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位于湖北省武 当 山 天

柱峰顶，是我国现存形制最高的铜建筑。 它仿

照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形式，以铜合金分构件

铸造再装配而成，并通体鎏金（封三 ∶ 1）。 其独

具匠心的规划设计、独特的建筑材料已经引起

多学科研究者的注意，并有相关介绍与论述 [1]。
近年来，建筑史学者从建筑材料的角度分析了

金殿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贡献 [2]；历史、宗教

学者通过金殿铜栅栏上的铭文考察了真武信

仰的流布，体现了太和宫金殿在建筑史、道教

史上的独特价值。
然而，金殿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第一，虽然已有部分测绘图发表，但金殿

的结构和关键构造仍有待细致分析； 第二，对

金殿的像设限于传说故事的介绍，缺乏严谨的

考察，从而未能全面认识其意义及金殿的整体

设计理念；第三，未认识到太和宫金殿在历史

上对其他铜殿、真武图像以及武当真武信仰的

影响， 对其在道教史上的意义认识不完整；第

四，对金殿最独特之处———建筑材料———未有

科学分析，从而对其在冶金史、技术史上的价

值认识不完全。
笔者于 2009 年使用便携式荧光射线分析

仪（XRF）现场检测了武当山金殿的建筑材料，
确认为铜锌合金，即黄铜。 材料的具体分析因

篇幅所限，将另撰专文报道。 本文现针对上述

问题的前三点进行论述，以期引起对武当山金

殿突出价值的进一步探讨。

一 建造背景

传说中， 武当山为真武太子修真飞升处。
真武太子得道飞升后， 奉上帝之命镇守北方，
为北方战神。 朱棣由藩王自北方起兵南下夺取

帝位， 为掩饰这一政治变乱以及建立正统，乃

宣扬真武自北方助其 “靖难” [3]。 自永乐十年

（1412 年）始，于武当山兴建道教建筑群。 金殿

作为朱棣崇真武、兴武当这一浩大工程中登峰

造极的一项，倍受重视。 这从朱棣对金殿工程

的数次敕令也可看出：永乐十四年（1416 年）九

月初九日，敕都督何浚：“今命尔护送金殿船只

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 遇天道晴明，
风水顺利即行。 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 故敕。 ”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从建筑、像设、影响论其突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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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一件：“船上务要清洁，不许做饭。 ”[4]

永乐十七年（1419 年）明成祖又敕隆平侯

张信、 驸马都尉沐昕：“今大岳太和山大顶，砌

造四围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 其墙务

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即止。 务

要坚固壮实，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 ”[5]紫金

城墙因此修建。

二 建筑形态

（一）总体布局

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
大岳太和宫 在天柱峰大顶。 旧有小

铜殿一座，以奉玄帝香火。 永乐十年敕建

宫宇。 皇上独重其事，冶铜为殿，饰以黄

金，范神之像，置于天柱峰之顶。 缭以石

垣，绕以石栏，四辟天门，以像天阙，磅礴

云霄，辉映日月，俨若上界之五城十二楼

也。 [6]

又据《古今图书集成》：
金顶在天柱峰之极顶，因上有金殿故

又以金顶名。 元时铜殿一座，明成祖以规

制弗称，撤置小莲峰。 冶铜为殿，饰以黄

金，范元帝金像于内。 凡侍从供器悉饰以

金，后增置锢柱数十株为栏周围护之。 顶

之东西约九丈，南北约二丈，建殿其上，坐

酉面卯， 左右益以飞栈为更衣二小室，殿

外为台，台外为槛，槛外为紫金城，立东西

南北天门以象天阙。 [7]

四座天门仅南天门可供通行， 其余三门仅

具其形而不可开启。 南天门外为太和宫建筑群，
海拔约 1552 米；南天门内山峰突起，太和宫金

殿位于海拔 1612 米的峰顶，占据了武当山空间

体系中的最高点———在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等

级序列中，金殿也占首位。 云烟缭绕之下，紫金

城、四天门拱卫下的金殿所营造出的建筑意境，
正如天界仙宫金阙（图一）[8]。 据《史记集解》，“昆

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9]。
金顶现状与上述记载基本无异：天柱峰顶

用方整青石砌平台，装望柱石栏。 平台中央为

须弥座台基，上立金殿，殿前为月台。 平台东

侧入口处有一对铜质小亭模型， 内挂明嘉靖

四 十 二 年（1563 年）所 铸 之 铜 钟、铜 磬。 清 代

在 南、北、西 侧 加 建 三 座 配 殿，实 际 上 影 响 了

金殿的景观效果，也破坏了金殿原本“金顶天

宫”的设计理念。
天柱峰顶原有一座元代建造的小铜殿，在

明代被挪至天柱峰下紫金城外的转辰殿[10]。
（二）平面

天柱峰顶平台中央为金殿须弥座台基，暗

红色砾屑灰质岩，高 0.91 米，坐西向东。 台基

上，金殿东面为月台，月台东、南、北三面设台

阶，东面台阶五步，正中作斜坡御道；两侧台阶

图一

武当山天柱峰鸟瞰示意图

■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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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平面图

各三步。 台基四周安栏板。
金殿坐西朝东，面阔三间，通面阔 4.4 米；

进深七檩，通进深 3.2 米（柱网轴线距离），山面

四柱，殿内无金柱（图二）。 铜质覆盆柱础，上有

细线阴刻八瓣莲花。 地平以下的柱顶石与覆盆

柱础一体铸造，亦为铜质，平面约 51 厘米见方，
厚度不详。 金殿下槛之下亦有一周圈铜质基

础，深度不详（图三）。
万历十九年（1591 年），云南进香信众捐资

造了 146 根木心铜皮柱，设在槅扇与台基石望

柱之间，成为一圈铜栅栏，正面加装两扇木门

作为入口。 栅栏铭文记录了信众的籍贯、祝语

等。 铭文显示信众绝大多数来自云南，少量来

自江西、湖广，可能为客居云南的信众。
（三）构架

金殿山面四柱落地， 明间前后两柱落地，
柱径 0.14 米。 下层檐上槛以上依次为小额枋、
垫板、大额枋、平板枋，平板枋上承溜金斗拱。
秤杆后尾用一斗三升拱承拽枋，拽枋上承一周

圈柱脚枋。 柱脚枋及其上的上檐结构荷载全部

落在下檐的一周圈溜金斗拱后尾，经其传递到

下层柱、柱础。
柱脚枋上承上檐檐柱、角柱，分别与下檐

柱头科、角科溜金斗栱的后尾对位。 下檐角梁

后尾从上檐角柱的中部伸出，露出梁尾麻叶头

部分，紧贴角柱用竖向销栓拴住。 上檐柱上承

上檐额枋、平板枋，平板枋上为上檐斗拱。 斗拱

里拽上施井口、天花。 因有天花封堵，因此其上

的内部结构均不可见[11]（图四～六）。
金殿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上 檐 荷 载 的

解决方式：一般的重檐建筑，其上檐荷载或由

内柱承担， 或通过童柱配合抹角梁或井字梁

传递至下檐和基础。但金殿既无内柱，也不使

用抹角梁或井字梁， 上檐荷载主要通过下檐

的溜金斗拱传递到下檐柱和基础； 后尾插入

上檐童柱的下檐角梁也分担了一部分上檐荷

载。 这种结构使得殿内无需被内柱或抹角梁

占用空间， 保证了内部空间的整体性和可用

性（图七）。
这样的重檐结构解决方案，在现存所有的

灵宫
捧册

执旗

龟蛇玄武

玉女
捧宝 捧剑

96 128 96
320

2

95
25

0
95

44
01 1

立面剖切位置

万历十九年
所加铜栅栏

2 立面剖切位置

0 1 米

86



图三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柱础

图四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立面

（未表达 铜栅 栏，台 基内

部 构造 据 《武 当山 金 殿

的须弥座及台基》）

0 1 米

铜殿中是独一无二的；在现存之木构建筑中亦

比较罕见，仅个别小规模的重檐亭榭有相似作

法，但不尽相同[12]。 在重檐亭榭的类似结构中，
常用下檐溜金斗拱后尾配合角梁， 插入垂莲

柱，再在垂莲柱上施额枋拉结柱顶，其上承上

檐屋面。 重檐亭榭的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穿

斗”的逻辑———上、下檐通过垂莲柱“穿斗”在一

起。 这种构造轻巧而节省空间，但在形象上略

嫌花哨，不够庄重；又因为角梁在其中起到很

大作用，故更适用于六角亭或八角亭等角梁多

的建筑。 而金殿的结构形式，从建造逻辑上来

看，是“层叠”或“抬梁”的方式———交圈的柱脚

枋叠加在下层溜金斗拱后尾之上，上层柱又坐

于柱脚枋之上。
可见，金殿使用的这种溜金斗拱加柱脚枋

的作法，既保证了内部空间的整体性、可用性，
又保证了其殿堂庄重正式的效果。 这种作法之

所以罕见， 是因为其在建造技术上要求更高：
首先柱脚枋必须非常可靠地交圈；同时它要与

溜金斗拱后尾牢固交接， 形成一个整体框架，
否则上檐建筑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金殿下

檐一共六十四攒斗拱，每攒斗拱的秤杆后尾都

设有销钉向上贯穿入柱脚枋，与柱脚枋可靠交

接，这就对构件的预制精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

求，若稍有偏差，秤杆后尾与柱脚枋就难 以紧

密交接、形成整体。 从现状来看，金殿构件交接

■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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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米
铜质基础深度不详

内部构造不详

天花封堵， 以上
部分构造不详

推测为屋面板构造

推测为屋面板构造

天花封堵， 以上
部分构造不详

内部构造不详

铜质基础深度不详

0 1 米

图五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1-1 剖面

图六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2-2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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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重檐结构剖面

内部构造不详

0 50 厘米

溜金斗拱交圈柱脚枋

下檐角梁
后尾

天花封堵，
以上部分构造不详

图八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上檐斗拱

■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严丝合缝，建造工艺之精密令人叹服。 从这点

推测，工匠在铸造金殿的构件之前，可能先建

有一座比例为 1 ∶ 1 的木构模型或局部模型。通

过试装配木构件，确定榫卯之精确尺寸、位置，
然后再以木构件为模，制范浇铸铜构件[13]。

（四）斗拱

金殿正立面上檐、下檐明间均施十攒平身

科斗拱；梢间上檐平身科斗拱二攒，下檐三攒。
侧立面上檐、 下檐明间均施四攒平身科斗拱；
梢间上檐平身科斗拱二攒，下檐三攒。

下檐各科均为单翘重昂七踩溜金斗拱，逐

跳重拱计心；内拽从二跳跳头开始，施三重秤

杆（封三 ∶ 2）。
下檐柱头科斗拱外拽最上一跳不施耍头，

做成翘托斗盘、假梁头的形式，假梁头不做桃

尖。 梁头下各跳昂、翘同宽，均为二斗口（斗口

22 毫米）。昂、翘逐跳足材。各拱拱瓣明显，为四

瓣。 斗欹上的弧度明显。 各昂均为琴面昂，昂面

做扒腮。
下檐平身科斗拱与柱头科斗拱形式相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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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正吻

宽度均为一斗口，最上一跳施耍头。
下檐角科施附角栌斗，其上瓜拱、厢拱皆为

鸳鸯交首拱。 角翘上承角昂、由昂、宝瓶、角梁。
金殿上檐施重翘重昂九踩斗拱，外拽逐跳

重 拱计 心 ；里 拽 逐 跳 为 头 翘 、菊 花 头 、六 分

头 、翘 ，最 上 一 跳 翘 承 厢 拱，上 承 井 口 天 花

（图八）。
金殿正面明间、 梢间斗科间距大致相等，为

0.22～0.23 米， 约为十斗口； 山 面 斗 科 间 距 为

0.23～0.25 米，约为十一斗口。
金殿的斗拱并非装饰， 而确实承担着结构

功能。据现场观察，金殿的斗拱不是每攒独立整

体制模浇铸的， 而是像木构斗拱一样分件铸造

再组装的， 但其分件方式不必与木构完全相

同。 由于金殿的工艺高超精湛，其构件之间的

接缝很难分辨， 因此斗拱具体的分件铸造方法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屋面构造

金殿为重檐庑殿顶，正脊两端装吻 兽、剑

把（图九）。 吻兽、脊兽、走兽均为典型的明官

式 样 式，唯 仙 人 样 式 独 特，为 侧 坐 于 凤 背 上、
手 捧 笏 板 ，南 、北 两 相 对 望；凤 头 亦 为 相 互 对

望状。 这与常见的仙人跨坐凤背的作法相异

（图一○）。 屋面仅有筒瓦的形象，无板瓦，屋面

曲线平滑流畅。 上、下檐均为瓦当坐中。
从金殿的结构形式上看，对于“大木”构架

部分，依照木构件的构造分件铸造、
组装，方便而合理。但对于屋面部分

来说，如果再按照椽、板、灰、瓦构造

一一忠实仿造， 就会使构造过于复

杂，失去合理性。 因此，铜殿的屋面

构造必然会 在 模 仿 瓦 （或 琉璃）屋

面形象的前提下进行概括、整合，并

在细部上重新设计。因此，金殿的屋

面构造， 是体现其设计水平的重要

部位。
经仔细辨认接缝， 发现金殿屋

面是以板块为基本单位构成的。 以

金殿的正立面下檐屋面为例： 正当

沟部分的屋面 被 分 为 11 个 板 块 单

元，每个单元可能由三层构造组成。 最上一层

为屋面板，由瓦垄、屋面、滴水整体铸造；中间

一层为飞椽与望板层；最下一层为檐椽、里口

木与望板层。 三层上下相对应，共同构成一组

板块。 具体来看：中间一块屋面板在形象上由 7
条瓦垄、6 个滴水组成，其下层的望板、里口木

配合 6 个飞椽、6 个檐椽，宽度为六椽六档。 同

理， 其余的 10 块屋面板在形象上各由 5 条瓦

垄、5 个滴水或 4 条瓦垄、4 个滴水组成，其下层

的望板、里口木宽度也与 5 个或 4 个檐椽、飞椽

相配合（图一一）。 两端斜当沟部分的屋面（即

翼角起翘部分）分块不明显，难以找到接缝，推

测各为 1 块。 这样，正立面下檐屋面共由 13 组

屋面板块构成。
金殿的两个正吻均未见分块、连接痕迹，应

为整体铸造。 正脊筒也没有分块的痕迹；群色条

以下部分明显有竖向接缝，应为分块铸造。

三 像设意义及整体设计理念

金殿内部中央为玄帝铜坐像，玄帝脚边置

龟蛇同体玄武铜像。 左、右分别有捧册灵官、捧

宝玉女以及执旗、捧剑二将铜像。 玄帝像较真

人稍大，高约 1.85 米；四位从神像高约 1.5 米。
铜像工艺精湛，人物刻画亦具神韵，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 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皇

上独重其事，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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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翼角仙人走兽

瓦垄、 滴水层

飞椽、
望板层

檐椽、 里口木、 望板层

图一一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屋顶分层构造推测示意图

■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于天柱峰之顶。 ”经分析，神像亦为黄铜铸造，
其成分比例与金殿极相近，很可能为同一时期

的产物。
关于金殿内的玄帝像， 最著名的传说莫过

于“真武神、永乐像”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14]。
然而明代的真武神像实际上沿用了宋元时期

的真武形象，并非永乐皇帝的形象。 “真武神，
永乐像”的说法只是明代晚期以后才附会出来

的，对此陈学霖先生已有深入考证[15]。
然而，永乐皇帝对玄帝像确实非常关切，如

当时武当太子岩及太子坡二处， 要造玄帝童身

真像，朱棣即命张信、沐昕画图样进来审阅[16]。以

朱棣对金殿工程事无巨细的关心程

度，不难推知金殿的神像形象、配置

应当也都经他审阅。 要解读金殿像

设的意义，玄帝的形象是一方面，还

应注意玄帝左右灵官、 玉女手中所

捧之册和宝。
灵官捧册、 玉女捧宝像可能是

皇家“册宝”制度在明代道教最高级

建筑———武当山金殿中的体现。 册、
宝是给皇帝、 皇后、 皇太后等上尊

号、谥号以及册 封皇太子、亲王、公

主、嫔 妃 的 实 物 凭 证。 天 子 之 宝 玺

是 天 子 发 号 施 令 的凭证，册是皇帝

受尊号、谥号的证明[17]。 太后、皇后、
太子、亲王、嫔妃们的册、宝，则是他们的身份

证明。
《明实录》记载朱棣攻克南京后，于建文四

年（1402 年）“（六 月）己 巳，上 谒 孝 陵，欷 歔 感

慕，悲不能止。 礼毕，揽辔回营。 诸王及文武群

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

固拒再言，诸王及文武群臣拥上登辇……上不

得已升辇……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 [18]。且不

论这段朱棣“被迫”登基故事的真伪，至少从中

可以看出，宝玺是登帝位的必要条件。 而收回

册、宝，则意味着剥夺了皇族身份 [19]。
《明实录》、《明史》记载上谥号、尊号，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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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前的“石匮”与“石亭”

册、宝。 而且在各种仪式中，册、宝的摆放方位

均有明确定制，明代为册置左、宝置右，或册置

东、宝置西[20]。 从帝王的方向（面南）来看，册东、
宝西亦即册左、宝右。

明、 清北京紫禁城太和门前有一对石亭、
石 匮 ，笔 者 曾 撰 文 考 证 ，它 们 可 能 就 是 上 述

各 种 册 封 仪 式 中 提 到 的 册 、宝 的 象 征 物 。其

摆 放 方 位 正 是 册（石 亭）在 左（东），宝（石 匮）
在右（西）[21]。 在明及清初“御门听政”之场所设

此石雕， 是对皇权正统形象化的提示和象征

（图一二）。
与人间太子受册封的形式相合，传说中真

武大帝得道飞升的仪式中也需用到册、 宝，以

完成其由静乐国太子道满飞升被册封为玄武

大帝的过程。 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录“玄帝

圣纪”：“玄帝拱手立于台上。须臾，群仙、骑从、
车舆、旌节降于台畔，非凡见闻。五真捧太玄玉

册 前 进 曰：奉 帝 命 召 自 上 升。玄 帝 祗 拜。其 词

曰：上 诏 学 仙 圣 童 静 乐 国 子，学 玄 元 之 化，天

一 之 尊 ，功 满 道 备 ，升 举 金 阙 。 可 拜 太 玄 元

帅，判元和迁校府公事……宝印、龙剑、羽盖琼

轮……诏至奉行。 玄帝拜帝命。 ”[22]

金殿中，从玄帝的朝向来看，正是灵官捧

册在左，玉女捧宝在右，与明代规制及故宫太

和门陈设的方向均吻合。 朱棣敕建的一北一南

两个重要工程———北京紫禁城与武当 山 宫 观

中， 都在显要位置布置了册宝主题的陈设，从

侧面体现了皇位的正统性问题在朱棣心中 的

地位。
金殿中的这一组册、宝像设，不仅指代了

玄帝飞升传说中的册与宝，与金殿、玄帝像一

起，对神话传说进行了演绎，艺术地展现了真

武大帝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它暗合着人间皇

家的册宝制度， 与远在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

应，表面上展现的是真武大帝受过册封的正统

地位，实际上也提示着人世间的大明皇帝———

图一三

武当山泰山庙

铜铸武当山金

顶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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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皇位“天授”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认识这一

点，有助于全面理解金殿的环境、建筑与像设

整体设计的理念和内涵。

四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的深远影响

（一）对历史上其他铜殿的启发和影响

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在明成祖朱棣的

命令下，元大德十一年（1307 年）置于天柱峰顶

的小铜殿被撤置小莲峰。 太和宫金殿从此立于

武当山天柱峰顶， 至今已近 600 年。 虽然太和

宫金殿并不是建筑史上最早的铜殿，但无疑是

影响最大、最广的一座。 明成祖在天柱峰创立

的金殿，是对道教典籍中仙境金阙、金殿的实

物描摹和演绎[23]。 它形成的意象，成功地深入到

信众之意识中。 此后出现的道教铜殿甚至某些

佛教铜殿中，都可以看到武当山太和宫金殿这

一创意对它们的影响和启发。 举例如下。
昆明太和宫铜殿 “前明万历壬寅年（1602

年）道士徐正元叩请云南巡抚陈公用宾……仿

照湖广武当山七十二峰之中峰修筑紫禁城，冶

铜为殿，铸供真武祖师金身。 名其宫曰太和，亦

仿照武当山中峰宫名也。 ”[24]

泰山碧瑕祠天仙金阙铜殿 “金殿在元君

殿墀中。 创于明万历间，中官董事，制仿武当，
突兀凌霄，辉煌映日。 ”[25]

峨眉山铜殿 “是安得以黄金为殿乎？ 太

和真武之神，经所称毗沙门天王者，以金为殿

久矣，而况菩萨乎？ ”[26]此论流露出对武当山金

殿的羡慕和欲造佛教铜殿以比之的心理。 而

且，文献表明，妙峰禅师所建的三座铜殿中，峨

眉山、宝华山这两座铜殿都采用了荆州地区的

工匠和技术[27]。
山西霍山铜殿 “真武庙：旧志曰元帝殿

在霍山绝顶，距城六十里。 因明季南路阻塞，
香 火 不 通 武 当，崇 祯 癸 未（1643 年）邑 贡 士 郭

养正领衰香众祷神卜地撰文首事， 遂于山之

巅铸建铜殿一座， 四 面设铜栏杆； 铜牌坊一

座，上下俱饰以金。 后殿一座，东西香火院数

十间，左右钟鼓楼，周围砌以石垣，金碧辉煌，
一如武当之胜。 ”[28]

（二）武当真武信仰的传播符号

武当宫观营建之时，永乐皇帝曾下令从直

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西、陕西等布政司

选录一批道士到武当山。 在来自七个布政司的

全部 292 名道士中， 来自山西平阳府的道士最

多，有 60 名，占总数的 20.5% [29]。 值得注意的

是，据笔者考证，山西平阳府在明末清初接连

出现了四座真武铜殿 [30]，是全国铜殿最密集的

区域。
上述两个事实既提醒我们应注 意 平 阳 地

区的真武信仰传统，更提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

重要问题，即：金殿在真武信仰的传播过程中

图一五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真武显圣图之一

图一四 苏州玄妙观铜铸金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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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到的符号功能。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的建

成，使“金殿（铜殿）”成为了武当真武信仰传播

的重要形象标志。
武当山进香民俗在宋代即已出现。 元代，

随着武当道教的兴盛， 朝山进香活动日益发

展。 明以后，朝武当的风俗已具有全国性影响，
香客已具有全国性的地域分布[31]。 在武当信仰

的传播过程中， 武当山金殿作为形象标志，直

接引发了前述几座铜殿的建造。 但并不是所有

地区都有财力造铜殿，因此它所起到的形象标

志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来自云南、江西的真武信众，久慕金殿之

名，于万历十九年（1591 年），专门为太和宫金

殿捐建了铜皮栅栏。
武当山泰山庙保存有一座明万历 四 十 四

年（1616 年）的铜铸武当山金顶模型（图一三），
由山西平阳府绛州信众集资铸造， 朝山时送

来。 此模型表现了一座铜殿立于天柱峰顶、紫

金城中央，其与山体的不协调比例将铜殿突显

为视觉中心。 由此再次印证金殿在平阳地区信

众的认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金殿已然成为武

当真武信仰的符号和象征。
《广东新语》卷一六“佛山大爆”条载：“每年

三月上巳节醮会，市民们以小爆层累为武当山

及紫霄金阙，周围悉点百子镫……”[32]苏州玄妙

观三清殿内有一座铜殿模型，通高约 1.2、面阔

约 1.5、进深约 0.75 米，面阔三间，重檐庑殿顶，
内奉真武大帝像（图一四）。 苏州三山滴血派道

教与武当清微派之间的渊源颇深 [33]，该铜殿模

型显然就是武当山金殿的象征。
从《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为庆祝武当

工程完工所编的图录）中的真武显圣图像来看，
十一幅真武显圣图中有十幅都是以天柱峰太和

宫金殿为背景（或前景）来表现的（图一五）[34]。由

此可见在官方的图像中，金殿也已经成为武当

信仰的重要符号了。
金殿之所以能起到这样一种象征 符 号 的

功能，一方面在于“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这一

奢侈的建筑行为的话题性与朱棣“靖难”政治

神话的交织，使得“铜殿”这一概念广为传诵，

引人踊跃模仿；另一方面，则又在于屹立于天

柱、紫金拱卫的金殿，其材质、形象是对天界仙

宫金阙的成功描摹和演绎，是长久以来存于人

们意识中的神圣建筑概念之完美投射。

五 结 语

从峰顶最初的石殿，到小铜殿，再到太和

宫金殿，天柱峰见证了武当真武信仰的地位由

元至明愈加尊崇的过程。 元代小铜殿的存在，
有可能为朱棣创建金殿提供了直接的启发。 而

太和宫金殿的创制，不仅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

添加了闪亮的一笔，更随着明成祖对真武信仰

的宣扬而声名远播、影响深远。 天柱峰金顶立

金殿的意象从此确立，道教典籍中对仙境金殿

的描摹也藉此具象化，并进而成为武当真武信

仰传播的符号。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屹于天 柱， 环 以 紫 金

城，统摄诸峰，与北京紫禁城遥相呼应，以昂贵

的材料、卓越的建造技术凝聚了丰富而精彩的

设计理念，无愧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乃至明

代皇家建筑中的点睛之作。

附记： 东南大学陈薇教授 对 本 文 作 了 指

导；胡石博士对金殿构架分析一节提出了改进

意见；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文物宗教局、武当

山道教协会为笔者实地考察提供了帮助；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新宇同学协助考察。
特此感谢。 本文线图、照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

拍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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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en Hall of Taihe Palace at Mount Wudang 一 On Its Outstanding Value in the 

Views of Architecture, Sculpture Motif and Influence 

Zhang Jianwei 

The Golden Hall of Taihe Palace located on the top of Tianzhu (Heavenly Pillar) Peak of Mount 

Wudang in Hubei Province is the highest-ranking bronze architecture extant in China. Simulating wooden 

structures, it was assembled with separately cast bronze pails and fully gil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tructure and key compositions of the Golden Hall and the arrangement of deity statues in the 

hall, iti order to completely reveal the designing ideas and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Golden Hall and its 

influences to the other bronze halls and the diffusions of the image of Zhenwu Deity and the Zhenwu 

Belief of Mount Wu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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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 

2011年】0月�2012年12月，荆州博物馆对冯家冢墓地进行了第一 

次考占发掘，共发掘小型楚墓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坑深，口 

大底小，坑口上残存灰白色封土。在坑位分布规律上，具有排列有序、 

规模相当、方向一致、间距均等的特点，说明该墓地显然经过了精心 

规划，其性质应为冯家冢一号墓及二号墓的殉葬墓。这种布局与荆州 

熊家冢墓地的殉葬墓极为相似，应为遵循同一礼制而设。其中一座墓 

(JBFBXM13)出土的一套仿铜陶礼器，包括陶鼎、陶敦、陶缶、陶 

盘、陶K�时代特征明显，其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至中期早段。综合判 

断，该墓地的年代也应为战国早期晚段至中期早段。 

湖北襄阳檀溪宋代壁画墓 

2007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墓葬5座，其中M196� 
M197两墓大小相近，皆为长方形砖砌单室券顶墓。M196墓室内以砖砌 

出假门、斗拱等。四壁画有庖厨、备饮、妇人启门，斗拱之间绘四神及 

牡丹。M197仅在四壁绘六个朱色线框。因早年被盗掘，两墓仅出少量 

钱币和陶瓶、瓷瓶各1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这两座墓应 

是南宋早、中期的夫妻异穴合葬墓。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从建筑、像设、影响论其突出的价值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位于湖北省武当山天柱峰顶，是我国现存等级 

最高的铜建筑。它仿照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形式，以铜合金分别铸造构 

件，再装配而成，并通体鎏金。本文对金殿建筑整体结构、关键构造以 

及殿内的神像设置作了介绍。以期在此基础h全面认识金殿的设计理念 

和象征意义，及其在历史上对其他铜殿、真武图像以及武当真武信仰传 

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