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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庵的“齐天大圣”
虽是“漂流神”，却不是沿
江漂流的“无源之水”。闽
江上游的闽北顺昌，是大圣
信俗文化的发祥地，被海内
外大圣信众共同尊拜为“大
圣祖地”。

据资料显示，顺昌周
边多山林，为猿猴的生存
繁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在顺昌特殊的自然地貌和
传统文化习俗之下，人们
渐渐形成了灵猴崇拜的观

念。由于几次中原人士入
闽，顺昌的原始崇猴习俗
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

“通天大圣”信俗。
经过岁月洗礼，灵猴崇

拜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
南宋时期，闽北成为全国通
俗小说雕版刻印中心，印制
发行了大量的评话、戏曲通
俗本。顺昌大圣信俗中的
神猴形象逐渐被刻印故事
家所吸纳、采用和改造，并

运用故事加工手法，使之广
泛流传。据专家考证，朱鼎
臣本《西游记》（即《唐三藏
西游释厄传》）、杨致和本
《西游记传》（即《新锲唐三
藏出身全传》）均以此信俗
为基础。之后，“通天大圣”
又演化发展出了“齐天大
圣”。“齐天大圣”神通更为
广大，更是为人民所喜爱。

据统计，截止到 2023
年，顺昌境内登记在册的大
圣文化历史遗存达 120 余

处，登记在册有“通天大
圣”祭坛 66处，“通天大圣”
祭坛遗址 18 处，庙宇 9 处。
全县还有 72处以“通天”为
地名。

唐金龙表示，虽然清泉
庵信仰的“齐天大圣”是来
自“漂流佛”，但是追根溯
源与顺昌一带的信仰是相
似的，清泉庵的信众也会定
期到顺昌进行交流，一同将
这一神奇而有趣的信俗文
化传承下去。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时历一年，陈常飞著《闽清
书院探微》一书不久前由福
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闽清书院探微》分七
大章，对闽清古代书院的历
史沿革、书院间的关系、名

人与书院等进行挖掘和研
究，是了解闽清书院教育、
闽清文教、闽清名人的重要
书籍。

该书作为“闽清县政协
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出
版，闽清县政协是本课题组

织单位。该书《序言》介绍，
闽清自古崇文重教，人才的
养成与书院教育关系密
切。“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
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闽清
县的独特文化与资源，陈祥
道与陈旸作为代表人物，与

书院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可以说，书院文化直
接促进了闽清的文化社会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尚存
的古代书院凤毛麟角，而
重建后的闽清文泉书院基

本保留了当年整体建筑样
貌，且书院精神延续方面
始终一贯，堪称福建省县
级古书院代表之一，这在
该书中有专章介绍。另
外，该书也论述了书院与
私塾、文庙的关系。

《闽清书院探微》出版发行

台江苍霞 藏着“孙悟空粉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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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区的民间猴神
信仰早已有之。南宋洪迈

《夷坚志·福州猴王神记》
已详细叙述永泰能仁寺的
猴王传说。此外，《三山
志》《五杂俎》《榕荫新检》

《竹间续话》等宋元以来的
一些古籍方志对福州“宿
猿洞”的蓄猿传说都有所
记载。成书于清乾嘉之际
的福州民间长篇传奇小说

《闽都别记》，就依据“宿猿
洞”猴王传说进行一番整
理加工，塑造出了福州本
土猴神“丹霞大圣”。在

《闽都别记》中，陈靖姑降
伏了千年红毛猴精作为部
将，是为“乌石山宿猿洞之
丹霞大圣”。在现今不少
主祀临水夫人陈靖姑的宫
庙中，都能见到丹霞大圣
的身影，如古田临水宫祖
殿，福州鼓楼七星井临水
宫、仓山龙潭角祈雨殿、晋
安宝溪境等。

除了福州本土猴神丹
霞大圣外，齐天大圣至迟
在清代也受到福州等地民
众的崇祀。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联合有关单
位的专家学者，在 2023 年
6、7 月的田野调查中，发
现在闽侯的銮浦圣王庙、
溪坂齐天府和万安北境
圣王宫等祭祀齐天大圣
的宫庙中，还分别保存着
清咸丰及道光年间雕刻
的“齐天府”香炉、石柱及
匾额等民俗文物。

大约在明清时期，福
州等地的大圣信仰，存在

着丹霞大圣与齐天大圣
信仰相互交替的现象，其
最终逐渐演变成了互相
吸纳 、和谐共处的民间
信仰形态，这主要表现
在“ 神 班 系 统 ”的 交 集
中。如紫竹岩齐天洞府
屏山祖殿及其分炉的廨
院，都是主供齐天大圣，
左右两侧则分别配祀黑
大圣、白大圣、丹霞大圣
和赤大圣。

福建中部多丘陵，西
北群山连绵，山高林密。
唐宋前后，闽西北等地草
莱初辟，人烟稀少，各种
野兽出没其间。

由于猴患为烈，民间
逐渐对其产生敬畏心理，
继而产生原始的崇猴习
俗。宋代古籍《夷坚志》
曾对永福县（今永泰县）
民间流传的崇猴习俗有
一段生动的记述：“福州
永福县能仁寺护山林神
乃生缚猕猴，以泥裹塑，
谓之猴王。岁月滋久，遂
为居民妖祟。”宋元以来，
福建各地民间相继流传
崇猴习俗，南平、福州、宁
德、莆田、泉州等地的大
小猴神庙香火旺盛。

几百年来，由于佛道
文化以及吴承恩《西游
记》的巨大影响，猴神信
仰在福建各地逐渐演变
为大圣信仰，并流传到台
湾地区及东南亚等地，其
影响力至今不衰。2011
年，“齐天大圣信俗”列入
福建省第四批“非遗”名
录，成为福建重要的民间
文化遗产之一。

福州也有
本土猴神“丹霞大圣”

□知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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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台江苍霞公
园附近一家宫庙的巨大石像
引起不少网友热议：端坐莲
台双手结印，眼放金光，赫
然是童年记忆中的“偶像”
齐 天 大 圣 。 若 怕 认 错 了

“猴”，近前再作确认，一旁
庙宇的门楣明明白白写着

“玉封齐天府”，的确供奉着
“齐天大圣”。

爱拜神的福建人竟连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不放
过？昨日，海都记者来到苍
霞供奉“齐天大圣”的宫庙，
了解“孙悟空福建粉丝团”。

牌挂“齐天府”，但此间
宫庙的正式名称为“霞江清
泉庵”。石刻铭文显示，清
泉庵始建于清光绪三年
（1877年），距今已有百余年
历史。庵前就是古老的米
打道（今名“美打道”）码
头。明末清初，这里是通往
闽江上下游的重要航道，当
时福州城的粮食都是从浦
城、顺昌、邵武、南平等地由
水路运抵福州，从此处上
岸，经加工再分散各地。沿
江江岸古来航运码头密布，
居民密集，车水马龙。

记者扣响紧闭的庙门，
宫庙管委会主任唐金龙热
情地接待了我们。

据唐金龙介绍，清泉庵
的“齐天大圣”属于“漂流
佛”。何谓“漂流佛”？当地
传说，清朝光绪三年（1877
年）五月初五，上路（闽北）
山洪暴发，加上阴雨连绵，

闽江猛涨，福州被淹，达五
天五夜之久，连万寿桥桥墩
都被冲垮。当时苍霞洲岸
边住有水上船民，见上游漂
下一神龛，停在岸边，乡人
用竹篙拨开让它漂走，可几
次拨开，其又几次旋转回流
原处，乡人甚感神奇，便将
神龛拾起抬到岸上一株大
榕树上供奉，发现龛内有

“孙黑白三圣爷”字样，于是
乡民焚香朝拜。嗣后，信士

日众，乡民、船民、搬运工等
集资建庙塑像，即有了清泉
庵。而“孙黑白三圣爷”便
是如今庙中供奉的“孙大
圣”与左右护持的“黑大圣”
及“白大圣”。历经百年修
葺扩建，这里的“孙大圣”已
经成了苍霞洲米达道一带
乡民水陆交通、商贸行旅的
保护神。2013 年，信众集
资，在清泉庵大殿西侧塑起
一尊高 7.47米、重达百吨的

石像。
唐金龙祖上便是苍霞

一带的水上船民，家中父
祖三代虔信齐天大圣。但
他说，苍霞一带居民的民
俗信仰十分丰富，不仅有
齐天大圣，也有陈文龙尚
书、临水夫人陈靖姑等，甚
至一家人拜的神都不一
样。“福建人不养‘闲神’，
谁能护佑百姓，我们就拜
谁。”他笑着说。

沿江而下的“漂流佛”成苍霞信众“保护神”

福建的“齐天大圣”是《西游记》的蓝本

台江苍霞的清泉庵供奉着“孙黑白三圣爷”神像

“齐天大圣”的游神队伍 （资料图，受访者供图）清泉庵里的齐天大圣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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