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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阳学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墨守汗青，笔耕不辍，以深厚的历史功力、娴熟的文学笔法、独特的思
维视角，以一个文化人的审美情趣和灵感悟性，演绎人事代谢，感悟往来是非，洞悉沧桑巨变，历时
多年创作长篇纪实性历史小说《大武当》三卷丛书，由十堰报业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联合出版。
《大武当》围绕“一神（真武）一仙（张三丰）一人（红巾军领袖秦海山）”进行绾合铺排，把历史
定格在武当山、北京、南京三个特定的空间和明初、清末两个特定的时间里，把中国历史的命运更迭
与武当山的“起承转合”巧妙结合起来，真实地再现了武当山宕荡峰回、波澜壮阔的建筑、武术、道
教和革命历史，铺排出武当山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观和恢弘瑰丽的人文景观，形成了一幅史与诗、神与
人、善与美、天与地的画卷。

在第一部《仙都》中，作者以明朝初年的北京、南京、武当山为“纬”，以朱棣、朱允炆、蒯祥、张
三丰等林林总总的人物为“经”，以武当山古建筑为“红线”，举重若轻地铺陈情节，收放自如地抖
擞包袱，驾轻就熟地还原真相，一个鲜活的武当仙都跃然纸上。
中国古代十大道士之一的张三丰集大隐之仙、武林之圣、江湖之怪、饱学之士、朝野之贤于一身，尤
其是以创武当派而独居武林，是名副其实的武当武术宗师。

在第二部《太极》里，再现了张三丰遵从太极规律，创造太极拳的艰辛历程，展示了中国武术界“北
崇少林，南尊武当”的武当武术地位。

第三部《民意》把明末白莲教起义、太平军捻军起义等在武当山地区的活动,艺术地浓缩在清末武当山
以秦海山为领袖的红巾军起义中，在刀光剑影中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衰败灭亡的历史。
“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
《大武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武当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地区文化发展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
我们需要更多的地方文化工作者运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解读传承历史文化，传递“真、善、美”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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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学忠，笔名岳啸、欧阳，湖北省丹江口市人。
当代作家、书法家，著名刊物《今古传奇》创始人之一。
曾任湖北省文联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十堰市文联主席、十堰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武当书画研究院院长、武当拳法研究会会长。
已出版《饿》、《草头主》、《1958·非常年代》等八部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二百余篇，创作《张三丰传奇》、《流放皇帝》、《草头王》、《长江大侠吕紫剑》四部电视连续
剧剧本。
书法艺术师承二王、颜柳欧，兼融竹简、魏碑、板桥体，博学当代众多书法家，独创欹中寓正。
柔中寓刚，道法自然，神韵天成，充满灵气、和气、书卷气的武当书派。
作品入选《中国书法选集》、《中国收藏》等。
个人事迹已载入《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外名人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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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武当（上）——仙都》目录： 引子 敕封八大名匠 第一章 金门骤变 第二章 火烧皇宫 第三章 三搜
蒯府 第四章 血书金殿 第五章 武当觅踪 第六章 仙山奇遇 第七章 深宫疑影 第八章 仙人指路 第九章 金
殿决策 第十章 大师出山 第十一章真假圣旨 第十二章武当神功 第十三章 神眼绘图 第十四章 演说仙图 
第十五章 “鲁班”受命 第十六章 野山奇事 第十七章 皇木血泪 第十八章 身陷魔窟 第十九章 青楼饮恨 
第二十章 箭帖惊魂 第二十一章皇榜安民 第二十二章龙凤情缘 第二十三章天下一绝 第二十四章皇后妙
计 第二十五章书寓情仇 第二十六章生离死别 第二十七章圣像天机 第二十八章泪洒仙境 第二十九章金
童玉女 第三十章 玄都遗梦 主要人物 《大武当（中）——太极》目录： 第一章 乱世英才 第二章 废除
科举 第三章 大义灭亲 第四章 断案如神 第五章 行刺皇帝 第六章 取缔“人市” 第七章 拉郎配 第八章 
劫皇车 第九章 天魔舞 第十章 挂印辞官 第十一章修道习武 第十二章韬光养晦 第十三章选美闹剧 第十
四章创拳武当 第十五章悬窑寄死 第十六章 闹鬼庄园 第十七章 山大王抢亲 第十八章 夫妻泪 第十九章 
棺材复生 第二十章 乡村除恶 第二十一章江城救女 第二十二章高筑城墙 第二十三章 火烧战船 第二十
四章 山村遭劫 第二十五章油锤贯顶 第二十六章武当比武 第二十七章血染书院 第二十八章火焚会仙馆 
第二十九章武当必大兴 第三十章 拳传天下 附录 参考书目 《大武当（下）——民意》目录： 第一章 
怒斩二皇帝 第二章 大闹小武当 第三章 老道点化 第四章 铁印山恩仇 第五章 闯公堂 第六章 夜探均州城 
第七章 活捉王三盛 第八章 双灯报警 第九章 王三娇闹衙 第十章 审赃官 第十一章祭血旗 第十二章情寄
雌雄剑 第十三章武当大起义 第十四章西太后惊魂 第十五章 花妓斗智 第十六章 活鬼托梦 第十七章 飞
马擒贼 第十八章 大战周府庵 第十九章 仙境血书 第二十章 大烧魔窟 第二十一章吓死烟枪将 第二十二
章刀劈多总兵 第二十三章血溅紫霄宫 第二十四章借人头 第二十五章南岩宫设谋 第二十六章道姑神威 
第二十七章火焰驹救主 第二十八章金顶I司兵 第二十九章神山魔影 第三十章 千古奇冤 第三十一章太和
宫盟誓 第三十二章妖道弄鬼 第三十三章义马泪 第三十四章箭射叛贼 第三十五章血染金仙崖 第三十六
章寄恨龙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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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孙碧云笑道：“贫道以为，武当山犹如一位稳坐天地之间的伟丈夫。
”他环目四望，侃侃而谈，“天柱峰为其首，天柱峰至紫霄为其胸，紫霄至太子坡为其腹，太子坡以
下为其脚趾；天柱峰左之南岩、五龙诸山为其左臂，天柱峰右之琼台、玉虚岩诸山为其右臂。
玄帝以武当山为道场，可谓神山合一，道法自然！
武当山为玄帝之形，玄帝为武当山之灵。
”孙碧云指着东面说：“天柱峰东望南京，旁有二峰恭立，一峰如少男，名叫金童峰，一峰如少女，
名叫玉女峰，侍奉玄帝。
金童玉女前面一条大岭横如玉案，旁有笔架峰、大笔峰、小笔峰，为玄帝御批之用。
玉案旁边一对蜡烛峰，为玄帝照明，一座香炉峰，为玄帝焚香。
天柱峰四周躬立展旗峰为玄帝大纛旗，天马峰为玄帝坐骑，太师、太傅、太保、始老、真老、皇老、
玄老、元老、仙人、隐士诸峰，为玄帝问道，还有万丈、千丈、大莲、小莲、文曲、武曲、金鼎、丹
灶、狮子、五龙、七星、九渡、紫霄、紫盖、大小宝珠诸峰，皆玄帝修炼之处，尚有南岩、飞升岩、
玉虚岩、太子岩、天马岩诸岩，玄帝也曾在那里修炼。
” 唐人龙随着孙碧云的指示，环视群峰，果然“名副其形”，不由点头赞同：“师兄所言极是，武当
玄帝，山神合一，名副其实。
” 孙碧云转身又指着北面，说：“宋室首次为玄帝在武当建道场，记载有玄帝自幼入武当修行四十二
年，得道成仙的故事。
元朝加封玄帝，升观为宫，使武当道场初具规模。
贫道以为，重建玄帝道场，应以宋制为经，元制为纬，增减扩充，重新设置。
”他遥指汉江边上的均州城，“从那里开始，经草店、金花树、上好汉坡、太子坡，过剑河、紫霄到
金顶，凡一百四十里，修一条神道。
再从金花树往西，过老营、蒿口，上鲁家寨，经五龙、南岩到金顶，凡一百单八里，再修一条神道。
两条神道，一东一西，又一环相连。
在两条神道上，根据武当的高大雄伟，奇峭险峻，秀美壮丽，清幽深邃，依山就势，把宫观殿宇，亭
台楼阁，建到峰、峦、岩、坨、坡、岭、洞的合适位置，大小得体，疏密有致，形成金链穿珠之势。
由于玄帝是神仙又是天帝，因此整个建筑，既要有皇家的庄严威武气派，又要有仙家的玄妙神奇气氛
。
” 唐人龙忍不住击掌惊叹：“妙，妙！
师兄真乃一代园林大师啊！
” “这还要归功于师父！
”孙碧云望望正在端详金殿的三丰祖师，“师父吩咐贫道暗中保护建文，贫道才得以游历了不少名山
大川，借他山之石攻玉，得出这个设想。
” 张三丰转过身来，笑着问唐人龙：“碧龙，你乃‘蒯鲁班’高足，你师兄讲的建筑框架如何？
” 唐人龙连连点头：“好！
只是不知各宫观详细规制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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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武当(套装共3册)》解开武当大兴六百年内幕；还原武当山历史本来面目；展示劳动人民智慧结晶
；破译武当山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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