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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莲山帐书文化源流臆说
陈江风，訾琳

!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九莲山帐书文化是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帐书上的符发展至今有复文、云篆、
灵符、符图４种类型。帐书文化作为本土文化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感情的积淀，“旧
传统新发展”是其渊源特征，于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凸显出其道教文化的本质属性，由古代巫师道士

专属发展至今已为普通民众所掌握，且题材宽泛，形式多样。九莲山人生活在一个有倾诉、有寄托

的空间里，帐书不仅能帮助人们释放精神压力，还有助于建构一个结构合理、自我调适能力强的生

活共同体，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乃至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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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６月，河南省新乡市民协在实施中国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中，在九莲山区发现了神秘的帐书文化现象。“帐”

是当地群众的叫法，是香客在朝山、进庙、烧香、敬神

时书写或绘制在纸上、布上的精神诉求，它寄托了当

地群众的美好愿望。帐书文化是当地流行的一种民

间信仰活动，又称为“写天书”、“画盘基”、“打盘”、

“传功”，包括写帐、展帐、开帐、交帐４个过程。经
过书写、绘制而成的帐书在进行了必要的仪式供奉

后，通常在神像前焚烧交帐。这种文化现象以前很

少受到社会关注，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较大社会

反响，报纸、电台、电视都陆续报导，九莲山风景区专

门组织了帐书文化座谈会，并在河南省美术馆策划

了大型的帐书文化展。这些报导与展览大多着眼于

其新奇、神秘之处，很少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深层次

的文化叩问与精神解读，这使帐书文化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其实，帐书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深厚的传统积淀，研究范围涉及帐书的性质、

源流、仪式、效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揭开帐书文化

的神秘面纱，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正面对待和积极引导群众的信仰，具有十分积极的

现实意义。本文拟对九莲山帐书文化的传承脉络、

社会功能及对当今的启示予以阐释。

　　一、九莲山帐书文化的传承脉络

１．帐书的发展与演化
九莲山地区寺院较多，明显呈现儒、释、道三教

合流的特点。其中，以西莲寺最大且最有影响。九

莲山西莲寺中主神多数是道教的，佛道两教诸神相

安供奉在同一寺庙，但当地关于主神的传说大多与

道教相关。相传，九莲山的创始神九莲老母原为玄

都玉京的莲花仙姑，奉元始天尊差遣，下凡到南太行

施法布道保佑一方平安。九莲山帐书中的很多图

案、文字与道教的画符、云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

从根本上讲九莲山帐书文化也是中国传统道教文化

的一部分。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神仙方士学说就已经广

为流行，到秦汉时期已经成为皇家的信仰。道教于

东汉时期正式创立，之前方士们已有类似于画符写

帐书一类的活动用于民间生活与丧葬仪式当中。丧

葬仪式中用得较多的是一种被称为“铭旌”的东西，

铭旌上通常写有升天的祈愿、画一些象征性的符号，

以帮助灵魂升天。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Ｔ
形帛画（见图１）就适用于丧葬，其作用类似于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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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马王堆汉墓Ｔ形帛画

的铭旌，但又比普通铭旌制作得精细华美，该帛画所

绘的是灵魂升仙的象征场面，没有文字与魇语，而当

时在铭旌和一系列魇镇器物上画符、写祝语和咒语

已经很普遍。［１］

画符、写祝语和咒语不仅长期在民间使用，也用

于王侯将相们的民俗活动，并且逐渐被部分文人文

学化，更有人以此邀宠，以赢得帝王的欢心。这种文

体在道教文学史上称步虚词。步虚词，道家曲也，备

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步虚词在南北朝时已经存

在，唐宋以后民间做道场流传的散花词就是这种文

体的演变形式，这些都与道教文化有关。除步虚词

以外，还有一种与帐书相关的文体叫做青词。青词

又称绿章，大体产生于唐代，是道教仪式中献给上天

的奏章祝文，多为骈俪体，形式工整，文辞华丽。唐

朝人李肇在《翰林志》中解释为：“凡太清宫道观荐

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青词是道观里

用来与上天通话的文体或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的通

神文字。青词是明代帝王非常喜欢的东西，其性质

就是宫中文人所写的帐书。宫中文人将青词写在青

藤纸或绢帛上，由皇帝或大臣默祝或念给神明听，然

后将其在神像前烧掉。这一点与九莲山群众给上天

交帐的活动相似，是一种与天对话、交流的形式。明

朝奸臣严嵩之所以得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擅于

写青词。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

（１５３８年）之后，内阁１４个辅臣中，有９人是通过写
青词起家的。首辅大臣中，除严嵩之外，还有夏言、

徐阶等人都是青词高手。［２］这种“终南捷径”甚至被

后人垂涎，传为典故。难怪清人元瞡在求官不能如

愿之后，写诗叹道：“欲与重华语，青辞何处陈。”［３］

因此，帐书这种形式是中国道教符咒传统的产物。

历史上画符是道士和少数文人的特权，现在又回归

民间了———九莲山的帐书就是人民大众传承这种文

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地方也有写帐书的文化现

象，比如笔者在做民俗考察时就亲眼看到济源王屋

山奉仙观、淮阳太昊陵的群众写帐书的民俗现象，只

是没有九莲山规模大。

２．帐书发展的类型
符咒是中国传统道教诸修炼方式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包括咒语和符两部分。《说文解字》载：“祝

者咒也。”远古时祝、咒不分，可以互训。《尚书·无

逸》疏文云：“祝音咒，诅咒为告神明令加殃咎也。”

说明最初的咒语就是用语言祈求神明援手惩罚恶

人，而且带有向神明发誓的因素。而符则是用符

文和神秘图画祈求神灵保佑消灾赐福的手段。符

类型纷繁，概括起来主要有 ４种：第一种称为“复
文”。所谓复文，是指每个符文由两个或多个小字

组合而成，这些组合而成的复文拼组成一幅幅符；

还有一些复文是由多道横竖曲扭的笔划组合而成，

九莲山的某些帐书文字与这一类复文形式的符篆十

分相像。第二种称为“云篆”。云篆多用来表现人

们想象的天书，即模仿天空云气变幻形状或模仿古

篆、籀体加以变形而造出的符。这种表现形式被

九莲山帐书广泛传承。第三种称为“灵符”、“宝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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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由更为复杂多变的圈圈点点和繁复线条构成

各种图形或神秘文字，具有很强的神秘意味（见图

２）。第四种称为“符图”。顾名思义，这种符既有
图又有文，一般由天神形象与神秘符文结为一体。

这类符多在古墓随葬物中发现。

总之，道教符形式多样，使用十分广泛，基本

用于为人治病、驱鬼避邪、救灾止害、章表和祈福。

古时，符和咒语多由巫师或道士们操作，专业性很

强，是神职人员的专利；而九莲山地区的帐书多是群

众自己创作，供奉给上天祈求消灾，保佑事业顺利和

身体康健。由此看来，写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经历

图２　文字帐

了从民间到皇家、又从皇家到民间的发展过程，这个

过程符合文化发展规律。这里面有很深的社会学、

文化学、心理学因素，不能简单地把写帐书这种活动

看成是封建迷信。

３．帐书的文化根基
九莲山的写帐人水平很高，有着深厚的民族文

化积淀，所写帐书形式多样，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

是大红大紫、色彩纷繁的，具有典型的民间审美特

点，给人以很亲切的艺术感受；另外一种是高雅的，

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像题名“风调雨顺”的一类帐

书（见图３）在九莲山展出的作品中不在少数。“风
调雨顺”帐与楚国时期的绘图风格一脉相承。该作

品的作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有民族感情积淀，有

民间艺人的独特创造能力，所画的龙凤和古人最初

的创造相似，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还有一

些帐上画了天国的门。古代“天门”叫璧门，又叫玉

门，因为古人想象“天门”是玉做的，上面的玉璧是

一个主要特征。普通民众没有关于璧门的知识，不

知道“天门”就是璧门，但居然同样在门上画了圆圆

的玉璧图案，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西莲寺大雄

宝殿和其他大殿的屋顶上刻的、画的、雕塑的到处是

葫芦，观音楼上画的也是一大片葫芦。生活中见到

挑担的老先生，前面挑着大葫芦，后面挑一串小葫

芦；九莲山帐画里多有盘瓠，盘瓠也是葫芦。这不是

巧合，这是几千年中华农业文明生殖崇拜、祖先崇拜

的观念在文物和生活中的表现，都是实实在在的民

间信仰。挑担上的葫芦是真实的葫芦，是活着的俗

信。学术界对盘瓠和盘古是否一回事一直存有争

议，有的说盘古是盘古，盘瓠才是葫芦。从九莲山帐

画看，在普通民众心中盘瓠和盘古是一回事，写帐画

盘瓠是中国民间盘古信仰、葫芦崇拜深入人心的

表现。

因此，可对九莲山帐书文化的源流问题用６个
字概括：“旧传统新发展”。所谓“旧传统”，就是此情

图３　“风调雨顺”帐（局部）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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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景自有渊源，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帐书文

化主要承传的是道教文化。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大

背景下，九莲山地区的帐书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也

表现出三教合流的特点，道教文化是其根本。所以，

道教的画符、云篆、复文之类的表现形式在帐书中都

有体现，某些表现形式和文化元素在今天看来依然

很亲切。至于从帐书图案中看到的青铜文化和楚文

化漆器的影子，说明帐书中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淀，对于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

但其中折射出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帐书是有文化

渊源的，是有传承方式和传承渠道的，这些构成了我

们需要揭示的九莲山帐书的文化根基。所谓“新发

展”，一是人群的发展，二是题材的发展，这是社会

变化及传承方式变化的结果。关于帐书技术层面的

传承，过去是有着相对固定人群的。古代生产力落

后，教育不普及，写帐和画帐的权利都集中在有知识

有文化的巫师道士手里，这些人代代相传，人群小而

稳定，题材大多有本可依，内容大多稳定相传。现在

情况不同了，过去巫师道士所做的这些事情，现在普

通百姓都可以做，题材宽泛，无所顾忌，只要能表达

群众心中所想并达到目的就可以为我所用。更有意

思的是，写帐人聚在一起还经常唱具有革命思想和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红歌”，这是典型的与时俱

进，也是帐书这种古老文化形式在当前的新发展。

　　二、九莲山帐书的社会功能及对当

今的启示

　　在几次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九莲山地区的人
们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人们在农

忙时生产劳动，农闲时及固定假日集合在庙宇里释

放精神和生活的压力。有些人来庙宇时压力重重，

走的时候轻轻松松，这是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文

化绩效，具有一种功能性的效益和研究价值。这种

文化功能的开发和利用，对我们解决现代社会快节

奏、高压力所致的精神紧张，解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

活关系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中国古代三教合流，庙宇和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融合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是一个精神生活和经济

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功能是多元的，因此具有很强

的自我调适功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社会

富足了，民间的生活方式、居住空间、物质生活空间

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离经济与竞争越来越近，离

文化与淡雅越来越远，精神生活空间缺失。民间村

落已很少有精神生活的空间，精神生活比较匮乏。

广大农村过去的宗祠、庙宇在我们生活当中被革除

了，有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集体文化生活越来越少，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传统的文

化性、仪式性和认同性很强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淡出，

带来的是社会功能的简单化、社会道德伦理的淡化

和心理疾患的多发化、复杂化。相比之下，九莲山地

区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有倾诉、有寄托、有亲情、有伦

理的空间里，人们心理相对平衡，身心愉快，相亲相

敬，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和谐。这一切不能排除生活

空间与精神空间结构互补、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彼

此和谐的因素。基于此，我们可以进而推断，建构这

样一个结构合理、自我调适能力强的生活共同体是

建设和谐社会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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