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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民间信仰石刻资料为中心

宁俊伟 赵 懿

本文通过考察山西民间信仰石刻资料发现，在玉皇信仰中，立庙祭祀中存在着同其他神灵崇

拜所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对于玉皇庙在明清时期的立庙动机方面，除了祈求得到玉皇庇佑之

外，还希望能因为玉皇信仰的普及而规范人心，并且也有很多对于民众供奉玉皇的僭越行为进行

辩护的内容; 其次，在玉皇庙的修建过程中，基本都包含了堪舆的内容; 第三，在玉皇庙中，有

着与多种神灵的合祀，其中主要包括教化类型组合的合祀与实用类型的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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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

民众对于玉皇大帝的认识，主要的来源是道教的做法活动及民间信仰祭祀，玉皇大帝信仰在

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道教对此进行经典及仪式方面的推动;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民

间信仰同道教并不总是能够完全分清楚，而民众认为玉皇大帝作为最高神出现，有着道教所认为

的所有神性，是长生不老且神通广大———虽然几乎没有关于玉皇大帝本身神通的相关描述，但是

民众依然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而在立庙祈求保佑时，玉皇大帝总是被民众不假思索地加以

选择。
村邑中庙宇的修建，通常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祈求平安，以及关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庇

佑，这是修建庙宇的动机所在。而在对于动机的进一步解析时，发现在山西玉皇庙碑刻中还出现

很多的关于祭祀玉皇的正当性问题的讨论; 还有关于玉皇庙同堪舆的关系，通常是民众建庙时的

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最后就是关于玉皇庙中神灵合祀的问题，也就是玉皇庙中加入其他神

灵进行供奉的选择理由，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问题。

一、关于玉皇庙的修建动机及僭越问题

从碑刻资料中可以看到，关于修建庙宇祭祀玉皇的动机方面，首先应该是希望得到玉皇的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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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这是民众修庙最原始的动力; 其次，在明清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社会道

德失范的问题，希望能由玉皇信仰的普及而得到纠正; 第三，对于祭祀玉皇的正当性问题的申

辩，也就是民众是否可以祭祀玉皇，是否存在 “僭越”问题的说明。玉皇大帝同昊天上帝合而

为一作为国家祭祀只是在宋代真宗、徽宗时期短暂的出现，在后世并没有得到继承，而这一问题

的本质，是百姓希望得到来自观念中最高神灵玉皇的直接庇佑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现存平顺县北社乡南社村玉皇庙中的 《重修玉皇庙碑记》碑刻，是在中华民

国十八年 ( 1929) 刊刻的，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在历史进入民国之后，民众关于神灵的认识依然

停留在祖辈相传的知识范围之内，当看到玉皇上帝庙面临坍塌的境地时，首先想到的还是 “不

惟无以壮观瞻，而且无以妥神灵耳。”于是开始募化集资进行修缮:

顾是役也，经始于丁卯三月，落成于戊辰十月，时日未久，费用良多，是岂徒矜靡簏

哉? 原为庙修则神安，神安则人悦，神人以和，天降百福。将见异日，时和岁稳，家家蒙其

庇庥，物阜财丰，人人庆夫康乐。何莫非诸首事人精诚之所感耶。①
在经过一年多的修缮之后，终于将玉皇庙装饰一新。当然，从文中来看，花费这样多的款项进行

维修，目的非常明确，当庙宇可以安神时，就会有神灵来庇佑而降下吉祥。那么，投入这样的精

力和财力之后，可以预料出现岁月静好，家家富足的美好景象。这里表达的就是典型的民众修建

玉皇庙的最为直接的动机。
第二，可以以玉皇信仰来进行世道人心的规范。现存放于北留镇西封村玉皇庙内《重修碑记》

中，对于玉皇庙的修建，则提出因为当世之中，因人心不古需要神明进行规范，而玉皇是儒家文化

中所供奉的最为古老的神灵，又经过宋代的民间发扬光大，可以在规范人心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则庙之建，实以震慑乎人心，使其凛出王游衍之惧，岂徒饰观瞻、矜期造而已哉?②

所以修建玉皇庙，是要规范人心。这是刊刻于清道光二十二年 ( 1842 ) 的碑文，是要让作恶之

人有所收敛，要知道神明就在左右，或伴行于身边，而不是建一座玉皇庙来增加景观。在经济有

相当的发展之后，过去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逐渐被侵袭。而因此带来的贫富差别的加大，会使得

原有的传统生活准则，也就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见利忘义、投机取巧的行为意味着短期

会带来更多的金钱利益，这就使得社会出现一些背离道德的行为;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可以想

到的对应的方法中，希望有来自宗教信仰方面的震慑而对此加以遏制是非常自然的。
第三，关于修建玉皇庙进行祭祀的正当性问题。这一问题在山西诸多玉皇信仰的碑刻中都被

提出，以天子祭祀玉皇，而平民是否也可以举行对于玉皇的祭祀活动? 在诸多的碑文中均有论

述，在认为这一行为正当的理由上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辩解，反映出社会中上层文化精英同下层民间读书人对于儒家文化的掌握

及宗教知识的了解程度的差异。由于宋代真宗、徽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道教的扶持和利用，

使得传统昊天上帝的祭祀同道教中的玉皇大帝有过短暂的融合; 但在后世的国家祭祀中，对于这两

者是有很明白的分别，道教崇奉的玉皇大帝也并没有再次进入国家祀典之中———所以也并不存在所

谓的“僭越”问题③，这一点在上层精英文化人士中是有着明确的认识。但是，在下层的乡村读书

人中却成为了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并且，是一个一定要加以说明的原则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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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辩解和说明，就出现在很多的碑文之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村镇祭祀

玉皇文化的特点。
在真宗进行崇道活动之后，神宗时期已经有关于玉皇及昊天上帝的分别及祭祀合理性的碑

刻，刊刻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 1076) 的《玉皇庙碑文》，是在山西所发现的一则比较早的关于

玉皇信仰的碑文，现存于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府城村玉皇庙，因在大旱之年民众求祷于玉皇行宫

而得降甘霖，于是民众即刻建庙以表谢意。关于玉皇的来历，碑文中叙述为:

按道家之说，玉皇位在三清之上。在儒者之论，即所谓耀魄宝也，在六天之神居中而最

尊者也。
或者曰: “天神之尊，岂庶人得祀邪?”愚将应之曰: “世俗可鄙者，淫邪之祀也。苟有心

在乎利聚，奚害其所为哉? 至如春獭之鱼，秋豺之兽，豺獭之微，尚知其祭，岂人不若乎?①

作者表示道家的玉皇是在三清之上，但是，实际上在陶弘景的 《真灵位业图》中开始确定三清

四御的道教神灵体系，而玉皇的地位是在宋代时由宋真宗首倡并且大力推动才形成的; 在儒家的

祭祀活动中，《晋书·天文志上》: “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羣灵，执万

神图。”② 同样关于天皇大帝的记载也出现在 《旧唐书·礼仪志一》中: “故注 《月令》及 《周

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耀魄宝。”③ 这些都表明，作者认为这是儒家官方祭祀中

最高的神明。
在这里，作者李安时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样尊贵的天神，作为庶民百姓难道也可以祭祀吗?

他在回答中避开了对于问题的直接回应，而是强调: 世俗之中被人鄙夷的是淫邪的祭祀活动，

“苟有心在乎利聚，奚害其所为哉?”连禽兽都知道祭祀以报本，而人难道还不如它们吗? 在儒

家思想为基础的劝善运动中，知恩图报是一种做人的美德，当人受到来自于玉皇的莫大恩惠时，

当然要以恭敬祭祀的形式去表现自己的感激之情，这是为人的本分。但从这样的回答中可知，作

为一位乡村的读书人，他对于这一问题是否存在 “僭越”并没有相关的知识。
至元代时，这样的关于昊天上帝同玉皇是否同一的观点在民间也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而碑

文也还会出现关于是否 “僭越”的内容，如现存长子县南陈乡伞盖山仙翁庙内，元至顺二年

( 1331) 五月刊刻的《大元泽潞伞盖初建玉皇阁记》中，也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辩护:

或曰天子祭天帝，而昊天上帝岂民间亦得祀乎? 殊不知天之于人，无不覆，人之于天，

□□不当报哉! 矧今之羽士即故祠宫之流守庙于职，香□上祝圣王之厘，下祈黎元之福，岂

细民僭黩者所可同科哉?④

碑文中在通过回溯玉皇大帝的来历后，再诉说祭祀的缘由，以此来表明民间祭祀玉皇大帝并不僭

越。而直至明清时期，这样一种专门的祀典知识，对于基层乡村士人来说，也是不太容易进行辨

别的，现存于高平市河西镇新庄村玉皇庙，刊刻于清道光二十一年 ( 1841) 十二月的 《新庄西

社补修玉皇庙碑记》中，作为“勅授修职郎原任稷山县儒学教谕已卯科举人”的作者司百川对

于这一问题困惑地表示: “玉皇名号，不见正史，或出于道家者流。然如世俗所传，多荒诞不

经，今姑即其名义而绎之，其即《周礼》所称昊天上帝，而特异其名焉耳。”⑤ 显示出基层乡村

士人对于这一领域中专门知识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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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于清嘉庆十九年 ( 1814) 三月，现存府城玉皇庙的 《玉皇庙重修记》碑文中，在对玉

皇来历进行描述之后，又对于玉皇祭祀之礼提出了以献礼方面的差异，来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玉皇之说，始见于汉东方朔 《十洲记》; 梁陶宏景 《位业图》称玉皇道君; 唐高宗时，

礼官志礼，遂以天皇大帝为玉皇; 宋祥符时，恭上圣号为 “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

皇大天帝”，以隆荐献; 理宗时，李昌龄以玉皇为天帝，主天事，称大天尊，作 《太上感应

篇》，奏之以着事应。是后，都省、郡邑、乡里建庙通祀。虽有明以商轁之奏，诏罢祀典，

而齐民难说以眇论也。然而神可以祭，分不可越。礼惟一献，乐仅土鼓、王侯、牺牲、俎豆

之数，升降拜献之仪，有凛乎不敢僭者。用是国典宽之，里社行之，至于今不废。①

这样的说法似乎也并没有典籍方面的依据，但也说明了在日常的认知中，这是一个不容易说服民

众的问题，所以只有在献礼方面进行损益，使得这样的乡村祭祀活动不会出现所谓的 “僭越”
问题。

在大同市灵丘县落水河乡三山村玉皇阁中，现存 《玉皇庙重建碑记》石碑，是清光绪十二

年 ( 1886) 所立，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含混的说明:

自古天子郊祭，诸侯且不得与礼，岂下庶人哉! 然窃思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亦本乎

天，虽报本之礼不及详求，而报本之心皆可曲谅，故扫地而祭之外，世俗亦有相沿之祀，不

敢或废，不敢或忽也。②

作者认为对于天帝的祭祀，只有天子自己可以进行，甚至连诸候都不可以参与的，更遑论普通民

众。但是，因为万物是本之于天的，而作为人来说，人是本之于祖也就是本之于天的，当无法确

定这样的报本之礼是否合于礼时，希望这样报本的心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作者对于平民祭祀玉

皇的问题由礼转为了情，然后进行表白这些民众相承已久的祭祀不敢废除，也不敢忽视。
通过这些碑刻的内容，可以了解到，宋代之后至明清时期，在民间信仰中，民众之中始终存

在着一种认识，即玉皇大帝是天上最高神灵，与人间的皇帝有着直接的类比关系，并且将国家祀

典中的昊天上帝同玉皇大帝等同起来。这样，在对于玉皇进行立庙祭祀之时，便出现了这样一个

在国家祀典中并不存在的 “僭越”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反复的申辩，这是一个在民间具有普

遍性的问题，在其他的地区也有同样的内容被记述。③

恩格斯曾经说过: “一切的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

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形式。”④ 当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不公

平时，几乎无法凭借法律和官员得到解决时，转而求祷于神灵，这是百姓所能做到自救的不多的

选择之一。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明代的生员和清代的胥吏成为了把持官府残害百姓的意想不到的

一股力量，很多的生员、胥吏成为把持诉讼的地方恶势力。所以在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贪腐之外

又加以新的恶势力参与其中，普通的民众只有进行封建社会中最为决绝的方法———告御状———才

有可能得到公正的结果，“杨乃武和小白菜”就是典型的例证。玉皇信仰在明清时期兴起应该有

民众自己的认识在其中，社会上的各级官吏对于事务层层推诿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时，告御状也许

是最终的选择; 那么，社会中的现象反映在信仰的领域中，一定是最高神明的被民众普遍的甚至

是“僭越”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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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1997 年) 中《玉皇观碑记》 ( 第 284 页) 中均有相关讨论内容的碑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第 666 页。



二、玉皇庙与堪舆学说的交涉

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 中国民间宗教》中，对于传统的风水术做了概括的描述:

气流就如同土地以及河道的高低起伏一样是可见的。从堪舆上而言，通常将它们描述为

脉和形，借此可以追溯到更中心的分支，最大范围可追溯到代表整个中国的昆仑山脉。这些

分支所组成的模式各不相同，其预示着不同的命运。①
从舆地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防止和避开所有可能的伤害，然后再去寻求赐福，在这些气脉形势

中，如果想改变不利的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民众来说庙宇是最为理想的镇地脉的选择。
关于玉皇庙在堪舆中的运用，在碑刻资料中，基本有两种情况: 一为以玉皇庙来补地脉的缺陷，

在纠正之后期盼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为尽可能的加强舆地的灵力，使村邑得到双重的福佑。
1. 补地脉之不足

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玉皇庙的建筑与舆地结合的形式。因为在自然界天然形成的地势之中，

试图寻求一种完美的风水宝地是几乎近于不可能，所以，在经过被堪舆师依理论照之于实际之

后，总是能够发现其中需要进行改进或修补之处，在运用的手段上，通常就是以神庙作为工具来

进行修补。
首先，以风水的因素作为建庙的理由而加以兴建的，这样的情形之下，主要考虑的是利用玉

皇庙来补地脉，改善地理形势而改变村邑的整体风水环境，进而以玉皇之神力对于民众进行

赐福。
于明代天启五年 ( 1625) 刊刻的《重修玉帝神庙妆绘神像碑》，现存放于运城市绛县磨里镇

东官村陂池边，碑文记载了东官庄修建玉皇庙的经过，作者吕邦宁在回顾儒家神道设教学说导引

民众的作用之后，说明此次修建玉皇庙的缘由:

治东官庄，其人夙称乐善，似不必借神物以惕之，但缘乾方冲突，于嘉靖三十一年创建

玉帝宫以镇之。②
这就看出东官庄的民众在决定修建玉皇庙之时，首先考虑到的是风水的因素，而非神灵的福佑。
文章中表示此地民众对于自己的德行有着充分的自信，不认为会有邪祟加身，因而不必请神灵进

行特别的护佑; 但是，由于实际的地理形势中乾方需要化解冲突，这样才开始兴建玉皇庙。并且

在修建完工之后，吕邦宁又特别的强调:

或者曰: “玉帝天君也，事之可以获福。”余以为，人心各有天君耳，□事自心之天君，

而后有当于在天之天君也。圣人神道设教意或如此，又何求之形埒者有妨于视之□□不见

乎? 若夫补风岗求福利，此又世人之所共解也。③

关于天道人心的论述中，重点是在于人心。心为一身之主，荀子说道: “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

是之谓天君。”④ 以天君为做人之根本，并不需要真的去追求外在的土偶木像等物; 但是，若说

以此修补风水来求得福利，那么，这是世人所共识而能够明白的。
同样的，原立石在沁水县端氏镇玉皇庙中的 《玉皇庙记》，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创修玉皇庙

的原因。也是因为地理形势缺陷的缘故，从碑文的表述中，可以发现利用庙宇进行镇脉补缺是当

时的一种公共性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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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河东注，左卑右高，堪舆家有补修之说，是庙作镇震方，补缺塞向，气风既聚，人文

焕发，庙貌遹新，灵异斯显。①

这是一则关于玉皇庙修补地理的另一个位置。在上述东官庄玉皇庙的修建中，是因为乾方的冲

突，而这则玉皇庙修建则是因为震方的低陷而必须加以补救，使之增高而藏风聚气，培植人文。
当然，庙貌庄严是神灵更加灵验的一个必要的保证。

在临汾市洪洞县刘家坦乡西义村存放的 《重修玉皇大天尊楼记》中，对于本村修建玉皇庙

栏当进行叙述:

窃忆西墕村古有东楼一座，上乃玉皇大天尊，下则玄天上帝。巍巍峨峨，由来尚矣。但

自南至北，缺少栏当，是诚风脉所宜补也。②

这由来尚久的玉皇庙应该没有使村民感觉到它存在的灵验，在经历乾隆四年 ( 1739 ) 修建栏当

之后，玉皇庙的作用才真正地发挥出来，“我村由是而渐兴，”可见，在试图利用玉皇庙发挥风

水意义上的作用时，一定要合乎规矩，不然的话，即使是主楼建成，仅仅缺少栏当也可以使效用

不能发挥而功亏一篑。并且，村民们在这里表现出了对于堪舆技术的极致追求，似乎并没有考虑

到玉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比较极端强调风水的例证，在碑刻中也不多见。
其次，在修建玉皇庙时所考虑的因素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下，碑文中所提到的

补风脉的任务几乎是不能完成的，而玉皇庙也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民众希望借此而对于不利

的舆地进行抵抗。也就是在承认玉皇权威的基础之上，将玉皇庙作为一种镇压物或吉祥物来对待，

希望能够发挥出镇压四面八方的不利或只是因为玉皇庙的存在而给民众带来所期盼的好运势。
在清嘉庆元年 ( 1796) 刊刻的 《新修玉皇老君阁碑记》，现存放于汾阳市峪道河镇龙湾村

中。在碑文中对于一地的兴衰认为有两个因素，首先关乎天道的循环，然后就是气脉的流滞了。
作者对于龙湾村修建玉皇庙的原因进行介绍，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若依照风水理论判断是

弊病多多:

西面显然墕壑，不能藏风聚气，村中又有通山深沟，东西不能润泽。是故，财聚则民

散，财散则民聚，虽有亨通丰裕之辈，由今思古屈指数之，止能暂而不能久也。③
风水学中首重藏风聚气，若不能则几无可取之处，然后又加以村中居然又有通山的深沟将村庄割

裂开来，东西不能相互润泽。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不能财丁两旺，而只是偏枯。并且因不能

风水流滞，所以即使是能够发达也不能够长久，询之村民也知道本村基本都是兴盛之后败落继

踵。“相者尝为之指示，里人若置之罔闻。”但到了乾隆六十年开始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便希望

能够借由修建庙宇来解决风水的问题; 而面对着几乎不能解决的舆地问题，供奉玉皇就是一种最

佳的选择。也许玉皇并不能通过修补风脉解决这样的风水问题，但一定可以对此进行镇压，以玉

皇无上权威对这不利的风水进行彻底解决。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但是，在村民的认识中，

是可以用跨界的玉皇大帝来对付自然界的不能解决的堪舆问题，这是以玉皇庙修补地脉中不常见

的一种情况。
2. 加强舆地灵力

对于传统的舆地术来说，所强调的是本于自然的力量，他的来源应当同自然神崇拜是有关联

的。但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神力若能够被驾驭则会更加有针对性，无疑，由神格高的神灵或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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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职责的神灵来进行控制是一种最为实用的想法。而玉皇庙在加强神力方面成为了首选，这在

碑刻中可以看到，作为最高的神灵，玉皇往往被当成叠加神力的选择。
在现存泽州县金村镇府城村中的 《重修玉帝庙记》中，对于府城玉皇庙的地理做了描述，

可以看出这一玉帝庙所处的舆地环境，为绝佳的风水胜地，而此地建以玉皇庙，玉皇神庙神力和

舆地灵力相得益彰。那就成为相互加强力量而使民众可以获得最大益处的格局:

今吾乡府城社古迹昊天玉帝之庙，按古碑有考曰: 起于太行之巅，逦迤蜿蜒，蟠崃于斯

境者，左抱丹溪，南峙珏岫，东连龙门之沧，北倚宛壁之祠。其地昔时蔼翠氤氲，郁郁不

散，炫煌光莹。①

舆地术中，通常会对于山势的走向做意识中的相连，然后将这些山势称为龙，而这就是气所流通

的通道。风水中所谓的气，是一种看不见，但是又在发挥着作用的神秘力量，而看风水，“其实

关键就是看‘气’”。②
在曲沃县杨谈乡问卦村玉皇庙内存放的 《重修玉皇庙并建大庙两廊序》中，描写修建玉皇

庙的地理位置，因为玉皇的至尊地位而须选择至尊之地来修建，以使达到妥神目的之同时又能够

符合于舆地的理论:

是乡西北隅旧有玉皇神庙，堪舆家曰是一乡先天之脉攸关也。乾地尊惟 至 尊 之 祀

之称。③

乾方是堪舆术中最为尊贵的方位，所以在传统中已经建设有玉皇庙。为了不断地获得玉皇的赐

福，民众一直保持着一种虔诚而期冀的心情对于庙宇进行了多次的修缮，并且勒石而传之后代，

希望通过巩固这样的传统来巩固村落的安宁。
在上面谈到的《新修玉皇老君阁碑记》中，村民们最终决定，以修建玉皇庙来对于舆地的

缺陷加以镇压，而在具体的操作中，采取了神灵组合中最高的级别来应对:

苦修坡墕，新捐石洞。东塑玉皇上帝，以为东聚祥光; 西塑太上老君，以为西来爽气;

南面又修关帝殿宇，以为保护一方庶几。财可聚而民可兴，里人渐成仁风厚俗之美，方为名

寔相符，而神人交欢共集之意也。④

这是一组神灵的组合祭祀形式，玉皇居中而以太上老君和关帝为辅，碑文中认为玉皇上帝居东而

聚祥光，太上老君的塑造为西来爽气，显然不是指功能及职责，关帝则明确说出保护一方。这样

的组合我认为是一君二臣的形式，以玉皇为尊，而以太上老君与关帝为文武二臣，也就是一将一

相的寓意。这其实在民间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尤其是在戏曲演出中，在舞台上出现这样的组合则

是代表了整个朝廷的君臣文武百官都汇聚于此。这样，才能把神灵与舆地结合的作用发挥到

极致。

三、关于玉皇庙中与诸神的合祀

在玉皇崇拜中，同玉皇合祀的神灵众多，但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与表示象征仁义

等儒家特有德行的神灵进行合祀以表示天地运行的模式来进行教化，属于教化类型组合的合祀;

另一种则是执掌不同领域以辅佐玉皇进行各种事务性的工作，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对于人间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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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的投射，属于实用类型的合祀。
现存于高平市南街道办事处玉皇庙内的 《重修玉皇正殿及东个辟帝楼西个郊禖楼碑记》，刊

刻于清乾隆八年 ( 1743) ，在文中所记载这座玉皇庙的合祀情况，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是民间信

仰中合祀的典型之一:

其庙治正殿则玉皇□帝，两个则关圣帝君、郊禖上神分列而并峙焉。今虔心推测略有融

会。盖上□天地之真宰也，万物资始大本不可失，故庙祠之，以为春祈秋报。重举此其义千

人同虑，非甚□哉也。故不须志而及此，而神之得乎? 乾刚之义者，关帝称最，可以洗天下

之颓风□俗而振常。况功在当时，又当酬报，是秉天地之刚而成其刚，则与天地同祠一庙

也。宜哉! □□之得乎坤柔之义者郊谋称最，故资生之德，人民赖焉，是秉天地之柔而成其

柔，则与天地同一祠庙也宜哉。①
对于这样的组合，作者赵培元推测前人修建庙宇时的考虑，他所得出的结论为: 玉皇大帝当然是

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当然是理所应当的要被祭祀，这是无需多加考虑的; 关帝是神灵中以忠义而

彪炳千秋的第一人，最可以供奉以整顿纲常; 高楳是以主管生殖而代表坤地的神明，以赐人子嗣

而益于人民，那么，在这一座庙宇中，以玉皇代表天地至尊，而关帝与高楳神则是分别代表刚柔

而形成代表宇宙运行的模式。
刊刻于清咸丰元年 ( 1851) 的 《重修玉皇庙碑记》记载中，以基本相同的格局表达了同样

的内涵，现存于临汾市霍州市白龙镇陈村玉皇庙内。碑文介绍陈村玉皇庙修建年代久远，在道光

二十一年 ( 1841) ，住庙僧人性让希望重修但未果，在道光二十九年 ( 1849) 时，作者董醇之联

系多人进行修缮，在文中讲述了修缮的经过及神灵祭祀的格局:

村之中有庙焉，为居人祀事之最大者。庙分两进，后进正殿位玉皇上帝，帝殿之前有中

庭。中庭稍西为前进，正殿中间位关圣帝君神祠。祠左配以福禄财神，祠右并祀子孙圣母，

自是而南则乐楼也。诸神云集，精灵丕显，村之人戴金阙至尊之恩，沐觉世真经之教，以及

丰裕有资、继绳不乏者，皆兹庙之神之惠也。②
这通石碑中所记叙的基本上与 《重修玉皇正殿及东个辟帝楼西个郊禖楼碑记》相同，以玉皇为

至尊而居于后殿中央，象征帝王居于九重之中; 而正殿则供奉关帝，这样，表达了作者所说

“戴金阙至尊之恩，沐觉世真经之教，”便显出明确的对于秩序的追求，玉皇作为一种象征代表

着社会的伦理纲常，而对关帝的崇拜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了巅峰，《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成为了

流行的三大善书之一，作为教化百姓的通行劝善教科书。强调 “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

方于人道无愧，”为劝善纲领，指出人生处于天地之间，当以遵循儒家伦理为先，交接处事之

时，当应无愧于心，“凡人心即神，神即心; 无愧心，无愧神; 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对于一

些针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一一作出规定，在教谕中还提出对于民众的要求，若能依言而

行，就会有各种福报降临; 但是，若一意孤行，将关帝劝谕当成戏言，那么，就会被关帝 “斩

首分形”。这是对于象征天道的玉皇所代表的伦理秩序的具体化。
而祭祀子孙圣母及福禄财神，也像碑文中所说明的那样，希望 “丰裕有资、继绳不乏”，这

是每一位民众所孜孜以求的生活目标。同时也是实践儒家伦理之后，冥冥之中来自上天的褒奖，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累世积德积善的人家必将得到来自上帝的回报; “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的儒家文化观念在传统社会中深入人心，而子嗣在传统社会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

医学的问题，还涉及到伦理道德是否有亏———若不能依照一种正当的方式生活，仅仅只是疗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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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在依照玉皇所代表的天地正理而以关帝教谕践行一种正当的生活，

又由子孙圣母及福禄财神的对人行为的具体勘行后，依此而予以相应的赏罚的回报，那么，本地

百姓就会拥有平安祥和而合乎伦理的生活。这应该就是这座玉皇庙中合祀所拥有的内涵及意义。
从实用类中的组合，可以看出，由于民众所关心的生活中的侧重不同以及地域的不同，会出

现差异较大的合祀组合，从中可以发现民众最希望在哪些方面能够得到玉皇的赐福，或民众在生

活中最容易遭受到来自哪方面问题的袭扰而祈求保佑。
在《重修玉皇庙碑记》中，记载晋城市陵川县黄家庄落凤山的玉皇庙，规模宏大而庙貌庄

严，玉皇上帝“所以抚天庭、临亿兆、迭运阴阳、□行寒暑，而为化育之主宰由来久矣。”这样

的庙宇之中，同时还合祀着多位神灵，作者对此进行罗列:

东之挟殿，上奉三官，下奉龙王。西之挟殿，上奉四圣，下奉蚕神。其列两庑者，东则

地藏阎君祠、牛马王圈神广生祠、药王风王虫王祠，要其聪明正直，为民锡福降祥，厥功

一也。①
三官信仰起源很早，在上古时期已经开始有祭祀天地水仪式，后在儒家经典 《仪礼》中，记载

有“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②，在东汉时期，张道陵创立天师道，供奉天地

水“三官大帝”，被认为是掌管人间祸福之事的大神，在明清时期依然受到民众广泛地立庙祭

祀，在三元节时，会有很多的百姓去庙宇之中祭拜三官大帝祈福免灾; 关于龙王信仰，在古代农

耕社会中，雨水不均成为古代农业所需应对的最主要的问题，若遭逢大旱不雨或阴雨连绵都会直

接带来饥馑与死亡，所以，关于水神 ( 龙神) 的崇拜是汉民族供奉历史最为悠久的神灵之一;

而四圣的祭祀在唐宋时期兴起，据《四圣延祥观碑铭》云: “北极中天之尊，左右前后，有奕有

灵，尚矣。故四圣之崇，著于隋唐，盖招摇在上，天帝之居，四卫所领，威德为镇，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著见之迹，昭在人世。”③ 四圣为道教所供奉的 “天蓬元帅，天猷副元帅，黑煞将

军，真武将军。”在明清时期被民众奉为扫除邪祟、救护众生之神; 而地藏阎君的合祀显示出佛

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将佛教的地狱同传统民间信仰中的地府融合起来，并将这两种不同宗教中

的掌管者予以同堂供奉，形成了民间信仰独有的组合; 其余蚕神、药王风王虫王、牛马王圈神广

生祠是同民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神祇。这样的组合体现了一个关于秩序和保护的意义，首

先，以玉皇为中心，形成三官、四圣及地藏阎君等的神职官员负责赐福罚恶及道德监督与教化;

其次，各种担任处理具体事务职责的龙王、蚕神、药王风王虫王、牛马王圈神广生祠等专门神

灵，则是负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专门领域，依照玉皇的旨意加以庇佑或予以惩罚。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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