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巫闾山曾是文化分界线
隋时，隋文帝祭封北镇闾

山，从此，医巫闾山为北方镇
山。唐代时，唐玄宗加封其为广
宁公，北镇称广宁城。宋时，加
封其为广宁王。明朝时，封神。

医巫闾山一带生活着多个
民族，自古就是文化分界

线。古代帝王对其诏
封和望祭，目的就
是渴望完成统一。

隋时医巫闾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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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逐步融合，为医巫闾山
的镇山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基因，使之成
为多元文化的结合体。

从时间上看，镇山文化是一个整体
的历史概念，包括从古至今漫长的历史
进程；从空间看，镇山文化的空间范围
涵盖医巫闾山周边地区。

从历史上看，医巫闾山是游牧民族
与汉族杂居之地，也是中原政权与北方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争夺之地。从历史
发展的角度来说，镇山文化的核心内涵
则是祈福文化。历朝历代对医巫闾山的
持续尊崇与祭祀，永远也绕不过的一个
目的就是祈福，现代人对医巫闾山镇山

文化的理解，也多是出于祈福的心愿。
关于福的内涵，《尚书·洪范》记载：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
德，五曰考终命。”这里将福归结为五个
方面，即长寿、富贵、健康平安、有美德、
善终。这是中国人对“福”的内涵最早
的解释。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幸福的追
求，已使福文化深入人心，福已成为一
切美好事物的集合体，形成了具有丰富
内容的福文化体系。祈福体现的是一
种良好愿望，是一种心灵寄托。而一个
地方是否是祈福圣地，关键看它是否具
备祈福圣地的条件并为外界和民众所

认可。长期以来医巫闾山始终是一座
历史名山、文化名山、风景名山的综合
体，作为北方镇山，医巫闾山又受到历
朝历代的祭祀、尊崇，是古时国家级的
祈福场所。国家在此祈福，保佑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福泽天下。所以医巫闾
山被称为祈福圣地，可谓实至名归。

镇山文化核心是祈福
本报记者 王岩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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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朝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孙
国平、朝阳市史志办副主任王文祥邀请记者一
同前往朝阳凤凰山，寻找隋唐旧迹——闾山祠。

据史料记载，闾山祠修建于隋文帝时期，位
置就在凤凰山的某处。孙国平带领记者一行来
到山顶一平坦处，说：“这里有可能是闾山祠的
位置，但需要考古调查才能确定。”

寻找的闾山祠和北镇的医巫闾山有关联。
《隋书》记载，公元 581 年，杨坚称帝，史称隋文
帝。他励精图治，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 300 多
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国家统一。开皇十四年

（594年）闰十月，隋文帝祭封天下四大镇山：东
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闾山，冀州镇霍山，并
就山立祠。

学者认为，隋文帝祭封镇山的主要目的有
两个：一是表明镇山范围内的疆域为隋之领土；
二是向天下人，特别是刚刚统一归附的南方汉
人表明，隋是汉人建立的王朝，祭封天下镇山是
承袭汉制，隋要以汉制治理国家。

“隋代的北镇闾山，即是现在的医巫闾山。”
孙国平说。

由于当时的医巫闾山一带被契丹、奚等部
族控制，隋朝在东北的实际管辖范围只到今朝
阳一带。于是，隋文帝派人在朝阳寻找合适的
山就山立祠，望祭医巫闾山。经过细致的勘测，
隋文帝觉得龙山（今朝阳凤凰山）距离医巫闾山
远近适宜，山势地貌又与医巫闾山相近，故决定
在龙山建立“闾山祠”。传说，隋文帝曾到闾山

祠举行祭山仪式。隋炀帝杨广在 3 次东征时，
也曾到闾山祠祭祀。

唐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李世民东
征，645年回师。他到达柳城（今朝阳市）时，下
诏将阵亡士卒的骸骨统一集中到柳城东南闾山
祠对面的大片荒地掩埋，并在闾山祠作文祭奠。

考古学家王绵厚告诉记者，继承汉制的王
朝，历朝历代都对镇山进行祭祀。隋文帝杨坚
是汉人，但他是从北周宇文氏手中取得政权，而
宇文氏是鲜卑人。为了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承袭
汉制，隋文帝急于在北方异地立祠祭祀医巫闾
山，宣扬汉文化。所以闾山祠不仅是汉文化在
东北边地的标识之一，同时也显示隋王朝要收
复辽东故地的决心。

隋宣示以汉制治理天下

镇山文化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始于虞
舜时期，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贯穿了中华民族
的整个历史。

对于医巫闾山，古文献也有记载。《周礼》记
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文中的“东北”
是指幽州在冀州的东北方向。《古今图书集成》记
载：“舜即位分冀之东北医巫闾之地为幽州，于时分
州十二，各封一山，以为一州之镇，医巫闾山即为幽
州之镇。”由此算起，医巫闾山被封为镇山已经有
4000多年，周代和汉代沿用“升柴望祭山川之制”。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再满足于望祭，而
是正式诏封镇山，并建立神祠。《隋书》记载，当
时的镇山均是某州的镇山，没有明确方位，自隋
文帝开皇十四年开始，“医巫闾山”与“北镇”联
系在了一起，合称“北镇医巫闾山”。此时，医巫

闾山才明确成为华夏大地的北方镇山。
唐代，唐玄宗加封医巫闾山为广宁公，是历

史上对镇山的首次封爵。“广宁”体现了封建统
治者希望地处东北的边疆地区安定、安宁的愿
景。从此，北镇被称为广宁城。

宋代，医巫闾山在辽的管辖范围内，但宋朝
皇帝仍对其进行加封并年年望祭，而且还封了
王。《宋史》记载：“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
北镇医巫闾山封广宁王。”每当到立冬日，宋人
便在北岳恒山祭祀，同时在北岳庙望祭医巫闾
山：“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于定州，北
镇就北岳庙望祭。”

在宋人祭祀医巫闾山的诗文中，可以找到
“兼福我民，食哉具宜”的诗句。诗文大意说医
巫闾山虽不在宋境，却也佑护着宋王朝子民，所

以要礼敬祭祀。更深一层的意义则是，即使由
于各种原因使北镇暂时未能纳入中原政权的属
地，却也仍是中原王权的一个传统象征。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一举打破了历朝历代
对于镇山祭封的传统，去掉了之前各朝代对镇山
所封名号，直接诏封五镇山为神。医巫闾山即为
医巫闾山之神，立一块大明诏旨碑以记录此事，
但因元朝残余势力控制辽西地区，所以明朝仍采
用望祭的办法，大明诏旨碑也未能立在北镇庙。

从五帝时代起，医巫闾山成为镇山，已历
4000余年，几乎贯穿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进
程。“镇山文化不断集聚着历朝历代的各种文化
元素，历朝历代对镇岳之山或帝王亲祭，或异地
望祭，或遣官致祭，封禅祭祀活动从未间断，并
不因朝代的更替而终止。”王绵厚说。

医巫闾山称北镇山自隋文帝开始

历史上，多个民族在医巫闾山一带留下足
迹，他们之间不断融合，为各自注入新的文化基
因，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始终处于相互碰撞、融合
的过程之中，最终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游
牧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

北镇医巫闾山是唯一位于中原政权边陲之
地的镇山，而崛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将
这座镇山视作本民族的神山圣地。最典型的体
现是契丹族。在辽代，医巫闾山的地位最高，甚
至成为皇家陵区。于是医巫闾山拥有了空前的
政治地位，历代皇帝均频繁巡幸医巫闾山，多达
34 次。史料载，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 年）修
建镇山神庙，即北镇庙。

清崛起于东北大地，因而对医巫闾山的尊
崇尤胜历朝历代，清朝皇帝甚至认为医巫闾山

是其发迹之地，王气环绕。
在清朝皇帝东巡祭祖的过程中，康熙、雍

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共 11 次到过医巫闾
山。乾隆、嘉庆、道光先后 6 次亲谒北镇庙，祭
祀北镇医巫闾山，另有一次是雍亲王代康熙皇
帝祭祀医巫闾山。

其中，乾隆来到北镇庙祭祀的次数最多，共
3 次。第三次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乾
隆已 73 岁高龄，当时场面十分隆重，乾隆着龙
袍衮服，行二跪六拜礼。

“从考古学上来看，医巫闾山正处于不同文
化的交界地区。考古发现，在医巫闾山向东北
延伸的余脉地带，经常有两种不同文化因素在
聚落和墓葬中共存。”考古学家郭大顺告诉记者，
医巫闾山地区发现两元性的文化现象十分重要，

表明医巫闾山就是先秦时期在辽西地区活动的
商族人与在辽东地区活动的肃慎先人分界和交
往之地，从而形成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的活动以医
巫闾山为界的基本格局，从此，东北地区诸民族
都是在这一基本格局前提下进行活动的。

在这一关乎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
历史进程中，医巫闾山始终是诸多民族往来迁
徙的必经通道。考古文物证实，医巫闾山作为
辽西与辽东的界山，在东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
中曾相当活跃，是中华大地上多种文化交融的
重要区域之一。

医巫闾山从隋代开始被历代王朝封为北方
镇山，辽代选山设陵将医巫闾山当作辽王朝一
个重点活动地区，与医巫闾山在先秦时期作为
文化分界线的地位不能说没有关系。

医巫闾山一带曾生活多个民族

辽报制图 隋文锋

隋代青釉罐
（朝阳出土）

明代铜令牌
（义县出土）

金代葫芦形倒流壶
（彰武出土）

北镇庙及殿前竖立的古代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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