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当博物馆讲解词

序厅

六甲站像：

六甲站像是道教祀奉的星神，属紫微垣的六颗星（位于北天

星宿中央），分别为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

甲午神韦玉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在武当山道教宫

观中，六甲神常侍卫在玄天上帝真武旁边，作为侍卫部将，亦可

为保护神。六甲雕铸形象来源生活而高于艺术，造型逼真、神态

各异、形如真人，为明代皇帝敕喻工部铸造，安奉武当山宫观的

国家级珍品。

北方星宿：在序厅的顶部，我们可以看见，顶灯并不是按照

规则的顺序安装的，初看似乎有些杂乱，实际上它是按照中国古

代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七宿来分布的。

二十八宿是我国古代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的运行，

选取的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又将其平均分为四组，

每组七宿，分别为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龟蛇合称），

亦称为“四象”、“四灵”。 道教将二十八宿合成的四象尊崇为护

卫神，其中的玄武神自宋以后独受尊崇，地位赫赫，被封为玄天

上帝，即真武神。由于真武由北方水神到南方修仙的传说故事与

明朝永乐皇帝由北京攻打南京后坐镇天下的故事极为相似，故朱

棣在武当大建道场，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永

乐皇帝实际上是利用它以神化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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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厅

一：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资料展

本展柜陈列的主要是世界遗产标志、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证

书、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联合国教科文

卫专家考察武当山时所留下的评语以及武当山古建筑群在《世界遗

产名录》中的编号、符合标准。

二：琉璃建筑构件

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武当山留存的明代琉璃建筑构件。

古代琉璃建筑构件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在琉

璃工艺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将琉璃釉涂在坯胎上烧制的各式各样的

琉璃建筑构件。从实际功用上讲，琉璃瓦不吸水，降雨后屋面的荷

重不会增加，从而保证了屋顶重量的稳定性，而且涂了琉璃釉后，

瓦面变得十分光洁，雨水流动通畅，大大加强了屋面排水效果，解

决了漏雨问题。后来逐渐演变为封建等级高低的一个代表，根据琉

璃构件颜色、大小的不同反映出建筑等级的高低。

合角吻：合角吻是指安装在盝（lū）顶平台、重檐顶（如重

檐庑殿、重檐歇山）第二檐以及墙脊的转角处，由两个吻兽组成，

呈 90度。阳角的为阳合角吻，阴角的为阴合角吻。有时两吻使用

一个剑柄，有时则用两个剑柄拼成 90度。合角吻的作用在于保护

角柱外皮，并起装饰作用。此外，合角吻的使用受到等级限制，只

有使用正吻的屋顶才有合角吻，如果屋顶等级较低使用望兽，则转

角处用合角兽，不使用合角吻。

三：

玛瑙柱:玛瑙柱用于琉璃须弥座束腰拐角部位，主要起装饰作用。



额枋：额，匾额。枋，两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横木断面，一般

为矩形，宋朝时称为阑额，柱上用于联系、承重的水平构件。 南

北朝之前多置于柱顶，隋唐后才移到柱间。有时两根叠用，上层额

枋清朝称为大额枋，下面的叫小额枋。

屋面檐头组合：大木建筑斗栱以上一般由挑檐檩、檐、飞椽、

两层望板、闸档板、瓦口、勾头、滴水等组成。

套兽：套兽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脊兽之一，安装于仔角梁的端头

上，起作用是防止屋檐角遭到雨水侵蚀。套兽一般由琉璃瓦制成，

为狮子头或者龙头形状。

背兽:古代建筑屋面上的装饰构件，用于正吻尾部。

垫枋:调节额枋连系作用的构件。

垫栱板:连接两斗栱之间的构件。

垂兽和戗兽：屋顶垂饰的装饰是在尽端安垂兽。屋顶戗脊尽头

安戗兽，戗兽样式与垂兽相同。明清时期垂兽和戗兽，都雕刻出完

整的兽头，须向后卷，束起如火焰状，头下刻出部分鳞身

琉璃排山构件：歇山或硬山建筑两山墙屋面以垂脊之间的过度

构件。

四：仙人走兽、琉璃排山构件组合

仙人走兽分仙人和走兽两部分，其数量和宫殿的等级相关，最

高为 11个，每个走兽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作用。

仙人走兽最早出现于汉朝的明器上，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使用规

则，元朝以前多为武将，后逐渐形成定制。位于最前端的是仙人，

即仙人骑凤，后面是走兽，通常数量为奇数，9为最高，依次是：

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但是在故

宫的太和殿上，在斗牛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行什，表示规格之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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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龙、凤象征吉祥；狮子为镇山之王；天马、海马象征皇家威德通

天入海；斗牛、押鱼可以兴云作雨，镇火防灾；狻猊则为能食虎豹

的异兽，象征百兽率从；獬豸善辨是非，象征皇家的所谓“正大光

明”；行什似猴，为押尾兽，因排行第十，故名行什。总之，屋脊

上安装鸱吻走兽等物件作用有五个：一是平衡稳定，二是装饰、三

是避邪，四是防火、五是防漏雨。

五、铜铸鎏金武当真武修真模型：明万历 44年由北京工部勘

合铸造。该模型为武当山浓缩景观，它将金殿等建筑与祥云、古树、

神仙以及真武修真故事等融于一体铸就，其模型下端饰五位龙面人

身像，寓五龙捧圣山之意，将武当山整体托起，布局紧凑而富于想

象，是武当山馆藏文物中的精品。

六、禹迹亭：传说禹在武当山治水，因其治水有功，得到了百

姓的爱戴和拥护。为了纪念禹，在武当山紫霄宫前建禹迹池，以示

纪念。该亭出土于紫霄宫禹迹池内，是一件金属仿木结构重檐歇山

式建筑。

七、琉璃正吻：正吻又叫鸱吻、螭吻，是安装于建筑屋顶正脊

两端的装饰件，龙头形，龙口大开，咬住正脊，系釉陶或琉璃制品。

该正吻原安装于玉虚宫山门上，后因维修将其更换。地方建筑的正

吻样式很多，相互之间风格差异也很大，正吻的形象也引出过不少

传说趣谈，传说这种正吻是海龙王的九子之一，它属水，能激浪成

雨，把它放在屋脊上可以当作灭火消灾的“镇物”；但又怕它吞下

整条屋脊，故用宝剑将它牢牢扎住。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

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

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房脊上的龙文化，究

其源可上溯至汉代。1960年，中国在湖北省沙市郊区发现现存最早



的纪年脊兽。在一件筒瓦脊兽的瓦内壁刻有“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距今已近 2100年。可见中国建筑上出现吻兽，至迟在西

汉时期就比较完备了。后期逐步由鸟形演变为鸱尾（传说是一种海

中能灭火的神物），至中唐或晚唐出现张口吞脊的鸱吻。宋代以后

龙形的吻兽增多，清时已很普遍，表面饰龙纹四爪腾空，龙首怒目

张口吞住正脊，脊上插着一柄宝剑，艺术形象完美，称为“正吻”、

“龙吻”、“大吻”。正脊以外的垂脊，戗脊上则常用兽头，这些兽

头顺着脊的方向面向外望去，故名望兽。鸱吻最喜欢四处眺望，多

饰于正脊上，它形似鱼尾，张牙舞爪，似乎要吞下整个屋脊，故又

名“吞脊兽”。

正吻通常为龙型，兽头朝内张口衔脊，背部以钉与屋脊相连。

正吻位于正脊两端和垂脊的交汇点，此处是防水的最薄弱环节，因

此其作用是加固正脊，防止漏雨。正吻主要用于高等级殿堂，如宫

殿、坛庙等。

八、砂岩六足器物座：该石雕原存于武当山南岩宫，质地砂岩，

雕刻手法线条流畅、造型优美、舒展大方、底足翻卷自然，为武当

山现存唯一的砂岩质地石雕，主要为安放香炉之用。

九、“治世玄岳”石牌坊：这座明嘉靖三十二年修建的大型石

作牌坊，是武当山石构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牌坊为三间四柱五楼式

建筑。充分运用了镂雕、圆雕、浮雕、浅雕等多种手法，人物、仙

鹤栩栩如生，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科学、历史、艺术

价值。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白玉器物座：在“治世玄岳”石牌坊场景前展示的为汉白玉

石雕器物座，该器物座均为原武当山宫观内安放香炉、宝瓶等道教

供器的石雕构件，由皇家御赐，雕刻手法精美、细腻，均为不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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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石雕珍品。

十、三十万军民大修武当场景：该场景展示的是明代永乐皇帝，

于永乐十年，即 1412年御赐营建武当道场，该图为修建武当宫观

的场景再现。永乐皇帝敕命降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

郭琎、礼部尚书金纯等军政官员 500余人，率军民工匠 30万人，

历时十二年，共建成九宫、八观、三十六岩庙等三十三组建筑群，

宫观庙宇多达二万余间，以及二十多座亭台，四十多座桥梁，铺筑

长达一百多华里的青石古神道，建筑面积达 160余万平方米。明代

文人描绘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寰宇

所无。”正反映出武当山古建筑群具有举世无双的建设规模和高超

的建筑艺术。

十一、木雕饰金圣旨牌：

该圣旨牌是明永乐 11年，皇帝勅喻武当山的圣旨，原存五龙

宫，为颁喻道众的禁令圣旨。此圣旨牌做工考究，工艺精湛，据故

宫博物院专家朱家溍教授考证，制作此圣旨牌需工序 83道。其外

形为圆首，红底，边框周设九条龙纹，背面边框装饰阴线团云纹，

圣旨内容与纹饰皆由漆金工艺做成，是武当山遗存的明代珍贵文

物。

十二、琉璃岔角、琉璃隔扇门、琉璃裙板

琉璃岔角：多用于照壁壁心四角，均为三角形，主要起装饰作

用。

琉璃裙板：为琉璃照壁下端的组成部分。

琉璃隔扇门：又名格子门，是指安装在门槛框内的活动性屏障

门，行人出入时既可开关，特殊情况下又可灵活装拆。隔扇门由外

框、心屉、裙板等组成。这组琉璃隔扇门为焚帛炉外墙面饰，此门



只为装饰门，不能开启。

十三、

砖雕走兽：该柜中砖雕走兽与前面所看的琉璃仙人走兽在功能

上是一样的，只是质地不同而已，为陶土烧制。

垂兽和戗兽：是在屋顶垂脊的尽端安装的饰兽。整体较薄，仅

雕出兽形面部，类似兽头。屋顶戗脊尽头插安戗兽，戗兽式样与垂

兽类似。明清时期垂兽和戗兽，均雕刻出完整的兽头，须后卷，束

起做火焰状，头下做部分鳞身。

十四、

该柜中主要展示的是古代建筑中屋面上的各种式样的陶质瓦

件，砖、滴水等饰件。

鱼壳瓦是坐放在屋面正脊下面的内装专用瓦件，主要是用来防

雨；清以后该做法已基本消失。

莲花状建筑构件出土于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早期建筑装饰构

件。

铭文砖：该铭文砖为原武当山周府庵所用，砖上的铭文主要记

载的是砖的使用地。铭文砖左侧的卷草纹花砖用于装饰建筑表面。

十五、

束腰是建筑中须弥座的座中构件。束腰的表面均雕刻有花纹，

花纹为多种样式的“椀花结带”。对于较高的束腰，一般在转角处

要使用角柱石，角柱石通称为“金刚柱”，雕刻一般有玛瑙雕刻或

如意花形等。

十六、

石雕舞神：该石雕舞神原存武当山隐仙岩，头部残佚。该石雕

线条简洁，但从其舞姿的动作，以及靴子等服饰分析，其雕刻手法



古朴，娴熟、圆润，且奏且舞，裙带飘逸，显得特别自然、生动，

应属元代遗存。从石雕舞神的动态、形神看，应为元朝少数民族祭

拜或祭祀的舞神。

石雕飞天：该石雕飞天原存武当山隐仙岩，头部残佚。据专家

认定，该石雕飞天为唐代实物。因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人物

丰满健壮、雍容华贵成为当时人们的审美时尚，雕刻手法采用了较

娴熟的圆刀刻法，衣纹自然流畅，为石雕中不可多的的珍品，对研

究武当道教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汉白玉石雕构件：此两件汉白玉石雕，均为武当山宫观御敕实

物，雕刻手法细腻、生动，做工精良。

十七、

铁望柱：望柱是指用于月台周围和桥梁两侧栏板之间的立柱，

又称栏杆柱，一般多为石质、木质。该铁望柱也是武当山现存中唯

一的金属质地望柱，对研究武当山古代的建筑有着不可多得的实物

例证。

抱鼓石：又叫“戗鼓”，是指桥面或台阶两端栏杆尽头（或起

步的第一块石栏）的栏板石。一般将石面雕刻成圆鼓形花纹，故也

称为抱鼓石。有些做法非常讲究，常雕刻成麒麟、坐龙、狮子、狻

猊等状，统称为靠山兽或靠山狮子、靠山麒麟等。该抱鼓石除了雕

刻有降龙纹外，还刻意雕刻了一头大象，并且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将

大象的舌头（一说鼻子）卷成石鼓形，形象十分可爱，它不失为雕

刻中的精品。

十八、石雕升降龙照壁盒子：

该石雕升降龙图饰，原为武当山周府庵前照壁盒子上的装饰

物，它和照壁上的岔角是照壁艺术性高低的最主要部位，盒子和岔



角的图案题材丰富、花样繁多，有花草、山水、走兽、飞禽、龙凤

等。琉璃照壁面采用不同的图案，形成不同的风格。因此，盒子和

岔角的雕琢艺术，就成了衡量一座照壁艺术价值高低的最重要标

志。该照壁盒子上雕刻着一条升龙和一条降龙，组成了一组二龙戏

珠图案，雕刻极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十九、

斗栱 是中国古代大木建筑的结构部件，在柱头之上的斗栱称

为柱头科，在柱间额枋上的斗栱称为平身科，在屋角柱头之上的斗

栱称为角科。这里展示的六组斗栱分别是仿照明代武当山金殿及玉

虚宫嘉靖御碑亭的做法按比例制作。斗栱一般使用在高等级的官式

建筑中，大体分为外檐斗栱和内檐斗栱。斗栱踩数均为奇数，如三

踩、五踩、七踩、九踩、十一踩等。踩数愈多等级愈高。

斗栱在结构上挑出以承重，并将屋檐的荷载经斗栱传递到柱

上。它又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从唐到清，斗栱的结构作用越来越小，

装饰性越来越强，斗栱的排布由疏到密，由大变小。斗栱是礼制的

重要体现，等级森严，同时也是建筑尺度的标准。

二十、石雕托塔力士像

这里展示的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唯一的佛教墓塔上的四个托

塔沙弥石雕力士造像，该力士像原存武当山展旗峰后，它坐落在道

教建筑群之中，切又在道教的兴旺时期，它的生存不能不说它不是

一个奇迹。因此，可以说它是武当山佛、道融合的历史见证。

二十一、雀替

雀替是中国建筑中的特殊名称, 安置于梁或阑额与柱交接处

承托梁枋的木构件，可以缩短梁枋的净跨距离。也用在柱间的落挂

下，但是为纯装饰性构件，能增加梁头抗剪能力或减少梁枋间的跨

http://baike.baidu.com/pic/36/1169438054446277.jpg


距。清代称为雀替，又称为插角或托木、牛腿，安置在梁与柱交点

的角落，具有稳定和装饰的功能。雀替从力学上的构件，逐渐发展

成美学的构件，就像一对翅膀在柱的上部向两边伸出，一种生动的

形式随着柱间框格而改变，轮廓由直线转变为柔和的曲线，由方形

变成有趣而更为丰富、更自由的多边形。雀替有龙、凤、仙鹤、鹿、

狮子、麒麟、金蟾等各种形式，雕法则有圆雕、浮雕、透雕等。这

两个展柜中分别为木雕麒麟和木雕狮子，雕刻精美，技法娴熟，是

武当山明代建筑遗存的原物，为木雕中的精品之作。

仙山名人厅

石雕陈抟坐像：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生于唐末，五代至宋初（公元

870年～988年）著名道士。他先后在武当山玉虚岩、凌虚岩、白

云岩、南岩、五龙祠、诵经台等地修道诵经，服气辟谷二十余年，

梦感五气龙君传授睡功，得“五雷蛰法”，一觉能睡半月，史称“睡

仙”。宋太宗赐其号希夷先生。北宋端拱元年（公元 988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在华山莲花峰下坐化，死后容色如生，肢体尚温，时有

五色彩云围绕于山谷中，享年 118岁。

此造像头戴五梁冠，身着官服，仪态端庄，线条自然流畅、

比例准确，面部传神，是武当山遗存的宋代石刻艺术精品之一。

陈抟擅长书法，多于行书，泼墨沉厚，雄浑有力，武当山两仪殿

殿内存卧“福”、睡“寿”二字，即其墨宝。

陈抟卧“福”睡“寿”：因陈抟在武当山修炼期间，梦感五气

龙君传授睡功，得“五雷蛰法”。陈抟不仅在道学上有较高的造诣，



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功底，他在武当山修炼期间所书写的“福”、

“寿”二字，刚柔并济，为后世文人所瞠目，至今仍存于南岩宫黄

经堂墙壁之上。

武当印章：武当篆刻具有我国传统的工艺和传统的刻制印章艺

术，其内容丰富，字体多样，变化有序。有大篆、小篆、楷书、金

文、行书等，也有道教专用字体和云篆、龙章凤文等。篆刻内容有

地名、人名、建筑名、药品、诗句、图案等，还有用于书信或手札

的封缄。另外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象形文字，更是让人惊叹。

明嘉靖皇帝赐书 “治世玄岳”匾额：明世宗朱厚熜是继明永

乐皇帝再次大修武当山的皇帝。他信奉道教，20多年不理朝政，专

求长生，尤其推崇武当真武神。明嘉靖三十一年，亲拨帑银 11万

两，遣工部侍郎陆杰等率军民夫匠重修武当宫观，并勅建石牌坊一

座，竣工后赐额“治世玄岳”四个大字，以示国家旌表。

清康熙皇帝“金光妙相”匾额：康熙皇帝，在清朝初年也十分

重视武当山的建设，除拨款修缮、派官员祭祀外，还专门为武当山

玉虚宫、南岩宫、太和宫、静乐宫、冲虚庵等五处庙观题写匾额。

其中太和宫“金光妙相”仍悬挂在天柱峰金殿内。

徐霞客游武当场景：

徐霞客，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游家，一生博览图经、地志，

专注于旅行。他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农历四月十一至十五日游

览武当山，写下了《游太各山日记》，记述了在武当山期间的所见

所闻，影响颇广。这个场景反映的即是徐霞客游武当山时问道，并

得以道士馈赠榔梅果为其母亲回家祝寿的场景。在旁边的展柜中，

我们展示的就是各种版本的《徐霞客游记》以及其中的《游太和山

日记》。



金龙、玉璧、山简：

1982年出土于武当山紫霄宫赐剑台。山简铭文记述了建文元

年上元节，湘献王朱柏（朱元璋 26皇子之一）到武当山紫霄宫福

地殿设立罗天大醮时而投放的通神之物，即金龙、山简、玉璧，

其方法是将金龙负山简、玉璧随行投入十三个不同的方位，因玉

能通天神，其目的是想通过这三件宝物向上天传达平安的信号，

希望能得到真武神的翊佑。然而，事情并不向想象的那样顺利，

在醮事后仅几个月，迫于建文皇帝的“削藩”的压力，使他惧怕

治罪，在封地自焚身亡，成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建文帝朝在位仅仅三年，时间很短，在全国有明确建文年号

的文物也非常稀少，因此，它弥足珍贵，被称为镇库之宝。

道教造像厅

柜一：

铜铸鎏金北斗九曜星君站像：道教尊崇的星君神系，星宿名。

天有九曜，即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罗候、

计都九星。此九星因照曜世间，故名九曜。九曜九年循环，古人多

以人命吉凶视之，认为其会影响人生祸福。据《北斗本生经》记载：

古代有一周御王，圣德无边，其一爱妃紫光夫人，明哲慈惠，夫人

发下大愿，要为国王生下圣子，辅佐乾坤。一年春天，夫人在金莲

花温玉池洗澡，忽有所感，生莲花九苞，化生九子。两长子一为天

皇大帝，一为紫微大帝，七幼子为北斗七星。该王妃即为道教所供

奉的斗姆神。

这九尊星君塑造的体态，神情、衣甲、姿势各异，可以说个个



传神，形态各异，生动逼真，全部通体鎏金，是明皇室御赐铸造武

当山宫观中的造像精品。

柜二：

斗姆坐像：斗姆，道教尊奉的星斗神系主神，简称“斗姆”。

斗姆心地慈爱，人们无论贫富贵贱，只要诚心礼拜，口念斗姆名号，

就能消灾、去祸，延年益寿。其造型为六臂，盘坐于莲花座上，其

中两手执日月法器、双手合掌、两手掐诀握镜棒，面部慈祥，和蔼

可亲。

水母：水母为道教民间水神。传说她由太上老君指派，专管天

下水情，百姓称她为水母娘娘。凡遇河水断流，天下大旱，百姓皆

向其祈祷施雨，水母娘娘遂将随身携带的圣瓶向下洒之，天下便普

降甘露，旱情解除。该展柜中这两尊水母像，面部凝重，似乎在为

天下百姓担忧，人物刻画细腻、准确，两水母均坐龙托莲花座。

裸展及部分展柜：

灵官造像：灵官是道教中的护法之神，能济世助人。有九地灵

官、十天灵官、水府灵官等名号，后来又出现了五百灵官。五百灵

官是根据真武大帝入武当山修道传说而得来，其父净乐国王遣将率

五百兵赴武当山寻找，欲请真武太子回国，后这五百兵丁也修道不

返，修成道果之后便成了五百灵官。那率领兵丁的五位将官亦成道

果，被称为五显灵官，也称为“灵官大圣华光五大元帅”。

独立柜：

真武大帝

在道教展厅中，共展出了十三尊形像不同、姿态不同、年龄不

同、质地不同、大小不同、服饰不同、时间不同所铸造的真武铜像。



武当山现存各类真武神像数以百计，很多均为工部铸就，代表了当

时国家的水平，造型比例准确、协调生动，文武有别，性格刻画形

象。武当山因是真武祖师得道升天之所，加封授册之地等，铸神和

重塑金身成了时尚，自明永乐以后，尊崇最盛，这种风尚一直沿袭

至今，真武神众多成为武当道教神仙领域里的一大特色。

真武大帝特征是：面如满月，龙眉凤目，绀发美髯，颜如冰清、

仪态端庄、披发跣足。

玉雕真武坐像：着圆领内衣，外罩直领长衫，满发丝丝清晰，

双手置于丹田，盘膝而坐，面部神情温和、祥善、微笑，形态为修

真内炼状，入静，十分传神。其雕琢线条简洁、圆润、技法娴熟，

是元代玉雕精品。

真武太子读书坐像：宋、元、明以来真武信仰的神话传说日益

丰富。道经说，老子８２化化真武，后投胎净乐国王后善胜夫人，

降生为静乐国太子，年方 15舍弃太子之位到武当山修道，后功成

正果。此尊造像是真武幼年在武当山太子坡修道时刻苦学习道经的

情形。

戎装真武：戎装武姿青年真武造像。手握利剑，俨然一幅降魔

除妖的战神形象。这两尊造像的铠甲文饰与衣纹十分复杂，肘部袍

袖飞舞，肩部、腰部战带飘逸跃动，与坐姿形成动静结合，在铸造、

翻模工艺中增加了较大的难度。这尊通体饰以漆金，形态传神、工

艺复杂、制作精细，不愧是明代皇室敕奉武当山的艺术造像。

真武坐像：属中年造像，身着龙袍，神态安详，座右下置一龟

蛇，右手扶玉带，左手抚膝，是明万历年间作品。

真武坐像：为明代民间社团进奉。其像背龛塑造有弥猴献桃、



梅鹿衔花、仙鹤、祥云、腾龙、童子、仙人等，有背光的神像一般

在佛教中居多，在道教很少出现，因此，这尊神像对研究明代造像、

铸造艺术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天君造像：这五尊造像是不同仪态的关天君造像，亦称关帝，

即东汉末年蜀将，姓关名羽，字云长。东汉献帝授以汉寿亭侯，自

汉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其视作“忠义”的化身，名位越抬越高，

由侯而王，旋而晋帝。在唐代，关羽被列为古今六十名将之一；宋

代被冠以“武圣”；宋徽宗时封“义勇武安王”；元文宗时封“壮缪

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明神宗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

圣帝君“。把关羽庙称为武庙，与孔子文庙并列。武当山关帝庙即

是明万历皇帝为其封帝后专建设庙。道教乃多神崇拜教，关羽被尊

奉为真武的护法神之一，六大帅之列。关羽在民间还被尊崇为武财

神。

圣公圣母：真武的父母，原为静乐国国王和皇后，武当山专设

有父母殿供奉，显然这是儒家的孝德文化被武当山道教中所吸收。

太乙救苦天尊：太乙救苦天尊为统领（青玄左府）一切真仙之

神，掌握着三界（人、鬼、神）救苦之事。为了普度众生，他有很

多的化身，最著名的是化为“十方救苦天尊”。传说他身穿九色云

霞羽服，乘狮子玉莲宝座，左手执甘露玉净瓶，右手执青枝。该救

苦天尊侧盘坐于莲花坛上，左手抚几，右手作讲道布法状，衣纹舒

展，和蔼可亲，面容慈祥。

周公、桃花：周公、桃花又称为金童、玉女，与执旗、捧剑一

起均为真武祖师的侍从，在道教神系中，它们的级别虽然不高，但

角色非常重要。据《真武本传妙经》记载，周公、桃花分管威仪，

记录三界善恶。



乌鸦神：传说真武太子初入武当时，由乌鸦引路，黑虎巡山；

修炼时，由乌鸦报晓，黑虎护山。太子在得到成仙封帝后，封黑虎

为元帅，乌鸦为神。原在乌鸦岭还专门敕建有乌鸦庙，塑乌鸦神像

奉祀。每年香客信士到武当进香时均要带玉米、小麦等谷物抛洒空

中，喂食乌鸦，乌鸦接食时，场面壮观，历史上将其称为“乌鸦接

食”，为武当山动八景中著名的一景。

龙神：传说中统领水族的王，掌管兴云降雨。龙神按方位分为

“五帝龙王”，以海洋又分为“四海龙王”。唐玄宗时，诏祠龙池，

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

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

泽王。该展柜中所展出两尊龙神一尊为南方火龙神，即赤龙神嘉泽

王，另一尊为北方黑龙神灵泽王。

九天玄女：九天玄女亦称玄女、九天娘娘。原是中国古代神话

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仰，成为神系中仅次于西王母的女神，黄

帝之师。《皇帝内传》记：“帝与蚩尤战不胜，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

十面，遂破蚩尤。”这实际上是以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兼并战争与

神仙结合为一体的传说故事，是祖先崇拜与神仙崇拜的神化在道教

里的反映。这组九天娘娘与侍奉仙女造像是武当山遗存的一组宋代

造像，形体修长，项饰，衣饰，面庞形态多是宋代遗风，是武当山

遗存的宋代铜铸造像精品。

火神：火神即火德星君，常手持火轮。汉代即有四方神之说：

“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天之四灵，以正四

方”。古时人们认为南方之神主火。后经历代演变，人们逐渐将火

神作为灶神奉祀。武当山至今还保存有较多的火神庙。



风神：风神亦称风伯、风师。道教认为，风伯为天帝下属的神

祀，其作用有二：一是受天帝命令刮风或息风；二是为天帝的信使。

其信仰起源甚早，《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

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春秋战国以后，风神信仰逐渐统一，

中原一带信仰的风神为星宿，南方一带信仰的风神则为鸟形或带有

羽翼的飞廉（中国神话中的神兽）。

秦汉以后，道教吸收了这一信仰，列风神入神系，将二者信仰

进行统一。风雨雷电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大自然现象，人类对其充

满了神秘和恐惧感，认为这种现象即是神在支配，于是，将这些现

象神格化，产生了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的崇拜。

雷神：雷神又称雷公或雷师，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传

说雷公和电母是一对夫妻。雷公名始见《楚辞》，因雷为天庭阳气，

故称“公”。传说最初为兽型，或似鬼，或似猪，而以猴形居多; 后

状若力士，坦胸露腹，背插双翅，额生三目，脸赤色猴状，足如鹰，

左手执楔，右手持锥，呈欲击状，神旁悬挂数鼓，击鼓即为轰雷。

能辨人间善恶，代天执法，击杀有罪之人，主持正义，所以后来的

形象多已成为人面人足，以表示人们对其敬重。

四大帅：道教护法神。四大帅即马元帅，又名马天君，又称华

光天王、华光大帝；赵元帅，道教主要将其作为武财神来供奉，但

他同时又是道教的护法神。由于赵公明生的黑面浓须，头戴铁盔，

手执神鞭，坐骑黑虎，故又称其为“黑虎赵玄坛”。；温元帅，温琼，

东岳大帝部将，东岳十太保中的第一太保,兼任道教护法神将；关

元帅 关羽；四大元帅不仅是道教护法神，也是真武大帝属下三十

六天将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0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9.htm


五显灵官：五显灵官是五百灵官的五位统帅，也称大圣华光五

大灵官。灵官在道教神像中有几种：一是天府中的小神与仙曹并称，

另有十天灵官，九地灵官，水府灵官，第二是五百灵官，第三是五

显灵官，第四是王灵官，王灵官是道观守护神，相当于佛寺中的韦

驮神尊。

老子传道组像：老子（传说前 600年左右~前 470年左右），中

国古代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人，又称老聃。在传说中，

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

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

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

相比拟。史载孔子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很主要的神

仙，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

神仙。东汉时期，将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

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

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

这组造像原属贴金木雕群体像，是武当山存留完好的一组。老

子讲道、传道，弟子闻道、学道，弟子们均伫立端庄，神请凝重，

犹如一幅立体的传道、闻道图。其脚下的腾云图案更是精美绝伦，

足见雕刻工艺之精湛。

道教简史厅

老子骑牛：《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见周朝衰败，遂离周西

去，至函谷关，为关令尹喜所留，请老子著书，遂有老子五千言《道

德经》问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73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883.htm


莲花双耳双环宝瓶：道教供器。该莲花宝瓶，古朴修长、厚重，

瓶口部饰以莲花纹，颈部螭首衔环，腹部饰饕餮纹（taotie），底部

呈六角覆莲状，其造型独特、铸造工艺精湛，为御敕精品。

寿龛：道教葬具，亦称“寿龛”。寿龛一般为陶瓷烧制，外饰

各种吉祥图案，表面施釉。道士羽化后，将死者以盘坐姿势装入缸

内，并择吉日安葬。有身份的道士再以砖石建塔、立碑。

七星莲花灯：道教供器。该莲花灯制作考究，灯盘呈六边形，

上层有六条龙首装饰；中部饰钱纹镂空太极球，灯台为七朵仰莲，

并穿一只莲藕，专供上蜡使用；下层为六足镂空底座，饰雷纹；底

盘周饰镂空“万”字纹。悬挂于殿堂内极富道教韵味与祥瑞气息。

三足鼎：道教供器。双耳，蹄形足，腹鼓，造型由古代鼎演变

而来。鼎在古代主要用于盛食器与礼器，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之

礼制，后被道教演化为焚香之用。

宝瓶、烛台：宝瓶、烛台均为道教供器，安放于宫观殿堂供桌

之上。

花觚：道教供器。为五供之一（左边陈列的有铜花觚一对），

青花瓷。这对花觚是仿青铜器造型的一种陈设，始于元代，主要流

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时期。早期的花觚除了陈设之外，民间

多用于插花，布置厅堂。早期人们通常把花觚描述为“尊”。经过

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发展，花觚的造型也更加多样化。花觚造型隽

秀，端庄大方，线条变化十分丰富。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有人物故

事、民间传说、花卉花鸟等。花觚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明代的花

觚主要为三段式，上面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型

古朴典雅，造型优美。



武当山玄天上帝圣牌：嘉靖三年（公元 1524年）御制敕奉武

当山南岩宫。圣牌瓷质釉色为五色，以黄绿蓝为主色，素雅大气，

称“素三色”。圣牌以透雕、镂雕、浮雕三种工艺同时表现，更显

玲珑剔透。整座圣牌有七件组成：上部五件、底座二件。底座呈束

腰须弥座形。圣牌下部饰双凤朝阳，双风呈展翅翱翔云天状，中间

牌位蓝地白字，楷书“武当山玄天上帝圣牌”九字，端庄典雅，两

侧饰四条腾龙于瑞云之中，上部饰以坐龙图案，犹如“玄”字，形

成五龙捧圣，寓意真武修真于南岩宫，在南岩宫飞升崖经五龙捧圣

得到成仙。该圣牌艺术价值极高，是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上乘之品。

青花瓷香炉：道教供器。江西信士捐奉，专供于武当山朝阳洞

纯阳帝君神位之用。

青花瓷供炉：道教供器。明代，五供之一，耳佚，扁形。正反

画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图案，另饰有山水人物以及缠枝纹等，其

画工精细，烧造精良。

武当香俗厅

武当山真武道场，自宋以降日趋兴旺，经元至明，民间真武崇

拜的宗教信仰也愈来愈盛。尤其是明代，因明皇室的大力推崇，使

民间真武崇拜，朝山进香的民俗活动遍及我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北到河南、陕西、山西，西到四川、云南腹地数省湖北、湖南、江

西亦是朝山习俗绵延不断。江南的江浙一带更是年年朝山不绝，庞

大的朝山进香船队，齐聚无锡，沿长江、江水扬船而上，组成庞大

的朝山进香会团。从武当山遗存的部分造像铭文、供器铭文、法器

铭文来看，皆为来自以上有关各省香会团或香客所献。而来武当山



朝山进香的民风习俗也一直沿袭至今。

朝山泥塑：这里展示的即是明代朝山进香时的热闹场景，明代

大修武当真武道场，封武当山为“大岳”、“玄岳”，将武当列于五

岳之上，促进民间进香活动的更大发展，史料记述为“十方香火愈

益炽盛，而岁时谒礼焚修之众无问男女士方，骈肩摩踵，唆唆来归。”

意思是说武当山香火非常旺盛，每年来朝山进香的香客、信士摩肩

接踵，非常之多。

五百灵官：道教护法神。以王灵官居首，执鞭着铠，十分威武，

奉于山门前殿。在真武传说中，真武原为净乐国太子，因舍弃王位

到武当山修真，其父静乐国王派官率五百兵将到武当寻访太子，欲

劝回国，见太子修炼意坚，便跟随太子修真悟道。太子成仙后封五

百官兵为护法神，俗称“五百灵官”。在武当山五百灵官的造像中，

亦是多种多样，质地有铜铸、铁铸、木雕、石雕等，服饰上也有文

武之别，这里陈展的是一组神态各异的木雕五百灵官。

在五百灵官前是灵官之首王灵官。王灵官亦称“灵官王元帅”，

为道教护法神。相传本名王善，宋朝人，为人正直，曾从蜀人萨守

坚学道，被玉皇大帝封为“先天主将”，司天上、人间纠察之职，

所以道教将其像塑于山门之内，镇守宫观。其赤面髯须，身披金甲

红袍，三目怒视，左持风火轮，右举钢鞭，形象威武勇猛，令人生

畏。

香客供品：本展柜主要展示的是民间香客为真武祖师供奉的神

冠、寿桃、令旗、万民伞等。其中万民伞最具民间香俗特色，每位

信士均将姓名做成名签层叠置于伞周。万民伞也象征着华盖，亦象

征着福被万民。

锁口剑：为古代信士向神许愿的一种酷刑。这种许愿方式一般



是为父母久病不愈时使用。信士在赴武当之前，先沐浴更衣，然后

用锁口剑刺穿腮邦，沿途杜绝饮食，直到武当山拜见真武祖师许下

愿望后，才能取下。至今我们仍能看到这种许愿香俗。

武术养生厅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一大名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门派众

多、内容丰富。它摄养生之精髓，集技击之大成。素有“南尊武当、

北崇少林”之誉。武当武术以内家功夫名扬天下，成为我国最有影

响的拳派之一，是我国武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2006年被国务院列

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三丰为其号。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

遢。他在武当山修炼期间，见鹊蛇相斗，由此悟通玄机，并结合阴

阳五行变化之原理，创立了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刚柔

并济、“行如蛇、动如雀”的武当太极拳，史称武当内家拳。明朝

皇帝慕其名，多次遣使诏见，张三丰均避而不见。永乐皇帝为求见

其人，特敕建遇真宫，希望在此宫能与真人张三丰结缘相遇。两侧

站立的为其侍童。该组造像为铜铸鎏金，面部圆润祥和、刻画生动、

栩栩如生。

武当太极十三势：

太极十三势为武当拳祖师张三丰所创。是内家拳中的第一代太

极拳法,由“起势、抱球势、单推势、探势、托势、扑势、担势、

分势、云势、化势、双推势、下势、收势”等攻防意识较强的十三

路动作组成。其中内含吐纳导引、采补、混元桩等三种道家内修养



身功法。此外，十三势动作亦是根据锻炼人体内八脉的需要所创，

而八脉又内连五脏。整个拳法套路，内有五脏八脉，外有五步八法，

兼之攻防十三组合。融合道家丹术，故谓“太极十三势”。其动作

要领是，虚灵顶颈，含胸拨背，沉肩坠肘，舌顶上腭。练习时。要

求形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神合，六合之中，神形具妙。动作之

中，绵绵不断，如行云流水，松沉自然。动静之中，刚中带柔，柔

中有刚，刚柔相含，含而不露，如棉里藏针。呼吸之中，开合自如，

升降自然，深细长匀，息息归根。

太极十三势是一种集武术养身为一体的精妙拳法，不但有以静

制动，以柔克刚，以四两千斤，后发先制的武术技击特点，还诱发

人潜能，开人智慧，充人精神，壮人体魄，去病健身，益寿延年的

独特功效。实为中华武术之晶体，东方文化之瑰宝。

关公大刀：该刀为关公随身军械，名为青龙郾月刀。刀重３２

公斤，原存武当山关帝庙。

剑 筒：道教礼器。明代，原为道教陈设神器之用，道教徒有

闻鸡起舞的习惯，后来道人用来存放晨练的器械。

木雕裸人：中国道教和世界上其它任何宗教的养生有着显著的

区别，道家坚信，人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修练方法“得道成仙”从而

获得肉体的永生。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

“长生方法”的探索。道家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精”、“气”、

“神”。而长生的关键是：“练精化气，练气归神”，并衍生了形

形色色的不同流派，如 “内丹阴阳双修派”。修练“内丹”是道

教修行的重要步骤，只有“内丹”练成，才有可能“丹成成仙”，

而“内丹”的修练方法也出现了二个完全相反的流派：“清修派”



和“双修派”。“清修派”认为，必须根除欲念，断绝女色，然后

才能清心寡欲、静心练“丹”，而“双修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即：

“采阴补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阴阳平衡”。

这里陈展的武当山收藏的两男、两女不同年龄结构的木雕裸体

像，其造型通常罕见。在考古中，出土有西汉时期的木雕男性裸体

木佣。对这几件裸体木雕，有人认为，这类木雕裸体神像，很可能

与道医针灸穴位、推拿、按摩有关。也有学者认为，道教裸体神是

武当内家功夫习练、演示所用。也有人认为是“双修派”练功的教

具。

药钳：古有“十道九医”之说，此为武当古代道士炼制药物时

所用器械。

灵芝：灵芝是中国中医药宝库中的珍品，素有“仙草”之誉。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长寿的象征，有“仙草”、

“瑞草”之称，中华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滋补强壮、固本扶

正的珍贵中草药。民间传说灵芝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功效。

八宝紫金锭：中国古代素有“十道九医”之说，武当道人至今

仍流传下多种珍贵药方，八宝紫金锭便是其中的一种。它由２００

多种珍贵药材配制而成，对治疗幼儿发烧、痉挛等疾病非常有疗效。

宫观道乐厅

展柜一：

该柜中展示的是《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湖北卷》采录道教

音乐编写出版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道教法事音乐用的

木鱼、磬。



明代武当山道教音乐独树一帜，与朝廷祭祀天地的关系密切。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武当山五龙宫住持丘玄清被明太祖破格提拔

为太常寺卿，掌管朝廷各种祭祀礼乐活动，丘玄清自幼出家，学经

明理，精通韵律，由他训练出来的皇家乐队演奏水平高、韵律典雅。

此后，负责祭祀赞礼者多为太常寺道官，奏乐者为神乐观乐舞生道

士。这样道乐和宫廷音乐必然形成旋律的交融与渗透。明成祖在永

乐之初还专门下令制作《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举办规制培训班，

并钦选京师神乐观乐舞生张道贤出任武当山玄天玉虚宫提点，训练

道童演奏道乐。皇帝将一个普通乐舞生钦诏为六品提点，两代皇帝

一是从武当山道宫选拔音乐人才到中央礼乐府任官，一是从中央神

乐观抽调乐到武当山任道敎乐官，足以可见明皇室对武当道教乐舞

之恩宠和重视。当时武当道观由朝廷供养的乐舞生已有四百余人，

其音乐人才之众，我们可想而知。

木鱼，打击乐器。原为佛教“梵吹”（宗教歌曲）的伴奏乐器，

亦为法器之一。木鱼多半呈团鱼形，腹部中空，头部正中开口，尾

部盘绕，其状昂首缩尾，背部（敲击部位）呈斜坡形，两侧三角形，

底部椭圆，而武当山有二种，上面的一种为长方形，木制棰，棰头

橄榄形。

在民族乐队中，备有音高不同、数量不等的成套木鱼，按五声、

七声音阶或十二平均律排列组合，常用于轻快活泼的乐曲中，有时

可独奏简短的乐句，或用来模仿马蹄声的音响效果。木鱼在我国很

早就出现了，但是有记载的历史却比较晚。这种特殊的器物，并非

只在寺庙中才能够见到。早在明清时期，木鱼就已经用于宫廷音乐、

昆曲以及民间音乐的演奏。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6.htm


鲸鱼：双用功能，既可当钟杵，亦可当木鱼。在道教中并不多

见，据今发现全国仅此一例，那么它究竟为什么要用鲸鱼呢？《文

选.班固》有出处：“于是发鲸鱼，铿华钟”唐李善注，引（三国吴

人）薛综曰：“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

畏鲸，鲸鱼击蒲牢，辄大鸣。 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

所以撞之者为鲸鱼。”后因以“蒲牢”为钟的别名。这件鲸鱼旧藏

武当山南岩天乙真庆宫内，全长 106厘米，厚 9厘米，高 16厘米。

鲸鱼嘴巴张开呈袭击嘶咬蒲牢状；嘴唇短平；眼、鳃、鳍、尾完备，

整件鲸鱼雕制工艺简练，刻画了“发鲸鱼，铿华钟”的生动形象，

是一件极为稀少的古代遗物。但鲸杵却很少保留至现在，因为它容

易被损坏，所以钟杵逐渐演变为圆杆，这件鲸杵（鲸鱼）已经为世

罕见，十分珍贵，今天能以睹其容，是你的缘分。

永乐铁钟：道教礼乐器。明永乐 22年 4月铸，造型端庄，古

朴典雅。钟钮形象为蒲牢，传说中是龙王的老四，平身好鸣，故将

其放置到钟上。道教在做法事时希望钟声悠扬，传说蒲牢畏鲸，所

以人们就将钟杵作成鲸的式样，受击后蒲牢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

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历经沧桑，木雕鲸鱼脱离了与铸钟唇

齿相依的位置，失去了鲸鱼击蒲牢辄大鸣的古老风貌。现在，鲸鱼

已回到蒲牢（钟）的身旁，它以独特的撞钟方法，展现在中外游客

面前，足以使您留恋忘返。

如意铁磬：道教礼乐器。明永乐十三年专门御赐大岳太和山五

龙宫使用。该铁磬外形为如意形，道家建醮道场，演行法事时，必

振金钟玉磬，敲击玉磬，铿锵琳琅之音，可上澈云霄，下震尘寰。

古代，磬为击奏乐器，质地多为玉质，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

后来用于历代帝王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



演奏所用，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

展柜二：

园磬：园磬是中国古代乐器之一，它起源很早，发展到秦更趋

完善。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它不但是乐器，同时也与政治礼

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套礼乐文化。在道教祭祀活动中，击磬即为

通知神灵，使人、神心灵感应。

法衣：法衣是方丈、高功、经师在作法事时所穿的衣服。常作

对襟，有宽镶边，多为紫红色，绣有龙、云鹤、八卦、八宝等纹饰。

铛：又称“单音”、“铜当”等，俗称“铛子”。是用小铜锣固

定在长柄的木框上，用拨子敲打出声。如果是十面小锣固定于同一

木架，安上长柄，则称“云锣”或“云鏊”。

钹：亦名“铜盘”。一般为铜制。形状是中央隆起的圆片，在

其隆起部位系有红布条。有大小之别：大的称为“饶钹”、“闹钹”

或“大钹”，小的称为”钗”或“钗子”。击打时双手各持一片的布

条，合击发声，也有的把一片置于圆形的凹状布垫上面，用另一片

去击打。在道场上，通常和铛子配合使用。

铃：又名“三清铃”、“摇铃”、“帝钟”、“法钟”、“法铃”等。

一般为铜制，有柄，铃内有舌，摇动发声。柄的上端为“山”字形，

象征道教信奉的三清尊神。道教认为，法铃具有降神、除魔的作用。

在道场上使用时，须以单手持之，向一边有节奏地摇动。

二胡：二胡又名胡琴，始于唐朝，乐器的一种，至今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那

时叫“奚琴”，在道教音乐演奏中，二胡与笙、笛都是主要的乐器。

http://baike.baidu.com/view/65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693.htm


笙：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簧管乐器，殷代（公元前 1401--前 1122

年）的甲骨文中已有“和”（小笙）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笙已

非常流行，它与竽并存，在当时不仅是为声乐伴奏的主要乐器，而

且也有合奏、独奏的形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竽、笙仍并存应用，

但竽一般只用于雅乐，逐渐失去在历史上的重经作用，而笙却被广

泛采用。早期的笙为竹制，后来改为铜制。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

笙有方、圆、大、小各种不同的笙的形制。笙的音色明亮甜美，高

音清脆透明，中音柔和丰满，低音浑厚低沉，音量较大，而且在中

国传统吹管乐器中，也是唯一能够吹出和声的乐器。在和其它乐器

合奏的时候，能起到调和乐队音色、丰富乐队音响的作用。

笛：笛子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因为是用天然竹材制成，

所以也称为"竹笛"。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

在民族乐演奏中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

富，它既能演奏悠长、高亢的旋律，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调，

同时也可以奏出欢快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

箫：箫也称为洞箫，是中国古老的气鸣乐器。早在几千年前，

箫就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关于它的来历，要从排箫说起。排箫在几

千年前刚形成的时候，它就被称为箫。后来人们在吹排箫的过程中，

发现在一支管子上开出距离不等的孔，也能吹出高低不同的声音，

于是箫逐渐由多管组成的排箫，演变为单管数孔的洞箫。

今天的箫在汉代就有了，但当时被称为“羌笛”，羌笛原为居

住在四川、甘肃一带的羌族人民的乐器，公元前 1世纪时流传到黄

河流域，经过发展，逐渐演变成六孔，和今天的箫非常相似。

箫的构造比较简单，形状和笛子非常相像。它一般用紫竹、黄



枯竹或者白竹制作，管身比笛子稍长一点，顶端用竹节封口，封口

的边缘上开有一个吹孔，管身正面还有五个音孔，背面靠上的部位

还有一个音孔，另外，管身下端的背部还有三到四个出音孔和助音

孔，用来调整音准，美化音色和增大音量。

箫的音色柔和、典雅，低音区发音深沉，弱奏时很有特色；中

音区音色圆润、优美。箫的演奏技巧基本上和笛子相同，但它的灵

活程度远不如笛子，不宜表现快捷花哨的内容，只适合于吹奏悠长

细腻、恬静抒情的曲调，多用来表现大自然的美景和抒发人物的内

心情感。箫的表现力很丰富，它可以用于独奏、重奏和合奏，还用

于江南丝竹、福建南音、广东音乐等民间器乐乐种里，另外它还用

于一些地方戏曲的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