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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界殿 • 五龙阁

福寿山（塔儿山）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

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

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

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

影响的人和事，更是不胜枚举。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

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陇南一带。自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

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蝉、

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到了魏晋南北朝，

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

上出现了一批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

众多佛教石窟。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

鼎盛阶段。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织，《资治通鉴》记

载“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政治上，李唐王朝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

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一时。那个时期，

可以说是甘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摘自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甘肃史话·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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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吾邑有山，

曰北武当；山上有神，曰玄武帝。北方正神，灵威久著，声震遐迩，

山以神名。其地乃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村也。

溯言黄湾，历史悠远。洪荒先民，繁衍生息，秦属北地，汉置安

定，县名鹑阴，渡名漠口。烽燧古墩，迭烈索桥，摩崖石刻，今时可览。

顾我黄湾，位居要津，扼古渡而通西域；地处两峡，镇红山而连黑山。

雪岭堆银，叠峦望月；长河映日，大鹏翔空；一川烟霞，千顷碧畴；

水美土沃，物产丰饶。赞我黄湾，钟灵毓秀，地灵人杰，学风蔚然，

俊彦辈出。

回望古观，缥缈历史烟云；历数兴废，喟叹世道沧桑。汉筑苟祯祠，

始见玄武观；宋称武当山，皇帝题匾名。明清屡建，臻于极盛。楼阁殿宇，

南北相望；布局合理，层级分明。塑像精美，叹为观止；有碑如林，

记事甚详。惜同治年，遭暴民焚；文革期间，复被拆毁。人间动乱，

殃及古物，祸被神灵，直令人扼腕而长叹息也！

心灵信仰，终难毁弃；尊崇真武，蒂固根深。史开新页，政策宽

松，信仰自由，人和政通。乡民共议，重建道观，赓续道教，再塑众

神。主事者谋之划之，信仰者赞之助之，众乡亲经之营之。同心同德，

序



踊跃积腋；群策群力，共襄盛举。历二十载，耗资千万，始成其功。

或曰：如是钜资，从何筹得？谚云：心诚则灵。笃信者言，真武之灵，

应验不爽；遂慨然解囊，奉献神灵，祈佑吉祥。灵能致财，财由灵生，

其真武之谓欤？

前人做事，要者必勒石为铭，记始末而传后世。北武当史碑，宋

元之前，已难稽考；有明以降，碑石如林。惜乎后人不肖，毁损殆尽，

致令史传，几近阙如；或有口头传说，零零星星，未成文字，实难传

之久远。此亦声名煊赫之北武当一大缺憾也！

乡贤张明清君，属意于此久矣。昔则公职在身，舌耕杏坛，主白

银市五中学政，无暇旁骛。退休笔耕，倾力史传，考古论今，查阅典

籍，探赜索隐，质疑问难，采撷传说，实地踏勘，广集资料，精心制作。

春秋数度，方成此书。缺憾乃成过去，名山始有史传。

日前，北武当道观管委会几位会长莅临兰州，瞩予阅校书稿并为

之序。谨受其命，竭尽鄙诚，略述短引。是为序。

                                                                        邑人    张永高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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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的旱平川，一望无垠，良田万顷，物产

丰富，是平川区的地理中心和工农业重心。平川区，其名就源自旱平川。

旱平川东北耸立着一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尖山，海拔 2442 米，位在

祁连山与陇山的衔接之处。尖山所在的山脉古名喀拉山或苛蓝山，古

属昆仑山支脉。尖山西北部一脉，绵延起伏，向西直抵黄河岸边的黄湾，

道家名观北武当就矗立在黄河岸上的山巅。

北武当耸立于黄河东岸，山体雄浑壮阔，山上庙宇气势恢弘。黄

河蜿蜒于北武当山下，再入红山峡的崇山峻岭西北流去。登北武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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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望，高山远远环围，此山独秀其中，万座山头环抱簇拥，起伏重叠，

若大海奔涌，似无数蛟龙游戏其间。

自古至今，传说中北武当山是一方风水宝地。

相传，真武大帝修成正果于东方苍山之间，玉帝使镇北方，总摄

玄武，即坐镇显圣于北武当山。北武当山山体西面有两条石脊伸向黄

河，一似天关，一似地轴，竞与道教神话中的玄武大帝龟蛇图腾相合；

山南断崖，极似玄武修行功成时的飞身崖，崖下有五龙阁，是唐时依

玄武羽化时乘龙升天的神话而建。

北武当庙宇的历史十分悠久，西汉太初年间在今北武当山上出现

了祠观，观名苟祯祠，距今已有两千一百余年的历史。古代的北武当山，

是道家著名的修行胜地，有人修成正果，有人修得高深道行之后云游

中原，传道授徒，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上马治军下马治国的杰出人才，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北武当道观名的演变与历代皇帝息息相关，宋真宗赵恒亲笔题封

鹯阴真武观为武当山，是皇家将武当山名用于道观的开始。但在明代

兴建太和山后，嘉靖帝将武当山名用于太和山，将故鹯阴地道观名为

北武当。观名的变换告诉人们，这里的山川风水，曾牵动着历代皇室

的神经。

与北武当山遥遥相应的塔儿山矗立于黄河西岸，河岸陡峭壁立，

晋代修行者开凿的洞窟排列在石壁半空，石壁上存留的清代摩崖石刻，

向人们诉说着古渡口古道观的变迁风云。塔儿山上，唐代所建七星塔

基犹存；塔儿山下就是史书上有名的古渡口汉代鹯阴口，幽深曲折的

车道沟就是渡口通往景泰直至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干道。

鹯阴口北宋末年修有索桥，西夏时名为迭烈逊渡口，民国时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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