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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宝山亦名巍山。巍山之名，起于唐代，以其为南诏发源地

，／而著称于世也。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南诏图传》卷末题记云t
“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忠等申：谨按《巍山起

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

入邦国之原，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奉宗等谨

奏。”南诏晚期之《巍山起因》虽佚，而其事具见于《南诏图传》及

《自古通玄峰年运志》i《自古通纪浅述》、(<南诏野史》，《滇

载记》等书，正德《云南志》亦称巍山为南诏始祖细奴罗之“耕

牧地玑，其后始在今县北l!(酡好图山筑城。今巍宝山麓前新村，相

传为南诏始祖细奴罗故居。其上山半有土主庙，亦称巡山殿，庙

祀巡山土主细奴罗，为南诏原始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之产物，以别

于后世在巍宝山兴起之道观。是巍宝山因南诏发源地而得名，而

南诏之崛起，又浸寻演变为道教之圣地也。 。4。，，

，道教源于古代巫术及秦汉时之神仙方术。东汉顺帝(公元

125—144年)时，张陵倡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灵帝(公

元167—189年)时，张角揭橥之太平道，为早期道教之另一派

别。中国西南地区向为道教之渊薮，与氐羌系各族鬼主崇尚巫

术自易合流。唐高宗、玄宗笃信道教，对南诏亦有影响。巍山在

唐代建立道观虽未见于著录，而史载南诏早期崇奉王羲之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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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I又《蛮书》卷十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94年)南诏王

异牟寻与崔佐时结盟，用天师道“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

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为誓词，云南有祀道

教杜光庭之说，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云。“杜光庭，蜀之青

阳人。一凡此足证青城山天师道早在唐代已传入巍山地区。唐宋

时期，南诏大理国中瑜伽密宗(阿阁黎)盛极一时，元明时期中

原佛教传入，于时道教浸衰。明末清初，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

山、江西龙虎山等地道士接踵而至巍山，与当地道士营建道观，

道教大兴，道教传说亦因缘附会而生焉。如传说巍宝山为蜀汉时

孟获之兄孟优修炼之所(《新纂云南通志·仙释志》)，组《华

阳园志》卷十二载：．“御史中丞孟获，建宁人士。”建宁郡治昧县

在今曲靖县。孟获乃滇东大姓一耐滇西为附蜀之永昌郡功曹吕凯
辖区，且不论孟优有无其人，即令有之，又安能至孟获敌人之境

耶?按诸葛亮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毒由成都出袅南征，

四月平越淄，五月渡泸(金沙江)，秋平四郡，会师滇油．络后

取道滇东北班师，冬至汉阳(今贵州威信)，十二月回蓟成都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诸葛亮在云南境为时仅四月余，未

至滇西。自唐以后，有关诸葛亮与孟获战争之传说及遗迹，不断

推移至大理、保山地区，时代愈后，诸方志记述亦愈详。盖后人

往往将诸葛亮事迹附会子拥蜀派吕凯，加之自两晋滇东战乱之

后，晋民(汉户屯民)不断西迁，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故事亦

随之向西扩展，与道教传说结合有由然也。

由此观之，明代之前，巍宝山以南诏发祥地而闻名；明代之

后，则以道教名山而著称。7道教传入巍山可上溯至南诏前期，后

以藏传及北传佛教相继鼎盛而中衰，直至明清之际始开为道教名

山。源流如此，可得而称焉。明清史志于巍宝山之历史名胜多有记

述。先贤杨慎，李元阳，张志淳，诸葛元声、徐霞客、冯廷，师

范，桂馥诸人，曾游巍宝山。杨慎三至巍山，留有著述及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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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有李根源，徐嘉瑞，杨成志．

方国瑜，费孝通、马长寿、赵朴初等名流学者至巍宝山游览考

察。近年以来，巍宝山已对外开放，成为云南旅游胜地。国内外

前往观光者络绎不绝。

昔徐霞客尝为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修志，三月而毕。巍宝山

为云南道教名山，在研究云南民族史及宗教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惜至今尚无记述巍宝山历史及自然景观之志书。近由巍山县县长

毕忠武监修，县方志负责人薛琳编纂之《巍宝山志>>，应时补阙而

生，为巍宝山新修之第一部山志。新志有如下特色：一日，广征

博采，资料丰实。全志汇集唐，宋以来各种志、记中有关巍宝山

之遗文佚事，举凡历代建置，文物古迹、道教兴衰、历史人物、

动植特产、山川形胜，以至一丘一壑，一山一石，记载无遗，历代

文人诗赋，楹联，碑刻、传说故事，游记，片言隽语，囊括殆

尽。二日，突出民族民俗特点。巍宝山由南诏发祥地发展为道教

圣地，为弘扬道教而兴起之山会庙会，皆具有地方民族色彩，诸

如彝族巡山殿祭祖、大理白族接三公主等，在民俗风情之中，反

映古代彝族与白族之友好关系。保存于文昌宫之《松下踏歌图》

壁画，作于乾隆年间，画中男女相杂，随歌头吹奏之芦笙与笛子

节拍，翩翩起舞，线条清晰，栩栩如生，与《蛮书》所载：．“少年

子弟暮夜游行闯巷，吹壶芦笙(即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

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可以印证。三日，编纂方法新颖，

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流畅，逸趣横生，可读性强。不足之处，叙

述中未明确划分史实与传说界限，对道观殿宇之造型及建筑艺

术，缺乏妙肖刻画。而通观全志，瑕不掩瑜，不失为建国以来云

南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山志，故乐而为之序。

1988年12月于昆明

3

{广
?

>

—‘‘。。。。‘’。‘‘‘‘rIIILl
ll

cl『



序

毕忠武

。+

巍宝山是南诏的名山，是中国西南地区道教胜地之一。远在汉

代，巍宝山就已出名，古山名叫巍山，传说是土帅孟获之兄孟优出

家修炼之所。唐初南诏王细奴罗在巍宝山发样，曾有※巍山起因》

一书专门记述南诏在巍宝山发样的历史，可以说《巍山起因》一一

书是巍宝山最早的山志。可惜此书后来已经失传，只有部份内容

在后来的《南诏图传》，《白古通绎年运志》，《南诏野史》等

诸书中保留下来。以后巍宝山就再没有编纂过史志。

明代以前，巍宝山主要以南诏发祥地而出名，明代有叶榆(今

大理)青衣道士在巍宝山修炼得道，以后巍宝山被道家开辟为

道教修炼之所。从此，巍宝山又以道教胜地而闻名。唐宋以来，

地方史籍对巍宝山均有记载，但内容破碎不连贯，’不能全面系统

地反映巍宝山的沿革，地理，气侯、物产、民族宗教，‘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等特点。近年来，巍宝山以道教名山载入《中国大百

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i月第一版)、

《道教基础知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两书中，

但仅从道教的角度来记述巍宝山，内容简单，未能反映巍宝山的

全貌。巍宝山历史悠久，文物古迹荟萃，物产丰富，自然风光傥

美，是全国44个风景名胜区大理风景区的主要景点之一，1987年12

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把巍宝山定为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对外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每

年到巍宝山考察和观光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旅游的人民群众络绎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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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山会期问旅游群众成千上万，他们迫切地需要研究和了觎巍

宝山，从巍宝山中得到大自然美的享受。为了满足中外学者和旅

游群众的需要，同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爱乡爱山水的教育，根

据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了《巍宝山

志》。这是全面系统反映巍宝山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

山志，体例完备，内容新颖，值得一阅。

在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同志指出：地方志

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有时代特色的资料汇集，是地

方的科学文献。它是为全社会多层次、多种需要服务的，它是为

认识和研究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据胡乔

木问志的这一游话精神，《巍宝山志》在编纂时，既注意地方志

的一般属性，又注意突出山志的专业特色，力求做到资料性、科

学性，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为当代现实服务。． ’j ．：

新编《巍宝山志)>主要有三个特色。一是资料翔实，山志汇

集了自唐宋以来各种史志记载巍宝山的有价值的资料，可作为研

究南诏史、民族史、宗教史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内容丰富，山志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巍宝山的建置、形胜，文物古迹、宗教、艺文、

山产，人物、山会、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给读者增长

见识，扩大知识面，陶冶人的精神气质，起到存史i资洽，教化

的作用。三是文字简炼，语言朴实通俗，文章可读性强，只要具
， 有韧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读通《巍宝山志》，从中获得

知识和教益。 ’．

- ：
‘

’．

要研究和了解南诏在巍宝山发祥的历史，要研究和了解西南

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要领略南诏名山的风光景致，请读《巍宝

山志》。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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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巍宝山位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城南11公里，南倚太极顶，．

． 西邻阳瓜江，东连五道河，北与大理点苍山遥望。主峰海拔2509

米，峰峦起伏，绵亘数十里。山中气候温和，古树参天，风光倪

美。巍宝山历史悠久，开辟于汉代；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

巍宝山是南诏的发祥地。一千多年以前，在祖国西南边疆建

立过强盛的南诏国，它的统治区域曾东至贵州遵义和广西西部；

西至泰国和缅甸边境i南至越南北圻，北至四川大渡河。它历时

254年，经14代，传位13世，与唐王朝相终始，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

个由少数民族一t--．层建立的统一的地方政权。这显赫一时的南诏政

权，就从巍宝山发祥。唐太宗贞观初年，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始

祖细奴罗随其父来到巍宝山耕牧，由于巍宝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家族日益富有，部众日盛。不久，细

奴罗就成为部落中的贵族人物，取得了对整个部落的支配权力。

唐太宗乙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罗取代了张乐进求

的部落领导权，开始在“肥沃宜航稻，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

尤段”的蒙舍川称奇嘉王，建国号大蒙国，建都于拢好山。此时

洱海区域相继形成了六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细奴罗所据的

蒙舍川南部称蒙舍诏，因在六诏的最南方，又称南诏。在六诏

中，南诏是部落经济最为繁荣的一诏，冶铁技术已有高度发展，

不仅生产铁剑，而且生产铁铸的生产工具，发展了生产，出现了

剩余产品，形成了阶级社会初期国家的雏型。后罗盛炎，盛罗皮

时，兼并了一些地区，到细奴罗的曾孙皮罗阁继位时，南诏的力

扭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各诏。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在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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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的支持下，终于征服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区域，，建

立了南诏政权。南诏政权的建立推进了洱海区域经济和文化的 ’．

一

发展，对开发祖国边疆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今，巍宝山上还保留

有南诏祖庙巡山殿、细奴罗耕牧居住遗址；在当地，民间还流传着
。

许多有关南诏历史的传说。这些历史遗迹，造就了古老的名山，

为巍宝山横添了点睛之笔。 一 ． 一
～

巍宝山是道教的胜地。现今在巍宝山上保存较好的道观有文
’

昌宫；。青霞观，灵官殿：玉皇阁，斗姥阁，培鹤楼，含真楼、长

春洞等。这些官观，错落有致地座落在巍宝山绿树丛中，证明着

道教在巍宝山的悠久历史。据地方文献记载，唐初，居住在巍宝

山一带的土著民族普遍信仰道教，。他们信奉道教中的五斗米教。。 ．， I

五斗米教来源于“山有石鹤，鸡则仙人出糟。殷四川鹤鸣山。据道 ．

教史籍记载，汉末沛人张陵，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
’‘ ●

书，：仓IJ立了五斗米教，后人称之为张天师。巍宝山一带现今还流 1

传着张夭师的传说。：一千多年前，：道教在巍宝山一带就已经有广 ：
泛的基础，后来佛教由西藏和中原传入云南，到9世纪20年代以 ． !

后，开始在滇池，洱海地区盛行，到段氏大理国时朔发展极盛，

各处广建佛寺、佛塔，供养佛像，开设坛场。但就是在云南佛教．，

的这一鼎盛时期，巍宝山也仍然是道教的活动场地，巍宝山一带处

于道，佛二教加上原始宗教相互吸收、’相互抗衡的胶着状态。到 ·’

明末清初，随着佛教在云南的衰落；巍宝山的道教再度兴起，一 ．

批青衣道人自叶榆来巍宝山修炼，相传后来冲举飞升，鹤鸣山，武

当山、青城山的道士和巍宝山的道士互相来往奔走，广建宫观、‘ ，

设置道场，在巍宝山建盖起准提阁、报恩殿、文昌官，主君阁，

玉皇阁、青霞观、三官殿、三皇殿、。魁星阁、，斗姥阁，元极阁、’

培鹤楼、云鹤宫、道元官、财神殿、含真楼，长春洞、‘望鹤轩等 ～．

道观二十多座，相继又有武当山道人及四川、贵州道人来巍宝山 。i

修炼金丹，巍宝山成了道家的栖息修炼之所，+成了中国西南的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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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名山之一．随着道教在巍宝山兴盛发展，巍宝山产生了一大批

道教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虽然来源于宗教观念，披上宗教

色彩，但在当地人民群众一代一代相传的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

爱憎、理想和感情，．派生出了许多健康的主题和生动的情节，其

中也不乏具有民旗特点、反映民族愿望的珍品。，现在还保留在山

中的宫观，为研究宗教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固有的道教提供了有

价值的文物资料。
-’ 巍宝山是文物古迹的集萃地。现存的殿宇宫观就是一组完整

的文物古迹。这些殿宇宫观布局严谨，格式整齐，重檐高阁，飞

檐斗拱，在造型上集中体现了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古建筑的民族特

点和地方特点，给人凝重、稳固，又玲珑轻巧的感觉ar在彩画

上，既有云南边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溶进了京式古建筑的彩画

艺术，显得既富丽堂皇又清秀幽雅。官观内的壁画雕刻，更是内

容丰富多彩，形象逼真传神，在云南的名山庙字中可名列前茅，是

古建筑中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文昌宫内有一幅清乾隆二

十四年(1759年)绘制的彝族打歌壁画，反映了当时当地民族的风

土人情和巍宝山歌会的悠久历史，1982年曾参加云南省少数民族

壁画展览，在北京展出，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声誉。长春洞殿字

承尘格板上，绘画着50幅彩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如果说这

些壁画是一朵朵奇葩，那么雕刻就是奇葩中的瑰宝。在长春洞殿

字承尘格板中央八角井内画有一幅空心八卦图，八卦内又雕有一

龙，盘曲于云水间，姿态逼真，呼之欲出。在左侧厢房的两扇窗

子上雕刻着各不相同的138幅图寨，有琴、棋、书、画、文房四

宝，还有花，禽、兽、瓜果、蔬莱等，内容丰富，刻工精细。像这

样的雕刻艺术，在远近的庙宇官观中是屈指可数的。其他如斗拱、

昴、枋、袱、雀替、落挂、格扇上雕刻着的龙凤、花鸟，山水、人物

及道教建筑色彩的各种形状，无不玲珑剔透，古色古香，闪烁着

古代文明的光辉，内涵着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殿宇中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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