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宦途甘苦境，嬉戏到儿童。捷径青钱里，前程片纸
中。交争兼上下，升降倏西东。大抵人间世，炎凉态可
同。”这首清人《升官图》诗，咏的是明清时颇为风靡的
博戏“升官图”。最近，75岁的温岭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员王枰先生用电脑修订整理的“升官图”，让此前从不
知有此博戏的笔者，见识了其中一个版本的“升官图”。

这份“升官图”有 6张A3纸大，套红制作，方形图
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细看，全图由数十个方框
组成，每个方框代表一个机构，如内阁、殿阁大学士、
都察院、按察院、布政司、兵马司、通政司等，方框内为
各个机构的大小官职，图中间有《凡例》称：“本图之
制，悉遵《大清会典》，员备满汉，途别正异。对于大清
代之官制升迁降调，有条不紊，诚为工余遣兴之良助
也。”以掷四颗骰子的不同组合，决定进退，即“凡掷得
双四为德，双六为才，双五为功，双三为良，双二为由，
双幺为脏，聚四为两德，聚六为两才，聚五为两功，聚
三为两良，聚二为两由，聚幺为两脏，掷得四、五、六者
曰穿花，有品级者作军功，无品级者（为大计项下各条
及学政、主政、织造等等）作一才计算。凡掷得四、五、六
者又一四（或六或五），作穿花一德（才、功），先行穿花
后行德（才、功），起手得此者，同鸿博（荫生）出身……”

整理制作这张图期间，王枰先生还抽空写了一篇
文章《大观园·升官图》，回忆接触这两种博戏之缘。王
枰先生 7岁那年，旧体诗人顾雪奇先生租住城关胡家
里，成了他家近邻。那时他常去顾家玩，很快就喜欢上
了顾家的“大观园”游戏（他后来查过资料，全称应为

《红楼大观园掷点图》，玩法类似现在孩子们玩的飞行
棋，玩者根据掷两颗骰子点数多寡按图上的路线前
进，谁先克服困难到达终点谁就是胜利者）。

后来，顾先生又拿出他自己用毛笔蝇头小楷抄写
的“升官图”，用的是与“大观园”相同大小的图纸。“上
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些莫名其妙的名词，整得
我头昏脑胀，不要说根本不懂如何操作，就是掷了骰
子该往何处去也是一头雾水。这种游戏太复杂，我们
都不大熟悉，非得顾先生陪着玩。我就只管掷出手中
的四颗骰子，其他一概由顾先生操作。尽管开始有许
多的不明白，但慢慢也有点熟悉了。很多东西都是日
后才知晓的。”

王枰先生认为，顾本“升官图”是一种比较完整的
明清文官系统图。一张两尺余见方的纸上，写满了明
清时期的文官官名，共分为 56个大项（以衙门系统为
主）、333个小项（以具体职称、职务为主）、1983种去
向，从入仕起到晋升为内阁大学士，直至封爵、完整结
局，整个过程中该升迁该处罚，标得一清二楚。一切都
是通过掷骰子决定的，参与者手执四颗骰子，只有掷
得“对子”，才能赢得出身，才能开始在“官场”上混。

“整个游戏以出身为起点，以‘大贺’为终局，参与者期
间出仕入阁、升降奖罚，趣味无穷。”

王枰先生现在所本的“升官图”手抄图纸，是45年前
向工友杨福础借来抄下来的，并通过顾雪奇和王枰二叔
父的逐步指教和订正，才逐步恢复原貌。从前，他还跟
尚为孩童的儿子、侄子，玩过这份自己抄制的“升官图”。

如今，他从网络上找到过多种版本的“升官图”图
片，其中还有用6颗骰子掷玩的。他发现，早期一些“升
官图”着法类似于“大观园”（飞行棋），许多只有4种去
向，不像顾本有6种去向。“顾本‘升官图’很复杂，应是
后期东西。”王枰先生分析说，这个玩意儿当年应该

“行”过一时，解放后不再流行了。

【相关链接】

“升官图”是何时才有的？有资料引《谈书录》称：
“升官图，今谓之百官铎。相传此图乃明倪鸿宝所造。
其实官名虽从时，而图戏则自唐已有。”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曾有报道称，江苏仪征
市档案馆内珍藏着一幅或许是迄今官职版本最全的
升官游戏图《大清最新文武升官全图》，为我国古代最
早“桌面游戏”，也是研究古代职官文化和休闲娱乐活
动的重要佐证材料。

作家梁实秋《雅舍小品》中也有一篇《升官图》，介
绍了民国时一种“换了新装”的升官图，“秀才、举人、
进士换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尚书换了部长，巡
抚换了督军，而最高当局为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
官名虽然改变，升官的道理与升官的途径则一。”关于

“升官图”，他也发了一通感慨：“升官图也可以说是有
益世道人心，因为它指出了官场升黜的常轨。要升官，
没有旁门左道，必须经由德行、才能、事功三方面的优
良表现，而且一贪赃必定移付惩戒，赏罚分明，毫无宽
假，这就叫作官常。升官图只是谨守官常，此外并无其
他苞苴之类的捷径可寻。假如官场像升官图一样简
单，那就真是太平盛世了。升官之阶，首重在德，而才
功次之，尤有深意。”

温岭老人整理恢复旧时博戏“升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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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年前，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一句“我今送郎桐江
上”，让深藏浙东南的仙居桐江书院火速出圈。

朱熹所处的时代，文教空前兴盛，书院蓬勃发展，岳麓、
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名满天下，而他却频频将孩
子送到今属浙江辖区的书院学习。

浙江的书院，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千里送学？

于何处求学

历史回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时人称“东南学
者表正之师”的方斫，在方氏义塾的基础上，兴建了桐江书院，

“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
书院承袭了湖南岳麓书院的《朱子书院教条》为学规，

以道学为开宗之学，设三尺讲台。朱熹、吴芾、王十朋等知名
大儒与之都有较深的渊源。在方斫的主持下，桐江书院不仅
促进仙居当地人才的培养，又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
理学得到广泛传播。

世事变迁中，桐江书院曾遭兵燹屡次损毁，但方氏一族
一次次举全族之力修缮重建，成就了当地文脉薪火相续，不
绝如缕的美谈。

又过百余年，元兵南下灭宋，毁县学，废科举，文化暗淡。
此时，翁森在家乡双庙创办安洲书院，亲自讲学，先后

“从学者达八百多人”，临海诗人杨同翁，书法家周润祖，诗
人项炯、学者陶德生等名士大儒都曾拜入门下，耕读之风可
谓彬彬称盛。

安洲书院由此成为仙居事实上的最高学府。此时读书，
与功名无关。它更多的功能是使人明理，传承文化。在此民
族存亡之际，翁森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创作《四时读书乐》，
盛赞读书之乐，弦歌不辍，高唱“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
皆文章”“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桐江书院、安洲书院虽处不同时代，却沿着相似的轨迹
演进着。它们和浙江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大书院一起，继往
圣、开来学，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卓越人才的
培养者、造就者。

一县可窥一省，承载地区文脉的书院，正是浙江千余年
来文化教育发展的见证者。

“浙学”书院文化

说起浙江，大家脑海中总会闪过：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
的经济大省。但浙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标签”——书院
大省。

古时浙江书院，源于唐、兴于宋、沿至清末。据《中国书
院史》统计，浙江历史上以龙游九峰书院、金华丽泽书院、杭
州万松书院、杭州求是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共有784所，历时
千载，遍及全省。

在金华，由南宋“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
院，常有著名学者受邀讲学，“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朱熹
长子朱塾带着父亲“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的叮嘱也
来此求学数载。

在绍兴，北宋宝元元年（1038），还未写下“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越州知州范仲淹，创建了稽山书
院。历史上，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儒都曾在此讲过学，
而越州“儒学之盛，称于东南”。

数量众多、群星璀璨的古代书院与朱熹、陆九渊、王阳
明、顾炎武等鸿儒英才相互成就，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嘉学
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浙东朱学等。浙江学派开始走向自
己的发展道路，他们以书院为基地，延绵办学不绝，形成了
极具特色的地域化学术传统，既为一代代浙江学子提供了
答疑解惑、改变命运的机会，又承载着浙江乃至江南的文
脉，更是催生出以“经世致用”著称，蔚为壮观的“浙学”。

然而，有着千年历史的书院，却随着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一纸“书院改学堂”诏令戛然而止。对此，胡适曾惋惜
地说道：“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
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消失了，但书院精神与书院文
化始终都在。

何以重提书院

在古代，书院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时至今
日，书院仍是文化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近年来，伴随着传
统文化复兴和人们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当代书院在全国各
地纷纷创立，并且呈现出不断增长之势，书院教育又重回大
众视野。

正在向着文化强省迈进的浙江，让古老的书院重获新
生，无疑是一条可选择之路。

然而，许多古代书院遗存还存在自然消亡、保护法规不
完善、修复不当等问题，面临着生存考验。

路怎么走？不妨先看看“他山之石”！
与郑州大学合作，新建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逐步形成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培养体系，
嵩阳书院在新时代“活”了起来。

与九江学院合作，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续编白
鹿洞书院志》等书，白鹿洞也突破了历史藩篱，“活在了当下”。

山东尼山圣源书院立足农村，针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实
际状况，从“孝道”这一人们最基本的关注点出发，积极开展

“乡村儒学”教育。
取青于蓝，更要胜于蓝，浙江书院发展理应走出自己的

特色。
书院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应是城市的精神地标。“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院
精神，使得人们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更知道“我将要
到哪里去”。

书院既是教育机构，也是文化机构，还是一个可以产生
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空间。可以在承接学术交流、艺术展
览、人文教化等活动中，重新编织出贯通经济、社会、人文，
交汇现代传统，且极具张力的新文化。

书院有着独具特色的山水景致、文化符号、历史建筑，
应与当下热门的文旅行业交流互动、相谐相生，培育文旅消
费新IP。可以设置专属景区，打造健康向上的网红打卡地；
研发文创产品，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时光流逝，经典永恒。书院必将在新时代下焕发新光，
润泽大地。

斯是书院，犹存古韵芳

宋韵散记
文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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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观音现

像伏妖王》，说的是观音坐骑金毛犼下界为妖，将朱
紫国皇后金圣宫娘娘掳去。有一仙人得知此事，恐娘
娘遭玷辱，赐其五彩霞裳，穿上后，妖王即无法近身。

这位仙人，就是紫阳真人张伯端，书中对他的
外形做了描述，“棕衣苫体放云烟，足踏芒鞋罕见。
手执龙须蝇帚，丝绦腰下围缠”，一幅标准的道士打
扮。他将霞裳收回后，便向悟空道别，飘然而去。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
是在唐贞观年间，而张伯端出生于北宋，时代相差
了三百多年。但没人会揪着吴承恩说：“你怎么把宋
朝人挪到唐朝去了？”小说家就是可以任性。

张伯端（984-1082），字平叔，又名用成（诚），北
宋内丹学的集大成者，被全真道尊为“南宗始祖”。

张伯端是台州人，这毋庸置疑。《嘉定赤城志》
都说了，他是“郡人”。但具体到哪个县，则众说纷
纭。有的说是天台人，因为《悟真篇自序》中，他自称

“天台张伯端平叔”。有的说是临海人，因为玉枢子
王建章的《历代仙史》《张真人本末》和清代康熙年
间的《临海县志》，都说他是“天台璎珞街人”或“璎
珞街人”。而璎珞街在临海“府治东北，有宋真人张
伯端故宅”。

原本张伯端自戴“天台”头衔，说他是天台人应
当没有异议。然而宋元明时期，天台为台州别称，各
县人士往往自称“天台某某某”。如此一来，张伯端
非天台籍亦有可能。

清朝雍正皇帝对张伯端籍贯很好奇，特地派人
来实地调查。调查的人写了一份报告，说临海有紫
阳故居改建的元坛庙、悟真坊、悟真桥等，绵延数百
年，遗迹尚存；天台仅有桐柏宫的一处修炼地点，没有
别的传下来。因此，“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

籍贯争议且按下不表。且说生活在北宋年间的
张伯端，自小好读书，涉猎儒释道三教经典，像刑
法、医学、天文、地理，都有所涉猎，尤其爱好道家学
说，喜游山水，慕长生。他曾以儒生的身份参加科
举，屡试不第，就到台州官府做个小吏。

基层小吏人微言轻，工资不高，好歹能养家糊
口。但因为某件事情受到牵连，张伯端工作丢了，还
被发配到岭南（南方五岭以南地区）充军。

究竟因何牵连？《康熙临海县志》讲了个故事：
张伯端爱吃鱼。有一天吃饭，朋友们捉弄他，把他的
鱼藏到了房梁上。张伯端没吃上鱼，怀疑是婢女偷
吃了，就去责怪她。婢女当然不承认，竟还以死证明
清白。过几天，梁上有许多虫子爬下来，原来是鱼腐
烂生虫了。张伯端这才醒悟，喟然长叹：我生平审阅
公文，却不知积案盈箱的公文里，有多少像“窃鱼”
这样的冤假错案。于是，他将手头公文付之一炬。这
下闯祸了，按照大宋律例，官府将他贬谪戍边。

县志的记载，有些荒诞不经。“鱼案”非临海独
有，如常州等地也有类似故事，只是换了主人公。宋
元以来，张伯端的形象日趋繁复，关于他的故事，也
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县志的编者只不过将传闻搜
集、敷衍罢了。

所有传闻中，因罪发配岭南，是确切无疑的。也
因为这次流放，张伯端正式开启了他的修道之路。
正如道家所云，福祸相依，有时看起来是坏事，却能
变成好事。

宋治平年间（1064-1067），张伯端遇到了桂州
知州、余杭人陆诜。两人都好道学，都是浙江人，有
共同话题，陆诜就把张伯端招为幕僚。陆诜在哪里
做官，张伯端就跟到哪里，途中还不忘寻师问道。

在成都，张伯端遇到一位异人（一说是刘海蟾，
出自白玉蟾弟子彭粕；一说是青城丈人，出自南宋
内丹名家翁葆光），学到了“金液还丹火候之诀”。隔
年，陆诜去世，张伯端回到台州，将修炼内丹的心
得，著成《悟真篇》。

内丹学，是张伯端道教思想的核心。《悟真篇》
的问世，也被看作是内丹理论真正成熟的标志。

道家的炼丹术，素来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外丹，
就是用鼎炉炼仙丹，人吃了以后可以延年益寿，乃
至“长生不老”。内丹，就是把人体当成鼎炉，以“精
气神”为药物，在体内结成金丹。

外丹术在唐代兴盛，许多王公贵族都服用丹
药。古人对丹药的化学成分并不了解，所谓的仙丹，
实际含有大量铅、汞，吃了容易上火、食物中毒。像
唐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等，均因服食丹药而死。

既然吃仙丹不灵验，反而有害，于是到了唐代
中后期，人们慢慢转向内丹。像钟离权、吕洞宾，都
是内丹学的宗师。

张伯端极为推崇钟吕二人的思想。他在《悟真
篇》中说：“自从钟吕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言语
之中，有把自己当成钟吕传人的意思。

张伯端认为，内丹修炼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筑
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和炼神还虚。在他看来，人
生短暂，生死无常，昨天还街头跑马，今天就躺在棺
木中。人死之后，亲人、财产也不再拥有。因而，人要
尽快修道，修炼出金丹，以达天人同构之境。

晚唐以降，三教合一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主流。
张伯端迎合了这一时代思潮，提出了以道教为本
位、以心性为旨趣的“三教合一”思想。《悟真篇》的

自序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儒释道三教，都
是围绕着人的终极关怀展开的，他们在生死问题的
解决上，可以说殊途同归。只要方法得当，无论从哪
一家入手，都可以趋达于“道”。

张氏“三教合一”的思想，对宋元道教乃至后
世，都产生深远影响。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

“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其祖师爷张伯端的影
响下，就强调在修炼的过程中，要注重心性的炼养。
所谓修道，何尝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向内而足”的
智慧。在这个世界中，你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强大的
存在，完全可以凭借自身修行和精进，获得一个内
心自足、自由的状态。

晚年的张伯端，在天台桐柏宫修行。元丰五年
（1082），他在百步溪（今属临海）沐浴净身，趺坐而
逝，终年九十九岁。据说，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
1189），张家人早晨起来，忽见一个道人进门，坐在
中堂，如同这户人家的主人。大家问他张家事，他都
对答如流。随后，道人就离开了。人们都说，是张伯
端回来了。

这实在是个浪漫的故事。人哪怕云游天外，也
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清朝雍正皇帝崇道，敕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
禅仙紫阳真人”，并御笔亲书《道观碑文》，勒石立于
临海县紫阳道观。这块石碑，今藏于临海市博物馆
东湖石刻碑林内。

参考文献：《悟真篇》/张伯端、《张伯端道教思
想研究》/郭建洲、《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
再检讨》/罗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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