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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芝英八村灵溪桥，不到100米，与旧民房模
样无二的千年紫霄观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行走中依
稀还能感受它沧桑而隽永的轮廓。

据康熙《永康县志》记载，紫霄观始建于梁大同
二年，原名招仙观，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改为
紫霄观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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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千年紫霄观简史

据有关文献载：紫霄观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年）建观，距今已有1470多年历史。五代十

国之时，吴越国朝廷尊崇道教，道观大兴。清泰三年（936年），紫霄观得到进一步扩修。北宋宣

和庚子年（1120年），紫霄观不幸毁于盗贼纵火。

盗贼平定后，因“无尺椽片瓦可为蔽依”，道士遂“结茅以居”。南宋刘居靖任知观事时，紫

霄观进行重修。宋至民国年间，紫霄观又几经修葺，香火一直十分兴盛，被称为是我市的四大

道观之一。

目前，紫霄观中轴线上尚存山门、三间厅、三清殿、大雄宝殿，两侧尚存关老爷殿、文昌星

殿、胡公殿、慈善屋等，原建筑格局保存基本完整。2008 年 12 月 18 日，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又成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 蒋中意 高婷婷

改名与宋真宗有关

在历史上，宋大中祥符元年是一个颇为诡异的年份。

当年正月初三，早朝刚毕，一个专管守门的官员向宰相王旦

禀报，“守门兵涂荣经过承天门时，发现一只状若神异的大鸟，尾

部挂着一卷黄锦，应是天书。”

王旦感到此事是祥瑞，马上告诉了皇帝赵恒。想不到，赵恒

应声说：“这太巧了！去年十二月一日的半夜，我刚要睡觉，忽然

卧室满堂金光，我大吃一惊，只见一位穿戴着道士服和红袍的神

人出现在我眼前，对我说：‘正月初三，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

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起身正要答话，神人

忽然消失，赵恒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从十二月一日起，我

开始素食，并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

了天书。”说完，他马上挥手召回已退朝的群臣，将天书迎接到朝

元殿，举行天书启封仪式。启封后，天书果然与他梦境中看到的

一模一样。

随后，赵恒就把原来的年号改成“大中祥符”，并前往泰山举

行了封禅仪式。据《皇宋通鉴》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之前，宋政府

与辽政府展开过一场激战，虽然最后宋政府赢了战争，但却与辽

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要求宋每年进贡辽10万两白银等，这成为

宋真宗的一块心病。

此时，参政王钦若粉墨登场，为宋真宗策划了天书这出好

戏，目的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皇帝的一举一动已影

响全国，此后数年间不断有祥瑞报至皇宫，一些地方官员和有名

望的家族还将当地一些历史悠久的道观进行重修并更名，以更

符合道教的一些特性，并讨好皇上。

在永康，就有多座道观被更名。如坐落在“县北六十步”、“县

南七里”的宝林观、飞霞观，分别被更名为延真观、崇道观。“真”

“道”是道教常用的一种术语，而紫霄观的“紫霄”一词也如此。

“紫霄”称呼名至实归

在道教典籍当中，紫霄一词最早出现在晋葛洪所写的《抱朴

子·明本》当中，“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

在《道书》和《太清玉册》等典籍当中，紫霄与赤霄、碧霄、青

霄、玄霄、绛霄、黅霄、练霄、缙霄（景霄）并称为九霄，是神仙居住

的地方。九霄各有一位大帝掌管，“一曰神霄玉清大帝、二曰青

霄好生大帝、三曰碧霄总生大帝、四曰丹霄太平大帝、五曰景霄

中极大帝、六曰玉霄皓元大帝、七曰琅霄始青大帝、八曰紫霄合

景大帝、九曰太霄晖明大帝”。也就是说，紫霄是合景大帝统领

的地方，应有帝王仙气。

在宋大中祥符元年，为何要把紫霄这样一个拥有帝王仙气

的道教名称赋予招仙观？这或许有三层意思。

一是此观边也有帝王仙气。
宋淳熙九年（1182年），紫霄观因兵毁重建时，陈亮状元曾在

《紫霄观重建记》当中写道，“其说以为梁氏望此山有王气，掘其

地，盖双鹤腾飞而去⋯⋯”陈亮先生所写的望王气，是古代流行

于帝王之间的一种望气术。它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

当中，直至明清时期还有零星记载。

显然，梁氏应是梁朝的一位帝王。据《梅林应大宗谱》记载，

太清三年（549 年），芝英始祖应詹下七世祖应昭的长女被选入

宫，成为梁简文帝萧纲的淑妃。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皇亲关系，梁

简文帝也会到芝英巡幸，偶然的一种机缘，他发现这里拥有象征

帝王运数的祥瑞之气。

在芝英发现的这种王气究竟是什么？陈亮没明说，梁简文

帝更是心照不宣。

二是这里原本就是神仙居住之地。
在解放前，芝英一直叫仙游乡。相传，有一位仙人曾在这里

修炼，然后化鹤而去。这个传说在陈亮、胡则和应氏子孙等人的

诗歌当中也有不少印证。

在陈亮的《紫霄观重建记》中把连绵二十五里的山峦称为

“洞灵源福地”，记载着在观旁“有仙人炼丹之所”；胡则通过《题

紫霄观》，与仙乡应有的一溪一山、一草一木进行了绘声绘色的

对话：“绮霞重叠武陵溪，溪岭相将路不迷；白石洞中人乍到，碧

桃花下马频嘶；深倾玉液琴声细，旋煮胡麻月色低；犹恨此身闲

未得，好同刘阮灌芝畦（刘阮即是天台采药误入桃源，与仙女结

婚的刘晨和阮肇）。”应氏后人应咬香在《紫霄化鹤》中更是全面

地回顾了紫霄观的前世今生，“紫霄始自大同兴，化鹤仙人已上

升。幸赖宋贤留一石，千秋胜迹不骞崩。”

另外，在紫霄观周围，因仙人化鹤留下了不少遗迹，如鹤鸣

畈、鹤鸣桥、鹤鸣溪等等；与仙人炼丹有关的地名，则有上金山、

道士塘等等。

三是赋予紫霄之名源于此观非同一般。
除了与梁简文帝有关之外，紫霄观一直受到各朝政府官员

和应氏家族的重视，而得以不断重建、扩大。在历代当中，它往

往与朝代的时运联系在一起。

这正如陈亮在《紫霄观重建记》中所说，“水部员外郎陈矩记

其事曰：⋯⋯钱氏虽据浙东浙西两浙境域自立为王，但仍借重和

善事居于中原的中国之君啊！又当此时，要是哪一个国家货物

钱财和兵器一日不作好准备，那么周边的邻国就会怀着非分企

图⋯⋯两浙本非地域宽广可以悠闲度日之地，而道家却在此时

大兴土木整修紫霄观，安定无异于平时。难道真有所谓仙灵神

异足以使人们感奋而大兴土木之思耶？”

虽然陈亮把在战火纷飞岁月的紫霄观还能大动土木的情况

与仙灵神异联系起来，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与紫霄观本身

在当时掌权者和普罗大众当中的地位不无关系，也表达出钱氏

统治的吴越国社会安宁。

因以上种种，宋大中祥符元年，应氏望族或

当时地方官员将紫霄之名赋予招仙观也就在情

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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