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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城 坊 考 (T)

王 文 才

四、岁时市集

费著 《成都志》成于至元三年 ,乃从《成

都古今集记》诸志及 《成都 文 类》诸 文 而

出, “凡郡邑沿革 ,与夫人物风俗 ,亦概习考

矣。”
尤以氏族、岁华各谱,立例最善,故

为 《全蜀艺文志》所收,明清屡有单刻 ,《四

库总目》地理类亦有著录。所记岁时,未如

宗懔之详述荆楚民俗;名 曰纪丽,亦非韩谔

之类钞诗文故实。乃取田况 《成都遨乐》等

诗所涉游宴之事,以为小谱,既记厝宋坊巷

寺观,亦存岁时游赏故事。兹节录 《岁华纪

丽谱》文,间为集说,以附编末。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

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

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奇百

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

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弦服,扶老携幼,

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

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田公况为<成都遨

乐诗冫二十一章, 以纪其实。1而薛公奎亦 作
“
何处春游好”十章,自号薛春游,以 从其俗 ,

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 (公知开封以严治,人谓

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今以

元日为始,而第其事。

按费谱首段至 “遨头
”句,总叙游赏故

事;此文又见 《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风俗类
“遨头宴集

”条,只 少工十字,盖 同 钞 自

《成都集记》 ,偶加删节。谱中 “西蜀”二字,

当据 巛胜览》作 “四蜀”
,谓成都游赏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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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甲于梓夔四路,非仅就西川言也。蜀都游

乐,并见扬雄、左思之赋:春秋嘉会, “
延

唯扬幕,接帐联冈”,倾城出游, “西腧金

堤 ,东越玉津
”
。历唐五代,成都繁盛实冠西

南 ,“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

每岁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乡、锦浦者 ,

歌乐掀天,珠翠阗咽”(见《蛴人闲话》)。 故张

咏 《悼蜀》云: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 ,

奢僭积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

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

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挡,骄马黄

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禾稼暮云

联,纨绮淑气错。”田况帅蜀,有惩于此,

著 《成都遨乐诗》 ,必 以岁时,其序云: “四

力咸传,成都好游娱无时,予始亦信然之。

逮忝守益,伲辕踉月,即及春游,每与民共

乐,则作一诗以纪其事。自岁元徂景至止 ,

得古律长调短韵,共二十一章。其间上元、

灯夕、清明、七夕、重九、岁至之类,又 皆天

下之所共,岂曰无时哉,传之者过矣!蜀之

士君子,欲予诗闻于四方,使知其俗,故复

序以见怀。”
其分题二十一目,散注费谱各

条下。             Ⅱ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缧幡,游安福寺塔,粘

之盈柱,若鳞次然Q以为厌禳 ,惩咸平之乱也。

塔上然灯,梵呗交作,僧 徒骈集。太守诣塔前

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田况 《元日登安福寺塔》云: “遨赏空

闾巷,蜗来喧稚老,人物事都闲,车马拥行

道。”范成太 《元口安福礼塔》注: “士女



大集拜塔下,燃香挂幡9禳兵火之灾。”塔

在城郊,故杨甲 《登安福浮屠》诗,可望野

树水汉,荒冢高坟。 《方舆胜览》成部佛寺

类: “安福寺塔, 《成都志》:大中间建塔 ,

十有三级;李顺之乱,塔毁于火9祥符间重

建,仍十有三级。”
按陆游诗注: “

俗名黑

塔”。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 (旧 名碑楼院),晚
宴太慈寺。清献公记云: “

宴罢,妓以新词送

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

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 因之。”

田况 《二 日出城》云: “初岁之二 日,

言出东城固,缇骑隘重郭,游车坌行尘。”

范成大有 《正月工日东郊故事》诗,又 《初

三 日出东郊碑楼院》注: “故事祭东君,因
宴此院,蜀人皆以此日扫墓。”

陆游有 《正

月二日晨出大东门,是 日府公宴移忠院》诗。

大慈寺至德二载建,见 《益 州 名 画 录》卢

楞伽条。李之纯 《大圣慈寺画记》云: “总

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

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百一十五 ,

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工六十八,罗
汉祖僧一干七百八十五,天ェ明工大神将二

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

籽雕塑者不与焉。自至德已后,写从官府尹

览司而下僚属真,迄于今凡三百九十人。四

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 末 伎,憧 憧 凑

集,珍货奇巧,罗 陈如市,只 以为嬉戏炫鬻

之所。”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

蚕丛.太守即门夕卜张宴。

田况 《五 日州南门蚕市》云: “齐民聚

百货,贸 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

资。物品何其伙,碎琐皆不遗 ,编弥列箱笛 ,

饬木柄磁瑛,备用诚为急,舍器工曷施。名

花蕴夭艳,灵药昌寿祺,根萌渐开发,累载

相参差,游人炫识赏,善贾求珍奇。予真徇

俗者,行观亦忘疲,日暮宴觞罢,众皆云适

宜。”
此乡社集会,以通农桑之需,苏轼亦

有诗。游人所聚,则灵药花木工商 珍 奇 并

备,略如后世之 “花会
”

矣。 《茅亭客话》

九: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

属县循环一十五处。
”

费谱所载,有正月五

日五门、二十三 日圣寿寺、三月二十七龙女

祠三处,详见后文。          ∷

《华阳国志 ·蜀志》: “周失纲纪,蜀

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 目纵,始称王/南

齐建祠成都,历代因之。然元人所祠蚕神有

二,一为蚕丛,一为女神。《三教搜神大全》

七:“青衣神即蚕丛氏也。按传:蚕丛氏初为

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

蚕事,乡 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

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青

神县亦以此得名。
”

似青神尝为蚕丛之国i9

因祠而名县。 《元和志》眉州青神县g “青

神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
”

,谓 旧治也。《蜀

中名胜记》十五:青衣 “在青神者,以蚕丛

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嘉州亦

有青衣神, 《益州记》: “青衣神 号 雷 缒

庙
”,此青衣江神也,以青衣水名;后世乃

又附会蚕丛之事, 《永乐大典》2955神 字青

衣神条e “《嘉定州图经》云:县矍瑞亭碑

云,县 邑有青衣王祠。 《南史》齐始兴王得

蚕丛氏之墓。
”

齐人称蚕丛之冢在成都,与

此无涉。             ∷∷

《搜神大全》三: “高辛时,蜀有蚕女 ,

不知姓氏。父为人所掠,惟所乘马在
'女

思

父不食 ,谓母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 ,以此

身嫁之。
”

马载父归,父不肯嫁女,又 “
射

杀之,曝其皮于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

旬日皮复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吐丝成

茧
”,上帝授以九天仙嫔。按其事节,有类

盘瓢,传说甚早,唯元人附会为仙真耳。《蜀

故》卷七并存南说,谵 “
青神土

=祠
祀蚕丛

氏
”,又谓 “蚕丛所祀先蚕之神

'实
马头娘

也。
”

高辛时,蜀有夫在外久不归 ,妻誓曰 :

得夫归者,以女妻之。马载夫归 9而不予女,

杀马曝皮于庭。女过皮傍 ,忽卷女飞挂桑上
'

遂化为蚕。 “后人塑女像为马头娘,以祈蚕

′、i71。



贯晋富。
”

蚕女故事,始见 《搜神记》十四,但言

“太古之时
”,以为蜀女,似在宋时。 《说

郛》八十《诸集拾遗》引 《稽圣集》: “蚕女

冢在绵竹县,塑女子像”披以马皮,谓之马

头娘庙。
″ 巛类说》本 《蜀本纪》亦有此文

《按书即 《蜀纪》,中 衍
“本

”
字)。 《七

修类稿》等皆说为蜀中蚕神,至 嘉、道间黄

勤业 《蜀游日记》尚载之云:过荣县
“行经

蚕市,渐闻鼓声隐隐9由远而近 ,土入咸曰祭

马头娘也。是马头娘为蜀人无疑也。
”

上元节放灯。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 ,

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

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

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

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

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

田况 《上元灯夕汾云: “春宵宝灯然 ,

锦里番烟浮,连城悉奔骛,千里穷边陬。
”

豳时灯夕亦有定期,天宝三载令取十四、五、

六目9开坊市燃灯 ,永为常式。宋时灼夕宴于

五门,而大慈寺灯亦盛。 《方舆胜览》成都

搂台类: “雪锦楼在大慈寺门,元宵守帅游

掇于此
”。李焘有 《十五 日同登大慈寺楼》

诗即此。又按 《鉴戒录》十: “大慈寺东北

有放生池,蜀人竞以三元日多将鹅鸭放生池

中。
”

李畋 《透修昭觉寺记》: “
昭觉寺成都

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马董常宅9旧

名建元。其缔构绍嗣之由,具萧相国遘碑悉

之矣。唐乾符丁酉岁,为了觉大禅师宴居之

所。〃师学于神佑、石霜、百丈、洞山,剑

南节度崔宏渐奏改建元,敕赐今额。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

使民脊双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
∷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今则早宴祥

符寺,晚宴信相院。

田况 巛二十三 日圣寿前蚕市》云: “龙

断争趋利,仁园敞邃深,经年储百货,有意

享于金。器用先农事,人声混乐音,蚕丛故

洞在,致祝颀民心。”
会期二十三日,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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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节也。 《升庵词品》五: “宋以前以王月

工十三日为天穿节 ,相传云 ,女娲氏以是日补

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 曰补天穿,今其俗

废久矣。″

蚕丛祠即在圣寿寺内, 巛方舆胜览汾成

都祠庙: “蚕丛祠,蜀王蚕丛氐祠也,今呼

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蚕丛氏教人养蚕,作

金蚕数十”家绐一蚕弓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

为蚕墓。 《南史》: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

为益州刺史 9“于州园得古冢,有金为蚕数斗 ,

鉴一无取,复为起冢,且立祠焉:″ 寺又有

李冰祠,石犀在焉,所谓都安王祠也。 《寰

宇记》云: “李冰祠在府西南三里,及唐节

帅李德裕重立祠宇。”陆游 巛谒石犀庙)诗
注: “有工蜀时修庙碑铭。

”
祠寺之沿革 ,

详见 巛蜀中名胜记》成都南门石犀条: “石

犀寺一名石牛寺 ,《舆地志》云 :“又阝艾庙南

有石牛,即秦惠王遗蜀王者 (按引志见 《寰

宇记》及 《胜览》,石牛实为石犀)∶ 今寺

正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额曰圣寿

寺,古之龙渊寺也,乃晋王羽宅,后舍为寺 ,

改名龙渊。唐仪凤二年敕天下七寺建塔,立

石柱二,度僧尝七百人,此其地也。会昌中

废,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万里桥南元和

圣寿寺额竖此,故曰圣寿寺,字则僖宗御书

也。
”

又云: “今蚕丛祠已不存,李冰祗李

观察家作宗祠耳。
”

祥符寺原属圣寿寺地,吴师孟 《大中祥

符禅院记》云 :“敕赐大中祥符禅院者,唐元

和圣寿寺三十院之-也。然自系敕额 ,不隶于

寺焉。孟昶为蜀,檀越主枢密使王处回字亚

贤之所建也。伪广政九年丙午岁,.实晋少帝

开运三年也。亚贤舍私帑,买毗卢、百合、

法宝、罗汉、七俱胝等五院,合而为一。至

+三年庚戌岁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诸罗

摩。
”

信相院亦在少城,冯时行 巛信相院水

亭》云: “少城城隈佛宫阙,客哦水月僧饶

舌。
” 《舆地碑目》载: “高骈《筑城记》,

唐中和四年翰林工徽记,在城中信相院。
”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

奠拜。次诣净众寺邡国壮丞相祠奠拜毕事会宴 ,

晚宴大智院。

田况 巛二十八 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

有诗,生禄祠即倮寿祠,宋祁 《次韵和季长

学士正月二十八 日郊见寄之作》注: “州人

以廿八 日祠保寿侯及唐杜丞相淙真堂。
”

按

元人称生禄神为福禄神, 《三教搜神大全》

四: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杨公讳成者。昔

汉武帝(按乃唐事)爱道州矮民,以为宫奴玩

戏。杨公守郡”以表奏闻,自 后不复取。郡

人立祠绘像,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

黎民皆绘像敬之,以为福禄神也。
”

《蜀中名胜记》西门净众寺: “《岁华

纪丽》云云,案杜邡公淙 ,唐元和间帅蜀者。

又苏明允集有 “张文定方平公祠碑记》,亦
在净众寺矣。 巛高僧传》云:僧无相,新罗

国人。开元十六年至成都,募化檀越造净众

寺,影掌在焉。宋改为净因寺,今谓万佛寺

也。”
寺有七祖院、松溪院、传经院等。《益

州名画录》陈皓条: “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淙

起净众等寺门屋”,故寺有杜丞相祠。

唐入习尚写真,李德裕 《堇写益州五长

史真记◇云: “益州草堂寺列画前长史一十

四人,代称绝迹。余以精庐甚古 ,画壁将倾 ,

乃选其功德尤著五人,摹于郡之厅所。”此

太和四年也。 《益州名画录》真二 十 二 处

条: “蜀自炎汉至于巨唐,将相理蜀,皆有

遗爱,民怀其德,多写真容 (按在大慈寺资

福寺龙兴寺圣寿寺净众寺福感寺 申 兴 寺 诸

处)。 年代既远,颓损皆尽,唯唐杜相国惊

及圣朝吕侍郎佘庆二十二处见存,一十六处

亡失写貌人姓氏,皆评妙格。”同书宋艺小

传:王蜀时模写唐二十一帝容于大慈寺,又
张玫小传: “

张玫成都人也,父授蜀翰林写

貌待诏赐绯。玫有超父之艺,尤精写貌及画妇

人,铅华恣态,绰有佘妍 ,议者比之张萱之俦

也。孟先主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玫有

自汉至唐治蜀君像三卷。”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 在 四 方。

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 ,乃以是日出万里桥 .

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

刁̀游
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

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后人为故事。清献公

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

张咏有 巛二月二口万里桥小游江宴》及

游宝历寺诗,田 况《二月二 日游江会宝历寺》

亦谓张咏 “遂移踏青会,登舟恣游娱
”
。梅挚

巛踏青》云: “人游宝历青丝骑,路隘土桥

金犊车”,其盛可知。 巛永乐大典》88四游

字踏青游条引 巛成都志》风俗: “旧以二月

二 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

歌酒 ,散在四郊。历政郡守 ,虑有强暴之虞 ,乃

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卓望之。

公曰:虑有他虞 ,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 日,

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

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

江。于是郡人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

如堵。抵宝历寺挢,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

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

薄暮方回,公于马上作歌,其略云云。”此

记详于费谱,似即费修府志旧文。

韦皋 巛宝历寺记》叙其创建, “于府之

东南,择胜地,建仁祠,号曰宝历。章表上

闻,帝俞锡以银榜”。又叙其所在, “
涉江

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郁起,势雄坤维,阻

潜流而人民不居,眄近郊而黍稷斯茂。乃架

双桥,通习险,规地势,分直绳,人迁如归 ,

一日如市。” 《舆地碑目》载:k蚕市记》

韦南康文,在华阳县宝历寺。寺有南康像,

最传其真。”及宋,于大慈寺建韦公祠,汀

原张艟撰记。

`、

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全绳

院。

田况无此诗,另有K【 /、 日大慈寺前蚕市》

云: “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野氓集广

廛,众贾趋宝坊。”是药市与蚕市同期而异

地。观街药市,见 《方舆胜览”成都风俗药

市条: “五 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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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地而异期。考费谱药市有三 :二月八 日、

三月九 日 “观街药市”,又九月九 日玉局观

最盛,乃分举五门与观街之市,故此观街非

玉局所在,更非大慈寺。又按 《成都记》有
“二月花市”, 巛道教灵验记》有三月龙兴

观蚕市,皆在青羊肆中,则此观街当在龙兴

观前。

杨亿 《金绳院记》: “金绳禅院者,旧
号龙华院。唐天复有禅月大师贯休者,通内

外之学,为道俗所宗。自壬戌游蜀,至丙寅

定居,比壬申入灭”。世系无废,新作佛殿

斋厅僧堂浴室及众舍三百五十佘间,大中祥

符之祀,诏赐今名。又姜如晦 巛金绳院五百

罗汉记》:建炎军兴,升成都府路安抚为四

川安抚制置使,即寺内为官属廨舍,乾道庚

寅,张震知成都,罢制置司官属,建为罗汉

堂。

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

聂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

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 ,

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蚁集于郊外。

天僖三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

自是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

肆,过于蚕市 ,士女纵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

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腧月

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

尹亦许之。

田况 《开西园》云: “槛外游人满,林
间饮帐鲜,众音方杂迟,佘景更留连。”诗

中亦言寒食开园。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云 :

“西楼直府寝之北,谨严邃静,非参僚宾客

不得辄上。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

上。五 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 ,

然亦止得到其庑序而已。”按文所叙 ,西楼即

孟蜀摩河池北苑故楼。张咏 巛益州重修公宇

记》云: “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楼 ;

厅后起堂,中 门立戟,通于大门。其中因王

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

回廊。南暖厅,次南凉厅,凉暖二厅便寒暑

也。”凉厅西有都厅 ,厅在使院六十间之中,

1·

'犭

·

所以便议公也。凉都二厅,南列四薯,同僚

以居。又 《鸡肋篇》上: “
成都自上元至四

月十八 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园名西园 ,

春时纵人行乐。”使宅后园即使院西园,宋
转运司亦有西园爽西楼,饶亭园之胜,位在

北郭临汀,与此异地。此谓游赏至四月十八 ,

次 日即为浣花大游江之期。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
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
者佩之,以宜蚕辟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

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

田况 《三月三 日登学射山》云: “门外

盛车徒,山半列廛市,彩棚飞镝远,醉席歌

声起。”范镇《仲远龙图兄邀游学射》诗注 :

“故事,住来皆呈马骑,设射棚, 众 宾 皆

射,遣官妓记筹。按学射山者,以刘主禅于

此学射,故名。
”
范成大有 《上已前一日学射

山万岁池故事》及 √三月
=日

北门马上》诗 ,

陆 游 《三月一日府宴学射 L凵》,似 会 期 凡

三日:北宋确在已日,文同 《学仙射山仙祠

记》:赵扑守蜀之 “明年春三月上巳,来游

学射山,主民乐也。故事,有张柏子者,尝
居此学道,以是日成。”尔 后,两 蜀 之 人

诣通真观祷其神,从道士受秘篆。 “此山之

会最盛,太守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旆 |

绵二十里无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贝,服缯

锦,藻绘岩麓,映照原野。
”
是日亦为蚕市 ,

《神仙感遇传》: “三月三 日,于满川于学

射山看蚕市”是也。

万岁池即张仪筑城取土处 ,《寰宇记》 :

“
万岁池在府北八里

”, 《方舆胜览》改作十

里。 《蜀中名胜记》谓 ,池广袤十里 ,溉三乡

田,王刚中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

九日观街药市,午晚宴如二月/、 日。

田况亦无此作,另有 《九 日大慈寺前蚕

市、云ε “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

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

益知二市同期异地,亦如二月八 日。而三月

蚕市在城内者,见诸 《五国故事汾: “蜀中

每春三月为蚕市 ,至 时货易毕集,阆 阑填委,



蜀人称真繁盛”;王建尝登楼望之云云c则
市在城区无疑。

二十一日出东大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

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

寂,郡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

鹇,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

于大慈寺之设厅。

田况有 巛二十一 日游海云山》诗。吴中

复等 巛游海云寺倡和诗”王霁序云: “成都

风俗 ,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 ,摸石于

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旗,鸣
笳鼓,作驰骑之戏,大燕宾从,以主民乐。
·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 嬉 笑 之

声,虽 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
”
韩绛《游

鸿庆寺》诗注又云: “旧俗池中探石以卖 ,

呼之云子。”

山之所在,亦可自诸诗求之。赵i扑 巛游

海云山》云: “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游
”

,

宋祁 《再游海云山寺》云: “十里云边寺,

重驱千骑来,天形倚野尽,江势让山回”
,

知在城东十里临江。游者亦不尽在此日,王
觌 《望日与诸公会于大慈,闻海云山茶合江

梅花,相约同赏》,则在正月。范成大有《三

月二十三 日海 云摸 石》,又有 《十一月十

∶日海云赏山茶》、 《十二月十八 日海云赏山

茶》,鸿庆院山茶甚名。
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 卜市

桥,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

庙奠拜,宴于净众寺,晚宴大智院。

卜市桥即小西门雁桥,《茅亭客话》五 :“延

秋门内严真观前蚕市”,市原在此。大西门
‘
睿圣庙,即高骈筑城所迁龙女祠,故祷雨而
`应。田况无此日纪游之诗。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入诞日也。太守出笮

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

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拆流至百

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

幕帘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

记云: “
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洒均给游人 .随

所会之数,以为升斗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

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 ,不可速废 ,以孤其心 ,

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益州名画录》房从真条: “王蜀先主

于浣花龙兴寺修佑圣夫人堂”,即冀国夫人

任氏之浣花祠,原在草堂寺东三里。淳化中

龙兴兵火,乃迁祠于草堂寺,寺 东 原 为 任

宅,舍以供佛也。任氏为西川节度崔宁妾,

以兵卫城,事详史鉴。氏之生平,载吴中复

巛冀国夫人任氏碑记》,佚文尚存。

宋九家注 《杜诗》,据梁简文帝 《草堂

传》,谓杜宅所在草堂寺,建自六朝。故杨

慎云,杜宅草堂寺
“
实始于梁

”。 《益部谈

资》谓,杜祠草堂寺后改名梵安寺。三说皆确

凿可信,世无异词。按唐人 《成都记》云 :

“草堂寺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极宏丽 ,

杜员外居住逼近,常 恣游焉。”浣花祠原在

龙兴观9故距草堂寺三里,而寺与 杜 宅 逼

近。宋人 《蜀记》云: “
梵安寺乃 杜 甫 旧

宅,在浣花,去城十里。大历中节度使崔宁

妻亦居之,后舍为寺,人为立庙于其中,每
岁四月十九 ,凡三日众遨乐于此。”时任祠已

迁草堂寺中,遨乐梵安 ,即游草堂。故 《方舆

胜览》成都佛寺云: “
梵安寺在成部县南,

与杜甫草堂相接。每岁四月中浣前一 日,太

守宴集于此。”杜宅 “逼近”草堂寺 ,即 与梵

安寺 “相接”9二寺为一,先后异名。或不

别二记之时代 ,而强指草堂、梵安为二寺,尽

斥前人记载无一是者,好逞怪谬也。

浣花游乐,唐时已兴,屡见岑参诗咏,

五代尤盛。 《蜀祷杌》:工衍乾德五年
“四

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 百花

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 (按《名

胜记》于四月下增 “十九日”三字,非是);

又孟蜀广政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

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 ,

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 ,名 花异香 ,

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 ,上下十里 ,人望

之如神仙之境。”及末,乃以四月 十 九 游

江,田况 《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 “十里

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是也。任正

-《游浣花记》叙述尤详: “成都之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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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

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
折而西行9十里入梵安寺 ,罗拜冀国夫人祠 ,

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9

因以名其游与其日。” (按 《草堂志》节录

此记,误注费谱9又脱 “谱”字;转抄志文

者,乃指为韩谔之书,误说为唐时故事)。

并记舟樯鼓歌9结棚游观之盛,及府尹置酒

高会,水戏竞渡诸事。又 《鸡肋篇》载:“浣

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9太守乘彩舟泛江而

下。两岸皆民家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船到 ,

有歌舞者则钩篥以观,赏以锦。以大舰载公

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
”

《老学庵笔记》八亦云: “四月十九日成都

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
城皆出9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 ,至是而止 ,

故最盛于他时。”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 ,

朱丝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

Ξ至Σ。

五日采艾禳毒,系丝辟兵,及蓄药之习,

汉晋巳然,天下所共,故田况无诗。 《铁围

山丛谈》谓: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节 ,

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别号药

市。至于五日竞渡,唐僧鸾有记事曲,锦汀

夺标,太守主之。

六月初伏日会监司 ,中 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

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 ,

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

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 日为乐。

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田况《伏日会江渎池》: “江渎祠前有流

水,灌注蓄泄为池塘”,知渎池所在,尚非

郫江遗址,但与江近。冯浩《江渎祠设厅记》:

“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 ,红渠夏发 ,

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溪上有亭,宋祁

有 《夏日江渎亭小饮》及九月《十 日宴 江 渎

亭》涛。

《汉书 ·郊祀志》:秦并天下,立江水

祠于蜀,至今岁祠之。按 《史记 ·封禅书》

·Z6·

注: “盖汉初词之于源,后祠之干委也。
”
常

志蜀郡江原县有江祠是也,后祠于江都,及
隋唐乃置祠成都。苏德祥《新修江渎庙碑记》

云 :“ 当隋之开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缺礼,

乃营之庙貌。”李景让 《南渎大江广源公庙

记》:天宝六载加封,诏曰 “惟夏四月,肇
辰迎气,太守其率祭官,祀南渎于益州。”

《益州名画录》蒲师训条: “孟令公改元 ,

兴修诸庙,师训画江渎庙、诸葛庙、龙女庙。”

至于汀神, 《广雅》谓之奇相9 《江记》以

为帝女, 《舆地纪胜》茂州汶川县下引 《图

经》又谓渎神姜姓,而杜光庭 《水记》乃言

羊磨治水。羊、姜1奇相,皆一声也。

伏日亦始于秦,然蜀白有期。 《艺文类

聚》五引 《风俗通》: “汉中巴蜀广汉,自

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
木早生晚枯,气 异 中 国。”按 《御 览》三

十一引文同9但少 “广汉”二字。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

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      1

田况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

诗, 《蜀中风俗记》引费谱此条,注 “寺门

楼”云 “即雪锦楼也”。又 《方舆胜览》成

都风俗、夜市三鼓条: “《成都志》载古诗

云:锦江夜市游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

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巳

就华严阁下散盆。

田况有《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盂兰盆》

涛9其俗详载 《荆楚岁时记》,乃 七月十五 ,

《御览》三十二、 《岁华纪丽》引记皆作十

五,盖佛会之始。佛教以是日为盂兰会,道
教以是日为中元节。 《茅亭客话》二: “蜀

人每中元节多生五谷,谓之 盆 草,盛 以 供

佛。” 《大典》引 《成都志》谓中元渍芽是

也。薛能《吴姬》诗: “
水拍银盆弄化生

”
,

亦唐中元故事。

阁即在寺内,范成大 《成都古 寺 名 笔

记》:大圣慈寺华严阉有杜淙像,陆游 《观

华严阁万僧会斋》亦在此地。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 ,望月锦亭 ,

今宴于大慈寺。

田况无此诗。按武元衡有 《中秋夜锦楼

望月》,幕中柳公绰、张正一诸人皆有和作。

崔备和诗云: “照别汀楼上,添愁野帐前
”

,

江楼即指锦楼。 《方舆胜览》成都楼台类 :

“锦楼在龟城之上,前瞰大江,岸列花木,

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 合 流。白敏 中

尝登其上有诗。”此条乃用 《成都古今记》

文,因知 《寰宇通志》成都锦楼条云: “在

龟城外唐时建”,外为上字之讹, 《蜀中名

胜记》称少城西南锦江楼即此。其位当少城

之西,故匀称西楼。岑参 《早秋登府西楼》

即张仪楼。 《元和志》:成都 “城西南楼百

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j《寰宇记》

成都府西门楼条引任豫记 “西门上楼独有补

葺,张仪时旧迹犹存”。

九月元日玉局兢药市,宴监司宾撩宁 lB萱 滔

亭,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帘棚屋氵以 :

事游观,有云有恍惚遇仙者。

宣诏亭在府治内, 费谱上元后 “残灯

会”, 通判就宣诏亭宴监司以劳之 。彭乘

《修玉局观记》: “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

之一也。传云,后汉永寿中,老君与张道陵

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9老君升座为道

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入地,因成洞穴 ,

故以玉局名之。自东汉权舆,皇唐崇饰。王

氏窃据,广其圃堵,坏此殿堂,并为内禁。

寻与府库悉为灾焚,后主因其旧规,复 刨祠

宇。”
大中祥符八年重修之。

玉局药市历见记载, 《龙川别志》:张

安道重九出观药市, “五更市方合″,入玉

局观。 《鸡肋篇》云: “至重九药市,于谯

门外至玉局化五门9设肆以货百药
”。 《老

学庵笔记》六 :“ 成邯药市以玉局观为最盛 ,

用九月九日。杨文公 《谈苑》云七月七日,

误也。”

田况 《重阳日州南 门药 市》: “成都

府门重阳市9远近凑集争齑担,市人谲狯亦

射利,颇觉良恶相追参。”又云: “成都道

士足传记,观诫之外多奇谈,盛言每岁重阳

市,屡有仙迹交尘凡。”按宋祁有 《九日药

市作》,又 《九日宴射》云: “
佳节凭高驻

彩旗,亭皋雾罢转晨曦,堋间羽集号猿后 ,

台外尘飞戏马时。”射戏伎乐,亦就药市为

之。范成大亦有 《重九药市》诗。

冬至日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

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前,太守领客

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至天长(庆
)

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ˉ

费谱以晚宴天庆属前一日。田况诗 《冬

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实是以冬至朝

圣于此。范成大亦有 《冬至日天庆观朝拜》、

诗。l彭乘 《天庆观五岳真君记》:益州天庆

观天宝院真君殿狞像,并画五岳帝君四渎公 ~

衮,山川总领,神仙部属,嘉酤 五 年 记。

《舆地碑目》: “唐太平公主出家敕在天庆

观”,是唐时名观。又范成大 《会庆节大慈

寺茶酒》云:“衔杯乐圣千秋节 ,击 鼓迎冬大

有年”,虽言迎冬,实庆圣诞,与天庆朝拜

事别。犹田况 《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天节

道场》,亦祝寿也。

谱中所及,以岁时游乐为主,因 及蚕市

药市。成都旧俗9按月有市。《成都古今记》

载: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

月锦市”五月扇市 9六月香市,七月 L宝市 ,

八月桂市9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

市 ,十二月桃符市
”(见 《说郛》本及 《升庵

集》弓D。 其可略知者数事 :

二月花市  唐时已然,萧遘 《成都》

云: “日晓已闻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簿多。

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观诗

所咏,市傍锦江而设9益知二月八日 “观街

药市
”

疑在青羊肆中。薛田 《成都 书 事 百

韵》亦云: “柳堤夜月珠篥卷,花市春风绣

幕褰。”

三月蚕市  《茅亭客话》九谓: “正

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今

知者八处g《蜀中风俗记》正月十五日蚕市,

此其一。费谱所载,正月五日五门蚕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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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圣寿寺,三月二十七日龙女祠三处。

又 《茅亭客话》五: “延秋门内严 真 观 前

蚕市
”9同属三月二十七。田况诗尚有二月

八日及三月九日大慈寺蚕市。又三月三日蚕

市二处 ,青羊市与学射山皆有之:《道教灵验

记》谓贾琼
“因春蚕市,三月三 日过龙兴观

门”; 《古今集记》三月三日远近祈福于龙

桥曰蚕市, 《神仙感遇传》: “三月三日于

满川学射山通真观看蚕市
”
。其在三月者 ,有

学射山、青羊市、龙女祠、大慈 寺 四 处。

《方舆胜览》成都风俗云: “̄ 岁之中,二

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
”,未言

确处,似所在不一。 《华阳县志》于望日下

增
“
于府治东大慈寺前

”八字,乃臆改旧记。

四月锦市  《华阳县志》谓在治城东

南县境之内,亦意想为说,或因吕大防建锦

院于府治东而附会之。

五月扇市  《蜀中风俗记》云: “五

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

市。 《丹铅录》云:五月卖扇于街中谓之扇

市。”
案此记药市、七宝市录自《方舆胜览》,

扇市则据 《古今集记》文,合为一条。 《华

阳县志》误为 《胜览》之文云: “蜀民每岁

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名扇市”,乃又置

之大慈寺前。

七月七宝市  见 《方舆胜览》。案七

宝器用,谓乞巧用物, 《荆楚岁时记》:“是

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 以金银输

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华阳县

志》于 《胜览》之 “鬻器用者
”

句前 ,增
“
冬

月于大慈寺前”七字,非是。

九月药市  费谱所见,二月八日及三

月九日 “观街药市
”,又九月九日玉局观最

盛。 《蜀中风俗记》五日观街药市,又 “九

月初九日药市
”,则凡二三五九月皆有之。

《华阳县志》谓费谱二月药市在玉局观街 ,

非是,说详上文。

按 《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风俗类、蚕市

药市条: “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 ,

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

号蚕市。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

用者号七宝市。
”

所言蚕市 “于其所
”,乃

兼诸处称之,药市
“于观街

”
乃龙兴观,七

宝市则未指所在。 《蜀中名胜记》引文去其
“于其所者

”
、 “于观街者

”二句,又于文

末增 “俱在大慈寺
”,改窜旧志,使三市皆

仅一地矣。

其佘灯市、香市、桂市、梅市、酒市、

桃符市,皆按月令,以所售节物而称之,却

未能详。尚有不入于 巛成都集记》十二月市

者,皆生民日用 :

米市  《茅亭客话》: “伪蜀成都南

米市桥
”,市在大城东南隅。

炭市   巛丨日五代吏·梁刘知俊传》 :

“天汉元年冬 ,(王建)斩于成都府之炭市
”

;

又见 《太平广记》△63引《王氏见闻录》占

麻市  陆游 《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

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云: “
城南麻

市试春行。
”

渔市  陆游 巛晚步江上汾云 :∶
“万里

桥边带夕阳,隔江渔市似清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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