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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与道教关系之历史研究六 

梅 裁 

提 要 ：位于湖北武汉蛇 山西端黄鹄矶头的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名楼 ，有 多重因素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仙人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在黄鹤楼千年的历史上，当它 

由军事嘹望楼转型为观赏、游览型楼宇时，道士便进入日常管理，并在背后成为黄鹤楼文化的推手之 

一

。 而自建楼之后便盛传的仙人传说则赋予了黄鹤楼缥缈动人的美感，把黄鹤楼巧夺天宫之美与道教 

神仙的神异事迹相融合，将它的自然美提高为艺术美，给黄鹤楼增辉添色，激发人们无边的想象，给 

人极大的享受。道家、道教与高楼从来都有不解之缘。浪漫的神仙传说是黄鹤楼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也是黄鹤楼文化 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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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蛇山西端的黄鹄矶 头 ， 

临大江 ，倚青 山，挺拔独秀 ，瑰丽辉煌 ，与}舀滔 

江汉 、莽莽龟蛇构成一幅融江、山、楼三美合一 

的奇景图。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 (223)的黄 

鹤楼，从位于夏口城西南角的军事哨楼，到与城 

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围绕其历史与传 

说，周边衍生出众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蕴含的 

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 

化。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文 

化内涵，使它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 

楼，并赢得了天下第一楼的美誉。 

在绵延上千年 的时 间里 ，黄鹤楼屡毁屡 建 ， 

一 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 的点景和观景作用 ，自 

唐代起 (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 

江城的一个标志。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城市地 

标 ，有多重因素的影响 ，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 的 

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虽然关于黄鹤 

楼的研究有不少论著，但 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人 

予以关注 。我们不 揣浅 陋，就相关 问题试 加探 

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

、 颇 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 

据 《述异记》、《南齐书》等文献记载，至迟 

在魏晋南北朝 ，黄鹤楼的传说就已经在社会上广 

为流传。自此以后，轶闻传说伴随着黄鹤楼走过 

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历程 。王葆心 曾总结道 ：“至 

于南齐人属之子安，任彦升指为苟壤；费棉登仙 

鹤迹，历著唐宋图经；吕岩沽酒辛家，出自元明 

稗说 。”∞ 

黄鹤楼 的得名 ，历来有不 同的说法 ，其 中主 

要有因山说和因仙说 ，虽然经过考证如今因山说 

得到承认，但在历史上 “因仙说”的声音却压倒 

了 “因山说”。 

在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对神仙的信仰和得道 

成仙的渴求。这种民间信仰与道教结合，使得民 

间传说蒙上了浓郁的神仙色彩。魏晋南北朝时 

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神仙之说十分盛行， 

有关黄鹤楼 的仙话也在志怪小说发展的背景下形 

成。跨鹤之仙的传说就最早出现在南朝科学家祖 

冲之的笔下。其所撰 《述异记》中的 “驾鹤之 

宾”，后被鲁迅辑录在 《古小说钩沉》中： 

荀壤，字叔伟，事母孝，好属文及道 

术，潜栖却粒 。尝 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 ， 

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 

驾鹤之 宾也。鹤止户侧 ，仙者就席 ，羽衣虹 

裳，宾主欢对 。已而辞去，跨鹤腾 空，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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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灭 。 

文中讲述了江陵人苟壤在黄鹤楼遇见仙人驾鹤并 

与之交谈的故事 。这是黄鹤楼称谓最早的文字记 

载。鹤是 中国古代先 民崇敬 的灵 物 ，因体形健 

美，品性高洁、长寿被赋予仙气。“鹄 (鹤)生 

五百年而红 ，五百年而黄 ，又五百年始苍 ，又五 

百年而 白，寿三千岁。”④在道教的仙学 中，鹤具 

有重要地位，《玉篇》称：“黄鹊，仙人所乘。”④ 

神仙的基本特征有 二 ，或 长生不死 ，或凌 空飞 

升。飞升的方式或身生羽翼或驾鹤乘云，驾鹤仙 

游是最美妙 的奇想。@祖 冲之 的 《述异 记》后 已 

散佚，不过，南朝梁任防所著 《述异记》和唐宋 

人的类书里仍保存了这个故事。文学史家李剑国 

即以 《述异记》所载名士荀壤在江夏黄鹤楼上接 

待驾鹤仙人的神奇异事为经典文本： 

荀壤 (亦作缳)字叔伟 ，潜栖却粒 。尝 

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 

降至宵汉，俄 顷已至，乃黄鹤之宾也。鹤止 

户侧 ，仙 者就席 ，羽衣虹 裳，宾主欢对。已 

而辞去 ，跨鹤腾空，眇然已灭。 

南朝梁萧子显在 《南齐书 ·州郡下》中有 

“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⑦ 

的记载 ，无名 的仙人有 了子安之名 。后有人穿凿 

说子安姓王，又有人说姓窦。从唐代崔颢诗中前 

两联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 

见仙人黄鹤的故事在其所处的时代已深具影响 

力，而崔颢的这首诗又将这个传说播扬到更广阔 

的时空。到了阎伯瑾所作的 《黄鹤楼记》中，则 

正式将神仙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的名称拉上了关 

系：“《图经》云费神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 

此 ，遂以名楼 。”@这一说法在当时影 响较大 ，以 

致得到宋代地理总志 《太平寰宇记》的认 同： 

“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袜登仙，每乘 

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 。”⑨ 

苟壤其人，现存史料无考 ，子安最早出现于 

西汉刘向所撰的 《列仙传》中：“后二十余年， 

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 

上 ，呜呼子安 云”⑩，是说他 仙逝后 ，在其 墓塬 

周围的树上有黄鹤栖身，呼唤他的名字，留下了 

“黄鹤呼子安”的典故。唐代诗人李 白的 《登敬 

亭山南望怀古》诗 中有 “白龙降陵阳 ，黄鹤呼子 

安”@之句 。不过 关 于子安也 无更 多记 载 可寻。 

费神则不同，他是一位有证可考的历史人物，陈 

寿 《三 国志》 有列传 ，根据陈寿记载 ，费神乃江 

夏人，字文伟 ，三国时蜀中名将和重 臣，深为蜀 

相诸葛亮赏识并委以黄门侍郎之重任。继蒋琬之 

后执政掌管军政大权，担任军师，录尚书事。 

253年被魏 国降将郭循刺杀。费棉字文伟，而 

“仙人荀壤字叔伟”，二人字近似，加之费棉又为 

江夏人，且死于非命 ，大概故乡人出于对他的怀 

念而将他与黄鹤楼驾鹤的仙人联系起来了。在唐 

代阎伯瑾所撰 《黄鹤楼记》中费袜已是 “事列 

‘神仙’之传，迹存 ‘述异’之志”@，即在当地 

传说中费棉已被神异化并被附会到相关传说人物 

之中，位列仙班了。 

对于黄鹤楼的得名，流传于宋元之际的 《报 

恩录》则有别解 ： 

辛 氏市酒 (黄鹄 )山 头，有道 士数 诣 

饮 ，辛不 索赀。道 士 临别，取 桔 皮 画鹤 于 

壁 ，日：“客 至，拍 手 引之 ，鹤 当 飞舞 侑 

觞。”遂致富。逾十年 ，道 士复至，取所佩 

铁笛数 弄 ，须 叟，白云 自空飞 来，鹤 亦下 

舞 ，道士乘鹤 去。辛 氏 即其地 建楼 ，日辛 

氏楼 。 

只不过 “辛氏楼”如何转名为 “黄鹤楼”实无线 

索可考。到金代 ，王朋 寿 的 《增广 分 门类林 杂 

说》卷 12《神仙下篇》@，仙人一改跨鹤乘云的 

神秘形象，变成混迹凡尘的道±，然故事中道士 

以桔皮所画之鹤翩翩起舞，突显了仙家的奇能； 

道士短笛横 吹，跨 鹤乘 云，又充满了神仙气 息。 

为整合上述诸说，后人曾把费棉和子安合成一 

人 ，同时将驾鹤的情节渲染得更为曲折 ，特别是 

明代小说使得相关故事流传得更广。王世贞所著 

《列仙全传》云：“费文稀字子安，好道得仙。偶 

过江夏辛氏酒馆而饮焉。辛复饮之巨觞，明日复 

来，辛不待索而饮之。如是者数载，略无吝意。 

乃谓辛 日：‘多负酒钱 ，今当少酬。’于是取橘皮 

向壁间画一鹤，果蹁跹而舞，回旋宛转，曲中音 

律，远近莫不集饮而观之。逾十年，辛氏家资巨 

万矣 。一 日子安 至馆 目： ‘向饮君酒 ，所偿 何 

如?’辛氏谢日：‘赖先生画黄鹤因获百倍，愿少 

留谢 。’子安叹日： ‘未讵为此?’取笛数弄，须 

臾，白云自空而下，画鹤飞至子安前，遂跨鹤乘 

云而去。辛氏即于飞升处建楼，名黄鹤楼焉。”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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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始，有人在黄鹤楼旁建有费神洞、费公 

祠，称乃费秫栖息之所。唐人李宗孟 《费公祠》 

一 诗曰：“空遗费仙迹，江山余万愁。”费神洞， 

《皇朝郡县志》云：“在江夏县东十里黄鹄 山后 。” 

《旧经》云：“费科；升仙之后洞也 。” 《舆地纪胜》 

在引述上述文字后云：“黄鹤仙。或云费袜，王 

得臣 《黄鹤楼》诗 以为荀壤，字叔伟，未知孰 

是 。”⑩ 《读史方舆纪要 》亦云武 昌府 黄鹊 山 “山 

阴有费神洞，任防日：‘荀壤字叔玮，升仙于此， 

非费文帏也 ” 。 

清吴省钦 (1729—1803)在 《书黄鹤楼壁》 

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任叻记： ‘苟壤憩黄鹤楼， 

望西南有驾鹤者降，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 

空，渺然烟灭。’唐 《图经 》： ‘费神登仙 尝驾黄 

鹤返憩于此 ，遂以名楼。’其事虽不 足辨 ，然萧 

梁 时已有黄鹤楼之名 。荀壤于楼上遇驾鹤之仙 ， 

非壤即能仙去。作 《图经》者又以荀字叔伟 ，而 

移之费袜；费神 自降奴，岂遽兵解?今楼旁有费 

祠；楼上有吕岩携笛跨鹤像，卢生倚枕卧其旁， 

以邯郸 吕翁当吕岩；以岩当驾鹤之仙。又有甚 

者 ，类家于江夏县黄鹤山谓宋戴颐隐憩于此 ，林 

涧甚美 ，是盖 以京 口之黄鹄 山——一名黄鹤 山， 

其下有鹤林寺者 ，误 以为即江夏之山而漫无识别 

也。⋯⋯ 费棉、苟 叔伟、吕岩、吕翁，多涉 

附会 。”⑩ 

耸立于黄皓矶头的黄鹤楼，处长江、汉水交 

汇处 。自楼阁建成之后 ，正是群雄割据 、战乱频 

仍、政治黑暗的时期，为佛教、道教的流行提供 

了沃壤。超尘出世、羽化登仙是苦难中的人们的 

幻想 。临江负 险 ，高 标卓 立、 白云 缭绕 的黄鹤 

楼 ，是神仙家、道教信徒心 目中理想的羽化升天 

之处。于是，从诞生不久开始，黄鹤楼传说就将 

神仙引入楼，为楼披上神秘缥缈的色彩。⑩正如 

李白 《望黄鹤 山》诗所云 ：“颇 闻列仙人 ，于此 

学飞术。一朝向蓬海 ，千载空石室 。”@神仙说意 

味着人的思 维和想象 向广 大空 间的大胆飞跃@， 

它反映了道教的浪漫主义精神 ，这种神奇的文化 

基因借助雄伟的黄鹤楼得到彰显，让人浮想联 

翩 ，意兴盎然。 

二、借问吕翁旧时笛 ，不知吹破几番愁 

两宋之后，虽有费棉等人传说还在延续，但 

黄鹤楼的仙人主角换成了吕洞宾。吕洞宾，姓 

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八仙之一，是八 

仙中传说最多，也是其中最为神奇的人物。以道 

教八仙、全真祖师名世的 吕洞宾在道教史上的重 

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历年以来，关于吕洞宾的研 

究亦复不少 。@关于 “历史上”的 吕洞宾 ，学界 

的考证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吕洞宾信仰形成于北 

宋，至北宋末年，已有相当多的关于神仙吕洞宾 

的传说。@就地域分布来说，“在宋代，吕洞宾崇 

拜遍及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 

山西、陕西、浙江各省”@。北宋末期出现了吕 

洞宾仙传故事。这类仙传最早产生于南方的岳州 

(今湖南岳阳)。现有的证据表明，规模最大 、香 

火最盛的两个 祭祀 吕洞宾 的圣地是岳 州和永乐 

(今山西芮城县)。随着全真教对 吕洞宾崇拜的吸 

纳，12世纪晚期和 13世纪早期，吕洞宾崇拜迅 

速扩展 ，成为一种 重要的全国性崇拜。∞黄鹤楼 

与 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于是，辛氏酒楼画鹤于壁、驾鹤成仙传说的 

主角成了吕洞宾，辛氏楼也变成黄鹤楼。不仅如 

此，有关黄鹤楼的很多传说，如 “跨鹤登仙”、 

“结枣如瓜”、“掷桃 映石”中，主角也变成 了吕 

洞宾 ，乃至在黄鹤楼景区内，出现了吕公洞 、跨 

鹤亭、仙枣亭、仙桃迹、纯阳亭、吕祖阁等纪念 

性景点和建筑。《舆地纪胜 》卷 66《鄂州上 ·古 

迹》：“吕公洞 ，在石 镜亭下黄鹊 矶上。初 无洞 

穴，但石迹隐然如门，扣之有声，世传吕洞宾尝 

题诗其上。又张舜民 《南迁录》云：‘近岁有军 

循于此，夜逢二人，衣冠甚伟，遗之黄金数饼， 

军循携以归 ，光发于屋上 。既而官收之 ，皆化为 

石，其石在军资库。” 王十朋 《黄鹤楼》诗日： 

“云锁 吕公洞 ，月 明黄鹤楼。”@根据杨济 《钝斋 

文选》的记叙 ，至迟在南宋重建 的黄鹤楼里 ，已 

开始供 祀 “角 巾、卉服 、横 笛”@的 吕祖 肖像。 

陆游 《入蜀记》曾提及 “复与冠之出汉阳门游仙 

洞 ，止是石壁数尺，皆直裂无洞穴之状。旧传有 

仙人隐其中，尝启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黄金数 

饼 ，后化为石。东坡先生有诗纪其事。初不云所 

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颇闻列仙人，于此学 

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今鄂人谓之 

吕公洞 ，盖流俗附会也。有道人 ，澶州人 ，结庐 

洞侧，设吕公像其中”@。元盛如梓 《庶斋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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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谈 》卷 中记载 ：“武 昌滨江有 吕公矶 ，上有 黄 

鹤楼 。一 日有题 《汉 宫春 》于其上云 ： ‘横吹声 

沉倚危楼，⋯⋯’不知何人作，或言洞宾语也。 

后三年己未 ，大元渡江。”@该传闻指 出，南 宋末 

年黄鹤楼曾出现 吕洞宾所题的谶词 《汉宫秋》， 

预示大元渡江。明清以后多次重建 吕公亭 ，后来 

又设其卧像。“一枕游仙梦不回，先生高卧亦优 

哉。想因厌看尘寰事，假作噱咙眼倦开。”@ 

吕洞宾之附会黄鹤楼时，宋代文人们曾力辨 

此事 不确。如宋 张拭 《黄鹤 楼说 》有 辨析： 

“(南)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 

问，遽相传日：‘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 

才子又为 之夸大其事 。而苏子 瞻亦载冯 当世之 

说，有羽衣著屐之诗。嗟乎!宁有是理哉?甚 

矣 ，世俗之好怪也 !虽缙绅大夫之贤者 ，有不免 

焉。”@吴曾也曾考证： 

世所传 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 

白苹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 

风明月知 。”此 吕先 生非洞 宾，乃名元 圭者 

也。其诗元 (原)题于石照亭窗上 ，仍记岁 

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 日。” 当元丰间，喻 

陟为湖北提刑 ，题诗其后云 ：“黄鹤楼 边横 

笛吹 ，石亭窗上更题诗 。世人不识还 归去 ， 

江 水云 山 空渺 弥 。” 或 日 ：元 圭， 乃 先 生之 

别 字也 。@ 

吕、喻二诗原题于石照亭上 ，而石照亭在黄鹤楼 

之下：“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彻，名日石照。其 

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 

黄鹤楼仙人传说与吕洞宾拉上关系，主要得 

力于道教 的推动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 ：“大量材 

料证 明了钟 吕八仙是 由内丹道南 、北宗共 同打造 

而成的信仰对象。”。它的发展与传播则是文人和 

道教徒一起积极参与 的结果 。在陆游 《人蜀记 》 

中就特意提到了结庐吕公洞侧、设吕公像崇拜的 

道士：“有道人，澶州人，结庐 (吕公)洞侧， 

设吕公像其中。” 圆元代吕洞宾和黄鹤楼的传说已 

流传很广，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壁画中，就有吕洞 

宾在黄鹤楼上卖墨的故事。明清之后 ，文人纷纷 

写诗著文加以渲染，使吕洞宾与黄鹤楼的传说深 

入人心。明代吴元泰 《东游记》第 26回 《洞宾 

酒楼画鹤》情节与 《幸 氏酒楼》基本相同；清初 

褚人获 《坚瓠集》核心情节也与 《幸氏酒楼 》相 

同@，只不过主角都换成了吕洞宾。正如明人郭 

正域所言 ：“而黄鹤故事，或 日王子安 ，或 日费 

神，今人乃尽归之吕仙。夫鹤楼以崔诗显，崔开 

元人，而吕仙以麟德得道，崔诗有昔人之称；又 

鹄山下有费稀洞，则跨鹤客为费袜无疑。而山下 

又有吕公矶，或日 ‘禹功矶’讹也。今时谈仙 

迹，惟吕公最著。”@在后代收集的黄鹤楼传说 

中，关于吕洞宾的传说在诸位驾鹤仙人中是最多 

也是最动人的，如 吕洞宾黄鹤楼前卖仙桃、辛 氏 

卖酒遇吕仙、仙枣亭题诗、吕洞宾和鲁班蛇山造 

楼、吕洞宾跨鹤飞升等神奇传说，伴随着黄鹤楼 

的壮丽景观世代相传。 

西方学者杜赞奇在研究关帝等民间神明时， 

提出了一个 “叠加”的概念 ，即较新的神明形象 

被嫁接到较早的神明形象之上。@康豹在关于温 

元帅崇拜 的书中，提出了 “并生”的概念 ，用来 

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 同一时期 的文本 中会发现对 

同一神仙 的不 同描述 。⑩从 总体上看 ，吕洞宾等 

神仙崇拜的发展既有 “并生” 的，也有 “叠加” 

的因素。如最初黄鹤楼与笛声意象的联系，见于 

李白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诗：“一 

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刘禹锡 《武昌老人说 

笛歌》的古诗中，吹笛者不过是曾在王府里吹奏 

的艺人。曾几何时，笛声渐成为黄鹤楼上的主题 

旋律。清人所辑的 《全唐诗》里著录有吕岩 《题 

黄鹤楼石照》一诗 ：“黄鹤楼前 吹笛 时，白萍红 

蓼满 江 湄。衷 情 欲 诉 无 人 会 ，只 有 清 风 明 月 

知。”∞一般 以为吕岩即 吕洞宾 。即使此诗是后人 

托名伪作 ，但可以确定 的是它在宋代 已然广为流 

传，吴曾在 《能改斋漫录》中即曾辨析写诗的吕 

岩又名 吕元圭 ，并 非飞剑化仙 的 吕洞宾 。不过 ， 

吴曾却同时录引喻陟神宗元丰年间担任湖北提刑 

时，在吕岩镌诗的石上续笔于后：“黄鹤楼边横 

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世人不识还归去，江水 

云山共渺弥 。” 逮至南宋 ，仙人吹笛 已成黄鹤楼 

的典故。陆游有诗记其遇一老人 “长眉及肩，欲 

就之语，忽已张帆吹笛而去”，断言 “遥知乘醉 

江湖去，黄鹤楼头又放颠”@；罗与之 《黄鹤楼》 

“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虽然诗 

里并未言明仙人的身份，不过从吴曾 《能改斋漫 

录》辨析里 (见上引)，可 以看到有宋一代 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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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于黄鹤楼吹笛的意象已渐传于世。逮至元代， 

黄鹤楼上闻吕洞宾吹笛的典故已然坐实，郝经 

《黄鹤楼》五言古诗里将 吕洞宾的传奇娓娓道来 ， 

中有 “闻说 吕洞宾 ，题诗满新壁”、 “有 时横 长 

笛 ，吹落汉 阳月”圆。此 后黄鹤楼上 的笛声俨 然 

成 了吕洞宾的专利 ，在明清相关诗文中几乎俯拾 

皆是 ，如明沈周 “借 问吕翁 旧时笛 ，不知吹破几 

番愁”@。清高宗第 五子纯 亲王永祺 之孙奕绘 曾 

以 “十金”购得古玉笛一枚，欣喜之余，约与其 

侧室 、著名 女 词 人顾 太 清 “同 咏”，奕绘 先 成 

《翠羽吟》，顾太清以为 “骊珠 已得 ，不敢复作慢 

词 ，谨赋 《十六字令 》，聊博 一笑 塞责 ”，“听， 

黄鹤楼中三两声。仙人去，天地有余音”@。笛声 

于黄鹤楼之意象如此重要 ，以致于 由 “笛”文人 

骚客们想到的就是黄鹤楼。 

神仙思想是道教极其重要的思想，长生成仙 

是道教最高的境界 。长生成仙思想是以人类最初 

的本能的对死亡恐惧为心理原动力，古代先民为 

谋求生命 的延长而进行锻炼并且取得了良好 的效 

果，二者的结合就有了无限延长肉体生命的要 

求 ；同时 ，原始先 民为了超越 自身力量 的有 限而 

进行种种巫术修炼也可具有神力，这种认识 同中 

国古代特有的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 

思维相结合，最终导致 了道教神仙信 仰的产 

生 。@在道教学 说 中，凡 人经长年 累月的修炼 即 

可得道成仙。⑩神仙信仰随着道教的发展深入到 

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寻求一种普遍性和永 

恒性的情感归宿。在黄鹤楼传说中，神仙、黄 

鹤、法术都是道教仙学的基本元素，羽化飞升是 

道教神仙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跨鹤乘云则是最浪 

漫的飞升方式。仙人驾鹤远游是道教神仙最具有 

代表性的标志。黄鹤楼传说 中还渗入了关于道教 

神秘法术 的情节 ，如桔皮 画仙 鹤、井水变酒水 ， 

凸显了神仙无所不能的超人间力量，同时也使传 

说增添了浓厚 的神异色彩 ，令其别具风采。这些 

洋溢着中国道家道教生活与艺术情趣的传说使人 

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 

三、故国妆楼归道院，异时宫阙建军牙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楼阁是一种极具艺术感 

染力的多层建筑，体量高大、华美壮观，其造型 

之精、结构之巧，展示了木构建筑艺术和技术的 

高超成就。它们或跻身宫苑之内，架空百尺；或 

踞于市井之 中，巍峨壮丽；或依傍岩壁之侧 ，突 

兀层崖 ；或莅临江渚之畔，俯峙山川，其遏云蔽 

月之姿 ，让人产生 “可上九天揽月”之遐想 ，蕴 

涵着向高空发展 的通天愿望。⑦道 家、道教与高 

楼历来都有不解之缘 。在历史上楼 阁的管理也常 

假道士之手 ，如黄鹤楼 、岳阳楼等 。 

道士何 时进入黄鹤楼 的管理 尚无史 料 的发 

现 ，我们猜测此楼由军事楼宇转变为旅游设施开 

始时道士可能已进入管理的角色 。在一千多年的 

风雨中，伴 随着黄鹤楼从军事嘹望楼转型为观光 

游览的胜地 ，黄鹤楼 的旅游功能不断强化 ，其周 

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或高耸华丽，或别有洞 

天 ，或绵延 日久 ，或转瞬即逝 ⋯⋯形制不一 ，风 

格各异，但这些附设景点并不是随意和堆砌，而 

是围绕着有关黄鹤楼的历史与传说设置的，一方 

面将黄鹤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一方面 

又将文体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且大多总能与 

黄鹤楼主体配合默契且交相辉映，如众星拱月般 

伴随着黄鹤楼历经沧桑 。这种趋势至宋代已极为 

明显。宋代在前朝观赏楼的基础上强化了旅游功 

能 ，初步构筑 了以黄鹤楼为 中心 的旅游景 区格 

局。楼之四周有南楼、北榭、北园，又有清景 

堂 、正 己亭、应 轩 、憩轩 、跨 碧、梅 阁、一 览 

亭 、光华堂 、岩洞 堂、烟波亭 、江汉 亭、秀岩 

堂、半山亭、静春台、涌月台、压云亭、雅歌 

堂、卷雪楼、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 

楼、生春楼、清美楼、静春台、春阴亭、民功 

堂 、志功堂 、华远 堂、凝 香亭 、跨鹄 亭、石 照 

亭、仙枣亭、西爽亭、景清堂等。@元代对黄鹤 

楼周边景点建设影响最深远的是胜像宝塔的安 

放。胜像宝塔，亦称宝像塔，因其色白，又称白 

塔或元代白塔，建于至正三年 (1343)，为威顺 

王宽彻普化太子建，是用于供奉舍利和安藏佛教 

法物的喇嘛塔 ，安放在黄鹤楼前，四周设 护栏 ， 

并有石牌坊 ，匾额上横书 “胜像宝塔”四字，清 

末因新军修炮楼牌坊被拆毁 。光绪问黄鹤楼被焚 

毁后，塔仍存，1985年黄鹤楼在今址复修后， 

迁入楼的正前方，是黄鹤楼故址保存最古老、最 

完整的建筑 。明代在宋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少 

建筑 ，如 留云阁、龙床 台、振衣台、八极楼 、白 

龙池等；清代则续建有太白堂、禹碑亭、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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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涌月 台、杨公祠、竹园 (后更名东山小隐)、 

冠霞亭等。陈本立的 《黄鹤楼名胜记》对黄鹤楼 

及周边的景点建筑有详细描述 ，出现文 中的胜景 

计有：望江亭 (即古十盘亭)、宝相塔、黄鹤楼、 

搁笔亭 (太 白堂)、石镜亭 、斗姥 阁 (古南楼)、 

白云楼 、西爽石刻 、涌月刻石 、留云阁、丽 山道 

院、仙枣亭、漕 园、振衣亭、陈友谅墓、郡学 

宫 、万寿亭 、古十问亭、一览亭、广永亭 、楚观 

楼 、方塑读书台、磨 崖方丈、静 春台、压 云亭 、 

仙桃迹 、大士 阁等 。@但咸丰年 间在太平军 与清 

军的战事中，黄鹤楼及附近建筑大部分被毁。同 

治中除重修黄鹤楼外，“余材重建太白堂、一览 

亭、涌月 台、留云阁、白龙 池等 处，以复故 

迹”@，另外，尚大力营建了官胡二公祠@、曾公 

祠⑦，构筑了黄鹤楼区新的景观。 

至迟在宋代道士可能负责日常看管工作，这 

从上引陆游等人的记叙中可以看出道士的作用。 

延至明清，一如旧制。周系英于嘉庆二十一年 

(1817)十二月二十八大雪之 日登楼 ，“是 日游人 

绝迹 ，叩门 良久始得人”，诗里说 “款关惊起道 

童眠”∞。黄鹤楼 中住有道 童，负 责看守 。根据 

《申报》的报道，当 1884年黄鹤楼发生大火时， 

一 名卧病在楼上的 6O余岁老道人不幸被烧死 。 

在黄鹤楼周边 ，道士建有 数座道 观 ，清 陈本立 

《黄鹤楼名胜记》描述了黄鹤楼及周边建筑及景 

点：“白云楼⋯⋯其左有仄径纡而下，奇石佳树， 

夹道垂阴。历百武得平敞地，黄冠 自为静室，日 

留云阁。石涧清泉，别开生面。其南道院丽山 

者，右日四皇殿，费棉洞在焉。寻之不可得，压 

于殿址也”@，在 这些道观 中，最著名者 当属 吕 

祖阁。吕祖 阁 当为全真道所 掌管。1925年 武 昌 

长春观传戒时留存的 《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 

篆 》记载有来 自武昌府武昌县黄鹤楼的龙 门派道 

士王崇复 ，时年 36岁 ，黄州府蕲春 县人，祖师 

为万诚安 ，度师为徐信德@。 日本人水野幸吉对 

武汉寺庙做过统计 ，将 “黄鹤楼”列为庙 阁即道 

教场所。 自光绪十年 (1884)黄鹤楼在大火中 

化为灰烬后 ，尽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 、民国湖北 

督军王占元、萧耀南、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等 

曾有过重修黄鹤楼的打算，但都未能如愿。黄鹤 

楼实体在长江之滨消逝了，水野幸吉所指的 “黄 

鹤楼”当指黄鹤楼故址上的吕祖阁。193o年代 

初周亚荣的 《武汉指南 77中对武汉三镇 的寺庙道 

观也做过统计 ，黄鹤楼 区有 “吕祖 阁”道观 ，住 

持为王崇复。@ 

l935年 ，黄鹤楼 故址景点 吕祖 阁住 持小道 

王崇复曾因过往军人时有滋扰一事请求省府市政 

处予以保护。∞他的请求得到支持，武昌县知事 

曾专门下文，吕祖阁将知事公署布告专立石碑， 

以 《修大因果 ·武昌县知事公署布告》为题。其 

文 日 ： 

为布告事。案奉 

湖北省长公署第八一三号训令 内开案据 

黄鹤楼吕祖阁住持道衲万诚安、王崇复等禀 

称为祖阁复古 ，神像 添新，恳恩赏示保护仙 

迹 ，严禁滋扰 事。 

窃黄鹤楼 吕祖阁原 东汉费祖仙踪，唐代 

吕祖名胜。衲 自祖庵 师续承玄祧历数 十世 。 

不意民国庚申突遭回禄 ，次年辛酉又遭五二 

兵燹。前督 军王、省长刘 去职 ，迭经批 准 

筹款修复，弗克实行。适幸我督办兼省长@ 

荣莅鄂 中无异周召布政 。衲念 国帑 支绌，志 

愿募修 ，屡禀哀号。邀恩面加租额 。虽蒙前 

警务财政厅长崔、郑二公准予所请 ，究赖吾 

公护法栽培，再四提议 ，曲全 关举 。今殿 宇 

庆成，募修灵官五百尊、甲子六十尊。蒙提 

倡捐款 ，发起捐修 ，赞成者众 。伏思祖 阁复 

古，即缘善士之输将 ；神像增新 ，尤翼明文 

之保护。惟本阁向未叩门募捐，所有乐输善 

信皆由自愿送阁，应寿贞珉以传芳德。口蒙 

督省会令财政厅特准免加租额。此功此德铭 

感曷忘 ，更 宜勒石纪念。至衲 等主 司阁务 ， 

继先师志。无论何人 不得觊觎 干预 ，障碍清 

静。均乞明喻 示警，严禁滋扰 ，庶保仙迹而 

安道侣 ，神 人感 戴矣等 前情前 来。除批 禀 

结，均悉仰候令行武 昌县知事给示保护可 

也。此批挂发外合亟，检发副禀令 ，仰该知 

事 即便查照办理 此令等 。固奉此合行怖告 ， 

仰来阁各色人等一体遵照，严守清静，勿得 

滋扰 ，致干查究。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三 日 

知事陈燮宸 

云冕 谨按 ： 吕祖 道通 三教 ，鹤 楼 庙祀 千 

秋 。辛亥以来，万诚安炼师与徒孙王崇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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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苦心修复。蕲春萧至西道友拟此禀稿，成 

就如许功德 。后 来至参拜祈福者 当知万、王 

两住持万苦千辛成此。每有 乞请求助之 处， 

萧同道厥 功最 多，不独此最后撰述也。云冕 

向道诚切 ，遭连多故 ，愧无力恢复道场 ，惟 

书丹仰邀神眷而已。 

南州黄云冕记0 

此碑原立于 吕祖 阁，因上世 纪 5O年代修建 

长江大桥时，吕祖阁内所存神像等物移至长春 

观 ，今存长春观。从碑文可 以看 出，吕祖阁龙门 

派传承历时久远 ，到王崇复时至少已数十世 。民 

国九年 (1920)吕祖阁遭遇大火，次年又遭兵 

灾，修复的筹款计划虽得到批准但并未实行，直 

到萧耀南到任 ，予以经济上的支持 ，又得到众多 

道友 的捐资 ，才终于修复殿宇 ，并募修灵官五百 

尊、甲子六十尊。万诚安、王崇复道士请求地方 

官府严禁军队滋扰的要求也得到官方的支持 。由 

此推想，当时吕祖阁道士对黄鹤楼遗址负有一定 

的管理和维护之责。清初诗人钱澄之 (1612— 

1693)《登黄鹤楼 即事 》四首之三 中所谓 “故 国 

妆楼归道 院，异时 宫阙建军牙”@，就 是黄鹤楼 

变迁过程中道教力量的写照。道士不仅负责楼阁 

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推进种种传说， 

将道教长生成仙、吕洞宾信仰有意识地编织进有 

关黄鹤楼的风物传说之中，使这座名楼蕴含丰富 

多彩 的文化内涵。 

余 论 

在黄鹤楼千年的历史上 ，当它 由军事嘹望楼 

转型为观赏 、游览型楼宇时，道士便进入 日常管 

理，并在背后成为黄鹤楼文化的推手之一。黄鹤 

楼也从最初的军事哨楼到游览胜地 ，再到城市地 

标 ，功能渐次转换 ，演绎着这座城市的过往与传 

奇，揭示了武汉的地方精神和文化样态，也是理 

解这座城市社 会生活 与文化变 迁 的钥匙 。可 以 

说 ，黄鹤楼之所 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 

于它独特 的地理位置 、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 

堂皇和形制工艺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 

的文化活动、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 ，也 

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道教的作用存在密切 

关系。神仙传说赋予了黄鹤楼缥缈动人的美感， 

把黄鹤楼巧夺天宫之美与道教神仙的神异事迹相 

融合 ，将它的自然美提高为艺术美 ，给黄鹤楼增 

辉添色 ，激 发人们无边 的想象 ，给人极 大 的享 

受。而千载流传的诗词名篇中都编织进仙人的身 

影和瑰 丽的想像 。 “白云”、 “黄鹤”、 “梅花”、 

“玉笛”经文人诗篇已成为黄鹤楼被意象化而广 

为人知的典故 。自李白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 

五月落梅花”之句名震诗坛之后，诗意化的意 

境，美丽的仙话，引得后世文人无限喜爱，纷纷 

在诗词中沿用不废 ，“不识何人吹玉笛 ，梅花未 

落已销魂” (清袁渭钟)④，“一笛清风寻鹤梦， 

千秋鹄月问梅花”(清胡翰泽)，“玉笛仙吹黄鹤 

楼，梅花落也否”(清鲁杰)，这些摇曳多姿的诗 

句把吕洞宾跨鹤飞仙的传说点染得愈加美丽动 

人。@在黄鹤楼的纪年表中，传说与诗文互为依 

托 ，相得益彰，共 同编织了浪漫多情的气质 ，塑 

造了民众的历史记忆。@ 

本文承蒙刘迅、赵建勇等提 出宝贵修改意 

见 ，谨致 谢 忱 。 

(责任编辑 ：魏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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