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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

王 益 民①

(顺昌县博物馆 ,福建 顺昌 353200)

　　摘　要:从宝山的地理位置 , 宝山的有关考古发现 , 宝山内在相关因素和外在相关人文环境等多角度展

开分析 ,认为宝山的考古发现 , 是孙悟空形象产生于此的重要实物佐证。宝山所处的位置 、文化环境 、相关

场景 、民间传说具备孙悟空形象产生的基本条件。宝山周边的人文环境具备孙悟空形象形成的必备条件。

从而得出推论 ,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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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 ,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根据

宋代闽文献最早的有关记录 ,以及泉州开元寺南宋
仁寿塔最早的猴行者形象等研究提出 ,孙悟空护送

唐三藏西行取经传说源于福建 。此观点在学术界引
起了很大的反响 。中国学者蔡铁鹰则依据西北党项

人以猴为图腾而提出异议 ,认为孙行者的故事起源

于西北党项人中 。而徐晓望先生则指出西北说的明
显弱点 ,并以大量的理由 ,赞同中野美代子教授的观

点 ,认为孙悟空的原籍在福建[ 1] 。笔者依据多年来
在福建顺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实物佐证 ,并结合当

地及周边地区的人文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 ,对徐晓

望先生的论述深表钦佩 ,并进一步认为孙悟空的原
籍在福建顺昌 , “出生地”为顺昌宝山。兹阐述如下 。

一 、宝山的考古发现及意义分析

(一)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大殿就座

落在宝山正峰峰巅。该大殿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三
年(1363年)。近年 ,在宝山寺大殿附属文物 , 位于

宝山主峰宝峰绝顶的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 ,我们考

古发现了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
[ 2]
。近来 ,经进一步

发现考证 ,南天门 、双圣庙为一组仿木砂岩石构古建

筑。南天门座西北朝东南 。大圣庙相距南天门约 2

米 ,座东南朝西北 ,在南天门后门前的低洼处依山势
而筑 。两建筑背对背 ,一大一小 ,一高一低平行分布

在宝山的最高峰峰尖 。南天门建筑面积约 120平方

米 ,建筑主体塌损严重。我们在塌落的古建筑石构

件上 ,先期考察发现了下列阴刻纪年铭文:“大明嘉

靖二十七年戊申岁六月吉日良时重修”字样。近期
又先后在遗址周围发现了早期的石构件及“开山劝

首承奉叩谢”和“时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岁次辛未八月
二十……”等阴刻纪年款 ,以及早期构件上的浮雕石

佛造像等 。据上述纪年文字以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

的石构件和宝山寺大殿的始建年代元朝至正二十三

年等进行分析考察 ,该组建筑应为始建年代不晚于

明洪武二十四年的元末明初之建筑 。双圣庙建筑面
积约 18平方米 ,原仿木石质庙顶已毁 ,现存乃后世

改加。庙内孙行者供像(后加)之后 ,是一座并立着

两通石碑的古代合葬神墓 。该墓形制和顺昌当地狮
峰寺僧人墓群中明代同期石构古墓相似 。墓形呈八

字形外撇 ,墓宽 2.9米 ,深 1.3米。墓顶是一石制墓

首(墓顶石),呈屋脊状 ,中央雕刻葫芦形“脊刹” ,两
端“脊吻”大致呈鱼尾状上翘 , 长 0.76米 ,高 0.25

米。(类似的墓顶石笔者在深入闽东 、闽北乡村作国
家文物局立项课题《福建北部地区古民居聚落形态

研究》调研时在闽北 、闽东各地的古墓上多次见有 。)

墓顶石前并立的两通墓碑间距 0.18米。左碑宽0.3
米 ,高 0.8米 ,厚 0.12米 ,半圆弧碑顶 ,碑额浮雕一

授带法螺法器图案 ,法螺呈牛角状 。碑文为上方横

行阴刻“宝峰”二个楷书小字 ,中间竖行阴刻“齐天大
圣”四个楷书大字 ,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二个小

字 ,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宽 0.33
米 ,高 0.8米 ,碑厚 0.11米 ,桃尖形碑顶 ,碑额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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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图案，碑文竖行阴刻“通天大圣”四个楷书大字，

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

雕细意卷革花纹e 两通石碑正立在高出地面 o. 43 

米的墓台上．双圣合葬神墓是当地民间对所崇拜的

神灵人格化的重要实物鉴证。人们依据世间的某些

现象创造了神．又把神人格化，民族化，本土化，并根

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去变化和塑造它，这在我国民间

信仰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鲜见．上述两碑“齐天

大圣”大家已经熟悉，而“通天大圣”吴承恩版《西攒

i己》里没有．笔者从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梅记》杂

剧里找到了答案。其中有一段孙行者的自自：“小圣

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驷山老母．二妹巫枝抵圣母，大

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部．”宝山寺

大圣庙的神墓碑是齐天大圣在左，这与古代的礼仪
习俗座次以左为尊，以及当地民间习俗中的排序习

惯相符．且两通石碑“齐天大圣”碑上方有“宝峰”二
字，“通天大圣”碑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便自然不

难理解．再从两碑的装饰图案看，“齐天大圣”碑较

之“通天大圣”碑亦明显更加丰富讲究．这些都和上

述历史文献资料《西游记》杂剧的记述相吻合。该墓

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z一、它是历史遗存的有关文字

资料之外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佐证，是研究西游

故事主人翁转换和成型的重要实物资料．闽北、闽

东、福州乃至福建各地至今保存下来许多祀奉齐天

大圣的庙宇、神位，但以其原型“通天大圣”作为膜拜

的对象并以辜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代遗存除此之外

便尚未发现别处，且以兄弟合葬神辜的形式存世更

是绝无仅有F二、左碑碑额下方“宝蜂”二字给我们重

要提示t这一个齐天大圣乃宝峰人民，系宝峰齐天大

圣也。这在笔者所在的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名臣

余良粥墓神道碑上可见理由，其碑文为“宋经略使龙

山余公神道，”龙山乃余良粥的家乡顺昌余坊衬后山

名。我馆还有一通“皇明邑学士桂岩陈君墓志铭”碑

亦可证明． 三、按照中华民族传统习惯的落叶归根

习俗，生于斯葬于斯．由此推测，宝峰便很可能就是

时间近二个世纪．因此说，后来夫子们为刻划人物

个性之需把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头上，

且兄弟姊妹的本事都集中到了后来的齐天大圣一人
身上，而渐渐埋没通天大圣和其它兄弟姊妹的演变

过程，国有此实物佐证，使这件公案变化的时序脉略

清晰地突现出来．使宝山成为吴版《西游记》之前的

前西游故事的真实场景而不好排除．

（二）

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西北部约一

干米处的山狸洞，当地民间相传为宝峰齐天大圣现

身于此力镇山精石怪之所，洞内留有古人摩壁石刻

的有关文字．笔者为证实这一古文字遗存，曾于

2004 年 1 月 8 日专门进洞考察，爬行至约二百米
处，见一 2×5 米见方的石室，在石室面东南的岩壁

中央，我们找到了坚行阴刻的繁体“噩克”二字，“望’

字 11 × 15cm，“晃”字 10 × 12cm，两字上下相臣

4cm. 字迹古朴，笔划线条呈中锋笔势．考察观调

之余，我们在洞内采集到了十二片~辑标本，经带回

博物馆初步鉴定，这些青白轴密片为宋代碗形器碎

片．山理洞文字题刻遭存及洞内提器标本的发现，

对宝山神猴文化起到重要的佐证作用：一、“望晃”二

字题刻的年代早于南天门双圣墓的建筑年代．王力

主编的《古代议语》特别加按注释 B上古没有“现”字，

中古也很罕见，凡“出现”的意义在上古都写作

··晃”［I] o 二、从该洞深处采集的宋代碗形辑标本分

析，这些器物应有可能系宋代矿工的生活用具．由

此推测，至迟宋代已有此洞．因而，宋时便可能存此

“重晃”石刻文字．三、该洞之实物遗存及有关传说

与上文考古意义分析中的“他们必于鼻此之前的‘有

生之年’…”应有的丰功伟绩的分析相契合，因而可

推想大圣文化在宋元明时期的顺昌曾达到鼎盛程

度．四、由此亦可看出，宝山遗存的历史实物资料与

当地周边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大致相符，亦验证了

当地有关传说的相对可靠性．

二、宝山支持上述实辅佐证的内在帽美国最阐

石獗的“出生”地 s 四、即葬于此，他们必于葬此之前 释

的“有生之年”有相应于撒发人们崇敬地选址县境内 （－）道教名山与道佛合－

最高峰井同筑南天门将其兄弟合葬于南天门后之

“天堂”里头，使其生得伟大，死得崇高，永恒地得以

通天和齐天的丰功伟绩在当地造成足够的影响．旦

那些足够影响的丰功伟绩至迟从明嘉蜻二十七年

(1548 年〉上朔到 1368 年前的元朝，再上朔到 1279

年前的宋代在当地民间演绎流传二百多年亦不好说

不可能$五、从“通天大圣”乃齐天大圣之原形来分

析，该墓早于吴版《西游记》成书时间已很显然．即

便接己知的吴承恩生卒资料来分析，亦支持上述观

点ω．若以目前新发现的明洪武二十四年为期限来

分析，此合葬神墓则早于臭老夫子的《西游记》成书

早在西晋时期，宝山就曾是一座道披名山．在

宝山北向连接干山的山巅一侧，至今基本保存完好

的斡仙蜜便是西晋太康年同道士陈紫干〈干仙〉的重

要遗存．陈紫干在当时影响极大，至今沿用的地名

干山、大干、小干、上干山、下干山皆从其名而得［5] ' 

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得道成仙的仙家．当地至今流传

干仙在干山炼丹，住宝山斡仙.修炼得道，在宝山滴

水洞羽化升天的传说．斡仙’为以－片天然巨石为

瓦的石室，当地亦称－片瓦，室内主祀五谷神农（五

谷仙），配祀水母娘娘，至今香火不绝．门额上方“石

瓦”槽边摩崖阴刻的“斡仙蜜”三字至今依稀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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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除干仙这一道教人物外 ,还流传着许多八仙等
道教故事 、以及八仙与孙悟空 、哪咤 、牛精(牛魔王)

等故事和场景 。宝山寺由上庵 、下庵 、半岭庵组成 。

现存的石庵包括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三年的全国仅

见的元代全仿木砂岩石构殿堂建筑 ,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大殿(下庵),和建于明洪武

二十四年的附属文物 ,仿木全石构建筑南天门及双

圣庙(上庵)。宝山寺大殿主祀三济祖师 ,亦称三佛
祖师 ,为龚志道 、刘志达 、杨志远 ,在闽北得道的三位

民间俗神[ 6] 。《全像中国三百神》把祖师真人归入道

教条目 。象这种中国民间本土化了的神僧祖师 ,其
本身就含有道教内容 ,系佛道相融的产物。大殿两

侧梢间敬奉佛教菩萨观音和文殊 ,为佛教和当地民

间信仰合一的殿宇。从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及目前掌

握的建筑年代来分析 ,宝山寺大殿应为宝山寺早期
的主体建筑 。时隔二十八年建成南天门和双圣庙 ,

从南天门遗址散落的建筑构件中的石佛造像和浮刻

阳文“观世音菩萨”字样及莲花柱础等分析 ,南天门
为佛教殿宇 。双圣庙顺山势依附在南天门后 ,内为

孙悟空兄弟合葬之神墓 。孙悟空这个形象 ,从民间

传说到文献皆能证明其先道后佛 ,由道向佛 ,道佛合

一的转变历程。他的转变轨迹和佛教重心由中原地
区南移 ,南方地区道佛相融的背景相一致 ,这也和宝

山先道后佛 ,宝山寺道佛相融的布局契合。这种契

合绝非偶然 ,亦绝非文献和实物作者们的主观臆造 ,
它与当时南方的文化背景相一致。

(二)泗洲与龟山

在《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这样

写道:“洞中有一怪 ,号曰申阳公 ,乃猢狲精也 。弟兄
三人 ,一个是通天大圣 ,一个是弥天大圣 ,一个是齐

天大圣 ,小妹便是泗洲圣母…”这里出现了泗洲圣

母。在明初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 ,齐天大
圣上场后自我介绍:“吾神三人 ,姐妹五个。大哥哥 ,

通天大圣 ,吾神乃齐天大圣 ,姐姐是龟山水母 ,妹子

铁色猕猴 ,兄弟是耍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 ,因水淹

了泗洲 ,损害生灵极多 ,被释迦如来擒拿住 ,锁在碧
油坛中 ,不能翻身 。”同时出现了龟山和泗洲。无独

有偶 ,笔者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特别留意到 ,在宝山西

南山脚谟武村边的金溪上 ,至今还有一处险滩叫泗
洲乾 ,且在泗洲乾附近 ,至今仍有一座龟山。且当地

民间代代相传的与上述水淹泗洲极相类似的故事

等 ,都说明那座龟山的山名至少从宋代沿袭至今 。

四洲乾边的山岭上现存大仙庵遗址(毁于文革),据
拜访的几位老人口述大仙庵主祀三位水母娘娘 ,俗

称“泗洲大仙”。这泗洲大仙和泗洲圣母以及龟山水

母却相类似 ,且与水淹泗洲之事有瓜连
[ 7]
。而龟山

乃宋代理学名臣杨时的家乡。杨时 ,号龟山 ,元佑八
年(1093年)和游酢同到洛阳拜程颐为师 ,留下“程

门立雪”千古佳话。其入闽始祖子江公 ,葬顺昌县城
东弥勒献肚山 ,杨时为入闽杨氏五世祖。葬将乐 。

顺昌于公元629年以将乐东南两乡置将水场。公元

933年由场升县 ,上述龟山之名至少可上溯到宋代
已显而易见。那么文献资料中从龟山水母水淹泗洲

到泗洲圣母的转变和宝山下的龟山与泗洲及泗洲大

仙 、泗洲水母 、宝山 仙寮的水母娘娘 ,以及泗洲大

仙(水母)与通天大圣 、齐天大圣是否存在内在联系 ?
如果存在相关关系 ,那么方圆十几里内聚集着孙行

者兄弟姐妹及他(她)们的活动场景纯属巧合 ?

(三)相关环境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存
宝山山名的来由民间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 ,宝山

孕育石猴宝(宝 ,当地有婴儿意),因此也称石宝山 。

再是 ,很早以前宝山属将乐 ,那时候人们从将乐的高

唐和现在顺昌的武坊方向来看宝山 ,群峰次第而列 ,
其山形如三宝如来的五指 ,蕴含大千世界缩影之意 。

大千世界 ,万象齐备 ,应有尽有 ,因名宝山。而孙悟

空总走不出如来佛手掌 ,其出生地固然就在三宝如
来五指之一的宝峰之上 。这虽然是民间的说法 ,但

罗列其中的与孙悟空故事相关的场景以及至今仍在

当地沿袭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 ,却也着实让人无法

排除和忽视它的存在 。比如宝峰猿祖岩 ,该岩整体
酷似北京猿人人头 ,当地相传乃宝峰齐天大圣的祖

先;宝峰仙纹石 ,其石宽广丈许 ,如台突显于龙背岭

的龙口部位 ,石纹路星裂四射 ,九窍八孔 ,极似九宫
八卦 ,且四面更无树木遮阴 ,每受天真地秀 ,日月精

华 ,与吴版《西游记》里描写的石猴出生地的那块仙

石十分逼近 ,当地民间传为孕产石猴的仙纹石;神针

柱猴王 ,猴王神形俱备 ,下巴由定海神针柱托着像是
沉思入定 ,又象在极目 望;八仙洞(水帘洞),在仙

纹石左下方悬崖下端 ,一字形并列八个深浅不一的

岩洞 ,深者深不可测 ,内有地下河 ,当地许多目击者
在洞内见有石桌石凳石床等遗物 ,且洞中有洞 ,交错

芜杂 ,至今尚未全面开发 。洞口长年珠帘不断 ,洞外

涧流清泉甘咧。虽未发现铁板桥 ,但洞口原系挂有

一粗巨铁链可供攀援之用(笔者一九八★年与多名
同学到此 ,锈蚀的铁链尚存 ,现已不见),八仙洞外景

与吴版《西游记》描述的花果山水帘洞外景甚相衬 。

其间的溪涧草木 ,山花树果 ,猿猴獐鹿 ,石崖峰洞 ,松
阴竹林之类无不都在八仙洞外的小环境中 ,实如同

出一辙;雷神脚印 ,相传乃孙悟空大闹天宫后 ,天兵

天将下凡征讨孙悟空时 ,雷神落地留下的巨型脚印;

卧牛石 ,相传乃牛魔王(牛精)被太白金星和弥勒佛
制服后 ,被水母娘娘点化成石 ,还原水牛原形长卧宝

峰东北侧山岗 ,看护南天门和双圣庙;还有位于峰顶

松林间的练兵场 、点将台 、猴王靠(仙人床),相传为

孙悟空练兵 、点将 、坐等孩儿们敬献美食的场所……
这些密集的场景 ,以南天门 、双圣墓为中心 ,方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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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公里 。而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中 ,较具
代表性和联系特征的如《哪咤查旱灾》 、《水牛精恶性

不改》 、《龙之说》[ 8]等 。

除上述场景和相关景观外 ,宝山的名胜景观中 ,
还有很多是以与孙悟空故事有关的神话内容来命名

的 ,如南天门 、观音殿 、水母娘娘殿 、蟠桃峰 、猴子拜

观音 、精灵朝圣 、八戒石 、石宝峰 、雷公脚印 、神龟饮

光 、飞瀑崖 、龙脊岭 、花果坡 、山狸洞 、蝙蝠洞 、蜘蛛
洞 、仙人棋盘等 ,各个景点名称几乎可串成一个猴行

者故事 。山上有如此密集的相关场景 ,而山下的几

处地名似乎亦能说明问题 。在宝山西侧山岭的上山
古道途经两村 ,一个叫马料坑 ,一个叫土垄。马料坑

当地传说乃孙大圣当弼马温时集贮马料圈养御马的

地方 。而那个土垄 ,该村原建有高家祠堂 ,现已毁 ,

留有基址 ,开基年代不详。至今百分之八十庄户姓
高。不知与西游记故事中的高老庄有无关联 。在宝

山东北侧山岭的上山古道途经一村 ,村名叫仙场 ,当

地相传乃弼马温放牧仙马的场所。宝山怪石粼绚 ,
沟谷瀑布众多 ,原始次生林密布 ,山上至今仍保存几

十平方公里的生态资源管护林 ,山下万亩竹林环绕 ,

山顶奇岩怪松成片。山上野生弥猴桃 、酸枣 、山桃 、

柿子 、榛子 、米椎 、山梨 、银杏 、葡萄 、杨梅 、山荔枝等
各种野果应有尽有 ,且各种杜娟花 、百合花 、深山含

笑等漫山遍野 ,是野生动物 ,尤其是猴类动物理想的

“花果山” 。山上至今还有成群野山猴和狗熊 、棕熊 、
岩羊 、飞狐 、穿山甲 、野兔 、獐麂 、野猪等野生动物 。

由于山猴多得成灾 ,严重影响山区农作物收成 ,每隔

一段时期 ,当地山民便须采取相应措施对付。正如

徐晓望先生评析“西北说”时指出:大西北的气候与
地理都不适合猴类动物生长 ,西北的茫茫大草原上

不可能培育出猴精传说 。不论是《取经诗话》还是

《西游记》 ,对风景人情的描写都和南方气候与风俗
极为相似 ,且猴类动物大多生活在南方 ,因此 ,孙悟

空的故事理应起源于南方 。宝山自古多猴 ,它是孕

育猴精故事的理想场所。[ 11]

三 、宝山外在相关人文环境分析
(一)理学名邦与书院文化

顺昌乃“八闽善地 ,文献旧邦。”明正德版《顺昌

邑志》风俗志载:自宋高峰(廖刚)、槎溪(廖德明)二
位先生受业于龟山(杨时)晦庵(朱熹)之门 ,倡明道

学。姚贵淑(姚宝)以论魁胜 ,流传行于邑 ,故云:君

子重礼义而尚敦庞 ,小人畏型宪而寡词讼 ,比屋知

学 ,士风日盛。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道学先贤杨时
与罗从彦 、李侗 、朱熹并称为延平四贤 ,与罗从彦 、李

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 。其祖居顺昌谟武 ,行止故里 ,

倡道讲学 ,上接濂洛之传 ,下开罗 、李 、考亭之绪 ,为

道南第一人 ,晦翁(朱熹)、南轩(张拭)、东莱(吕祖
谦)皆其出 。其门生廖刚以及朱熹的得意门生廖德

明 ,余大雅皆为顺昌有宋一代道学名臣。朱熹曾先
后三次到顺昌讲学访友 ,并曾在谟布仓山书院讲学 。

在仓山书院的影响下 ,顺昌历史上又先后有了双峰

书院 ,二贤书院 、华阳书院 、文献书院和凤山书院等 。
五代后梁顺昌便有进士 1人 ,有宋一代顺昌进士 38

人 ,其中榜眼1人 ,举人则有 131人 。宋代顺昌造就

许多留有诗文的学子:廖刚著有《高峰集》 、《高峰先
生集》二七卷 , 《诗经讲义》三卷 、《大学讲义》一卷 ,

《世彩集》三卷等;廖德明著有《文公语录》 、《春秋会

要》 、《槎溪集》等;余良弼著有《龙山文集》等。且在

廖刚的著作中 , 已有前西游故事相关物事的记
录。[ 12]宋榜眼姚宝吟咏当地名胜景观的《白龙泉》

诗。中的白龙泉美景现今犹在 ,不知是否为夫子们

产生西游故事中白龙马灵感有过瓜连。以上仅顺昌

当地而言 ,而闽北则更加盛况空前 。宋代最著名理
学家 ,教育家朱熹在闽北四十年 ,由于他的努力和影

响 ,加上南平郡守曹修古“独先天下兴州学” ,闽北

“冠带诗书 ,翁然大肆 ,人才之望 ,遂甲天下。”宋孝宗
淳熙时 ,平均每 16户就有一人参加科举考试 ,仅建

宁府参加考试者“亦不下万人” 。据台湾学者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统计 ,宋代闽北有 16位宰相 , 100
多位诗人。而宋代婉约派“词宗”柳永 ,其作品更显

示出与前西游传说故事直接的关联:麻姑 、蓬莱 、金

鳌 、金母 、金龙 、上清 、玉龟 、鹤背 、东方朔 、蟠桃宴 ,仿

佛悠悠武夷便是天庭仙境 ,简直已是孙悟空大闹蟠
桃宴的原型场景 。[ 11]凡此种种 ,皆为培育神猴文化

准备和提供了基础性土壤保障 ,良好的文化氛围使

孕育出前西游故事成为可能。与中原文化经闽北这

个“文化走廊”发扬光大并传入闽中各地一样 ,猴文
化它孕育生产自“山县多产猴”的闽北 ,然后再蔓延

扩展 ,向闽中和全国滋生 。

(二)图书之府与闽北方言
闽北刻书始于五代 ,后随着读书应试风气与日

盛行 ,再加上闽北造纸原料丰富 ,所以刻书业鼎盛于

宋元明。宋代建阳麻沙书坊 ,印刷户达数千户 ,刻书
千余种 。刻书 ,印刷数量均居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

首。约在宋元之际建阳书商开始出版小说。刻书业

的发达 ,培养造就了一批出版商兼长篇小说家 。现

有七种宋元版的小说中 ,有六种是建阳出版的 。从
当时出版的能量分析 , 建阳很可能出过《取经诗

话》 。[ 15]建阳出版的书籍很早就向外出口 ,在海外很

有影响 。[ 16]近年朝鲜学者发现一部明初的书籍———

《朴通事彦解》 ,其中 ,朴通事记叙了他所见到的《西
游记平话》 ,该书应出于元明之际。据学者分析 ,该

书已具备西游记故事雏形 。徐晓望先生认为 ,元代

建阳出版了一系列的《平话》 , 《西游记平话》应为其

中的产品之一 ,他的观点值得关注 。此外 ,徐晓望先
生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使用福建方言 ,应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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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的作品 。笔者用家乡建瓯 、顺昌一带方言对所
列例句进行考察亦产生同感。其中的一些语言习惯

明显还在当今闽北方言沿用 ,例如:《入大梵天宫第

三》中有“法师曾知两回死处无?”等句尾无字疑问
句。这种语法顺昌当地及周边的建瓯 、将乐 、延平土

语中至今保留 。其它如“寺中都无一人” ;“借汝威

光 ,同往赴斋否 ?” ;“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 ;“虽有虎
狼虫兽 ,见人全不伤残”;“次日入一园 ,都无一人” ;

“至今由怕” ;“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这些文句 ,正
是典型的当地土话 ,笔者用土语对照朗读 ,十分契合

顺畅。由此看来 ,该书作者应有在闽北语境的生活

经历 。
(三)动物精灵崇拜与当地猴文化环境

许慎《说文解字》称:“闽 ,东南越 ,蛇种”。《太平

御览》载:“闽州 ,越地 ,即古东瓯 ,今建州亦其地 ,皆
蛇种 。”闽北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出土的瓦当图

案上 ,很多有蛇的纹样 ,出土的铜铎也装饰着极象的

蝮蛇纹 。青蛙也是闽北人崇拜的动物 ,闽北人看到
金线蛙 ,常奉烧酒供养 ,为金线蛙演戏奏乐。邵武市

还有人为蛙神设簿册 ,专门记载蛙神显灵事迹。[ 17]

此外 ,闽北的动物崇拜还有猫 、狗 、猴等。
[ 18]
猴崇拜

可能源自闽北各地的“五通神”崇拜 。“五通神”也称

“五通鬼” ,实际上就是居于南方深山之中的山精石

怪。
[ 19]
南平溪源庵的萧公故事中 ,就有关于萧公等

五公斗胜五通鬼的传说 。[ 20]其后五公中的刘公“迨

至唐会昌三年(843年),顺昌猛虎横行 ,妖龙妄动 ,

圣君以诏布告十方。刘君以得给领文诏 ,力显神通 ,
降伏二孽 ,临时乘龙跨虎腾云而入七台 。是时 ,圣主

武宗即封刘氏为`普照真济正刘公大师' ” 。[ 21] 顺昌

大干七台庙至今祀奉刘公神位 。五通神各地有所
指 ,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考韦昭注国语 ,木石之

怪曰:夔 、魍魉 。木石 ,谓山也 。夔一足…人面猴身
…越中有之 ,不独汀也。”在商周青铜器上 ,有一种神

秘的兽纹叫作“夔” ,许慎《说文解字》析“夔”字:“夔 ,

贪兽也 ,一曰母猴。”段玉载解释:“母猴与沐猴 、猕猴
一语之转。”古人把夔视为精灵等于把沐猴 、猕猴视

为一种精灵 。由此可见 ,五通神的山精木怪中应有

猴类动物精灵成份。闽北的五通神崇拜可上溯到唐
代以前 ,上述刘公等便是佐证 。在闽北 、猴精崇拜显

得特别突出 ,猴文化现象在顺昌周边县市至今普遍
存在 ,仅顺昌县境内现今就还存在多处猴精崇拜的

遗存 。顺昌洋口天台山有一处“通天大圣仁济真君”

神庙 ,庙虽后代重建 ,旧碑铭上的阴刻文字“大明万
历十二年◆月十三吉旦”年款和阴刻“通天大圣仁济

真君”字样都仍依然可辩。天台山亦有一座仿木石

构庙宇 ,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 年),与宝山寺大殿
大致为同期建筑 ,但规模较小 。顺昌民间相传:“衢

山头 、宝山腰 、天台山脚” ,三山同期都建有仿木石构
建筑 ,主祀三济祖师 ,配祀通(齐)天大圣 。笔者因此

专程前往将乐县衢山和顺昌天台山考察 ,从现存遗

迹中发现民间所传基本属实。顺昌郑坊乡 、大历镇 、
建西镇 、高阳乡 、水南镇至今保存敬奉通天大圣 、齐

天大圣的坛庙。据老年人回忆 ,顺昌双溪镇(城关)

电信局旧址 ,原建有通天大圣 、齐天大圣双圣庙 ,每
年古历正月十五日 ,该庙要从宝山双圣庙接引圣火 ,

在庙坪举行过火焰山仪式 。顺昌周边的南平茫荡山

三千八百坎以及南平宝珠村亦存有齐天大圣庙 ,乡
人称孙大圣石公公。南平延平区樟湖镇 ,一镇之内

有三座孙悟空庙:钟灵庵 、聚灵庵 、显灵庵(22)。而

以通天大圣名号出现仅在顺昌见到 ,且有明确纪年
和文字可考 ,实属罕见难得 ,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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