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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无愧于天府之国的赞誉，确是个美丽袭人的地方。

《故记》有云：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

之“天府”也。

成都早在秦孝王时代，以李冰为蜀守，壅江作堋，穿郫

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城，以行舟船，亦令岷水溉灌三

郡．蜀地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不言《华阳国志》与《蜀王本记》等史籍，仅以三星堆、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即证实古蜀成都地区，早在四千多年

前，便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漫长的历史性过渡。从其文物数

量之钜到纡曦回月般的金碧辉煌，可联想仪轨之场面与气象；

精美的玉器与无数的象牙，可证古蜀文化不仅直接与荆楚文

化相遇，其影响更达于滇黔；又祭祀礼器之成熟，证明与中

原文化相互浸润，展示出古蜀文明主体的文化融会优势。

蜀国周边雄奇的高山峻岭，消弭了铁血与兵燹，拱卫出

如文王后天八卦所演示的肥厚土脉与水源，使秀水沃土中，

演绎出蜀中高级原始宗教自上而下全方位的运作情形，即使

在历史厚重久远的沧桑中，亦闪耀出振撼人心的旷世光华。

或因如此，蜀中有大禹按五行治水之理；有女娲补苍天、

望帝决玉垒、李冰筑低堰之象；有君平卖卜、扬雄演易、相

如歌赋之气；有“永昌”继“太初”之历；有秦九韶大衍求

一与开方之数。唯因如此，老子西出函关而于青羊肆显现真

身；张道陵、马鸣生在鹤鸣炼成九鼎神丹，而于青城完备道

统；玄奘受戒大慈寺而通中印文化并影响于世界；马祖建龙

泉道场而继释迦弘愿定汉地百代基业。再无相去新罗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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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根植于中华沃土之道教，宗承黄

老．立教于祖天师，融会诸子百家之精华，熔铸中华文化之

传统。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践行尊道贵德、齐同慈爱。

贵生贵和、行善抑恶、济世利人等教义，主张崇俭抑奢、宁

静致远，追求恬淡清雅之精神境界，向往超凡脱俗之神仙天

国，同时致力寻求名山福地，营造现实人间仙境，宁神清修。

名山大川。灵峰秀谷。多有神仙足迹：乡村坊间，繁华市井，

多有宫观道院。红墙碧瓦。自然天成的道教官观既是修道者

栖身修仙之理想场所，也是尘世中一方清静圣土。

天府仙国，青羊古宫，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相传周时

老子曾于此显化，再会真人尹喜。据青羊宫碑铭记载：太清

仙伯敕青帝之童，化青羊于蜀国，指引尹喜找到老子。以此

典故，遂以青羊为宫名。青羊宫盛于唐，为天府地区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之宫观。唐玄宗、僖宗避乱于蜀之时，曾以青

羊宫为行宫，今青羊宫之宏大建筑规模，均系僖宗之后而成。

至明末，青羊官历经兵火，毁坏严重。清康熙时，陆续得到

修复，并于其左修建了一座二仙庵，二者相映成辉，形成一

个规模宏大的道教圣地。青羊宫每年一度的二月十五老君会，

别具特色的八卦亭及珍藏宫内的青铜羊；二仙庵二仙驻鹤修

道度人的动人故事，保存完整的清代《道藏辑要》梨木经板

等。既展示着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又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悠

久传统。一宫一庵，无愧于“坤维胜地，道脉祖龙”及“剑

青
芊
宫

!．
一
仙

晦
古

序

003



l
}。

I
案，

南府宅之宏魂”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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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羊官·二仙庵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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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宫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是老君的再次降生地。它坐落

在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西南郊，紧邻文化公园与琴台路，东面

是人民公园，西面是送仙桥与杜甫草堂，南面是武侯祠，北面是

永陵。青羊宫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周昭王时老君在此为尹喜(文

始真人)说法，后历经风雨兴衰，至今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了。它初名青羊肆，其名后数易，为青羊观、上青宫、玄中观、青

羊万寿宫、青羊宫等，清复名为青羊宫后沿用至今。而今，青羊

宫仍宏伟庄严地屹立在成都城西，被誉为“川西第一道观”。

一、青羊宫的历史沿革

(一)老君会关令尹喜于“青羊肆”

青羊宫，古名为“青羊肆”。据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日：“老

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日：‘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

羊肆寻吾’。”①这个“青羊肆”的所在就是今天的青羊宫。又唐

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谓：老子在函谷关遇尹喜，对他“潜传

妙诀，音付微言，重为千日之期．再结一时之会”。千日后，成都

本无青羊肆，老君“于是敕青帝之青童，化羊于蜀国；乘紫云于

紫府，降瑞于王宫。将停不嘎之声，须及来斯之乳，俄闻喜至，顿

止婴啼。爰从赤子之身，却变白头之士，顷刻而身余十尺，须臾

青羊宫．二仙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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