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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宗教石刻艺术漫谈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是 国 务 院 公 布 的 中 国 第 一 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 , 早在南朝时就开始与外

国有友好往来 , 至唐代已成为中国四大海外交通商

港之一。北宋时 , 泉州设置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

南宋时 , 泉州跃为中国两个最大商港之一 , 同广州齐

名 , 此间已与 70 多个国家通商往来。到元代 , 泉州海

外交通步入了空前繁荣时期 , 已与埃及的亚历山大

港并称为“ 世界最大的贸易港”。港内“ 风樯鳞集”,

“ 四 海 舶 商 , 诸 蕃 琛 贡 ”!"。 元 至 元 二 十 九 年( 1292

年 ) , 取道泉州出海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

中写道“ 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

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

议⋯⋯。”元至正二年( 1342 年) 摩洛哥著名旅行家

伊本·巴图塔来到泉州 , 亲眼目赌泉州后渚港“ 大船

百余 , 小船则不可胜数”的盛况 , 而誉之为“ 世界唯

一之大港”#$。正由于泉州于唐及宋元时期对外商贸

往来的繁荣昌盛 , 从而促进了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

有机融合 , 并构成泉州的一个重要特色。保存在地面

上的文物十分丰富( 尤其宗教文物 ) 也是其 特 色 之

一。拙文拟就泉州宗教文物中的石雕、石刻作一探讨

和介绍。

一. 多元的宗教文化

泉州宗教文化十分发达 , 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以

下几方面 :

( 一) 多种宗教聚集地

前述泉州发现保存在地上和出土的多种宗教石

刻表明 , 泉州是世界上多种宗教的聚集地区。计有道

教 、佛 教 、伊 斯 兰 教 、婆 罗 门 教( 印 度 教 ) 、基 督 教

( 包括天主教 ) 、摩尼教( 明教 ) 等。现分别 简 介 于

下:

道教 系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 渊源于古代的

巫术、战国秦汉的神仙方术。始创于东汉末年 , 成熟

于南北朝 , 及至唐宋大盛 , 明清渐衰。但泉州至唐、五

代发展以降 , 经久不衰。大量兴建道教宫观、祭坛 , 涌

现名道士和道教研究学者是其标志。除文献记载外 ,

还有碑刻佐证。到宋代已步入兴盛时期 , 此间兴建和

重修了大批道教宫观。依方志就载有天应观、净真

观、柏庭观、碧虚观、天妃宫、花桥慈济宫、东岳行宫、

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真君

殿等。又造像也颇有造诣 , 前述现存中国最大的老君

岩 是 当 时 盛 行 信 奉 道 教 和 道 教 造 像 造 诣 之 深 的 标

志。这同当时官方倡导信奉道教息息相关。至元朝 ,

因泉州为世界通商大海港 , 道教的流传仍较兴盛 , 仍

修建道教宫观 , 较著名的有至元十八年( 1281 年 ) ,

著名的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兄弟“ 协力捐财”重

建清源山纯阳洞( 裴道人蜕化处) 。后于至元二十一

年( 1284 年 ) , 蒲寿峁之孙蒲一卿继其祖辈 , 再次捐

资修缮纯阳洞。岩壁上镌刻阿拉伯人蒲氏祖孙的名

字尚留芳迄今。明代早期至中叶道教仍相当流行。如

洪 武 年 间( 1368~1398 年 ) , 重 修 紫 帽 山 金 崇 真 观 ,

信奉天妃、关、岳诸神等。晚明及清代 , 虽上层道教已

逐渐衰落 , 但泉州民间道教依然兴盛。清代重修较著

名的道教宫观有元妙观、天妃宫、东岳行宫、花桥 慈

济 宫 、通 淮 关 帝 庙 、府 及 县 城 隍 庙 、北 帝 庙 、魁 星 楼

等。

佛 教 系 由 印 度 人 悉 达 多·乔 答 摩 ( 公 元 前

565~ 前 485 年) 所创立 , 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 ,

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之一。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

教 并 称 为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 于 东 汉 明 帝 永 平 十 一 年

( 68 年 ) 传 入 中 国 , 在 河 南 洛 阳 兴 建 白 马 寺 是 其 标

志。至西晋传入泉州 , 唐、五代兴盛 , 至宋代始步 入

儒 、道 、释 三 教 合 一 时 期 , 并 渐 世 俗 化 , 到 明 代 始 衰

落。佛教在泉州从传入———发展———衰落过程 , 在文

献、佛教建筑、佛教石刻方面都有所反映。

伊斯兰教 系由穆罕默德于 7 世纪初在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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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创立的—种神教 , 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于 8 世

纪中叶由海路传入中国泉州 , 元代又从陆路传入泉

州。从泉州出土多通元代阿拉伯文石碑及清净寺大

型门楣石刻( 长 186、高 50、厚 15 厘 米 ) , 可 知 泉 州

当时就有清净寺六七座。与现存《 重立清净寺碑》

( 元至正十年刻。明正德二年重立石 , 现保存于泉州

清净寺内 ) 所记 :“ 今泉元礼拜寺增至六、七”相符。

又泉州除灵山墓及附近发现多座墓外 , 又陆续出土

伊斯兰教徒墓石。由此可窥见伊斯兰教在泉州势力

强盛之一斑。

基督教 系为奉耶稣基督为“ 救 世 主 ”之 各 派

的统称。其中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一些小教派。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贞观九年( 635 年 ) , 基督教

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 , 称景教。据泉州出土的元代基

督教徒墓碑 , 可知基督教是元代方传入泉州。又于泉

州出土许多明代基督教徒墓碑 , 可知基督教在泉州

于明代已很盛兴。

婆罗门教 系 由 公 元 前 2000 年 雅 利 安 人 征 服

印度北部的达罗毗荼人而创立“ 吠陀”教演 化 成 婆

罗门教。至公元前 7 世纪经改革后称印度教。据韩槐

桦先生考证 , 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

蠕动式的传播。然据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东南亚、西

南亚输入的器物推断 , 婆罗门教于西汉时传入中国

的可能性更大些。而传入泉州有可能是五代或宋。元

代已兴盛。泉州出土大宗元代印度教石刻就是明证 ,

其中有毗湿女立像、摩罗、猴王雕像及“ 磨盘”等。

此外 , 犹太教、日本教也传入泉州 , 虽尚 未 发 现

犹太教石刻 ( 也许已发现尚未能识别) 、日本教石

刻 , 但都有文献记载可考。

犹太教 创立于公元前 538 年 , 是犹太民族的

一种古老神教 , 信奉雅赫维( 基督教《 圣经》中读作

“ 耶和华”) 为“ 唯一真神”。天主教 习 称 之 为“ 古

教”。12 世纪初传入中国( 据河南开封明弘治二年

《 重建清真寺记》 碑记 ) , 元代传入泉州 , 这可从

1326 年驻泉州的圣方济各会派安德鲁·贝鲁亚主教

给意大利的瓦氽敦主教的信得以证实。信上说 ,“ 在

此大帝国境内 , 天下各国人民 , 各种宗教 , 皆依信仰 ,

自由居住⋯⋯吾等可自由传道 , 虽无特别允许 , 亦无

妒忌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 , 至今无一

人 。 ”从 这 段 记 述 , 不 仅 证 明 当 时 泉 州 犹 太 教 之 存

在 , 且表明当时确实是多种宗教聚集地和各种宗教

平等相待 , 各自可自由传道。因犹太教严禁崇拜偶

像 , 所以不可能发现犹太教石造像 , 然泉州发现两方

似波斯、阿拉伯文字石刻( 尚未能读通其义 ) , 或 许

是犹太教石刻( 有待诠释) 。

日本教 19 世纪末传入泉州的日本教 , 实属日

本佛教净土宗十大支派系中的两个支派( 一支为大

谷派 , 称东教 , 一支为本愿寺真宗派 , 称西教) 。据尤

国伟先生撰《 日本教入泉小记》载 , 首任日本教士水

谷 魁 耀“ 先 祖 南 校 场 头 一 民 屋 为 教 堂 , 泉 州 人 因 它

是日本人的教 , 就叫它日本教。”并说 :“ 日本教虽属

佛教 , 但可以讨老婆、不吃素 , 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像 ,

讲的是佛经 , 符合泉州人的信仰习惯 , 因而颇有信奉

其教的。”19 世纪末 , 东、西教在泉州建有教堂。其中

东教在泉州的势力发展很快 , 系因得到官绅支持 , 又

较符合泉州人的信仰习惯。

( 二) 多神的聚集地

泉州不仅是多种宗教的聚集地 , 而且也是信奉

多神的地区 , 这同信奉道教及道教的日趋世俗化有

着密切关系。其中又以宋代为最兴盛。这又同宋代泉

州 知 州 都 很 重 视 对 道 教 诸 神 的 祟 奉 和 倡 导 息 息 相

关。如知州真德秀( 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后嗣弟子) 继

承 和 发 扬 了 朱 熹 理 学 的“ 仁 ”的 思 想 , 在“ 有 功 于

民 ”的 根 本 前 提 下 , 把 一 切 正 统 道 教 的 神 仙 和 民 间

道教的俗神 , 一概列入祭祀的对象 , 并借祭祀各类道

教的神仙 , 以表达他的施仁政的为政宗旨。其做法恰

与百姓对道教神仙的心理寄托相符合 , 因之 , 泉州信

奉 多 神 , 除 信 奉 正 统 道 教 尊 神( 三 清 、玉 皇 大 帝 、北

极大帝 ) 外 , 又信奉庞杂的民间俗神 , 且长期流传于

民间 , 从而构成十分庞杂的民间道教俗神系统。如 :

自然神 尊奉的天然神化的神 有山川、社稷、

城隍、雷公、电母、风伯、雨神⋯⋯

动物神 尊奉龙神、金鸡神⋯⋯

人物神 此类神系包括生前有功于老百姓的人

或身怀异能的隐居者 , 辞世后被人们神化 , 塑像纪

念、祭祀 , 而成为地方的保护神。如实有其人的林默

娘( 妈祖、天妃、天后 ) 、吴 ( 保生 大 帝 ) 及 有 功 于

民的官员如关羽、岳飞、蔡襄、无诸⋯⋯。

守护神 系指专门保护个人或公众的诸神。如

土地公、灶神、门神、境铺王爷神⋯⋯

在泉州发现反映多神崇拜的石刻也很多 。 如 :

位于泉州南关外( 今中山路 ) 有一座建于 宋 绍 兴 末

年奉祀吴 的慈济 宫( 俗 称“ 花 桥 宫 ”) , 在 宫 门 横

额上尚保存题有“ 真人所居”的石匾。

位于清源山纯阳洞档面岩壁上保存着元至元四

年( 1338 年) 万安禅寺用平、智泰撰《 重建清源纯阳

洞记》的石碑一通 , 碑文介绍了裴道人的故事 , 并有

“ 并创屋以礼群仙。扁曰‘ 纯阳’”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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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知州真德秀十分崇拜蔡如金( 唐朝泉州道

术精深的著名道士 ) , 特为他立《 蔡真人诰碑》—

通。

位于泉州城西南升文铺 升 文 山 ( 俗 称“ 龙 头

山”) 上有座宋代建的铁炉庙 , 明代重修 , 今尚存

( 庙址迁至升文山东象峰巷 , 现属新华西路西面象

峰 巷 ) 。 庙 中 尚 保 存 一 通 明 成 化 年 间( 1465~1487

年) 立的修庙碑。而庙中除祀应魁圣王外 , 也祀观音

菩萨 , 并祀民间道教杂神三夫妈和王爷神等。

二. 丰彩多姿的宗教石刻艺术

泉州宗教石刻艺术丰富多彩 , 题材广泛 , 雕刻技

艺精湛 , 是泉州宗教艺术发达的主要表现。现仅择其

要介绍于下 :

( 一) 造像艺术

1. 生殖崇拜石雕造像

石且( 当地俗称“ 石笋 ”) , 耸 立 于 泉 州 新 门 外

浮桥村附近的龟山上。系用 5 层直径不等的花岗石

略作雕琢垒砌而成 , 造型颇肖男根。高达 3 米。现存

上细下粗呈笋状 , 故俗称“ 石笋”。据乾隆版《 泉州

府志》载 :“ 宋郡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石笋。”可推

知原石且顶端非钝尖形 , 而是模拟男根雕琢而成龟

头 , 且惟妙惟肖 , 才会被高氏有“ 私憾”之感而击断

顶端( 即男根龟头部分) 。又据高惠连是北宋大中祥

符 四 年( 1011 年 ) 任 泉 州 郡 守 , 由 此 可 推 知 石 且 在

北宋即已存在。该石且顶端被击断后 , 至明代成化年

间( 1465~1487 年) 由郡守张岩修补之。明黄吾野咏

《 石笋疑烟》诗云 :“ 一片云根天琢成 , 锦萌择□绿苔

生 , 烟中千古亭亭立 , 保必婵娟映水明。”也表明此

石雕系属石且 , 是男根的象征物。模拟男根塑且 , 早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已出现 , 并盛行于龙山

时代。考古发现少量仰韶时代陶且、石且和发现大量

龙山时代陶且、石且、木且就是明证。这是生殖崇拜

由崇拜女性转向崇拜男性的产物。但当时都是小型

雕塑 , 大多小于真男根 , 偶有与男根相若者。而泉州

现存这一石且之大 , 堪称中国石且之最。这一男根象

征物 , 是生殖崇拜遗风的产物。现代在西南少数民族

中尚可找到此类原始崇拜的活化石。如四川木里县

大 坝 村 有 一 个 被 称“ 鸡 儿 洞 ”的 , 洞 内 就 供 奉 一 约

30 厘米高的石且。当地普米族未孕妇女为了祈求生

育 , 遂到该洞里给石且烧香叩头 , 十分虔诚地向石且

顶礼膜拜 , 并掀起裙子遮在石且上坐一下或蹲一下。

她们信以为这样与石且接触后即能生儿育女。不过 ,

有的学者认为泉州“ 石笋”是北宋时期南印 度 泰 米

尔人在泉州留下的遗物 , 为印度教神 湿婆的象征

物———“ 林枷”( 梵文音译 , 指男生殖器) !"。

2. 宗教石雕造像

泉州石雕造像很多 , 而且是多种宗教造像并存 ,

计有道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造像等。如 :

道教造像 位于泉州清源山西侧的罗山、武山

南麓 , 有尊现存唯一的宋代巨型道教石雕像 , 名曰

“ 老君岩”, 又名“ 羽仙岩”, 即老子像。系由—块天

然岩石圆雕而成。老子石像昂首挺胸 , 悠然踞坐 , 目

光炯炯 , 面含笑容 , 神态慈祥 , 双耳垂肩 , 鬓飘胸前 ,

左手抚膝 , 右手靠几 , 端庄大方。整尊雕像线条分明 ,

虽整体刻工显粗犷 , 但额褶、飘鬓细部雕琢精细 , 刀

法娴熟 , 柔中有刚 , 表现了宋代的手法和风格。此尊

老 子 石 雕 巨 像 , 坐 高 5.1 米 , 宽 7.3 米 , 厚 达 7.2 米 ,

是中国现存最大的老子石像#$。

摩尼教造像 位于泉州晋江罗山苏内华表山麓

的一座元至正五年( 1339 年 ) 改建的单檐歇山顶石

构建筑的正厅后壁 , 以天然崖壁为后墙的墙中部 , 有

尊 浮 雕 坐 莲 波 斯 摩 尼 佛 像 , 系 依 花 岗 岩 崖 壁( 厅 后

壁 ) 中部浮雕而成。即先在正厅后壁中央雕琢一圆

形浅龛 , 尔后在龛内浮雕一尊盘坐于莲花坛上的摩

尼佛像 , 容貌慈祥 , 面部圆润 , 眉脊隆起 , 双耳垂肩 ,

散发披肩 , 鬓垂及胸 , 双手平置于盘腿上 , 掌心向上。

面、身、手三部分巧用俏色雕法 , 即利用岩石的不 同

自然色泽构图( 面稍青 , 身呈灰白 , 手呈淡红) , 形色

自如 , 出神入化。像高 152、宽 83 厘米 , 背袱光轮 , 毫

光四射 , 俗称“ 摩尼光佛”。这是中国唯一保存至今

的明教石雕偶像 ,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石雕摩

尼像。1991 年 2 月中旬 ,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海上丝

绸 之 路 ”综 合 考 察 团 抵 草 庵 摩 尼 教 遗 址 考 察 , 当 专

家们看到寺内这尊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摩尼 光 佛 时 ,

联 合 国 科 教 文 组 织 官 员 迪 安 博 士 激 动 地 向 中 外 记

者、学者郑重宣布 :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最大

发现 , 最大成就。

喇嘛教造像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景区内有三尊

为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喇嘛教岩

壁石雕像 , 当地居民称之为“ 三世佛”。“ 三世佛”是

13 世 纪 以 来 藏 传 密 教( 俗 称“ 喇 嘛 教 ”) 佛 堂 中 供

奉的主要佛像。碧霄岩“ 三世佛”系高浮雕于岩壁上

一长方形( 高 3 米、宽 6.5 米)大龛内。三尊佛像呈一

字形并排结跏坐在仰莲座上。左尊为过去佛 , 作触地

印之降魔相 , 左托钵 ; 中为现在佛 , 亦作触地印之 降

魔相 ; 右尊为未来佛 , 作施定印之禅定相。皆为土蕃

形象 , 神态自若 , 属元代佳作。据载此为元代泉州路

艺

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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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临官———达鲁花赤阿 沙( 宁 夏 灵 武 人 ) 于 元 至 元

二十九年( 1292 年 ) 登临清源山 , 感岩之雄伟 , 造崖

而雕 , 筑殿供奉。

婆罗门教造像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厅

中展出一尊 1934 年出土于泉 州 南 校 场 的 婆 罗 门 教

( 亦称“ 印度教”) 石雕像———毗湿奴像( 印度教崇

奉的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之一 , 呈伫立姿 , 头

戴高帽 , 双目下垂 , 鼻梁高耸 , 双耳垂肩 , 有四只手 ,

各持法器 , 其中一手作无畏状 , 上身袒裸 , 下体似着

罗衣( 紧身 ) , 直立于一半月形的莲座上。通高 115

厘米!"。

岩 壁 雕 释 迦 瑞 像 位 于 泉 州 清 源 山 左 峰 半 山

腰, 依岩壁雕凿释迦瑞像一尊 , 高 4 米 , 宽 1.5 米。像

呈立姿 , 左手下垂 , 掌心朝外 , 右手露肩作无畏手印 ,

其造型取法于木刻的旃檀瑞像而别具一格。旁刻雕

造时间, 可知是北宋元 二年( 1087 年) 的作品, 也是

福建有文字可考的宋代造型艺术佳作之一 #$。

岩壁雕阿弥陀佛像 位于清源山右峰南面半山

腰 , 保存一尊元代依岩壁雕凿的阿弥陀佛立像。高 5

米 , 宽 2 米。头结球鬓 , 面容丰润 , 右手下垂 , 左手平

放胸前 , 足踏莲花 , 貌相慈祥 , 神态端庄 , 雕工精致 ,

造型生动 , 风格古朴 , 有较高艺术造诣%&。

达摩像 在泉州崇福寺内供奉一尊宋代一小型

石雕达摩像。高 58 厘米 , 宽 22 厘米。像呈坐姿 , 头向

右侧 , 无发 , 合眼 , 闭嘴 , 两颊皆须 , 面部形象肖西南

亚人。双手平抬合抱于宽大的袈裟里 , 足履僧鞋外

露 , 衣褶刻工精细 , 线条流畅。达摩为印度僧人 , 中国

佛教禅宗追溯为该宗派的始祖’(。这表明宋代崇福寺

曾是南禅宗寺院。

观音坐像 位于清源山东侧的赐恩岩清代建的

佛 殿 内 供 奉 一 尊 白 衣 观 音 , 雕 于 宋 元 年 问

( 1086~1094 年 ) 。观音呈坐姿。高 4 米 , 肩宽 1.92

米。六道垂发分披两肩上 , 双手切合掌心向上 , 慈目

低垂 , 神态端庄 , 雕工精细 , 形神兼备。

此外 , 泉州还有大量的佛教造像。如清源山瑞象

岩北宋元 二年( 1087 年) 雕的释迦牟尼像 , 弥陀岩

元代雕的阿弥陀佛、赐恩岩北宋元 雕的观世音像

等。这类作品都已为人们所熟知 , 在此恕不赘述。

( 二) 装饰性宗教艺术

装 饰 性 宗 教 石 刻 艺 术 , 系 指 宗 教 建 筑(如 宫 观 、

寺庙、塔、经幢等)及石碑上的石雕装饰。具有代表性

的有 :

开元寺的石雕装饰 泉州开元寺 , 位于市西街。

始建于唐垂拱二年( 686 年) , 开元十六年( 738 年 )

改今名。宋代有支院百余所。元至元二年( 1285 年)

并成大寺 , 赐额“ 大开元万寿禅寺”。现寺占地约 50

亩 , 建筑规模宏大。其主要建筑有 : 东西塔、大雄 宝

殿、甘戒坛、藏经阁、功德堂、尊胜院、水陆寺、檀樾祠

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主体建筑大雄宝殿

建于唐垂拱二年 , 现存为明代重檐歇山顶建筑。高

20 米 , 面阔 9 间 , 进深 6 间。原应立柱百根( 实只有

94 根 , 被偷减 6 根) , 故又有“ 百柱殿”之称。现存石

柱中的石雕装饰 ,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殿后廊上的一

对青石柱 , 两柱同呈方体 , 四面均雕饰婆罗门式浮雕

多幅流传于印度、锡兰的神话故事图。雕工精湛 , 线

条细腻 , 形象生动。从石柱雕饰图可判断这一对石柱

系属印度婆罗门教建筑遗存。据传这对石柱是明代

修葺时从已成废墟的婆罗门教寺庙遗址迁 移 至 此 ,

是已知中国现存佛教建筑中所绝无仅有的装饰。另

于殿前的石“ 月台”台座前壁壁面束腰处 砌 筑 的 青

石面饰有浮雕人面狮身 72 幅 , 神态各异 , 造型生动 ,

栩栩如生 , 也是从印度教寺遗址迁移至此。而寺前东

西对峙耸立的双塔 , 系以山门、大雄宝殿为中轴线东

西对称而立( 两塔间相距 200 米) , 俗称东塔、西塔。

东塔( 名镇国塔 ) , 始建于唐咸通六年( 865 年 ) , 后

易木塔为砖塔 , 从宋嘉熙二年( 1238 年) 至淳 十年

( 1250 年) 改建成石塔。塔高 48.24 米。西塔( 名仁

寿塔) , 于五代梁贞明二年( 916 年) 始建木塔 , 北宋

政和年间改建为砖塔 , 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改建

成石塔。塔高 45 米。现存东西两塔皆为南宋改建的

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构的花岗岩石塔 , 由 塔 座 、塔

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其裸露的塔基部分及塔身皆饰

有浮雕。各层塔身门、龛( 每层 4 门 4 龛两者位置逐

层 互 换 ) 两 侧 均 饰 浮 雕 武 士 、天 王 、金 刚 、罗 汉 等 多

达 80 尊。两塔共饰 160 幅图 , 其中东塔须弥基束腰

部饰浮雕佛殿图 39 幅 , 题材有如释迦牟尼本生、本

行故事图及“ 童子求偈”、“ 太子 出 游 ”⋯⋯ 皆 取 材

于 佛 经 及 古 印 度 的 民 间 神 话 传 说 ; 又 如“ 道 树 降

魔”、“ 僧到赤鸟”、“ 薄荷示踪”、“ 禽警青蛇”等佛

传图浮雕。这些石雕佛教神话故事图的内容虽大都

取自印度 , 但其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却已全部

汉化 , 且采用中国绘画雕刻的传统手法表现之 , 颇富

宋代的雕刻艺术风格 , 堪称是中西合璧的代表作)*。

天后宫的石雕装饰 泉州天后宫位于鲤城区南

门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系祀莆田湄州林

氏之女( 默娘) 。相传林女为海神 , 曾显灵保护海上

舟楫 , 为世人所尊 , 于南宋庆元二年( 1196 年 ) 建庙

奉祀之。据《 泉州府志》记 : 该庙当时系亚非诸国的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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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舶客航聚集之地”。因宋代泉州已是世界著名的

商贸港口 , 中国对外交通的主要港口。至元代 , 泉州

港又跃居为中国最大的港口。林女( 默娘) 仙游后被

神化为海神 , 在海内外影响越来越大 , 故于至元十五

年( 1278 年 ) 元 世 祖 遂 始 封“ 泉 州 神 女 ”为“ 天

妃”。明永乐十三年( 1415 年) 经出使西洋的郑和奏

请 , 奉旨重修。明代派官出使流球、 罗、爪哇、满剌

加 等 国 的 使 节 , 皆 到 此 祭 告 祈 祷 。 清 康 熙 十 九 年

( 1680 年 ) 统 一 台 湾 , 泉 州 人 施 琅 奏 请 此 神 显 圣 助

阵 , 神号遂由“ 天妃”晋封“ 天后”, 庙称“ 天后宫”。

现存大殿、后殿、两翼亭子及东部尚保留清初时的原

貌!"#, 大殿石柱饰高浮雕兼透雕云龙。有趣的是 , 于后

殿立有两石柱为婆罗门教式石柱 , 其装饰与前述开

元寺所见由婆罗门教寺移来的两石柱大同小 异 , 表

明应是把婆罗门教寺的建筑遗物迁移至此 , 而使神

教在建筑上融于一体。

此外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石刻陈列室还展

示大量伊斯兰教石刻、景教石刻、婆罗门教石刻等及

部分建筑石雕构件 , 并大多饰有浮雕装饰图案画面。

( 三) 摩崖石刻艺术

以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风摩崖石刻最为著名。泉

州南安九日山现存宋代祈风摩崖石刻多达 10 方 , 是

研究宋代祈风制度及中外友好往来的珍贵资料。

泉州市郊马甲山双鬓山上摩崖石刻 10 余方 , 其

中以宋王十朋所书“ 佛国”的题刻最为著名。

( 四) 碑刻艺术

泉州有大宗宗教碑刻 , 以前散见于野外者 , 现已

大多收藏于泉州海交馆内 , 并设专题馆———泉州宗

教石刻陈列馆。宗教碑刻 , 系指与宗教相关的碑刻

类。分伊斯兰教、古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四个部分

展示之。其中以伊斯兰教石刻最突出 , 其数量之多 ,

内容之丰富 , 均为全国之冠。展品中除有大量宋元时

期伊斯兰教寺庙的建筑石构件、墓碑、墓盖等外 , 还

有多种宗教碑刻。其中不少碑刻系镌刻波斯文、阿拉

伯文、聂斯脱里文、八思巴文等。现就保存于原处和

收藏于海交馆内的宗教碑刻择其代表介绍于下 :

伊斯兰教圣墓碑廊 位于现泉州市东城区的灵

山上有座伊斯兰教圣墓 ,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 闽 书 》记 , 于 唐 武 德 年 间( 618~626 年 ) 伊 斯 兰

教 创 始 人 穆 默 德 派 门 徒 四 人 来 华 传 教 , 其 中 二 人

( 三贤、四贤) 到泉州传教 , 卒葬于泉州灵山。这两位

异邦先贤得到泉州人民的尊敬 , 圣墓由此而得名。位

于墓后倚山建马蹄形回廊环抱墓室 , 廊内立有历代

碑 刻 五 通 , 正 中 一 通 为 元 至 治 三 年( 1323 年 ) 立 的

阿拉伯文辉绿岩碑刻 , 碑文记述三贤四贤的事略及

重修经过。

《 敕谕》等石碑 位于泉州市 涂 门 街 中 段 的 清

净 寺 ( 图 四 ) 。 创 建 于 北 宋 大 中 祥 符 二 年( 1009

年) , 修建于元至大三年( 1310 年) 。现存元代重修

的正门楼和礼拜大殿。该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门楼北墙( 石砌而成) 上尚保存阿拉伯文碑

刻 , 即于北墙左右嵌有两方阴刻“ 月”、“ 台”石刻 。

入东墙尖拱形正门可看到西墙正中有一尖拱形高大

壁龛 , 龛内刻有阿拉伯文《 古兰经》。更值得一提的

是 , 寺 内 保 存 有 一 通 明 成 祖 于 永 乐 五 年( 1407 年 )

颁布保护清净寺和伊斯兰教的《 敕渝》石碑$%&。清净

寺及寺内保存的碑刻 , 都是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人民

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基督教十字架碑刻 基督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系

称“ 景教”。至元倾宋 , 景教随蒙古军力自中亚、内蒙

等地再度往东南传播。此时 , 景教改称“ 也里可温”

( arkoun) 。据陈恒先生《 也里可温考》记 , 元代流传

的也里可温教 , 含聂斯脱里( 景教) 教派和圣方济各

会( 天主教) 派。有关基督教的十字架碑刻在泉州自

明代以降陆续有所发现。如于 1940 年在泉州通淮门

外津头埔出土一通元代基督教徒 ( 聂斯脱里教徒)

的墓碑 , 碑阳阴刻汉字和叙利亚文字各两行。据日本

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对碑上叙利亚文字( 用叙

利 亚 语 字 母 拼 写 的 突 厥 语 ) 的 翻 译 意 :“ 在 公 元

1313 年 , 聂斯脱里教主教矢里门师 , 死于泉州。”

( 据 1963 年日本村山七郎给郭沫若的信) 。此外 , 自

明代迄至上世纪 40 年代泉州发现十字架石刻多通。

而泉州的景教碑刻曾被称为刺桐( 泉州别 称 ) 十 字

架’()。

印 度 教 石 碑 1956 年 吴 文 良 先 生 曾 在 泉 州 南

门五堡街发现一通石碑 , 断裂为二 , 其上刻有印度泰

米尔文字和汉字的碑文。可知此石碑是公元 128 年 ,

泉州港主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刻立的南印度泰米尔文

字印度教石碑。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泉州发现印度教

石刻、石碑多达 300 多方。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新发

现。

( 五) 浮雕艺术

力士柱础 泉州佛寺建筑构件 中 的 石 雕 柱 础 ,

有的饰浮雕力士。如 1946 年于泉州南门城基出土 1

件宋代大型力士石雕柱础面 , 高 82、肩宽 34、跪膝高

29、头顶直径 30 厘米。力士额上刻有深皱纹 , 大眼 ,

眼皮下垂 , 大鼻 , 宽嘴 , 双耳垂肩 , 头顶戴菩提树叶编

成的帽子。上身裸露 , 腰部缠带打结 , 赤脚 , 左膝 跪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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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左手撑腰 , 呈用力状。足踝、手腕皆戴镯。从貌相

看 , 当是塑造西南亚人的形象 , 雕刻技艺娴熟。

佛传图 前面介绍开元寺镇国塔时曾述及该塔

须弥座上饰有浮雕佛传图。考古学家认为 , 这一佛传

图雕刻群 , 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

雕 刻 媲 美 。 1935 年 , 瑞 士 人 载 密 微 ( P·

DEMIEVILLE) 、德国人艾芝( G·EDKE) 合撰《 刺桐

双 塔 》(《 THETWINPAGODAS 0F ZADYION》) 一

书中曾把这一佛传图石雕群赞誉为“ 神奇的雕刻艺

术”。

( 六) 经幢石刻

经幢 , 属佛教石刻。其形体呈塔状 , 分为幢座、幢

身、幢顶三段 , 并分别雕刻后台为一体。座多见覆莲

状 , 下设须弥座 ; 身呈柱状 , 多见八面体 ; 顶一般作仿

木构建筑的攒尖顶。幢身常刻有佛经或佛像。泉州曾

发现许多经幢 , 已知始见于唐代 , 多见于宋代。其代

表作有 :

尊胜陀罗尼经幢 原位于泉州西门外 , 1935 年

发现 , 1953 年移入泉州开元寺保存。建于唐朝大中

八年( 854 年) 。通高 1.78 米。身呈六面柱体 , 每面宽

0.25 米 , 每面刻字 7 行 , 楷书 , 每行 64 字。末面题职

名 , 字数不等。其中一面刻 0.1 米的直线浅槽一条。

该幢有篇序文 , 专门申明立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的用意。序文中说此经是专门“ 救拔幽星”, 其效用

是“ 不可思议”的 , 并记述该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故

事以论证。

八尊佛像石经幢 原位于泉州西门外( 与前述

尊胜陀罗尼经幢同处) 。1955 年 10 月发现 , 1956 年

3 月林惠样教授将此佛像石幢移至厦门大学人类博

物馆保存。

桃源宫陀罗尼经幢 位于南安县丰州镇( 现泉

州市丰州区)桃源村的桃源宫天井中。该幢建造于北

宋天圣三年( 1025 年) 。石构。身呈八面柱体。高约

7 米 , 共分 7 层。基座为八角形须弥座 , 八角柱各雕

饰侏儒 , 束腰处雕饰飞天。其上为八角形平座 , 饰刻

水波纹 , 置有覆盆。第一层幢身饰浮雕双龙戏珠 ; 第

二层浮雕姿态各异的佛像。第四层分行竖刻“ 尊胜

陀罗尼经咒”, 上端横排镌刻“ 奉为今上皇帝资崇佛

幢一座”。四至六层施用挑檐翘角 , 间以仰莲—朵 ;

第七层幢身上檐均作方形 , 出檐部分雕饰蝴蝶状飞

人 ; 幢刹作葫芦状。除基座用多块花岗岩石砌成外 ,

余皆整石雕成!"#。

此外 , 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 , 在 泉 州 城 区 陆 续

发现和出土一批批印度教寺庙和祭坛的石雕建筑构

件。其中有十六角形石柱、哥林多式柱头、雕花梁架

石、莲花瓣门框石、半鸟半兽门楣石、兽面人身石雕、

人面羽翼石雕、人面狮身石雕、石卧牛等。仅于 1959

年在泉州城西北隅平水庙附近的泉州幼儿师范学校

宿舍工地出土的一批就多达 12 件 , 计有希腊式石柱

头、哥林多式石柱础、半人半兽门楣石及蛇形图案石

雕等。

三.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对泉州宗教石刻的介 绍 和 初 步 探 讨 ,

我们有以下几点初浅认识 :

( 一) 泉州宗教石刻十分丰富 , 数量多、种类多、

题材广是其标志。这些石刻为我们探讨泉州秦汉明

清历代的政治、经济、商贸、宗教、文化及宋元明泉州

港在国内外所处地位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

资料。

( 二 ) 泉州的宗教石刻反映了 泉 州 多 种 宗 教 在

各自的发展过程中 , 表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 , 甚

至相互融合。如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早在宋代就很

盛行。道教融入了儒家“ 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 , 以

及佛教的行善积德、轮回报应之说。佛教改造世俗化

道教 , 于九日山道教通远王神的祀神仪式 , 由杀性祭

神被改为佛教水陆以蔬食祭祀仪式⋯⋯凡此 , 都是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一些表现。又如宋末阿拉伯人

蒲开宗倡修宣扬儒道的倪思祠。蒲寿庚兄弟捐资修

缮清源山纯阳洞的佛、道寺院。元代泉州的景教称基

督的“ 佛”, 并有“ 非佛后身 , 亦佛弟子”颂词。同时

称主教为“ 大德”, 在教职中有“ 待者长”之职名 , 这

些称谓是袭用佛教的用词。再如宋末元初 , 泉州一女

景教徒用儒家的礼教规定的辈份称谓称已故的两位

婆 婆 为“ 故 妣 两 亲 ”, 又 称“ 陈 氏 十 太 孺 , 郭 氏 十 太

孺”, 而自称“ 载舍王氏十二小娘”。复如元代的明

教 , 也称摩尼为“ 摩尼光佛”, 并施舍建寺、造像。元

代 的 印 度 教 徒 为 感 谢 皇 帝 赐 给 神 像 , 竟 刻 碑“ 御 碑

佛像”以留念。而明代泉州的伊斯兰教清净寺竟然

按道教和儒家的要求 , 以象天、方象、太极、俩仪、四

象、八卦和乾元等形式进行修缮和改建。然基督教石

碑上所雕刻的飞天 , 有的甚至就是“ 佛像”。又日本

教本来仅供奉释迦牟尼像 , 在泉州东、西教堂则同兼

尊奉观音菩萨。凡此 , 都是各种宗教相互影响、相互

吸收、相互融合的具体表现。

( 三 ) 泉州发现和保存多种宗 教 石 刻 充 分 反 映

了泉州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 不同种族、不同宗教

的信徒 , 在泉州都可自由信仰、自由传道 , 和平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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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各自发展 , 又相互交融。这对当今世界上某些国

家、某些地区因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而大

动干戈 , 乃至战火不断来说 , 对泉州宗教的研究颇富

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泉州道教文化十分发达 , 且具有明显的地方特

色。其表现主要有 : 道教传入早 ,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

学道方士抵泉活动。庙观兴建早 , 早在晋太康年间

( 280~289 年 ) 即 兴 建“ 白 云 庙 ”( 唐 初 改 称“ 中 兴

观”, 后又改称“ 龙兴观”) 。名庙宫观多 , 两宋所建

尤 多 , 计 有 城 隍 庙 、东 岳 行 宫 、花 桥 慈 济 宫 、天 妃 宫

⋯⋯。名道学著作多 , 如李贽等所撰多部专著被收入

明代编的《 道藏》中 , 对道教俗神的信奉 , 流行信奉

人神化的神 , 其中都是有功于民的名医、名宦、乡贤、

名道士等。对外影响深 , 宋元明时期尤甚。

由于当时泉州是海外交通贸易大港 , 又海船航

行主要靠风力 , 人们总是祈求海神能庇佑顺风航行。

宋代政府每年两次在九日山通远祠为中外海商举行

大型祈风典礼 , 九日山上尚保存多方祈风岩壁石刻。

另宋代还曾在法石真武庙举行祭海活动。这类祈风、

祭海的道教礼仪 , 对外国海商的心灵有着深刻影晌。

又如建天妃宫尊奉被誉为“ 海神”的天妃 , 随着泉州

港海外贸易的繁盛 , 泉州海商及侨居国外的泉州人

把天妃崇拜也传到海外。明末郑成功驱荷复台时 , 把

天妃信仰传至台湾。施琅平台时 , 以天妃增潮济师奏

请晋封天后。天妃崇拜在台湾和海外得到进一步传

播。另泉州人崇拜的医圣吴 ( 真人) , 也随着泉州

人东渡开发台湾和移居海外而广为外传。如今在台

湾供奉吴真人的宫庙多达 240 余座 , 可知台胞尊奉

吴真人经久不衰 , 且趋日盛。此外 , 被奉祀在泉州城

南富美宫的萧王爷( 西汉太傅萧望之 ) 及 故 乡 所 奉

祀的其他诸神 , 也随着泉州人的迁居而传播到台湾

和海外。这种对台湾和国外的影响 , 世代相传,迄今

已 成 为 联 系 和 增 进 海 峡 两 岸 和 海 内 外 人 民 情 谊 的

“ 神缘”, 而具有现实意义。

泉州保存的宗教石刻极为丰富 , 是多种宗教并

存地区的实物证据。泉州不愧被誉为“ 世界宗教博

物馆”。泉州宗教石刻 ,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阿拉

伯、东南亚诸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

证。同时 , 也是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相处 , 共同创造中华文化

的历史见证。

注释 :

① ( 清) 乾隆《泉州府志》。

② 李玉昆 :《泉州海外交通史略》, 厦门大学出

版社 , 1995 年。

#$ 袁一锋等 :《中国宗教名胜事典》,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1996 年。

④、&$、’$、⑦、)$、*+$、*,$、*-$ 吴国雄 :《泉州宗教

文化》, 鹭江出版社 , 1993 年。

.$、*/$ 福建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 :《福建名胜

词典》,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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