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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山神庙碑与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

巴里坤山神庙碑与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 *

梁 燕 ⊙

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档案与史籍记载，对现存于今新疆巴里坤县城南岳公台山麓的山神庙碑进

行了研究与分析。研究发现，巴里坤山神庙，实际上是靖逆将军富宁安在钦差道士

李庆安的密嘱下，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开工建造，次年八月完工，并勒碑纪念。

山神庙碑的碑文，除简述建庙缘由及其修建者外，也真实反映了当时新疆巴里坤出

现的暖冬气候。巴里坤山神庙，作为清代新疆第一座官修道教庙宇，不仅是康熙年

间京城崇信道教的社会风气在西北边陲的反映，也是清朝在平准战争运用军事巫术

的一个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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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燕，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新疆警察学院副教授。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碑， 又 称 富 宁 安 碑， 位 于 今 新 疆 巴 里 坤 哈 萨 克 自 治 县 城 南 约 2 .5 公 里 的 巴

里 坤 山（ 岳 公 台 ） 北 麓， 刻 于 康 熙 五 十 八 年（1719）， 反 映 了 康 熙 末 年 清 朝 为 平 定 策 妄 阿 拉

布坦之乱派兵驻守巴里坤的一段史事。① 此碑自发现以来，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

究。② 但囿于资料限制，一直以来，已有成果多止于描述性或概括性研究，相应缺乏较为深

入 的 专 题 研 究。 缘 此， 笔 者 拟 结 合 档 案 文 献 资 料， 试 对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碑 及 其 所 反 映 新 疆 宗 教

文化史意义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揭示清朝统一前的新疆社会历史风貌。

一、巴里坤山神庙修建的政治背景与建造者

因 长 期 的 自 然 侵 蚀 和 缺 乏 有 效 保 护， 现 存 的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碑 字 迹 模 糊， 较 难 辨 认。 庆 幸

的是，其内容较为完整地收录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编成的《镇西厅乡土志》一书中。为

便于后文讨论，将其移录如下：

山神庙记

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公宁安，恭奉圣天子命，讨贼寇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

驻兵巴尔库尔，秣马励兵，蓄锐以待进取。维时天地之气，清和咸理，水草丰美，材木赡用，商

贾辐辏，士马饱腾。荒塞冱寒之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若春台化日。是皆圣天子仁德广被，

百神为之效灵也。因于山麓，茸庙崇祀，用答神庥。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懔然于天威之无

远弗届矣。庙侧有天然石一片，谨勒以志之。

领兵诸公，开列于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群体犯罪心理生成与防范机制研究”（编号：17CSH041）阶段性成果。

①　 编写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279 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不可移动的文物·哈密地区

卷（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5 年，第 377—378 页。

②　 王炳华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9 年，第 177 页；黄达远：《清代镇西“庙宇冠全疆”的社会史考

察》，《新疆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戴良佐：《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15 页；刘小萌：《考察报告：

新疆的清代遗迹——以八旗驻防为中心》，参见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 3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 年，第 176 页；王

鹏辉：《清代民初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 53 —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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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命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宁安

议政大臣散秩大臣世袭头等精奇尼哈哈番阿尔纳

统领京兵副都统世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兼佐领事英桂

统领左翼察哈尔官兵副都统世袭二等精奇尼哈哈番法脑

统领右翼察哈尔官兵副都统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智永

西安左翼（缺）

肃州总兵官右都督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杨长奉

康熙五十八年己丑仲秋吉旦 通商道副使王全臣记  督工潼关副将潘自善 ①

据碑文首句所言：“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宁安，恭奉圣天子命，讨贼寇

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驻兵巴尔库尔，秣马励兵，蓄锐以待进取。”这便点明了巴里坤山神庙

修建的政治背景，即因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击哈密，富宁安奉旨率兵屯驻巴里坤。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准噶尔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哈密，康熙帝随即

调 派 兵 力 前 往 抵 御， 并 派 吏 部 尚 书 富 宁 安 负 责 统 一 指 挥。 八 月， 富 宁 安 与 西 安 将 军 席 柱 率 头

队 官 兵 抵 达 驻 地 巴 里 坤。 为 加 强 防 卫， 在 先 期 抵 达 的 肃 州 总 兵 路 振 声 所 设 哨 卡 之 外， 又 添 设

哨卡，接连立营，并在各队全部到齐后，又自巴里坤东边之奎苏 ② 遍立营盘。③ 据同年十月

至 巴 里 坤 运 送 军 粮 的 陕 西 周 至 县 知 县 张 寅 所 见， 巴 里 坤 大 营 分 为 三 部 分， 东 为 席 柱 率 满 兵 所

驻将营，西去五十里为路振声领兵所居总营，又西去二十里为甘肃提督师懿德领兵所居提营，

“其余星罗棋布，灯火绵延数十里”。④ 此后，随着清朝在巴里坤的持续经营，巴里坤成为西

路清军的大本营。

在战争经济的刺激下，巴里坤地方商贸兴盛。据富宁安报告：“今自边内来贸易者，较前

益加多，商街扩展，商人又增建房屋。从肃州至巴里坤商贾不绝，沿途如同内地，均设商摊。

商 贾 将 绸、 布、 茶 及 衣 服、 靴、 袜、 针、 线 等 各 类 小 物， 俱 携 至 巴 里 坤 出 售。 此 俱 蒙 古 人 所

需物品，喀尔喀地方之蒙古，驱赶牛羊，可互换出售，诸物均价廉”，为维护街市秩序，富宁

安又派八旗与绿营官兵“均于商街坐堆子，不时巡察”。⑤ 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巴里坤

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嘉峪关至巴里坤，每站皆有住店、商铺，沿途往返商人，毫无劳苦之

处， 由 边 内 来 贸 易 者， 较 先 益 加 增 多， 市 场 房 屋 又 拓 展 增 建。 商 人 所 携 诸 项 物 品 甚 多。 喀 尔

喀 地 方 之 蒙 古 人， 陆 续 驱 赶 牛 羊 亦 多， 相 互 交 换 转 售， 诸 项 物 品、 牛 羊 价 格， 较 先 更 贱， 于

军 士 大 有 裨 益 ”。⑥ 在 清 朝 的 大 力 经 营 下， 康 熙 末 年 的 巴 里 坤 由 起 初 的 边 界 设 哨 之 地 发 展 成

为西北军事重镇。

又 据 碑 文 末 尾 所 记， 当 时 领 兵 诸 将 为： 富 宁 安、 阿 尔 纳、 英 桂、 法 脑、 智 永、 杨 长 奉，

①　 （清）阎绪昌、高耀南等：《镇西厅乡土志》，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 61 卷，兰州古籍书店 1990

年，第 389 — 390 页；另见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112 页。

②　 奎苏，在宜禾县治东九十里。当巴尔库勒淖尔发源处，左、右两流之间。今新疆巴里坤县奎苏乡。参阅钟兴麒等《西域图

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83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65，康熙五十四年九月辛酉。

④　 （清）张寅：《西征纪略》，参见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全二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6 年，第 62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335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

报肃州等处训练并贸易情形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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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文 撰 写 者 为 通 商 道 副 使 王 全 臣， 督 工 建 造 者 为 潼 关 副 将 潘 自 善。 但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发 现， 除

富 宁 安 与 阿 尔 纳 外， 其 余 诸 人 的 名 字 或 官 职 多 有 讹 误 之 处。 如 英 桂， 实 为 时 任 军 前 副 都 统 的

觉罗英柱。① 法脑，实为时任前锋统领副都统的法瑙。② 智永，《清实录》记作智勇。③ 杨

长 奉， 实 为 时 任 西 安 左 翼 汉 军 副 都 统 肃 州 总 兵 的 杨 长 泰； 潘 自 善， 实 为 固 原 提 督 潘 育 龙 侄 孙

潘 之 善， 因 在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派 兵 袭 击 哈 密 时 守 城 有 功， 升 任 潼 关 副 将。④ 通 商 道 副 使 王 全

臣，实为当时在巴里坤军营办理军需粮饷事务的陕西潼商道道员王全臣。⑤ 王全臣，为康熙

三 十 三 年（1694）甲戌科进士，历任河南汲县知县、甘肃河州知府、宁夏府水利同知、平凉

知府、陕西潼商道等职。任职期间，广开渠亩，兴利除弊，颇有政声。⑥ 王全臣在任职地方

多有文词碑刻流传，从《山神庙记》一文，我们亦可读出其进士文才。

二、钦差道士李庆安与巴里坤山神庙的修建原委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帝秘密派遣道士李庆安至巴里坤军营，用道教神法操

练军兵，以剿灭策妄拉布坦。康熙帝在行前专门指示李庆安：“尔前往同富宁安商议，可行则

行， 倘 有 不 可， 即 悄 悄 停 止 返 回 ”； 并 密 令 富 宁 安 试 验 可 用 则 用 之。⑦ 为 了 试 验 或 是 自 证 其

能 力， 道 士 李 庆 安 于 十 月 十 八 日 抵 达 巴 里 坤 后， 先 是 于 二 十 三 日， 携 活 羊 一 只， 做 法 事 祭 祀

巴 里 坤 南 山，“ 祭 毕， 山 内 自 日 出 方 向 向 日 落 方 向， 山 作 回 声， 全 体 官 兵 俱 闻 之 ”， 因 当 日 富

宁 安 没 有 听 清 而 未 奏 报。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李 庆 安 再 次 做 法 事 祭 祀 南 山， 富 宁 安 与 在 场 官 兵

俱听得山内自东向西又作回声，纷纷言称：“由每祭山谷如此回响观之，当属特异之人，况且

我皇上甚神圣英明，诸事无所不晓。果非特殊异学者，无益于汛地，能派遣乎？”⑧ 由此，道

士李庆安确立了在巴里坤军营的神异地位。

在此期间，李庆安看中了军营内的一座小土山，并向富宁安言称：“此山甚好，为风水之

地，建庙则善。北建御銮殿一座，供献关帝神；中建白极殿一座，以祭真武神；两帝建配殿、

碑 亭， 周 围 做 木 栅 结 营； 南 立 大 门 及 牌 楼。 于 军 中 甚 好， 我 仍 有 前 来 叩 请 之 项， 操 练 之 事 亦

好。勿告我言，作为将军之意，告众修建为好”；富宁安随即以己之意向众官兵言之，“大臣、

官 员、 军 士 俱 喜 悦， 各 自 分 地， 取 木 集 匠 ”， 开 工 建 造。⑨ 结 合 前 文 所 揭《 山 神 庙 记 》 内 容

来 看， 李 庆 安 密 嘱 富 宁 安 所 建 庙 宇， 应 即 是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八 月 完 工 的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营 内 小

土 山， 应 即 是 今 日 巴 里 坤 县 城 南 之 岳 公 台； 庙 内 碑 亭 所 立 石 碑， 应 即 是 留 存 至 今 的 巴 里 坤 山

神庙碑（富宁安碑）。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8，康熙五十九年冬十月癸亥。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70，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癸未。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6 年，第 1200 页：《副都统法瑙奏为授前锋统领谢恩折》（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59、298，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乙酉、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壬子。

④　 《清国史》（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6 册，第 31 — 32、195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83、298，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戊子。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30 册，第 591 页：《署陕西总督刘于义奏

请将原任潼商道王全臣题授安西兵备道折》（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38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闻道士欲以神法训练军士折（康

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42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道士祭神显灵情形折》（康熙

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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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富宁安先后奏报，康熙五十七年秋冬季节至康熙五十八年春季之间，巴里坤出现

了暖冬气候，温暖适宜，并不寒冷。如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奏称：“今年秋季，雨水合时，到处

水草茂盛，官兵之马畜俱益加肥壮。入冬以来，五次落雪，雪厚不过二三寸。因气候较暖，雪

落即融，如今并不冷。”① 十一月初，庙宇开建时，刮起了小风，稍显寒冷，但自初八日起，

气候变暖，风亦止。至二十二日，甚暖，旷野之雪大半融化，大山之雪亦俱融化，黑土俱亦显

露。比去年甚暖，并不寒冷，富宁安为此感到惊奇。② 至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富宁安再次报

告：“巴里坤地方，如同内地，四季适宜。今年春季，已降二三次小雪，天气较暖，即刻融化。

二月末，各地青草均吐出，羊俱得以食饱，今已上膘。三月又二次降雨，十日左右，青草连长

三四寸不等，马畜俱得以食足。现官兵之马畜皆上膘。”“巴里坤地方，虽系蒙古旷野，仰赖圣

主鸿福天佑，雨水四时调匀，冬季无严寒，夏季无炎热，地方水佳宜人。故满蒙、绿营官兵、

跟役以至商人，脸色俱甚佳，并无病灾，仰赖圣主之恩，太平欢乐而生”。③ 结合《山神庙记》

所 言“ 维 时 天 地 之 气， 清 和 咸 理， 水 草 丰 美， 材 木 赡 用， 商 贾 辐 辏， 士 马 饱 腾。 荒 塞 冱 寒 之

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若春台化日。是皆圣天子仁德广被，百神为之效灵也”等语，两

者正可相互印证，即巴里坤在康熙五十七秋冬季节至次年春季间出现了暖冬气候。

钦 差 道 士 李 庆 安 来 到 巴 里 坤 军 营 后， 便 向 富 宁 安 提 出 在 满 洲、 绿 营 兵 内，“ 酌 选 年 轻 者

八 百 名， 另 外 设 营， 我 以 六 丁 六 甲 神 法 进 行 操 练， 以 此 制 红 布 褂 穿 服 之， 外 各 穿 盔 甲， 不 用

鸟 枪， 俱 佩 带 撒 袋， 用 红 纛 旗， 策 妄 喇 布 坦 所 驻 西 方 金 地， 用 赤 者， 前 面 用 赤 红 火 毁 金， 令

八 百 名 兵 丁， 四 面 四 角 各 一 百 名， 设 头 目 督 管， 占 踞 各 自 处 操 练。 此 练 习 于 明 年 三 月 初 始，

进攻时我为道士妆扮”。④ 其后，李庆安进一步表示：“来年三月二十日左右，我率领我操练

之 八 百 兵 丁， 先 往 取 吐 鲁 番， 大 军 不 必 与 我 同 启 程， 留 后 六 七 日， 再 从 容 启 程 前 往。 我 获 吐

鲁 番， 来 报 将 军 后， 将 军 率 兵 往 吐 鲁 番， 抵 达 后， 将 军 率 兵 留 驻 吐 鲁 番， 我 仍 亲 率 所 操 练 之

八百兵丁，直寻策妄喇布坦驻地，剿灭策妄喇布坦，如此功可速成”；当富宁安对此提出疑问

时，李庆安则解释称：“我并无交战，赖行神法。诚无神法，八百兵丁何足？马瘦亦无碍，我

务 施 神 法， 能 至 极 处 置。 沿 途 若 遇 贼， 我 施 天 魂 招 神 法， 念 咒 则 自 然 不 可 行 动。 以 此 我 既 然

招 服 沿 途 其 属 下 之 众 俱 降， 策 妄 喇 布 坦 逃 往 何 处？ 伊 若 归 降， 我 即 收 容； 伊 若 不 降， 我 即 可

剿 杀。”⑤ 所 谓 六 丁 六 甲 神 法， 乃 是 道 教 方 术 中 常 用 的 军 事 巫 术。 六 丁 神 为 丁 卯、 丁 巳、 丁

未、 丁 酉、 丁 亥、 丁 丑， 六 甲 神 为 甲 子、 甲 戌、 甲 申、 甲 午、 甲 辰、 甲 寅， 源 于 我 国 先 秦 时

期 的 战 争 巫 术， 在 道 教 信 仰 体 系 中 常 将 其 作 为 武 神， 被 道 士 召 请， 用 于 降 妖 除 魔、 禳 灾 驱 鬼

的 法 事 活 动。 明 代 真 武 大 帝 信 仰 兴 起 后， 六 丁 六 甲 神 成 为 真 武 大 帝 的 常 用 神 将。 因 而， 在 道

教 宫 观 中， 六 丁 六 甲 神 常 被 置 于 真 武 大 帝 两 旁， 作 为 护 法 神。 如 在 供 奉 真 武 大 帝 的 故 宫 钦 安

殿 内， 东 西 两 侧 的 墙 壁 上 即 绘 有 十 二 天 将。 由 此， 我 们 也 就 不 难 理 解， 道 士 李 庆 安 密 嘱 富 宁

安 所 建 山 神 庙 中 殿， 何 以 供 奉 的 是 真 武 大 帝。 而 关 帝 神， 则 是 满 汉 军 民 共 同 尊 奉 的 军 神。 李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35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肃州等处训练并贸易情形折》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42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81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报气候及兵民生计情形折》（康熙

五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38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44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为道士称以神法进兵折》（康熙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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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山神庙碑与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

庆安用六丁六甲神法操练军兵的设想，直至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方获准实施。① 综合来看，道

士 李 庆 安 在 巴 里 坤 大 营 运 用 道 教 方 术 练 兵 的 计 划 应 未 及 实 施， 但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作 为 其 道 场，

则于当年八月竣工。

关于道士李庆安的来历，因缺乏相关资料，尚难知晓，但从其与康熙帝的密切关系来看，

应 系 在 内 廷 行 走 之 道 士， 并 颇 得 康 熙 帝 赏 识。 李 庆 安 来 巴 里 坤 时， 康 熙 帝 不 仅 赐 给 宝 刀、 坐

垫等物，还赐给图记、封套以便呈递奏折使用。② 李庆安自己亦表示：“我乃出家修道之人，

年 甚 幼， 如 此 军 务 大 事， 本 不 应 前 来。 惟 遇 圣 主 以 来， 仁 养 我 之 殊 恩， 实 已 至 极， 我 上 恐 悖

皇上仁爱之恩，下恐辱父母养育之身，故日夜惶悚。今既来汛地，欲报效皇上殊恩。”③ 但从

康熙帝在其奏折中所做批语“尔所奏之事，字词均不符，重复亦多，朕难于批示”④，以及其

自言“我因未学文，不能缮写奏事陈此等情由，故请将军代我具奏”⑤ 等情况来看，李庆安的

知识文化水平似较为稀松平常。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自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清 军 驻 守 巴 里 坤 后， 巴 里 坤 不 仅 成 为 清 朝 经 略 西 北 的

前 哨 基 地， 也 是 清 朝 与 准 噶 尔 蒙 古 等 民 族 交 通 往 来 的 关 键 中 转 站。 因 而，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不 仅

是 当 地 驻 军 和 商 民 的 精 神 依 托， 也 应 是 准 噶 尔 蒙 古 等 使 者 或 商 队 共 同 瞻 仰 的 文 化 地 标。 期 间

清 军 虽 两 度 撤 守 巴 里 坤， 但 从 现 有 资 料 来 看，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至 少 在 清 朝 统 一 新 疆 后 的 乾 隆

三十七年间依然存在。⑥ 巴里坤山神庙作为清代新疆第一座官修庙宇，自此开启了“镇西庙

宇冠全疆”的社会史生成历程。

三、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与军事巫术

在 巴 里 坤 军 营 祭 山 修 庙 并 运 用 道 教 法 术 参 与 战 争 的 道 士 李 庆 安， 看 似 荒 谬， 但 在 当 时 的

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文化中，并非特例，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宗教文化意涵。

清 朝 前 期， 满 洲 皇 室 虽 大 力 扶 持 藏 传 佛 教， 并 不 再 像 明 代 帝 王 那 样 推 崇 道 教， 但 并 非 是

完 全 冷 落， 而 是 加 以 限 制 和 利 用， 乃 至 于 宠 信 个 别 道 士， 来 营 造 相 应 的 社 会 舆 论 氛 围， 以 维

护和巩固自身统治。⑦ 对此，康熙帝晚年曾表示：“朕六十年来，闻佛、道二门，千方百计，

将 三 教 九 流 书 中 可 以 相 似 者， 拟 不 过 数 句， 借 为 口 实。 若 问 全 篇， 则 不 贯 串 者， 十 中 八 九。

还 有 非 常、 怪 异、 避 谷、 纳 气、 二 便、 嘻 水、 采 战、 铅 汞、 炼 丹、 内 丹 之 类， 亲 身 目 睹 者，

不 计 其 数， 那 肯 轻 信 一 言。 朕 以 忠 厚 待 人， 凡 有 此 者， 必 令 罄 其 所 会， 可 者 试 看， 不 可 者 也

就罢了，总未追其根源。前者谢万成、王家营炼丹者，皆是此道待之，非有信也”。⑧ 正是由

于 康 熙 帝 宽 容 相 待 的 态 度， 在 其 周 围 有 众 多 的 道 士 出 入 内 廷， 以 供 驱 策。 除 身 份 不 明 的 谢 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66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奏为道士李庆安称另立营操练折》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39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39、1367 页：《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道士请赏敕书折》（康熙

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吏部尚书富宁安密奏速送道士李庆安奏折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72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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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舆总图〉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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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王 家 营 等 炼 丹 者 外， 在 康 熙 帝 早 年 有 备 受 推 崇 的 全 真 教 龙 门 派 中 兴 之 祖 王 常 月， 晚 年 则

有 李 不 器、 王 文 卿 等 人。 陕 西 籍 全 真 道 士 李 不 器， 受 步 军 统 领 隆 科 多 举 荐， 出 入 内 廷， 素 受

康熙帝格外隆恩。但在康熙帝去世后，因未赴部举哀，被新君雍正帝遣回原籍，严加看守。①

保定府道士王文卿，人皆称其王神仙。② 而被秘密派往巴里坤军营的李庆安，亦应属于深受

康熙帝宠信的道士之一。此外，康熙帝还指派大臣及亲随和太监等，向道士学道或占卜推命。

在 现 存 档 案 中， 不 仅 有 康 熙 帝 晚 年 请 人 为 皇 孙 弘 历 所 做 的 八 字 推 命 书， 还 有 康 熙 帝 命 年 羹 尧

入 京 找 罗 瞎 子 推 算 以 及 命 范 弘 偲 与 太 监 李 兴 泰、 冯 尧 仁 等 跟 随 王 真 人（ 王 桢 ） 参 道 入 定 的 活

动记录。③ 而太监李兴泰则担任了宫中钦安殿的道长。④

除 康 熙 帝 周 围 的 道 士 外， 还 有 众 多 道 士 游 走 于 宗 室 公 卿 之 间。 如 二 眉 道 人 朱 方 旦， 以 术

游走于公卿之间，并多奇中，“一时礼之为师者，自王而下，朝贵至数十人”。⑤ 另有一些宗

室 贵 族 则 信 奉 道 教， 并 沉 迷 其 中。 如 曾 任 平 逆 将 军 的 贝 勒 延 信， 平 素 沉 迷 道 教， 担 任 西 安 将

军期间，不仅常去甘州东山寺与道长讲道，府内亦常有道士出入其间。⑥ 镇国公景熙则素与

平白姑子、刘瞎子等人往来，并于康熙五十六年用镇魇之术欲谋害康亲王，却反将自己咒死，

以致康熙帝都表示：“景熙品行，素甚可畏，朕皆曾惧之也。”⑦ 此外，还有一些道士，则不自

觉 地 卷 入 了 康 熙 末 年 皇 储 纷 争 的 政 治 旋 涡， 为 夺 嫡 诸 子 提 供“ 天 命 所 归 ” 的 心 理 暗 示 和 社 会

舆论。如为皇八子贝勒允禩相面的张明德以及为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算命的张瞎子等人。

相 面 人 张 明 德 最 初 由 顺 承 郡 王 布 穆 巴 的 王 府 长 史 阿 禄， 引 荐 给 顺 承 郡 王 及 镇 国 公 普 奇、 辅 国

公 赖 士 等 人， 并 住 于 普 奇 家 中； 后 又 由 顺 承 郡 王 引 荐 给 了 皇 长 子 直 郡 王 允 褆， 并 由 普 奇 引 荐

给了皇八子贝勒允禩，并在皇太子允礽被废后为允禩相面，称其“后必大贵”。⑧ 张瞎子，原

名张恺，陕西临洮府人，以会算命闻名。康熙五十八年，知府王景灏为讨好抚远大将军允禵，

而 将 其 带 到 西 宁 为 允 禵 推 算 八 字， 并 称 其“ 有 九 五 之 尊 的 运 气 ”。⑨ 身 在 潜 邸 的 皇 四 子 胤 禛

也 并 非 稳 如 泰 山， 不 信 方 术。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亲 信 戴 铎 向 其 报 告， 途 经 武 夷 山 时， 遇 见 一 位

道 人，“ 行 踪 甚 怪， 与 之 谈 论， 语 言 甚 奇 ”， 遂 向 其 卜 问， 道 人 则 称 其 主 子“ 乃 是 一 个 万 字 ”；

雍正则批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⑩ 以上

种 种， 可 谓 是 康 熙 年 间 京 城 崇 信 道 家 方 术 之 风 的 不 同 侧 面， 也 是 李 庆 安 能 够 深 受 宠 信 并 被 派

往巴里坤的社会原因。

道 士 与 道 教 方 术 除 参 与 宫 廷 政 治 外， 还 被 作 为 军 事 巫 术 运 用 到 清 朝 统 一 边 疆 的 战 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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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出版社 1985 年，第 813、1085、1086 页：《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在京未见罗瞎子折》（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九日）、《范弘偲

遵旨诣王真人处求道情形折》、《范弘偲奏报危坐参道经过情形折》。

④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859 — 860 页。

⑤　 （清）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柳南随笔续笔》，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48 页。

⑥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2 册，第 59 页：《陕西巡抚西琳奏报质审延信署内民人道士情形折》（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⑦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11 页：《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打听景禧公掩埋法书事折（附：上谕一纸）》；《清圣祖实录》

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九月癸酉。

⑧　 卷 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戊戌、壬寅。

⑨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669 页：《川陕总督岳钟琪奏遵旨前往拿获张瞎子并密查凉州蒙古窃盗拒捕折》（雍

正四年正月初四日）；《清世宗实录》卷 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伎》，第 154 页。

⑩　 《戴铎奏折》，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三辑，故宫博物院 1935 年，第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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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山神庙碑与康熙年间的京城崇道之风

如 二 眉 道 人 朱 方 旦， 率 兵 讨 伐 吴 三 桂 叛 军 的 大 将 军 勒 尔 锦 与 时 任 湖 广 巡 抚 的 张 朝 珍 等， 皆 将

其奉为上宾，赠予匾额，乃至让其参与军机要务。①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驱准保藏大战在即，

康 熙 帝 则 给 坐 镇 西 宁 指 挥 的 大 将 军 胤 祯（ 允 禵 ） 送 来 了“ 妙 药 十 二 斤 八 两、 神 符 一 万 张、 寻

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以备使用，并

寄谕称：“此处李道士之符，于百病颇有裨益，故令制作万张，写明适宜引子送去。再李道士

言： 凡 有 法 之 人， 若 有 兴 云 作 雾 之 项， 用 生 过 女 儿 之 高 堂 嫂， 则 无 对 手。 又 言： 行 军 之 地，

如不得之，以陈醋涂于箭矢而射，则无所不催。此虽皆小事，然行军之人不可不知。又禀称，

军中如有瘟疫等，熏死人脑骨则好。”② 神符与药引子、生过女儿的高堂嫂、陈醋涂箭、熏死

人 脑 骨 等 做 法， 皆 系 道 教 厌 胜 驱 邪 之 法 术， 与 李 庆 安 在 巴 里 坤 军 营 用 六 丁 六 甲 神 法 操 练 军 士

如 出 一 辙。 至 于 此 处 之 李 道 士 究 竟 是 李 不 器 还 是 李 庆 安， 亦 或 另 有 他 人， 则 无 从 得 知。 而 所

谓兴云作雾、散播瘟疫，即是蒙古萨满巫师与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常用的战争巫术。

无独有偶，在此后的清朝平准战争以及其他战事中，亦多有运用军事巫术的事例。如在平

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战中，雍正帝即曾给前线将领各颁宝石一块佩带，以鼓励之。③ 雍

正七年（17129）五月，清朝平准大军出征在即，雍正帝颁给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神符一道、黄

宝石一块，并在其谢恩折里批云：“卿佩此物，如我君臣协行天地，神明如有慈佑朕意者，必

及 卿 也。 净 念 一 诚， 对 天 书 谕 ”； 黄 宝 石 为 宫 内 旧 物， 康 熙 帝 曾 称 此 宝 行 阵 之 间 佩 带 者 有 利

益，并在平定噶尔丹之乱时赐予皇长子允褆佩带；神符则系雍正帝在二十余年前亲自向章嘉活

佛所求，活佛表示“此符之利益，不可胜数，系保冲锋破敌之宝箓”。④ 至雍正十年，岳钟琪

被免去大将军职务后，神符和宝石被收回并分赐给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与副将军张广泗，查郎

阿则表示：“从此行军进止，如有神助，仰仗天威，廓清西域，永靖外藩，军务成全，悉由恩

赐。”⑤ 在此期间，雍正帝又于雍正九年十月派遣侍卫丁云龙来到巴里坤军营，交给岳钟琪试

看。⑥ 两个月后，经岳钟琪试看，丁云龙不仅长于火攻、会造火箭、刀法颇好，而且略通医

术，“兵丁有患膀臂腰腿疼痛者，经伊疗治，俱向患处默念词语，或用手按拍痛处，或以口吹

气。所治之人内，亦有竟未见效者，亦有效验痊好者”；岳钟琪本人则因患感冒而脾气失调，

饮 食 减 少， 丁 云 龙 便 为 其 画 朱 符 服 下， 并 传 授 其 运 动 功； 岳 钟 琪 依 法 运 动 后，“ 觉 筋 络 舒 畅，

脾气复原，饮食如旧”；但丁云龙言语之中“殊有荒谬之处”，回京后又向军机大臣等夸大其

功。⑦ 从侍卫丁云龙的表现来看，虽不能确定其是否为道士，但至少是一位通晓道教方术之

人。 乾 隆 三 十 七 年（1772） 四 月， 金 川 前 线 果 州 一 带 山 沟 连 日 雨 雪， 乾 隆 帝 则 认 为 此 种 反 常

的天气现象必系番人扎答巫术所致，“其法在番地山中用之颇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遂即派

遣善用扎答巫术的三济扎布、萨哈勒索丕二人，驰驿前往军营备用；同时指示前线清军将领温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01，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癸未。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4、1658 页：《抚远大将军胤祯奏谢赏药折》（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朱

谕一纸》。

③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1 册，第 757 页：《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恩赏荷包宝石等物赐给岳锺琪等进勦得力官员折》。

④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第 370 页：《宁远大将军岳锺琪奏谢钦赐出口顶佩宝石宝符并缴朱谕摺》（雍正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⑤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753 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谢恩赐原赏岳钟琪之神符黄宝石折（残）》（雍正

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⑥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1 册，第 438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遵旨留心试看丁云龙折》（雍正 9 年 11 月 7 日）。

⑦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1 册，第 653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试看丁云龙的确技艺并遵旨令其起程回京折》（雍

正十年正月十日）；同书第 22 册，第 38 页：《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覆侍卫丁云龙在军营行医实情折》（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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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等人，“该处番人及红教喇嘛内，多有习其术者”，“留心访觅精通扎答之人，随营听用”。①

其后不久，再次谕示温福等人称：“此等邪术，不过欲使人怖畏。人若见而生怯，则其术愈逞。

惟能处以镇定，视之淡然，其技穷而法亦不灵。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温福、阿桂，当

晓谕营中将士等，令其共知此意。”② 不难看出，在战争中运用巫术以助取胜，以致稳定军心、

提振士气，并非是康熙帝亦或道士李庆安所独有，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古代战争形式。

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战争哲学中，其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认为苍天具有无上威灵，

只有天神及战神助威才能够战胜敌人，而统治者则代表天神和战神惩恶扬善。 ③ 这与儒家文

化 所 强 调 的“ 礼 乐 征 伐 自 天 子 出 ” 的 观 念， 有 着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而 对 崛 起 于 东 北 并 信 奉 萨 满

教 的 清 朝 皇 室 而 言， 则 是 再 熟 悉 不 过 之 事。 因 而， 在 清 朝 所 独 有 的 皇 家 祭 典 堂 子 祭 中， 即 有

为 出 征 和 凯 旋 而 专 门 举 行 的 萨 满 祭 祀 活 动，“ 实 国 家 祈 祷 之 虔， 百 神 之 所 佑 庇， 与 商 周 之 制，

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④ 乾隆帝亦曾一语道破：“国家德被遐方，威宣绝漠，不

惟师武臣力，亦实有神灵之助，用能厚集士众，克成大勋。”⑤ 因而，无论是道教法术还是其

他 宗 教 的 巫 术， 都 不 过 是 统 治 者 在 战 争 中“ 厚 集 士 众、 克 成 大 勋 ” 的 工 具 和 手 段， 进 而 彰 显

战争的正义性（师出有名）以及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天命所归）。这也正是巴里坤山

神庙修建的最终目的，即“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懔然于天威之无远弗届矣”。

四、结语

通 过 对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碑 的 研 究 与 分 析， 不 仅 理 清 了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修 建 的 始 末 原 委， 也 使

我 们 对 康 熙 年 间 朝 野 上 下 崇 信 道 教 方 术 之 风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有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认 识。 同 时， 对 道

教 法 术 作 为 军 事 巫 术 在 清 朝 平 准 战 争 中 的 运 用 以 及 清 代 新 疆 道 教 传 播 史 都 有 了 新 的 了 解。 巴

里 坤 山 神 庙， 作 为 清 代 新 疆 第 一 座 官 修 庙 宇， 不 仅 浓 缩 着 中 原 内 地 对 西 北 边 陲 的 深 刻 影 响，

更昭示着清代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一体化进程早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即已悄然展开。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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