、爵号等，如泉州刺史余廷
英，其夫人为王审知之女闽兴长公主，他的名
号有“推忠竭节匡济功臣、西面经略使、特进
捡校太尉兼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
泉州诸军事、行泉州刺史、上柱国下邳郡开国
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在罗列完 16 对夫妇名号后，题刻上书：
“右各为自身家室等伏愿：千灵万圣，降难尽
之休祥；八节四时，纳无疆之福寿；家室康
泰，男女安和；长承圣主之恩，永保朝廷之
庆。甲辰岁正月十五日记。”“甲辰岁”即永隆
六年（944 年），说明建成第七层塔之时为该
年正月，而两个月之后，王延羲被杀，而弑君
夺权的连重遇、朱文进却赫然在七层题刻之
中。题刻中所谓的“长承圣主之恩，永保明廷
之庆”的祝福语，在诸侯割据、更相吞噬的五
代闽国，终究未能如愿。

纵观一到七层的佛龛祈福题刻，祈福者
的地位自君而臣依序排列，祝福辞与祝福者
的身份地位、个人需求一一匹配，鲜活地反
映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心理。

作为第一手材料，乌塔碑铭题刻真实地
反映了五代闽国，特别是王延羲一朝的政治、
军事、宗教、社会风俗乃至王氏家族等历史。
如王延羲的“小男爱女”中，除了王亚澄外，史
籍关于其他皇子公主的记载付诸阙如，正是
因为乌塔题刻的存在，让我们知道王延羲还
有几个期望建立奇勋的皇子和期望美若天仙
的公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乌塔佛像祈福题刻中的闽国史事
□李积庆 文/图

福建山川河流众多，众多桥梁星罗棋布于八闽大地，
其中以“龙”为名的桥梁不在少数。

龙江桥位于福清市海口镇，为福建省保存最完整的宋
代石构平梁桥，始建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桥长 476
米，宽 4.6 米。原有 41 墩 42 孔，后来由于修建海口城，废弃 2
孔，现存 39墩 40孔。清乾隆《福清县志》记载，从太平寺的僧
人守恩开始修建之后，龙江桥曾遭遇多次倾坏，明清两代
多次重修。早在宋朝时，福清就流传“五马山鸣宰相出，龙
江沙合状元来”的民谣，或许是民谣的影响力，构建了历代
重修者内心的激励机制。桥上曾立有熙朝进士坊、明经造
士坊、忠烈名臣坊、给谏坊，桥西南有两座约 6 米高的实心
塔，塔上有佛像、狮子、莲花等浮雕装饰。

《茅以升桥话》之《桥典篇》记载，龙津桥“位于汀州府
清流县东，宋淳熙年间建，绍熙年间成石墩，嘉泰年间修快
倚、凌云二阁；桥旁修庵名济川；桥尾有忠烈祠，为纪念伍
宗尧父子忠烈而建；春秋两季祀之；桥首有万寿塔，（明）万
历年间邑人裴应章重修；另有龙津碑亭，明嘉靖初知县余
炜建”。

这座宋朝的桥成为清流县的一道景观。清代曾任汀州
知府的王廷抡写有《龙津夜月》一诗：“龙津桥下水汤汤，桥
上清辉皎若霜。日荡流波飞电彩，波吞皓月散珠光。歌声傍
火来渔浦，笛韵因风起凤翔。今隆夜游非秉烛，劳人于此暂
徜徉。”

屏南县后垅村有座木拱廊桥也叫龙津桥，始建于清道
光二十七年（1847 年）。拔贡张宗铭曾写诗《桥锁龙津》赞
之，其一：“绿树阴浓锁断虹，川流九曲不通风。满梁乐趣人
知否？尽在游鱼出没中。”其二：“虹锁龙津绕彩云，神庥万
载护斯文。纳凉时向桥头坐，募建而今可勒勋。”其三：“山
环水转疑无路，隐隐虹桥跨水滨。两岸绿荫村树合，行人到
此尚迷津。”

闽清县也有龙津桥，《福建通志》载：“在县东安仁里，
宋时建，元至正十年（1350 年）重建，覆之以亭。”位于泉州
南的黄龙渡亦有一座浮桥名为“龙津桥”，建于南宋绍兴八
年（1138年）。

据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附录Ⅱ《中国古桥
选录》记载，“青龙桥。旧名安利桥，位于福建省仙游县东 3
里。石墩木梁桥。宋嘉定间（1208—1224 年）陈谠令僧守净
募建，建亭其上”。青龙桥之所以闻名，或许和郑纪有关。
郑纪不但是文学家，也是明朝知名政治家，还擅长经济，
一生历经英宗、宪宗、孝宗，被称为“三朝元老”，他倡建
了鹿鸣、步云、登瀛、朝天、卧龙 5 座桥梁。青龙桥旧名安
利桥、卧龙桥，郑纪《重修卧龙桥记》指出：“是桥始名安
利……永乐初，回禄为灾。至成化乙酉，邑之耆老大家相
与谋而复之。桥成，落燕其上，以其气势峥嵘，如龙卧渊
中……故改今名。”后来，郑纪《重修青龙桥记》又介绍在
成化末期，卧龙桥反复增修多次，“以在邑治之东，改其名
曰青龙，应方宿也”。

迥龙桥位于福州市马尾区闽安古镇，罗亚蒙等主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记载该桥：“始建于唐代，宋郑
性之重修，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及 1923 年曾修缮过。系
石构多跨伸臂平梁建筑，南北走向，全长 65.65 米，面宽 4.64
米。4 墩 5 孔，桥墩呈船形，每两墩之间均铺 3 根巨大石梁。
桥面两边设石栏杆。栏柱截面为方形，柱头雕饰狮子、莲
花、圆球等。桥南有玄帝亭……桥北有圣王庙。”

郑性之系南宋福州人，初名自诚，字信之，号毅斋，嘉
定元年（1208 年）状元。传说郑性之年少时生活艰辛，曾在
迥龙桥头替人写信谋生，乡亲惜其才华为他凑足进京赶
考的路费，后来高中状元。为了回报父老乡亲的恩德，衣
锦还乡之后，郑性之捐资重修了早已破败的迥龙桥，并题
名“飞盖桥”。清康熙年间协镇沈公重修此桥，所以又称

“沈公桥”。
清乾隆《宁德县志》载：“登龙桥，在十五都。未详建自

何年。国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圮于水，五十六年（1717
年）邑人黄君竉等募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生员黄廷
元等募修。”明邑人陈宇曾为此桥赋诗赞道：“驱石雄图系
八牛，嵬然砥柱屹中流。”

在福州市鼓山镇后屿村有座拱梁结合的石构桥，亦名
登龙桥，明《八闽通志》载：“登龙桥，宋嘉泰间建，后毁于
兵，架大木以通行者。国朝成化十六年（1480 年），乡人始累
石为桥。”周宁县七步乡八蒲村的登龙桥则是一座木拱廊
桥，桥上有廊屋，被称为“厝桥”。寿宁县犀溪镇的登龙桥也
与中状元有关，该桥建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 年），当地青
年缪蟾曾从此桥出发赴杭州应试夺魁。

福建以“龙”命名的古桥还有很多，如福州地区的合龙
桥、龙溪桥，泉州地区的化龙桥、龙潭溪桥，南平地区的龙
门桥、龙湖浮桥，龙岩地区的见龙桥、龙潭石桥，三明地区
的龙池桥，宁德地区的龙井桥。

尤值一提的是，《福建通志》记载在德化县宾阳门外龙
浔山麓有桥初名通济，建于宋熙宁间，之后更名为化龙桥。
明万历间知县周佑重建，更名为起龙桥。清知县王榜倡修，
更名为云龙桥。先后三度更名都不离“龙”字，此桥与龙结
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

福泽八闽话龙桥
□陈建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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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声欸乃鲤湖去，堤上野花无故香。笔者
对仙游的向往，更多的是对于九鲤湖的遐思。

“为一个人，为一句诗，为一幅画，逛一座城”。
仙游之名源出于旧时“九仙说”，清乾隆《仙游
县志》称此渊源真是“典而雅也”。而何氏兄弟

“跨鲤成仙”的传说，便是发生在九鲤湖。
九鲤湖有“四奇”，分别为湖、洞、瀑、石，

又以“飞瀑”为最，非亲身寓目难尽道其妙
处。古往今来，文人素爱于翠叶烟腾之中，观
飞泉惊花乱落之势，听飞泉风雷陡生之音，
而后叹天地有大美，一梦浮生，入忘我之境。
如范宽《溪山行旅图》中，一瀑若线，飞流百
丈，又如星汉绵长，似泰华穹隆，有着雄浑苍
莽；张大千《巨然晴峰图》中，参董源、王蒙笔
意，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亦极
沸腾澎湃之观。

而在《九鲤湖游记》中，徐霞客称九鲤湖
的飞瀑：“若水之或悬、或渟、或翼飞叠注，即
匡庐三叠、雁荡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

山微体皆具也。”则其拂水飞流，珠玉万斛，
“溢瀑布、悬珠帘、挂玉柱、叩石门、回五星、
跨飞凤、过棋盘、谒将军”，集险峻霹雳与潺
潺涓涓于一处，不知其所止，真绝伦也。

九鲤湖旁，明户部尚书郑纪题曰“野趣
谢千钟，老景寻神仙作会；湖光涵万象，梦魂
与天地同流”，喻指仙山仙湖，有谪仙人之野
逸，不可名状；亦有明人林有恒楷书横幅石
刻，曰“第一蓬莱”，意即仙境，信不诬也。

苏州桃花坞中原有“梦墨亭”，为唐寅请
人修筑，友人祝允明为之书匾，又作《梦墨亭
记》以纪。文中有云：“子畏（唐寅）天授奇颖，
才锋无前，百俊千杰，式当其选。……曾儌朕
于 闽 之 神 ，所 谓 九 鲤 湖 者 ，梦 神 惠 之 墨 万
个。……结亭阊门桃花坞中，目之曰‘梦墨’，
章神符也。”说的是唐寅曾往九鲤湖览胜，夜
宿九仙观，仙人梦中赐墨万个。故坊间亦盛
传其离开仙游前，曾修“梦墨寺”于湖旁，并
以此“梦墨”作画，遂绘事精进，妙笔生花矣。

祝允明《唐寅墓志铭》中，又记：“子畏
（唐寅）死，余为歌诗，往哭之恸。……尝乞梦
仙游鲤神，梦惠之墨一担。尝益终以文业传
焉。”则复言及唐寅于九鲤湖祈梦后，自此在
学问上用功愈勤，直至临终亦不怠也。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唐寅《事茗图卷》，画中亦绘有
轰鸣如雷之飞瀑，水石相激，戛玉生烟，而高
士携杖访友，其后童子抱琴，画面清雅宜人，
未知六如居士画中此瀑漈泱泱之“四叠飞
瀑”，是否为其对九鲤湖之遥空回响。

事实上，“九鲤湖祈梦”发轫于唐宋，勃兴
于明清，即文人传统之“卧游”也。晚唐御史大
夫郑良士有诗《游九鲤湖》云“我来不求邯郸
梦，取醉聊乘郑圃风”，元代知州卢琦同题诗
亦云“十年铅椠役此生，愿借一枕通仙灵”，俱
是文人禅思澄怀、心游万仞的儒家精神闲趣。
郑纪《仙梦辩》中，亦记：“由莆而闽，而天下，
靡不闻风而翘想之；士大夫宦游兹土，莫不函
疏叩关而至。”关于“九鲤湖祈梦”之逸闻，另

有蔡襄、郑樵、黄道周、冯梦龙、纪昀、梁章钜
等文人雅士亦尝慕名而来，可知其盛。

九鲤湖胜迹诸多，如明文学大家王世懋
《游九鲤湖记》中亦载：“得古梅洞入焉。洞故
有梅生其中，题名者遂以‘古梅’名，今无存
矣。”原来此地亦曾有古梅，长于洞中，亦奇
异之景，惜明时已不存。梅花高洁，铁干冰
花，为文人所喜，寻梅亦文人雅事，如明代画
家宋旭曾作《五峰踏雪图》，描写雪中至“万
玉庵”踏雪寻梅的画面，揣想当初亦应有诸
多文人至九仙观中赏梅仙游，确令人神驰不
已。或许，有朝一日九鲤湖可重植梅树，则

“影傍石栏斜，枝开隔岁花”，当可更续“清雅
野兴”之风尚，岂不美哉。

“山露翻飞亭畔柳，湖心九鲤弄渔舟。灵
溪有信寻诗易，梦向神仙此地游。”王世懋称
九鲤湖为“神仙窟宅”，徐霞客赞之“不可一
境穷也”。九鲤湖美，仙游又人杰地灵，文脉
深厚，他日读者亲至，当或有更深刻之感受。

唐寅“九鲤湖祈梦”
□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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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安古镇迥龙桥

福州乌塔

乌塔一层金轮王佛像及
题刻其一

乌塔一层金轮王佛像及
题刻其二

唐寅《事茗图卷》（局部），绘有“四叠飞瀑，水石相激，戛玉生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