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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遁迹嵩山三十年，空山孤月，
三重石楼，精研我教，修身养性。此番出
山入世，必将使我道横空出世，冠绝天
下。”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
初夏的一个早晨，嵩山太室山三重石楼
前，时年50岁的寇谦之身背包裹，精神爽
朗，踌躇满志，面带微笑与众弟子告别，
赶赴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将历时三十载呕心沥血著作的新天师道
教义献于太武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以东汉天师道为主的中国道教，历
经魏、晋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义和教团
的存在与发展，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
得到官方的认可。寇谦之潜心隐居嵩山
修道，历时三十年，为适应历史潮流，他对
天师道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整治与改革，使
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粗陋浅薄的风貌，从
而登上了历史政治的舞台，得到了统治者
的信赖，寇谦之遂成为一代宗师。

见习记者 张朝晖 登封金版 李少丽

伫立在中岳庙内的“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伫立在中岳庙内的“中岳嵩高灵庙之碑”。

村子里的好些乡亲都说五
爷是个“信球”——信球是我们
登封的方言，意思是傻瓜、白
痴。五爷在我眼里其实一点也
不傻。

五爷开垦荒坡、植树造林、
栽种蔬菜瓜果，总是掏自己的腰
包。他带领全家修整家后面的
山坡荒地，培育苹果、山楂、刺槐
树苗，树苗除了自己栽种，其余
都无偿支援他处绿化。为了保
护蔬菜、瓜果和育苗地不被野兽
破坏，他起早贪黑，苦干两年，自
己掏钱在山地周围垒起一道道
高 4 米、总长 800 米的石墙用来
作保护。

五爷把没有施过化肥、打过

激素的苹果、甜瓜、蔬菜等拿去
卖给镇上的居民，而不像别的
村民自家吃无公害蔬菜，却把
施过农药、化肥的瓜果蔬菜卖
给别人。

五爷不顾别人的不屑与不
解，免费给人种子、树苗；不顾寒
暑冷暖，去开荒，邻居们议论：“瞧
五爷，一个月 1000 多元退休金，
不愁吃、不愁穿，还自找苦吃，真
是信球到家了。”

五爷汗也顾不上抹去，正色
道：“植树造林，利国利民，咱们农
民更应该重视生存环境！”村里人
不屑：植树造林是政府的事！你
算老几！

汶川地震，他又拿出两个月

工资 3000 多元救灾，还要求捐
款不留姓名……这一切的一切
在村里人眼里，五爷就是信球
一个，于是便有人暗地里叫他

“信球”。
“不管子孙们是否还会记得

是我种的树，我都要做。”五爷说，
如果有空地，还想多种些。这是
子孙树，百年千年之后，树将成为
大树古树。那时自己虽然不在
了，但是子孙们就可以在树下乘
凉了。

种树和育人，从来都是大
事、好事。在五爷的言传身教
下，村子里的“信球”越来越
多，山清水秀的环境，吸引很多
驴友来这儿游玩。村子的环境

绿化居然还得了镇政府的奖励
呢！

今年，徐庄镇荣获“国家级生
态乡镇”，五爷高兴得大醉了一
场，梦里都在笑——这缘于他对
家乡生存环境更美更好的要求，
更缘于那企盼留给子孙后代青山
绿水的中国梦啊。

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懂得环
保含义，但五爷却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环保人人有责”，他的“信
球”，更是对家乡这方厚土的热
爱。

孙长剑

本征文活动组织经费由登封
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提供赞助

大熊山杯“生态文明在身边·探秘大熊山”征文选登

“傻瓜”五爷带起来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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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谦之，字辅真，冯翊万年（今陕

西临潼）人，生长在一个官宦家庭，他
少成天性，胸怀大志，素好仙道，有绝
俗之心；他从家中仅有的道器、道书
以及搜求学得的道术中，寻得了无限
乐趣。某日，在帮工成公兴帮助下，
寇谦之成功计算出了《周脾算经》演
算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规程，便拜
成公兴为师。成公兴对寇谦之说：

“你如有意学道，当隐遁嵩山。嵩山
居五岳之中，自汉武帝封禅中岳之
后，中岳成为仙人道士的修炼之地。”
寇谦之随成公兴前往嵩山，在三鹤峰
下选定一个三重石室，成公兴自居第
一重石室，寇谦之居第二重石室，第
三重石室存放两人的衣物。三重石
室也称石楼。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
会理事孙宏欣介绍，到三鹤峰要经过
嵩树洼、二仙洞（叔齐伯夷隐居处），
人迹罕至，没有向导，即使当地人也
很难找到。

七年后成公兴逝世。寇谦之开
始广收弟子，扩充信徒，讲经施术，弘
扬道教。成公兴弥留之际的谆谆教
诲，使寇谦之痛彻大悟。为此他自编
自导自演了天神降授的畅想曲。

我权神授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 415

年），寇谦之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
亲切召见了他。太上老君说自从张
道陵以后，人间修道者群龙无首，一
盘散沙，唯有嵩山寇谦之“立身直理，
行合自然，堪处师位。所以特别下
凡，授寇谦之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
新科之诫》”。太上老君在此，诸神退
位，从此寇谦之以“天师”身份宣扬道
教，着手整顿“天师道”，推行“兼修儒
教，佐国扶命”，臣忠子孝、夫信妇贞，
兄敬弟顺，安贫乐贱，信守五常，使天
师道以新的面貌在世间传播。不久
寇谦之故伎重演，假称太上老君之玄

孙李谱文降临嵩岳，面授他为
太真太室九州真师，治鬼师，治
民师，统领人鬼之政，并授以
《箓图真经》60卷。

《释老志》所记寇谦之的两
次“神遇”，不过是寇谦之有意
编造出来的假话，却为道教登
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基础。

借梯上楼
长途跋涉北上北魏都城，

寇谦之几经周折找到了太武帝
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大儒白马
公崔浩。太武帝即位后，崔浩
意欲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
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
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
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
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太
武帝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
师”寇谦之接到宫中，并派人奉
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
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
城。于是“天师”“帝师”，一起
拥来。

登封市史志办公室主任吕
宏军认为，寇谦之离开嵩山投
奔北魏，主要是因为拓跋焘在
登基之前被封为“太平王”，这
也正是寇谦之梦寐以求的政治
理想。“正是因为太平王即位称
帝，才激发了谦之下山实现自
己政教理想的愿望。”

指点江山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

精神奕奕；讲经论道，施术弘
教，深得皇帝敬重。考虑到大
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
不好儒，成为缺陷；寇谦之请教
大儒崔浩急需应用。崔、寇二
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
逐渐得到了落实。

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
寇谦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
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
425年），西伐大夏，寇谦之
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
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
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
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
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大悦，御驾亲
征，大获全胜，凯旋。寇谦
之终于在大魏站稳了脚跟，
实现了“国师”之梦。

推行新道
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

北魏蓬勃发展，如火如荼。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

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
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对寇谦
之处以方外之礼，让“天师
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
上，不听称臣”。

不久，太武帝为寇谦之
师徒在京城东南（象征嵩
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
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
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
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
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
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
有数千人参加，费用由国家
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 440
年），太武帝根据寇谦之的
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
又应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
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
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
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

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
据。如文成帝拓跋濬于兴光元年（公
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
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 466
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走下神坛
盛极则衰。寇谦之以太武帝名

义修建静轮天宫，“高不闻鸡鸣狗吠
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结果功役万
计，终年不成，朝野不平。皇太子党
痛斥寇谦之“劳民伤财，祸国殃民。”

公元 448年，寇谦之在尚未完工
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
三岁。

公元 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静
轮天宫。公元 491年，道坛由城南迁
至南郊。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公元
555年），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
齐境无道士，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集
团，至此便烟消云散。

魂归嵩山
关于寇谦之在嵩山的记载，在嵩

山脚下的崇福宫内，有一块“寇谦之
传”碑。在中岳庙内，有一块“中岳嵩
高灵庙之碑”，据中岳庙管理人员介
绍，1942 年日军入侵登封后，“中岳
嵩高灵庙之碑”遭到惨重破坏，后来
又复制了一块新碑。

寇谦之逝世后尸骨埋葬何处。
据《说嵩》之《寇天师传》记载：九年正
月七日，（寇谦之）谓弟子曰：“吾昨梦
成公兴召我于中岳仙宫。”五月二十
五，果羽化。有青气若烟出口中，至
天半乃消。其体渐消。识者谓尸
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东都
沈采药于嵩岳顶，见天师身披银色，
光明如日，由是知为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