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道教文化漫谈

莫 昕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地处运河长江之交，自古以来便是五方杂

处，三教九流云集之地，这便形成了扬州特有的开明开放、兼容并

蓄的地域文化特色。道教以尊奉老子（太上老君）为教祖，将其《道

德经》作为最高经典，是我国固有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亦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化作为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扬州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甚至城市精神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道教文化的扬州印迹

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126-144）时

期，以张道陵建立五斗米道为标志，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

史。其实，古城扬州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道士从事宗教活动并存在原

始道教的活动场所。

刘向所著《列仙传》中讲述了汉初广陵人朱璜随睢山道士黄阮

丘学道后，疾病痊愈并得道长生的故事，这是扬州最早关于道士的

记载。

关于扬州道教场所的最早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都

约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前 61年）建有江水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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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既有道教场所又有道士的记载便是后土祠。后土祠，即现

文昌中路千年名观蕃 观的前身。据《扬州宗教》记载，后土祠始建

于西汉成帝元延二年（前 11年）。为何名为后土祠？道教文化中最

高神有三位，称为“三清”，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

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三清”以下便是“四御”，是为辅佐“三

清”的四个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神，即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

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

，简称“后土”，即古人俗称的“女娲娘

娘”，是掌管阴阳生育、万物之美与大地山河之秀的女神。时后土祠

有常住道士金大贵管理香火。

扬州最早的道教活动实物证据是 1957年高邮邵家沟东汉村

落遗址考古发掘的文物。一件是留有火烧痕迹的封泥，上面有篆书

阳文“天地使者”4 个字，另一件是符 木片，长 28厘米、宽 3.8厘

米，上有用朱笔书的“符”与“咒”的字样，左上侧为符文，右下侧为

咒文三行。咒文为：“乙巳日死者,鬼名为天光。天帝神师已知汝名,

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给口,令来食汝。急如律令。”该遗址还

同时出土朱书残陶瓶、桃核等。

当时简报《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

10期)认为，该封泥和木简、朱书陶瓶等“当是道教遗物”。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在《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中亦指出，

“笔者赞同这一意见”，并认为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道士活动遗物。

该文还特别指出，“也许东汉邵家沟遗址的这些道教遗物，就是道

人施用该类法术之‘祖’”。

三国时，宝应安宜建有崇胜院。晋隋之际，扬州道教活动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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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多，尤其晋王杨广任扬州大都督期间，招来一批名道高士开

展道教学术研究、宗教活动。其中有著名天台山道士徐则，杨广闻

其名，即以手书召至扬州，愿从之受道。徐则仙逝，即令画工、文士

图其像、为之赞。另一位是师从名道陶弘景的茅山扬州籍道士王远

知，杨广专门建立了玉清道场，邀请其主持。

唐代皇帝本出自鲜卑，为显正统便尊老子为始祖，因此唐代崇

尚道教的风气极甚。时扬州商业繁荣，文化发达，道教文化活动兴

盛可想而知。历经陈、隋、唐三代且活到 106 岁（一说 126 岁）的王

远知，在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均被加授封号。开元天宝

年间，正逢唐代盛世，扬州又出了一个名闻天下的道士李含光。

李含光（683-769），广陵江都人。本姓弘，避讳高宗子李弘改姓

李。其父与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交往颇深。李含光幼年熟读儒

家经典，中宗神龙初，年十三，志求妙道，于广陵龙兴观为道士，深

研《老》《庄》《易》之学。开元十七年（729年），从司马承祯于王屋山

学习道法，后居茅山。史载唐玄宗在位 40年间，由道教迷、道教痴

逐渐变成了道教狂，凭借皇帝的巨大权力，将道教抬到了极高的地

位。玄宗知道李含光尽得司马承祯真传，乃令其居王屋山阳台观，

以继承之业。后 玄宗于天宝七年、天宝九年多次征召李含光往长

安，赏赐绢、法衣、香炉等物品并以御诗相赠，赐名“玄靖先生”。《全

唐文》卷九百二十七录李含光上玄宗之表奏十三通，文中颇显玄宗

对其冬问寒、夏问暑，关系非同寻常。如第一通：“臣含光言：今月十

八日，品官王游仙宣口敕，赐臣法衣六副。又今日将军高力士宣旨，

赐臣御制诗一首、缣二百匹，并香炉等。”如第七通：“臣含光言：昨

十四日，内侍袁思艺宣口敕，以御制送臣归广陵诗一首见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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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表皆是在长安中所上，高力士是玄宗最宠幸的宦 官，竟派至含光

处宣旨赐物，这足可见玄宗对玄靖先生的敬意。

大历四年（796年），李含光仙逝于神



然保留。为弘扬扬州道教文化，武当行宫采用现代技术将扬州道教

文化的历史性、逻辑性、通俗性和知识趣味性融为一体，从视觉、听

觉等不同层面展现给参观游览者，向游客全方位展示两千余年的

扬州道教文化史。如今当您漫步在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东关街

上，你会看到恢复开放 后的武当行宫红墙黑瓦，宝殿巍峨，清烟袅

袅，道情幽幽，如入闹市中的海市蜃楼。

扬州自古出美女，美女的最高境界便谓之仙女。而自古扬州道

教女冠群体亦名闻天下，不知是否与这一方水土有关呢？女冠，即

女道士、道姑。因俗女子本无冠，唯女道士有冠，故名。从西汉琼花

仙子蕃 到东汉东陵圣母杜姜、晋代广陵茶姥，从唐代仙女康紫霞

到明末才女李空云等，女冠在两千年扬州道教文化史上亦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人所编《太平广记》卷七十引《墉城集仙录·广陵茶姥》原文：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

明，头发 黑。晋元南渡之后，耆旧相传见之，百余年颜状不改。每

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争买，自旦至暮，所卖极多，而器中茶常如

新熟，而未尝减少，人多异之。州吏以冒法系之于狱，姥乃持所卖茗

器，自牖中飞去。”有学者称这是华夏茶摊（茶馆）的最早记载，亦是

扬州茶文化史的“创世纪”。

东陵圣母杜康和康紫霞二位女冠的传说讲述的是“仙女救龙

川”的故事，至今犹在古城流传。相传古时东海来了一条黑龙，在扬

州东乡蔡家庄兴妖作怪。大雨倾盆，洪水淹没了良田和百姓的房

屋。黑龙未走，瘟神又至，百姓上吐下泻，奄奄一息。在这危难之时，

天空出现一条漂亮的白龙，昂首向黑龙杀去。两条龙从天上打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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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闪电霍霍、雷声滚滚。黑龙最终抵挡不住，狼狈而逃。此时天空

放晴，大水渐渐退入长江，庄稼、房屋、百姓都得救了。这时，一只黄

鹤从天边飞来，口里衔着一棵药草飘落下来。不一会，白龙和黄鹤

变成了两位道装打扮的姑娘。原来她们就是本地女冠杜姜和康紫

霞。两位姑娘把寻来的草药熬了药汤，送到每家每户。蔡家庄的百

姓便药到病除了。后来地方上的县太爷知道此事，便要求两位姑娘

嫁给他的两个儿子，两位姑娘不同意。县太爷恼羞成怒，便把她们

关进大牢，想加罪杀害她们。正在此时，两位姑娘从牢里窗口飞向

天空，驾着两朵彩云飘然而去。人们为感谢二位仙女恩德，就在河

边建了一座庙，供奉二位仙女，此处便成了仙女庙，蔡家庄便成了

江都城区仙女庙镇。

明末清初，扬州又出了一位著名女冠李 。李 ，才貌双绝，年

十六，史可法纳为妾。弘光乙酉年（1645年），清兵破扬州城，史可法

殉国，李 时年二十五岁，誓不再嫁，出家为女道士。居扬州缑笙道

院，自名其室曰空云主静轩。李 为一代才女，其三十五岁时，为史

可法幕僚周同谷《霜猿集》撰骈文序四百余言。其文中有云：“ 名

闺弱质，相府小星。际此天倾地陷，赤伏无再验之符；遽尔家破人

离，素镜绝重圆之照。楼名燕子，与燕偕栖；院锁梨花，比花更悴。”

有碧甚子撰《李空云女冠小传》载：“虽篇幅稍狭，而吐属雅洁，颇有

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之遗风。”李 后入王屋山，不知所终。

扬州文化中的道教元素

两千五百年的扬州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扬州文化，在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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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深厚的扬州文化中扬州道教文化亦占有一席之地。至今，当您

漫步在古城深处的大街小巷，或多或少可见到两千余年扬州道教

文化的影子。

“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的琼花与扬州道教文化联系最为

密切。琼花来源的传说有很多版本。一说汉代有一道号蕃 的女冠

来到后土祠，以白玉埋地，顷刻间地上长出了一棵仙树，树上花朵

洁白如玉，仙姑去 后，人们便将 后土祠改名为蕃 观，又称此花为

琼花。隋炀帝扬州看琼花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隋炀帝开凿了大运

河来扬州看琼花，然而冰清玉洁的琼花不愿见暴君，就在隋炀帝驾

临扬州的当天夜里，随暴风骤雨凋零飘落。

正史上，琼花兴于北宋而绝于南宋，与扬州道教文化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知州王禹 作《后土祠琼花

诗》，诗序云：“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且其树大而花繁，

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云。赋诗以状其态。”这是第一次有关于

琼花的文字记载。后风流太守欧阳修知扬州时，更专门在琼花观内

修建了一座无双亭用来赏花饮酒，他在《答许发运见寄》诗中云：

“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

陵春。”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

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 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

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

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

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京城（无论开封还是

临安），琼花一旦离了扬州，离了后土庙，就憔悴欲死。而重回琼花

观，又枝繁叶茂，满树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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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深秋，金海陵王完颜亮举兵南下

攻宋，攻陷扬州后将琼花连根拔走。不久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在扬

州，南宋半壁河山得以保全。后土庙的琼花残根经过唐大宁老道士

精心护理，居然也“旧基旁根枝益以盛大”再萌新枝。南宋德 二年

（1276年），元将阿术率蒙元铁骑攻入扬州，坚守扬州的将领李庭

芝、姜才双双殉国。第二年春天，人们发现后土庙的琼花枯萎了，再

未返青。20年后，也就是元元贞二年（1296年），又有道士金丙瑞以

“聚八仙”补种在琼花观，后人便以“聚八仙”取代琼花。清后，扬州

“聚八仙”也不多见了。

又近 500年的光景，1970年后，经过扬州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培

养，琼花才逐渐增多。1985年，扬州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琼

花定为扬州市花。1990年后，经过 10年时间，扬州市政府恢复重建

了蕃 观并将琼花重新植入琼花台。历尽劫难的千古名花终于在

这扬州古城的千年道观里重放异彩。

古城扬州崇文尚德，从古至今，很多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

人物，一直得到扬州人的敬仰和怀念。由于道教具有多神信仰的特

点，扬州人便在城内设置了很多褒扬忠义人物的宫观，如国庆路老

辕门桥街的三义阁，是以祭祀“桃园三结义”刘关张而命名；如东关

街二郎庙所祭祀的便是斩蟒为民除害的隋代赵昱赵冕 兄弟；又如

石塔浮山观祭祀的是治水的大禹，汶河路上华大王庙祭祀的是华

佗和他的弟子扬州名医吴晋。除祭祀著名人物外，扬州人还将自己

身边的平民英雄作为一方水土的守护神，为之建庙祭祀。

扬州西北郊蜀冈西峰原有座司 徒庙，始建于南朝陈代，已有一

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司徒庙内供奉着茅、许、祝、姜、吴五个神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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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五司 徒庙，据《增补搜神记》，五人是结拜的异性兄弟，这五个兄

弟一起照顾一位孤寡老太，一时传为佳话。一日，当五兄弟回家时，

发现老太不在。有路人说是被老虎吃了，五兄弟就深入蜀冈深处，

找到了老虎。这只老虎见了五兄弟，跪在地上，乞求原谅。后来，这

五兄弟放过了老虎，让它离开扬州，从此扬州就没有老虎了。人们

为了感谢他们为扬州百姓伏虎除害，便建庙供奉。明学者陆荣《寂

园杂记》中写道，这五人是大盗，后来改邪归正，因没有父母，无法

尽孝道，就找了个老太婆做母亲，很恭敬地赡养她，后人为表彰他

们五人的孝心，便建立庙宇供奉，朝廷知道后，就封这五兄弟为“司

徒”。又据《资治通鉴》载，南北朝时，北齐的扬州刺史王琳和南朝陈

交战，王琳兵败被杀。因其 很得人心，不久，扬州义民茅智胜等五

人，冒着危险将王琳的棺柩运送到北齐。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扬州

人的赞扬。为纪念茅智胜等人便建立了这一庙宇。虽然司徒庙由来

的传说有多个版本，但无不体现了扬州人褒扬忠孝的人文情怀。据

传说，后司徒庙在巍巍蜀冈还多次庇佑扬州生灵免遭涂炭。如南宋

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叛将李全因求签不吉，将神像折肢、断首、

剖腹以泄愤。三日后李全被扬州守将赵范乱枪乱刀杀死。朝廷赐

“英显”庙额。又据明扬州知州吴秀《司 徒庙碑》载：“明嘉靖三十五

年，倭寇蹂 躏维扬，至西北兴隆桥时东，五神魁 梧，衣绛持斧立桥

上，倭逐俯伏而退。”

从扬州老城繁华的淮海路或汶河北路，走进闹中取静的驼岭

巷深处，就会看到一株千年古槐。据说这棵古槐已有 1062 岁高龄。

这株古槐便是成语“南柯一梦”与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中的那棵

古槐，这里也曾有一处名为槐古道院的地方。槐古道院又称昂种地“ 摊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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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始建于唐，因古槐，故名。传说广陵郡游侠之士淳于棼，家宅南

处便是这棵大古槐。淳于棼常与友人豪饮于树下。一日大醉，昏昏

然见有两使者，邀其入古槐树洞中，树洞中别有一番天地，即为槐

安国，遂拜见国王，自己被招为驸马，后又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

载，颇有政绩。后因与檀萝国交战，大败而归，公主亦病死，后被遣

返回家。惊醒后发现“槐安国”“南柯 郡”和“檀萝国”竟都是蚁穴。于

是淳于棼感人生之虚，遂捐宅为槐古道院，淳于棼自己也出家做了

道士。1949年前后，槐古道院属全真龙门派，是扬州唯一由女冠掌

管的道观。1960年最后一名女冠张信华搬出道院。现如今，古槐树

干虽显些憔悴，但依旧亭亭如盖，生机不减，作为槐古道院遗址唯

一的标志屹立在悠长的驼岭巷内。

过古槐沿着驼岭巷一路向西，不远处便是罗祖观（现已不存）。

罗祖观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理发专业祭祀观。这亦说明了扬州“三

把刀”文化中的美发文化与道教文化的血脉渊源。

罗祖观祭祀的是理发祖师爷、清雍正年间北京白云观扬州籍

罗姓道士。传说这位罗道士有感于当时剃头技艺低劣、工具粗糙，

遂精心研制了剃头、刮 脸、取耳、清眼的器具，并创造了通、篦、掏、

解、顺等一整套头部按摩推拿手法。剃头按摩的太监学会后，很受

雍正帝的赞赏。罗道士被封为“恬淡守一真人”。雍正帝还要求罗道

士进宫做“公务员”，吃俸禄。罗道士过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婉拒

了雍正好意，自己依旧漂泊于江湖。随着这一技艺流入民间，罗道

士便被尊为美发祖师，扬州人特在驼岭巷立观祭祀。每年农历七月

十三，理发界业内例假，烧香磕头拜祖爷。学徒办敬师酒，满师办谢

师酒，都要在身着八卦道袍的罗祖爷面前叩头。作为罗祖的徒子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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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扬州理发师奔走上海、西安、杭州等全国各地，甚至有的漂洋过

海、走出国门，弘扬扬州美发技艺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