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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岩山孙真人洞前立有

一通名曰老君古字碑的石刻
!

其字形奇特的碑文让人犹如

看天书一般不知所云
"

正因

为如此
!

许多慕名而来的专

家
#

学者和游人专门把碑上

的文字一笔一画地抄下来
!

以便回去深入研究
"

然而
!

长期以来
!

正文

仅有
!"

个字的老君古字碑就

像个难解的谜
!

让致力于考

证和研究的人们食不甘味
"

#$$"

年
!

郑州大学的两名教

授曾专程来到五岩山考察老

君古字碑
!

他们在当地住了

一个多月也未考察出什么结

果来
!

最终还是带着遗憾回

去了
"

也曾有人长期研究老

君古字碑后仍不得其解
!

于

是对这项研究失去了信心
!

甚至认为碑文纯属古人的一

种文字游戏
"

老君古字碑上的文字乍

一看似乎都认识
!

可是真正

读起来很多人会发现正文中

的
!"

个字一个也不认识
"

这

!"

个字均是由少则两个字
#

多则
!

个字组成的
!

因为文

字生僻
#

字形奇特
!

所以人

们称其为
$

古字
%"

这些
$

古字
%

分为七言

八句
&

!"#

'"

既然是字
!

就该具备形
#

音
#

义三个条

件
"

这
!"

个字的
$

形
%

一目

了然
!

全是由汉字构成的
"

而它们的
$

音
%

和
$

义
%

分

别是什么
(

难道真像有人所

说的那样
!

是古人的文字游

戏吗
(

'($%&)*+%,

-

我市的几位退休教师和

山城区鹿楼乡元泉村的李改

明
#

鹤山区姬家山乡沙锅窑

村的冯玉生等文史爱好者对

老君古字碑的
$

文字游戏
%

之说并不认同
!

他们熟知五

岩山的历史
!

认为在历史悠

久
#

人文荟萃的五岩山上玩

文字游戏不大可能
"

因为五

岩山是历史上的道教名山
!

在中国医学史和宗教史上占

有特殊地位
!

在五岩山孙真

人洞前竖立老君古字碑也应

当有其特殊的用意
)))

被道

家后人尊称为太上老君的老

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

也是道家学派的始祖
!

汉桓

帝称老子为
$

仙道之祖
%*

我

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集儒
#

释
#

道于一身
!

被称为孙真

人
!

其养生
#

修德
#

自爱的道

学思想观念与老子的人生观可

谓一脉相承
" $

所以说
!

在孙

真人洞前竖立老君古字碑不是

在搞什么文字游戏
"%

长期致

力于老君古字碑研究的李改明

说
"

早在
%&&%

年
!

李改明等

文史爱好者就对难读难懂的老

君古字碑产生了浓厚兴趣
"

李

改明从五岩山上抄下了老君古

字碑的碑文
!

并将自己实地抄

来的碑文与当地一户村民收藏

的手抄碑文进行对照后发现
!

同为
!"

个字的老君古字碑碑

文
!

却有
!

个字的偏旁部首不

一致
"

尽管这时李改明等人对这

!"

个字的音和义一无所知
!

但是他们凭借着对传统文化的

一腔热情
!

从此开始了对老君

古字碑追根求源
!

对碑文的音

和义进行考证和研究
"

他们首先从
+

康熙字典
,

入手
!

遍查历年来不同版本的

+

康熙字典
,!

最终查到了
#&

个与老君古字碑上字形相同的

字
"

字典中注明这
#&

个字中

的大部分字的出处为
- $

太上

作
!

安徽亳州碑有之
"%

由此

看来
!

老君古字碑与老子有

关
"

这样
!

他们更增强了破译

老君古字碑的信心
"

为了找到老君古字碑中另

外
#'

个字的读音和字义
!

李

改明经人介绍向河南大学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一名教授求教
"

不料这名教授对碑文进行一番

研究后
!

竟也认为这些字是生

编臆造出来的
!

不过是文字游

戏而已
"

李改明等文史爱好者

对这名教授的观点不认同
"

李

改明说
!

字典对老君古字碑中

的部分文字有明确注解
!

再说

它是文字游戏显然是站不住脚

的
"

于是
!

他们又找来
+

说文

解字
, +

字汇
, +

正字通
,

+

中华字海
,

等工具书
!

再结

合
+

康熙字典
,!

不分昼夜一

页一页翻阅
!

一个字一个字查

对
"

最后对实在查找不到或把

握不准的字
!

他们上门向工具

书的出版单位及北京图书馆的

专家请教
"

通过大海捞针般的艰苦努

力
!

老君古字碑文中的
!"

个

字的出处
#

读音
#

字义全部得

以破译
"

原来
!

老君古字碑碑

文内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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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碑文
!

分明是炼

丹人
#

道家修行之法则
!

哪里

有一点文字游戏的味道
(

$

比如
.

药
/

字
!

碑上的

古字由
.

自
/# .

家
/# .

水
/

三字组成
!

就很能说明问题
"%

李改明说
"

道家通过养生修

炼
!

谋求清心寡欲
#

凝神静

气
#

血气调和
!

以达到防病祛

病
#

延年益寿的目的
"

道家把

养生修炼称作
$

炼丹
% !

而

$

丹
%

有内外之分
"

练内丹即

为自身的修炼
!

练外丹则指提

炼药物
"

自身的修炼是延年益

寿的内因
!

炼外丹是延年益寿

的外因
!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
"

因此
!

道家把炼内丹放在

养生的首位
"

碑文的第一句

$

玉炉烧炼延年药
%!

意思是说

通过人体自身这个
$

玉炉
%!

以人体自身产生的津液即
$

自

家水
%

为原料来烧炼延年益寿

的
$

药
%"

延年益寿的药对人

来说非常宝贵
!

而它其实就是

$

自家水
%"

这
(

个字开门见山

地指出了道家的练功方法
"

通篇碑文虽仅有
!"

个字
!

却将道家奥妙无穷的修炼方法

展露出来
"

.%/0 1234

老子与孙思邈均追求养生

与修德相统一
!

认为这样才能

延年益寿
"

他们也是历史上的

长寿之星
!

都活到了
%$$

多

岁
"

这样的长寿对于今天的大

多数人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的
"

从老子到孙思邈
!

道学文

化从萌生到在中华大地广泛传

播
!

走出了一条
$

参天地
#

同

日月
#

契造化
#

返自然
#

还本

我
#

修性命的金丹大道
%"

自
%&&%

年起
!

老君碑上

面的
!"

个古字让李改明着了

迷
!

他一打开字典等工具书或

史料便茶不思饭不想
!

进入了

忘我的境界
"

#$$!

年
#

月
!

几位与李改明有着相同志趣的

文史爱好者相约加入到了李改

明研究老君碑的工作中
"

当

年
!

碑文中的
!"

个字的音和

义都
$

找
%

到了
"

而碑文的出

处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什

么
!

就成了李改明等人接下来

要研究的课题
"

他们在五岩山

一带走访调查时了解到
!

现在

人们看到的老君碑是当地的几

位老人根据他们收藏的手抄本

于
%&("

年刻制的
"

有人说
!

五岩山上最早出现的老君碑系

当年孙思邈所立
!

这通碑在

$

文革
%

期间被毁掉了
"

遍访

当地老人
!

谁也未见过孙思邈

所立的老君碑是什么样子
"

于是
!

李改明等人通过各

种渠道与道教界和学术界的人

士联系
!

请求他们为老君碑的

考证和研究提供帮助
"

在利用

信件和电话向外界请教的同

时
!

李改明等人先后到老子故

里鹿邑县
!

全国知名的道观
#

出版机构
#

科研院校走访
"

这

期间
!

他们得到了许多有益的

指点和大量的文献资料
!

使老

君碑研究最终有了结果
)))

两

年后
! +

老君古字碑诠释
,

一

书最终定稿
"

该书尚未出版便

受到了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关

注
!

先后有
)

位权威人士欣然

为其撰写序言或题词
"

$

我们水平有限
!

研究老

君碑费尽周折
!

总算出了成

果
"%

年届六旬的李改明如释

重负
"

虽说
$

水平有限
%!

正

如学者姚仲杰在
+

五岩山与老

君古字碑
,

一文中所说
! +

老

君古字碑诠释
,

一书
$

体现了

李改明等人做学问的严肃性和

对传统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
%"

通过研究老君碑
!

李改明

被身边的人视为
$

古字通
%"

李改明说
!

他们在多位权威专

家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

考证
!

发现老君碑上面的文字

是从前道家的专用字
!

这些文

字中有许多是由老子创造的
!

即书中所说的
$

太上作
%"

由

老子造的字组成的老君碑的碑

文又称
$

养生长寿丹诀
%!

其

文字与一般汉字不同
!

均由两

个以上的汉字组成
"

这种特殊

的造字方法体现了道教及道家

对丹
#

道所涉及的事物的认

识
!

所造文字既象形又会意
"

比如老君碑上的古字
!

第一句

就一目了然地表达出
- $

炉
%

为人自身
! $

烧
%

用阳火攻
!

$

炼
%

需木石土
! $

延
%

为心

上 命
! $

年
%

为 千 万 数
!

$

药
%

即自家水
"

其后各句的

文字也是如此
"

对
!"

个字的老君碑的研

究结果形成了长达
*

万余字的

+

老君古字碑诠释
,

一书
"

现

任全国政协常委
#

全国政协民

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

中

国道教协会会长的任法融先生

看完
+

老君古字碑诠释
,

的书

稿后
!

对李改明等人潜心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示赞

赏
!

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

了充分肯定
"

任法融欣然为
+

老君古字

碑诠释
,

撰写序言
- $

五十六

字
!

生僻古怪
"

养生理法
!

无

不尽含
"

据碑刻留
!

老子所

作
"

人体生命
!

延年益寿
!

是

为人类
!

永恒课题
"

今逢盛

世
!

河南鹤壁
!

李氏改明
!

酷

爱文化
!

深有造诣
"

究竟此

文
!

多年辛苦
"

搜索文史
!

寻

访人间
"

将此古碑
!

逐字考

证
!

修整梳理
!

已集成书
!

即

将面世
!

注留人类
"

可喜可

贺
!

功德无量
"

今草为序
!

以

俟来哲
"%

学者姚仲杰根据李改明等

人破译的老君古字碑的内容赋

诗一首
- $

玉炉精气自身宝
!

循道填取觅平衡
"

吐故纳新元

气聚
!

熊经鸟伸弯大弓
"

性命

双修仁者寿
!

恬淡寡欲乐自

生
"

铅汞神仙是流传
!

真功应

读黄老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所长胡孚生在
+

鹤壁五

岩山老君古字碑记
,

一文中

说
- $

当前
!

全世界文化革

命的
.

第二个轴心时代
/

已

经到来
!

中华民族要为人类

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

河南鹤壁市诸贤达为破译老

君古字碑走访学界多人
!

锲

而不舍
!

为增强我国的综合

国力
#

弘扬先进传统文化奋

斗不息
"

余感其志
!

特叙述

老君古字碑之寓意
0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

当

地有关部门已决定将李改明等

人对老君碑古字的诠释刻于五

岩山上
!

为景区增添新的亮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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