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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走走河河南南读读懂懂中中国国——————走走进进鹿鹿邑邑太太清清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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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宫———老子诞生地，自汉代至今，屡毁屡建，延续千
年。这个神圣的地方弥漫着古拙之风、散发着浩然之气、闪耀
着智慧之光，已成为朝圣之地。 2001 年，鹿邑太清宫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 AAAA 级景区。

湛蓝的天空下，太清宫红墙青瓦，两扇大红门映入眼帘，
门顶上挂着一个牌子，四周镶着金边，上有三个烫金大字“太
清宫”， 两侧各悬挂着一个牌子， 写着 “老子故里”“道教祖
庭”。 这古色古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庄重之感。

太清宫保存了众多的老子文化遗迹，分为前宫区和后宫
区。 前宫以太极殿为中心，主要祭祀老子；后宫又叫洞霄宫，
是祭祀老子母亲的地方。 现存太极殿、圣母殿、娃娃殿、阴阳
柏、九龙井、望月井、灵溪池、赶山鞭、唐《道德经》注碑、唐玉
真公主碑、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宋先天太后之赞碑、金续修
太清宫记碑、元执照碑、元圣旨碑、元海都太子令旨碑、清重
修太极殿碑、老子诞生处碑、石棺等。

太清宫的碑刻，上至汉魏，中承唐宋，下迄当代，皆有精
品。历史记载的太清宫碑刻有很多，但随着时间的变迁，留下
来的仅十余通，而且以唐、宋时期的碑刻最为珍贵，其历史价
值和文物价值都非常高。

唐《道德经》注碑立于唐朝天宝元年，是太清宫现存最早
的帝王御碑。 碑体高 3.7 米，碑身四体刻字，正反两面为正
文，左右两侧为文人的题咏。 该碑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严重，
但因此碑是唐朝遗物，又是皇帝所立，为文物中的珍品，特别
是正文的隶书作品，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立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由于年代
久远和风雨的剥蚀，上面的碑文已经模糊了，但是碑首雕刻
工艺精细，艺术水平很高。 此碑用盘龙做碑首说明是皇家御
制。 碑文记载了宋真宗赵恒朝拜并重修太清宫的经过，重点
记述了修复后太清宫宏大的规模和壮观的气势。由于这块石
碑一直在原址的基础上，所以它下面的地基就是宋朝鹿邑的
地基。 因为鹿邑属于黄泛区，黄河历次泛滥时，造成地层淤
积。 最早汉朝的老子祠坍塌后就堆积在土层的最下面，唐朝
的太清宫又在新的地层上重新建设。 唐朝的基址被淤积后，
宋朝又在它的上面新建了太清宫。

先天太后之赞碑，也叫“三御碑”，是太清宫现存最大、保
存最完好的一通古碑刻。 和前宫的宋碑一样，它也是大中祥
符七年宋真宗拜谒太清宫时留下来的。这块石碑由宋真宗亲
自撰文、亲自书丹、亲自题写碑名，故名“三御碑”。 这块石碑
形体高大、气势恢宏，碑文的内容是歌颂老子母亲的功德。该
碑石质极坚，虽历经千年，至今保存完好，仅蚀数字。 中国考
古学会原会长徐苹芳认为此碑“河南第一，全国罕见”。

太极殿前的两棵丹桧古柏，堪称鹿邑太清宫最重要的景
观之一，历来为游客津津乐道。这两棵古柏西瘦东粗，西面一
株枝身扭结上耸，劲瘦盘旋，却又长出新枝，苍古葱郁；东面
一株长得笔直挺拔，枝繁叶茂，树围较粗。 仔细观察可以看
到，它们的纹理其一左旋，其一右转，天左旋地右转，像太极
图中的阴阳二气，因此鹿邑百姓把它们称为“阴阳二柏”。

太极殿前立有铁柱，是为了纪念老子曾任周“柱下史”一
职。 老子曾经在周王朝做守藏室之史，由于在上朝时，朝堂内
没有座位，老子需要为周王朝写言记事，于是周朝天子就赐老
子一根铁柱， 让他可以倚在上面书写， 所以后人尊称老子为
“柱下史”。 后世创立的道教尊老子为圣祖，对老子顶礼膜拜，
就把这根铁柱缩小为发簪， 道士头上的发簪与这个铁柱十分
相似。

太极殿建于民国初年，是汉、唐、宋、明、清不同时期的建
筑材料构筑成的混合性建筑，部分檩条上的“明万历七年”的
字样仍清晰可辨， 所以整个太极殿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汉唐
础、宋拱、明檩条。 一次次战争、灾祸把辉煌盛大的太清宫破
坏焚毁，留下了那些搬不走、烧不毁的石雕磉石（柱础石）和
豪华沉重的建筑构件。 在下一个朝代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时，
都会留用一两块上次修建宫殿时的磉石，作为前一朝代的时
代精髓保留其中，成为永世不可泯灭的历史见证。

宫阙巍峨 祺然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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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触摸”太清宫悠久的
历史，1997 年和 1999 年，省、市、县
联合考古队对太清宫进行了两次大

规模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出土了
龙山时期、商朝、周朝及汉朝的大批
文物， 初步确定了太清宫遗址的规
模，大有所获。 通过发掘调查，发现
太清宫周围 35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大面积的建筑基址， 同时对唐宋时
期建筑结构布局有了初步了解。

考古队发现，从建筑布局、建筑
材料和建筑特点来看， 洞霄宫为唐
代所建。在洞霄宫的发掘中，发现了
宋代的砖铺甬道， 以及道两侧的四
组柱洞，每组有七个柱洞。甬道北侧
西边， 在宋代地层下发现了唐代地
层，在唐代地层下发现了汉代遗迹。
所有这些发现， 都印证了太清宫始
于汉、盛于唐宋的文献记载。

1997 年 11 月， 太清宫遗址考
古发掘成果座谈会在鹿邑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发掘成果

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太
清宫遗址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确
证自汉至今，尤其是唐、宋，历代帝

王和统治阶级都把太清宫作为老子

故里进行大规模建设和祭祀， 从而
认定老子故里就在鹿邑太清宫镇。

除此之外， 在太清宫遗址内还
发掘出了西周长子口墓。 这是一座
“中”字形贵族大墓，坐落在一座高
5 米~6 米的土山之上， 有南北两条
墓道。 随葬品丰富，出土有青铜器、
玉器、骨器、原始瓷器等近万件，出
土文物数量、 品种之多和价值之高
为同期墓葬所仅见， 有 “地下博物
馆”之称。

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骨排箫是

中国最早的排箫实物， 也是迄今发
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排箫， 现存于河
南博物院 。 骨排箫最长管 32.7 厘
米 ，最短管 11.8 厘米 ，为禽类腿骨
所制， 由 13 根长短递减的骨管组
成，出土时管身有带子束管的痕迹。
排箫是古代常用的乐器， 这次发现
的骨排箫乐器， 证明我国早期管乐
器制作材料为骨而非竹， 把我国生
产排箫的历史提早了几百年。 它的
发现， 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提供
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勘探 大有所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孚琛先
生曾提出“道学文化带”的观点。 他
在为陈大明所著的 《老子现代说》
一书作序中提出：“翻开中国地图，
河南、安徽两省黄河以南淮河以北
的地带，可以称之为中国道学文化
的发祥地 ，古代著名道家 、道教学
者， 十之七八诞生或活动在这里。
在中华大地的道学文化带上，豫东
大平原围绕老子故里鹿邑方二百

里的这片土地更为神奇 ， 举凡伏
羲、许由、姜尚、管仲、关尹、壶子 、
文子、范蠡、庄周、陈抟 ，都诞生或
活动在这一带。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
影响一方人。 绵延两千多年的老子
文化，汇集成鹿邑城生生不息的文
化符号。 在鹿邑县城，紫气大道横
贯城区东西，真源大道横贯城区南
北，下辖的 4 个街道办事处名称分
别为：真源、谷阳、卫真、鸣鹿，几乎
都和老子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结。 在
老子故里鹿邑 ，学习 、研究老子文
化已经蔚然成风。 老子文化就像春
雨 ， 沁润到每个鹿邑人的日常生
活。 “在我们鹿邑，有许多人对老子
文化和《道德经》感兴趣。 学校、民
间有意识地组织孩子们学习老子

文化， 经常会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鹿邑还开发了《道德经》的小学、中
学校本教材，孩子们随着年龄和阅
历的增长，会对老子文化有新的感
知。 ”鹿邑居民杨蒙蒙说。

许多人认为 ，老子是 “太上
老君”“道德真君”， 是能够佑护一
方的神灵 。 他能帮助百姓祛病去
灾、排忧解难。 “老君下药祛病、老
君母亲送子等传说 ，古典小说 《封
神演义》《西游记》把老子描写成了
专炼仙丹 、能使人长生不老 、在仙
班里举足轻重的神仙，更助长了民
间把老子作为神的信仰。 家家户户
供奉 ‘老君爷 ’，农历的初一 、十五
去老子诞生地太清宫、讲学地明道
宫祭拜上香、祈求老君爷保佑的传
统均表明老百姓的老君爷信仰之

深，老君爷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心目
中的佑护神。 ”陈大明说，“此外，鹿
邑民间流行的打铁舞 、 老子养生
拳、老子养生菜、虎头鞋、虎头帽的
制作与穿戴 、妈糊的制作 ，皆与纪
念老子相关，已成为百姓精神家园
的有机构成。 ”

如今， 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
互碰撞，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
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老子文脉并
不会因此中断。

经过千年时光的打磨 ， 鹿邑
“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文化印记，
愈发光彩夺目。 抚今追昔，人杰地
灵的周口鹿邑，令人心生向往。 如
今的鹿邑，正在深入挖掘老子文化
时代内涵，继续推动老子文化创造
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持续叫响老
子品牌。 ②18

老子文脉 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