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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斋事质疑三则

于宝啡

-、裔戒铜λ指谁?

明清两朝祭天均要斋戒三日 ，从清世宗〈雍正〉之后·前两日均

在宫中斋宿，第三日到天坛斋宫. 皇上斋戒付均设铜入一座，高一

尺五寸，手执简书， 曰 f斋戒三日气

铜人指谁，众说不一.据传·明代铸造了三种斋戒铜人，均为古

代直言敢谏忠臣像，一是夏策时谏臣关龙逢，二是殷纣王时谏臣比

干，三是唐太宗时谏臣魏征，清代所存斋戒铜人也有三种. 清高宗

(乾隆〉时认为架、纣两帝均为暴君，其二忠臣最终还是被赐死，故

不再用，而只留魏征像，用於宫廷斋戒期间，另加铸明代乐官冷谦

像用于天坛斋戒，明太监刚屑像作为皇后斋戒时专用. 上述说法，

究竟对否，特别是清代时，为何用一明代乐宫作为天坛斋戒的曹

臣。 至今不得其解，望求解疑.

二、斋富的浴室应在何处?

皇上诣斋富斋戒要进行"三衅三裕"(衅。往身上涂抹香料;附:

洗澡) .因此，凡是举行音戒的宫殿，都应设有浴室. (春明梦余录》

中记有.斋富在圃丘之西，前正殿.后寝殿，傍布洛室.·目人石桥

丑雄著《天坛》书提到y ， '在寝富南侧附设一间小房，是给皇上淋浴

准备的浴室.清末由内务府事震苑在天于斋戒之际设置裕盆〈与西

洋浴糟相似) .明清两朝斋戒都有淋浴".以上两种说法虽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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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但在《大清会典礼《太常寺则例，有关天坛斋宫规制中均末提到

寝殿旁设有浴室.也有人说浴室就在寝殿内南侧第二间房.究竟哪

神说法对?

三 、百富斋戒第三日怎么裔宿?

祭天斋戒平仅是皇帝的事，陪祀百官都要进行斋戒. (大清舍

典》有"凡斋必於公町亲王、郡王、御前大臣。散秩大臣於紫禁城内

政斋. 宗室八旗文武职官员各於衙门致斋。外住率直富在附近地

方致斋. 至皇帝宿坛之日，均於坛外致斋'气 《钦定太常寺则例H才

於宗室致斋有"祀前三日亲王、郡王俱在紫禁城内斋宿二日.71<定

n内斋宿 目，镇国辅国公、宗室并三品以上大臣俱在内公所斋宿

二日 ，在天坛大围墙外，永定门内斋宿 日，约於祀日五鼓，各穿朝

服先赴天坛，在各该旗下担班站立，恭候陪把".

皇帝由紫禁城到天坛斋宫是在祀前一回已时〈上午十点〉起

驾 .临坛后先去上香行礼.恭视坛位，而后在坛内膏宫斋宿一日，到

把日日出前七刻〈早晨四点 刻)赴坛衍丰L.在坛内青戒的时间将

近 昼夜，而陪祀百宫的斋宿却在天坛外，幸定门内，此地乃属荒

僻之地，不论4至祭天·还是孟春析替均在风雪凛冽、严事刺骨的

每季，这一百多位高官厚禄、饱食终目的"贵人"们，是怎样熬过这

一天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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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坛斋戒钢人问题的商略
一一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酣工

《园林修志通讯》第四期刊载于宝坤同志的《天坛斋事质展三

则 >>-j:.其中之一，提的是"青宫铜λ指谁"问题.为能寻|促对此问

题的早日解决，拟试时此提 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予以匡正.

f一〉

明清两代皇帝祀天.在先期斋戒时，于斋宫(所〉内设置铜人.

这一定制，起于明初.锯史载，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鉴于斋戒期间

6 人心操啻无常"因而提出"必有所曹.而后无所放飞于是命札部

铸造→尊钢人〈高→尺五寸).手执牙筒，简上写明致斋期限、目的.

大概就是倍以随时给皇帝敲敲"警钟'.以后，终明-代，奉行不变，

清人关后，也一直沿用了这一制度.

于主提到z"据传.明代铸造了三种斋戒铜人'，"清代所存斋戒

铜人也有三种气时此.由于个人知识不多，从常见的文献中，尚革

查阅到任何有关的明述，希望能深广钩稽.求得解决.然而，就目前

管见所及.我以为 g

l 从《明史. lL- 1中载。洪武三年"乃命礼部，铸铜人 • 

…"太常司进置斋所"一节来看，显然明指铜人铸造之数为"一气

与传闻为"三种啬戒铜人"不相符合.

2. I清史稿》中.x.t于把天斋戒的问题，曾记载道产顺治八年定

大祀三日.中把二日，…太常司进啬戒牌、铜人置乾清门黄案@大

祀前三日.帝致音大内……前祀二日 ，彻牌且铜人，送斋宫，帝诣坛

斋宿";"[顺治li 四年，祀圄丘，致诺大内二日，坛内斋宫→目"

. , . 



"乾隆四年，礼臣奏，郊坛大祀，太常卿先期四日，具斋戒期，选牌且

铜人，乾清门二日、斋宫一日 ."等。从上述诸引立分析.似是每届礼

前的斋期，皇帝虽然要分别在大内及坛中斋宫进行，但用的乃是饲

一铜人，随着皇帝斋宿处所的不同而移动. 帝居时，则设 e 帝离时，

则撤， 因而也与有三种铜人的说法，颇不致.

故此，对明清钢人的各有"三种'的说法. 目前似宜仍暂存疑，

侠进 步得有查证再定. 平过，其可信程度.恐不太高.

(二)

关于相传清代用于放天斋戒铜人为明代人冷谦的问题.个人

的点滴所知及初步看法是:

l 持谦其人，明史无传. 仅仅了解他在元末时，曾隐于杭州

西湖东南的吴山为遭士。知青律.善鼓瑟. 朱ι璋攻下南京后，正

式建立明王朝之前(当时，先后臼称"吴圈公"、"吴王勺。即着手整

伤礼乐，取消了朝贺用女乐.并且起用冷谦为协律郎，使之汀审了

乐章声谱以及钟、事事等乐器，便于乐生习学，还据以初建了乐舞之

制 .从此，定郊庙乐生仍用道童，其舞生则改为军民俊秀于第充任，

明洪武元年.即正式开始用以祀享宗社与郊天.据此，可知玲谦对

于明王朝礼乐主制的建立，是起了 定的奠基作用的.

2 但是.须知斋戒铜人之设置，当初欲使其发挥的效用，应是

使其"提醒"皇帝，在斋戒期间，常保诚敬专 ，以求得感通神灵.如

果说，其像模拟的是前代刚正敢言的谛臣·却也不无道理.如相传

魏征之说，可能就是由于此人死后，曾披唐太宗赞之为"人鉴"，@

为后人所熟知.因而流传开来的.可是，持谦其人，据目前所知.既

不曾为司谏之宫，直不详有敢言之举，毕生，职在礼乐，与钢人所应

需的条件，毫无可供选择之可能. 因此，我认为，此说，尚少根据.

3. 即使清代用于郊祀的青戒铜人，模拟的是前朝官员中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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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士，恐也远远点不到玲谦名下。因为冷谦生前，宫不过协律郎 ，

为当时专司礼乐之机构←←太常寺内的一名正八品的小官〈明.太

常寺卿，宫正三晶λ 在太典之期，并不在陪祀臣工之内，而只是执

事人员之一，居乐队之间，司指挥之任.而明史有传，官列商品，悔

晓礼乐，学有成就，并曾经恃谦与之定究音律者，般不王人.古董举数

人如下

(1)陶凯←一洪武苍白，已任视部尚书.传学工诗文.曾拿诏更撰

前代乐章.屡次启从陪祀，有所歌献，皆蒙嘉赏.一时册诏，每出其

手.

( 2)詹同一-洪武四年已为吏部尚书. 曾更定释奠于L于乐章

等，所作多称旨e

(3)乐韶凤 洪武六年，曾由起居注等宫迂兵部尚书. 曾以

皇帝祭祀驾还，应用乐舞前导，奉诏撰曲三十九章，然后发由主常

寺演习使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曾针对当时江左旧韵失正，奉诏

撰成《棋武正韵)-书，开"曲韵"南派之先河，闻名一代.流传后世.

(的宋it 为明初著名学者.曾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四

方学人尊为"太史公"，官至学士承冒知制话.拱武时曾教授主于朱

标十余年，大于对他言必称"师父".毕生多著作，他比刘基长-!岁，

二人同起草南，并负重名，虽勋业不及刘基但史称之为"一代午L乐

制作，潦所裁定者居多y

从上述儿例，可知这些曾经冷谦与之论言律者，无论从宫品、

名声、学识、成就、贡献、影响等诸方面，似都非冷谦所可以比拟。设

若清人果有选用模特之辈，而竟然选到玲谦，也觉尚王力证.

4白天坛斋戒铜人，情未见及实物形象. 不过，据f明史》称.明

初，郊社宗庙用雅乐.胁律郎，模生，紧罗袍 ，荔枝带."从服饰上，将

来还可查证.

(三}

综上矗析，个人总的初步建议是z

I 希望抓紧继续查证，或走访专家，力争早日革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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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无确证前.只好存疑. "三种铜人"的说法、天坛斋戒铜人

模为谁等.这些传闻，都不人正丈.以达'宁缺勿滥"之收敷.

3 这些传闻，自可聊备一说·并纳入资料档卷，存备查考. 候

一且证有结果，将来再寺虑是否补续正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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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天坛斋宫内的浴室
-一兼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岛坞鸥

4公园修志通讯，第 4 期，刊载了天坛于主坤同志4斋富的浴室

应在何处1)一直. 五十年代初，我在天坛曾有幸目蜻斋富的"浴

室"及尚保留之实物，不知能否郭艇，谨提供彝考.

我所见的"陪室" 在天坛裔富寝殷商下跨院·南房之东间. 室

内哥哥池靠南墙砌筑，外形呈长方形高台，量约 Z. • 来，宽约 1 米，高

约 1 米. 池内 ，卫隔分为二槽形. &P , 

边池〈 甲 〉宽约 60 厘辈. ~主约 80 厘米，探约 80 厘来 s

内地〈乙〉宽约 50 厘来，桂约 80 厘米，深约 50 厘米 s

内地内缘上口.连有宽约 25 厘米，深约 1 0 厘米.向西延伸 1

米左右的浅槽，王室内尽墙处南转，穿墙伸出房抖. 池内、池外、浅

槽均满贴臼袖琉璃面砖，平整洁净，完整无损【见下示意图L 按此

室 内 60厘米'"皿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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