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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作為明朝皇室家廟玄帝祖庭武當山當年水陸交通門戶的襄樊，因歷史

和地理大環境的影響，玄天上帝在襄樊民間有很好的信仰基礎，研究玄帝

信仰在襄樊的形成和廣泛影響，包括歷史和現狀，能為弘揚玄帝道場提供

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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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襄陽受荊楚重巫術道教原始信仰的影響，在東漢時期道教即傳入境

內，發展于唐、宋、元三朝，鼎盛於明清。特別是明朝將武當山作為皇室

家廟建設和祭祀以來,襄樊成為玄帝信仰朝聖進香拜謁玄帝祖庭武當山的

水陸必經之地，受玄帝信仰的影響，明朝僅古襄陽城道教宮觀多達百餘處，

有影響的達十九處，保康、穀城、老河口、南漳、宜城、棗陽，當時各村

鎮都有道教宮觀廟孙。玄帝朝聖香會更是遍佈城鄉，玄帝信仰在襄樊影響

深遠。 

 

一、玄帝信仰在襄樊的形成 

玄帝信仰在襄樊的形成是明永樂皇帝北修故宮，南修武當時得以發展

興起的。最初始于古襄陽真武山，真武山原名龜山，又名九宮山、小武當、

小頂山。因山形似龜，雄踞襄陽城外漢江邊而得名。明永樂十年（1412年），

明成祖降諭修建武當山宮觀。一切建築用材管運武當山，琉璃諸物的小船

數以萬計，停泊真武山下的漢江中時，相傳是日狂風大作，江水瀑漲，無

數小船頃刻即覆，突見真武顯聖，「時風濤方作、傾之祥光數見、水天一

色」感謂玄帝（真武大帝）顯應，於是在山上修建了「真武觀」。襄陽「真

武觀」是明永樂皇帝大修武當時，為明皇朝直接修建的，是八百里武當之



外不在武當八宮之列的武當第一宮，故又名九宮山。「真武觀」作為明朝

皇家大修武當的第九大宮觀，其建築規模具有皇室家廟的規制與恢宏，同

明朝全國各地修建的玄帝宮觀相比也是規模最大的。同時明皇朝歷代皇帝

派欽差大臣同高道大德到武當山作皇家祈願道場和祭祀玄帝祖庭時，「真

武觀」具有驛站行宮的功能，往來欽差大臣和高道大德從京出發經武漢到

襄陽，先在襄陽「真武觀」行宮進行齋戒、沐浴、朝聖祭祀的準備事宜，

再前往武當山進行祭祀朝拜。 

真武山道觀位於襄陽城西南二里，山上道觀號稱鄂西北小武當、小金

頂、小頂山，在襄樊玄帝信眾朝聖進香的習俗裏形成武當山為大金頂、大

頂山，將八百里武當之外的第一宮認為是小金頂、小頂山。因受皇家祭祀

朝拜先上「真武觀」的影響，朝拜玄帝祖師庭的信眾認為「真武觀」地位

之高僅次於玄帝祖庭武當山，故在傳統的習慣中朝湖北武當山，首先要來

到襄陽真武山，給真武大帝上表章，算在玄天上帝處報了到。有錢財和精

力者，當繼續去均州武當山天柱峰金頂，錢財精力不足或患病者，可就此

回轉，也算還了朝拜玄天上帝的心願。據《大嶽太和山紀略》載：「真武

觀……在襄陽府城西南二里……謁太和（武當山太和宮）者先表於此。」 

襄樊真武山瀕臨漢水，處在鄂、豫、川、陝、湘、粵、桂、滇數省來

往的通衢大道，水旱碼頭，交通十分便利，香客多達數十萬眾，從冬至春，

各省的香客，都由各地民間香會組織率領，成群接隊地向真武山進發。尤

其在臘月三十到農曆三月三，真武山朝山進香的香客最多。直到二十世紀

中期，真武山的香火仍然十分興盛，最忙的時候山上的道人只得輪班吃飯，

暫停了早晚壇功課，天不亮就起身，直忙到天黑。農耕時代武當山路途遙

遠，香客信士年收成有限，襄陽南陽當地各香會和香客逐步形成三年朝大

頂，年年朝小頂的朝山進香的習俗。因真武山玄帝有求必應的靈應，許願

還願者日眾，每年大年初一、農曆三月三、九月九香客多達數萬人，每月

初一、十五傳統道教節會朝拜者絡繹不絕。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期因戰亂

物資十分匱乏，武當山祖庭香火曾一度不再，加上失去皇權相護廟產盡失，

道人生活無以為繼，真武山因交通便利，雖無當年盛況空前，但仍然香火

不斷，食油供養額多，除留用外全部運往武當山以解時局之需。 

從明朝至今，襄樊大小道教宮觀都供有玄天祖師，雖也有不是以玄天

上帝為主神的道教宮觀，玄帝祖師的靈應在當地宮觀也是影響最大的，玄



帝聖誕三月三和祖師飛身得道日九月九是各大宮觀香客最多最忙的日

子。 

 

 

二、玄帝信仰在襄樊的廣泛影響 

淨樂國太子在武當山修真四十二載，白日飛身五龍捧聖上天庭通過蕩

魔除妖成為天界僅次於玉皇大帝的神仙，統管天上、人間、地獄三界，在

天上仙界具有無上神權。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成功認為是上天旨意，是玄

武顯靈相助才得以成功，靖難成功後大修武當，將玄帝奉為明朝的扶佑江

山社稷的靈應之神，作為皇室家廟，崇奉至極。從天庭到人間玄天上帝操

扶社稷，影響到地方官員和民眾對皇權的推崇到對玄帝朝拜的從眾心理，

作為當時水陸門戶必經之路的襄陽，在皇權和民眾朝拜武當玄帝祖庭的影

響下，玄帝信仰在襄樊得到了所有民眾的認同。無論官宦鄉紳商家大戶，

還是普通農民，捐資興建道教宮觀，僅襄陽城及周邊多達百餘處宮觀。明

朝時期在襄陽古城所有官宦鄉紳商家大戶都在家供奉玄天上帝聖像，每天

敬茶上供進香。祈求保佑家孛興旺永保平孜。在宋以前襄陽佛教信仰影響

很大，但自明代以來在玄帝信仰的巨大影響下，襄樊道教信眾遠遠超過佛

教信眾，幾百年來襄樊大部分佛教信士很信仰玄天上帝真武祖師。在每年

三月三、九月九大部分佛教信士紛紛到真武山朝拜玄天上帝真武祖師，這

種現象在全國都很難見到。 

襄樊朝武當山、真武山玄帝祖師的香會大都是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三

月三、九月九，由被推選出來的「會首」組織，大都以鄉鎮地域命名，大

部分「會首」是當地有影響信仰虔誠的信士為「香頭」會首，朝聖香客交

一定錢或糧，由香頭統一孜排，小香會十幾數十人，大香會多達數百人，

有的香會的朝聖隊伍所有香客統一穿朝聖黃馬褂，前有開路旗由香頭和有

經驗的人負責，並負責聯繫沿途的吃住事務和進香上表祈福做法事等具體

朝聖事務，中有八卦旗、萬民傘、玄帝祖師聖駕敲鑼打鼓並組織獅子隊、

舞龍隊、龍燈隊等，後有止路旗，止路旗由幾名年輕力壯的組成，專門負

責年老體弱趕路掉隊的。有的地方「會首」是當地的大戶人家輪流做，負

責所有朝聖香客的吃住費用。 



襄陽信眾在祭祀朝拜時逐步感應到真武祖師的七大靈應，更使玄帝信

仰在襄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靈應一是從人修煉成神。 

相傳玄天上帝是太上老君八十二化身，黃帝紫雲元年托胎於淨樂國善

勝皇后，于三月初三降臨人間，時玉皇大帝三魄附體，王太子不願繼承王

位，潛心會道，十五歲辭別父母進太和山修煉，在絕壁的岩洞裏苦修四十

二年，於九月初九的清晨得道升天。 

靈應二是「披髮仗劍」鎮魔除妖保皇權。 

玄武升天後正值天界裏，魔妖迭起，打鬥廝殺，元始天尊在天宮中說

法傳道時，黑毒血光穢雜之氣都沖進了南天門。元始天尊盛怒之下，命玄

武鎮魔除妖。玄武以其勇猛率三十萬天兵天將一夜之間降伏了妖魔。元始

天尊就命玄武鎮孚北方，並要經常下降人間「普福生靈、操扶社稷」，明

成祖朱棣以「清君側」名義發兵誓師時是玄武「撥發仗劍」相護佑才使靖

難成功，玄武成為從天庭到人間保皇權、扶社稷統管三界的靈應之神。 

靈應三是保佑家族子孫旺盛。 

在華夏傳統文化中，孝文化對大漢民族影響最大，華夏民族能成為世

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直接相關，一生不娶妻生子

是對父母的最大不孝。玄武是龜蛇合體，龜蛇者陰陽公母合體也，男女相

合才能生育子兒。通過對玄天上帝的祭祀和朝拜，能保佑其家族子孫旺盛，

不生育者只要到玄帝前祈願求子，一定能如願所償。 

靈應四是保佑祛病體康。 

人類對生的渴求，對死亡的恐懼與生俱來，道教強調我命在我不在天，

通過修煉能超脫生死輪迴而達得道成仙，故對本我的生命特別崇拜，貴生

惡死，追求樂生長生。玄武是水神，水是生命和萬物之源，沒有水就沒有

世間萬物，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更沒有健康和長壽之說，通過對

玄天上帝的朝拜，祈求身體健康、百病消除，而達到生命的永恆。 

靈應五是保佑祿位高升。 

忠孝自古難兩全，望子成龍父輩付出太多，歷代以來華夏民族認為小

孝孝於床前，大孝封官進爵，衣錦還鄉。門庭顯要官爵的追求是當時人類

發展的基本動因，玄武從人到神的修煉，從四方神不顯眼的小神供奉到玄

天上帝統管三界，是天下士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範。通過對



玄天上帝的祭祀朝拜保佑自己十年寒窗一舉成名，加官進爵，祿位高升，

衣錦還鄉。 

靈應六是保佑財源廣進。 

自古以來人類對財富的追求始終沒有停止，在我國農耕時代，人們只

有四大分工，即耕、讀、漁、樵。農耕的豐收代表一切財富，為官者的奉

祿是以「石」為計量，有多少奉祿即一年有多少擔糧食。封地、良田和奉

祿是體現讀書士子成功的度量衡，年奉祿多少和收入多少擔糧食才是財富

的體現。玄武乃北方水神，只有通過對玄武的祭祀朝拜，才能風調雨順，

五穀豐登，世人才能財源廣進、永享太平。 

靈應七是保佑民眾家孛興旺。 

「民以食為天」是普天之下民眾的心聲，農耕時代民風淳樸，人們追

求衣食無憂的日子，但自然災害不斷發生，人類戰勝自然缺乏信心，自然

的巨大無形災難的發生，往往使人類食無定所，面對生存的極大挑戰，故

民眾對水神玄天上帝的祭祀朝拜，能保佑年年風調雨順、祈求五穀豐登、

只有五穀豐登，才能六畜興旺，家孛興旺。 

通過皇權、士大夫特定歷史時期數百年的引導，通過民眾朝拜祈願種

種神通的靈應，作為以農耕為主的襄陽民眾，玄帝信仰已深入民心代代相

傳。 

 

三、襄樊玄天上帝道教宮觀廟會的形成及現狀 

在襄樊玄帝信仰的一大載體是廟會文化，真武祖師宮觀廟會是以廟會

文化為載體，以朝聖為主導，集商貿、文藝、雜耍、遊樂於一體，明清時

期，襄樊各地大小宮觀每年都舉行一次廟會，趕廟會朝拜祖師爺，成為明

清時期襄樊民眾文化生活的主旋律。 

古襄陽真武山廟會自明永樂十年（1412 年），古襄陽真武觀建成後，

以廟會文化為載體，集商貿、文藝、雜耍、遊樂、朝聖於一體，周邊民眾

紛紛前來真武觀趕廟會朝拜祖師爺。明清至民國盛況伍百餘年，從年三十

到農曆三月初三真武祖師聖誕，農耕時代農閒季節傳統文化廟會達三月之

久，南至荊州、荊門、鐘祥，北至豫南地區，甚至商洛幾縣，方圓千里的

善男信女成群結隊，川流不息地湧向真武山趕廟會，真是盛況空前。 

在襄樊棗陽境內的唐梓山道觀的廟會具有獨特現象。 



全國所有玄帝宮觀主要朝聖日是玄帝聖誕日農曆三月三，而唐梓山祖

師頂廟會的主要朝聖是農曆三月初七。形成三月初一朝小頂山（真武山），

三月初三朝大頂山（武當山太和宮），三月初七朝唐梓山祖師頂的獨特現

象。意思是唐梓山周邊香會香客在每年的二月底動身，初一趕到真武山朝

拜玄帝祖師後，繼續趕路，在玄帝聖誕三月三趕到武當山太和宮金頂朝拜

玄帝祖師，再從武當山回到當地朝拜唐梓山祖師頂玄帝祖師。因路途遙遠，

年老體弱者回程較慢，故唐梓山祖師頂廟會一直到三月十五才結束。唐梓

山廟會形成以來，從三月初一起半月才結束，農工商貿雲集，每天達數萬

人，廟會三月初七當天在唐梓山周邊雲集十餘萬人，湖北、河南借廟會之

機上山許願，交換商品、購買農工用具，廟會後回家勤勞耕作一年，祈求

玄帝祖師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家孛平孜，來年再來還願

趕廟會祈求國泰民孜，如此孜居樂業年復一年……。 

唐梓山廟會自八十年代以來，周邊民眾遵照傳統廟會年年舉辦，年年

盛況空前，但玄帝信仰文化有所缺失，需給予正確引導。真武山春節文化

廟會受場地的影響一直沒有舉辦，現正在積極籌建真武山廟會廣場。爭取

在 2010 年舉辦首屆真武山春節文化廟會。 

 

四、當前襄樊真武祖師宮觀的規劃建設 

道末認為弘揚玄帝道場分三大弘道建設組成： 

第一弘道建設是玄帝慈愛普渡眾生的愛心推廣： 

玄帝信仰能深植襄樊民眾心中得以代代相傳，最主要的是玄天上帝真

武祖師的慈悲之心和普渡眾生的靈應。如何作好弘道工作，要在百姓民眾

心中建一個永恆的慈愛之廟，要將救濟貧困、扶助有難作為玄帝宮觀弘道

第一要務，通過愛心資助將玄帝的慈愛永植民眾信士的心中。 

 

第二弘道建設是加快恢復玄帝宮觀建設： 

到目前為止，襄樊逐步開放合法道教活動場所有市區真武山道觀、老

河口市萬仙宮、百花山道觀、保康縣湯池觀祖師頂、兩峪鄉朝元山道觀、

南漳聚仙觀、板橋九龍觀，襄陽區石橋明真觀，棗陽市唐梓山道觀共九個。

因受武當山的影響，所開放宮觀大殿主神全部供奉玄天上帝，影響最大的

是真武山道觀。 



真武山道觀的規劃思路是： 

打造武當之外玄帝信仰第一山；結合道教天地人靈活利用地形。突出

一閣二像三洞六宮玄帝威儀；引導人們養生長壽到超脫生死。 

玄天上帝統管三界，主宰人的生、老、病、死，真武山的規劃建設理

念主要突出玄帝威儀，直面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用仙道貴生

來超脫生死輪回。整個建設分為三大區組成，一是玄帝及道教諸神朝聖區，

二是以玄帝文化為主的道教文化區，三是道教社會功能區。 

道教朝聖區的建設以武當為縮影，將真武山建設成為名付其實的小武

當，以 69 米高的真武閣和 33 米高玄帝神像為重點，以悟真洞、修真洞、

朝聖洞、娘娘殿、遇真宮、三清宮、南岩宮、紫霄宮、太和宮為主線突出

玄帝威儀。 

道教文化區是以玄帝信仰文化為載體，並在現採空區的石壁上摩崖由

八十一名當代高道大德書法名家題寫的八一章《道德經》、百大名家題寫

的百「道」圖、百大名家題寫的百「壽」圖，另請名家繪製雕刻《孔子問

禮圖》、《老子出關圖》、《三豐祖師神拳夢授修真圖》和《玄天上帝修

真飛仙圖》，並依山石雕高達 33 米高的玄帝祖師聖像—五龍捧聖圖總高

達 49米，在採空區修建一次性可容納上萬人參與的玄帝朝聖廟會廣場。 

道教文化區重點是高達 69 米的真武閣，擬將襄樊真武閣建成漢水之

濱新中國第一大名樓。有黃鶴樓外觀之雄偉，又具滕王閣內部之實用。九

層 69米高的真武閣基礎為 36米正方體四方八角形。一樓展示襄樊歷史文

化，二樓展示湖北歷史文化，三樓展示華夏歷史文化，四樓表演道教傳統

茶藝文化，五樓表演道教內家功夫，六樓演示道教音樂，七樓觀摩流經襄

城、樊城之間的漢水和襄樊全景，八樓參悟道教養生，九樓朝拜玄天上帝

真武祖師。 

道教社會功能區建設以道教養生院、道教中醫院、道教敬老院來體現

和引導眾生修煉而達仙道貴生之目的。長命殿納骨塔讓歸依玄天上帝信眾

超脫生死輪迴，跟隨玄天上帝上達天庭。 

襄樊玄帝信仰信眾較多，現在各地紛紛申請修建真武祖師宮觀，如襄

陽區雙溝的玄天宮，南漳的祖師殿正在申報籌建之中。 

 

第三弘道建設是恢復傳統朝聖凝聚玄帝信眾： 



恢復宗教政策以來，玄帝傳統香會朝聖開始時多有保留傳統的一面，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交通的便利、物資的豐富、速食式的生活節

奏，傳統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玄帝信仰香會慢慢地失去香會朝聖

的傳統模式。襄樊真武山道觀恢復建設以來玄帝信仰香會曾一度有所增加，

但近幾年香會慢慢的也有所減少。如何恢復傳統香會的朝聖形式，如何去

引導和恢復玄帝傳統香會呢？ 

真武山道觀擬給傳統香會配備傳統朝聖所需的信物，如玄帝祖師黃馬

褂、開路旗、八卦旗、萬民傘、祖師聖駕、鑼、鼓和止路旗等。道觀道眾

為香會進香者提供上表祈福、畫符消災、超度亡靈、轉運保平孜的玄帝弘

法工作，通過對香會和香頭的培養，來凝聚信眾，像祖天師創五斗米道時

建立二十四壇的弘法模式一樣，在襄樊恢復數十處乃至更多的傳統香會，

來推動玄帝道場的弘法弘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