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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西岳祭祀 

薛淑红 

（陕西省华阴市华山高级中学） 

摘要：中国的文明属于大河文明，起源于江流地区，这些地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占重要位置, 特别是四方各地的名山大川，因而
统治者对神的追求进而转为对五岳四渎追崇，并转化为统治的工具。华山是五岳之一，主神少皞，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少皞是西方
之神，西方在五行中属金，所以少皞掌管着人间的财富，香火旺盛。从国家的层面上上讲，祭祀华山神想要达到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避免瘟疫、水旱、地震等灾害的侵袭，祈求西岳神给统治者和百姓降福、降禄、降祥，所以对华山神少皞的祭祀自然受到了历
代帝王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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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河岳祭祀 
1.文献资料中的祭祀文化 
《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

怪物，皆曰神。”中国地大物博，处处有巍峨壮观、秀美幽深的
山岳，及绵延的江流，然而古时人们却将其视为神的象征。还
有《山海经》所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下之都。这些都给五
岳四渎抹上了神秘的色彩。 

2.道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封建文化中，道教思想深受统治者所喜爱，而山岳文化为

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中国的文明起源于江流地区，这些
地方在人们的地位中占重要位置。因而统治者对神的追求进而
转为对五岳四渎追崇，并转化为统治的工具。历代皇帝都喜欢
宣扬天权神授的观念，但是与其宣传道教的神论，鼓吹天子的
神圣地位，不如转换为对山岳和江流崇拜，这样更贴近于人的
思想，人们会更相信神一说，巩固帝王无上的地位。也正是因
为如此，对五岳四渎的祭祀也该更神秘化。 

3. 对华山神少皞的祭祀受到封建帝王的重视 
华山是五岳之一，主神少皞，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少皞是

西方之神，西方在五行中属金，所以少皞掌管着人间的财富，
香火旺盛。从国家的层面上上讲，祭祀华山神想要达到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避免瘟疫、水旱、地震等灾害的侵袭，祈求西
岳神给统治者和百姓降福、降禄、降祥，所以对华山神少皞的
祭祀自然受到了历代帝王的重视。 

二、历代对西岳华山的祭祀 
1.西岳华山的地理方位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据《华山记》称，因其山顶有池，

池中生千叶莲，服之羽化，故称华山；又因其西有一少华山，
亦名太华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座峰峦，其南峰最高，
名落雁峰，登临绝顶，人在其上，俯瞰群山，层峦叠嶂，气势
磅薄。华山向来以奇险名闻天下，为五岳之一。 

2. 华山神崇拜由来已久 
西岳华山神自古即为人们崇拜的神灵，据《华山志》记载：

“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冢也。盘古死，委厥足巨灵掌以通河
曲。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祇。”相传尧、舜和周武王都曾巡狩
过华山。西岳庙就是祭祀西岳华山神的场所，皇家规格修建，
地位尊崇。 

3.两汉的西岳祭祀 
汉武帝，集古代祭祀制度之大成，在华山脚下创建了祭祀

― ―西岳神的第一座庙宇 集灵宫。 
东汉王朝建立后，仍未忘记祖宗成法，继续奉祀西岳之神。

只是由于“集灵宫”离华山较近，又是在山下，难以完全体现
“望”祭的要求，也不能达到祀神的目的，加上道路崎岖难行，
封建帝王及达官显贵自然也不愿受此辛苦上山，故也不管“西
岳神”享受香火时需走的道路要比以前多，便将这一座神庙迁
到了靠近长安通往洛阳大路的今址。 

4.以后历朝对西岳的祭祀 
北太昌元年（531 年），魏孝武帝就有遣使祭华岳之举。 
太平二年（557 年）8 月，南朝梁敬帝车驾西征到陕西时，

也曾派宰臣杜晓祭华岳。而祭祀最频繁的，则莫过于北周时期
了。 

保定三年（563 年）大旱，武帝命同州刺史达溪武祭西岳；
武帝天和二年又修庙立碑;万纽于瑾还在此撰写碑文，勒石纪念，
颂扬西岳神灵。 

北周保定三年（563 年）天下大旱，敕令达奚武祭西岳神时，
达溪武为了显示自己对岳神的虔诚，不顾华山的险峻和自己年
逾花甲的高龄，带领几个人披荆斩棘，攀藤援枝而上，因天晚
又未得及时下山，在山上茅草中住了一夜，并且梦见了一个白
衣老者握着他的手，称赞他们的英勇无畏与对神灵的虔诚。这
更使达武对岳神肃然起敬，悉心敬祭，祈求降雨，结果很快就
下起了雨，解除了旱灾，并受到了周武帝宇文邕的嘉奖。 

大业十年（614 年）12 月，隋炀帝祭祀华岳并在岳庙旁筑
场的表示。 

唐天宝十一年（752 年）10 月，玄宗亲享西岳。礼毕东行。
出庙门，巫者奏曰：'金天王拜谢。'行数里，马汗不可进，几十
易焉，至关而止，巫曰：'金天王辞回'”。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5 月，陕西大旱，即派遣
专使祭祀西岳庙，禳灾祈雨。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2 月，宋真宗亲自到西岳庙祭谒
华山神；5 月，为了给西岳神加封号，他又用“太牢三献礼”，
“亲谒岳庙，群臣陪位。庙垣内外列黄麾杖，遣官分祭庙内诸
神，加号岳神为‘顺圣金天王’”。 

太祖洪武十年（1377 年）8 月，派遣宋国公冯盛和道士何
公溥祭西岳，1403 年（成祖永乐元年），，即位时派遣道士曾
维新祭西岳。1406 年（明成祖永乐四年）7 月，用兵，明成祖
派邓金礼祭西岳，1407 年（永乐五年），五岳用兵安南，遣刘
纯祭西岳；1473 年（宪宗成化九年）用兵遣使祭西岳。皇帝即

― ―位要祭 从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武宗
― ―到世宗、穆宗、怀宗等；遇自然灾害更要祭祀 如明成祖九

年（1411 年）的疫疠，英宗正统六年（1441 年）正月的边境地
震，十年（1445 年）的陕西疫灾，宪宗成化四年（1484 年）的
灾荒、地震，以及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思宗各朝
的大小自然灾害，都遣官前往祭祀。 

满清对于西岳庙，与明代一样，逢事必祭告。水旱之灾要
祭（如顺治十四年，康熙三十二年，三十五年，雍正十三年，
乾隆四十年等自然灾害）；荡平疆域、平定叛乱要祭（如康熙
二十一年以疆域荡平，遣内阁学士翁英祭西岳，三十六年因寇
平遣御使张鹏翮）祭西岳，乾隆二十年以平定准葛尔叛乱遣使
祭西岳，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遣使祭西岳）；甚至皇帝的生日、
皇后加封号等也要祭西岳（如康熙四十二年以“万寿五旬”遣
翰林院学士余志真祭西岳，五十二年以“万寿六旬”遣内阁学
士查弼纳祭西岳；乾隆十四年，因皇太后晋号，遣使祭西岳。
十五年皇太后正位遣内阁学士额登布祭西岳，二十七及三十七
年，皇后生日晋加徽号，正月遣使祭西岳）。 

历代王朝对西岳庙的祭祀之隆重，祭祀之频繁，显出西岳
庙的等级之高。而今，西岳庙已经失去了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功
能，成为重要的文化古迹，1979 年，西岳庙文物管理所正式成
立，并开始收回了中轴线建筑的管护权，对石雕、石刻、古建
筑采取了保护措施，搜集、整理了一些历史文化资料，征集了
一批珍贵的文物。1988 年 1 月，西岳庙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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