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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凡例

一、本志为《阳升观志~，上起事物发端，下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个别

事物有延伸。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篡的指导思想。尊重历史，

保留传说故事，保留道家、道教规仪风俗。以宗教文化为主体，真实客观地记

述阳升观及阳升观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

三、本志编修之前有第四修《司空山志》的上卷本，其文字基本采录，

按卷目收入所属卷内。

四、本志由志(专志)、图(地图、图像、照片)、录(存录、特录、附

录)组成，专志设卷、目、子目、细目等层次。

五、本志记述的地名，原则上以事物发生时名称记述。近 10 年来行政区

划有几次调整，记述人物、山水、景物所在地，按调整后的乡镇(街道)、村

(社区)名称记述。须记述旧地名的用括号注明新地名。

六、本志行文使用的计量单位，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记述。但从习惯上

考虑，道路保留用公里，面积保留用亩、平方公里，不用 m、 m2 、 m3 、 km 等

西文字母代替。引文中或叙述旧时事物按当时计量单位记述，作出说明。

七、本志行文原则上不使用专用术语的西文词语。

八、本文记述的数字(包括公元纪年和月日) ，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除

个别数字需保留细数外， 5 位数以上(含 5 位数)以万为单位，小数点以下保

留 2 位数， 2 位数以下四舍五入。但引文中的数字按原文书写。

九、本志记述事物涉及清及清代以前的，按皇帝年号记述，用括号标明公

历年份，月日用中文书写。民国时期，可用公历，亦可用"民国"用民国纪

年时亦用括号标名公历。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

元纪年。攸县于 1949 年 8 月 14 日解放， 8 月 14 日至 9 月 30 日可称"攸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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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二

十、从保存资料考虑，本志书将周边主要寺观及其相关人文资料收录其

中。

十一、大觉寺为张白故居旧址，设有石山书院(又称光石山书院、司空书

堂)，与阳升观联结亲密，本志书设有"大觉寺"一卷，予以收录。

十二、功德卷内因名录过多，凡2∞元以下(不含 200 元)捐款者，不登

载名录。

十三、阳升观地区曾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红色区，本志特设

"特载"一卷，收录莲塘蝴地区革命斗争历史资料。



序一

序一

黄至安

在湖南省攸县东四十五里，有一座阳升观，其观有四个特色。唐天宝七年

(748) 道士李子真建，至今 1260 多年，是湖南省内建观较早的一个，此其一。

该观为南齐司空张巳玉阔家八十余口飞升之处，他在该地隐居修身之际，有石

山书院(又称光石山书院)传世，有人研究考证，此书院为中国历史上有文

字记载的第一家民间书院，此其二。该观奉唐玄宗教建，时称朱阳观，宋代又

奉徽宗诏修扩建，钦题改名阳升观。后又受清威丰、光绪二帝诺封。前后与四

位帝王有机缘，此其三。早在明天启五年(1625) ，县邑文士始修观志，至清

威丰十一年 (1861 )完成四修，今湖南省图书馆存有刊印本。在湖南省道教史

上，地方道观有志书可稽算是难得，此其四。

2ω3 年，我有幸拜渴阳升观。此地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观宇建筑保存

明清风格，很有文化内涵，给我的印象极深。 2013 年开始，县、镇组织人子，

广集资料，今已篡成《阳升观志》书稿，洋洋几十万字，条理分明，内容健

康，价值很高。这说明，攸县对文化建设相当注重，也体现攸县党政领导的政

治开明。对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扬来说，是一大善举，其衷曲可钦，其功德无

量，深感欣慰。在此，我以湖南省道教协会的名义，对《阳升观志》的编篡

出版表示祝贺，向攸县党政领导和志书的编辑们表示敬意。

道，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道家、道教源远流长，在民众中根基深厚，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春秋时期的老子，誉为道家的宗师，道教的教

主。他那五千言《道德经) ，综罗万象，广博精微，为中华国学学派之滥筋。

《道德经》蕴涵的思想，为儒家、法家、兵家理论提供了养分，从而成为历代

统治者的统治之术。纵观历史，但凡有所作为的帝王，莫不尊崇"无为而治"

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之道。老子之后一两百年，庄子承继道学，

提出效法自然，天人合一，淡泊名利，自由养性的修身之法，从简化人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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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丰富了道家理论，其思想体系又成为方家圭泉。为后来道教的发展、传

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党和政府对宗教文化采取共

存包容的政策，宗教事业在社会进步中渐有恢复和发展。当今之世界，科学突

飞猛进，宗教活动也应与时俱进，逐日增辉。我们期望，道教内外，有更多的

人来学习研究道教理论，整理出版道教典籍，为道教信士排扰解难。我们在提

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更要突出道教劝善行善，济难救困，倾心社会

公益福利事业的精神，让我们为建设和谐社会，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贡献

一分力量。

是为序。

2014 年 9 月 15 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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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十纠结二

最近，攸县的同志送来《阳升观志》送审稿，读毕掩卷，颇有感触。阳

升观这座始建于唐天宝年间的千古名观，地处"当南岳之东隅，连云阳之福

地"之司空山，屡经封建帝王敷修，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色完美结合，宫观艺术

和生态艺术浑然圆融，堪称宫观史上的奇迹。其所供奉的南齐司空张巴玉，弃

官修炼，密济贫困，帮助百姓驱邪桂病，最终得道成仙，百姓修庙以纪念，唐

宋以来帝王多次加封其"真人"称号，这在道教仙人史上也属罕见。通观此

志，张司空的美德、阳升观及攸县道教的历史，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湖南佛道，历史悠远，法脉传承，绵延不绝。攸县即是湖南佛道教历史较

为悠久的县份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唐时禅宗形成之际，旷长髦禅师开

创了保宁寺，成为禅宗曹洞系著名的祖庭。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在攸县同样有

悠久历史。道教，自东汉以来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纳入儒家忠孝仁义的伦

理，将道教的神仙信仰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形成儒道调和的新道教。

任过南齐司空的张巳玉，弃官归隐于攸县膜麟山，尔后修炼成仙，成为新道教

的第一代传人。攸县人民后来称张巴玉为司空老爷。张司空在世时，以混元上

清灵宝天尊的《太洞真经》为修炼纲目，后来的道徒依教奉行，在颇具地方

特色的烧架香祈祷民俗中，迎张司空神像在临鉴章，道士们以《太洞真经》

言及的天地、阴阳、五行、干支、灾异内容主持法事为信民祈祷，驱邪治病。

目前，攸县正将迎张司空鉴章这项祭天民俗活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物遗产

保护项目，足见道教在湖南攸县地区发展的极盛。

为挖掘阳升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攸县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组织人员，

收集了这→道教文化遗产的大量史料，篡辑成 40 余万字《阳升观志~ ，殊为不

易。《阳升观志》的修成，为世人了解、熟知阳升观，提升阳升观，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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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很好的精神食粮。

当今盛世，政通人和，宗教也获得了新的活力。如何挖掘宗教文化精华，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时代课题。《阳升观志》的编寨，为我们推进这个

课题，提供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真心期待，各方有识之士，在关注宗教的同

时，能够深入研究，挖掘精华，传承好品德，增加正能量，以促进社会和谐，

助推民族伟大复兴。

是为序。

于甲午年正月二十五日

(作者系湖南省宗教事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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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湘之龚红果

在送旧迎新之际， (阳升观志》完稿付印，这是继《宝宁寺志》之后，对

攸县传统宗教文化整理出版的又一成果。

阳升观，是县域名气很大、人气甚高的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历史久远，

国泽深厚，香火承旺，声名远播，在湖南省的道观中很有影响力。它的处所，

地理山川秀美，建筑艺术雅朴，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内涵。能用志体形式以媒

传，对于宏扬攸县历史文化，对于宣传攸县风光风物，对于推动旅游休闲事业

发展，是一大善举。就此，对志书的出版发行表示视贺，对全体编辑人员和为

志书献智献力的仁人致以敬意。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大宗教。它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洪荒年代。它那敬畏天地、崇尚自然、抑恶扬善、

怜悯众生的理念，在中华大地流淌了几千年，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着广大

草根民众，并代代相因，成为民族情慷中难以消磨的印记。在中国的历史上，

传道布教，是团结号召民众推翻王朝的有效组织手段。同时，封建统治者亦利

用宗教愚化人民，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就社会意义而言，宗教活动有它

的两面性，既有它有益的一面，又有它有害的一面。今天，我们为宗教文化著

文，其目的就在于记录历史，弘扬人文，激浊扬清，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为

社会和谐而发挥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

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

心境，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453 页)马克思的论断表达了三层思想:宗教是社会苦难

的表现;宗教是苦难者的安慰;宗教是苦难者的无奈。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解

读，宗教伴随社会苦难而生，是社会苦痛的一种现实表现。因而，只要社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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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差别，还存在着与真善美相对立的假恶丑现象，只要人类还不能完全战

胜自然力，还存在疾病、灾难等各种不幸对群体和个体的威胁，宗教就会成为

一种精神的依托，一种心灵的慰藉，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希冀用强制的方法

去压制，事实证明是不可取的。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与宗教主旨大有差别，但在道德观取向上有相同之处。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宗教信仰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对其基本政策是长期共存、

和衷共济。当今中国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多元，社会生活多姿多采，人

民有信仰的自由，新时期宗教事业自有天地。

在攸县，专业道职人士不多，但香客信众较广。借此机会，愿攸县的道教

活动遵循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合法行事，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众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是为序。

2014 年 12 月

(作者胡湘之系中共攸县县委书记，龚红果系中共攸县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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