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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鹿邑明道宫

鹿邑明道宫：道始于此 浸润寰宇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侯国防 文/图

世间万物的根源是什么？ 天下万物
共存共荣的依据是什么？ 古往今来， 东
西方出现多位灿若星辰的思想巨匠， 他
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万物之始。 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苦县 （今周口市鹿邑县），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诞生于此 、 传教于
此、 升仙于此， 行至函谷关时将自己关
于宇宙、 阴阳、 制度、 人生的思考浓缩
进五千余言， 提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贯穿天地的大
法则 ， 将 “道 ” 这一概念贯穿 《道德
经》 始终， 为后人开启 “众妙之门” 锻
造文字密匙。

老子文化， 根在鹿邑。 在鹿邑这片
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探寻老子文化， 自然
少不了拜谒明道宫。 位于老子故里鹿邑
县城内的明道宫， 坐落在升仙台前， 原
名紫极宫， 唐天宝二年 （公元 743 年）
为太清坛。 到唐时， 以升仙台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宋元明清各代
均有增建。 虽后多毁于战火， 但对明道
宫的城湖秋月 ， 自古以来就有诗句记
载， 前有 “一片绿波飞白鹭， 半空紫气
下青牛” 的质朴赞叹， 后有 “搔首白云
连紫气 ， 溶溶宛在水中央 ” 的赤诚歌
咏。 如今明道宫景区以鹿邑县城紫气大
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紫气大道南为弘道
苑 ， 北为明道宫 ， 占地 10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景区内主要有
弘道苑、 众妙之门牌坊、 迎禧殿、 玄元
殿、 文昌阁、 藏经阁、 享殿、 升仙台等
建筑构成。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 作为海内外
最大的弘扬老子思想的宣传基地 ， 如
今 ， 人们追老子足迹行至鹿邑明道宫
时， 踏青色方砖， 听风铃阵阵， 可领仙
人神韵。 捧一本 《道德经》， 细细品读，
感悟着中国乃至世界大化流行之大成，
体会着老子思想至今在中华沃土上升起

的炊烟袅袅……

亦人亦神 被褐怀玉

正值晌午， 记者一行漫步至明道宫
门的甬道两侧， 在甬道后方的拱桥上，
一位男子正虔诚地对着四方行跪拜之

礼。 据了解， 在明道宫， 当地人对于跪
拜老子这一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在
当地人心目中， 老子既是一位圣人， 又
是一尊神。 “或许在政治家眼中， 老子
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但在我们老百姓
的心目中， 他就是保佑我们的老君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 该男子说。

关于老子亦人亦神， 历史也有迹可
循。 东汉晚期， 曾任陈国宰相的边韶作
《老子铭》， 文中称： “老子离合于混沌
之气， 与三光为始终。 观天作谶， 降升
斗星 ， 随日九变 ， 与时消息 。 规矩三
光， 四灵在旁， 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
道成身化 ， 蝉蜕渡世 ， 自羲农以来 ，
（世 ） 为圣者作师 。” 这里把 “道 ” 与
“老子” 合而为一， 将老子神化为最高
天神。 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 道教崇奉
老子为教主， 尊为 “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绵延流长， 流传至今， 明
道宫的一砖一瓦、 一处一角， 都涵盖着
老子 “道” 学思想的传奇故事。

行至明道宫历史上一座古老的宫

殿———迎禧殿。 史书记载， 宋真宗到太
清宫朝拜老子后驻跸明道宫， 就在此殿
内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朝政， 决策大事。
因为有皇帝曾在此居住过， 鹿邑的老百
姓直到今天仍把明道宫称为 “东皇城”。

明道宫原为紫极宫， 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 宋真宗皇帝亲自来鹿邑祭拜老子，
就住在紫极宫中的迎禧殿里。 一次夜游
时， 宋真宗思绪万千， 当即提笔挥毫写
下了 “明道宫 ” 三个字 ， 意为彰显道
德、 真理的地方。 宋真宗为这座宫殿取
明道宫之名， 表明了其对老子思想真谛
的贯彻。

越过以 《道德经》 语意而取的崇道
亭、 尚德亭、 抱朴亭、 守素亭， 便来到
了以青石为基、 汉白玉为栏的八卦台。
据当地人介绍， 八卦台围栏上的图案，
是传说中的 “八仙过海 ” 时使用的法
器 。 栏杆的三层设计 ， 代表着 “道生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宫
内的两颗皂角树也常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 人们认为， 老子讲求阴阳和谐与统
一， 宫内这两株皂角树一株为阴， 一株
为阳。 一个挺拔向上， 一个悠悠下垂；
一个跃跃欲试， 一个含情脉脉； 一个犹
赳赳武夫， 一个如窈窕淑女， 俨然一对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恩爱夫妻。 西边
的一株 “女树” 每逢春天便繁花似锦，
到了秋天却无果实可采 ； 东边的一株
“男树” 则春天无花无卉， 到了秋天却
果实累累， 真切地印证了老子 “万物负
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思想。

“穿过八卦台， 眼前这座恢宏的大
殿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复

建的玄元殿。 玄远殿是明道宫建筑群中
最大的宫殿。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拜老子
为始祖， 尊老子生地鹿邑为其祖庭， 并
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后人就

建玄元殿予以纪念。 老子博大精深的思
想是从这里孕育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
听闻明道宫导游的讲解后， 玄元殿内的
一座老子青铜坐像引人侧目。 只见老子
手拿如意钩， 衣带飘逸， 上饰有仙鹤寿
桃和商周青铜器常用的变形龙纹， 其安
详飘逸的神态让人联想到老子在 《道德
经 》 中写下的 “夫唯无知 ， 是以不我
知。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
褐怀玉。” 其坚持的无为之道， 在当时
虽知者甚少 ， 作为圣人还是要被褐怀
玉， 坚守正道， 坚守行道。 而今， 圣人
怀中揣着的 “美玉” 已被世人熟知并沿
用， 身披粗布的老子那内心曲高和寡的
郁闷情绪也应一扫而光了吧。

身为人， 老子行走于阡陌， 勤学深
思， 品行高洁， 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神游于天地万物间 ， 穿行于时光交织
中， 仿佛每日每时都与人们在一起说古
论今， 体道悟德； 作为神， 他敛容于庙
堂， 或先天一■， 或人间三清， 与日月
同在， 与大化一体。 时至今日， 亦人亦
神的老子形象仍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

心中。

蓬累而行 聚徒讲学

经过古时向老子行祭拜礼的 “享
殿”， 便见到了明道宫建筑群中唯一现
存的古建筑———老君台， 又名升仙台。
据有关专家考证， 按中国秦汉时期建台
的旧制， 它最初应是同陕西黄陵的武仙
台、 河北临漳曹操修的铜雀台是一个时

期， 也就是说应是建于两汉时期。 此台
高有 8.84 米 ， 台底面积 765 平方米 ，
整个台体呈二十五边形， 以古式青砖堆
砌， 周围立垛口女儿墙， 是河南省保存
较为完整的高台建筑之一， 居高临下，
雄伟壮观。

老君台大殿正殿三间， 东西偏殿各
一间， 正殿面阔三间， 进深三间， 有檐
柱、 斗拱， 内部梁柱为砌上明造。 清风
徐来， 白云轻飘， 在青翠茂盛的百年松
柏树下， 善男信女在台上大殿上香、 跪
拜、 祈福。 传说老子就是在此台上羽化
升仙的， 实际上， 因古人有筑坛讲学的
传统， 因此， 此台是为纪念老子晚年在
这里聚徒讲学而修筑的。 据相关资料记
载， 因周室 “宫廷” 动乱， 老子受王子
朝 （即姬朝） “谋位未成、 携书赴楚”
（楚国的都城为郢， 位于今湖北省江陵
县附近） 的牵连， 被周悼王 （姬猛） 罢
官 。 为了生计 ， 老子回乡后便重操旧
业 ， 开办学馆 。 几年后 ， 老子官复原
职。 后来， 老子见周室衰微， 自己年事
已高， 便蓬累而行， 辞官归里， 在县城
东关 （即今鹿邑明道宫中老君台） 开馆
讲学， 传道授业。 老子晚年在这里传播
天下大道， 宣讲其 “道法自然” “无为
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尊道贵德”
“以百姓心为心” 的深邃思想。

据 《史记 》 《孔子家语 》 等史料
记载， 孔子一生中曾数次问礼于老子。
其中， 第一次 “问礼” 是在周都洛邑。
在与老子彻夜长谈后， 孔子获益不浅，
感叹不已 。 对弟子曰 ： “鸟 ， 吾知它
能飞 ； 鱼 ， 吾知它能游 ； 兽 ， 吾知它
能走 。 走者可用网缚之 ， 游者可用钩
钓之 ， 飞者可用箭取之 ， 至于龙 ， 吾
不知其何以 ？ 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 ！
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 ？ ” 这便是
“老子犹龙” 的由来。 老子的学生来自
天南海北 ， 诸如杨朱 、 列御寇 、 庚桑
子 、 文子等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 都
是老子的弟子 。 在老君台大殿前 ， 就
站立了四位老子的得意门生 ， 他们分
别是庄子 、 列子 、 文子 、 庚桑子等不
同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 此外 ， 相传
老君台上的 13 株桧柏， 是老子 13 位弟
子转化而成 ， 栖息在此陪伴老子 。 桧
柏青翠葱郁 ， 常年凉风习习 ， 百鸟飞
鸣， 恰似人间仙境。

绕台一周， 一个圆柱形的铁柱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 它静静地站在进台处，
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 据了解，
这根矗立在升仙台上的铁柱， 是 “柱下
史之柱”， 为纪念老子之物。 据清 《光
绪鹿邑县志》 记载： 这根铁柱， “高八
尺， 围尺有八寸， 旧志谓为唐时旧物”。
相传， 周天子上朝议事时， 曾特旨恩准

在朝堂内为老子立柱， 好让老子倚柱记
录。 这样既减轻了老子记述的劳累， 又
表示了对史官的尊重。 所以后人就称守
藏室史官的老子为 “柱下史”。 这其中，
大约也含有 “苍天厚土， 定于一柱” 之
意吧。

关于老君台， 还有一事———台墙上

的弹痕至今仍是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1938 年农历五月初四 ， 一队日军从鹿
邑城东营子寨向西开进， 因为当时县城
内并无高大建筑， 加上老君台上古柏森
森， 非常引人注目。 日军以为是国民政
府的抗战工事， 就在县城东城墙上架上
迫击炮， 对老君台集中炮击， 老君台大
殿东墙、 东偏殿后墙和附近的柏树上共
中炮弹 13 发， 机枪弹无数。 炮弹穿过
大殿山墙， 有卡在梁架上， 有落在了老
君像的神龛上， 有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
杈上， 最后一发在修复老君台西南角地
基时才被专家发现。 神奇的是 ， 13 发
炮弹一发未响。 此事并非神话传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年向老君台发射迫
击炮弹的日本炮手带着一块 “和平碑”
来到了明道宫， 向世人证实了此事。

挥笔五千 传世千年

相传， 老子在担任守藏室史期间，
他看到周朝日益衰微和不断内乱， 日益
厌恶， 终弃官不做一走了之。 他坐在青
牛拉起的板车上 ， 红颜大耳 ， 双眉垂
鬓， 胡须拂膝， 身着素袍， 道骨仙貌，
非同凡人。 当老子行至函谷关时， 守关
尹喜见紫气东来， 自觉有贵人莅临， 便
热情接待老子， 殷殷祈盼老子能留下满
腹笔墨供世人研读。 老子便挥笔写下五
千余言， 世称 “五千精妙”。 字里行间
实为老子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之收获，
冷眼旁观周王室与诸侯国、 诸侯国间博
弈及勾心斗角之感悟 ， 更重要的是对
夏 、 商 、 周三代文明积累的提炼与升
华。 《道德经》 一书写成之后， 老子语
重心长地对尹喜道： “老夫授汝 《道德
经》，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道经》， 言
宇宙运行之根本， 含天地变化之机， 蕴
神鬼应验之秘； 下篇为 《德经》， 言处
世之方， 含人事进退之术， 蕴长生久视
之道 。 研习不止 ， 苦修不懈 ， 终有所
成！” 言罢， 老子告辞而去。 后来， 尹
喜果然悟出真谛， 并学有所成， 修成大
道， 成为道教中的 “文始先生” “无上
真人”。

《道德经》 全文仅有五千多字， 言
简而意味深长， 质朴而充满哲理， 玄妙
而顺理成章。 文句整齐， 错落有致， 自
然成句， 气势磅礴， 且善用比喻， 文气
贯通。 以极少之语， 蕴极深之义， 巧妙

表意的逆说法， 让每个汉字重似千钧，
不容外借。 老子认为， 道被尊崇， 德被
珍惜； 道的运行， 德的施行， 是历来如
此、 自然而然的。 “道” 是天地之始、
众妙之门、 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所赖
以存在的根据 、 本性 。 “道 ” 产生万
物， “德” 蓄养万物， 万物尊崇 “道”
而珍贵 “德”。

此经一出 ， 传颂千年 。 以 《道德
经》 为代表的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极大发展了中
国人的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 对中国道
家、 法家、 儒家、 兵家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哲学、 政治、 古代科学、 古代医
学、 养生学、 文学艺术、 文化精神等方
面， 也为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思辨智慧提
供了指南。

老子是中国的， 其思想更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 从普遍性上考察， 早在七
世纪时， 《道德经》 就已有外文译本。
到十七世纪 ，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有了
《道德经》 的多种文字译本。 直至如今，
西方政治家在大型国际活动中援引老子

名言 ， 诠释 《道德经 》 语意 。 不可否
认， 《道德经》 中所表达的对全人类乃
大化流行、 茫茫苍穹的终极关怀， 会随
着时光飞逝越发珍贵， 其蕴藏的无穷无
尽的智慧， 犹如一汪活泉， 将为世人提
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冽。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在老君台前方， 是唐高宗李治祭祀
老子的皇祭殿。 殿外柱子上悬挂的对联
为 “执大象以还淳 ， 涤玄览而遣累 ”。
此句源自唐高宗李治的 《追尊玄元皇帝
制》 之诏书， 言简意赅是： 掌握大道，
还朴归真 ； 去除杂念 ， 排遣苦累 。 其
实， 这也是唐高宗李治在此次鹿邑之行
后 ， 悟出的治国理念———“返朴还淳 ”
“无为而治”。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
进 ， 历朝历代 ， 多人在 《道德经 》 的
文化长河中得到滋养。 在 《庄子·养生
主 》 中 ， 庄子在讲述老子升仙后 ， 写
下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 ： “指穷于
为薪 ， 火传也 ， 不知其尽也 。” 意为 ：
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 ， 火却
传承下去 ， 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 。 老
子逝世已两千余年 ， 他的学说却经过
关尹、 庄子、 文子、 列子、 黄老道家、
淮南子 ， 以及历史上众多道家学者传
承下来 ， 对哲学 、 政治学 、 军事 、 文
学艺术 、 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深深印在后人的心理深层，
并以新的形态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 绵
延不绝， 无穷无尽。

老子倡言的 “道” “德” 观和 “尊
道贵德” 的思想，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
精神谱系中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 五千
精妙 《道德经》 所阐释的盖天覆地、 博
大精深的系列理念， 也已然成为 “百姓
日用而不知” 的精神营养。 作为老子的
出生地及传道地， 鹿邑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在老子文化的滋养中浸润千年， 老
子文化也反哺鹿邑人民千年。 从民间层
面来看， 在鹿邑方言中， “道德” 二字
不仅指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 更是判断
一个人是否按照道理办事的标准。 老子
的乳名为狸儿， 即小老虎的意思， 狸儿
声转为李耳， 因此在民间， 当孩童出生
后， 仍有为其备上虎头鞋、 虎头帽、 布
老虎的习惯， 既为纪念老子， 又祈盼孩
童能受到 “老君爷” 保佑， 取辟邪、 吉
祥之意。 老人去世时， 周围人会以逝者
是否有 “德行” 来评价一生功过……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议， 在周口全面建设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 不断汲取着老子文化
的精神力量 。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这一城市名片的提出， 旨在引导周口人
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 进一步将老子文
化融入周口人民的血脉。

老子思想看似高悬太空， 实则立足
人世 ； 貌似虚静 ， 却满溢关爱 ； 倡导
“无为”， 结果是 “无不为”， 无为清净
其外， 有为积极其内。 今天， 当代文人
骚客对中国精神之源的追索， 不仅是对
文化知识的热忱 ， 还有出于中国文化
“寻根” 的需求， 以及对人类文明和中
国向何处去的深情关怀。 诚然， 在中国
历史的原野上， 曾矗立着许多文化的高
峰， 《道德经》 可抵最高峰， 其中的深
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
格底色， 也为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打开
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 追寻幸福生活的
大门。 ②8

明道宫鸟瞰图

老君台

鹿邑明道宫：道始于此 浸润寰宇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侯国防 文/图

世间万物的根源是什么？ 天下万物
共存共荣的依据是什么？ 古往今来， 东
西方出现多位灿若星辰的思想巨匠， 他
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万物之始。 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苦县 （今周口市鹿邑县），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诞生于此 、 传教于
此、 升仙于此， 行至函谷关时将自己关
于宇宙、 阴阳、 制度、 人生的思考浓缩
进五千余言， 提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贯穿天地的大
法则 ， 将 “道 ” 这一概念贯穿 《道德
经》 始终， 为后人开启 “众妙之门” 锻
造文字密匙。

老子文化， 根在鹿邑。 在鹿邑这片
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探寻老子文化， 自然
少不了拜谒明道宫。 位于老子故里鹿邑
县城内的明道宫， 坐落在升仙台前， 原
名紫极宫， 唐天宝二年 （公元 743 年）
为太清坛。 到唐时， 以升仙台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宋元明清各代
均有增建。 虽后多毁于战火， 但对明道
宫的城湖秋月 ， 自古以来就有诗句记
载， 前有 “一片绿波飞白鹭， 半空紫气
下青牛” 的质朴赞叹， 后有 “搔首白云
连紫气 ， 溶溶宛在水中央 ” 的赤诚歌
咏。 如今明道宫景区以鹿邑县城紫气大
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紫气大道南为弘道
苑 ， 北为明道宫 ， 占地 10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景区内主要有
弘道苑、 众妙之门牌坊、 迎禧殿、 玄元
殿、 文昌阁、 藏经阁、 享殿、 升仙台等
建筑构成。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 作为海内外
最大的弘扬老子思想的宣传基地 ， 如
今 ， 人们追老子足迹行至鹿邑明道宫
时， 踏青色方砖， 听风铃阵阵， 可领仙
人神韵。 捧一本 《道德经》， 细细品读，
感悟着中国乃至世界大化流行之大成，
体会着老子思想至今在中华沃土上升起

的炊烟袅袅……

亦人亦神 被褐怀玉

正值晌午， 记者一行漫步至明道宫
门的甬道两侧， 在甬道后方的拱桥上，
一位男子正虔诚地对着四方行跪拜之

礼。 据了解， 在明道宫， 当地人对于跪
拜老子这一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在
当地人心目中， 老子既是一位圣人， 又
是一尊神。 “或许在政治家眼中， 老子
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但在我们老百姓
的心目中， 他就是保佑我们的老君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 该男子说。

关于老子亦人亦神， 历史也有迹可
循。 东汉晚期， 曾任陈国宰相的边韶作
《老子铭》， 文中称： “老子离合于混沌
之气， 与三光为始终。 观天作谶， 降升
斗星 ， 随日九变 ， 与时消息 。 规矩三
光， 四灵在旁， 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
道成身化 ， 蝉蜕渡世 ， 自羲农以来 ，
（世 ） 为圣者作师 。” 这里把 “道 ” 与
“老子” 合而为一， 将老子神化为最高
天神。 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 道教崇奉
老子为教主， 尊为 “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绵延流长， 流传至今， 明
道宫的一砖一瓦、 一处一角， 都涵盖着
老子 “道” 学思想的传奇故事。

行至明道宫历史上一座古老的宫

殿———迎禧殿。 史书记载， 宋真宗到太
清宫朝拜老子后驻跸明道宫， 就在此殿
内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朝政， 决策大事。
因为有皇帝曾在此居住过， 鹿邑的老百
姓直到今天仍把明道宫称为 “东皇城”。

明道宫原为紫极宫， 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 宋真宗皇帝亲自来鹿邑祭拜老子，
就住在紫极宫中的迎禧殿里。 一次夜游
时， 宋真宗思绪万千， 当即提笔挥毫写
下了 “明道宫 ” 三个字 ， 意为彰显道
德、 真理的地方。 宋真宗为这座宫殿取
明道宫之名， 表明了其对老子思想真谛
的贯彻。

越过以 《道德经》 语意而取的崇道
亭、 尚德亭、 抱朴亭、 守素亭， 便来到
了以青石为基、 汉白玉为栏的八卦台。
据当地人介绍， 八卦台围栏上的图案，
是传说中的 “八仙过海 ” 时使用的法
器 。 栏杆的三层设计 ， 代表着 “道生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宫
内的两颗皂角树也常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 人们认为， 老子讲求阴阳和谐与统
一， 宫内这两株皂角树一株为阴， 一株
为阳。 一个挺拔向上， 一个悠悠下垂；
一个跃跃欲试， 一个含情脉脉； 一个犹
赳赳武夫， 一个如窈窕淑女， 俨然一对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恩爱夫妻。 西边
的一株 “女树” 每逢春天便繁花似锦，
到了秋天却无果实可采 ； 东边的一株
“男树” 则春天无花无卉， 到了秋天却
果实累累， 真切地印证了老子 “万物负
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思想。

“穿过八卦台， 眼前这座恢宏的大
殿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复

建的玄元殿。 玄远殿是明道宫建筑群中
最大的宫殿。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拜老子
为始祖， 尊老子生地鹿邑为其祖庭， 并
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后人就

建玄元殿予以纪念。 老子博大精深的思
想是从这里孕育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
听闻明道宫导游的讲解后， 玄元殿内的
一座老子青铜坐像引人侧目。 只见老子
手拿如意钩， 衣带飘逸， 上饰有仙鹤寿
桃和商周青铜器常用的变形龙纹， 其安
详飘逸的神态让人联想到老子在 《道德
经 》 中写下的 “夫唯无知 ， 是以不我
知。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
褐怀玉。” 其坚持的无为之道， 在当时
虽知者甚少 ， 作为圣人还是要被褐怀
玉， 坚守正道， 坚守行道。 而今， 圣人
怀中揣着的 “美玉” 已被世人熟知并沿
用， 身披粗布的老子那内心曲高和寡的
郁闷情绪也应一扫而光了吧。

身为人， 老子行走于阡陌， 勤学深
思， 品行高洁， 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神游于天地万物间 ， 穿行于时光交织
中， 仿佛每日每时都与人们在一起说古
论今， 体道悟德； 作为神， 他敛容于庙
堂， 或先天一■， 或人间三清， 与日月
同在， 与大化一体。 时至今日， 亦人亦
神的老子形象仍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

心中。

蓬累而行 聚徒讲学

经过古时向老子行祭拜礼的 “享
殿”， 便见到了明道宫建筑群中唯一现
存的古建筑———老君台， 又名升仙台。
据有关专家考证， 按中国秦汉时期建台
的旧制， 它最初应是同陕西黄陵的武仙
台、 河北临漳曹操修的铜雀台是一个时

期， 也就是说应是建于两汉时期。 此台
高有 8.84 米 ， 台底面积 765 平方米 ，
整个台体呈二十五边形， 以古式青砖堆
砌， 周围立垛口女儿墙， 是河南省保存
较为完整的高台建筑之一， 居高临下，
雄伟壮观。

老君台大殿正殿三间， 东西偏殿各
一间， 正殿面阔三间， 进深三间， 有檐
柱、 斗拱， 内部梁柱为砌上明造。 清风
徐来， 白云轻飘， 在青翠茂盛的百年松
柏树下， 善男信女在台上大殿上香、 跪
拜、 祈福。 传说老子就是在此台上羽化
升仙的， 实际上， 因古人有筑坛讲学的
传统， 因此， 此台是为纪念老子晚年在
这里聚徒讲学而修筑的。 据相关资料记
载， 因周室 “宫廷” 动乱， 老子受王子
朝 （即姬朝） “谋位未成、 携书赴楚”
（楚国的都城为郢， 位于今湖北省江陵
县附近） 的牵连， 被周悼王 （姬猛） 罢
官 。 为了生计 ， 老子回乡后便重操旧
业 ， 开办学馆 。 几年后 ， 老子官复原
职。 后来， 老子见周室衰微， 自己年事
已高， 便蓬累而行， 辞官归里， 在县城
东关 （即今鹿邑明道宫中老君台） 开馆
讲学， 传道授业。 老子晚年在这里传播
天下大道， 宣讲其 “道法自然” “无为
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尊道贵德”
“以百姓心为心” 的深邃思想。

据 《史记 》 《孔子家语 》 等史料
记载， 孔子一生中曾数次问礼于老子。
其中， 第一次 “问礼” 是在周都洛邑。
在与老子彻夜长谈后， 孔子获益不浅，
感叹不已 。 对弟子曰 ： “鸟 ， 吾知它
能飞 ； 鱼 ， 吾知它能游 ； 兽 ， 吾知它
能走 。 走者可用网缚之 ， 游者可用钩
钓之 ， 飞者可用箭取之 ， 至于龙 ， 吾
不知其何以 ？ 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 ！
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 ？ ” 这便是
“老子犹龙” 的由来。 老子的学生来自
天南海北 ， 诸如杨朱 、 列御寇 、 庚桑
子 、 文子等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 都
是老子的弟子 。 在老君台大殿前 ， 就
站立了四位老子的得意门生 ， 他们分
别是庄子 、 列子 、 文子 、 庚桑子等不
同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 此外 ， 相传
老君台上的 13 株桧柏， 是老子 13 位弟
子转化而成 ， 栖息在此陪伴老子 。 桧
柏青翠葱郁 ， 常年凉风习习 ， 百鸟飞
鸣， 恰似人间仙境。

绕台一周， 一个圆柱形的铁柱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 它静静地站在进台处，
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 据了解，
这根矗立在升仙台上的铁柱， 是 “柱下
史之柱”， 为纪念老子之物。 据清 《光
绪鹿邑县志》 记载： 这根铁柱， “高八
尺， 围尺有八寸， 旧志谓为唐时旧物”。
相传， 周天子上朝议事时， 曾特旨恩准

在朝堂内为老子立柱， 好让老子倚柱记
录。 这样既减轻了老子记述的劳累， 又
表示了对史官的尊重。 所以后人就称守
藏室史官的老子为 “柱下史”。 这其中，
大约也含有 “苍天厚土， 定于一柱” 之
意吧。

关于老君台， 还有一事———台墙上

的弹痕至今仍是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1938 年农历五月初四 ， 一队日军从鹿
邑城东营子寨向西开进， 因为当时县城
内并无高大建筑， 加上老君台上古柏森
森， 非常引人注目。 日军以为是国民政
府的抗战工事， 就在县城东城墙上架上
迫击炮， 对老君台集中炮击， 老君台大
殿东墙、 东偏殿后墙和附近的柏树上共
中炮弹 13 发， 机枪弹无数。 炮弹穿过
大殿山墙， 有卡在梁架上， 有落在了老
君像的神龛上， 有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
杈上， 最后一发在修复老君台西南角地
基时才被专家发现。 神奇的是 ， 13 发
炮弹一发未响。 此事并非神话传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年向老君台发射迫
击炮弹的日本炮手带着一块 “和平碑”
来到了明道宫， 向世人证实了此事。

挥笔五千 传世千年

相传， 老子在担任守藏室史期间，
他看到周朝日益衰微和不断内乱， 日益
厌恶， 终弃官不做一走了之。 他坐在青
牛拉起的板车上 ， 红颜大耳 ， 双眉垂
鬓， 胡须拂膝， 身着素袍， 道骨仙貌，
非同凡人。 当老子行至函谷关时， 守关
尹喜见紫气东来， 自觉有贵人莅临， 便
热情接待老子， 殷殷祈盼老子能留下满
腹笔墨供世人研读。 老子便挥笔写下五
千余言， 世称 “五千精妙”。 字里行间
实为老子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之收获，
冷眼旁观周王室与诸侯国、 诸侯国间博
弈及勾心斗角之感悟 ， 更重要的是对
夏 、 商 、 周三代文明积累的提炼与升
华。 《道德经》 一书写成之后， 老子语
重心长地对尹喜道： “老夫授汝 《道德
经》，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道经》， 言
宇宙运行之根本， 含天地变化之机， 蕴
神鬼应验之秘； 下篇为 《德经》， 言处
世之方， 含人事进退之术， 蕴长生久视
之道 。 研习不止 ， 苦修不懈 ， 终有所
成！” 言罢， 老子告辞而去。 后来， 尹
喜果然悟出真谛， 并学有所成， 修成大
道， 成为道教中的 “文始先生” “无上
真人”。

《道德经》 全文仅有五千多字， 言
简而意味深长， 质朴而充满哲理， 玄妙
而顺理成章。 文句整齐， 错落有致， 自
然成句， 气势磅礴， 且善用比喻， 文气
贯通。 以极少之语， 蕴极深之义， 巧妙

表意的逆说法， 让每个汉字重似千钧，
不容外借。 老子认为， 道被尊崇， 德被
珍惜； 道的运行， 德的施行， 是历来如
此、 自然而然的。 “道” 是天地之始、
众妙之门、 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所赖
以存在的根据 、 本性 。 “道 ” 产生万
物， “德” 蓄养万物， 万物尊崇 “道”
而珍贵 “德”。

此经一出 ， 传颂千年 。 以 《道德
经》 为代表的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极大发展了中
国人的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 对中国道
家、 法家、 儒家、 兵家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哲学、 政治、 古代科学、 古代医
学、 养生学、 文学艺术、 文化精神等方
面， 也为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思辨智慧提
供了指南。

老子是中国的， 其思想更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 从普遍性上考察， 早在七
世纪时， 《道德经》 就已有外文译本。
到十七世纪 ，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有了
《道德经》 的多种文字译本。 直至如今，
西方政治家在大型国际活动中援引老子

名言 ， 诠释 《道德经 》 语意 。 不可否
认， 《道德经》 中所表达的对全人类乃
大化流行、 茫茫苍穹的终极关怀， 会随
着时光飞逝越发珍贵， 其蕴藏的无穷无
尽的智慧， 犹如一汪活泉， 将为世人提
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冽。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在老君台前方， 是唐高宗李治祭祀
老子的皇祭殿。 殿外柱子上悬挂的对联
为 “执大象以还淳 ， 涤玄览而遣累 ”。
此句源自唐高宗李治的 《追尊玄元皇帝
制》 之诏书， 言简意赅是： 掌握大道，
还朴归真 ； 去除杂念 ， 排遣苦累 。 其
实， 这也是唐高宗李治在此次鹿邑之行
后 ， 悟出的治国理念———“返朴还淳 ”
“无为而治”。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
进 ， 历朝历代 ， 多人在 《道德经 》 的
文化长河中得到滋养。 在 《庄子·养生
主 》 中 ， 庄子在讲述老子升仙后 ， 写
下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 ： “指穷于
为薪 ， 火传也 ， 不知其尽也 。” 意为 ：
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 ， 火却
传承下去 ， 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 。 老
子逝世已两千余年 ， 他的学说却经过
关尹、 庄子、 文子、 列子、 黄老道家、
淮南子 ， 以及历史上众多道家学者传
承下来 ， 对哲学 、 政治学 、 军事 、 文
学艺术 、 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深深印在后人的心理深层，
并以新的形态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 绵
延不绝， 无穷无尽。

老子倡言的 “道” “德” 观和 “尊
道贵德” 的思想，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
精神谱系中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 五千
精妙 《道德经》 所阐释的盖天覆地、 博
大精深的系列理念， 也已然成为 “百姓
日用而不知” 的精神营养。 作为老子的
出生地及传道地， 鹿邑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在老子文化的滋养中浸润千年， 老
子文化也反哺鹿邑人民千年。 从民间层
面来看， 在鹿邑方言中， “道德” 二字
不仅指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 更是判断
一个人是否按照道理办事的标准。 老子
的乳名为狸儿， 即小老虎的意思， 狸儿
声转为李耳， 因此在民间， 当孩童出生
后， 仍有为其备上虎头鞋、 虎头帽、 布
老虎的习惯， 既为纪念老子， 又祈盼孩
童能受到 “老君爷” 保佑， 取辟邪、 吉
祥之意。 老人去世时， 周围人会以逝者
是否有 “德行” 来评价一生功过……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议， 在周口全面建设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 不断汲取着老子文化
的精神力量 。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这一城市名片的提出， 旨在引导周口人
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 进一步将老子文
化融入周口人民的血脉。

老子思想看似高悬太空， 实则立足
人世 ； 貌似虚静 ， 却满溢关爱 ； 倡导
“无为”， 结果是 “无不为”， 无为清净
其外， 有为积极其内。 今天， 当代文人
骚客对中国精神之源的追索， 不仅是对
文化知识的热忱 ， 还有出于中国文化
“寻根” 的需求， 以及对人类文明和中
国向何处去的深情关怀。 诚然， 在中国
历史的原野上， 曾矗立着许多文化的高
峰， 《道德经》 可抵最高峰， 其中的深
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
格底色， 也为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打开
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 追寻幸福生活的
大门。 ②8

鹿邑明道宫：道始于此 浸润寰宇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侯国防 文/图

世间万物的根源是什么？ 天下万物
共存共荣的依据是什么？ 古往今来， 东
西方出现多位灿若星辰的思想巨匠， 他
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万物之始。 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苦县 （今周口市鹿邑县），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诞生于此 、 传教于
此、 升仙于此， 行至函谷关时将自己关
于宇宙、 阴阳、 制度、 人生的思考浓缩
进五千余言， 提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贯穿天地的大
法则 ， 将 “道 ” 这一概念贯穿 《道德
经》 始终， 为后人开启 “众妙之门” 锻
造文字密匙。

老子文化， 根在鹿邑。 在鹿邑这片
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探寻老子文化， 自然
少不了拜谒明道宫。 位于老子故里鹿邑
县城内的明道宫， 坐落在升仙台前， 原
名紫极宫， 唐天宝二年 （公元 743 年）
为太清坛。 到唐时， 以升仙台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宋元明清各代
均有增建。 虽后多毁于战火， 但对明道
宫的城湖秋月 ， 自古以来就有诗句记
载， 前有 “一片绿波飞白鹭， 半空紫气
下青牛” 的质朴赞叹， 后有 “搔首白云
连紫气 ， 溶溶宛在水中央 ” 的赤诚歌
咏。 如今明道宫景区以鹿邑县城紫气大
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紫气大道南为弘道
苑 ， 北为明道宫 ， 占地 10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景区内主要有
弘道苑、 众妙之门牌坊、 迎禧殿、 玄元
殿、 文昌阁、 藏经阁、 享殿、 升仙台等
建筑构成。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 作为海内外
最大的弘扬老子思想的宣传基地 ， 如
今 ， 人们追老子足迹行至鹿邑明道宫
时， 踏青色方砖， 听风铃阵阵， 可领仙
人神韵。 捧一本 《道德经》， 细细品读，
感悟着中国乃至世界大化流行之大成，
体会着老子思想至今在中华沃土上升起

的炊烟袅袅……

亦人亦神 被褐怀玉

正值晌午， 记者一行漫步至明道宫
门的甬道两侧， 在甬道后方的拱桥上，
一位男子正虔诚地对着四方行跪拜之

礼。 据了解， 在明道宫， 当地人对于跪
拜老子这一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在
当地人心目中， 老子既是一位圣人， 又
是一尊神。 “或许在政治家眼中， 老子
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但在我们老百姓
的心目中， 他就是保佑我们的老君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 该男子说。

关于老子亦人亦神， 历史也有迹可
循。 东汉晚期， 曾任陈国宰相的边韶作
《老子铭》， 文中称： “老子离合于混沌
之气， 与三光为始终。 观天作谶， 降升
斗星 ， 随日九变 ， 与时消息 。 规矩三
光， 四灵在旁， 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
道成身化 ， 蝉蜕渡世 ， 自羲农以来 ，
（世 ） 为圣者作师 。” 这里把 “道 ” 与
“老子” 合而为一， 将老子神化为最高
天神。 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 道教崇奉
老子为教主， 尊为 “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绵延流长， 流传至今， 明
道宫的一砖一瓦、 一处一角， 都涵盖着
老子 “道” 学思想的传奇故事。

行至明道宫历史上一座古老的宫

殿———迎禧殿。 史书记载， 宋真宗到太
清宫朝拜老子后驻跸明道宫， 就在此殿
内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朝政， 决策大事。
因为有皇帝曾在此居住过， 鹿邑的老百
姓直到今天仍把明道宫称为 “东皇城”。

明道宫原为紫极宫， 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 宋真宗皇帝亲自来鹿邑祭拜老子，
就住在紫极宫中的迎禧殿里。 一次夜游
时， 宋真宗思绪万千， 当即提笔挥毫写
下了 “明道宫 ” 三个字 ， 意为彰显道
德、 真理的地方。 宋真宗为这座宫殿取
明道宫之名， 表明了其对老子思想真谛
的贯彻。

越过以 《道德经》 语意而取的崇道
亭、 尚德亭、 抱朴亭、 守素亭， 便来到
了以青石为基、 汉白玉为栏的八卦台。
据当地人介绍， 八卦台围栏上的图案，
是传说中的 “八仙过海 ” 时使用的法
器 。 栏杆的三层设计 ， 代表着 “道生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宫
内的两颗皂角树也常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 人们认为， 老子讲求阴阳和谐与统
一， 宫内这两株皂角树一株为阴， 一株
为阳。 一个挺拔向上， 一个悠悠下垂；
一个跃跃欲试， 一个含情脉脉； 一个犹
赳赳武夫， 一个如窈窕淑女， 俨然一对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恩爱夫妻。 西边
的一株 “女树” 每逢春天便繁花似锦，
到了秋天却无果实可采 ； 东边的一株
“男树” 则春天无花无卉， 到了秋天却
果实累累， 真切地印证了老子 “万物负
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思想。

“穿过八卦台， 眼前这座恢宏的大
殿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复

建的玄元殿。 玄远殿是明道宫建筑群中
最大的宫殿。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拜老子
为始祖， 尊老子生地鹿邑为其祖庭， 并
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后人就

建玄元殿予以纪念。 老子博大精深的思
想是从这里孕育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
听闻明道宫导游的讲解后， 玄元殿内的
一座老子青铜坐像引人侧目。 只见老子
手拿如意钩， 衣带飘逸， 上饰有仙鹤寿
桃和商周青铜器常用的变形龙纹， 其安
详飘逸的神态让人联想到老子在 《道德
经 》 中写下的 “夫唯无知 ， 是以不我
知。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
褐怀玉。” 其坚持的无为之道， 在当时
虽知者甚少 ， 作为圣人还是要被褐怀
玉， 坚守正道， 坚守行道。 而今， 圣人
怀中揣着的 “美玉” 已被世人熟知并沿
用， 身披粗布的老子那内心曲高和寡的
郁闷情绪也应一扫而光了吧。

身为人， 老子行走于阡陌， 勤学深
思， 品行高洁， 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神游于天地万物间 ， 穿行于时光交织
中， 仿佛每日每时都与人们在一起说古
论今， 体道悟德； 作为神， 他敛容于庙
堂， 或先天一■， 或人间三清， 与日月
同在， 与大化一体。 时至今日， 亦人亦
神的老子形象仍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

心中。

蓬累而行 聚徒讲学

经过古时向老子行祭拜礼的 “享
殿”， 便见到了明道宫建筑群中唯一现
存的古建筑———老君台， 又名升仙台。
据有关专家考证， 按中国秦汉时期建台
的旧制， 它最初应是同陕西黄陵的武仙
台、 河北临漳曹操修的铜雀台是一个时

期， 也就是说应是建于两汉时期。 此台
高有 8.84 米 ， 台底面积 765 平方米 ，
整个台体呈二十五边形， 以古式青砖堆
砌， 周围立垛口女儿墙， 是河南省保存
较为完整的高台建筑之一， 居高临下，
雄伟壮观。

老君台大殿正殿三间， 东西偏殿各
一间， 正殿面阔三间， 进深三间， 有檐
柱、 斗拱， 内部梁柱为砌上明造。 清风
徐来， 白云轻飘， 在青翠茂盛的百年松
柏树下， 善男信女在台上大殿上香、 跪
拜、 祈福。 传说老子就是在此台上羽化
升仙的， 实际上， 因古人有筑坛讲学的
传统， 因此， 此台是为纪念老子晚年在
这里聚徒讲学而修筑的。 据相关资料记
载， 因周室 “宫廷” 动乱， 老子受王子
朝 （即姬朝） “谋位未成、 携书赴楚”
（楚国的都城为郢， 位于今湖北省江陵
县附近） 的牵连， 被周悼王 （姬猛） 罢
官 。 为了生计 ， 老子回乡后便重操旧
业 ， 开办学馆 。 几年后 ， 老子官复原
职。 后来， 老子见周室衰微， 自己年事
已高， 便蓬累而行， 辞官归里， 在县城
东关 （即今鹿邑明道宫中老君台） 开馆
讲学， 传道授业。 老子晚年在这里传播
天下大道， 宣讲其 “道法自然” “无为
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尊道贵德”
“以百姓心为心” 的深邃思想。

据 《史记 》 《孔子家语 》 等史料
记载， 孔子一生中曾数次问礼于老子。
其中， 第一次 “问礼” 是在周都洛邑。
在与老子彻夜长谈后， 孔子获益不浅，
感叹不已 。 对弟子曰 ： “鸟 ， 吾知它
能飞 ； 鱼 ， 吾知它能游 ； 兽 ， 吾知它
能走 。 走者可用网缚之 ， 游者可用钩
钓之 ， 飞者可用箭取之 ， 至于龙 ， 吾
不知其何以 ？ 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 ！
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 ？ ” 这便是
“老子犹龙” 的由来。 老子的学生来自
天南海北 ， 诸如杨朱 、 列御寇 、 庚桑
子 、 文子等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 都
是老子的弟子 。 在老君台大殿前 ， 就
站立了四位老子的得意门生 ， 他们分
别是庄子 、 列子 、 文子 、 庚桑子等不
同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 此外 ， 相传
老君台上的 13 株桧柏， 是老子 13 位弟
子转化而成 ， 栖息在此陪伴老子 。 桧
柏青翠葱郁 ， 常年凉风习习 ， 百鸟飞
鸣， 恰似人间仙境。

绕台一周， 一个圆柱形的铁柱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 它静静地站在进台处，
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 据了解，
这根矗立在升仙台上的铁柱， 是 “柱下
史之柱”， 为纪念老子之物。 据清 《光
绪鹿邑县志》 记载： 这根铁柱， “高八
尺， 围尺有八寸， 旧志谓为唐时旧物”。
相传， 周天子上朝议事时， 曾特旨恩准

在朝堂内为老子立柱， 好让老子倚柱记
录。 这样既减轻了老子记述的劳累， 又
表示了对史官的尊重。 所以后人就称守
藏室史官的老子为 “柱下史”。 这其中，
大约也含有 “苍天厚土， 定于一柱” 之
意吧。

关于老君台， 还有一事———台墙上

的弹痕至今仍是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1938 年农历五月初四 ， 一队日军从鹿
邑城东营子寨向西开进， 因为当时县城
内并无高大建筑， 加上老君台上古柏森
森， 非常引人注目。 日军以为是国民政
府的抗战工事， 就在县城东城墙上架上
迫击炮， 对老君台集中炮击， 老君台大
殿东墙、 东偏殿后墙和附近的柏树上共
中炮弹 13 发， 机枪弹无数。 炮弹穿过
大殿山墙， 有卡在梁架上， 有落在了老
君像的神龛上， 有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
杈上， 最后一发在修复老君台西南角地
基时才被专家发现。 神奇的是 ， 13 发
炮弹一发未响。 此事并非神话传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年向老君台发射迫
击炮弹的日本炮手带着一块 “和平碑”
来到了明道宫， 向世人证实了此事。

挥笔五千 传世千年

相传， 老子在担任守藏室史期间，
他看到周朝日益衰微和不断内乱， 日益
厌恶， 终弃官不做一走了之。 他坐在青
牛拉起的板车上 ， 红颜大耳 ， 双眉垂
鬓， 胡须拂膝， 身着素袍， 道骨仙貌，
非同凡人。 当老子行至函谷关时， 守关
尹喜见紫气东来， 自觉有贵人莅临， 便
热情接待老子， 殷殷祈盼老子能留下满
腹笔墨供世人研读。 老子便挥笔写下五
千余言， 世称 “五千精妙”。 字里行间
实为老子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之收获，
冷眼旁观周王室与诸侯国、 诸侯国间博
弈及勾心斗角之感悟 ， 更重要的是对
夏 、 商 、 周三代文明积累的提炼与升
华。 《道德经》 一书写成之后， 老子语
重心长地对尹喜道： “老夫授汝 《道德
经》，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道经》， 言
宇宙运行之根本， 含天地变化之机， 蕴
神鬼应验之秘； 下篇为 《德经》， 言处
世之方， 含人事进退之术， 蕴长生久视
之道 。 研习不止 ， 苦修不懈 ， 终有所
成！” 言罢， 老子告辞而去。 后来， 尹
喜果然悟出真谛， 并学有所成， 修成大
道， 成为道教中的 “文始先生” “无上
真人”。

《道德经》 全文仅有五千多字， 言
简而意味深长， 质朴而充满哲理， 玄妙
而顺理成章。 文句整齐， 错落有致， 自
然成句， 气势磅礴， 且善用比喻， 文气
贯通。 以极少之语， 蕴极深之义， 巧妙

表意的逆说法， 让每个汉字重似千钧，
不容外借。 老子认为， 道被尊崇， 德被
珍惜； 道的运行， 德的施行， 是历来如
此、 自然而然的。 “道” 是天地之始、
众妙之门、 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所赖
以存在的根据 、 本性 。 “道 ” 产生万
物， “德” 蓄养万物， 万物尊崇 “道”
而珍贵 “德”。

此经一出 ， 传颂千年 。 以 《道德
经》 为代表的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极大发展了中
国人的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 对中国道
家、 法家、 儒家、 兵家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哲学、 政治、 古代科学、 古代医
学、 养生学、 文学艺术、 文化精神等方
面， 也为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思辨智慧提
供了指南。

老子是中国的， 其思想更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 从普遍性上考察， 早在七
世纪时， 《道德经》 就已有外文译本。
到十七世纪 ，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有了
《道德经》 的多种文字译本。 直至如今，
西方政治家在大型国际活动中援引老子

名言 ， 诠释 《道德经 》 语意 。 不可否
认， 《道德经》 中所表达的对全人类乃
大化流行、 茫茫苍穹的终极关怀， 会随
着时光飞逝越发珍贵， 其蕴藏的无穷无
尽的智慧， 犹如一汪活泉， 将为世人提
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冽。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在老君台前方， 是唐高宗李治祭祀
老子的皇祭殿。 殿外柱子上悬挂的对联
为 “执大象以还淳 ， 涤玄览而遣累 ”。
此句源自唐高宗李治的 《追尊玄元皇帝
制》 之诏书， 言简意赅是： 掌握大道，
还朴归真 ； 去除杂念 ， 排遣苦累 。 其
实， 这也是唐高宗李治在此次鹿邑之行
后 ， 悟出的治国理念———“返朴还淳 ”
“无为而治”。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
进 ， 历朝历代 ， 多人在 《道德经 》 的
文化长河中得到滋养。 在 《庄子·养生
主 》 中 ， 庄子在讲述老子升仙后 ， 写
下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 ： “指穷于
为薪 ， 火传也 ， 不知其尽也 。” 意为 ：
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 ， 火却
传承下去 ， 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 。 老
子逝世已两千余年 ， 他的学说却经过
关尹、 庄子、 文子、 列子、 黄老道家、
淮南子 ， 以及历史上众多道家学者传
承下来 ， 对哲学 、 政治学 、 军事 、 文
学艺术 、 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深深印在后人的心理深层，
并以新的形态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 绵
延不绝， 无穷无尽。

老子倡言的 “道” “德” 观和 “尊
道贵德” 的思想，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
精神谱系中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 五千
精妙 《道德经》 所阐释的盖天覆地、 博
大精深的系列理念， 也已然成为 “百姓
日用而不知” 的精神营养。 作为老子的
出生地及传道地， 鹿邑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在老子文化的滋养中浸润千年， 老
子文化也反哺鹿邑人民千年。 从民间层
面来看， 在鹿邑方言中， “道德” 二字
不仅指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 更是判断
一个人是否按照道理办事的标准。 老子
的乳名为狸儿， 即小老虎的意思， 狸儿
声转为李耳， 因此在民间， 当孩童出生
后， 仍有为其备上虎头鞋、 虎头帽、 布
老虎的习惯， 既为纪念老子， 又祈盼孩
童能受到 “老君爷” 保佑， 取辟邪、 吉
祥之意。 老人去世时， 周围人会以逝者
是否有 “德行” 来评价一生功过……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议， 在周口全面建设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 不断汲取着老子文化
的精神力量 。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这一城市名片的提出， 旨在引导周口人
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 进一步将老子文
化融入周口人民的血脉。

老子思想看似高悬太空， 实则立足
人世 ； 貌似虚静 ， 却满溢关爱 ； 倡导
“无为”， 结果是 “无不为”， 无为清净
其外， 有为积极其内。 今天， 当代文人
骚客对中国精神之源的追索， 不仅是对
文化知识的热忱 ， 还有出于中国文化
“寻根” 的需求， 以及对人类文明和中
国向何处去的深情关怀。 诚然， 在中国
历史的原野上， 曾矗立着许多文化的高
峰， 《道德经》 可抵最高峰， 其中的深
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
格底色， 也为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打开
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 追寻幸福生活的
大门。 ②8

鹿邑明道宫：道始于此 浸润寰宇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侯国防 文/图

世间万物的根源是什么？ 天下万物
共存共荣的依据是什么？ 古往今来， 东
西方出现多位灿若星辰的思想巨匠， 他
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万物之始。 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苦县 （今周口市鹿邑县），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诞生于此 、 传教于
此、 升仙于此， 行至函谷关时将自己关
于宇宙、 阴阳、 制度、 人生的思考浓缩
进五千余言， 提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贯穿天地的大
法则 ， 将 “道 ” 这一概念贯穿 《道德
经》 始终， 为后人开启 “众妙之门” 锻
造文字密匙。

老子文化， 根在鹿邑。 在鹿邑这片
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探寻老子文化， 自然
少不了拜谒明道宫。 位于老子故里鹿邑
县城内的明道宫， 坐落在升仙台前， 原
名紫极宫， 唐天宝二年 （公元 743 年）
为太清坛。 到唐时， 以升仙台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宋元明清各代
均有增建。 虽后多毁于战火， 但对明道
宫的城湖秋月 ， 自古以来就有诗句记
载， 前有 “一片绿波飞白鹭， 半空紫气
下青牛” 的质朴赞叹， 后有 “搔首白云
连紫气 ， 溶溶宛在水中央 ” 的赤诚歌
咏。 如今明道宫景区以鹿邑县城紫气大
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紫气大道南为弘道
苑 ， 北为明道宫 ， 占地 10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景区内主要有
弘道苑、 众妙之门牌坊、 迎禧殿、 玄元
殿、 文昌阁、 藏经阁、 享殿、 升仙台等
建筑构成。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 作为海内外
最大的弘扬老子思想的宣传基地 ， 如
今 ， 人们追老子足迹行至鹿邑明道宫
时， 踏青色方砖， 听风铃阵阵， 可领仙
人神韵。 捧一本 《道德经》， 细细品读，
感悟着中国乃至世界大化流行之大成，
体会着老子思想至今在中华沃土上升起

的炊烟袅袅……

亦人亦神 被褐怀玉

正值晌午， 记者一行漫步至明道宫
门的甬道两侧， 在甬道后方的拱桥上，
一位男子正虔诚地对着四方行跪拜之

礼。 据了解， 在明道宫， 当地人对于跪
拜老子这一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在
当地人心目中， 老子既是一位圣人， 又
是一尊神。 “或许在政治家眼中， 老子
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但在我们老百姓
的心目中， 他就是保佑我们的老君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 该男子说。

关于老子亦人亦神， 历史也有迹可
循。 东汉晚期， 曾任陈国宰相的边韶作
《老子铭》， 文中称： “老子离合于混沌
之气， 与三光为始终。 观天作谶， 降升
斗星 ， 随日九变 ， 与时消息 。 规矩三
光， 四灵在旁， 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
道成身化 ， 蝉蜕渡世 ， 自羲农以来 ，
（世 ） 为圣者作师 。” 这里把 “道 ” 与
“老子” 合而为一， 将老子神化为最高
天神。 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 道教崇奉
老子为教主， 尊为 “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绵延流长， 流传至今， 明
道宫的一砖一瓦、 一处一角， 都涵盖着
老子 “道” 学思想的传奇故事。

行至明道宫历史上一座古老的宫

殿———迎禧殿。 史书记载， 宋真宗到太
清宫朝拜老子后驻跸明道宫， 就在此殿
内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朝政， 决策大事。
因为有皇帝曾在此居住过， 鹿邑的老百
姓直到今天仍把明道宫称为 “东皇城”。

明道宫原为紫极宫， 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 宋真宗皇帝亲自来鹿邑祭拜老子，
就住在紫极宫中的迎禧殿里。 一次夜游
时， 宋真宗思绪万千， 当即提笔挥毫写
下了 “明道宫 ” 三个字 ， 意为彰显道
德、 真理的地方。 宋真宗为这座宫殿取
明道宫之名， 表明了其对老子思想真谛
的贯彻。

越过以 《道德经》 语意而取的崇道
亭、 尚德亭、 抱朴亭、 守素亭， 便来到
了以青石为基、 汉白玉为栏的八卦台。
据当地人介绍， 八卦台围栏上的图案，
是传说中的 “八仙过海 ” 时使用的法
器 。 栏杆的三层设计 ， 代表着 “道生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宫
内的两颗皂角树也常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 人们认为， 老子讲求阴阳和谐与统
一， 宫内这两株皂角树一株为阴， 一株
为阳。 一个挺拔向上， 一个悠悠下垂；
一个跃跃欲试， 一个含情脉脉； 一个犹
赳赳武夫， 一个如窈窕淑女， 俨然一对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恩爱夫妻。 西边
的一株 “女树” 每逢春天便繁花似锦，
到了秋天却无果实可采 ； 东边的一株
“男树” 则春天无花无卉， 到了秋天却
果实累累， 真切地印证了老子 “万物负
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思想。

“穿过八卦台， 眼前这座恢宏的大
殿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复

建的玄元殿。 玄远殿是明道宫建筑群中
最大的宫殿。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拜老子
为始祖， 尊老子生地鹿邑为其祖庭， 并
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后人就

建玄元殿予以纪念。 老子博大精深的思
想是从这里孕育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
听闻明道宫导游的讲解后， 玄元殿内的
一座老子青铜坐像引人侧目。 只见老子
手拿如意钩， 衣带飘逸， 上饰有仙鹤寿
桃和商周青铜器常用的变形龙纹， 其安
详飘逸的神态让人联想到老子在 《道德
经 》 中写下的 “夫唯无知 ， 是以不我
知。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
褐怀玉。” 其坚持的无为之道， 在当时
虽知者甚少 ， 作为圣人还是要被褐怀
玉， 坚守正道， 坚守行道。 而今， 圣人
怀中揣着的 “美玉” 已被世人熟知并沿
用， 身披粗布的老子那内心曲高和寡的
郁闷情绪也应一扫而光了吧。

身为人， 老子行走于阡陌， 勤学深
思， 品行高洁， 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神游于天地万物间 ， 穿行于时光交织
中， 仿佛每日每时都与人们在一起说古
论今， 体道悟德； 作为神， 他敛容于庙
堂， 或先天一■， 或人间三清， 与日月
同在， 与大化一体。 时至今日， 亦人亦
神的老子形象仍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

心中。

蓬累而行 聚徒讲学

经过古时向老子行祭拜礼的 “享
殿”， 便见到了明道宫建筑群中唯一现
存的古建筑———老君台， 又名升仙台。
据有关专家考证， 按中国秦汉时期建台
的旧制， 它最初应是同陕西黄陵的武仙
台、 河北临漳曹操修的铜雀台是一个时

期， 也就是说应是建于两汉时期。 此台
高有 8.84 米 ， 台底面积 765 平方米 ，
整个台体呈二十五边形， 以古式青砖堆
砌， 周围立垛口女儿墙， 是河南省保存
较为完整的高台建筑之一， 居高临下，
雄伟壮观。

老君台大殿正殿三间， 东西偏殿各
一间， 正殿面阔三间， 进深三间， 有檐
柱、 斗拱， 内部梁柱为砌上明造。 清风
徐来， 白云轻飘， 在青翠茂盛的百年松
柏树下， 善男信女在台上大殿上香、 跪
拜、 祈福。 传说老子就是在此台上羽化
升仙的， 实际上， 因古人有筑坛讲学的
传统， 因此， 此台是为纪念老子晚年在
这里聚徒讲学而修筑的。 据相关资料记
载， 因周室 “宫廷” 动乱， 老子受王子
朝 （即姬朝） “谋位未成、 携书赴楚”
（楚国的都城为郢， 位于今湖北省江陵
县附近） 的牵连， 被周悼王 （姬猛） 罢
官 。 为了生计 ， 老子回乡后便重操旧
业 ， 开办学馆 。 几年后 ， 老子官复原
职。 后来， 老子见周室衰微， 自己年事
已高， 便蓬累而行， 辞官归里， 在县城
东关 （即今鹿邑明道宫中老君台） 开馆
讲学， 传道授业。 老子晚年在这里传播
天下大道， 宣讲其 “道法自然” “无为
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尊道贵德”
“以百姓心为心” 的深邃思想。

据 《史记 》 《孔子家语 》 等史料
记载， 孔子一生中曾数次问礼于老子。
其中， 第一次 “问礼” 是在周都洛邑。
在与老子彻夜长谈后， 孔子获益不浅，
感叹不已 。 对弟子曰 ： “鸟 ， 吾知它
能飞 ； 鱼 ， 吾知它能游 ； 兽 ， 吾知它
能走 。 走者可用网缚之 ， 游者可用钩
钓之 ， 飞者可用箭取之 ， 至于龙 ， 吾
不知其何以 ？ 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 ！
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 ？ ” 这便是
“老子犹龙” 的由来。 老子的学生来自
天南海北 ， 诸如杨朱 、 列御寇 、 庚桑
子 、 文子等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 都
是老子的弟子 。 在老君台大殿前 ， 就
站立了四位老子的得意门生 ， 他们分
别是庄子 、 列子 、 文子 、 庚桑子等不
同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 此外 ， 相传
老君台上的 13 株桧柏， 是老子 13 位弟
子转化而成 ， 栖息在此陪伴老子 。 桧
柏青翠葱郁 ， 常年凉风习习 ， 百鸟飞
鸣， 恰似人间仙境。

绕台一周， 一个圆柱形的铁柱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 它静静地站在进台处，
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 据了解，
这根矗立在升仙台上的铁柱， 是 “柱下
史之柱”， 为纪念老子之物。 据清 《光
绪鹿邑县志》 记载： 这根铁柱， “高八
尺， 围尺有八寸， 旧志谓为唐时旧物”。
相传， 周天子上朝议事时， 曾特旨恩准

在朝堂内为老子立柱， 好让老子倚柱记
录。 这样既减轻了老子记述的劳累， 又
表示了对史官的尊重。 所以后人就称守
藏室史官的老子为 “柱下史”。 这其中，
大约也含有 “苍天厚土， 定于一柱” 之
意吧。

关于老君台， 还有一事———台墙上

的弹痕至今仍是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1938 年农历五月初四 ， 一队日军从鹿
邑城东营子寨向西开进， 因为当时县城
内并无高大建筑， 加上老君台上古柏森
森， 非常引人注目。 日军以为是国民政
府的抗战工事， 就在县城东城墙上架上
迫击炮， 对老君台集中炮击， 老君台大
殿东墙、 东偏殿后墙和附近的柏树上共
中炮弹 13 发， 机枪弹无数。 炮弹穿过
大殿山墙， 有卡在梁架上， 有落在了老
君像的神龛上， 有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
杈上， 最后一发在修复老君台西南角地
基时才被专家发现。 神奇的是 ， 13 发
炮弹一发未响。 此事并非神话传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年向老君台发射迫
击炮弹的日本炮手带着一块 “和平碑”
来到了明道宫， 向世人证实了此事。

挥笔五千 传世千年

相传， 老子在担任守藏室史期间，
他看到周朝日益衰微和不断内乱， 日益
厌恶， 终弃官不做一走了之。 他坐在青
牛拉起的板车上 ， 红颜大耳 ， 双眉垂
鬓， 胡须拂膝， 身着素袍， 道骨仙貌，
非同凡人。 当老子行至函谷关时， 守关
尹喜见紫气东来， 自觉有贵人莅临， 便
热情接待老子， 殷殷祈盼老子能留下满
腹笔墨供世人研读。 老子便挥笔写下五
千余言， 世称 “五千精妙”。 字里行间
实为老子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之收获，
冷眼旁观周王室与诸侯国、 诸侯国间博
弈及勾心斗角之感悟 ， 更重要的是对
夏 、 商 、 周三代文明积累的提炼与升
华。 《道德经》 一书写成之后， 老子语
重心长地对尹喜道： “老夫授汝 《道德
经》，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道经》， 言
宇宙运行之根本， 含天地变化之机， 蕴
神鬼应验之秘； 下篇为 《德经》， 言处
世之方， 含人事进退之术， 蕴长生久视
之道 。 研习不止 ， 苦修不懈 ， 终有所
成！” 言罢， 老子告辞而去。 后来， 尹
喜果然悟出真谛， 并学有所成， 修成大
道， 成为道教中的 “文始先生” “无上
真人”。

《道德经》 全文仅有五千多字， 言
简而意味深长， 质朴而充满哲理， 玄妙
而顺理成章。 文句整齐， 错落有致， 自
然成句， 气势磅礴， 且善用比喻， 文气
贯通。 以极少之语， 蕴极深之义， 巧妙

表意的逆说法， 让每个汉字重似千钧，
不容外借。 老子认为， 道被尊崇， 德被
珍惜； 道的运行， 德的施行， 是历来如
此、 自然而然的。 “道” 是天地之始、
众妙之门、 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所赖
以存在的根据 、 本性 。 “道 ” 产生万
物， “德” 蓄养万物， 万物尊崇 “道”
而珍贵 “德”。

此经一出 ， 传颂千年 。 以 《道德
经》 为代表的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极大发展了中
国人的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 对中国道
家、 法家、 儒家、 兵家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哲学、 政治、 古代科学、 古代医
学、 养生学、 文学艺术、 文化精神等方
面， 也为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思辨智慧提
供了指南。

老子是中国的， 其思想更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 从普遍性上考察， 早在七
世纪时， 《道德经》 就已有外文译本。
到十七世纪 ，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有了
《道德经》 的多种文字译本。 直至如今，
西方政治家在大型国际活动中援引老子

名言 ， 诠释 《道德经 》 语意 。 不可否
认， 《道德经》 中所表达的对全人类乃
大化流行、 茫茫苍穹的终极关怀， 会随
着时光飞逝越发珍贵， 其蕴藏的无穷无
尽的智慧， 犹如一汪活泉， 将为世人提
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冽。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在老君台前方， 是唐高宗李治祭祀
老子的皇祭殿。 殿外柱子上悬挂的对联
为 “执大象以还淳 ， 涤玄览而遣累 ”。
此句源自唐高宗李治的 《追尊玄元皇帝
制》 之诏书， 言简意赅是： 掌握大道，
还朴归真 ； 去除杂念 ， 排遣苦累 。 其
实， 这也是唐高宗李治在此次鹿邑之行
后 ， 悟出的治国理念———“返朴还淳 ”
“无为而治”。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
进 ， 历朝历代 ， 多人在 《道德经 》 的
文化长河中得到滋养。 在 《庄子·养生
主 》 中 ， 庄子在讲述老子升仙后 ， 写
下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 ： “指穷于
为薪 ， 火传也 ， 不知其尽也 。” 意为 ：
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 ， 火却
传承下去 ， 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 。 老
子逝世已两千余年 ， 他的学说却经过
关尹、 庄子、 文子、 列子、 黄老道家、
淮南子 ， 以及历史上众多道家学者传
承下来 ， 对哲学 、 政治学 、 军事 、 文
学艺术 、 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深深印在后人的心理深层，
并以新的形态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 绵
延不绝， 无穷无尽。

老子倡言的 “道” “德” 观和 “尊
道贵德” 的思想，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
精神谱系中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 五千
精妙 《道德经》 所阐释的盖天覆地、 博
大精深的系列理念， 也已然成为 “百姓
日用而不知” 的精神营养。 作为老子的
出生地及传道地， 鹿邑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在老子文化的滋养中浸润千年， 老
子文化也反哺鹿邑人民千年。 从民间层
面来看， 在鹿邑方言中， “道德” 二字
不仅指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 更是判断
一个人是否按照道理办事的标准。 老子
的乳名为狸儿， 即小老虎的意思， 狸儿
声转为李耳， 因此在民间， 当孩童出生
后， 仍有为其备上虎头鞋、 虎头帽、 布
老虎的习惯， 既为纪念老子， 又祈盼孩
童能受到 “老君爷” 保佑， 取辟邪、 吉
祥之意。 老人去世时， 周围人会以逝者
是否有 “德行” 来评价一生功过……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议， 在周口全面建设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 不断汲取着老子文化
的精神力量 。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这一城市名片的提出， 旨在引导周口人
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 进一步将老子文
化融入周口人民的血脉。

老子思想看似高悬太空， 实则立足
人世 ； 貌似虚静 ， 却满溢关爱 ； 倡导
“无为”， 结果是 “无不为”， 无为清净
其外， 有为积极其内。 今天， 当代文人
骚客对中国精神之源的追索， 不仅是对
文化知识的热忱 ， 还有出于中国文化
“寻根” 的需求， 以及对人类文明和中
国向何处去的深情关怀。 诚然， 在中国
历史的原野上， 曾矗立着许多文化的高
峰， 《道德经》 可抵最高峰， 其中的深
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
格底色， 也为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打开
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 追寻幸福生活的
大门。 ②8

鹿邑明道宫：道始于此 浸润寰宇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侯国防 文/图

世间万物的根源是什么？ 天下万物
共存共荣的依据是什么？ 古往今来， 东
西方出现多位灿若星辰的思想巨匠， 他
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万物之始。 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苦县 （今周口市鹿邑县），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诞生于此 、 传教于
此、 升仙于此， 行至函谷关时将自己关
于宇宙、 阴阳、 制度、 人生的思考浓缩
进五千余言， 提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贯穿天地的大
法则 ， 将 “道 ” 这一概念贯穿 《道德
经》 始终， 为后人开启 “众妙之门” 锻
造文字密匙。

老子文化， 根在鹿邑。 在鹿邑这片
古老又神秘的土地探寻老子文化， 自然
少不了拜谒明道宫。 位于老子故里鹿邑
县城内的明道宫， 坐落在升仙台前， 原
名紫极宫， 唐天宝二年 （公元 743 年）
为太清坛。 到唐时， 以升仙台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宋元明清各代
均有增建。 虽后多毁于战火， 但对明道
宫的城湖秋月 ， 自古以来就有诗句记
载， 前有 “一片绿波飞白鹭， 半空紫气
下青牛” 的质朴赞叹， 后有 “搔首白云
连紫气 ， 溶溶宛在水中央 ” 的赤诚歌
咏。 如今明道宫景区以鹿邑县城紫气大
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紫气大道南为弘道
苑 ， 北为明道宫 ， 占地 10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景区内主要有
弘道苑、 众妙之门牌坊、 迎禧殿、 玄元
殿、 文昌阁、 藏经阁、 享殿、 升仙台等
建筑构成。

能知古始， 是为道纪。 作为海内外
最大的弘扬老子思想的宣传基地 ， 如
今 ， 人们追老子足迹行至鹿邑明道宫
时， 踏青色方砖， 听风铃阵阵， 可领仙
人神韵。 捧一本 《道德经》， 细细品读，
感悟着中国乃至世界大化流行之大成，
体会着老子思想至今在中华沃土上升起

的炊烟袅袅……

亦人亦神 被褐怀玉

正值晌午， 记者一行漫步至明道宫
门的甬道两侧， 在甬道后方的拱桥上，
一位男子正虔诚地对着四方行跪拜之

礼。 据了解， 在明道宫， 当地人对于跪
拜老子这一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在
当地人心目中， 老子既是一位圣人， 又
是一尊神。 “或许在政治家眼中， 老子
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但在我们老百姓
的心目中， 他就是保佑我们的老君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 该男子说。

关于老子亦人亦神， 历史也有迹可
循。 东汉晚期， 曾任陈国宰相的边韶作
《老子铭》， 文中称： “老子离合于混沌
之气， 与三光为始终。 观天作谶， 降升
斗星 ， 随日九变 ， 与时消息 。 规矩三
光， 四灵在旁， 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
道成身化 ， 蝉蜕渡世 ， 自羲农以来 ，
（世 ） 为圣者作师 。” 这里把 “道 ” 与
“老子” 合而为一， 将老子神化为最高
天神。 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 道教崇奉
老子为教主， 尊为 “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绵延流长， 流传至今， 明
道宫的一砖一瓦、 一处一角， 都涵盖着
老子 “道” 学思想的传奇故事。

行至明道宫历史上一座古老的宫

殿———迎禧殿。 史书记载， 宋真宗到太
清宫朝拜老子后驻跸明道宫， 就在此殿
内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朝政， 决策大事。
因为有皇帝曾在此居住过， 鹿邑的老百
姓直到今天仍把明道宫称为 “东皇城”。

明道宫原为紫极宫， 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 宋真宗皇帝亲自来鹿邑祭拜老子，
就住在紫极宫中的迎禧殿里。 一次夜游
时， 宋真宗思绪万千， 当即提笔挥毫写
下了 “明道宫 ” 三个字 ， 意为彰显道
德、 真理的地方。 宋真宗为这座宫殿取
明道宫之名， 表明了其对老子思想真谛
的贯彻。

越过以 《道德经》 语意而取的崇道
亭、 尚德亭、 抱朴亭、 守素亭， 便来到
了以青石为基、 汉白玉为栏的八卦台。
据当地人介绍， 八卦台围栏上的图案，
是传说中的 “八仙过海 ” 时使用的法
器 。 栏杆的三层设计 ， 代表着 “道生
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宫
内的两颗皂角树也常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 人们认为， 老子讲求阴阳和谐与统
一， 宫内这两株皂角树一株为阴， 一株
为阳。 一个挺拔向上， 一个悠悠下垂；
一个跃跃欲试， 一个含情脉脉； 一个犹
赳赳武夫， 一个如窈窕淑女， 俨然一对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恩爱夫妻。 西边
的一株 “女树” 每逢春天便繁花似锦，
到了秋天却无果实可采 ； 东边的一株
“男树” 则春天无花无卉， 到了秋天却
果实累累， 真切地印证了老子 “万物负
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思想。

“穿过八卦台， 眼前这座恢宏的大
殿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复

建的玄元殿。 玄远殿是明道宫建筑群中
最大的宫殿。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拜老子
为始祖， 尊老子生地鹿邑为其祖庭， 并
追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后人就

建玄元殿予以纪念。 老子博大精深的思
想是从这里孕育产生并发扬光大的 。”
听闻明道宫导游的讲解后， 玄元殿内的
一座老子青铜坐像引人侧目。 只见老子
手拿如意钩， 衣带飘逸， 上饰有仙鹤寿
桃和商周青铜器常用的变形龙纹， 其安
详飘逸的神态让人联想到老子在 《道德
经 》 中写下的 “夫唯无知 ， 是以不我
知。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
褐怀玉。” 其坚持的无为之道， 在当时
虽知者甚少 ， 作为圣人还是要被褐怀
玉， 坚守正道， 坚守行道。 而今， 圣人
怀中揣着的 “美玉” 已被世人熟知并沿
用， 身披粗布的老子那内心曲高和寡的
郁闷情绪也应一扫而光了吧。

身为人， 老子行走于阡陌， 勤学深
思， 品行高洁， 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神游于天地万物间 ， 穿行于时光交织
中， 仿佛每日每时都与人们在一起说古
论今， 体道悟德； 作为神， 他敛容于庙
堂， 或先天一■， 或人间三清， 与日月
同在， 与大化一体。 时至今日， 亦人亦
神的老子形象仍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

心中。

蓬累而行 聚徒讲学

经过古时向老子行祭拜礼的 “享
殿”， 便见到了明道宫建筑群中唯一现
存的古建筑———老君台， 又名升仙台。
据有关专家考证， 按中国秦汉时期建台
的旧制， 它最初应是同陕西黄陵的武仙
台、 河北临漳曹操修的铜雀台是一个时

期， 也就是说应是建于两汉时期。 此台
高有 8.84 米 ， 台底面积 765 平方米 ，
整个台体呈二十五边形， 以古式青砖堆
砌， 周围立垛口女儿墙， 是河南省保存
较为完整的高台建筑之一， 居高临下，
雄伟壮观。

老君台大殿正殿三间， 东西偏殿各
一间， 正殿面阔三间， 进深三间， 有檐
柱、 斗拱， 内部梁柱为砌上明造。 清风
徐来， 白云轻飘， 在青翠茂盛的百年松
柏树下， 善男信女在台上大殿上香、 跪
拜、 祈福。 传说老子就是在此台上羽化
升仙的， 实际上， 因古人有筑坛讲学的
传统， 因此， 此台是为纪念老子晚年在
这里聚徒讲学而修筑的。 据相关资料记
载， 因周室 “宫廷” 动乱， 老子受王子
朝 （即姬朝） “谋位未成、 携书赴楚”
（楚国的都城为郢， 位于今湖北省江陵
县附近） 的牵连， 被周悼王 （姬猛） 罢
官 。 为了生计 ， 老子回乡后便重操旧
业 ， 开办学馆 。 几年后 ， 老子官复原
职。 后来， 老子见周室衰微， 自己年事
已高， 便蓬累而行， 辞官归里， 在县城
东关 （即今鹿邑明道宫中老君台） 开馆
讲学， 传道授业。 老子晚年在这里传播
天下大道， 宣讲其 “道法自然” “无为
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 “尊道贵德”
“以百姓心为心” 的深邃思想。

据 《史记 》 《孔子家语 》 等史料
记载， 孔子一生中曾数次问礼于老子。
其中， 第一次 “问礼” 是在周都洛邑。
在与老子彻夜长谈后， 孔子获益不浅，
感叹不已 。 对弟子曰 ： “鸟 ， 吾知它
能飞 ； 鱼 ， 吾知它能游 ； 兽 ， 吾知它
能走 。 走者可用网缚之 ， 游者可用钩
钓之 ， 飞者可用箭取之 ， 至于龙 ， 吾
不知其何以 ？ 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 ！
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 ？ ” 这便是
“老子犹龙” 的由来。 老子的学生来自
天南海北 ， 诸如杨朱 、 列御寇 、 庚桑
子 、 文子等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 都
是老子的弟子 。 在老君台大殿前 ， 就
站立了四位老子的得意门生 ， 他们分
别是庄子 、 列子 、 文子 、 庚桑子等不
同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 此外 ， 相传
老君台上的 13 株桧柏， 是老子 13 位弟
子转化而成 ， 栖息在此陪伴老子 。 桧
柏青翠葱郁 ， 常年凉风习习 ， 百鸟飞
鸣， 恰似人间仙境。

绕台一周， 一个圆柱形的铁柱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 它静静地站在进台处，
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 据了解，
这根矗立在升仙台上的铁柱， 是 “柱下
史之柱”， 为纪念老子之物。 据清 《光
绪鹿邑县志》 记载： 这根铁柱， “高八
尺， 围尺有八寸， 旧志谓为唐时旧物”。
相传， 周天子上朝议事时， 曾特旨恩准

在朝堂内为老子立柱， 好让老子倚柱记
录。 这样既减轻了老子记述的劳累， 又
表示了对史官的尊重。 所以后人就称守
藏室史官的老子为 “柱下史”。 这其中，
大约也含有 “苍天厚土， 定于一柱” 之
意吧。

关于老君台， 还有一事———台墙上

的弹痕至今仍是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1938 年农历五月初四 ， 一队日军从鹿
邑城东营子寨向西开进， 因为当时县城
内并无高大建筑， 加上老君台上古柏森
森， 非常引人注目。 日军以为是国民政
府的抗战工事， 就在县城东城墙上架上
迫击炮， 对老君台集中炮击， 老君台大
殿东墙、 东偏殿后墙和附近的柏树上共
中炮弹 13 发， 机枪弹无数。 炮弹穿过
大殿山墙， 有卡在梁架上， 有落在了老
君像的神龛上， 有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
杈上， 最后一发在修复老君台西南角地
基时才被专家发现。 神奇的是 ， 13 发
炮弹一发未响。 此事并非神话传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年向老君台发射迫
击炮弹的日本炮手带着一块 “和平碑”
来到了明道宫， 向世人证实了此事。

挥笔五千 传世千年

相传， 老子在担任守藏室史期间，
他看到周朝日益衰微和不断内乱， 日益
厌恶， 终弃官不做一走了之。 他坐在青
牛拉起的板车上 ， 红颜大耳 ， 双眉垂
鬓， 胡须拂膝， 身着素袍， 道骨仙貌，
非同凡人。 当老子行至函谷关时， 守关
尹喜见紫气东来， 自觉有贵人莅临， 便
热情接待老子， 殷殷祈盼老子能留下满
腹笔墨供世人研读。 老子便挥笔写下五
千余言， 世称 “五千精妙”。 字里行间
实为老子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之收获，
冷眼旁观周王室与诸侯国、 诸侯国间博
弈及勾心斗角之感悟 ， 更重要的是对
夏 、 商 、 周三代文明积累的提炼与升
华。 《道德经》 一书写成之后， 老子语
重心长地对尹喜道： “老夫授汝 《道德
经》，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道经》， 言
宇宙运行之根本， 含天地变化之机， 蕴
神鬼应验之秘； 下篇为 《德经》， 言处
世之方， 含人事进退之术， 蕴长生久视
之道 。 研习不止 ， 苦修不懈 ， 终有所
成！” 言罢， 老子告辞而去。 后来， 尹
喜果然悟出真谛， 并学有所成， 修成大
道， 成为道教中的 “文始先生” “无上
真人”。

《道德经》 全文仅有五千多字， 言
简而意味深长， 质朴而充满哲理， 玄妙
而顺理成章。 文句整齐， 错落有致， 自
然成句， 气势磅礴， 且善用比喻， 文气
贯通。 以极少之语， 蕴极深之义， 巧妙

表意的逆说法， 让每个汉字重似千钧，
不容外借。 老子认为， 道被尊崇， 德被
珍惜； 道的运行， 德的施行， 是历来如
此、 自然而然的。 “道” 是天地之始、
众妙之门、 万物之宗， 是天地万物所赖
以存在的根据 、 本性 。 “道 ” 产生万
物， “德” 蓄养万物， 万物尊崇 “道”
而珍贵 “德”。

此经一出 ， 传颂千年 。 以 《道德
经》 为代表的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极大发展了中
国人的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 对中国道
家、 法家、 儒家、 兵家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哲学、 政治、 古代科学、 古代医
学、 养生学、 文学艺术、 文化精神等方
面， 也为中国人独有的东方思辨智慧提
供了指南。

老子是中国的， 其思想更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 从普遍性上考察， 早在七
世纪时， 《道德经》 就已有外文译本。
到十七世纪 ， 西方的一些国家就有了
《道德经》 的多种文字译本。 直至如今，
西方政治家在大型国际活动中援引老子

名言 ， 诠释 《道德经 》 语意 。 不可否
认， 《道德经》 中所表达的对全人类乃
大化流行、 茫茫苍穹的终极关怀， 会随
着时光飞逝越发珍贵， 其蕴藏的无穷无
尽的智慧， 犹如一汪活泉， 将为世人提
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冽。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在老君台前方， 是唐高宗李治祭祀
老子的皇祭殿。 殿外柱子上悬挂的对联
为 “执大象以还淳 ， 涤玄览而遣累 ”。
此句源自唐高宗李治的 《追尊玄元皇帝
制》 之诏书， 言简意赅是： 掌握大道，
还朴归真 ； 去除杂念 ， 排遣苦累 。 其
实， 这也是唐高宗李治在此次鹿邑之行
后 ， 悟出的治国理念———“返朴还淳 ”
“无为而治”。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
进 ， 历朝历代 ， 多人在 《道德经 》 的
文化长河中得到滋养。 在 《庄子·养生
主 》 中 ， 庄子在讲述老子升仙后 ， 写
下一句含义十分深刻的话 ： “指穷于
为薪 ， 火传也 ， 不知其尽也 。” 意为 ：
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 ， 火却
传承下去 ， 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 。 老
子逝世已两千余年 ， 他的学说却经过
关尹、 庄子、 文子、 列子、 黄老道家、
淮南子 ， 以及历史上众多道家学者传
承下来 ， 对哲学 、 政治学 、 军事 、 文
学艺术 、 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深深印在后人的心理深层，
并以新的形态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 绵
延不绝， 无穷无尽。

老子倡言的 “道” “德” 观和 “尊
道贵德” 的思想，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
精神谱系中永不磨灭的文化基因。 五千
精妙 《道德经》 所阐释的盖天覆地、 博
大精深的系列理念， 也已然成为 “百姓
日用而不知” 的精神营养。 作为老子的
出生地及传道地， 鹿邑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在老子文化的滋养中浸润千年， 老
子文化也反哺鹿邑人民千年。 从民间层
面来看， 在鹿邑方言中， “道德” 二字
不仅指代一个人的德行好坏， 更是判断
一个人是否按照道理办事的标准。 老子
的乳名为狸儿， 即小老虎的意思， 狸儿
声转为李耳， 因此在民间， 当孩童出生
后， 仍有为其备上虎头鞋、 虎头帽、 布
老虎的习惯， 既为纪念老子， 又祈盼孩
童能受到 “老君爷” 保佑， 取辟邪、 吉
祥之意。 老人去世时， 周围人会以逝者
是否有 “德行” 来评价一生功过……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议， 在周口全面建设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 不断汲取着老子文化
的精神力量 。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这一城市名片的提出， 旨在引导周口人
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 进一步将老子文
化融入周口人民的血脉。

老子思想看似高悬太空， 实则立足
人世 ； 貌似虚静 ， 却满溢关爱 ； 倡导
“无为”， 结果是 “无不为”， 无为清净
其外， 有为积极其内。 今天， 当代文人
骚客对中国精神之源的追索， 不仅是对
文化知识的热忱 ， 还有出于中国文化
“寻根” 的需求， 以及对人类文明和中
国向何处去的深情关怀。 诚然， 在中国
历史的原野上， 曾矗立着许多文化的高
峰， 《道德经》 可抵最高峰， 其中的深
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
格底色， 也为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打开
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 追寻幸福生活的
大门。 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