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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茅山三千年
□ 张春蕾 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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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茅山上清派名师与名道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

京市江宁区）人，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个时代，是齐梁时代
著名的道学家、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茅山得以成为道教
名山，主要应归功于陶弘景。

1.陶弘景生平
陶弘景出身于江南士族名门，祖上曾累世在孙吴和

晋朝担任刺史（为四品或五品官），后家道中落，降为次
等士族。但其父陶贞宝兼具文才武略，他本人从小聪慧
过人，“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
书”，四五岁的孩子就拿着芦苇当笔，在灰土中练习写
字。

九岁开始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论语集
注》等儒家经典，“颇以属文为意”，如葛洪一样，年轻时
颇有以立言处世之志。及长，“神仪明秀，朗眉疏目”，

“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
十岁时，读到葛洪的《神仙传》，如获至宝，“昼夜研

寻，便有养生之志”（《南史·列传·隐逸下》），对道家长生
成仙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精心呵护他，对他寄予厚
望，自然不会赞成他走退隐修道之路。

陶弘景年轻时曾担任过刘宋宗室大臣刘秉儿子的
伴读，后萧道成（即后来的齐高帝）起兵叛乱，刘宋政权
为萧齐取代，陶弘景虽仍作为侍从留在宫里，做南齐诸
王侍读，但对政治生活的信心却受到重挫。同时，由于
两次升迁机会均被为父母守丧打断，所以直到 31岁才
被任命为一个六品“奉朝请”的闲职，并在这个职位上一
直待到 36岁，与他希望 40岁左右做尚书郎的目标相距
甚远。

个人仕途不顺，再次打击了他的政治积极性。而父
亲又死于小妾谋害，进一步打击了他的家庭生活积极
性。加上陶母虔信佛教，不催促儿子考虑婚姻、子嗣等
问题，也助长了儿子的出世倾向。

南齐永明十年（492年），36岁的陶弘景上表皇上，
辞官隐退。齐武帝不但恩准，且下诏赐帛十匹，烛二十
挺，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

他选择茅山积金岭作为修道场所，在那里修筑华阳
馆，开拓田产，发展水利，招引赞助，做到丰衣足食，自给
自足，然后开始潜心研究道教教义、经典、组织、神系和
养生术。

但此时陶弘景的儒家情怀可能还未完全断除，只是
暂时搁置，所以自号为“华阳隐居”，而未称“道士”，也不
与其他道士为伍。

齐武帝去世后，出身皇族远支的萧鸾篡位为齐明
帝，并把王族宗室中年纪较长、地位较重要的男子统统
杀光，这一宫廷惨剧让陶弘景残存的经世济国理想完全
破灭，从此他对生死奥秘、超凡世界等的思考更加深入，
对道教的选择更加坚定。

齐朝后期，宗室内部相互残杀的惨剧愈演愈烈，陶
弘景一面不得不对皇室有所敷衍，另一方面尽量置身事
外，不卷入血腥恐怖的宫斗阴谋。在此期间，他历经三
年周游五郡，祭祀名山山神，回到茅山后，埋头著书立
说，总结上清派经义《真诰》、论述上清派方术秘诀、养生
登仙的著作《登真隐诀》、总结家族几代人医术医药经验
的力作《本草经集注》《效验方》，增补葛洪《肘后备急方》
的《补阙肘后百一方》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公元 500年，出身萧齐皇族远支的萧衍，因哥哥萧
懿为东昏侯萧宝卷平定叛乱，反被好猜忌杀戮的小皇帝
处死而起兵。一直在暗中关注时局变化的陶弘景把恢
复天下秩序和太平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萧衍起兵之
后，便派人送信表示拥戴。二人原本就相识，老朋友这
一精神援助让萧衍非常高兴。

陶弘景参与了禅让的机密，萧衍采用“梁”为国号，
也因陶弘景援引图谶，到处书“水丑木”（“梁”字)，并让
弟子进献给萧衍。

齐和帝宣布禅位后，502 年，萧衍即位，史称梁武
帝，其即位大典时间也是由陶弘景选定。

因此，萧衍登基后，对陶弘景
“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

望。”（《梁书·列传·处士》）。

□ 马彦如 张剑

北宋时期，一位文人下葬后，每年清明
左右，春风荡漾，润州城内各大曲坊的歌女
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为他准备好祭品，倾城
而出，在他的墓前载酒相祭、且歌且泣。这
位文人便是北宋初期的词坛大家——柳
永。“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被明代冯
梦龙记录在《三言二拍》中，“吊柳七”又唤
作“上风流冢”，直到高宗南渡后，此风方
止。

柳永（约 987年-约 1053年），崇安（今
属福建）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
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他生在
官宦世家，自幼读书勤奋，十岁能文，十三
岁能诗，十七岁能词。

中国古代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文学形式。唐诗繁荣了百年之后，到了宋
朝，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
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在宋词团队
中，柳永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宋词按内容
和风格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作为婉约派
的代表人物，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得百
姓喜爱，在市井歌楼广为传唱的词作。他
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拓了词的题材内
容，制作了大量的慢词，打破了小令一统天
下的格局。他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
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由于仕途坎坷，天性风流的柳永从追
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
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
找寄托。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
活，尤长于抒写男女恋情、羁旅愁思和都会
风情。

柳永在《鹤冲天》一词中有“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句，据南宋文人吴曾《能改
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一次“临轩放
榜”，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
他的这首词，御笔一挥将名字抹去，“此人
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
去。”柳永此后索性自称：“奉旨填词”，继续
过着流连坊曲的生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他的《望海
潮》一词，以咏赞杭州西湖之美而著称。相

传一百多年后，金主完颜亮读到此词顿时
欣然有慕，“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
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

柳永的词，家喻户晓，更让人津津乐道
的是他的“风流韵事”。晚年柳永穷困潦
倒，死时一贫如洗，于是便有了他的歌妓姐
妹们集资营葬他的传说。

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
他的生卒年限也没有定论，现在所有关于
他卒葬地的说法都来自宋人和清人的笔
记。柳永死后葬于何处，历史上有湖北“襄
阳南门外”“枣阳南山”和江苏仪征、镇江北
固山四种说法。据当代宋词大家唐圭璋教
授考证，认为镇江北固山较为可信。为此，
镇江多位学者细查典籍，确证柳永墓在镇
江北固山。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
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
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叶梦得是
南宋文学家，精于掌故，登进士第后即任丹
徒县尉，几十年后又兼任建康知府，距柳永
营葬时间最近，他说由王安石的弟弟王安
礼（字和甫）任镇江知府时营葬柳永是比较
可信的。

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
墓在(丹徒)土山下”，明万历《镇江府志》中
不仅有同样记载，而且还记载说：南宋乾道
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士凿土，得到柳永墓志
铭和一块玉篦，有一块碑是篆书，内容是

“宋故郎中柳公墓志”，墓志铭是他的侄子
所作，有一百多字可认，并说“叔父之卒，殆
二十余年云”。据宋嘉定《镇江府志》卷十
四记载，王安礼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
1075年）守润，与柳永侄子所说柳永已死二
十余年的记载相吻合。

此外，柳永故乡福建崇安柳氏家谱确
认：“耆卿卒，葬丹徒土山（即现在北固
山）。”2003年福建崇安筹办柳永纪念馆，曾
派专人来镇考察，索取有关资料。

“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虽然柳
永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可在当时，他的词显然不能进入主流社会，
惜乎《宋史》无传，但这并不能影响流传。
数百年来，婉约秀美、雅俗共赏的柳词依旧
温润着时光，感动着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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