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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年正月十九日，邱處機生於登州棲霞縣賓都里（今山東棲霞市）。幼時家貧，
但天資聰穎、器宇不凡。19歲投入王重陽門下，重
陽子為其訓名處機，道號長春子，入教遲於馬鈺。
邱處機是全真七子中年紀最小，卻享年最高的一
位。他在重陽祖師的基礎上，開壇弘道，創立了龍
門派。全真教至今仍以龍門派為盛。
《射鵰英雄傳》開篇裡邱處機曾這樣形容自己：
貧道平生所學，稍足自慰的只有三件。第一是醫
道，煉丹不成，於藥石倒因此所知不少。第二是做
幾首歪詩，第三才是這幾手三腳貓的武藝。且不論
小說描寫中虛構誇大的成分，金庸先生這一段描寫
還是基本尊重史實的。

衛生之道，非長生不老藥
道家最為神秘之處莫過於煉製仙丹、練就長生不老
之術。歷史上道教受統治者重視，除了其信徒眾多、
勢力不可小覷之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歷朝皇帝試圖
尋得仙丹，以期長生不老。據史料記載，南宋、金、
蒙古都曾派使者徵聘邱處機出山，但他不為所動，都
以「天理不允」婉言拒絕。直到1219年，元太祖成吉
思汗派侍臣劉仲祿前來召見，待價而沽的邱處機審時
度勢，認定與蒙古結交不僅有利於全真教的傳播，也
有利於實現他濟世救人的悲心大願，於是才欣然答應
了成吉思汗的邀請。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一言止
殺」的緣起，《射鵰》篇末也曾有涉及。至於《神雕
俠侶》中所塑造的邱處機與郭靖等人聯手抗蒙的民族
義士形象，則恰恰與歷史上全真教親蒙古、遠南宋的
真實情況截然相反了。
1220年，業已73歲高齡的邱處機帶領十八名弟子

踏上了西行覲見之路，這十八人中便有後來全真教
的第六代掌教人尹志平，歷史上尹志平可不如小說
中寫的那般猥瑣，他一身正氣，乃邱處機的得意高
徒。《元史釋老志》記載，成吉思汗向邱處機尋問
長生之藥，邱回答：「但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
藥。」此般勇敢坦率，深得大汗欣賞。又問起統一
天下之策時，邱處機對曰：「欲一天下者，必不嗜
殺人。」於是藉機建議成吉思汗少殺戮，敬天愛

民。此番會見後，大汗則尊邱
處機為國師神仙，賜虎符，敕
領全國道教。由是全真教門庭
大振。
邱處機時刻踐行着全真教

「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
患難，常懷拯救之心」的宗
旨，不僅做到了匡救時弊，於
救治普通人性命上還創製了一
套自己獨特的養生之道。他汲
取《內經》等理論，寫出了《攝生消息論》這部養
生學、醫藥學專著。書中，他提出了人身及其活動
應與四時相適應的原則。如是，小說中他稱自己略
懂醫道，倒是頗為謙虛了。
醫學領域有個有趣的現象：醫術和武術不能分

家。此處的武術，即指醫療體育。神醫華佗創製了
「五禽戲」，那麼醫道精湛的長春子「會幾手三腳
貓功夫」似乎也不足為怪。香港蓬瀛仙館印行的
《邱處機略傳》曾這樣描繪邱處機的武功「邱處機
每日靜坐之餘，還習練武功。他經常手托一巨石下
山，回來時再托石上山，天長日久，那塊巨石經其
長期磨擦，竟成了一個混圓石球。這時處機內力深
厚，能以掌發力，讓那石球隨手飛出。至於小石，
他能雙手同時發出，擊中數百米以外目標，且百發
百中。」此書是北京白雲觀監院的李宇林道長主
編，書中難免宗教的神話色彩。囿於史料，我們無
從考證邱處機能否「三釘入石」、「奏簫療疾」、
「杖擊活樹」，至於「內力深厚」則不可不信，全
真道向來以內丹派著稱，講究服氣煉氣、吐納導
引、靜坐調息等，與中國傳統的氣功修煉之法一脈
相承。非此「性命雙修」，何來強健的身體支撐着
他73歲高齡仍能西行萬餘里覲見成吉思汗呢！如此
看來，武俠小說中所渲染的武功倒也不全是空穴來
風。
豈止如此，邱處機還能寫得一手好詩詞。散落在

齊魯大地的全真道遺存上，經常能看到刻有邱處機
詩詞的碑刻。《倚天屠龍記》開篇的《無俗念》詠
梨花詞便是出自邱處機。

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
爛漫，玉樹瓊苞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
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
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

差誰信道，不與群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
下土難分別。瑤台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姑射真人是道家的神仙，據說是小龍女的原型。
梨花堆雪，冷月浮光，猶如一團空氣化成的美。恐
怕只有心無雜念的詞人才能寫出這般高潔之至。
《詞品》讚之「長春，世之所謂仙人也，而詞之清
拔如此」。足見邱處機在文學上確有過人之處，而
非僅是寫得「幾首歪詩」。

琢玉祖師，流芳千古
北京琉璃廠曾有一座「長春會館」，那裡還供奉
着長春真人的塑像。何以琢玉人會與道士扯上關係
呢？原來，邱處機一直被玉器行業奉為祖師。小說
《穆斯林的葬禮》中，傳說當年邱祖用一塊整玉雕出
了一把極其精巧的玉壺獻給成吉思汗，深得成吉思汗
讚賞，所以後來便被奉為玉器業的祖師。丘祖所製玉
器，件件精美，時人都以擁有邱祖製品為榮。
每年正月十九為「燕九節」，即邱祖廟會。民間
之廟會，即由此而來。玉器藝人每逢這天都要到白
雲觀去拜祖師爺。
巴爾扎克曾說過：文學是莊嚴的謊話。我們固不

能指望從小說中讀史，但文學創作之餘，為歷史上
的真人正正名還是十分必要的。願不被金庸迷們拍
磚，權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罷。

全真教在民間的話題幾乎都是由金庸小說賦予的。在武俠小說的描

畫中，全真教的武功是武林正宗，卻未曾做過任何一部小說的主角。

每逢全真弟子與人比武，看客們期待着天罡北斗陣大顯神威的時候，

金庸先生往往筆鋒一轉，「奈何全真弟子資質平庸，未得本門武功精

髓」云云，於是在英雄輩出的武俠世界裡，全真道士僅僅充當了配

角。不僅如此，全真道士似乎也沒給人們留下過好印象，楊過稱他們

「臭道士」、本門周伯通稱他們「牛鼻子」，更不用提尹志平乘人之

危玷污小龍女的情節給這一門派蒙上的假仁假義的污點。(金庸小說情

節，未必與事實相符。)

鮮為人知的是，全真教是道家的一脈。重陽子來自陝西終南山，但是

全真教的真正創建乃是在山東。小說裡全真七子以及尹志平在歷史上也

確有其人，且都為山東人。魯迅先生曾指出「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道

教」，但是在齊魯大地上，道教尤其是全真教卻湮沒在孔孟故里、儒學

發源地的光環中。加之金庸小說的廣泛影響，歷史上全真道士的真實形

象大多被誤讀了。 文：香港文匯報山東辦事處實習記者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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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在齊魯大地上
的全真道遺存
濟南長春觀
長春觀創建於北宋大觀五年（公元1111年），是濟南

歷史最悠久的道觀。據記載，長春觀在元代至清代曾多
次重修。現在的長春觀建築為明清所建，後來又經過多
次修繕，現為濟南市考古研究所駐地。據傳，這裡曾是
邱處機修煉的地方。長春觀院內殿後尚存邱子洞，洞距
地表約2米，至今無人下到洞中勘察過，成為濟南市一
大謎。濟南素來有「先有長春觀，後有濟南府」的說
法。

昆崳山煙霞洞、神清觀
昆崳山在今山東煙台牟平市與威海文登市交界處。煙

霞洞、神清觀在牟平境內。據記載，大定八年
（1168），王重陽帶馬鈺、譚處端來到昆崳山，開鑿煙
霞洞修煉。相傳七真曾同時在此修煉。在昆崳山，王重
陽與馬鈺經常長談，而讓邱處機幹些雜事苦活。一日正
與馬鈺談調息法，邱處機在門外偷聽，忍不住推門而
入，王重陽即中止談論。

棲霞太虛觀
又名濱都宮，位於今山東省煙台市棲霞市區北，原建

築全部被毀。現存為全真龍門派俗家弟子陳乙家出資在
原地興建。金明昌二年（1191）邱處機自終南山東歸棲
霞老家，大建宮觀。元好問曾記邱處機之言，說東方三
大宮觀中濱都宮名列第二。另外兩所排名第一的是武
官，最末是聖水。章宗泰和年間，元妃贈送道經一藏，
藏於太虛觀。太虛觀是邱處機東歸山東後居住時間最長
的地方。

武官靈虛觀
創建於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它坐落在山東煙台

萊州市北武官莊東北，依小山而建。據說靈虛觀規模宏
大，村後一座小山，山前全是殿宇，現在已不存一磚一
瓦。據今武官人講，抗日戰爭期間尚存有一個大殿，並
有一個道士看護。因為此殿建於高地上，村內人懼怕日
本人在此建崗樓而拆毀大殿，把殿內石雕等物埋藏地
下。幾年前，有人蓋房，挖出七座石雕，其中一座為女
子裝束，頭部也完好無損，似是七真中的孫不二像。

嶗山
位於山東省青島市的嶗山，是著名的道教叢林之一，

黃海環繞周圍，山色秀麗，氣候宜人，雖地處山東，但
有小江南之稱。這裡有白龍洞、太清宮、上清宮、華樓
宮、明霞洞等全真道遺跡。除邱處機石刻遺跡外，極為
珍貴的刻石還有元太祖成吉思汗頒邱處機的聖諭，為兩
方刻石，嵌於太清宮三皇殿的東西兩壁上。十年動亂期
間，因有人在石上用紅油漆各書「萬歲」於其上，而倖
免被毀的厄運。
據傳，在邱處機、劉處玄來嶗山的時候，嶗山道眾接

受了全真派的思想，嶗山遂成為全真叢林勝地。現主要
有長春全真龍門派、郝廣寧全真華山派、孫坤道全真清
淨派以及劉長生全真隨山派。

■邱處機摶練「磨性石」。

■邱處機畫像

■嶗山太清宮是山
東目前最大的一處
全真教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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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拾遺齊魯拾遺：：
被儒家文化淹沒的被儒家文化淹沒的全真教全真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