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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西太乙宫考
——

北京西城区后英房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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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１ ９７ ２年 ，
北京西 直门 内后 英房胡 同 明北城墙下 发现元代建筑遗存 。 后英房遗址采 用 皇家

寺观特有的 工字型 建筑
，
并 出 有北宋 书 法家米芾的琅琊紫金砚。 该遗址正是元末 熊梦祥 《析津志 》

所载 西太 乙宫遗址
，
由元初 昭瑞宫扩建而成 。 不过

，
据揭僂斯 《

砚 山诗序 》 西 太 乙 宫提点张秋泉并

非 熊梦祥所言 南 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之后 ，

而是 南 宋末平江 （ 今苏 州 ） 知府戴 觉 民之子 。 西太 乙 宫

四任提点分别 为 玄教第 二代 宗师 吴 全节 、 南 宋戴觉民后人张秋泉 、 武 冈 （ 今湖 南武 冈 ） 延寿 宫道士

饶礼诚
，

以及蒙 古族道士张彦 辅 。 宫 廷画 师 商琦曾 为 西 太 乙 宫正殿绘制 山 水壁 画
， 并有翰林 院大 学

士揭僂斯题诗 。 距后英房遗址 １ ２５米的后桃园遗址 出 土元代壁画残 片 ，
当 即商琦所绘西 太 乙 宫 山水壁

画 。 后英房遗址出 土
《 广 寒宫 图

》 螺钿黑漆盘残 片 产 自 浙江 南部 ，
当 即张秋泉从 家 乡 带到 京城的手

工 艺品 。

关键词 ：
元大都考古 后 英房遗址 张秋泉 昭瑞 宫 西 太 乙 宫 商琦绘山 水壁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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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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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７２年 ， 元大都考古队在北京西城

区后英房胡同明北城墙下发掘了一处元

代遗址 。 据元末熊梦祥记载 ：

“

西太乙

宫
，
在和义 门 （ 今西直门 ） 内近北

，
张秋

泉所建 。

”

后英房遗址就在西直门东北

不远处 ， 采用皇家寺观特有的工字型建

筑
， 并出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琅琊紫金砚

（ 图 １）
，
正是熊梦祥所言西太乙宫就

据我们调查
，
西太乙宫创建者张秋

泉
，
实乃南宋末平江知府戴觉 民之子 ，

以宝藏米芾砚 山石而闻名于世 。 遥想当

年 ， 西太 乙宫群贤毕 至 ， 虞集 、
赵孟

頫 、 揭溪斯等文人雅士纷纷为砚 山石赋

诗唱和 ，
堪称元大都最重要的中国文化

传播中 心之
一

。 宫廷画师商琦曾为西太

乙宫正殿绘制壁画 ， 并有翰林院大学士

揭溪斯题诗 。 遗憾的是 ，
这个重大考古

图 １ 后英房遗址出土米芾琅琊紫金砚

发现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 ， 迄今未被学界充分认识 。 我们先

从米芾琅琊紫金砚谈起 。

一

、 米帝浪琊紫金砚流传始末

１ ９ ７２年 ， 北京西城区后英房胡同明北城墙下元代遗址出土了

一方凤字形紫金砚 。 砚铭有米芾落款
“

元章
”

，
正是这位北宋书

法家多次提到的琅琊紫金砚 。 北宋文坛领袖苏拭 ， 因反对王安石

变法 ， 官场失意 。 晚年因新党执政 ， 贬至惠州 ， 又被一叶孤舟流

放到儋州 （ 今海南岛西北 ） ， 宋徽宗时才获大赦北还 。 从岭南北

归途中 ， 苏轼到真州 （ 今江苏仪征 ） 拜访米芾 。 他对老友新获的

一方紫金砚爱不释手 ，
米芾只好借给他赏玩。 不料 ， 苏拭临终前

却嘱托儿子将此砚当作陪葬品入检 ， 米芾听罢立即索回 。

米芾随笔一则 ， 记述了这个故事 ， 今称 《 紫金研帖 》 。 纸

本
， 行书 ， 纵２９厘米 ， 横４０厘米 ，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图２ ） 。

米芾在帖中 写道 ：

“

苏子瞻 （ 苏轼字 ） 携吾紫金研去 ， 嘱其子

入棺 。 吾今得之 ， 不以敛 。 传世之物 ， 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

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

” ［

１
１

这方紫金砚是米芾于北宋元符三年

（ １ １ ０ ０年 ） 好不容易 得手的 。 他在 《 乡石帖 》 写道 ：

“

新得紫

金右军 乡石 ， 力疾书数 日 也 。 吾不来 ， 果不复来用此石矣 。

元章 。

”Ｐ１王羲之 ，
琅琊 （ 今山东临沂 ） 人 ， 晚年任

“

右军将

军 、 会稽内 史
”ｍ

。 所谓
“

紫金右军 乡 石
”

， 即王羲之家乡 的

紫金石 。 《 乡 石帖 》 ， 纸本 ， 行书 ， 纵 ２ ８ ． ２厘米 ， 横３０ ． ５厘米

（ 图３ ） ，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米芾还有 《 杂著 》
一则

， 评述这方紫金砚 。 原帖 下落不

明
， 拓本见于清代 《 月虹楼法帖 》 。 明代书法家董其 昌在 《仿

米海岳杂录 》 手卷临摹过此帖 （ 图 ４ ） ， 字释为 ：

“

吾老年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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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米帝 《乡石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琅琊紫金石 ，
与余家所收右军研无异 。

人间第
一品也 ， 端唐皆 出其下 。

”１

４
１

四 库版 《 宝晋英光集 ？ 杂著 》 录

文作 ：

“

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 ， 与余

家所 收右军砚无异 。 人 间第
一品也 。

端歙 皆出其下 。

”１

５
１

米芾将晋唐古砚称

作
“

研
”

， 而本朝则称
“

砚
”

。 如米芾

《画史 》 云 ：

“

古书画 皆圜 ，
盖有助于

器 。 晋唐皆凤池研
，
中心如瓦凹 ， 故曰

研瓦
，
如 以一 花头瓦安三足尔 。 墨称

螺 ，
制必始蛤粉 ，

此又明用 凹砚也 。

一

援笔
，
因 凹势

，
锋 已 圆

，
书画安得不

圜 ？ 本朝砚始心平如砥
，

一援笔则褊
，

故字亦褊 。

”
 ［

６
１四库刻本将原文

“

研
”

字改为
“

砚
”

， 又将原文
“

端唐
”

改为

“

端歙
”

皆误。

地不爱宝 。 １ ９ ７ ２年米芾所藏琅琊

紫金砚居然在北京西城区后英房胡 同 明

图２ 米芾 《紫金研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４ 董其昌 《仿米海岳杂录 》绫本手卷局部

北城墙下重见天 日 。 据发掘者介绍 ， 这方紫金砚 出 自后英房遗

址主院东厢房 。

“

除生活 用具之外 ， 还发现了很多 种属于所谓

‘

文玩
’

一类的东西 ， 它们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挟屋的砖

地上 。 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
，
长２２ ．７ 、 宽 １ ７ ． ５厘米

，
砚前部有两

足
，
砚池向后倾斜 ，

砚面有明显的墨痕 ，
石质很好 。 出土时已残

破。 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
， 字有残缺 ，

文曰 ：

‘

此痕挪紫金石 ，

所囷易得 ，
墨在诸石口口□永口口 口

， 皆以为端口也 。

’

下面落

款为
‘

元章
，

二字 。

”
１

８ １

研究者对此砚残铭 （ 图 ５
－

１） 有不同解读方案 。 我 们建议

读作 ：

“

此琅琊紫金石所 ／Ｈ ， 易 得墨 ， 在诸石／因田。 圓永４１

國 困 ，
皆以为端 ，

／園也 。 元章 。 广 第二行
“

制 （ 製 ）

”

字尚存

最下一笔 ； 第三行
“

唐
”

字仍存下半字
“

口
”

部
； 第四行第

一

个
“

以
”

字残存最后一划 。 第二行
“

易
”

字和第五行
“

元章
”

二字 ，
与米芾 《萧闲堂记 》 拓本 （ 图 ５

－

２） 所书
“

易
”

和
“

元

章
”

三字如出一辙 ， 必为米芾书法真迹无疑 。

紫金石产 自王羲之家 乡琅琊 （ 今山 东临沂 ） 。 据宋代词人

１ ２

图５ 米芾琅琊紫金砚局部与米芾 《萧闲堂记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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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００９

图 ６ 元大都西太乙宫地理位置

据包慕萍所绘元大都平面图改绘

Ｓ？ ｌ
ｔ
Ｔ 

？

ｔｔ
ｉ

Ｚ ＲＪ ！

．

Ｓ子 ｉ

发掘者将元大都后英房遗址定性

为
“

元代居住遗址
”

， 目 前学界多从

之 。 不过 ， 从地理位置 、 建筑形制和出

土文物看 ， 我们认为该遗址实乃元大都

西太乙宫故址 （ 图 ６ ）
［
１ １

１

。 《 析津志辑

佚 ？ 寺观 》 记载 ：

西 太 乙 宫 ， 在和义 门 （ 今西 直 门 ）

内 近 北
，
张秋泉 所建 。 秋泉 本戴 石 屏

（ 戴复 古号 ）
之后

， 少年 习 吏 ，
微责 ，

弃俗而 游京 师 。 自 历 涉艰 ， 曾无悔 色 。

． 、 昭瑞宫之谜

高 似孙 《 砚笺 》 记载 ，

“

紫金出临 朐

（ 南与临沂相邻 ， 今属山 东淄博 ） ， 色

紫润泽 ， 发墨 如端歙 ， 姿殊下 。 晚唐竞

取紫金石 ， 芒润清响 ， 国初已乏
”Ｐ

１

。

米芾根据顾恺之画中 所绘晋砚样式 ， 用

痕琊紫金石造过
一方凤字双足仿古砚 。

他在 《砚史
？

样品 》 中 写道 ：

晋砚 ，
见 于晋顾 恺之画 者 ，

有 于天

生 叠石 上刊人 面者 ， 有十蹄 圆 铜砚 中 如

鏊者 。 余尝 以 紫石 作之 ， 有上 圆 下 方
，

于 圆 纯上刊 两 窍 置笔 者 ， 有 如凤 字 两

足 者 ，
独此甚 多 ，

所谓凤凰池也。 盖 以

上 并晋制 ，
见 于晋人 图 画 。

世俗呼为 风

字 ，
盖不 原 两足之制

，
谓之凤足。 至今

端 州 石 工
，
以 两眼相对 于足傍者 ，

谓之

凤足 。 凤之义 ，
取五 色英文

，
灿然成章

也 。 今人有收得右 军砚
， 其制 与晋 图 画

同 ，
头狭 四寸许 ，

下 阔六寸许 ，
顶 两纯

皆绰慢 ， 下不 勒成痕 ， 外如 内 之制
，
足

狭 长
，

色 紫 ，
类 温岩

， 中 凹成 臼
。

［
１ °

】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凤字双足砚 ，

正是米芾根据顾恺之所绘晋砚样式 ， 用

王羲之家乡 石材所造仿古砚 。 觇背所刻

《琅琊紫金砚铭 》 不见于传世文献 ， 堪

称中 国书法史
一■

大发现。

为人 美 丰姿 ，
长髯 ， 真一代之奇士 。 宜乎晚 节 可观 。 初

，
秋泉

居京 ，
当 时 名 公 巨 卿 ，

无不 倾 盖 相亲 。 为 人倜傥
，
有 旷 愁 高

蹈之志 。 所藏 法 书 、 名 画 甚富 。 章子有 （ 张九思 ） 平章 尤 为 亲

厚 。 初 ， 在 天师 宫放逸 自 居 ，
怀孟 太后 （ 海 山 汗之母答 己 ） 有

疢
， 求 医 药符 篆之士于 朝 ，

遂娵 于吴 宗师 （ 吴全 节 ）
。 师令其

应 旨 而往
， 符 药俱验 ，

果能 阐 扬
，
大称懿 旨 。 厥后恰逢九五之

祚 （ 指 武宗登基 ） ，

一时 向仰
， 非复寻常 真人之比 。 故其 所建

宫 宇 ， 计年 而 成 ， 其施助不 言 而 至 源 源 。 宫 （ 西 太 乙 宫 ）
正

殿正西 祠 张上 卿 （ 张 留 孙 ） ，
吴 宗 师 实 开 山之主也 。 后 以年

迈 归
，
以 所 蓄 书 画 财物

，
尽数付 与 吴 宗 师 。 独携 米南 宫 （ 米

芾 ） 所 宝研 山 石 回 。 当 朝诸名 公若虞伯 生 （ 虞集 ） ，
俱有 《研

山诗 》 。

Ｍ

戴石屏即南宋著 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 ， 字式之 ， 台州黄岩

（ 今浙江 台州市黄岩区 ） 人 。 生于南宋乾道三年 （ １ １ ６ ７年 ） ，

常居南塘 （ 今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塘下村 ） 石屏 山 ， 自 号
“

石

屏
”

。

一

生不仕 ，
浪游江湖

，
曾从陆游学诗 ，

后归家隐 居 。

陆

門

安
Ｍ

門

＞

文
明
門

＞

腿
正
門

＞

順
承
門



０ １ ０博物院 ＭＵＳＥＵＭ

卒于南宋淳祐七年 （１ ２ ４７年 ） ， 享年

八十一岁
［

１３
１

。

关于张秋泉的身世 ， 揭溪斯 《 砚山

诗序 》 提到 ：

“

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

（ 张秋泉 ） ， 本戴氐子 。

”［
１ ４

１

戴复古有

二子 。 如果他２０岁娶妻生子 ， 那么长子

生于南宋绍兴十七年 （ １ １ ８７年 ） 。 大德

十一年 （ １ ３０７年 ） 西太乙宫创建之际 ，

戴复古长子至少 １ ２ ０岁 。 显然 ， 张秋泉

绝非戴复古之子 。

有记载表明 ， 张秋泉之父或为戴复

古同 乡戴觉 民 。 清戚学标 《 台 州外书 》

记载 ：

“

戴觉民 ， 字希尹 ， 黄岩人 ，

家塘下 （ 亦称
‘

南塘
’

） 。 景定三年进

士
， 授两浙添差干官 ， 转国史检阅 、 浙

西提举 ， 除礼部郎中兼军器大监 ， 与贾

师宪 （ 贾似道字 ） 同乡郡。 无所附和贾

执政 ， 不得有所建 白 。 德祐元年四 月 ，

以直秘阁权知平江府 （ 今苏州 ） 。 八月

召赴行在 （今杭州 ） ， 将大用 而国事已

不可为矣 。 觉民精洽史传 ， 风雅动一

时 。

”１

１５
１戴觉民以编刻宋本 《李白诗集》

而闻名于世 。 南宋咸淳五年 （１ ２６９年 ） ，

任太平州 （ 今安徽 当涂 ） 儒学教谕时 ，

知州江万里延请戴觉民编刻 《李翰林

集 》
岡

〇 张秋泉博学多才 ， 出 自江南书香

门第之家 ， 俗姓戴氏 ， 当为南宋末平江

知府戴觉民之子 。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 １ ２ ７ ６年 ） 三

月 ， 伯颜率元军攻入南宋临安 （ 今杭

州 ）
，
张秋泉仕途之梦随之破灭 。 不

过
，
天无绝人之路 ，

至元十七年被玄教

大师张留孙推荐入京 。 赵孟頫 《 上卿真

人张留孙碑 》 记载 ：

“

士大夫赖公 （张

留孙 ） 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

”［

１７
］

张留孙为皇后祷病有验 ， 于是元世袓

“

乃诏两都各建上帝祠宇 ， 皆赐名曰崇

真之宫 ， 并以居公 ，
赐平江 、 嘉兴田若

干顷 ， 大都 、 昌平栗园若干亩给其用
”
［

１ ８
１

。 崇真宫全称
“

崇真

万寿宫
”

， 至元十四年在大都新城蓬莱坊 （ 今北京东城区美术

馆后街２ ３号 ） 落成 ， 俗称
“

天师宫
”［

１ ９
］

。 至元十七年 ， 玄教大

师张留孙
“

奉诏祠名 山 川 ， 给驿马五十
，
令访遗逸以进

”
［

２ｎ
ｌ

。

虞集 《 张宗师墓志铭 》 记载 ：

“

岳 、 渎既皆在天子封内 ， 即使

近臣从公遍祠名 山大川 ， 访问遗逸 ， 敕百官饯之国南 门 。 比

还
， 所荐论 ， 上皆以 名召用 。

”Ｍ据此 ， 戴觉民之子赴元大都
“

天师宫放逸 自 居
”

， 取教名
“

张秋泉
”

， 当在至元十七年张

留孙赴江南为朝廷搜访遗逸之士之际 。

张秋泉亦名
“

张惟一
”

， 西太乙宫创建前曾任元大都昭瑞

宫提点 。 袁桷 《 昭瑞宫提点张惟
一

特授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太
一

宫提点 》 记载 ：

神 以 知来 ， 至教 匪存 于象设
；
人惟 求 旧

， 褒封首锡 于龙

飞 。 念扈跸之 宣勤 ，
默储祥而介福 。 坤元具训 ，

涣号扬纶 。 昭

瑞 宫提点张惟一 ， 泉石 古心 ， 冰霜雅操 。 侍晨长 乐 ， 澹焉 若朴

而妙感彰 ；
澄观穆清 ， 廓乎不惊 而众虚集 。 惟才 全者德不 竞 ，

而 正靖 者 明愈 昭 。 阐 道王 庭
， 葆真 冲馆 。 噫 ！ 有 国之母 以 长

久
，
尔 尚谨于祝厘 。

立天之道曰 阴 阳 ，
当 益思 于观复

；
恭承嘉

命 ，
助赞无为 。 可

［
２２

】

。

大德九年 （１ ３０ ５年 ） ， 成宗病危 ， 立答己子海 山 汗为太

子 。 成宗第二任皇后 卜 鲁罕欲专权 ， 为 防止海山汗即位 ， 便将

母子二人迁到怀州 。 《元史 ？ 仁宗本纪 》 记载 ：

“

仁宗圣文钦

孝皇帝 ， 讳爱育黎拔力八达 ， 顺宗次子 ， 武宗之弟也 。 母曰兴

圣太后 （ 答己 ） ， 弘吉刺 氏 。 至元二十二年三 月丙子生 。 大德

九年冬十 月 ， 成宗不豫 ， 中宫秉政 ， 诏帝与太后出居怀州 。 十

年冬十二月 ，
至怀州 。 所过郡县 ， 供帐华侈 ， 悉令撤去 ， 严

饬扈从毋扰于民 ，
且谕佥事王毅察而言之 ， 民 皆感悦 。

” ［２ ３
１

怀

州
， 在今河南沁阳 ， 海山汗与生母答已 的流放地 ， 或称怀孟 。

故 《析津志辑佚 》 称答己为
“

怀孟太后
”［

２４
］

。 大德十年 （ １ ３０６

年 ） 冬 ，
张秋泉受玄教宗师吴全节之命 ， 为太后医病 ， 结果

“

符药倶验
”

，

“

大称懿旨
”

， 那么张秋泉擢升昭瑞宫提点当

在赴怀州为海山汗之母答己治病后不久 。

昭瑞宫不见于 《析津志辑佚 》 《宛署杂记 》 等元明北京地

方志
，
唯王冕客居大都时作 《遇昭瑞宫次韵 》 二首 ，

对这所道

观略有所述 。

其
一

红花翠竹满 江皋 ，
依约仙 山驾 巨鳌 。

月 下每听来鹤佩 ，
云 中时复见龙袍 。



西江 曰 薄潮 声 小 ，
北极天开王 气高 。

咫尺山河移版籍 ， 书 生徒 尔说英豪 。

其二

金屋无人玉殿开 ， 青蒲埋没遍莓苔 。

旧 愁 隐隐 随烟浪 ， 新恨綿 绵入草莱 。

红叶 已随流水去
， 黄 门 空忆看华来 。

东 南 富 贵消磨尽 ，
留得荒村古将 台 。

［２ ５ ］

王冕 ， 浙江绍兴人 ， 先后两 次北

游大都 。 第
一次是延祐四年 （ １ ３ １ ７年 ）

赴京会试 ， 颇受赵孟頫的赏识 ， 并为他

作画 《古 木幽 禽图 》 。 图后黄公望题

跋
｜

２ ６
１

。 会试失败后 ，
王冕遍游 名 山大

川 ， 结交天下文士 。 至正七年 （ １ ３ ４７

年 ） ，
王冕再次北游大都 。 徐显 《 稗史

集传 》 记载 ：

“

（ 王冕 ） 遂北上燕蓟 ，

纵观居庸 、
古北之塞 ， 主 （ 住 ） 秘书

卿 达公兼善 （ 泰不华字 ） 家 ，
翰林诸

贤 ， 争誉荐之 。
… … 至正戊子 （ 至正八

年 ） ， 南归 。

”ｐ ７
１

然而 ， 昭瑞宫在元大都什么地方 ，

文献语焉不详 。 后英房遗址的发现将有

助于揭开这个谜 。 据发掘者介绍 ， 后英

房遗址 由 东院 、 主院 、 西院三组建筑

组成 。 三者相互交错 ， 并非同一时期建

筑 。 由于金中都遭到严重破坏 ， 忽必烈

迁都燕京后 ， 居住在北郊金代离宫——

大宁宫 。 至元四年 ， 忽必烈开始在金

中 都东北建新城 ， 史称
“

大都
”

（ 突

厥语Ｋ ｈ ａ ｎｂ ａ ｌ
ｉ ｑ ，

“

汗八里
”

） 。 至兀

二十二年 （１ ２８６年 ） ， 元大都宫殿 、 宫

城墙 、 太液池西岸隆福宫 （ 太子府 ） 、

城内 中书省 、 枢密院 、 御史台等官署 ，

以及外郭城墙 、 金水河 、 钟鼓楼 、 大护

国仁王寺 、 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

续竣工 。 于是忽必烈诏令 ：

“

旧城居民

之迁京城者 ， 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 ，
仍

定制以地八亩为
一分 ； 其或地过八亩及

力不 能作室者 ， 皆不得 冒据 ， 听 民作

室 。

”［

２８
］

可知 ， 西太乙宫的建造不早于至元二十二年 。

从现存遗址平面图看 ， 在后英房遗址南面似乎还应有
一至两

层院落 。 它的北面或有后园 。 从南边大门开始 ， 至后园为止 ，
应

相当 于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 （ 约 ８７米 ） ， 并未超过民宅占

地八亩之限 。 值得注意的是 ， 东院采用元代宫殿或皇家寺观特有

的工字型建筑 ， 主要建筑比主院位置偏北 ，
四 周有围墙 ， 独 自形

成
一

个封闭式院落 （ 图 ７ ）
［
２９

１

。 我们认为 ， 后英房遗址东院即昭

瑞宫故址 ， 而主院和西院则为元武宗至大元年 （ １ ３０ ８年 ） 敕建

的西太乙宫 。

元代道教建筑与佛教寺庙类似 ， 有皇家和民间寺观之分 。 所

谓
“

宫
”

者
，
或 由皇家出资建造 ； 或 由上层人士出资建造并由国

家赐额 ，
如至元七年察必皇后在高梁河畔所建真武庙称作

“

昭应

宫
”

元世祖至元十 四年在大都蓬莱坊为张留孙所建道观称作

“

崇真万寿宫
”

。 所谓
“

观
”

者
， 则 由民间集资兴建 ，

如大都采

石局副使常瑞和提领王秀在由义坊所建真武庙称作
“

通玄观
”

。

类似的民间道观还有大元福寿兴元观 、 云岩观等
ｐ
＼

西太乙宫是在昭瑞宫基础上扩建而成 ， 而 玄教大师吴全

节曾为昭瑞宫首任提点 。 故 《析津志辑佚 ？ 寺观 》 云 ：

“

宫正

殿正西祠张上卿 ， 吴宗师实开山之主也 。

”１
３２

１

张秋泉为太后答

己治病有功 ， 大德十一年 （ １ ３ ０７年 ） 接替吴全节任昭瑞宫第二

任提点 。 邓文原 《杭州福神观记 》 对此略有所述 。 这是一篇碑

记 ， 由赵孟頫篆额并楷书 ， 延祐七年 （ １ ３２０年 ） 立于杭州断桥

北福神观 （ 图８）
［
３ ３

１

。

《杭州福神观记 》 碑早 已不存 ， 唯有赵孟頫墨迹存世 。 纸

本 ， 以 乌丝界栏 ， 纵３４ ．２厘米 ， 横 ７９７ ． ８厘米 ， 现藏北京故宫博

物院 （ 图 ９ ） 。 其文曰 ：

图 ７ 元大都昭瑞宫遗址

傅熹年复原后英房遗址东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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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祠 太 乙神 ，
为 宫者 二 。 其在 孤

山 者 ， 表 曰 西 太 乙 宫 。 宫之北为 断桥 ，

桥左 为 福神观 ， 本 宋赵 氏故 宅 。

……大

德丁 未 ， 全德靖 明 弘道真人张公惟 一 ，

荣被玺 书 ，
领 西 太 乙宫事 。 公以祠 官祝

厘
，
便蕃锡宠 ， 黄冠 羽服 。 邈 自 山 林来

游京 国者 ，
公与语

， 辄少许可
Ｍ

。

大德丁未 ， 即 成宗大德十
一

年 ，

元大都西太乙 宫 尚未兴建 。 至大元年

（１ ３
０８年 ） ， 元武宗敕建西太乙宫 ，

一

年落成 。 于是昭瑞宫提点张秋泉擢升西

太乙宫提点 。 故 《杭州福神观记 》 说张

秋泉
“

大德丁未… …领西太乙宫事
”

实

乃
“

领昭瑞宫事
”

之误 。

三 、 西太乙宫壁画

至治二年 （ １ ３２２年 ） ， 元英宗敕令

重修西太乙宫 。 宫廷画师商琦应邀为西

太乙宫正殿东西壁绘制 山水画 ， 而揭溪

斯为这幅壁画题诗 。 揭溪斯 《题集贤商

学士所画太乙崇福宫东西壁 山水图为张

真人作 》 有诗曰 ：

东 壁 山连 西壁 山
， 东 西 相望几孱颜 。

浮云晓散分楼观 ，
流水晴 闻 隐佩环 。

雁 荡天 台 明镜里 ， 琴床棋局翠微间 。

集 贤 学士烟霞笔 ，
写 向仙 家意 自 闲 。

０５ １

集贤商学士 即商琦 ，
字德符

，
号寿

岩 。 元初名臣商挺之子 ， 曹州济阴 （ 今

山 东菏泽 ） 人 。 受父亲商挺的影响 ，
与

道教名流来往密切 ，
如教西太乙宫道士

张彦辅学画 ［

３６
１

〇 据洪再新考证 ，
商琦为太

乙崇福宫画东西壁山 水的时间 ， 应在至

治三年官秘书卿前后
丨
３ ７

］

〇 据我们调查 ， 这

件事发生在元英宗至治二年 （ １ ３ ２２年 ） 。

虞集 《河图仙坛之碑 》 记载 ：

（
至 治 ）

二年 ，
制 授公特进

，

上

卿
、
玄教大宗师 、 崇 文弘道玄道广 化真

图８ 《西湖图 》 之断桥

｛咸淳临安县志》附图

瓤ｔ ｔ福祝 含１ ｔ 虞 全孰

少 圖 ｔ 瘢Ｊ ｆ 書彼八 旎恍

请 典 灰調 祠大 雉 和 ｒｒ

ｈ 銘 也脈 令 Ｉ一 也 未

图９ 赵孟頫偕书 《杭州福神观记 》局部

人
、 总摄江淮荆 襄等处道教 、

知集 贤 院道教事 ，
玄教大 宗 师主

（ 吴全节 ） 章一 ，

一 品银印
一

， 总摄道教事二品银印 一 ， 并授

之 。 勅 省 台 百 司谕以 传 宗之事 而大护其教 ，
用 开府之志作 东岳

仁圣宫 于齐化 门 外
，
重修太一延福宫

［３８ ］

。

据熊梦祥记载
， 西太乙宫位于元大都和义门 （ 今西直门 ）

内

近北 。 如前所述
， 这所道教宫观是在昭瑞宫基础上扩建而成 ， 主院

正殿称作
“

太一延福宫
”

或
“

太乙崇福宫
”

。 我们认为 ，
商琦为

西太乙宫创作壁画就在至治二年
“

重修太
一

延福宫
”

之际。 商琦

主要活动于元大德年间至泰定初年 ，
确切生卒年 月不详 。 陈高华

认为
，
商琦在至治三年迁秘书卿后不久即病故 ，

终年不超过五十

岁
［
３９

］

。 大德八年 ，
商琦受到成宗的赏识 ，

并与王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 后来的元仁宗 ） 交往密切。 成宗以
“

励臣子召入备宿卫 ，
仁宗皇

帝在春宫 ， 复以充近侍
”

。 此后
，
商琦以

“

世家高材
，
游艺笔墨

，

偏妙山水
，
尤被眷遇

”

。

大德十一年元武宗即位 ，
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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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商琦 《春山图卷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年 ，
皇太子 以春宫旨奏于武宗皇帝 ，

升商琦为集贤学士 、 朝 列 大夫 ， 后调

任大 名路总管府治 中 ， 不赴％ 。 商琦曾

为皇宫嘉禧殿画壁画 ， 并奉诏与李衍
一

起为僧寺画壁 ， 据说
“

不得画神鬼
”

，

“

不得用金朱涂
”

，

“

但令水墨写河

岳 ， 苍松赤桧盘根株
”

。 此外 ， 商琦还

为达官贵人住宅作壁画 山水 。 据熊梦祥

记载 ， 张秋泉 与
“

章子有平章尤为亲

厚
”Ｍ

。 章子有即张九思 ， 字子有 ， 世

祖和 成宗 朝任 中书平章 政事 ， 主管 东

宫事务
Ｍ

。 商琦为西太乙宫作壁画似为

张九 思推荐 。 商琦生于南宋咸淳九年

（１ ２７３年 ） ， 比揭溪斯年长一岁 ， 那么

商琦为西太乙宫绘壁画时年五十
一

岁 ，

而揭僕斯为此画题诗时年五十 岁 。 如今

这些壁画和题诗早 已不存 ， 不过 ， 商琦

有传世之作 《春山图卷 》 ， 可领略这位

元朝宫廷画师的非凡功力 。 绢本设色 ，

纵３９ ．６厘米 ， 横２ １ ４ ． ５厘米 ， 现藏北京故

宫博物院 （ 图 １０ ） 。

据考古简报
，
后英房遗址

“

主院的

三座角 门两旁均立挟门柱 ， 柱中 间下设

木地褓。
… …在角 门附近还发现了

一些

长 １ ９ 、 宽 ６ ． ８ 、 厚 １ ． ７厘米的小型华头筒

瓦
，
兽面纹和花草纹瓦 当 的直径 ６ ． ８厘

米
， 花草纹滴水宽 ９厘米 ； 还有一些高

约 １ ４厘米的迦楞频伽和走兽等 ， 这些都

可能是角门屋顶上的瓦件
” ｜

４

＼

后英房遗址未见壁画遗迹 ， 但在西

边不远处后桃园遗址发掘 出许多壁画残

片 ｜

４ ４ １

。 后桃园遗址
“

位于新街 口豁口 以西明清北城墙下 ， 东距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约 １ ２ ５米许 。 遗址在明初修筑城墙时 ， 即

遭严重破坏 ， 故现仅残留一些碎砖破瓦 ， 房屋建筑及基础早已

无存 。 遗址中 出土不少元代建筑构件 。 如 ： 覆盆式柱础 、 鈮脚

石 、 门砧和壁画残片 ， 以及屋顶各种瓦饰 。 如 ： 鸱尾 、 迦楞频

伽 、 武士 、 兽面纹和花草纹瓦 当 、 凤鸟纹和花草纹滴水及各式

华 头筒瓦等
” ｜

４ ５
１

。 既然后桃园遗址不见
“

房屋建筑及基础
”

，

而瓦当 、 滴水和迦陵频伽脊兽等建筑材料又与后英房遗址所出

相 同 （ 图 １ １ ） ， 那么后桃园遗址当即后英房元代遗址拆除的建

筑垃圾堆放场 。 显然 ， 后桃园遗址出土壁画残片就是宫廷画师

商琦为西太乙宫所绘壁画残片 。

四 、 西太乙宫出土 《广寒宫图 》 螺钿黑漆残片

与二郎神牌位

如前所述 ， 揭溪斯 曾 为西太乙宫壁画题诗 ， 可见他与张秋

泉的关系非同寻常 。 据我们调查 ， 他们俩至少还有过两次交往 。

揭溪斯与张秋泉第二次交往是为砚 山石赋诗 。 揭僎斯 《砚山诗 》

序云 ：

“

山石 出灵璧 ， 其大不盈尺 ， 高半之 。 中隔绝涧 ， 前后

五十五峰 。 东南有飞磴横出 ， 方平可二寸许 ， 凿以为砚 ， 号曰

图 １ １ 西太乙宫 （后英房遗址 ） 出土瓦当和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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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 山 。 在唐 已有名 ， 后归于李后主 。 主

亡
， 归于朱米芾 。 元章刻其下 ， 述所 由

来甚详 。 宋之季 ， 归于天 台戴运使觉

民 ， 后又归其族人 。 宰相贾似道求之弗

与 。 携持兵乱间 ， 寝处与倶 ， 遂获全 。

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氐子 ，
今年

春贻书得之 ， 请予赋诗 。

”

太乙崇福宫

即西太乙宫正殿 ， 而张真人即戴觉 民之

子张秋泉 。 揭僎斯 《砚山诗 》
曰 ：

何年灵璧一拳石 ，
五十五峰不盈尺。

峰峰相向 如削铁 ，

祝融紫盖前后 列 。

东 南 一泓 尤可爱 ，
白昼玄云 生 霪 葑 。

在唐 已著群玉赋 ，

入宋更受元章拜 。

天 台 頊洞 云海连 ， 戴氏藏之余百年。

护持不 污权贵手 ，
离 乱独与 身俱全 。

帝旁真人乘紫 霞 ，
尺 书招之若还家 。

阴 崖洞壑寒铪砑 ，
宛转细路通褒斜 。

昆仑蓬莱 与方壶 ，
坐卧相 对神仙居 。

硬黄从写黄庭帖 ， 汗青或抄鸿 宝书 。

秦淮咽咽金陵道 ，

此物幸 不 随秋草 。

愿君谷神 长不 老 ， 净几明 窗永相保。

Ｍ

据发掘者介绍 ，
后英房元代遗址

“

还发现了
一件用五光十色 的鲍鱼壳镶

嵌成的螺钿漆器。
… … 而元代的平脱薄

螺钿漆器在考古发掘中这还是第
一次发

现
”

。 所谓
“

螺钿
”

，
指用螺壳与海贝

进行拼接 、 镶嵌 、 打磨 ， 最终在漆器表

面形成人物 、
花鸟 、 山水 、 文字 的 工

艺品 。

明 代漆工杨明在为 《 髹饰录 》 作

注时写道 ：

“

壳片古者厚 ， 而今者渐薄

也 。

”

所谓
“

古者
”

，
指明以前之物 。

而
“

今者
”

指明代之物 。 因为螺钿壳片

取材于钿螺 、 老蚌 、 车鳌 、
玉珧等各种

不同贝壳 ， 原材料本身有厚有薄 ，
研究

者依据文献和现有实物 中 螺钿厚薄程

度
，
将其分为厚螺钿 与薄螺钿两种 。 较

厚的螺片镶嵌器物 ， 称为
“

厚螺锢
”

。

因锢片厚 、 硬度大 ， 又称
“

硬螺钿
”

。 元代以前的螺钿漆器 ，

螺片一般较厚 ， 属于
“

厚螺钿
”

范畴 。 不过 ， 后英房遗址出土

《广寒宫图 》 螺钿黑漆残片 ， 色彩缤纷 ， 嵌法完全达到 了薄螺

钿
“

分截壳色 ，
随彩而施缀者 ，

光华可赏
”

的艺术效果 ，
是目

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薄螺钿工艺品 （ 图 １ ２ ）
［
４７

］

。

关于这件黑漆螺钿漆盘产地 ， 发掘者推测 ，

“

从这件漆器画

面中建筑物的屋角上翘等式样来看 ，
是我国南方的建筑形式 ；

另

外
， 画面的作风又与当时福建建阳木刻板画的作风极为相似 。 从

以上各种情况看来 ， 这件螺钿漆器可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
一带的

产品
”｜

４８
］

。 张秋泉正是浙江南部黄岩人 ，
那么这件螺钿黑漆盘

１

４９
１

或为张秋泉从家乡带到京城的 。

揭溪 斯 曾 赋诗一 首
，
描 绘一 位黄 姓漆工 凭借 自 己 精

湛 的工 艺 ，
在 大都城游走豪 门

， 题 为 《 赠髹者黄生 》 。 其

诗曰 ：

檗豨肇有虞 ，
大朴 已雕到 。 纷纷百代下

，

巧密何 多 端 。

黄金 间 毫发
，
文螺错斓斑 。 竹树冠 台殿

，
祥云随凤 鸾 。

五采被床几 ，
岂独 匾 与盘 。 坐使圭壁暗

， 所好移所观 。

黄氏擅 良工
，

出入三十年 。 驰誉必名 流
，
迎致皆 上官 。

美 贾
一朝起

， 群工 那可班 。 艺绝诚足贵 ，
古道何 由还 。

Ｍ

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 刚教授考证 ：

“

颇有意味的 是 ，
揭

诗描述的黄生作品居然与后英房遗址出土的残盘相似多多 。 揭

诗称
‘

文螺错斓斑
’

，
残盘图案色彩斑斓 ；

揭诗说
‘

竹树冠 台

殿 ，
祥云随凤鸾

’

， 残盘可见楼阁 、 树木 、 云气 ，
揭诗云

‘

岂

独匯与盘
’

， 这件器物正是盘 。 因此
，
虽 然不必说残盘当年必

图１ ２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 《广寒宫图 》螺钿黑漆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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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自黄生之手 ， 但指其作者为 黄生一

派 ， 显然不成 问题 。

” １

５ １
１

如前所述 ， 揭

溪斯不仅为张秋泉砚 山石赋诗 ， 而且为

西太乙宫壁画题诗 。 因此 ， 这首诗描述

的 螺钿漆盘当 即张秋泉藏品 ， 从而披露

了揭溪斯与张秋泉第三次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 ， 后桃园遗址还出土

了
一件用于镇水的道教文物 ， 亦为西太

乙 宫 （ 后英房遗址 ） 之物 ， 现藏首都博

物馆 。 这是一件元代小石碑 ， 下有龟趺

（ 图 １ ３ ） ， 通高 ２８厘米 ， 碑身阴刻
“

昭

惠 灵显真君之位
”

两行八字 。 碑首天宫

处阴刻
“

六 月廿四
”

， 字均填金
％

。 昭

惠灵显真君 ， 是宋代给秦国水利专家李

冰次子的封号 ， 俗称
“

二郎神
”

。
《宋

会要 ？ 礼二十 ？ 郎君神祠 》 记载 ：

“

仁

宗嘉祐八年八月 ， 诏永康军广济王庙郎

君神 ， 特封灵惠侯 ， 差官祭告 。 神即李

图 １３ 后桃园出土昭惠灵显真君之位碑

首都博物馆藏

冰次子
，
川人号护国灵应王 ，

开宝七年命去王号 ，
至是军 民上

言 ， 神尝赞助其父除水患 ， 故有是命。
……政和八年八 月改封

昭惠显灵真人 。

”［
５ ３

１

北宋 以来 ， 每逢二郎 神生 日 汴梁都要举办大型庙会 ， 热

闹非凡 。 《东京梦华录 》 卷八记载 ：

“

六月六 日
， 州北崔府

君 生 日
， 多有献送 ， 无盛如此 。 二十四 日

，
州西灌 口二郎生

曰
， 最为繁盛 ， 庙在万胜 门外一里许 ， 敕赐神保观 。 二十三

曰
， 御前献送 后苑作 与 书艺局 等处制造戏玩 ， 如毯杖 、 弹

弓 、 弋射之具 、 鞍辔 、 衔勒 、 樊 笼之类 ， 悉皆精巧 。 作乐迎

引 至庙 ， 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 、 教坊 ， 钧容直作 乐 ， 更互杂

剧 舞旋 。 太官局供食 ， 连夜二十四盏 ， 各有节次 。 至二十四

日
， 夜五更争烧头炉香 ， 有在庙止宿 ， 夜半起 以争先者 。 天

晓 ， 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 。 其社 火呈于露 台之上 ， 所献

之物 ， 动 以万数 。 自 早呈拽百戏… …至 夕 而罢 。

”［

５ ４
１可知首

都博物馆藏昭 惠灵显真君之位碑上
“

六 月 廿四
”

是二郎 神的

生 日 。

唐 开元年间崔 令钦 《 教坊记 》 提 到唐代戏 曲有
“

二郎

神
”

。 据任半塘考证 ，
二郎神 的来源有二说 ：

“

秦李冰次子

在蜀之灌江 ， 隋赵昱在吴之灌 口
， 均 以灵异

，
被称为

‘

二郎

神
’

。

” ［
５ ５

１

张政烺进
一步考证 ： 二郎神信仰的缘起与唐代毗沙

门天王第二子独健有关 。 唐玄宗以 后 ， 毗沙 门天王信仰大行于

世 ， 其次子独健也受到人们尊崇 。 二郎神后来将几种民 间神 ，

如李冰子 、 赵昱 、 张仙 、 杨戬归并混合而成 元代二郎神崇

拜沿袭 了 宋代李冰次子及赵昱两种说法 。 由于元代杂剧在民

间有广泛影响 ， 赵昱说颇为盛行 ， 但元代官方认可 的二 郎神

却是李冰次子 。 《 元史
？ 文宗纪 》 记载 ：

“

至顺元年 （ １ ３ ３ ０

年 ）
……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 ， 其子二郎神

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

”［
５ ７

１后桃园 出土昭惠灵显真君之位碑

即元代官方认可的李冰次子二郎神牌位 ， 西太乙宫道士用来祈

祷元大都免于水患 。

五 、 西太乙宫西配殿之天师祠与玄教宗师像

据发掘者介绍 ， 后英房遗址
“

西院的南部已大部分破坏 ，

仅在北部 尚 存一小月 台 。 月 台 南端正 中及东侧各砌一踏道 。

月 台 的东南 、 西南两角上各浮放
一獅子 角石 ， 这两个角石并未

砌在 月 台之内 ， 因此 ， 它 很可能是从别处暂时移置于此 的 。

月 台北面 尚存台 基的东部及房屋的东南柱础 。 台基略低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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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 大台基 ， 它 的东南角 与大台 基的

西北角 互相错入 ，
都缺了 角石的 部分

（ 图 
１ ４ ）

”［

５ ８
］

。

《析津志辑佚 ？ 风俗 》 记载 ：

“

都

中显宦税硕之家 ， 解库门首
， 多 以生铁

铸狮子 。 左右 门外连座 ， 或 以 白 石凿

成 ， 亦如上放顿。 若公府月 台上 ， 两南

角亦如上制 。

” １
５９

１正如发掘者指出的 ，

后英房遗址
“

主院大台基和西院小台基

互相错入 ， 东院东厢房北头有拆改等情

况来看 ， 这处建筑自 兴建至废毁虽然只

有五六十年 ， 但在此期 间 ，
似乎也还经

历 了一些变动 。 西院的 北房和台基则是

后来添盖的 ， 因而就出现了三个院落并

无统一安排的现象 。 特别是西院月 台两

南角上竟按照公府 、
寺院的制度放着两

个狮子角石
”｜

Ｍ
１

。

至 治元年 （ １ ３ ２ １年 ） 十二 月 ，
张

留孙卒于大都 ， 享年七十四 岁
｜

６ １
］

。 张留

孙羽 化后
，
吴全节承袭师职 ，

制授特

进 、 上卿 、 玄教大宗师 。 吴全节秉承师

志 ， 用六年时 间在元大都齐化门 （ 今北

京朝阳 门 ） 外建成东岳庙大殿 、 大门 、

东西两院 ， 并塑有道教神像 ，
朝廷赐名

“

东岳仁圣宫
”

。 东岳庙东配殿供奉有

玄教开 山祖师张 留孙塑像 ｜

６２
１

。 除东岳庙

之外 ， 吴全节还于至治二年重修西太乙

宫 。 这项工程对西太乙宫作 了两项重要

改进 ： 第
一

， 延请宫廷画师商琦为西太

乙宫正殿东西壁绘制 山 水画 ， 并由揭溪

斯为壁画题诗 。 第二 ， 在西太乙 宫正

殿之西建张 留孙祠堂 （ 图 １ ５ ） 。 《 析

津志辑佚 ？ 寺 观 》 云 ：

“

宫正殿正西

祠张上卿 ，
吴宗师实开山之主也 。

”［

６ ３
１

可知 ， 西太 乙宫西配殿奉祀玄教开山祖

师张 留孙像 。 延祐四年 （ １ ３ １ ７年 ） ，

张留孙七十大寿 。 元仁宗诏令宫廷画师

为他画像 ， 并设宴祝寿 。 虞集 《张宗师

图 １４ 西太乙宫西院天师祠遗址图

郝春阳据后英房遗址发掘现场照片绘

西太 乙宫后 园

昭瑞 宫

鼓楼
影壁钟楼

山 门

图 １５ 元大都西太乙宫 （后英房元代遗址 ）平面复原图

墓志铭 》 记载 ：

“

上使国工画公 （ 张留孙 ） 像 ， 诏翰林学士承

旨赵公孟頫书赞 ， 进入 ， 上亲临视 ， 识以皇帝之宝 ， 以赐公生

曰 。 是 日
， 赐宴崇真宫 ， 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 ， 宰相百官咸

与焉 。

” １

６ ４
１

元大都考古队在后英房遗址发掘出两件元代磁州窑梅瓶 ：

一件为 白釉梅瓶 ， 通高３ ８厘米
，
口径 ５ ． ４厘米 ， 腹径 １ ６ ．３厘米 ，

足径 １ ３厘米 ， 肩部有釉下彩墨书
“

内 府
”

二字 ； 另一件为黑釉

梅瓶
， 通高３ １厘米 ，

口径５ ． ８厘米 ， 足径 １ １厘米 ， 肩部阴刻
“

内

府
”

二字 。 正如发掘者指 出 的 ， 这是装 内 府御酒的专 用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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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６ ）
［
６ ５１

。 我们认为 ，
这两件元代磁

州窑梅瓶可能是仁宗延祐四年赐宴天师

宫御酒之梅瓶 ［
６ ６

１

， 后 由 吴全节转赠西太

乙宫提点张秋泉 。 延祐四年仁宗命宫廷

画师所绘张留孙像如今下落不明 。 元大

都考古队在 旧鼓楼大街发现过两尊元三

彩道士像 ， 高约 ３ ０厘米 ， 现藏首都博物

馆
［ ６７

１

。 其中一尊 （ 图 １ ７
－

１） 与东岳庙东

配殿张留孙塑像相同 （ 图 １ ７
－

２ ） ， 西太

乙宫西院张 留孙祠堂亦供奉此类玄教宗

师造像 。

至元五年 （ １ ３３ ９年 ） ， 吴全节七十

大寿 。 元顺帝命宫廷画师 为吴全节画

像 ， 并赐 宴祝寿 。 虞集 《 河图仙坛之

碑 》
云 ：

“

今上皇帝 以特进上卿吴公全

节年七十 ， 用其师故开府仪同三司神德

张真君故事 ， 命肖 其像 ， 使宰执赞之 ，

识以明仁殿宝而宠之 ， 赐宴于所居崇真

万寿宫 ，
近臣百官咸与 ， 大合乐以 乡食 ，

尽 日 乃已 。

”［
６８ １

这幅吴全节像的作者不

得而 知 ， 不过 ， 元代画家陈芝田 绘有

《吴全节十 四像并赞图卷 》 。

夏 文彦 《 图 绘宝鉴 》 记载 ：

“

陈

鉴如
，
居杭州 ， 精于写神 ， 国朝第一手

也 。

”［

Ｍ
Ｉ

陈芝田 即陈践如之子 。 《吴全

节十 四 像并赞 图卷 》 ， 絹本设色 ， 长

８ ． ３ ４ ８米 ， 高 ０ ． ５ １ ８米 。 每幅像均有当 朝

名儒题赞 ， 卷末有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跋

语 。 此画于清末 民初流失海外 ，
１ ９ ４ ６

年丹尼尔森 （ Ｒ ｉ ｃ ｈａｒｄＥ ．Ｄ ａｎ
ｉ
ｅ ｌ

ｓｏ ｎ
） 女

士 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
并收藏

至今
Ｐ〇

ｌ

。

北京旧 鼓楼大街出土的另
一尊元代

道士三彩像 ， 高约 ３０厘米
（ 图 １ ８

－

１ ） 。

这尊元代道士三彩像衣冠与 《 吴全节

十四像并赞 图卷 》 第十 四图 《说法像 》

（ 图 １ ８
－

２） 颇为相似 。 虞集在 《 说法

至顺二年 辛未夏 ， 有 旨 大醮长春宫 ， 公专 主斋 法 ， 作 《说

法像 》 。 蜀 郡虞集 赞 ：

“

游乎万物之表而 能约 已 于 名教 ，
老乎

朝廷之 间 而 不 濡迹 于公卿 ； 粲若华星之 丽乎河汉 ，
浩然云 气之

出 乎 嵩衡
；
其凝也止水之善鉴 ， 其动也祥风之时行 ；

祠黄石 者

图 １６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磁 丨窑内府款酱油和白釉梅瓶

图 １７ 元大都出土张留孙三彩像与北京东岳庙玄教宗师张留孙像

像 》 榜题写道 ： 图 １８ 元大都出土吴全节三彩像与陈芝田绘 《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
？ 说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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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有遗 书之托 ， 衣 白 衣者 宁辞 当 世之

名
；
导 冲和 以 辅元化 ， 非呼吸而 致长

生
；
伊者有巢父 ， 轩辕有广 成 ； 则 所谓

宕衍博 大真人者 ，
安得不后天地 齐 日

月 ，
以赞于休明 者乎 ？

”

至顺二年 （ １ ３３ １年 ）
，

６３ 岁高龄

的吴全节向元文宗告老还乡 ， 推荐门生

夏文泳执掌玄教 ，
但元文宗下诏挽 留吴

宗师 。 这年夏天 ， 元文宗又诏令设大醮

于长春宫 ， 由吴全节专主斋法 ， 并绘制

了 《说法像 》 。 画中吴全节已经胡须花

白 ，
衣冠服饰和元大都出土吴全节三彩

像如出
一辙 。 只是外面多了

一

件白色法

衣
， 可能是经筵专用 １

７ １

］

。

六 、 张秋泉之后

两位西太乙宫提点

张秋泉告老还乡后 ， 吴全节又为

西太乙宫相继任命了两位提点 。 第一位

是武冈 （ 今湖南武冈市 ） 延寿宫道士饶

礼诚 。 揭偁斯 《送武冈延寿宫真人张守

静之徒饶礼诚南还诗并序 》 记载 ：

“

武

冈抉丘山紫府延寿宫 ，
宋张真人守静所

居也 ，
至今祷雨旸辄应 。 其徒纯真子饶

君礼诚
，
延祐中入京师 ， 为今玄教大宗

师吴公 （ 吴全节 ） 所知 。 居太乙延福宫

十五年 （ 至
ｊ
腼三年／ １３３２年 ）

， 将南还山

中 ， 诗以送之 。

”？延祐七年 ， 张秋泉

以西太乙宫提点身份到杭州处理玄教事

务問。 如果饶礼诚于延祐中入京师 ， 张秋

泉仍住持西太乙宫 。 张秋泉告老还乡 约

在至治二年重修西太乙宫后不久 。 武冈

延寿宫道士饶礼诚接替张秋泉出任西太

乙宫第三任提点 。 揭偁斯 《送武冈延寿

宫真魏守静之徒饶礼诚南还诗 》 曰 ：

洞庭之南
，
扶丘之山

， 绵连九疑控

百蛮 。 昔在嘉定之世 ， 真人张氏 隐居学

道于其 间 。 祈晴即晴雨即雨 ， 奔走郡县劳跻攀 。 锄云架雾开紫

府
，
采芝种术留朱颜。 夜驱猛虎 守庭户 ，

昼役鬼物除榛管 。 真

人乘云上天去
，
但有青鸾 白鹤长往还。 云霆 尚与 司 丰艰 ，

尔 来

一百五十岁 。 弟子饶君通道气 ，

一住京 华十五年 。 太 乙宫 中独

超异 ， 不求逸少 写 《黄庭 》 。 欲逐浮丘揽香袂 ， 南望凄其忆故

宫 。 黄河 日 与 梦俱东 ，
河流到海不复返 。 故宫长在 白云 中 ，

天

地无停机 。 曰 月 无淹轨 ，
归去乘 ，

白 云里 。

［
７４

】

大意说 ： 张真人不得了 ， 经他祈求 ， 下雨天晴 ，
老天都得听他

的 。 他在云雾中建居所 ， 采摘种植长生之物 ， 使他得以朱颜长

驻 。 夜晚猛虎为他守护庭院 ， 白天魑魅为他割除杂草 。 张真人

羽化成仙后 ， 青鸾 白鹤时常往来于抉丘山 ， 雷神也乐意行司丰

歉之职 。 武闪地区也就风调雨顺了 。 张真人是个老寿星 ，
活 了

１ ５０年 。 他的门生饶礼诚亦神通广大 ， 在京师太乙延福宫 ，

一住

就是十五年 。 从元仁宗延祐四年 （ １ ３ １ ７年 ） ，
直迄元文宗至顺

三年 （ １３３２年 ） 。

《 元史
？ 文宗纪 》 记载 ：

至顺元年九 月
，

“

以立冬祀五

福 、 十神太
一

真君
”［

７ ５
１

。 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此句断作
“

五福十

神 、 太一真君
”

。 据沈括 《 梦溪笔谈 》 记载 ，

“

五福太
一

”

与

“

十神太一
”

均为太
一

神祇之
一

， 姚燧 《重修中太
一

宫碑 》 亦

如此 ， 可知真君在元代作为道教封号 ， 地位介于帝君与大真人

之间 。 刘晓认为 ， 此处所记似应理解为在立冬 日分别祭祀
“

五

福太
一

真君
”

与
“

十神太
一真君

” ［

７６
１

。 换言之 ，
太一道和玄教

祭祀对象和道场皆不同 。 太一道在广福万寿宫祭祀五福太
一

，

而玄教在西太乙宫祭祀十神太
一真君 。 至顺三年 ， 西太乙宫第

三任提点饶礼诚告老还乡 ， 那么至顺元年在西太乙宫祭祀十神

太
一真君者当 为第三任提点饶礼诚 。

至顺三年饶礼诚告老还乡 ， 西太乙宫迎来了 第四任提点张

彦辅 。 据陈垣考证 ，

“

道士张彦辅善画 ，
不知为何派道士也 。

曰 ：

‘

彦辅君 ， 国人 ， 隐老子法中 ， 善写山水 。 乡者侍臣有进其

画于延阁 ， 余数从讲官入直 ，
与古画并观 ， 几莫可辨 。 然其画

人所罕得 ， 鲁国大长公主好名画以 自娱 ， 张君终不肯与 ，
他人

可知已 。

’

陈基 《夷 白斋稿外集 》 下 ， 亦有
‘

跋张彦辅画拂郎

马图
’

， 盛许之 ， 《图绘宝鉴 》 五 ， 称为六
一道士 。 《道园学

古录 》 三 ，
则作

‘

太一道士张彦辅 ，
族本国人 ，

从玄德真人学

道 ， 妙龄逸趣 ， 特精绘事
’

云 。 玄德
， 吴全节也 ，

太一道士何

以从正一派宗师学道 ， 观前章蔡七袓与吴宗师之关系 ，
亦不足

疑矣 。 述太
一教人物 ， 因并及之 ， 以见其教之多材 ， 且已化及

蒙古也
”Ｐ７ ］

。



专 题０ １ ９

图 １９ 至正三年张彦辅绘 《棘竹幽禽图 》

所谓
“

六 （ 太 ）

一道士
”

， 即太乙

延福宫第四任提点张彦辅 ， 钱塘 （ 今杭

州 ） 人
， 蒙古族道士 。 泰定元年 （ １ ３２ ４

年 ） 以前
，
就赴大都师从宫廷画师商琦

学画 ｜

７ ８
１

。 元代文学家陈旅 《题天台桃源

图 》 曰 ：

“

天 台一溪绿周遭
，
溪南溪北

都种桃 。 东风吹花开复落 ，
游人不来春

水高 。 钱塘道士张彦辅 ， 画图送得刘郎

去 。 昨夜神鹤海上来 ， 洞里胡麻欲成树 。

” １
７９

１此诗大约作于元统

二年 （ １ ３ ３４年 ） 陈旅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之际 故知张彦辅定

居大都之前 ， 家居钱塘 （ 今杭州 ） ， 故称
“

钱塘道士
”

。

至正二年 （ １ ３ ４２年 ） ， 拂郎国 （ 罗 马教廷 ） 遣使献马于元

上都 ， 张彦辅与周郎等人奉命绘 《职贡图 》 ， 今已失传 。 张彦辅

唯一的传世之作 《棘竹幽禽图 》 ， 现藏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
？ 艾

京斯博物馆 （ Ｎｅｌ ｓｏｎＡ ｔｋ
ｉ
ｎ ｓＭｕ ｓ ｅｕｍｏｆＡｒ ｔ ） 。 纸本 ， 水墨 ， 纵

７６ ． ２厘米 ， 横６ ３ ．５厘米 （ 图 １ ９ ）
［

８ １
１

。 图上钤有
“

彦辅图书游戏清

玩
” “

西宇道人
”

二印 。 所谓
“

西宇
”

， 即西太乙宫 。 图左有

隶书题跋 曰 ：

“

子昭 （ 盛懋字 ） 偕周正己过太乙 宫 ， 彦辅为作

《棘竹幽禽图 》 以赠之 ， 时至正癸未三月 十七 日 也 ， 贌人吴孟思

书 。

”

至正癸未 ， 即至正三年 。 吴孟思 ， 即元代大书法家吴敷 。

此图还有杜本 、 凌翰 、 鞠庵 、 邵弘远 、 雅虎 、 林泉生 、 潘纯等人

题跋 ， 并钤有明代项元汴 ， 清初梁清标 ， 近人谭敬 、 张珩等人鉴

藏印
丨
８２

丨

。

洪武元年 （ １ ３６８年 ） 八 月 ， 征虏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陷元大

都齐化 门 （ 今北京朝阳 门 ） ， 元朝遂亡 。 为 了防止北元蒙古残余

势力反扑 ， 明军遂将北城南缩５里 ， 另筑新城墙
［

８ ３
１

。 于是西太乙

宫被埋于明北城墙之下 ， 直至 １ ９７２年元大都考古才重见天 日 。

本文得到
“

２０ １ ７年度北京 市属 高校高 水平教师 队伍建设 支持

计划特聘教授支持计划项 目
（

丨ＤＨ Ｔ２０ １
７０２２２

）

”

的 资助 。

注释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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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８８

＿

８ ８９页 。

［
３

］
（ 唐 ） 房玄龄等撰 ： 《 晋书 ？ 王羲之传 》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 ４年 ， 第２０ ９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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