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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
———以都江堰水利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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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水神崇拜的起源，以及国家主导下的水神造神和祭祀活动历程。以都江堰为例，探

究了都江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水利活动所培育的文化现象———都江堰水神及其起源、嬗变。研

究表明，民众参与的岁修与水神祭祀活动和谐地融合一体，为灌溉工程的管理和用水制度的实施注

入了活力；灌区岁修礼祀制度与民间水宗教活动交融，赋予了历史时期都江堰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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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神崇拜源流

祭祀开国先王、治国能臣，于国家礼制久矣。由

国家倡导的祭祀造就了引导公众行为的神，它衍生

成为组织民众，共同参与的某一社会行为的精神纽

带。以防洪为发端，大禹是因治水活动而首先被尊

崇被祭祀的先王。其后延绵数千年，大禹由王而神，

是国家政治道德教化的偶像，也是治水伦理规范的

化身。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大禹祭祀在国家祀典

的诸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禹崇拜成为水利活动

的上至统治者下至民众的精神纽带，水利的公共特

性由此深入人心。

根据社会学功能，可以将水神崇拜分为自然之

神与治水之神两类。前者是原始宗教的滥觞，源于

对江河湖泊以及水旱灾害的敬畏。龙、牛是民俗中

最常见的水神图腾，它们的象征意义明确，功能分

明。龙赋予了呼风唤雨的能力，被用以祈雨，古代即

使在乡村也有龙王庙。牛是镇水之兽，宋代以来铜

牛或铁牛开始出现在江河湖泊堤防上，通常是政府

出资铸造的。治水之神是由人神化而来，是人类战

胜自然，兴利除害的图腾。创造治水水神的动力来

自古代水利活动（工程的兴建和维护）的需要。在水

利工程存续的历史时期，逐渐完善了从人到神，从物

质到精神的塑造。治水的水神是古代水利的非物质

文化形态。某一水神产生和完善的进程，反映出区

域水利发展沿革的历史脉络，是认知区域历史文化

重要的通道。

随着区域性的水利建设和地域性特点鲜明的水

利工程管理增加，形象生动的水神也被陆续地创造

出来，它们可能是水利工程的创建者，也可能是解决

关键技术的能工巧匠。水神崇拜既在于以维持水利

活动的公众参与性，更在于以神的意志来强化公共

管理的权威性，那么就需要偶像和供奉的场所，需要

有震慑与观赏性兼有的仪式，因此产生出与水利行

为相关的特有的区域文化，如祭祀建筑、仪式以及规

范它们的制度。

二、都江堰水神崇拜的形成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普遍实施为于国于地

方有功者建祠表彰的制度。遵从国家祀典礼制为李

冰立祠，民间信仰逐渐渗入其间而塑造出人神合一

的李冰，至魏晋南北朝时，都江堰灌区水神崇拜已经

有相当的影响。唐宋时期是都江堰发展的重要时

期，都江堰在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地位日益彰显，李

冰在官方和道教的合力下终于走向了神坛最高位

置，由此而产生了都江堰灌区富有宗教和民俗色彩

的灌溉祀典和仪式，对李冰的崇拜成为联系灌区千

家万户的精神纽带。水神崇拜充满了民俗色彩，也

是最生动、最容易被民间接受和参与的灌区民俗

活动。

都江堰专门祭祀李冰的官庙始于汉代。南齐时

建崇德庙，唐剑南节度使李德裕在旧址重建，称崇德

庙，扩大了官方祭祀李冰的规格。南宋道教添入了

李冰与其子二郎共同治水的神话而将其改名为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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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明代李冰和二郎一同被尊崇为川主，一时间四

川地区纷纷修建企求水旱平安的川主庙，并随着移

民将这种地方宗教传至西南地区。众多的川主庙并

不只是求雨禳福的场所，它还是管理地方公共资源、

官民协调地方事务的议事场所。

青城山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东汉至两晋时

李冰与道教还没有任何关系。唐后期至五代前蜀后

蜀时（!"" # !$% 年）道教势力继续迅速扩展，宗教活动

渗透到都江堰的岁修和灌溉管理中。前蜀时，道教将

离堆李冰祠改为伏龙观，扩建了崇德庙。晚唐以来，

尤其是宋代，永康军灌口镇（今都江堰市）道教将二郎

神附会为李冰之子，因其与李冰一同治水而被祭祀。

道教和岷江上游羌氐民间诸神的加入，三者合流蕴育

出成都平原丰富多彩的水神崇拜和民俗文化。

& ’李冰神化的过程

李冰的造神者应该是汉代都江堰的管理者。

&!() 年因为都江堰外江闸施工，从河床中发现了李

冰石像。这尊高 *!" +, 的石人是地方水利官员都

水掾尹龙和都水长陈壹所造，共有三尊，这是其中之

一。石人上刻有“珍（镇）水万世焉”的文字。“镇水

万世”正是造像的动因。

李冰神话和传说故事与先秦至后汉鬼神传说有

文化渊源，也与古蜀文化、道教文化有关，具有鲜明

的历史印迹。东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李冰

变成牛入江中与江神相斗的神话，这与战国时魏国

邺（治今河北临漳县）郡守西门豹治邺时，产生于修

渠引漳水的河神娶妇的神话情节类似：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

顷。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

主者曰：“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许，吾自有

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沈江水。径至神祠。上神

坐，举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

相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澹不耗。冰厉声曰：“江君相

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

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乃刺杀北面者，江

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

李冰作为蜀地早期的开拓者和都江堰的创建者

被纪念是很自然的，但这不是神化李冰的惟一缘由。

李冰守蜀的时期是蜀国告别长期闭关自守，成为战

国七雄之一秦国的重要后方的时期，也是都江堰的

创建时期。对于需要动用大量劳役进行建设和管理

的水利工程，需要精神的力量凝结人心，因此这个时

期出现很多李冰的神话不是偶然的。反映在汉晋时

期李冰神话与传说中，可以见到很多表现李冰有德

有智有谋有力且与神相通的内容。

魏晋以来，李冰在民间作为镇水神被供奉，石

犀、石牛之类成为表述这则神话的图腾。成都西南

滨河的石犀寺始建于晋，到了唐代被大规模重建。

仪凤二年（$(( 年）令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和度僧

人，成都石犀寺是其中之一。大中元年（-)( 年）再

次扩建时，僖宗题寺名更名圣寿寺。

唐、前蜀和后蜀时期，道教在川西大行其道，迅

速壮大的青城山道教势力，借李冰的神话扩大影响，

显扬道教的学说，神化李冰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高

潮。尤其是成都遭受几场大水灾之后，出现了李冰

显灵的神话。这些容易被民众接受和传播的神话使

这个时期李冰进入了寻常百姓中，并有李冰之子李

二郎传说衍生出来。这时期李冰的神话传说都反映

出岷江洪水、都江堰效益的历史场景。

道教起源于东汉末年，从老子清静无为的哲学

中汲取宗教的基本教义，它也是与民间有密切关系

的宗教，崇拜地方神祗及驱鬼通灵之术。公元 &-)
年，首领张角和张道陵组织黄巾军起义，后转为规模

浩大的集体宗教运动。起义失败后，张角被镇压，其

后人张道陵创立的道教教派占据青城山生存下来。

晚唐时，道教将李冰与道教联系起来。这可能与都

江堰岁修动辄集合上万人，有利于教义传播有关。

杜光庭是神化李冰的重要人物。杜光庭（-%" #
!.. 年）长安人，为避乱随僖宗入蜀，事前蜀（!"" #
!*% 年）王建，后杜光庭隐居青城山职掌道政。他涉

足都江堰堰务中，既密切与官方的关系，也扩大了道

教的影响。天佑七年大水事，杜因导江县令黄王景之

奏，而以李冰祠显灵的事向前蜀王王建致贺［*］。!&"
年夏，岷江上游暴发洪水，山洪顺流而下都江堰全部

冲毁，江心洲北移内江一侧，而使得岷江深泓偏向外

江，干流洪水南下新津、眉山、嘉定（治今乐山），隐居

青城山的前蜀人杜光庭借这场洪水中都江堰渠首江

心洲明显的改变，极力渲染了李冰祠前显灵的神话。

晚唐和前蜀时青城山道教盛行于民间市坊，成

都平原由此而供奉李冰的江神祠庙大量增加。唐代

以前李冰是在蜀郡被祭祀的治水诸神之一，唐及五

代官方和道教神化李冰的进程中，祭祀李冰的主要

场所崇德庙建筑规模迅速扩大，祭祀李冰的祠庙数

量也大量增加。唐代李冰祠有 . 处：导江县灌口镇、

汉州什邡和成都。到了宋代，“每临江浒，皆立祠宇

焉”［.］。它的直接影响是宋代以后祭祀李冰的活动

成为都江堰灌区各级渠道组织岁修和灌溉的重要仪

式。通过兴建祠庙建立起了社会最基层的管理组

织。不要小看了那些分布在灌区各级渠堰的小祠，

它们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场所：老百姓祈祷风调雨

顺，家事平安的从事宗教或迷信活动之处，乡村公共

·"&·



事务议事的场所。

!" 从李冰祠到伏龙观

东汉《风俗通》中所记载的李冰与江神相斗，“径

至神祠，对神酒”，这座神祠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位

于都江堰渠首的李冰祠。

李冰祠建在宝瓶口离堆上，因李冰与孽龙相斗

的神话而选择了这个位置，它与岷江左岸的玉女祠

遥遥相望，体现了汉代神人合一的民间信仰。前蜀

人创造李冰显灵的神话，推动了李冰祠演化成道教

的宗教场所。北宋时，李冰祠改称李冰庙，南宋时道

教将这里作了道观，因李冰显灵的神话，称“伏龙

祠”。宋代离堆伏龙祠还是供奉李冰的场所。因李

冰被封英惠王，祠中供有英惠王的画像。陆游做《离

堆伏龙祠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诗，称目睹孙氏所绘

的李冰画像，深感后世少有这样的人，他说当今多是

要官而不负责的空耗赋禄的官吏，仁人志士应当在

李冰的像前为之所恸［#］。

!［清］王来通 $重建显英、通佑、祈嗣三殿钟铭（碑刻）［%］$钟存二王庙丁公祠 $

明清时祠变成了“伏龙观”，民间称之“大王庙”，

以与二王庙区别。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祈雨的场所。

以李冰离堆下锁住了孽龙，而使成都水少，因此伏龙

观还是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祈雨的道观之一。同治五

年（&’(( 年）四月，成都平原久旱无雨，城内求雨无

应。建昌观察使黄云鹄“单骑驰请，斋宿观中累日，

临崖盼雨”［)］，清嘉庆四年（&*++ 年）“堰水缩，逮三

月杪，尚不及四画。乡民悬末蹙额，奔集会垣，环舆

相告曰：‘十日水不至，田且石矣’”［,］。为了安抚民

情，水利同知、灌县县令，俱到伏龙观“匍匐往祷，为

民请命。祷之明日，水汩汩至矣。未及一旬，江流涌

集，水则已至十画有余，一时沟浍皆盈，合郡蜀民，无

不额手称庆”［)］。都江堰灌区下游郫县、成都、华阳、

金堂等县的用水在赋税之外还要交纳水粮，灌溉栽

秧时没有来水，往往群情激奋。祈雨或祀神的宗教

仪式有利于缓解情绪和稳定民心。从伏龙观上俯瞰

都江堰，飞沙堰、人字堤、离堆和宝瓶口历历在目，伏

龙观自然融入都江堰工程中，被人们视为水利工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伏龙观的主要建筑除玉皇殿外，有老

王殿，供奉李冰，建筑群中两处喜雨楼，为祈雨场所，

是民间进行水与灌溉的祭祀活动的宗教场所。

#" 崇德庙到二王庙

都江堰内江左岸依山而建的二王庙，今天也是

非常精美的道教建筑群。南北朝时其地玉女祠外，

主要建筑就是望帝祠，祭祀杜宇。南齐建武时望帝

祠迁郫县，更名望丛祠，祭祀杜宇和望帝。望帝祠迁

走后，在旧址塑李冰像更名崇德庙，二王庙的得名是

在清雍正以后。

崇德庙———二王庙的演变进程，其实是唐宋以

来道教借助李冰在民间的影响和都江堰的地位，争

取信徒扩充地盘的历史。历史上各时期的都江堰管

理者，也都依靠宗教来联络灌区用水户，共同维护水

利工程的运用。政治与宗教两者相互妥协和利用的

共同需要造就出水的宗教标志性建筑———二王庙。

二王庙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型式在中国建筑史上有重

要地位。依山而建的二王庙主殿供奉李二郎，李冰

供奉在老王殿中。但是，有关都江堰治水的碑刻和

楹联是二王庙引人注目的地方。

北宋时定国家祠庙祭祀规格，以及诸王及神封

号的礼制，规定：初封公，次封侯，再封王；首次封号

头衔为两字，再次受封为四字。神仙封号，初封真

人，次封真君。灌口二郎神在北宋被列为李冰之子

而封为永康军崇德庙神，然后封号：招惠灵显王。北

宋末宣和时（&&&+ - &&!, 年），崇德庙以二郎为秦蜀

守李冰之子为由，给二郎以“真人”的神仙封号。有

了真人封号的二郎终于正式在崇德庙中与李冰共享

祭祀之典，并在道教的推波助澜中，二郎神很快被民

间接受。

给二郎加神仙的封号———“真人”，使得崇德庙

的道教色彩日渐浓重，祭祀二郎的规格不断上升，以

致明清之际崇德庙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二郎庙”更

加声名远扬。但是，不可撼动的李冰和都江堰的地

位，使得宗教的力量从来不能抵挡对李冰的道德偶

像普遍认同。二郎取代李冰。二王庙的得名是在清

代，乾隆时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二郎为“承

绩广惠显英王”，因此而更名为“二王庙”。今天所见

到的二王庙保留了明代嘉靖十二年（&,## 年），大修

后的规模，在建筑风格上综合了川西和羌族民居的

风格。明末二王庙主要建筑遭到破坏，清乾隆时重

建，并陆续购置山林田产!。

道教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为其教义，都江堰的规划上体现出这一哲学理

念，这是道教选择都江堰建立自己的道观和祠庙的

重要原因。而二王庙存在也使都江堰周边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景观环境世代得到有效地保护。

三、区域水神衍生及其水神崇拜

唐宋期间借助于道教的推动，李冰及二郎的偶

像在都江堰灌区逐步深入民心。而官方则通过参与

崇德庙———二王庙祭祀李冰的宗教活动，来体现国

家对都江堰灌区管理的意志。道教宣扬天人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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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莫过于利用李冰和都江堰。宋代李冰祠逐渐

演化成纯宗教的场所———伏龙观，则以更民俗化的

宗教活动将民众与都江堰联系起来。清代都江堰渠

首杨泗庙、禹王宫神话流传于岷江中下游和长江上

游地区。区域的治水神话与民间信仰相互影响和渗

透，衍生出具有地域色彩浓厚的水的宗教场所———

“川主庙”。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以来成都平原、四川

各地兴建的“川主庙”超过 !"" 多处。这些以李冰和

不同二郎为偶像的庙宇，大多出于管理本地农田水

利工程和公共资源的需要修建的，同时也是具有如

镇水、祈雨和乡村娱乐（社戏）等功能的公共场所。

以川中简阳县的一处川主庙为例：“中以川主（李冰

和二郎）居正位，居民之祈年、报赛、问雨、课晴，都聚

于此”［#］。川主并不能抵挡大自然干旱和洪水的袭

击，但这不是这类宗教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它存在的

正面价值是在一个区域组织起了一个有道德榜样的

团体，具有凝聚力的互助的团体。当然这个团体是松

散的。水的宗教行为也会有负面的行为，比如集团性

的抢占水源或公共资源，为地方豪权势要聚敛财产

等。道德的约束或官方的干预对它具有一定的制衡

作用。

对长江上游岷江流域李冰及二郎的崇拜其实是

我国传统文化中尊崇江河大川和民族之神的礼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进程中区域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的必然产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应该以历史的

眼光来理解和认识水利中的宗教文化现象。其实都江

堰丰富的文化内涵恰好是现代水利中缺失的方面。

$ %江渎庙和大禹庙

古蜀国经历了鱼凫、杜宇（蚕丛）、望帝（开明，鳖

令）三代。鱼凫活动的区域是岷江上游，他被杜宇所

逐，在湔山升仙；杜宇迁郫（今郫县），终因治水无能

而亡国，让禅于望帝。战争征服和与洪水搏斗使蜀

人逐步离开岷江上游的山地而进入成都平原。蜀人

的这段历史成为他们早期宗教崇拜的来源，即江水

（岷江），江水的发源地湔山（亦名汶山），以及祖先杜

宇和望帝。

秦统一中国后，下令各州郡将本地祭祀的名山

大川以及诸神，上奏朝廷，以规定祭祀级别和礼仪。

汉确立 $& 处名山大川为国家祭祀。中原之外蜀郡

有两处：渎山祠，祭汶山；江水祠，祀江水［’］$(’!。在

渎山祠和江水祠中，主要祭祀的人物是大禹。《华阳

国志》记李冰立有祭祀水神场所三处，祭用三牲，祀

沉硅璧，汉代朝廷多次遣使者专门前往祠庙祭祀。

后来人们认为这是祭祀汶山、大江和大禹最早的 (
处祠庙。

秦汉蜀守中有两位作为水神来祭祀的一位是李

冰，另一位是文翁。《水经·江水注》：“蜀有回复水，

江神尝溺杀人，文翁为守，祠之。劝酒不进，拔剑杀

之，遂不为害。”文翁的神话中有李冰神话类似的内

容，被认为是传说和附会。文翁汉景帝末任蜀守，他

崇教化，兴学校。后来成都的文翁祠，将文翁列入教

育的先祖来祭祀的。

成都流江（今南河）有江渎祠，始建于隋开皇二

年（)&! 年），渎山和江水合为一祠。唐玄宗幸蜀时

更名“广源”。唐宋成都，“通西蜀之宝货，转南土之

泉谷。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

里”［’］$(’!，因漕运的繁荣，江渎祠几次扩建。明代，

成都东城府河边有禹庙，主殿立大禹像，蚕丛和李冰

分立东西庑。禹庙可能是江渎祠旧址上重建的。!"
世纪初，禹庙因年久失修而毁圮。

山川江河之神是中国民间与官方共同的崇拜，

它的祭祀历来受国家礼制的约束。因此，对成都平

原水的崇拜和江河一样也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在江

渎祠庙中，供奉的是岷山大江之神大禹，古蜀王和蜀

郡守只能是它的配神；在都江堰和成都平原，将李冰

作为江神祭祀的时候，二郎神只能相随其右。这在

古代的礼制中，是不能凭借宗教的力量超越的。

!* 灌口二郎神及其他诸神

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话来源于灌口二郎神。灌口

二郎神是混杂了青城山道教和岷江上游羌氐族神话

色彩的民间神。北宋时将这个神拉来作为李冰的

“儿子”，演绎出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话故事，并与李冰

同时享受人间香火的祭祀，明代因《封神榜》和《西游

记》小说的流传，甚至声名超过了李冰。因地域不同

人们供奉不同的二郎神，但是，作为水神的崇拜偶像

或许每一个二郎神的“出生地”不同，但却有与洪水

搏斗的共同的“身世”。

（$）二郎诞生

五代后蜀时已经有灌口神的戏剧流传民间。二

郎神是民间信仰的神和小说中的神话人物，民俗学

家认为他源于生活在岷江上游羌族的入神信仰。隋

唐羌族活动的中心在今岷江上游甘肃武都一带，至

元明清活动于四川、甘肃、陕西三省边界今松潘平武

一带，今都江堰市西北灌口是羌汉两个民族交界的

区域［&］’!!&。晚唐五代以后二郎神的神话随着戏剧、

小说流行于四川乃至全国。唐代，彭州灌口镇是灌

口二郎神神话的发祥地。唐代祭祀诸神的曲名有

("" 多首，其中与岷江诸神有关的神有河渎神、二郎

神、大朗神、羊头神等［&］’!!&。

晚唐人杜光庭，随僖宗人蜀，后事前蜀王建，晚

年解官，隐居青城山道观，从事道教典籍的整编，道

教由此而成为前蜀后蜀的国教。杜光庭还是最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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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口诸神与治水结合而载入典籍，被记载的诸神大

多有灌口辅佐李冰治水的事迹。杜光庭记述一位叫

杨摩的神，“杨摩有神术，亦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与

龙为誓者。摩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杨

摩来源于《华阳国志·蜀志》中的羊摩江，“（李冰）乃

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大皂江既岷江别

名，相当于今都江堰外江的沙黑河港区。岷江外江

一侧历代都有民间修建的灌溉工程，羊摩江应是岷

江右岸的引水渠，清代有沙沟河和黑石河两条干渠，

今合而为一即沙黑河干渠。

!（清）丁宝桢，请加封杨泗将军奏，故宫档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存。

后蜀广政十五年（公元 #$% 年）大水。成都遭受

洪水袭击，全城被淹，后蜀宫殿被洪水冲毁。北宋人

张唐英记载了这场大水灾，并说这是由于后蜀宫廷

宴会上教坊演灌口二龙与洪水相斗的戏，冒犯神灵

结果遭致岷江大水。

五代时道教不断演绎江神与洪水的神话，在逐

渐被官方和民间普遍接受的过程中，新的神话和人

物出现了，这就是灌口二郎神。北宋末年，徽宗帝崇

尚道教，李冰和二郎神逐渐成为普遍的民间崇拜，并

从四川流传全国。北宋末年，甚至在京城汴梁也有

二郎神的祠庙，竟祭祀远在西南的永康军导江县的

广济王李冰。宋代，因将李二郎附会成李冰之子，而

演义出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话，二郎神遂与李冰一起

成为国家法定祭祀的诸神之一。青城山的道教也由

此而成功地在灌口———都江堰渠首的所在地开辟了

自己的道观。

（&）灌口诸神及其治水神话

五代北宋间蜀州（今都江堰市青城山和崇州市）

道教的二郎神成为民间普遍的信仰。赵昱的神话最

早见于唐柳宗元《龙城录》，后出现在宋元笔记小说

中。传说赵昱是隋末青城山道士，隋炀帝时为嘉州

（治今四川乐山）太守。州境内冷源二河，有犍为老

蛟出没，每有汛涨，洪水淹没百姓无数。赵昱设舟七

百艘，兵士千余人，民万余人，夹江鼓噪，声振天地。

昱持入波涛中，斩蚊首而出。随赵昱入水相助者七

人，即为七圣。隋末天下大乱，赵昱弃官隐去，不知

所终。后嘉州江水涨溢，蜀人见赵昱雾中乘白马，引

数人持鹰犬弹弓，掠波面而过。遂在灌口立庙奉祀，

唐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立庙灌江口［!!］。宋真宗咸

平六年（!""% 年），张咏知益州时，平定刘旰，王均之

乱，相传赵昱屡屡相助。真宗敕封为清源妙道真君。

以治水之功被尊为灌口二郎，可能是二郎神的最早

版本。清代，称赵昱率兵入贵州遵义，帮助清廷消灭

吴三桂；乾隆时，天下无雨，人们建坛祷告赵昱并焚

牒，遂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等，自隋唐而明清赵

昱二郎神的地位日渐显著。明代小说《西游记》和

《封神榜》中塑造出的灌口二郎神，明清时被搬上戏

剧舞台，这个二郎神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小说中

的灌口二郎神与治水不相干，更多保留了岷江上游

羌氏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清代，成都平原的水神崇拜中增加了新的水神

———“杨泗将军”。杨泗传说是河南温县人，行四，生

于永乐元年六月六日，性好治水，殁而为神，而为“江

之上下，河之南北，及川陕间，多供之”。!同治六年

（公元 !’() 年）应漕运总督之请敕封杨泗将军为灵

佑王，光绪元年（公元 !’)$ 年）封为利济。供奉杨泗

的庙宇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运河沿岸。杨

泗将军的神话有很多版本，其中流传在长江上游和

中游地区的神话反映出长江流域水的宗教多源与合

流的痕迹。这个神话主要表现的是杨泗与无义龙搏

斗的故事。他一岁丧父，二岁丧母，三岁得道，七岁

时落水而殁，顺江而上在叫紫云台的地方与“将中国

搅成中洋大海”的无义龙决斗而为镇江的水神。长

江上游的岷江、嘉陵江，以及干流的重庆宜昌（峡江）

段，中游的湘江、赣江，都有供奉杨泗的庙，称紫云

宫。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也有紫云宫和杨泗庙。

光绪三年（!’$% 年）岷江大水，冲毁都江堰多处堰

工。次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其奏折中称他在洪水

泛滥之时，率领官民竭诚叩祷杨泗将军，使“洪水立

趋下游，化险为夷”，!因此丁宝桢于奏报礼部请批

准在二王庙瓜熟蒂落内祀李冰及其子二郎并杨泗将

军。由是光绪五年（!’)# 年）杨泗将军获得清廷批

准而进入二王庙成为李冰的配神，并在二王庙附近

建杨泗庙。

%* 川主庙

唐宋以来，随着岷江中下游水利的发展，水的宗

教也随着水利工程管理的需要而扩展。先是，不同

地区以水利工程的创始人为本堰的水神，后来随着

都江堰李冰的影响，将李冰及二郎也请进了自己的

堰祠，李冰及二郎神的水神崇拜由此而成为更广泛

区域的民间信仰。明清时更多祭祀李冰父子的祠庙

出现在四川各县，并随着四川移民向云贵边远山区

迁徙而传至西南三省。

岷江中游的新津通济堰，引岷江支流南河水，始

建于晋，唐开元时（)!% + ),! 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

重建，宋代有大规模的发展。南宋时在通济堰渠首

有依山建堰祠。嘉泰元年（!&"! 年）宁宗帝赐庙名

“灵嘉”，供奉对通济堰有功的章仇兼琼、张琳（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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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州刺史）、李 （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以及南宋绍

兴十五年（!!"# 年）主持大修的句龙庭实。明代，灵

嘉庙改为二王庙，以主供李冰和二郎，其余作为配

神。这处二王庙庙内保留了宋以来通济堰的堰规、

各渠道的分永口尺寸等碑刻。通济堰二王庙是处理

涉及三县水利的公共场所［!$］。

明代，一乡一村或多个乡村自筹经费建设的水

利工程遍及四川盆地的丘陵和山区。在这些小型水

利工程的管理中，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影响渗透其中，

使李冰和二郎的崇拜更加世俗化。一种新的民间水

神祭祀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场所———川主庙在四川西

部出现，并迅速分布四川各地。

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后，多数川主

庙被破坏。清乾隆嘉庆间逐步修复，其后更多的大

大小小的川主庙随着乡村水利工程的恢复和兴建而

涌现出来。据地方志不完全的记载川主庙在四川有

$%% 多处［!&］。这个数量可能大大地偏小，都江堰灌

区内灌县（今都江堰市）有 ’ 处，崇宁 $ 处，双流 $
处。在都江堰灌区以外的丘陵和山区几乎所有有乡

村水利工程的地方都有川主庙或类似的祠庙，如岷

江下游的犍为县就有 "% 多处。这些水神庙是兼有

宗教和管理的公共场所，大多有自己的田产，依靠租

金维持相关活动的开展。工程与水神祠相依相存共

同维护着灌溉系统的延续。

水利工程管理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只有权威性

和相对公平的管理才能维系它的正常运用。明清各

地兴建起来的川主庙反映出对乡村公共资源管理组

织和管理伦理的需要，这些也是李冰父子普遍的民

间崇拜的基础。成为古代水利特有的文化现象。

"( 与岁修有关的水神祭祀

前蜀时，道教很多宗教活动渗入灌区各级堤堰

的工程岁修中。当时青城县一位叫程得柔的用水

户，所承担的“堰分”，昼夜施工却屡修屡坍，请青城

山的道士设坛打醮，祈告神仙护佑。杜光庭为之撰

写了《醮水府修堰词》，“伏惟大道开恩，明神流鉴，愍

其农亩，念彼生灵。迥不测之神功，借无私之圣力，

特垂济护，俾获安全，使黍稷永丰”［!"］)**$。道教的宗

教仪式是一种很民俗化的活动，进入都江堰灌区的

岁修仪式中，通常寄托了人们的企求，也是人们遭遇

水灾或工程失败时精神上的安慰。

元至元元年（!&&# 年）和明嘉靖二十九年（!##%
年）两次都江鱼嘴以砌石工程取代竹笼工程。为了

使工程成功，动工前都有隆重的祈祷仪式，并不惜耗

用巨资铸铁龟和铁牛镇水。元代佥四川廉访司事吉

当普在开工前，先是征求各方对都江鱼嘴易笼为石

的意见，然后率随众人赴神祠举行宗教仪式：

乃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率乡遂之

党，各陈其便宜，皆曰：便。复祷祠宇神约：“昔凿离

堆以富川蜀，建万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

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

之终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弗予相，请与神从事。

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

明代提督水利按察司佥事施佥祥的大修工程同

样声 势 浩 大，开 工 前“誓 告 于 江 渎 之 神，李 公 之

祠。”［!’］!%据称完工前，大雨不休。而铸铁牛之日，

“天忽开霁，牛成而忽雨。时观者如堵，欢声如雷，咸

谓神之祜之相之也”［!’］!%。

在宋代的道教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道教的宗

教活动普遍用在岁修中，岁修时供役的用水户备祷

醮之礼，请道士撰写词，施工之先祷告神灵，希望新

堤功成，河滩不被淘刷”［!*］。人们企图通过某种仪

式而使人神相通，以祈求工程成功。二王庙毗邻都

江堰渠首，有资历且文化程度较高的道士经常参与

到官方主持的岁修、灌溉仪式中。这些“知识分子”

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都江堰的工程技术。前蜀人杜

光庭的醮词中就针对频繁出险的堤堰，“指出若为侵

轶（通“溢”）之灾，必有泥沙之变”［!"］)**$，即堤堰屡筑

屡溃的主要原因是河道冲淤导致了河势改变所致。

“深淘滩、低作堰”和治水“三字经”等也都是二王庙

的道士们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并将它

们刻在石壁或碑上，告诫和警示后人。乾隆时，二王

庙的主持道士王来通编纂《灌江备考》，系统地总结

了都江堰传统工程技术，其中对竹笼工的工料标准、

施工工序的记载是都江堰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

#( 李冰封王与开水节

李冰作为神被载入国家祀典，享有官祭地位始

于宋代。《宋史·礼》：“诸祠庙，自开宝、皇繤以来，凡

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

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北宋开宝七年

（)*" 年）封李冰为“广济王”，徽宗时被封“灵应公”，

按宋代的礼制应是初封公，次封侯，后封王，后来加

以更改，取高爵位。这个搅乱了次序的封号不久就

被北宋政府取消［!+］$#’$。南宋淳熙元年（!!*" 年），

道教将祭祀李冰父子的宗教仪式放在都江堰岁修后

的开堰时，由此演变成了官方的主持下每年一度的

祭祀李冰父子的道教活动。世代沿袭成为都江堰具

有宗教色彩的民俗节日。

李冰封王而有祭祀，官方组织的祭祀典礼成为

都江堰岁修封堰和开堰不可缺少的仪式。祭祀的场

所就是崇德庙。北宋时崇德庙的祭祀规格与“五岳”

同，设置监庙官，代表朝廷干预庙务。其后政府一直

具有对崇德庙的行政约束力。南宋时每年祭祀杀羊

·"!·



! 万多只。以致崇德庙前杀羊的屠户上百家，卖羊宰

羊要交纳羊税，永康军由此而获得大宗的羊税收入。

元至顺元年（"##$ 年），“加封亲蜀郡太守李冰

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封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

仁繤王”［"%］。元代祭祀的费用包含在岁修经费中，

从民间征集的水费（民庸）中列支。明代，供奉李冰

及二郎的寺庙遍及川西，甚至与四川接壤的贵州、云

南，成为西南地区民间最普及的水神崇拜。明末清

初，因为战乱都江堰失修 &$ 多年。都江堰灌区农业

恢复的重要标志是康熙四十八年（"’$% 年）祭祀李

冰的活动重新开始。雍正五年（"’(’ 年），封李冰为

敷泽兴济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并令地

方官春秋致祭。春秋两祭，演变成了与都江堰岁修

有关的两个特定的日子，一在春天岁修完成后，砍杩

杈放水，即所谓“开水节”；一在秋天下杩权封堰停水

之日。清代都江堰开堰有两个主要程序：官祭，来自

成都的官员在二王庙祭祀李冰及二郎；开堰，砍去岁

修拦水的杩杈，内江恢复通水。开水节一般选在清

明期间，正好是成都平原栽秧农忙前。来自成都的

官员在开水节前一天启程，途中经过郫县到望丛祠，

祭拜过蜀国治水的二位先帝望帝和丛帝，当天赶到

灌县。开水节由主祭官率领大小官吏到二王庙，由

道长主持祭祀。一般程序是献祭品，行跪叩礼，诵读

祝词。官祭之后，主祭官到江边岁修现场，主持开

水。祭祀李冰成为岁修完工和通水开始的仪式，也

是古代政府对水事活动参与的一种形式。

古代都江堰因岁修衍生出以祭祀李冰为主要内

容的开堰仪式，最终演化成当地民众百姓共同的节

日，寄托了成都平原灌区各县民众企望河渠安流，耕

作有成的心愿。这一以灌溉为主题的宗教活动，因

融入丰富的民俗内容而生动。年复一年的开水节，

也培育起灌区百姓对都江堰认同和休戚与共的情

感，如同一道无形的精神纽带将灌区的用水户联系

起来，也在灌区的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架起了可以

相互沟通的桥梁。

四、结 语

都江堰是世界唯一有 ($$$ 多年历史而至今尚

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

都江堰得以延续，实际是管理的延续。古代都江堰

在国家专业管理机构和灌区管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

纽带是宗教色彩的水神崇拜。青城山道教文化与政

治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二郎神和川主祭祀独特的

文化现象。

唐宋以来，都江堰水神祭祀成为官方主持的一

种礼祀行为，祭祀活动和用于祭祀的祠庙建筑，极大

地加重了用水户的负担。但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

化现象也有正面功用，通过水神崇拜与岁修和灌溉

仪式的融合，使千家万户的用水户和管理者之间，使

灌溉和岁修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之间形成了不同阶层

的沟通，为灌溉工程的延续和有效的管理注入了活

力。水神崇拜是历史时期都江堰管理特有的文化形

态，国家行政管理通过基层乡村社会组织来发挥作

用，需要水神崇拜的桥梁，这是都江堰水神崇拜的社

会学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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