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山 萬壽宮

江西會館的故事

“萬壽宮”乃江西會館之別稱，是江西客商

在省外各處修建的一種公共建築物，供贛籍

人士在外地聚會或寄居用。而在江西省內也

有眾多的萬壽宮，而較著名的千年古觀，首

推西山萬壽宮。

西山萬壽宮坐落於距南昌市西南三十公里的

西山逍遙山下，是為紀念著名道家許真君所

建。在道教認為除了凡人居住的世界外，還

有神仙的處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許

真君棲身修煉的西山則為第四十福地。因他

在此仙逝，故又稱"飛升福地"。 

西山萬壽宮，又名玉隆萬壽宮，迄今已有

1600餘年的歷史。自東晉以來，描繪西山萬

壽宮和許真君的詩文不下百首。西山萬壽宮始建于東晉南朝，前身為“許仙詞”，由許真君

族侄許簡在許遜故居處所立，後為適應道教發展改為道觀，即“遊帷觀”。

隋煬帝時期遭焚毀，此後數十年間處於荒蕪，爾後，唐太宗敕建才恢復重建。兩宋時期道風

鼎盛，對西山許真君道教特別敬重。宋真宗時升觀為宮，並賜額“玉隆”，從此名為“玉隆

宮”，同時加“萬壽”二字，延用至今。

公元 1116年，徽宗親下詔書對西山玉隆宮進行大規模重建。次年升觀為宮，皇帝親書《玉

隆萬壽宮》賜額，並敕建六大殿，小殿十二所、五閣七樓、三廊七門，宮旁還建了三十六堂，

供道人起居，置田千畝，供宮中費用。這時萬壽宮已十分富麗堂皇，殿閣樓堂蔚為壯觀，江

南僅見。

元順帝時，西山玉隆宮在戰火中遭焚毀，直至明朝時重加修葺，賜名如故。公元 1520年，

皇帝題額《妙濟萬壽宮》對宮內建築作了重大修葺。

至清代增建關帝閣、萬壽宮門，這時是萬壽宮的頂盛時期。在 1957年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

護單位。

許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道字尊稱為“普天福主許真君”。據地方誌籍記載：西元 239年，

三國時代吳赤烏二年，許遜生於南昌縣長定鄉益塘坡村（今羅家鄉慈母村）。

許真君姿容秀偉，生性聰明，5歲能念書背詩，10歲通經書大意，16歲精通經、書、天文、

地理和陰陽五行的學說，26歲時拜當時有名的道士吳猛為師，學得醫術秘方。後又與道教

堪輿大師的郭璞隱居在逍遙山金田村，苦讀經書，修練丹術，並尋得西山金姓桐園（今西山

萬壽宮宮址）為九龍會聚的風水寶地。

許遜在桐園學道、行道、修道並以垂世八寶“忠、孝、仁、慈、忍、慎、勤、儉”教化人民。



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幾次被鄉鄰推舉為孝廉。據說他曾買下一個鐵燈架，後來發現是純

金的，設法尋找賣主原物奉還。 

公元 280年，許遜出任四川旌陽縣令。他為官清廉，遠奸近賢，減弄罰，倡仁孝，為當地人

民辦了許多好事。朝廷為表彰他的功德，特將旌陽縣改名“德陽”縣，以志紀念。 

公元 290年，許真君看到“八王之亂”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於是棄官還鄉，時年 52歲。

許真君東歸時，有不少蜀民相隨他同到江西，在他住的房屋東邊搭起房舍，稱“許家營”，

地名流傳至今。 

許真君棄官回到西山定居，一面發奮讀書，一面考察農業生產。公元 318年許遜年高 80，當
時江西、湖南等地洪水氾濫，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很大損失。許遜關心人民疾苦，立夏禹治水

大志，親自考察水源，組織百姓興修堤壩，總結推廣治水經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大減

輕了鄱陽湖周圍各縣的水患，因此許真君就成了人民心目中能制伏蛟龍的神仙。

公元 374後許真君逝世，享年 136歲。他的族孫和村民為了供奉他，建立了“許仙祠”。而

贛、湘、浙、閩各地先後修建了許多廟宇宮殿，紀念他治水的功勞。新建縣西山萬壽宮，就

是為紀念他而修建的。

西山萬壽宮內，正殿以琉璃為瓦，重簷畫棟，繡金帷裏，真君塑像坐中央，坐像頭部為黃銅

鑄成，重 500斤，另有 12真人分列於兩旁，吳猛、郭璞站立壇前。高明殿等三殿之前，6株
參天古柏，四季常青，相傳最大一株為許真君親手所植。宮門左側的八角井，相傳當年許真

君鑄鐵為柱，鏈鉤地脈，以絕水患。

萬壽宮香火極盛，特別是每年農曆八月，為紀念許真君生日，都要舉行盛大的廟會，前來進

香的人絡繹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