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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 中国的皇家及平民均有进供

物品于寺庙的传统" 虽然#民间的供品在种

类$ 数量及精美程度上无法与皇家媲美#但

这些供品却也是呈多样化的#其中就包括瓷

质器皿" 目前#陶瓷界将这类瓷质器皿称之

为供器" 它是宗教信徒所购买#并用以施舍

供养于寺庙或道观#目的是希望通过施舍供

器的方式以得到神灵的保佑" 由此可见#供

器与人们的宗教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陶瓷界对于民间供器的研究仅以

供养款!的综述性介绍为主" 至于隐藏在供

养款背后的信息#也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

做出些简略的分析" 其中#与供器相关的内

容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关于民间宗教意识

及信仰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可分为以下三方

面%&"’宗教理论的探讨#(&#’单一神灵的分

析$(&$’民间宗教意识的综述%" 据此可知#
前人并未从供器的角度来探讨某一时期的

宗教意识及信仰状况" 故此#本文试图对这

一空白领域进行探讨"
&一’明代供器

从带供养款的供器得知#明代的供器有

尊&$香炉$净水碗$花瓶及烛台" 其中#以香

炉的数量最多" 而此时供器的种类以青花瓷

为主#青瓷只占少数" 以纹饰而言#则以龙纹

居首" 此外#还有山水人物$莲花等"
在以上四种供器中#它们各自拥有自己

的呈现形式#共可分为%&一’单一品种的供

器%&"’单一的器皿&钵’(&#’成对的器皿&花

瓶’(&$’ 可单一或成对供奉 &香 炉 及 净 水

碗’" &二’多种品种组合形式的供器%&"’五

供(&#’香炉一尊及花瓶一对" 由于历史上的

自然与人为因素#组合形式及成对的供器难

以成套地保存下来" 因此#从现存供器上所

记载的供器名称及数量可推测其组合结构#
如)香炉花瓶烛台一副*’等" 但也有出现与

供养款记载不符的供器" 然而#这种情况非

常少#在现存的三十四件带供养款的供器中

只出现了一件" 此青花贴螭龙缠枝牡丹纹长

颈瓶(的供养款云%)喜舍香炉一付入本里华

林供养*" 可见#供养款的记载中缺少了长颈

瓶"
明代的供器为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

教所通用#并无专为某种宗教所使用的特定

供器" 如净水碗#最初为佛教供器" 但中国历

史博物馆收藏的崇祯青花净水碗#其供养款

上则记载)供奉萧公顺天王御前*#而萧公为

道教神灵)"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明代民间

的宗教信仰已出现了佛道相融的迹象"
&二’明代供器与民间宗教意识的特点

&"’供器中的民间宗教信仰

明代部分带供养款的供器 记 载 了 供 奉

地点及神灵名称#能明确地反映出当时民间

盛行的宗教信仰" 由于明代出现了佛$道$民

间宗教相互融合的情况#以下首先对各个神

灵进行分析#并从中分辨出各神灵的宗教源

流#进而说明当时民间的宗教信仰状况"
明代有不少的供器供奉于关羽庙中#如

弘治青花双兽耳瓶*$崇祯青花云龙三足炉+,-

等# 说明了关羽信仰在当时民间相当普遍"
由于明代的关羽已被佛教与道教神化#以致

辨别关羽所属的宗教源流成为了解民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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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关键" 我们可通过供养款中的两点

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关羽的称号" 供养款

上关羽的称号共有四种%即关王&关王老爷&
关圣帝君及关帝" ’对一些名声显赫&香火旺

盛的民俗神((如关圣帝君((" 这类神祀

有些还曾得到过朝廷的封赠%所以在道教神

谱中经常称王&称帝" )!"#而老爷则为旧俗对

神灵之称!$#" #二$关羽的职能" 关羽!%#的神化

最早始于唐代的佛教% 并被列为伽蓝神!&#之

一" 至于道教中的关羽则形成于北宋末年"
他身兼多职%’关帝圣君既是武神% 又是财

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且

法力无边" )!’#据此%发现供器铭文上的祈求

事项明显地能与道教中关羽的神的职能相

对应" 可见%相关供器是作为供奉道教关羽

之用"
供器供奉的其他道教神灵还有’泰山顶

上娘娘)&’天师大真人)&’九皇)及’玄帝)"
万历青花云龙瓶!(#供养款上的 ’泰山顶上娘

娘)为泰山女神***碧霞元君" 碧霞祠现位

于山东泰山顶上"泰山是道教圣地!)#" 至于碧

霞元君的来源% 道教称此神应九 以生%受

玉帝之命%证位天仙" 此外%还传说碧霞元君

为东岳大帝之女" 因而%得知碧霞元君为道

教神灵" 民间对碧霞元君的崇拜始于宋%兴

盛于明" 其信徒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已从发

源地山东扩大至其它地区!*#" 相对而言%对后

三者的了解较少" 供奉于龙泉县’天师大真

人)案前的供器为一件万历青釉鼓钉凸雕牡

丹三足炉+,#" 真人即修真得道的仙人%被视为

修炼的目的+-#" 后来% 逐渐受到道教徒的崇

敬" 至于’天师)%很可能是指天师道" 另外%
万历青花双龙纹炉+"#上题记的九皇为道教供

奉的最高神三清与六御+$#" 而崇祯青花海水

麒麟纹净水碗座+%#%为湖广辰州府的信徒’捐

至真宫玄帝位前永远供奉)" 玄帝% 也就是

’玄武)+&#&’玄天上帝)+’#&’真武真君)+(#及’真

武大帝)+)#" 据记载%玄帝为道教的北方七宿

星君%镇守北方%并有断天下妖邪的职能+*#"
从奉于佛教源流的六件供器中%有五件

供给佛%一件供给观音" 众所周知%以上两者

均是佛教的主要神祀" 因此%在此不再细说

其源流" 在供于佛前的供器中%有两件标明

了供奉地点%即景德镇.,#及会稽县.-#" 另一件%
供奉观音的供器是一件正德青釉三足炉."#"

崇 祯 青 花 云 龙 纹 炉.$#及 崇 祯 青 花 净 水

碗.%#属于民间宗教神庙中的供器" 前者’奉子

孙奶奶神前)% 后者则 ’供奉萧公顺天王御

前)" 据研究资料显示%在俗神名号后冠之以

’天王)&’爷爷)&’公)&’奶奶)等称谓的神灵

多为各地本土的俗神信仰.&#" 可见%子孙奶奶

及萧公顺天王不仅是民间信仰中的世俗神%
而且还极可能是某地区的本土俗神" 子孙奶

奶是民间生育神%这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明

代有关民间信仰的书籍并无子孙奶奶的 记

载%以致我们对此神的了解甚少" 因此%推测

子孙奶奶的信徒不多%而且可能只是局限于

河南怀庆府%是当地的本土俗神" 反观萧公

顺天王%其事迹在明代的+新刻出像增补搜

神记大全,及+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
两部著作中均有记载" 前者称之为萧公.’#%而

后者则称之为萧公爷爷.(#" 萧公是江西人.)#%
并最早在江西临江府新淦县被奉为神灵.*#"
换言之%萧公正是江西本土的俗神" 至于萧

公 的 顺 天 王 称 号%在+新,及+三,中 均 无 记

载" 两部著作中只提及萧公于明初时被诏封

为’水府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 因此%我们

得知至迟在崇祯十二年 #供养款上的纪年$
已出现了顺天王的称号"

此外% 万历青花缠枝花卉纹戟耳瓶/,#所

供奉的神农教主为中国民间农业保护神/-#"
由于道教著作中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其宗

教源流" 而四神/"#的定义则为-#!$四神者%朱

砂&水银&铅&硝也" #"$以心&肾&肺&肝为四

象者%便是四神/$#" 由于以上两种定义%不可

能是被奉为神灵的原因" 因此%推测四神可

能是由四位神灵汇合起来的称号"
由此可见%当时的供器多数用以供奉道

教神灵.其次%为佛教及民间神灵" 从这些供

养款中的神灵名称%说明了明代民间多神信

疒皇

##



! !

鄙

宗教种类 神灵名称
总数

! 件"
总数 !
! 件"

佛教 " 佛 #

$ 观音 " %

道教 & 关帝 #

’ 泰山顶上娘娘 "

# 天师大真人 "

% 九皇 "

( 玄帝 " )

民间宗教 * 萧公顺天王 "

) 子孙奶奶 " $

不确定 "+ 神农教主 "

"" 四神 " $

共 ") 件

仰的状况" 综上#可参见下表"

表 ! 神灵的宗教源流分类

! 此为以宗教种类统计的总数#

$!%明代民间的宗教意识与信仰状况

在了解明代民间宗教意识 与 宗 教 信 仰

状况的过程中#文献是不可缺少的渠道" 如

&宋氏家要部’载()窃见今人有疾病求生*患

难求解者#俱以神明孽祈祷#在三必求效应"
++至于祖宗祭祀全然灭裂习已成风" 此亦

俗之流弊然也,!"#等" 然而#明代的社会真如

文献中所记载的一样吗- 我认为结合当时百

姓宗教生活中的器物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是

必要的#以便从另一个侧面发现其心理的发

展轨迹及发展的动机"
"%民间的多神信仰

众所周知#古代的中国以农业为生" 因

此#在此基础上创制了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

文化思想" 一切对农业生产具有影响力的相

关事物#如自然气象*日月星辰等#就在人们

希望收成得到护佑的情况下#自然成为了被

祀奉的对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多神信

仰体系!$#" 这种信仰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从原来性质单一的农业护佑神#扩大至

各个领域均有自己的保护神" 尔后#更进一

步将部分神灵的职能扩大" 虽然古代的中国

以佛教及道教两大宗教为主#但它们的神灵

均拥有不同的职能"

至明代# 百姓还延续着 多 神 信 仰 的 传

统" 据带供养款的供器显示#百姓供奉的神

灵共有 ## 位" 从这个侧面间接地反映出了

明代民间多神信仰的状况" 我们可将范围缩

小至江西" 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区域内就有关

羽*碧霞元君*佛祖三种神灵的信徒.而整个

江西道上则还包括四神及萧公顺天王" 当

然#当地百姓信仰的神灵远远不只以上这几

位#应该还会有更多" 此外#对于明代多神信

仰的情况#当时的文献中也有记载" 明末传

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也写到)全中国各

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 这种

偶像不仅在庙里供奉#一座庙里可能就有几

千尊偶像++" ,!%#

这些供器及文献记载除 了 反 映 了 民 间

多神信仰以外# 同时也显示出百姓信仰自

由#并具备了各种神灵并存的心态"
$%民间的宗教意识

%&神灵观与虔诚心态

供奉供器是民间宗教意 识 形 态 中 的 一

种实践方式" 这种实践方式的产生必定有其

特定的基础" 而供养款中所反映的神灵属性

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明代供养款及文献的记载#发现当时

百姓心目中神灵之职能的涵盖面广阔*保佑

的事项众多" 在此#以关帝及碧霞元君作为

例子" $#%关帝" 有两件供器#即弘治青花双

兽耳瓶!&#及崇祯青花云龙三足炉!’#" 前者所祈

求事项为)合家清吉#买卖亨通,#后者为)买

卖亨通#万事如意," 此外#还有以)一 信士

善人等,!(#及)各里甲不等,)*#群体的形式联合

供奉" 由此#反映出明代的商人已确立关羽

的财神及万能之神的地位" 同时#也说明了

关羽的职能已具备成为地区保护神的条件#
适于地区内群体联合祭拜" 另外#据资料显

示#在北宋徽宗时期赋予了关羽经济保护神

$即财神%的身份)+#" 至南宋#孝宗于淳熙十四

年将关羽加封为英济王),#" 可见# 关羽救水

旱*防疾病*除饥馑*保财富等神灵所具有的

职能在宋代得到了完善# 并延续至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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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霞元君$ 目前只发现一件供器供奉碧

霞元君$ 这件供器是一件万历青花云龙瓶!"#$
该器供养款上的祈求事项呈多样化%包括延

长寿命&合家吉祥&百事遂意&福有攸归&买

卖出入平安$ 惟独不见早赐子嗣的祈求事

项$ 从中说明了碧霞元君从最初的生育女神

至明末虽然仍以专司妇女生育及儿童健康

为主!$#%但已逐步演变为万能之神$
此外%再加上明代的百姓认为%由于人

受到神灵的支配%而无法凭借着自己的力量

去改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他们相信神灵的

力量能随意地改变一切%并能以此满足信徒

提出的要求$ 其二%神灵与人类有着相同的

属性%只要人们虔诚并诚恳地乞求%神灵将

做出许诺满足人们的要求$ 在’东岳碧霞宫

碑(""#$% 年#上的铭记能说明这一点)*贫者

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

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
亲戚交厚% 靡不交相愿% 而神也亦靡诚弗

应$ +!%#另外%以上提及的淳熙十四年"""&’
年#加封关帝的碑记中也有此说明$ 事实上%
正因为出于对神灵的信任%加上与有求必应

的观念相结合%百姓才会购买供器来表达自

己的诚心%以请求神灵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供奉款中%还发现当时出现了远距离

的进供方式$ 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信仰虔诚的

表现$ 首先%说明三件器物的供奉地点)""#
弘治青花双兽耳瓶!&#为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的

信徒程彪所订烧$ 此副供器*送到北京顺天

府关王庙+$ "!#万历青花云龙瓶!’#$ 供养人来

自于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而供奉地点

则为山东*泰山顶上娘娘+$ "%#万历青花云

龙三足炉!(#% 为居住于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水

北关的居民所订烧%供奉地点为济源县的关

帝庙$ 第二%以上三件器物所供奉的地点与

供养人居住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 为何会出

现这种情况, 以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作为例

子$ 由于据河南怀庆府河内县其他供器上的

供养款显示%该县内建有关帝庙$ 据此推测%
这种为了供奉于远距离庙宇而定烧的供器%

主要是出于当地关帝灵验的盛名及供养 人

对关帝的虔诚信仰$ 因此%相信以上另外两

件供器也是在上述的情况下订烧的$ 此外%
弘治青花双兽耳瓶的供养款上还注明了 制

作人的姓名以示慎重%这又是信仰虔诚的另

一种表现$ 但信徒的信仰虔诚程度并不体现

于供器的品质上$ 从现存的供器来看%依据

其品质可明显地分成*精+)*#与*粗+)+#两类$ 这

无疑说明了当时的信徒不会为了得到神 灵

的保佑而只购买昂贵的供器%否则供器只能

是精美的瓷器$ 信徒这种心态与佛教),#及道

教)-#所提倡的*供奉应量力而为&信徒诚心至

上+的主张不谋而合$ 故此%反映出明代百姓

供奉供器的意识与宗教典籍中的主张是 一

致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看出%供奉供器是在

*相信神灵的力量%才会想要取悦神灵+的基

础上产生的$ 虽然明代的百姓热衷于供奉供

器与神灵%但他们并不是盲目的供奉%而在

其中带有一定的理性与现实功利性$
(#现世观与现实功利性

人们为神灵付出的一切事物%包括供奉

供器%主要目的在于向神灵祈求想要得到的

一切%其范围可划分为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

两大类$
从南朝开始% 宗教信徒的祈求款)"#内容

已经涵盖了这两个世界的事物$ 这可从历代

的石窟&石刻& 经书& 牙牌& 铜镜等找到答

案)$#$ 如石刻铭文云)*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
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

籍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 奉睹诸佛%现

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 愿三宝

"应#诸夫者自"身#$ +)%#尽管南朝至元代祈求

款的题写载体不断的多元化%但其内容仍然

是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同时存在%只是前者

的数量略多$ 这说明了在元代以前%人们的

宗教意识中同时重视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
但到了明代这一情况已出现了微妙的转变$
在瓷质供器供养款中的祈求事项与佛龛 内

的祈求款所体现出的却是现在世界$ 杭州资

)&



! !

明代年号 佛教 道教

洪武 ! !
永乐 !
宣德 !
正统 !
景泰 !
天顺 !
成化 !
弘治 !
正德 !
嘉靖 !
隆庆 !
万历 !
天启 !
崇祯 !

! "

鄙

贤寺摩崖龛像中的祈求款为"清信奉佛弟子

刘"#王韦$$合舍宝财#共成胜事#家门适

吉#人"平安者#嘉靖己亥九月重阳日立% &!"#

而瓷质供器的祈求事项则大致可分为十类’
(!)宦途清吉*(")合家清吉*(#)财运亨通*
($)夫妻偕老*(%)健康长寿*(&)多子多孙*
(’)福有攸归*(()衣食昌足*())出入平安*
(!*)万事俱顺% 故此#得知明代百姓祈求的

不是死后的另一世界的享乐或来世的富裕

生活#而是与现世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 由

此可见#当时百姓的宗教意识日益趋于现世

化与现实功利化%
供器是供养人赠送给神灵的礼物#目的

是得到祈求的一切% 因此#其功利性是显而

易见的% 明代百姓的功利性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其一#大量的现实性祈求事项% 供养款

中以两类祈求事项同时出现的占多数#有的

更多至六类祈求事项% 而且这些祈求事项均

是现实性的具体要求% 其二#为利己的宗教

意识% 所谓利己是指供养人及其家庭所形成

的单位!$#% 其实#明代民间的利己宗教意识经

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最初#民间祈求

获得保佑的对象范围广泛# 包括 "皇帝+国

家+三宝#本人+祖先+家眷以及邑义+知识+
朋友与众生&!%#% 如北齐洞窟祈求款#云"佛法

兴隆#皇帝陛下+臣僚百官#兵驾不起#五谷

熟成#万民安宁#复愿七世父母#盍家眷属#
边地众生#普蒙慈恩#一时成佛% &&’#等% 由此#
可将它理解为人们的"博爱&宗教意识#人们

所关心的是大环境中的一切% 这种情况至少

延续到北宋% 如陕西富县石窟寺题刻# 载’
"愿帝王万岁#臣载千秋#国泰民安#风调雨

顺$$&&(#% 然而#到了明代祈求获得保佑的

对象范围缩小至自身及家人% 这种转变不管

在石窟上# 还是在瓷质供器上都足以为证%
虽然明代供器中有两件为联合集体供奉#即

"各里甲不等&&)#及"一 信士善人等&&*##但可

以确信这两件供器是为了集体利益而供奉

的% 当时#很可能集体遇到困难#如天灾+瘟

疫等#而祈求神灵保佑% 其三#神时职能的扩

大% "一切宗教的崇拜可以说是人类利用宇

宙神秘力来满足他们愿望的一种尝试&&+#% 宗

教一开始就为人类服务# 而其主要构成 部

分,,,神灵也不例外% 可见#人类是根据自

己的需求而创造神灵% 同样的#神灵的职能

也会因此不断地扩大% 上文通过对关羽及碧

霞元君的分析表明#两者的职能均是因百姓

顺应现实社会的变化与功利的需要#而不断

扩大神灵的职能%
(#)国家的宗教政策

以带供养款的供器而言#明代佛教与道

教的数量相近#佛教供器为 & 件#道教供器

为 ) 件% 据以上的统计是否说明了当时民间

的道教比佛教略为兴盛- 由于每个朝代有其

盛行的宗教#而一个宗教的盛衰则与统治者

的支持与否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此#了解明

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成为必要的途径%
通过对宗教史进行综合性整理#明代各

朝统治者推崇佛道的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 ! 明代各朝崇信佛教与道教的统计

带!符号为统治者崇尚的宗教! 此表格的资料均总

结自"中国道教史#$"中华文化通志%宗教与民俗典%
道教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万 历 野 获

编#等&,#!

&)



! !

综上" 明代大部分的统治者 都 崇 信 道

教"宠信道士#方士$ 这主要表现在广设斋

醮"对方术的笃信及任用道士三方面!"#$ 在此

前提下"佛教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 同时"也

正因为帝王对道教%方术的崇信"促使了权

臣内侍为得到宠信而纷纷信仰道教# 习方

术& 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进而影响了民间&
另一方面"当时的道教已具有世俗化及民间

化的特点"更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祈

晴求雨%去病消灾%邀福求子%养生送死等都

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而这

些问题却能应用道教的方术 ’符咒禁忌%相

卜降乱等(得以解决$ 这在)道藏*辑入的许

多经书中均有相关的记载&
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得知道教在明代

统治者的崇信及其本身的特点下"其在民间

的发展确实比佛教兴盛& 此外"据百姓订烧

的供器中尤以供奉道教神灵为多的情况分

析"道教在民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此需

要说明的是"皇家与民间所信奉的佛教是不

同的& 皇家崇奉藏传佛教’喇嘛教("而民间

则以汉地传统佛教为主& 据 )古今小说集

成*!$#中的明代版画显示"当时民间的寺庙所

供奉的神像均为汉化后的造型& 从这一点来

看"这些带供养款的供器应该是用以供奉汉

地佛教的神灵& 可见"皇家对民间的影响仅

限于道教"而佛教的影响却不大&

小结!

综上所述"明代民间宗教意识的特点为

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性#现世性及利己

性"体现了当时+趋利如鹜,的社会风气& 而

道教在明代大部分统治者的推崇下影响了

民间& 因此"供器以供奉道教神灵为多& 另

外" 从部分供器远距离的供奉方式而言"当

时百姓宗教意识中对神灵的信任及虔诚程

度已相当高&

注释!
!供器上的铭文称之为供养款! 题写手法为刻

划及书写于器身"或墨书于器底!

"如# 中 国 历 代 陶 瓷 款 识 汇 集 $ "博 艺 社% 香

港& ! 陆明华’( 历代青花瓷器款识综述$ "汪庆正主

编’( 青花釉里红$ "两木出版社 #$%& 年!
’如乌丙安’( 中国民间信仰$ " 上海人民出版

社 ())* 年!
+如蔡东洲)文廷海’# 关羽崇拜研究$ "巴蜀书

社 ,--# 年 ) 月* 刑莉’# 观音+神圣与世俗$ "学苑

出版社 .--( 年 / 月*
0如侯杰,范丽珠’( 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

教意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年 ) 月-
2由于明代其他各朝不见此类供器" 说明它不

具代表性! 因而"本章节拟将尊列为个案处理"并且

不列入讨论的范围内!
3明天启青花团龙烛台!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4现藏于香港艺术馆! 江西省博物馆 香港中

文 大 学 文 物 馆’( 江 西 元 明 青 花 瓷$ "1--1 年 ) 月!
图 56!

7 % 明& 无名氏’( 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

全$ "台北’学生书局"% 8)9):88& ! 第 669 页!
;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 耿宝昌’( 明清瓷

器鉴定$ " 紫禁城出版社) 两木出版社 8))6 年"第

8-/ 及 8-& 页!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汤 一 介 主 编 ’( 中 华 文 化 通 志.宗 教 与 民 俗

典.道教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8))9 年 8- 月- 第

1&) 页-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编撰处

编 撰 ’( 汉 语 大 词 典.9 册 $ " 汉 语 大 词 典 出 版 社 "
8))8 年 81 月-

’(#关羽最初是荆州本土的民间信仰- 唐代时"佛

教为了利用关羽在荆州民间的影响来扩大本教的传

播力度"而将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

)*#伽蓝神’指所有拥护佛法之诸天神善神- 慈怡

主编’( 佛光大辞典.6$ "书目文献出版社 8)9) 年 &
月-

+"#胡孚琛主编’( 中华道教大辞典$ "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8))/ 年 9 月- 第 85)) 页-

,$#现藏于山东泰安市博物馆- 转引自( 中国古

陶瓷图典$ - 第 65< 页-

-.#汤 一 介 主 编 ’( 中 华 文 化 通 志.宗 教 与 民 俗

典.道教志$ - 第 5-1 页-

/0#至明代"碧霞元君信仰已传播至各地"且信徒

众多- 有关文献有’% 8& 据( 天府广记$ 12#记载"在成

化年间北京已建有碧霞元君庙- ( 天府广记$ 卷 69-
转引自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 " 中国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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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年 $ 月! 第 %$& 页" !#$ 东 岳 碧 霞 宫

碑%& 明万历二十一年’ 载() 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

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 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

瓣香岳顶数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 *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陈万里($ 陈万里陶瓷考

古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 年 $ 月" 第 (’! 页"

$%&至汉晋!真人逐渐地被神格化" 胡孚琛主编(

$ 中华道教大辞典% " 第 ’)(* 页"

’()现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

*+,胡孚琛主编($ 中华道教大辞典% "第 ’)($ 页"

-./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刘强($ 谈广东省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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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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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窑青瓷% !艺术家出版社 ’$$& 年 $ 月"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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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校($ 道教%& 第二卷’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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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香港艺术馆的正德青花朵云 应 龙 纹 钵!故

宫博物院的万历青花龙纹净水碗等"

$%& # !$% 法苑珠林& 载’( 夫三宝平等旷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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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速满其愿) *+ + 唐$ 输波迦罗译’, 大正新修大藏

经-密教部一-第十八卷-苏悉地羯罗经& 卷中+ )$#
号$ !!$$% 年 # 月) 第 &*’ 页) $

’()道教的典籍中! 则在斋醮祭祀中提及供物的

要求) , 上黄!大斋立成仪& 载’( 应凡建醮须是量

力所及)富则备物!贫则随宜)""力有余!而苟且营

办.力不及!而勉强经营!皆为不诚) *+ + 宋$ 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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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款’ 在部分石窟的相关著作及文章中称

之为( 发愿文* ) 本文为了避免读者混淆而将之统称

为祈求款)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考以下文献’
+ !$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 队/成 都 市 文 物 考 古

研究所’, 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报 告& !

, 文物& !$$) 年第 !! 期)

+ "$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 究 所/北 京 大 学 考 古

学系石窟调查组’, 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 !, 文物&
!$$( 年第 ! 期)

+ #$ 员 安 志 ’, 陕 西 富 县 石 窟 寺 勘 察 报 告 & !
, 文博& !$)& 年第 & 期)

+ *$ 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 北京大学考古实

习 队’, 南 响 堂 石 窟 新 发 现 窟 檐 遗 迹 及 龛 像& !, 文

物& !$$" 年第 ’ 期)
+ ’$ 苏 州 市 文 物 保 管 委 员 会’, 苏 州 虎 丘 云 岩

寺 塔 发 现 文 物 简 报 & !, 文 物 参 考 资 料 & !$’( 年 第

!! 期)

01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

究 所 ’, 成 都 市 西 安 路 南 朝 石 刻 造 像 清 理 报 告 & !
, 文物& !$$) 年第 !! 期)

345在, 杭& 中认为此祈求款与 原 龛 像 的 重 妆 有

关)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 杭

州 慈 云 岭 资 贤 寺 摩 崖 龛 像& !, 文 物& !$$’ 年 第 !%
期) $

678所有的供养款中均有记载供养人的姓名) 因

而!得知绝大部分的供器为个人供奉!而祈求获得保

佑的对象包括供养人及其家庭)

9:;侯 旭 东’, 造 像 记 所 见 民 众 的 国 家 认 同 与 国

家观念000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 !郑振满/陈春

声主编’,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 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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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

系 石 窟 调 查 组’, 山 西 平 定 开 河 寺 石 窟& !, 文 物 &
!$$( 年第 ! 期) 此外!北朝石窟中大量的祈求款还

可参见于侯旭东的,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

国家观念000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 )

?@A员 安 志’, 陕 西 富 县 石 窟 寺 勘 察 报 告& !, 文

博& !$)& 年第 & 期)

BCD万历青花云龙三足炉) 齐藤菊太郎’, 陶器全

集-古染付-!’& ) 第 $ 页)

EFG天启青花云龙纹三足炉) 齐藤菊太郎’, 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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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薛曼尔’, 神的由来&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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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以上的说明皆参考于以下书目’

+ !$ 任继愈主编’, 中 国 道 教 史& !中 国 社 会 科

学出版社 "%%! 年 $ 月)

+ "$ 汤一介主编’, 中华文化通志-宗教与民俗

典-道教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月)

+ #$ 潘 桂 明/董 群/麻 天 祥 著’, 中 国 佛 教 百 科

全书-历史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月)
+ *$ 郭朋’, 明清佛教&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 !" 月)

+ ’$+ 明$ 沈德符撰’, 万历野荻编& !中华书局

!$$( 年 !! 月)

NOP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 )

QRS , 古今小说集成& 编委会编’, 古今小说集

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