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

辗转数十处
,

必反鞭剑之迹如刻画
。

竞夺其洞
,

坐 化 镇 之
,

至今英灵如

生
.

魅常眩 匿游人衣物
,

告于神
,

则立 出
。

山 项有剑播石上
,

可摇不可拔
。

又

有
、

长杖长四 尺许
,

不报锤炼
,

以 手摄成
,

指痕可数
。

②
、

关于张慈观的出生地
,

亦有传说声称他生于福建永泰县廿九都
。

确实
,

永泰县省 口镇

月洲村系为张氏家族村落
.

据我查实
,

该家族支谱对张慈观 ( 法主公 ) 生平有所标载
:

法 主君 出生 在宋天 圣二年 间 ( 考注
: 一

为扎 宋仁 宗赵 祯
,

公元 1公24 甲子天圣

二年
,

太平四年间 )
,

敞姓张入 闽始祖睦公
, 唐末随王审知 带二十 四姓共同入

闺在八阂王朝佐王氏官领榷货
,

王氏三传麟
,

天下大乱
,

我二世次膺
,

三膺两

兄 弟避乱相牵迁来 月洲
,

传二甘
,

膺役
,

葬得地
,

坟前有香炉案
,

回此
, 、传到

十二世 ( 宋天圣二年间 )
,

信符公 出生 圣者
i ,

家贫穷
,

母 嫁 盘 谷洋
,

其后 学

道
· ,

曾与五童鬼斗法德化石 壶洞
,

得道于闰清金沙坐化成佛
,

登天得年叹十五

岁
.

我 月洲张历 史有一千一 百 多年
,

目前各处普遍崇奉张圣君
。

《 永泰县志 》

旧本亦写到圣者事迹
,

作 为盘谷人 ( 想是 当时随母在盘谷 )
。 、

月洲村乡贤张启荣来信亦称
;

. 、

·

我村 东向山顶有土名
“

九十九李丘
” ,

田 〕乾一大片
,

( 现年 可收中伯六 七十

担 )
,

相传 当时 由圣者显法用牛一 昼夜竿成
。

`

并有圣公坪是 当时他往居
`

地基
.

离廿上德化途中有赤水路边有石 蛇头
,

柯传 为 圣 者 斩蛇 血流水赤 因名
“

赤

水
” 。

③
_ ’

.
、

福建德化
、

永春
、

永泰
、

福州
、

仙游
“

法主公
”

信仰盛行处
,

均存在许多有关这个

圣者的传说
。

据德化县志办公室徐艺星整理
,

悠法主公
”

的成神传说大致内容如下
: ④

张慈观
,

又名 自观
,

别名沙
,

福建永泰县廿 九都人 ( 旧 邑志载为 阂清人 )
。

宋绍兴年间出生在一个 农民家庭
,

是个敦厚勤劳的农民
二

传说慈观四 岁丧父
, _

随母寄人 篱下
。 一 `

慈观少年从 师
一

拳法 剑术
。

一 日
,

他 入 山砍柴
,

在绝项遇 几二仙翁
, ’

重顽鹤

发
,

穿道士衣 哀
,

正在下棋
,

棋盘上 还放着一拉
、

半红半青的桃子
,

慈观近前观

弃
。 、

仙 翁递桃让慈观吃
,

慈观吃 了一半
,

觉得很难下咽
,

偷偷把未吃完的桃子

丢掉
。

仙翁挥手示意他起开
。

慈观离开仙 翁后
,

便挑朵下 山
。

至半岭的
“

更衣辛
”

体息时
,

逢高盖山明

寺方 丈龙树法师
,

遂将详情相告
。

法师说
: “

两 位老者
,

一位是太上老君
,

子

位是元始天草
。

石 上放着那拉桃是三千年一熟的蟠桃
,

你能吃完
,

就能腾云 笃

雾
,

云游广宇
。

只 吃一半
,

暂时未能脱 出 尘缘
,

还要下番修炼功 夫
。 ”

慈观忧

然大悟说
: “

乞求法师指 点
,

我愿专程前往拜渴 两位天尊
。 ”

法师说
: “ 太上

老君往兜率天官
,

元始天尊居紫霞天阁
。

汝乃 凡体 肉身
,

不能云游
,

乞能到天

宫天阁呢 ?
”

法
.

师 又指 点
: “

八 月十 六 日中午
,

你可同章真
、

肖信一道 ( 章真

在建宁
,

肖信在福州南台 ) 到福州羊角州等待
,

届时有一 条仙
、

搓停 泊在江 中
,

你三人可乘搓往骊 山问道去
。

定参后
,

便能脱胎换骨
,

神通广 大
。 ”

慈观听从龙树法师的指点
,

约定章
、

肖如期登
1

1备骊 山
,

听经 悟道
,

定参四

十九 日
,

晓得三十 六 天呈
,

七十二地煞变化莫浏之术
。

余暇时间
,

慈观砍柴
,



亨县春术
,

肖信磨粉
,

价舞忽经厉 了儿度春秋
。

一天
,

他们要下内
,

止次
, 。
忽炸

漫 山火焰
,

江河慕涨
。

正在惊捉不定
,

琅抢排徊
二

习示
,

一位黑项乌脸种仙在澎

漪的波涛间亚现
。

张
、

亨
、

肖定神一看
,

原
,

未是师 孚来 了
。

师奈烽旨
:

「

“

总热
’

可未 回去 J宝炳
,

亨兵 、 石信他们 币有左过
。

三位 日后在石
.

壹岩 录首
。

.

” 一
慈观 乞

踢护 身法 宝
。

帅李说
: “

你原 未砍朵用兵 即是法宝
,

_

局 时 灵 脸
. ”

协 观甲谢

后
,

奔向尘裹
。

路经蓬与
,

两 条麻 绳忽而 变化成两条长蛇
,

一条凌夜溜走不知

去 向
。

总观立刻抓准一备渡在 食己胜子上 、 用师享传投的灵符封牢
。

又挥开起

扁担
,

闪闪 发尤
,

吁呼作响
,

转眼 变成一 。 美那宝剑
。

徐文亦记载了张葱观为民徐杏
、

勇斗妩魔的传说
:

忍观去游永泰途申
,

返观音化作志笨女子
,

肠柳
卜

剑
。

经永秦付六都
,

遇呼

场桂路
。

·

呼蛇伸 出股
一

红长舌
,

闪烁羊 全莹的 目光
,

改神恶
_

煞似池 吊越头表
,

白

态犯挑战一总观手发金封
,

一

舫咯蛇眼
,

又挥 剑材断蛇
一

诊
,

血如喻泉
,

染红 了涣

流
,

此名逐改名 为赤水 ( 令永泰赤
、

水 )
。

据说这 条蛇母年仿客许多群众
,

前天

才有一妇
一

女并身蛇腹
。

芯肥冷氏除 了一大害
。

. ·

矛

一
;

一 几
,

总现在德化燕溪山 石 鼓岩诊炸
,

达地石 牛海夜为晶莹
J

洞 察出
·

那里

有越魅作刁圣
,

印寻珠追去
。 一

时毯魅扮 作新郎
,

迎妥新妇
,

`

鼓 葬 喧 天
,

·

非常热

河
。 `

人们都沁醉在喜庆的 气氛中
, ,

币不知祸之将至
。

慈吸伸 出手掌
,

_

令人脚指

缝窥之
,

妖魔悉现原形
。

·
、

于是慈几将新娘藏匿逛 未
,

自口变作新银模样
,

_

坐 大
`

桥 中
。

’

群妖 木能条

觅
,

行 火价抬入石 牛山石 壶 i时
,

上山后
,

总观重现本 身
,

拔 剑
`

娜 杀
。

石壹岩
“

五通鬼
”

闻 警带众危迎战
。

双方仗 出浑身解数
,

杀得天昏池睛
,

飞沙走石
,

毕分难解
。

店来
,

鬼怪知硬拼难 以 取肚
,

又仗 出说计
,

且战且走
。

总观 穷追不

舍
,

稍不留神
,

社龙辛用绳索绊倒 在地
,

彼擒
,

禁姻在狮岩洞 中
,

遭鬼怪火燎

姆薰
,

达七 日
.

七夜
,

面 艾黑 己
。

正 当危 急关头
,

亨兵
、

肖信二 人 获 讯赶来解

杖
。

总观沃 出岩洞
,

挥到破洞
,

三人合力你战
,

允怪纷汾清退
.

张
、

幸
、

肖终

于驯服 了 “ 五通鬼 ,, ,

收 为护坛
二

冷军
。

三人打扫战场后
,

在石壶岩策首
,

后人

称为
“

三位 圣君
” ,

即张公圣君
、

字公 实人
、

肖公圣者
。

为了纪念他们降娘伏

魔之功
,

便宾
“
石 壶寺

”

奉祀
。

据同文
,

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张慈观为民办好事的传说
:

有` 天 ,
·

慈观从永泰去仙游
,

途中要翻越一道卑入云霄的古寨岭
,

只奋一

条必经的十里长的崎呕
一

羊肠 小路
。

时当盛夏
,

娇 阳似 火
,

署 气 逼 人
,

往返
.

永

泰
、

仙游两县的行 / 、
,

皆背负肩挑
,

气喘吁呀
,

汗 流夹背
.

慈观 目睹此情景
,

又访野老
,

听 了许多行旅艰难的行状
。

于是
,

他于是夜万簇俱寂的时候
,

不到

一夜 厉夫
,

铺砌 了一 条全长 3 4 00 多台价的通道
。

慈观为行人想得很周到
,

担心

石 级太陡易滑倒
,

又用铁爪在专个 台级上扒痕
。

里 日清晨
,

人们惊异地 见到昔

日琦呕难行 的黄土 小径仅一夜功夫
,

竟 变成平整地铺砌石 头 的
:

坦 途
,

又惊又
一

誉
,

奔走相告
,

神仙债路 的故事便传开 了
。

永泰和仙游接攘处有个地方
,

叫悟桐尾
。

该地山 峦重叠环绕
,

农田 成片
。

绍



因
.

久旱
,

澳床朝 天
,

土地 电裂
,

根食歉收
。

村 民年
一

年祈雨
,

仍 无法 解除早 象
。

慈观云游到此
,

见田 园 荒芜
,

市场萧 条
, 一

民不聊生
,

触 目惊 心
。

此时
,

人们正

云 集在龙王 庙前迎神祈 雨
。

庙 前嶂播高 毖
,

香烟缭绕
,

成群结 队的人们畔 随着

神汉韭祝的 咒语及锣鼓钟罄声
, `

正 在向庙里 神 扬 尘舞 蹈
,

项礼膜拜
二

慈观拨

开人流逸前 , 见墙壁上贴 着一张反映旱情严重
,

人 民 生 活 困 苦
,

官府不恤 民

疲
,

根耘苛捐 杂说的
一

文字
。

慈观又实地勘探 了地 形
,

想从村落衬面悬崖峭壁上
一

开

板一条
1

盘 山 水坷; 引来被 欠 山 队肠的水源
,

以 便 解除早情
。

他从别处牵来一只

黄牛
,

一个铁犁
。

里 日琴明
,

大雾弥漫
,

他叱牛在石壁上凌空犁开 一条水 l))I
。

快犁到 尽头时
,

忽然衬面一个挑盆妇女眼 尖
,

在喊叫
: “

奇怪呀
,

奇怪呀 ! 大

家快来看
,

有一个在石 壁上犁坝
_

沟的人哩
。 ”

话音未落
,

石 壁 上 的人影 消失

了
。 .

天家好奇地近前一看
,

还有一个犁头插在川头沟渠里
。

据说 民国初年
,

犁

头还在
。

如今打石 开路
,

有几段沟渠已经 崩塌 了
,

但 旧址仍清晰可辫
。

三

民间传说中
, ,

“

法主公

“

法主公
”

成神的过程

的成神被描述为一个斗妖折魔的英雄的必定成果
。 、

其中
,

大多数故事可能是虚构的
。

但是
, 有关这个道教之神成神过程与石牛山之 间 关 系的故

事
,

却可能部分地属于真实史实
。

当然
, 我这里说的

“

史实
” 、

并不 意指斗妖折魔的那

些传说情节
,

而是指
,’法主公

”

成 神 故 事背后的历史真象
。

就我所获的证据而论
,

这

个真象就是一个人被社会推戴为神的过程
“

法主公
”

成神之地为石牛山
,

它的祖庙因

而也就设在这座山的顶蜂
,

公
”

及他的
`

结拜兄弟肖公
、

这是德化县最古老的道教建筑
,

就是为
“

法主名为石壶寺
。

这是德化县最百

张公所建的
.

关于其始建过程
,

石牛山地区的记载有不 同的

看法
。

据 已故徐本章先生的记录
,

看法的差异情形大致如下
: ⑥

古刹 系崇奉南宋绍兴年间
, 张慈观

、

肖朗端和章期庆三位结 义通 ./
`

在此 治

魁恕
、

济黎 民而创建的
。 它初建于紫霄洞

;

( 又称石壶洞
、

狮岩
,

为区别于 以 后

的寺
`

址 ) 俗 称
一

顶岩 )
。

其始建年间和何人创建
, 史载各异

。

据 《 承泽新楼黄 氏

族谱

张
、

圣
。

》 记载
: “

宋南渡后
,

肖
、

章三真人识其怪
,

石牛山一派深林邃谷
,

地广人稀
,

魅魅 出没迷人
,

深 入藏穴
,

降夺其洞 而 镇之
。

保 护 生 灵
,

真人显

与始祖乔迁承泽同时也
。

”

焦谱 “ 附 ’日
一

谢
己石 洞开山承泽擅袍故 事 》 一 文

记载
: “

先时
,

三真人开辟道场
,

以 我十 八公 为始创擅摊主

尚
、

福德正神 同完奉祀
。 ”

时寺宇
“

依岩作殿
、

塑像祀奉
,

,

其伸主与开 山 和

僧人亦择其鸡结茅

而
`

居
,

润
1

深幽静
,

可容 百人
” 。

明代正统三年十 月初五 日陈解德
、

黄志育
、

静户志祥
、

梁德降
、

景贤等人为 《 榜上钱塘黄氏族讲 》 即今 榜上村 ) 撰 写的

《 章公
一

圣君石
、

壶 古迹志
一

》 一 文却载
:

交 、 必
、

玉 帮助章公
`放法

”
治魅

,

章 公至 钱塘
,

宿于黄必玉 家
,

两人至 为深
“

真人感必玉 相助开洞之恩
,

拜 为谊父
” ,

后心玉有紫霄祠 岁重建殿宇
,
’

奉三
J

圣君 像于中
” 。

不同家族村落争相抢夺创
一

建石壶寺的名声
, 反映的恐怕是一个家族争 夺

,

“

象 征 资

本
”

·

( 商了
n : b 0 h c ’

aC P i at 1’) 的历史真象
。

反过来
, 这个历史真象可能包含着几个国石



牛山而店的家族聚落共同推戴张慈观为神的过程
。

事实上
,

石壶寺建成之后几经灾难
,

它的数度重修
,

同样也引起不同家族的争端
。

抢着来修建寺庙的甚至还包括来自仙游的

势力集团
。

对此徐本章先生刻画如下
: 认

石 壶寺后周原址项岩遭火
,

洞石崩塌
,

迁建于令石壶腹地
。

( 俗称下岩 )

但何时迁建
一

于今地
,

史志记载不一
。

明代正统三年十 月初五日陈解德等人撰写

的 《 章公圣君石 壶古迹志 》 一文
一

己 有
“

洞石 ( 指 项岩 ) 崩颓
,

志静等复建下岩

两堂
”

的记载
,

说明迁建于今址 当在明正统三年 ( 14 3 9 ) 之前
,

民国廿八年版

《 德化县志 》 记载
,

石 壶寺始建于 明 崇祯 庚辰年 ( 16 4。 )
,

虽然同是明代
,

但

时间却相 差在 2 01 年以上
。

《 承泽美 山
一

拘氏族谱 》 又记载
, “
顺 治 乙未 ( 16 5 5 )

,

项岩遭火
,

坛场毁坏
”

之后
, “

中舍房黄尧英 为擅艳
,

倡首幕化建下堂佛殿
。 ”

根据上述记载
一

分析
,

石
一

壶寺迁建今址始于明正统三年之前可能性是存在的
,

崇

祯庚辰年再重珍或重建
,

至 顺 治 乙 未年
,

黄尧英可能为满足信徒增 多的需求
,

再扩建下堂佛殿
.

项 治丁 酉年 ( 16 5 7 ) 水 口 漂生黄遂权
,

才巧己田 南山 乡租数百

斤
,

自纳 根
,

充作寺内香灯之资
。

康 熙廿三年 ( 16 8 4 )
,

石壶寺住持圆愿幕建

下殿及 两廊书院
,

水 口 序生簧雄偕弟家俊
、

家煌捐昆山湖后杉六十余株
,

承泽

鱿 甲
。
鱿风 兄 弟亦献衫货助

,

寺宇建筑 比前宏农
.

康熙廿九年 ( 16 e o ) 承泽五

房同捐本 乡上酒洲土名丰田岭公田一段
、

租一 百八十斤充作寺庙香火
。

升九午

( 1了0 0 )
,

黄雄复捐 己租添助香灯
.

花隆升六年至开七年间 ( 17 7 1一 17 72 ),

寺再遭火
,

堂佛毁坏
,

紧接着于升七年至升八年 ( 1 77 2一 1 7 7 3 ) 由住持休峰和
,

门徒海岸幕化重修
。

冲乞隆戊戌年 ( 1 7 78 ) 承泽黄应 甲和黄超风为首
,

鸿制
“

三

真显圣
”

匾额
,

湖山八十六 岁太学生黄守仁录题进士黄龟朋的祖联
“

破洞伏魔

开福地
,

传经度法保生 灵
” ,

择是年闰六 月初六 日分别悬挂于正殿和山 门
。

①

尤绪 廿六年 ( 1 9 0 。 ) 湖饭黄桂芬自备工朴修
一

理殿宇
。

宣统元年 ( 190 9 ) 复幕资

大修
。

氏国廿五年 ( 1 9 3 6 )
,

国民党中央军团长王成幸奉令围剿张雄南
,

纵 火

笑寺
,

殿堂与沸像被毁殆尽
。

民国 川
1

六
一

年 ( 10 4 7 ) 七 月间
,

南山 黄贵夏为首往

仙游等地幕捐
,

依原址重街复建
,

工程未竣
,

又遭风 雨 侵 袭倒塌
。

随着岁月的

流逝
,

人为和 自然的破坏
, 一

纷日香火肚盛的寺宇
,

变得颓废
、

荒凉
。

四
、 “

法主公
”

作为道教神

台湾宗教学者刘技万先生曾把闽台系统 的 道 教 分 为 三支
:

( 1 ) 道士一道教
;

( 2 ) 法师一法教
;

( 3 ) 灵媒
.

他还指出
,

法师一法教一类中包含 间山
、

教
,

而间山教

又分以临水夫人为主福州三奶教系和以法主公为主的泉州法主公教
。

⑧ 如果刘技万先生

的说法属实
,

那么闽台地区道教体系中
“

法主公
”

的地位便十分彰显 了
。

事实上
,

在闽

台民间信仰中
, “

法主公
”

的流播甚广
,

它的传播范围包括福建泉州诸县市
、

莆仙 ( 原

兴化 ) 诸县市
、

福州
、

厦门
、

台湾
、

东南亚等地
。

在信仰传播过程中
,

随移 民 远 行的
“

分香
”

确实是主要的途径
。

然而
,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刘技万 先 生 的看法
,

把
“

法主

公
”

当成
“

法师一法教
”

的象征
,

那么我们便难以忽视道士 ( lllJ
“

法师
”

)在传播这 一信



仰中的重要作用了
。

我在安溪一带调查时发现大多数法师 (道士 )祀奉
“

法主公
” ,

并

以能够施行
“

法主公
`
的法术为荣

.

而当我在德化县石牛山地区考察时
,
·

则又发现该地

的道士竞然在其经典中歹认了
“

祛主公
”

的史诗
,

将之当为
“

请神咒语
”

处理` 德化道

士黄氏就有一部称为 ` 圣君历便簿 》 的经书 ( 19名、年手抄本 ), 其具体内容如下
:

启请天 大法主 玉 封监 雷张圣公 生居 永福 桃溪境 ( 注
一

f 福建永福 月州离
一

`

城百二里 )祖在月州张家庄 父名浮厚家居仕 次 第行四半耕 读 都氏十娘亲
一

生母 怀孕十 月到
一

临盆 感得 天神来降珍 有宋绍兴 已未年 ( 宋朝高祖帝号绍

兴 ) 七月廿二启华触 西 时降生在凡间 (五通鬼假看命送号慈观
,

指点污裙里

四十九 日保平安 ) 满座华光灿 烂起

小年悟道 白云寺 ( 永福 西 区名 山 室
,

十 岁原来会能仁 高熟珍冷初肚势

三豆乳名 号慈观 ( 外号张锄柄 因作锄柄 )

道书称 为第七福地
,

中途得遇传授正法 )

拜师兀树 沁医王 传投五 雷天心 法
,

诸般

文法尽皆通 蒙师踢得七星剑 手提 宝剑斩邓魔

雨在须
、

入地升天如 项 刘 呼风呼雨

除怪斩袄称第一 封岩破洞 羡无双 一十九 岁到 尤涣 ( 莲板桥地方圣君 洞

又福亭坑岭坑 ) 幕化缘金造桥亭 二十一 岁奉天命 大展神通到石 壹
’

赤水到

岩宿一夜 ( 永 邑开六都赤水洋头
,

大石现成一片如龙
,

容几十人住之
·

) 人模留

迹至今存 (对面 圣迹留下 ) 文蒙观音踢柳剑 (观音 变化女子洗菜接柳踢之 )次早

提剑斩青蛇 ( 蛇头斩断 。 流黄泉不停
,

蛇耳
、

弃
、

。
、

目路过行人能看之 )

斩 断青蛇化做石 头在路下身在 澳 踏到德化石 壶润 降伏五通侣洞 天千伏

五通在网内 困在小洞 不超生 奇峰怪石灵仙景 石 凤石 牛及石 壶 福建高山

为第一 二十 余层石 壁梯 石上法场行呈
一

步 圣灵脚迹尚留存 遇到村场仙

三显真仙 斗法里 “ 飞沙走石 大斗法 大仙愿服浇高强 二十四 岁到兴化 ( 镜古

寨岭大路大石 壁队碍 处用苹私开层 ) 山平奇石 狮精 剑
J

擂狮头今扰在 ( 在兴化

上坪洋地方
,

过客能看见剑力一 支 ) 古迹地名剑召岩 二十五岁到梅 邑 寿

宁 乡内虎头岩 ( leJJ 清十二都界 ) 卑牛创凿少视 ( 爪牛竿开渠接水过坷) 穿流

通水灌旱田 二十八岁回永福 攻破 大鬼小鬼岩 长庆尾涂田无水 金鸡岩壁

凿流通 回到盘古方壶地 翻身又到曹溪岩 三于三岁逢大旱 ( 春夏秋冬无 雨

赤地千里 ) 辛卯年春不雨霖 雷声在雳 大地衷(三十三 日雷声不停 ) 玉 旨降

下禁雷鸣 禁雷不止轰轰响 旨召法主禁雷威 法主禁雷项刻止 玉封监雷真

圣君 三寸四 岁游方广 ( 永福 甲岭七都三岛村著名仙润 ) 名 山肚景第一奇 相

惊 长眉祖师住 ( 法主先惊祖师蒲团后
,

法身不动
,

圣者惊之
。

今塑圣者三位
,

立

面前处 ) 返 驾福清收蛇王 法眼看见保林里 广济岩 中奇风 山 观察风景歇三

日 回光返照到金沙 工作田 园人不识 ( 在金沙作鹰工 变化江 湖招毛尾田 螺倒

头竹束移仓
,

山主赏谷二仓谷府古迹今扰在 ) 三十五岁住江 西 会遇天师谈

文法 玄坛几帅相陇行 回网尽破山袄润 ( 见金花润银花怜 全妖修练不除 )

天下名 山经过尽 世间何怪不伏降 一时遇潭州天杭早 石 头出火井枯泉 托植

圣君祈甘雨 ( 时在全沙桥做草鞋
,

潭群人恳公郊雨 ) 咫尺汾沱救万 民 呜十

五岁闰浮嘴 孝宗浮队癸卯午 功成果满天书召 九龙浮头脱化身 ( 祈雨时下

盆.



水 坐化 ) 长 月八 日锌
·

尘
一

世 午时脱化 上 金轮
`

法 身浮在龙潭面 ( 此叶推乐幢蟠
. ,

接笃升 天
,

黑面散发项挂麻蛇
,

左手执剑
,

右手执柳枝 ) 如生道貌语威仪

法体即时
一

塑 宝像 威灵显赫镇金沙 漳州善信分香火 ( 津州 即时分香 火回群建

殿塑像 ) 一炉 香火传万 家 千家祈祷干 家到 万家拜请 万家灵 弟子一心 焚

香请 本 师法 笃降来临
。 ,

细读 《 圣君历便薄 气 可以发现其中主要内容与民何法主公传说相 `勿合
。

是民间传

说抄袭道士经文
,

还是道土经文抄袭民间传说? 显然
,

两种可自雅都有
。

不过
,

即使是

道 亡经文抄袭了氏间传说
,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

道士通过诵经
,

强 化 了 民间信

仰
:

并通过他们的宗教旅行
,

起着传播
“

法主公
”

信仰的作用
。

五
、 “

法主公
”

作为村落神

在
“

法
_

上公
”

成神的过程中
,

村落的作用就难 以忽视
。

前文提到
,

石牛山附近村落

实际上可能就是这个信仰的创设者
。

但是
,

这个信仰 在传播过程中如何成为地方神? 我

对安溪溪村的研究就有助于回答这个间题

溪村的村庙是龙镇宫
,

奉祀的神灵就是
“

法主公
”

的历史人物
。 “

法主公
”

是最受

防、氏家族尊敬的神
,

他在一定的意义上代表陈氏家族村 i( de
n t i yt ) 的主要象征

。

它的

神化
,

一

与教美陈氏家族的
一

占代独立运动有关系
、

溪村陈氏家族接受这个信仰
、
大约在六

、

七世之间
,

是家族的认同感的创造的不 可

分割的一部分
。

据溪村一则有关
“

法主公
”

的民间传说
: “

法 主公
”

原来是同美村的一

个
“

角
于

落神
” ,

也就是村内一个小角落的保护神
。

有一 日
,

`

这个神的塑像被村人抬出来
“

巡境
” , ,

到达今之溪村龙镇宫的位置
,

突然通过通灵者 ( 童乱 ) 表示要留在溪村
,

不

回 }
「

d美
。

因此
,

后来他就被留下来
、

·

溪村陈姓村民为他造庙
,

拜他为村神
,

这财民
几

间
.

传说
,

大概反映了溪村陈氏祖先在六世至七世之间
,

试图从一个依附的地

位挣脱出来、 x)J 为一个独立的家族一村落的历史过程
。

L

由于五世时
,

联合家庭的形成
,

因而给六世
、 一

七世们几十年奠 定 了 家族成长的纂

础
。

在此期间
、

陈氏家族的人口 得以初步地发展
,

成为一个上百人的扩大式家庭 (
。 x t -

。 、 d 0 d af nr 1 l y )
,

包括了若干代人的不同家庭
.

扩大式家庭的产生
,

带来了两个压力
:

一
,

为了使较大员家庭人口在责任和义务以及继承关系得以明确的定义
,

需要将扩大式

家庭重新分化为较小规模的家庭单位
; 二

,

家庭的分化
,

需要 以一定经济和土地基础为

前提
。

解决这两个何题的唯一办法
,

是成立一个宗族式豹家族 ( h en
a g e

卜 各个 家庭

既有明确的责任
、

义务
,

继承的定义
,

同时又不至酿成分裂
,

分散家族作为一个共同体

的力量
。

但家族成立
,·

又要求有一定的
:
l: 地和地域范围

。

陈氏家族的独立运动
,

从争得土地这一步出发
。

如 《 族谱 》 所载
,

陈氏的祖先首先

取得同美陈氏大家族的同意
,

在该族所属的边沿地带划出若于块土地
,

陈氏奠定族 墓

由于当时溪村所在地有某些异姓群体居住
,

陈氏向该地扩散
,

显然有利于作为
“

叔辈
”

的同美陈氏大家族的势力扩张
。

因此
,

协议轻易地达成了
。

六 七世时期
,

是教美陈氏家族 认同和独立的形成时期
。

当时 已经分房而居
,

并且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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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

陈氏家族的人拥有一块十分贫痔的溪边地
,

大部分人成为
·

谢百万
”

的佃农
,

句

年替
“

谢百万
”

耕作
,

交纳大量的粮食作为田租
。

陈氏家族的人对此状况早有不满
。

后来 ( 具体年代不详 )
,

为了改变本家族的贫画
状态

,

人们便建议请神解决问题
。

有一位通灵的人 ( 童乱 ) 请到龙镇宫替村人向法丰公

求助
。

通过童乱的 口头交流
,

法主公提 出一个妙法
。

他说
,

溪村陈氏家族的人应该把龙

镇宫的宫门倒转一个方向
。

使它面向村落的 良田 因为原先的民间规定划定宫前上地属

溪村人而宫后土地属
“

谢百万
” ,

并且前者比后者贫痔
。

把宫门倒转一个方向
,

便可使

农 田的不平等划分彻底改观
。

同一天晚上
,

法主公显灵
,

把宫门打通 而向良田
。

从此
,

“

谢百万
”

的土地便归陈氏家族的族人共有
。

我们尚不知道这则民间故事是否真实的历史
。

但是
,

它至少反映了一个可信的村落

历史过程
。

也就是
“

王爷神
”

变为村神与陈氏家族获得族田和抵抗异姓经济剥削的交互

关系的发展过程
。

“

龙镇宫
”

的传说基本上反映的是八世到十世之间溪村教美陈氏 家 族 成 为一个拥

有族田和若千聚落的单姓村的过程
。

到十世
, “

龙镇宫 ; 前而的农 m 成 为 陈氏家族的

公田
。

在祖祠
,

该家族也建立了族田
。

侮个房 支 也 各 在 自己的所在地展开扩大聚落地

域
,

并各在房支的祖厅前而也拥有公田
。

此外
,

为了墓祭
,

在三个祖墓前而也有公 J’IJ 存

在
。

L

七
、

讨 论

关于
“

法主公
”

的诸多说法
,

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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