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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黄岩王维庙考辨

李亮伟

提要：王维庙在浙江黄岩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鲜为学界所知。考辨王维庙出现的情况，并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乃知

有始出迷信、继入传统“神道设教”轨范和地方政府“因势利导”以“辅治成化”之因，以及还有王维本人的“济人”之心、“重

情”、文学才华得到人们推重等因素。王维庙对此邦兴文起到过积极作用。王维是否到过浙江，学界本存异议。浙江黄岩有王维

庙，与王维生平行踪无关。

关键词：王维庙 辅治成化 济人 重情 文学才华 行踪

作者李亮伟，男，1957 年生，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宁波 315211）

一

在学界，王维研究者大都知道陕西蓝田县辆川曾有右垂祠，却几乎无人知道民国以前浙江黄岩县（今为台州市黄岩区）城

中长期有王维庙。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寓黄岩》诗云：

临海饶风物，旅情亦渐移。朱案山客晌，方石野僧遗。村酒成红曲，山肴脯柿狸。明朝直令节，社鼓赛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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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下有注云：“县有王维庙。”

黄岩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唐高宗上元二年以前，属临海县地。上元二年，析临海县南置永宁县，属台州。武后天授元年改

永宁县为黄岩县。

黄岩县为何有王维庙？庙立于何时？兴废情况怎样？

王维庙又叫福佑（亦作佑）庙。明万历间黄岩县令袁应棋修、牟汝忠等纂《黄岩县志》，其卷七之“福佑庙”条云：

在县治西北，神号王总帅，即唐尚书右垂王维也。元和三年，婆源令陈英夫奉神香火道经永宁县，值江溢舟覆，赖神拯抹

得全，英夫遂籍于兹，塑神像立庙祀之。元至正间，本州王仲祥以枢密院都事运粮赴京，海道遇庵风，危甚，仲祥号于神，获

济。具奏，踢额放封护国忠烈显应侯。皇明嘉靖壬子，庙延毁于价，忽一人如狂，赴烈焰中负神像出，士民异之，遂于旧址建

庙，及翎赞玄功。唐世忠英二门，凡灾疫水旱，有祷辄应。时降笔赋诗，多丽句，阅郡士大夫咸有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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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棋任县令期间还有一篇为重建的福佑庙作的《记》，全文收在清人郑锡海等修、王菜等纂的光绪《黄岩县志》卷九《建

置·丛祠》“福佑庙”条下：

黄岩县治西，故有福精庙，祀唐右垂尚书王侯。侯讳维，号摩话，长安蓝田人也，登开元进士第。其得祀于兹者，唐元和

间，婆源令陈英夫携侯香火，道永宁江，舟几覆，赖侯拯得全，遂寄籍奉侯。侯灵显，凡灾浸水旱，有求必应，士民建庙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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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州人王仲样任枢密院都事，海运遇风，号侯获济。具奏，赐额放封护国忠烈昭济显应侯。我明开国来，侯显异验者垂

二百祀。嘉靖壬子，庙毁于侨，忽有狂人赴烈焰中负神像出，得不毁。人咸异焉。于是乡先达龟压蔡公、樊阳吴公、台豁郑公、

誉老李侯王榜等，仍旧址谋新侯庙。不逾岁，庙成，殿寝啥如，门庞列如，丹刻翠飞，规制巍如。余承乏兹土，询父老，搜旧

闻，因得侯之建庙始终如此云。既而祠下乡贡士符良永等请余记，余乃嗯然日：“古称有功德于民，能御灾捍患者，则祀之。侯

以文学取高第，号盛唐名家，生前大节勿磨，而死后英魂所离，复效灵兹邑，亡论黄人德侯，即余亦藉侯之灵用辅政，刑之未

逮，故从其请而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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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两段文字，黄岩县庙祀王维，始于唐代元和年间，距王维去世才四十多年。姿源为唐开元二十四年设县，今属江

西省，距浙江黄岩县甚远。永宁江在黄岩县境内，元和间婆源令陈英夫奉王维香火途经永宁江，舟覆得救，于是在黄岩将王维

香火寄籍庙祀。王维在后世便一直为黄岩人供祀。

明代，福佑庙曾遭毁，后重建；清代又曾遭毁，复重建。光绪《黄岩县志》卷九载，福佑庙“又名西园庙，在县治西北，

祀唐王维……”（省略文字与万历《黄岩县志》略同）,“咸丰辛酉寇毁，同治中重建后殿，光绪元年建正殿五楹”。从光绪《黄

岩县志》卷首《舆图·新定县城坊巷图》看，福枯庙在县治西北数百米远的地方。笔者采访了解到，庙最终毁于民国时期，庙

址在今黄岩区政府大会堂西边。又，邑人尤伯翔、管昌侯老人的回忆文章《六十年前的“黄岩街”》一文中，也谈到西园庙“奉

唐代大诗人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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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唐代元和年间算起，到民国时期，黄岩县王维庙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

二

袁应棋的《福佑庙记》，文中称“询父老，搜旧闻”,则是经过了一番调查、综合后写成；他所主修的万历《黄岩县志》所

记，大致就是《福佑庙记》的说法。其中有的材料来源不排除采自旧志的可能。惜涉及黄岩的某些旧志如南宋孙洗所撰《临海

记》已久佚，而现存万历前的旧志如南宋嘉定《赤城志》等，于王维庙无载。

在未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定袁应棋《福枯庙记》及万历《黄岩县志》所记唐元和间陈英夫在黄岩县立庙祀王维事之前，我

们承认有其事；明代至民国，黄岩县有王维庙，是确信无疑的。除了福佑庙祀王维之外，黄岩县城中的邑祖庙和灵顺庙也兼祀

王维。据光绪《黄岩县志》卷九“邑祖庙”条，引戚学标（1742-1825）《邑祖庙记》：“……岁久庙纪，嘉庆元年，黄人谋重建，

兼祀阮嗣宗、王摩洁诸贤。”又“邑祖庙”条和“灵顺庙”条，皆引姜丹书（？-1861）《城中十庙考》，记二寺兼祀王维。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黄岩人祀王维的原因。

第一，黄岩人把王维当作神来供祀，从上述记载看，有始出迷信、继人传统的“神道设教”轨范和地方政府“因势利导”

以“辅治成化”的因素。《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钱。”
5
黄岩处江南越地，江南之俗“信鬼神，好淫祀”

6
；光绪《黄岩县

志》卷九《建置·丛祠》云：“传曰：昊人鬼而越人钱。黄故越境，信鬼神好淫祀，故其俗然哉。然神道设教，圣人之训，因势

利导，假祥殃祸福之理，以劝为善，未始非辅治成化之一端矣。”迷信可以用来“辅治成化”，这是鬼神不绝的原因之一。据方

志所载黄岩县之丛祠，祀神甚多。如邑祖庙，到清代便祀周太伯、汉大司马霍光、唐温琼、宣宁王李成器、王维并一阮姓神（按

戚学标说为阮籍）。福佑庙祀王维，明代袁应棋《福佑庙记》亦云“藉侯之灵用辅政”。清代福枯庙祀王维，亦并奉周太伯、李

成器。

但是，祀某神，尤其是历史人物，并不是随便捡一个来就供奉，总有它的起因。

沿海之民，最怕翻船事故，所以能保佑人们水上平安的神，特受香火供奉。王维之神最早在黄岩立足，便是因陈英夫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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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江中舟覆得救，把奉有王维香火和获救看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黄岩人也从中“敏感”地“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神。

陈英夫寄籍立庙祀王维，也符合当地人们的愿望。王维由此而成为人们水行的保护神。元代台州籍人王仲祥“海运遇风”，危急

时刻大呼王维之神而获济。王仲祥可是朝廷官员，他为国家从海上运输物资。其事具奏朝廷，朝廷赐额救封王维为护国忠烈昭

济显应侯。王维的“英魂”能够“济”人，逐渐敷衍为“侯灵显，凡灾浸水旱，有求必应”;明代，“侯显异验者垂二百撰”。王

维庙大概即因此而名为“福佑庙”。这些，与王维生前的慈悲、善良，亦不无关系。“济人然后拂衣去”
7
，“君子以布仁施义、活

国济人为适意”
8
，是王维生前曾有过的愿望。“济”人要有极大的本领，所以王维由“文”官变为了“武”帅。有关王维之神的

灵异，自然属于迷信的渲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愿望。

第二、王维长期受供奉，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应当有他生前的“重情”在强烈地感染着人们之原因。陈英夫为何奉王维香

火远行？这是一个谜（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笔者试作一解。陈英夫，无考。从袁应棋《福佑庙记》中，看不出陈英

夫是前往婆源县，还是由姿源县而来。根据永宁河的流向，似应是从姿源而来，顺流较为合理。黄岩濒海，黄岩及其周围的州

县，在唐代是较为偏远、风俗朴野的地方，万历《黄岩县志》卷一《风俗》引《赤城新志》云：“唐时犹为贬滴之所。”的确，

安史之乱中与王维同时陷贼受伪职的郑虔（郑州荣阳人），乱平后受到处分，便是贬为台州司户参军的。后死于此方，墓在临海

县东三十里的金鸡山。

迁滴或远行之人，最是孤独．王维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等表达亲情、友情的

相思、送别诗为人们传诵，最为温暖人心，是否因此使得陈英夫远行而特奉王维的香火？除此之外，目前还找不到其它的材料

说明他这一行为的原因。

黄岩县有重视重阳之俗的传统，万历《黄岩县志》卷一《风俗》和光绪《黄岩县志》卷三十二《风土志·岁时》皆记黄岩

人此日“登高饮茱英酒”。虽然黄岩人饮茱英酒、重视重阳节不一定与王维有关，但是，如果一年之中有一个“令节”—“赛王

维”的话，那么，无疑是重阳节最相宜；如果重阳节“赛王维”，那么当与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有关。

由黄宗羲《寓黄岩》诗，知黄岩人在“令节”要“赛王维”，即祭祀、酬王维之神。“令节”即佳节，凡时令佳节皆可称令

节。唐以来，中和节、上巳节、重阳节为著名的“三令节”。如唐诗中称多种节日都用到“令节”一词；而最多的是用以称重阳

节。

黄宗羲诗中的这个“令节”应是指重阳节。黄宗羲客寓黄岩，有“旅情”之苦。但是他说幸赖这个地方多“风物”，可以转

移人的“旅情”，暂得一些安慰。于是他写到这里的物产和风俗。其中的“朱架”、“柿”都是秋熟之物，所以可认为“明朝直令

节”的“令节”，是秋天里的节日。秋天与王维联系得上的节日，即数重阳节．王维重阳节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黄宗羲正“旅情”况味，重阳节更不免增思亲之苦。“明朝直令节，社鼓赛王维”，他的意思是说，恰好明日黄岩的风

俗是“赛王维”，敲锣打鼓，必有一番热热闹闹的景象，聊可冲淡愁怀，消除一些愁绪吧？其实，他表面宽慰自己，正是表达了

极为浓烈的思亲之情。因为“王维”与这个节日的深层联系，就在于“情”。

以上，由陈英夫远行而奉王维香火、黄岩人重阳节“赛王维”的传统风俗、以及黄宗羲借此言情，不难看出王维又是以“重

情”得到人们推崇的。―王维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第三，王维“以文学取高第”，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誉为“天下文宗”，人们长期供奉他，有崇拜他的才情的

原因；甚至借重他的名誉为文学雅事，起到了兴文的作用。

王维庙落籍黄岩，实一方幸事。此邦之人聪敏，堪受文学教化。《全浙诗话》卷五《三台诗话》云：“郑司户虔初至台，见

风俗朴野，选民间子弟教之。一日与弟子林元籍辈郊行，举一对曰：‘石压笋斜出。’元籍应声云：‘谷阴花后开。’司户大惊异

日：‘何教化之神速如是！’”此邦之人具备这种易于开启的诗心诗情，在有了王维庙之后，他们对于王维的接受，就不会仅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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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王维显灵济人的迷信上。王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内蕴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以后，此邦文风教盛，以至

“其民秀而敏，人人殊异，皆以文艺相应，有邹鲁风”
9
。

袁应棋《福枯庙记》称王维“以文学取高第，号盛唐名家”，其推重之情已溢于言表；“生前大节勿磨”，无疑是就王维在安

史之乱中“陷贼”一事来说的，此评毫无腐儒气，代表着黄岩文人对王维的高度评价。

万历《黄岩县志》卷七称王维之神“时降笔赋诗，多丽句，阖郡士大夫咸有赠章”；光绪《黄岩县志》卷九说“时降乱赋诗，

多丽句云”。这说明黄岩文人在王维庙里有过不少文学活动。光绪《黄岩县志》卷三十九之《遗闻》，记《右垂倡和诗》云：

《旧志》云福佑庙神为尚书右垂王维，邑人称为总帅神，每降笔赋诗多丽句，阖郡士大夫咸有赠章。因访旧遗什，得《赓

歌录》。隆庆戊辰秋，九难王观察作《大水谣》，总帅和之。又与孙高士少梅两次联句赠王九难，九难依次和韵，呈总帅，末附

吴樊阳《和大水谣韵》诗一章，并揭榜于神祠，今犹如故也。（按）右垂句若“掀茅三重犹是可，飘尸四出皆无辜”及“香传桂

陌诗偏好，方是宁山流泽远”等句，俱乏格调，孰非右垂面目，或当时扶乱者急就章耳，不足录也。

近考《三台诗录》，王九难《大水谣》后附录神和以为全首，工稳清劲，非凡手所能鹰。诗云：“风横瀚海鲸波拯，鱿龙声

动乌云沉。茫茫四野烧烟灭，草堂惊我联床吟。呼哇斯民艰剥肤，襄裳北走还西祖。禾麦登场尽湮没，盛事岂宜如此乎？掀茅

三重犹自可，飘尸四出真无辜。谁为飞章奏天阀，诏衔丹凤民重苏。”（按）《三台诗话稿》：“右垂足迹未至台，而黄岩西城祀之，

香火至盛，且冠懊头称总帅，以武职易文阶，尤异之异也。”
10

诗当然不可能是王维写的，我们对诗的优劣也没有必要评说。但黄岩有王维庙，对于此邦兴文，无疑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最后要指出，浙江黄岩曾长期有王维庙存在是事实，但就目前据有的材料，还看不出与王维生平行踪有何联系。―因学术

界关于王维是否到过浙江，是有不同看法的，今本文关于黄岩曾有王维庙的事实一经披露，可能有人会询问或联想到黄岩的王

维庙与王维生平行踪是否有关。过去，如谭优学先生《王维生平事迹再探》中，探王维曾有吴越之行，“似乎他从济州曾转官昊

越，末秩下吏，故有‘穷边询微禄’之叹”
11
。谭先生推测王维“曾远官浙东某州县下吏”

12
。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认

为王维有“浙江之游”
13
；竺岳兵《刻溪―唐诗之路》一文，关于游刻溪的唐代诗人的统计中亦有王维

14
；又北宋流传有名为王

维的《海风图》（郭祥正有《魏中舍家藏王摩洁海风图》诗）
15
，似乎表明王维到过海边。然而王维集中现存所谓明确涉足越地

的诗，难于断为属于王维。如赵殿成《王右承集笺注》卷四及《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有《别弟妹二首》，其二云：“小弟更孩

幼，归来不相识。同居虽渐惯，见人犹未觅。宛作越人语，殊甘水乡食。”赵殿成笺注云：“成考右垂本传及他书，未有言其寓

家于越、浪迹水乡者。‘宛作’二语，合之卢象江东之说，乃为得之，读者试辨焉。”
16
陈铁民先生《王维诗真伪考》亦认为应当

作卢象诗
17
。又《王右垂集笺注》卷十五《山行遇雨》诗，有“穷海欲生云”语，但此诗应属孙邀。陈铁民先生已指出“邀在越

时所作也”。
18

更没有材料证明王维曾到过黄岩，上引光绪《黄岩县志》中亦明确有“右垂足迹未至台，而黄岩西城祀之……”语。因此，

就现有材料看，浙江黄岩有王维庙，与王维生平行踪无关。

但是，浙江黄岩出现并长期存在王维庙，其文化现象却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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