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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禅真宗造假 天书观何来天书
——— 岱庙铁塔与天书观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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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明

命运多舛的铁塔

铁塔铸造于明嘉靖十二年
(1533年)八月，为泰山碧霞元君
的信徒所捐赠。信徒主要来自河
南省西北部的怀庆、开封二府。铁
塔的铸造地在怀庆府武陟县，工
匠则来自怀庆府河内县。铸成东
运，落成于泰安天书观。中国七大
古铁塔，只此一座属于道教。铁塔
命运多舛，1937年12月24日至25
日期间，侵华日军飞机轰炸泰安
城，天书观被毁，铁塔也难逃厄
运，被炸掉九层。1973年，泰安市
文保部门将残塔移于岱庙保存。

铁塔坐于石雕须弥座之上。
现存高度2 . 8米，含石雕基座总
高为3 . 83米。残塔现存下部四
层，即一层塔座和三层塔体，每边
长0 . 85米，每层高0 . 6米至0 . 9
米。据估计原高为11米—12米。塔
为八角十三层，外覆铁壁，内衬青
砖。铁壁厚2-3厘米。塔身分层铸
造，而后套合。塔身遍铸铭文，内
容包括捐款者、工匠、组织者等,
清晰可辨者4649人次。塔身第三
层，南、东、西三面各开一拱形门，
高0 . 5米、宽0 . 3米，拱形门并有
饰纹。唯北面无门。

铁塔铸造形象简洁明快，做
工并不精细，范缝也不整齐。结构
采用砖芯外包铁壳的形式，是目前
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砖芯铁壳塔。
泰安铁塔见证了泰山碧霞元君（民
间称泰山老奶奶）信仰在明嘉靖年
间的流行程度，也是碧霞元君信仰
传播至中原腹地的重要佐证。

天书观为封禅而建

当年安放铁塔的泰城天书
观，位于古泰安城之“州城西隅”

“汶阳桥北”，也就是现在华侨大
厦、奈河以西30米，东岳大街以南
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泰安县植
物油厂建在湮灭的天书观遗址
上。天书观原名乾元观，宋大中祥
符年间改名“天书观”，明正德年
间内建“元君殿”“碧霞元君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天书观
这个地方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却一直被忽视。20世
纪80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时，遗址类
物件没有被划归到文物的行列，这
处文物搁置下来。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文物类型品种大大丰富，天
书观遗址名列其中，并且在遗址
范围建起公园，设立了遗址介绍
石牌和遗存醴泉简介标识。

天书观是宋真宗为泰山封禅
而建。

据史料记载，宋真宗为了前
往泰山封禅，需要有祥瑞出世，宋
真宗向王钦若询问，王钦若向真
宗建议：“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
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
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
异也。”但宋真宗还是很犹豫。之
后去密阁找来龙图阁直学士杜镐
侧面询问：“古所谓河出图，洛出
书，果何事邪?”杜镐并没有揣测
到圣意，漫不经心回答道：“圣人
以神道设教耳。”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按
序应是景德五年，因后来的天书

事件，故改元大中祥符)，宋真宗
下决心封禅泰山，假造祥符，诏令
改元。正月乙丑宋真宗下令召集
王钦若等大臣，于朝元殿开御前
会议。宋真宗说：“朕去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
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
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籙道场
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
竦然起对，已复无见，命笔识之。
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
道场以伫神贶。”后来皇城司奏
报，“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
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
裹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
神人所谓天降之书”。据称帝帛上
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
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
定”。这样，封禅泰山已成定局。

当年，宋真宗“准备”封禅泰
山时，泰安“突然”有灵泉涌出，这
就是这里的“醴泉”。宋真宗命令
人在泉上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为灵
液亭。过了几天，灵液亭边又“突
降”天书，宋真宗大喜，封禅的时机
终于到来了，后来他令“泰山灵液
亭北，降天书之地建殿”，这便是天
书观及天贶殿的最早由来。

天书观在宋真宗时期初具规
模，后来到了明朝，又在此建了碧
霞元君殿、九莲殿、智上殿等。明
朝万历和崇祯皇帝把自己母
亲——— 两位皇太后化身的九莲菩
萨和智上菩萨神像，分别安置于
天书观碧霞元君殿后面的九莲殿
和智上殿内。九莲菩萨，现供于泰
山红门宫。据说，现在岱庙天贶殿
牌匾上的名字就是原来天书观天
贶殿的名字，岱庙现天贶殿原来叫

“峻极殿”。九莲菩萨和智上菩萨神
像后来移至泰城灵应宫，最后安
置到了泰山红门宫和斗母宫中。

封禅之后的闹剧

天书封祀成为宋真宗以福利
和官职的形式收买官员和举子的
渠道。宋真宗以庆贺天书降世为
由，先后创设了诸如天庆节等五
个官方节日。而这些节日的直接受
惠者就是各级官吏。他们不但可以
休假五天，皇宫赐宴，还会有升官
加薪的机会。节日当晚，京师张灯
结彩一整夜，官员彻夜狂饮。除了
这些短期的福利之外，最大的动力
还在于天书封祀的背后为他们带

来了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为了庆祝天庆节，宋真宗命人

在京师和地方建了一大批官办宫
观。这就需要朝廷任命相应的官员
负责管理，这就养了一批领俸禄但
不必赴任办事的官员。于是，宫观官
在宋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
特殊体系。宋真宗的意图就是将庞
大的官僚体系便成君王意志的执行
者。献颂得第就是宋真宗为天书事
件增大影响力和招揽官吏所开的特
例。除了正常的礼部考试之外，真宗
专门为各地献颂的举子，举行过四
次赐第中举的活动，大词人柳永就
曾多次参加。这就是真宗朝出现有
宋以来官员人数第一个高峰的原
因。内外官员达到了两万四千人，这
还不包括数十万名各级胥吏。

伪造天书、竞献祥瑞成为高
层党争和权力争斗的工具。最早
向宋真宗提议策划天书骗局的大
臣王钦若，原本是想借机会制造
皇帝与宰相寇准的矛盾，打压这
个政治对手。两人正是真宗朝南
北方党争的最初代表。身为陕西
人出身的寇准尤其看不上像江西
的王钦若这种只会阿谀奉承的

“南方下国人”。
寇准看到王钦若策划的天书

降世事件，讨了皇帝欢心，掌握了
话语权。于是，自己也联合永兴军
节度使朱能和宦官周怀政，伪造
了一次天书。却被南方派的丁谓
揪住了小辫子。丁谓与刘皇后联
手，揭发了寇准的永兴天书真相。
结果，伪造天书的一干人等或处
死，或流放。寇准虽没有被问罪，
最终也被罢免了宰相之职。

宋真宗的天书事件最终沦为
南北方党争和高层权力争夺的工
具，正式开启了北宋党争历史的
先河。这才有后来仁宗朝在景祐
年间发生在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
的景祐党争。

当然，宋真宗的天书事件之
所以能够形成全国热潮，还有当
时的道教文化加持。随着官方对
天书事件的宣传和各地道场祭祀
活动的举办、玉清观等宫观的大
肆营建，民间的道教文化开始盛
行。宋真宗通过宗教将祥瑞灌输
给民众，从而建立起了一道君权
神授的观念之墙，稳固而持久。推
崇道教也成为宋真宗的君王特
色，就连庙号也与此有关，因为唐
宋时期称仙为“真”。

□杨富华

商河县有个“张大人庄”。
庄的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更
让人惊奇的是“张大人庄”一门
十二坊的经历。那么，“张大人
庄”的庄名是怎么来的呢？“一
门十二坊”又是怎么回事？

嘉靖皇帝赐名

明朝正德年间，商河县许
德顺村(今玉皇庙镇张大人村)
张氏七世祖张九叙被封为
兵部司马。因正德皇帝(朱
厚照)膝下无子，意欲立其
堂弟朱厚熜为太子，因而引
起宫廷内部倾轧。朱厚熜来
张九叙家避难期间，九叙之
弟张邦瑞对其悉心照料，
两人遂结为莫逆至交。

正德皇帝驾崩后，张
邦瑞一路护送朱厚熜进京
登基称帝，是为嘉靖帝。为
报答张邦瑞保驾护驾之恩，
嘉靖皇帝在朝廷之上对其
封高官、赏万金，但张邦瑞
坚辞不受。嘉靖帝称张邦瑞
有“大人之风”，遂赐张邦瑞
故里许德顺村为“张大人
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张九叙斗刘瑾

关于张九叙的生平事
迹，《商河县志》及庞佃军
主编的《玉皇庙镇志》中有
如下记述———

张九叙，字禹功，号桐
冈，明弘治五年举人。弘治
十八年考中进士，钦点翰
林院庶吉士。历任户刑科左
右给事、吏科都给事、太仆
寺少卿、左常寺提督、南京
左佥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加
少司马，追赠正奉大夫。

在张九叙任“户刑科
左右给事”期间，宦官刘瑾
凭借自己掌司礼监的权
力，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掠
夺民间土地，增设皇庄多
达三百余处。有个李校尉
用钱买通了刘瑾，成为刘瑾的
帮凶，借势为非作歹，强抢民田。
尽管民怨沸腾，但一些执法者
敢怒不敢言。当正德皇帝龙案
上的举报信摞成小山的时候，
才下旨查办他，领命的就是张
九叙。张九叙处案时不畏权贵，
很快就将李校尉之流强占的民
田如数追回，归还了百姓。而李
校尉的“保护伞”刘瑾仍然横行
朝野，并使张九叙受到攻击。铁
骨铮铮的张九叙未被恶势力吓
倒，反而团结朝内正义的力量
同刘瑾之流进行了一场殊死斗
争，终于在明正德五年(1515
年)将猖狂一时的刘瑾以“图谋
反叛”的罪名扳倒并处以极刑。

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嘉
靖皇帝）继位后，张九叙等一批
谏臣被提拔，其中张九叙即升
吏科都给事、太仆少卿。1522年
调任太常寺提督，兼管四译馆。
1527年春天，天下大旱，南方长
江水域一些河道干涸，江洋大

盗啸聚山林。其中黄保、孙二两
股黑恶势力达数百人，杀人无
数，民不聊生。嘉靖帝特委升张
九叙为南京左佥都御史，总理江
防事务，很快剿平了匪患。

十二座牌坊的修建

张九叙、张邦瑞之后，该村
张氏门中还出现过数位功名显
赫之人，经当朝皇帝批准，相继
修建了十二座牌坊。其中包
括———

丹桂传芳坊为张邦瑞
立。天科都谏坊、文焕坊、
进士坊均为张九叙所立。

联壁坊为天顺年间张
咨立。张咨曾任职光州、涿
州知州，后升任卫辉九江
知府、河东盐运使司运使，
刚强有为政绩突出，广受
朝野百姓赞誉。

绍光坊为成化年间举
人张奇立。张奇曾任望江
县知县，后来任职嘉兴通
判和阶州知州，都有很好
的政绩。其事迹在安庆府、
阶州、望江三地志书中都
有记录。

世科坊为举人张噚
立。张噚，历任河南府通
判，顺德府知府。

登瀛坊为宣德壬午举
人张绅立。另有贞寿坊、节
烈坊，分别为张九叙继室孔
氏与十七世王氏祖母而立。

关于贞寿坊和孔氏，
还有一段“抖衣显贵”的传
奇故事———

张九叙原配刘氏，父
亲是阳曲县令，先于张九
叙病故。继室孔氏，原籍曲
阜阙里，其父孔彦培是孔
子五十九世嫡孙。孔氏共
为张九叙生下四男二女。
张九叙六十岁病故时，孔
氏年方二十余岁。此时其
家境日渐贫困。为了一家
人的生存，孔氏克守贞节
不辱家风，吃苦耐劳勤俭
持家，平时常穿一身蓝衣
灰裤，不施粉黛，不配金

银，难免遭人鄙视。
一次，孔氏去亲友家赴婚

宴，至宴席散时，有人取笑她
说：“你看这么多剩菜，不如捎
回家给孩子解馋吧！”孔氏一脸
正色，微微一笑：“那太好了，扔
了也是可惜！”别人说：“那你用
什么盛呢？”孔氏当即撩起蓝袄
说：“往这里倒！”就这样，孔氏用
上衣兜了一桌剩菜往回走，婚宴
上的人笑倒一片。这时，孔氏忽
然又转回身来，走到盛剩菜的缸
前说：“算了，这样走也太让人笑
话了，还是不要为好！”就把菜倒
进缸里。人们再欲取笑时，却一
下子呆住了——— 孔氏盛过剩菜
的衣服上，竟然没有半点油渍
和汤水，干净如新。

孔氏掸衣而去，为在场的
势利小人、也为世人留下一段

“抖衣显贵”的佳话，同时向人
们展示了“都堂之妻，圣人之
后”面对世态炎凉，从容淡泊不
卑不亢的气节。

泰安岱庙铁塔，往往被游人忽略。铁塔位于岱庙之西北隅，坐落于
一八边形大散水台基之上。而实际上铁塔原来并不在岱庙，而是在天书
观内。那么，铁塔和天书观是因何而建，又有哪些故事？

泰安岱庙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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