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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东晋士族与道教写经

刘 志

东晋道士杨羲写经，以《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为首要经典的上清经三十一卷最为重要，在

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中，是洞真部的祖本道经。杨羲以墨书细字的郗体隶书和荆州白笺，开创

了上清经写经的基本风格。杨羲写经的身份是早期上清派专门从事经书造写的经师，后被尊奉为

上清派第二代玄师。杨羲写经得到了丹阳许氏士族的支持。许氏士族是天师道奉道世家，直接参

与甚至主导了早期上清经的造写和传抄。由许氏士族而展开考察，可以看出，在东晋士族中，擅

长书法的奉道世家如丹阳许氏、高平郗氏、琅琊王氏、丹阳葛氏士族中都有代表人物从事早期道

教经典上清经、灵宝经、太清经等的造写或抄写。东晋时期，士族写经奉道较为普遍，这是杨羲

写经的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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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晋时期，早期道教造写、抄写、传播了的大量经典，对后世道教经书的发展演变、汇集成

藏，以至道派的建立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杨羲就是东晋道教写经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杨羲写经

杨羲 ( 330 － 386) ，似是吴人，居丹阳句容 ( 今属江苏) 。晋简文帝司马昱为相王时，杨羲

曾为公府舍人。道教上清派创始人之一。东晋书法家。南朝梁陶弘景编撰 《真诰》有传①。杨

羲一生的重要活动即是书写道经。
( 一) 杨羲主要写经活动

1. 晋哀帝兴宁二年 ( 364) 写《上清真经》
《真诰·叙录》记载: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

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瑘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 ( 杨羲) ，使作隶字写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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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道教写经》 ( 批准号: 15BZJ036)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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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诰》卷一九，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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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羲是上清经祖本的书写者，即 《真诰》所称之 “经师”①。写经时间 364 年，时年 34 岁。所

写经书即是上清经的祖本。杨羲是以所谓神真降笔的造经、写经方式来制作上清经。在道教信仰

中，认为神真下降而授书于弟子，再由弟子将经文写出。所谓神真降笔的道经书写方式是一种宗

教活动。
杨羲的师承，传说是魏夫人弟子。在这一道教写经活动中，杨羲以魏夫人弟子的身份，将得

授的经文用隶书写出。魏夫人是西晋时期著名的高道魏华存，天师道祭酒，被上清派尊奉为第一

代太师。虽然魏夫人与杨羲不是亲授的师徒关系，但可以说明杨羲写上清经有天师道的奉道

背景。
杨羲以其造写祖本经书的贡献，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创始人之一，被上清派尊为第二代玄

师②。杨羲写经反映了早期道教在东晋的发展变化。东汉天师道是吸收民间鬼神信仰，以符水治

病的道派，而东晋上清经的造写体现的是以仙真信仰、写经奉道为特点的新道派正在产生。这可

看作是早期道教从吸收民间鬼神信仰到发展仙真信仰，道法从重视画符到重视写经的一个重要

转变。
杨羲写上清经，首先是在丹阳许氏士族中传抄。据《真诰》，杨羲造写经书之后，又将经书

传于许谧、许翙抄写:

……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 ( 许谧) ，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 ( 许翙) 。二许又更起写，

修行得道。凡 三 君 手 书，今 见 在 世 者，经 传 大 小 十 余 篇 多 掾 写; 真 四 十 余 卷，多 杨

书。琅瑘王即简文帝在东府为相王时也。长史、掾立宅在小茅后雷平山西北。掾于宅治写修用，以泰和五

年隐化，长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黄民，时年十七，乃收集所写经符秘箓历岁。于时亦有

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今句容所得者是也。③
杨羲与许谧、许翙的写经，被称作“三君手书”。许氏士族属于吴地士族。二许之中，许翙是许

谧第三子。上清经的传抄，在二许之后还有许翙之子许黄民。也就是说，许氏士族三代人中都有

奉道人物传抄上清经。此外，许氏士族中，许迈也是杨羲好友，杨羲 “与先生、长史年并悬殊，

而早结神明之交。”④ 先生指许迈，系许谧之兄，东晋高道，《晋书》有传，“许迈字叔玄，一名

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⑤ 可见许氏士族是与杨羲写经最为密

切的群体，在早期上清经的造经、传抄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许氏士族传抄上清经，并不是为

社会政治服务，而主要是一种自身奉道、修道的宗教活动。杨羲写经所具有的仙道信仰、书法艺

术，与东晋士族的宗教信仰需求和文化水准较高的特点相符合，因而在丹阳许氏士族以至江东流

传，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文化特征。
2. 晋哀帝兴宁三年 ( 365) 写《真诰》
杨羲写《真诰》，最初当是在晋哀帝兴宁三年 ( 365) 六月二十一日，时年 35 岁。这一时间

是在写上清经之后的第二年。“今《检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唯 ( 晋哀帝兴宁) 三年乙丑岁六

月二十一日定录所问，从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⑥ 陶翊 《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亦云，《真

诰》一秩七卷，“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⑦。
杨羲是《真诰》祖本的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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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诰》卷二，第 125 页。
( 元) 刘大彬编撰《茅山志》，《中华道藏》第 48 册，第 417 页。
《真诰》卷一九，第 237 页。
《真诰》卷二〇，第 243 页。
(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王羲之传》卷八〇，中华书局，第 2106 页。
《真诰》卷一九，第 234 页。
( 宋)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籤》卷一百七，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2328 页。



又按二许虽玄挺高秀，而质挠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为许立辞，悉杨授

旨，疏以未许尔，唯安妃数条是杨自所记录。今人见题目云某日某月某君 许长史及掾某，

皆谓是二许亲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许书者，并是别写杨所示者耳。①
杨羲写《真诰》，是以道教信仰的众多神真口 之语记录写出。此次所谓神真降授已不是魏夫人

一人，而是众真降授。按《云笈七籤》卷五引《真诰》，众真名号:

上相青童君、太虚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灵裴真人、桐柏王真

人、紫阳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元夫人、南岳夫人、右英夫人、紫

微夫人、九华安妃、昭灵夫人、中候夫人。②
以上魏夫人与众真共 19 位，按陈国符先生考证，皆在陶弘景 《真灵位业图》有神位③，是早期

道教，特别是上清派尊奉的神真。
杨羲写《真诰》所带动的仍然是一种经书传抄行为。杨羲是 《真诰》祖本的书写者，之后

又传于许谧、许翙抄写。早期道教经书祖本的制作，对写经人在经书、教义、道术的掌握，甚至

书写能力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杨羲能够所谓接真授旨，即是具备了这些条件，而成为经师。
当然，还有一重要原因，经师应使造经具有神秘性，不能外泄其事。原来《上清经》《真诰》的

写经人华侨④，系晋陵 ( 今属江苏) 冠族，曾任江乘县令，且华氏与许氏家族有婚亲。但因华

侨轻躁泄密，使造经失去了神秘性，而被罢黜，由杨羲代之。“众真未降杨之前，已令华侨通传

音意于长史，华既漏妄被黜，故复使杨令授，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⑤。
( 二) 杨羲写经写本概况

1. 写经目录

《上清真经》。系道教上清派初创时期的一组道经。按杨羲师承魏夫人，所造写上清经目当

依据东晋道书《魏夫人传》记载，“《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
《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真文神虎》、《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⑥ 所述虽然简略，

但是从杨羲师承的角度来看，却是较为可靠的依据。其中《大洞真经》为首要经典，《真诰·甄

命授》著录: “《大洞真经》三十九篇，在世”，“仙道之至经”⑦。
《真诰》。据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陶弘景编撰 《真诰》原为七卷。其中前五卷的

内容是《真诰》本文，杨羲造写。其余二卷“非真诰之列”，是杨许自所记录和陶弘景所述，将

其一同编入而已。即杨羲记录所谓众真降授的 《真诰》本文是前五卷⑧。
《上清真经》三十一卷和《真诰》前五卷，都是杨羲以神真降授名义造写的道经。至南朝梁

陶弘景，收集到以杨羲为主要造经人的所谓神真降授的道经大约是四十余卷。“凡三君手书，今

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 真? 四十余卷，多杨书”。⑨ 即陶弘景尚能见到杨羲写经的

基本面貌。
此外，杨羲书写的上清派道书，还有诸真传记、符书等。《真诰》卷一九著录，陶弘景收集

到的三君手迹中，有“杨书《王君传》一卷”。然而杨羲写仙真传记不止一种，刘琳先生考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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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真诰》卷一九，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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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羲、许谧、华侨写有《南真传》等 9 种仙真传记①。杨羲等人写诸真传记，是为支持其造经。
诚如陈国符先生指出，“诸真传皆述传授真经”②。陶弘景还收集到 “杨书中黄制虎豹符”③，一

短卷，系早期上清派符书。杨羲早年就曾得受此符书，得受于何人不详，“杨先以永和五年己酉

岁 ( 二十岁) ，受中黄制虎豹符”。④
《灵宝五符》。《真诰》卷二〇著录“杨书 《灵宝五符》一卷”，杨羲抄写。《灵宝五符》系

古灵宝经，杨羲从魏夫人长子刘璞得授此经。按 《魏夫人传》，魏夫人令长子刘璞传法于杨羲、
二许。又按《真诰》，杨羲早年就刘璞得受此经，“( 永和) 六年 ( 350) 庚戌又就魏夫人长子刘

璞受《灵宝五符》，时年二十一”。⑤此事早于造写上清经 14 年。
张镇南古本《道德经》。陶弘景《登真隐诀》著录: “老子 《道德经》有玄师杨真人 ( 杨

羲) 手书张镇南古本”⑥。据此，杨羲曾抄写张镇南古本 《道德经》。张镇南即张鲁，是汉末五

斗米道第三代系师，降曹操后，受封为镇南将军⑦。张鲁据 《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本，校定经

文为四千九百九十九字，上下二篇⑧。此本又称系师定本、五千文，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徒传

习《道德经》的主要文本。
如上所述，杨羲写经主要是造写上清经。此外还涉及古灵宝经、天师道所尊奉张镇南古本

《道德经》等，也是有文献记载的早期道教写经。
2. 写本概况

( 1) 字体

杨羲写经的正体字体是隶书。传说魏夫人降授杨羲上清经诸经，“使作隶字写出”，即以隶

书字体书写上清经祖本。《真诰》也是以隶书写出。
《真诰》者，真人口 之诰也。犹如佛经皆言佛说。而顾玄平谓为真迹，当言真人之手

书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书为言，真人不得为隶字; 若以事迹为目，则此

迹不在真人尔。且书此之时，未得称真 ( 三君) ，既于义无旨，故不宜为号。⑨
杨羲写经中也有草书、行书，这是在得受经书时快速记录书写所用字体。以正书字体隶书写出

的，是杨羲又重新书写的经文，然后以此传示许谧。
杨书中有草行，多儳黵者，皆是受旨时书，既忽遽贵略，后更追忆前语，随复增损之

也。有谨正好书者，是更复重起，以示长史耳。⑩

杨羲主要是从事祖本道经的书写，以行草字记录的写本之外，只传示出一个隶书写本，然后由二许主

要是许翙抄写。《真诰》: “今一事乃有两三本，皆是二许重写，悉无异同，然杨诸书记都无重本。”瑏瑡
( 2) 书体

杨羲写经效法的书体是郗氏书体，《真诰》:

又按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郄法，笔力规矩，并于

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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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6 页。
⑩ 《真诰》卷一九，第 234 页。
《真诰》卷一九，第 235 页。



陶弘景认为杨羲书法的特点是字体工整、笔画纤细。杨羲书法主要学郗法，即东晋高平郗氏的书

法，代表人物有郗鉴、郗愔等。郗氏善章草亦善隶书。从现存 《绛帖》所收郗氏法帖①来看，

郗鉴楷书笔画纤细，郗愔草书笔画具有纤秾之间富于变化的特点。因杨、郗均无隶书作品存世，

无法直接比较，但是大体可知杨羲隶书与郗氏隶书相近之处当是笔画纤细，不同之处是更加工

整。杨羲书法的这一字形特点非常适用于写经。六朝时期抄写经书的正体字亦称 “细书”、“细

楷”，反映出读书人对于经书中正体字特点的基本看法。
杨羲的书法造诣很高，实为东晋书法家。陶弘景评价杨羲隶书 “笔力规矩，并于二王”②。

唐代书法理论家窦臮讲: “杨真人之正行，兼淳熟而相成，方圆自我，结构遗名。如舟楫之不

系，混宠辱以若惊”③，称赞杨羲行书率真洒脱。至明董其昌将传为杨羲楷书 《黄庭内景经》收

入《戏鸿堂法书》的第一种法帖。可见杨羲书法为书家所重。道教写经常以书法水准高著称于

世，从写经创始人之一的杨羲就可见其端倪。
( 3) 纸及形制

杨羲写经用纸是荆州白笺。《真诰·握真辅》:

又按三君多书荆州白笺，岁月积久，或首尾零落，或鱼烂缺失，前人糊窑，不能悉相连

补，并先抄取书字，因毁除碎败所缺之处，非复真手，虽他人充题，事由先言，今并从实缀

录，不复分析。④

又《真诰·握真辅》陶注云:

右此前十条，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 《关中记》语也，用白笺纸，行书极好，当是聊

尔抄其中事。⑤
荆州白笺，是荆州所产的一种白纸。杨羲写经所用纸张的发展背景是: 纸张作为文献的载体在魏

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推广使用，白纸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⑥。并且东晋末年确立了以黄纸作为官方

文书的标准用纸，标志性的事件是 404 年桓玄在掌握朝政期间，颁令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

代之”⑦。也就是说杨羲写经使用白纸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使用的纸张，但在此后 40 年，东晋

朝廷就明确规定以黄纸作为官方标准用纸了。
从陶弘景所见“不能悉相连补”来看，写经是卷子装，即由一张张荆州白笺粘连的卷子装。

至陶弘景时，杨羲写经已严重缺损。写经卷子有的首尾残损脱落，有的纸张腐烂缺失，有的经前

人不正确的修补粘糊，纸张已不能按顺序连接。而且经文经他人题写，字迹杂乱。实际陶弘景所见

杨羲写经保存完好的内容，只有《真诰》中的《酆都宫记》，其它已无保存完整的写卷，“又按三

君书有全卷者，唯“道授”，二许写，《酆都宫记》是杨及掾书，并有首尾完具，事亦相类。”⑧

( 4) 写经色彩

杨羲写《真诰》是墨书细字，“其墨书细字，犹是本文”⑨，所用为“荆州白笺”，故写经基

本色彩为墨书白纸。
简言之，杨羲写经的写本规格整体情况当是: 郗体隶书，荆州白笺，墨书白纸，卷子装。
( 三) 杨羲写经对道经写经的贡献

杨羲写经，特别是称魏夫人所授以 《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为首要经典的 《上清经》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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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是后世上清经之祖本和源头。经过增益繁衍，汇编为道藏洞真部。杨羲写经，创造了道教上

清派写经的基本风格。以郄体隶书为写经正体，以荆州白笺为载体，以卷子装为形制规格。这一

东晋隶书写卷是汉代竹简隶书向唐代小楷写卷的过渡阶段的写本。其字体接近汉代的通用正体隶

书，而载体及形制接近唐代的纸本写卷。
( 四) 《戏鸿堂法书·黄庭经内景经》与杨羲写经

明董其昌辑《戏鸿堂法书》收有 《太上黄庭内景玉经》① 法帖，认为系东晋杨羲书，写经

真迹流传至明代，韩世能收藏。
此经摹刻上帖，是以韩世能藏本为底本，董其昌收入《戏鸿堂法书》，王肯堂收入 《郁冈斋

墨妙》②。戏鸿堂本、郁冈斋本同出一本即韩世能藏本，但是韩收藏写经真迹尚未面世。关于写

经人物，董其昌在跋中总结出三种观点。一说为右军书，陶谷跋以为。一说为六朝人手迹，米芾

持此说。一说为杨羲手迹，以赵孟頫、董其昌等为代表。③ 由于所讲写经真迹未曾面世，加之年

代久远，史料有限，上述三说是否确指同一写本，而且韩世能藏本是否与上述三说之写本为同一

写本，都尚需存疑。因此，这里只是探讨韩世能藏本，以及以韩本为底本所刻之戏鸿堂本、郁冈

斋本写经是否与杨羲写经有关。
首先，写经的保存情况。王肯堂讲所见韩世能藏本 “此卷黄素如新”④。如上文所述，早在

南朝梁陶弘景在收集三君手迹后，就已发现杨羲写经基本都是残损的，保存完好的只有 《酆

都宫记》，所以经过千年再出现所谓保存如新的 《黄庭内景经》写卷已不可能。况且素绢是

比纸张更难以保存的写经载体，从东晋至明代历经千年而有这种保存状况，实际上是难以做

到的。
二是写经载体。陶弘景指出杨羲写经多用 “荆州白笺”，即纸本写经。又按 《茅山志》，唐

代上清派宗师李含光奉唐玄宗之命，补写传自杨羲的上清经十三纸⑤。补写经典一般是为了与原

经典规格基本一致，李含光用纸补写，可进一步证明杨羲写经及传抄者一直是以纸本为主要载体

书写，未有黄素本之说。陶弘景所见三君手书，即杨许手迹中，有 《黄庭内景经》，系许翙写

经，但是亦为纸本， “掾 ( 许翙) 抄 《魏传》中 《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先在剡山王惠朗

间，王亡后，今应是其女弟子及同学章灵民处”。⑥ 故董、王所见黄素本，至少不在杨羲写经的

主要载体之列。
三是字体。按 《真诰》，杨羲写经字体为隶书，字体工整，笔力规矩。然而戏鸿堂本杨书

《黄庭经》，董其昌称为“行楷”，运笔洒脱，与陶弘景所说杨羲写经用工整的隶书字体不符。杨

羲书法运笔的特点是笔划纤细而有规矩之力。从董、王二帖本中可以看出，笔画虽然具有纤细的

特点，但是有纤细之形而失规矩之力，与杨羲书法已不相同。
简言之，《真诰》记载杨羲写经的写本特点，与董、王二帖及其所述韩世能收藏的黄素本

《黄庭内经景》大多不相符，目前看来笔画纤细的特点是一致的。《戏鸿堂法帖》所说韩世能藏

本是杨羲书写，无直接确凿证据，当是推测。以韩藏本为底本所刻之戏鸿堂本、郁冈斋本 《黄

庭内景经》，归入杨羲写经自然也是推测，尚需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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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晋士族与道教写经

东晋是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在思想文化领域非常活跃。杨

羲造写上清经，有以许谧为代表人物的丹阳许氏士族的支持。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士族中

有许多奉道人士，从事抄写乃至造写早期道教经典。许氏、葛氏、郗氏、王氏就是东晋著名的奉

道士族。东晋是早期道教经典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上清经、灵宝经的造写和传抄，以及

其它早期道经的抄写，成为这一时期道教经典发展的时代特征。东晋奉道士族直接参与，甚至主

导了早期道教经典的造写和传抄。奉道士族是这一时期道经造写、抄写的主要社会基础。
( 一) 许氏士族中的许谧、许翙与道教写经

杨羲与许谧、许翙写经在陶弘景编纂的 《真诰》中，称为“三君手书”，是指杨羲与二许造

写、传写的上清经以及有关道书、书信手迹等。其实杨许之间不限于经书的传抄，二许之中主要

是许谧，以出身于士族的优越社会条件对杨羲写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 许谧写经

许谧 ( 305 － 376) ，又名穆，字思玄。丹阳句容人。出身于丹阳许氏士族。儒雅博学，结交

时贤，简文帝及朝中大臣王导等皆慕其才学。曾任护军长史，散骑常侍①。道教上清派创始人

之一。
许谧的写经活动，是抄写杨羲所造写的上清经。在 “三君手书”中许谧是主要人物之一。

其抄写上清经，是由杨羲首先传示，再抄写。杨羲写经实际完成了两个写本，一个是草行字体

本，一个是隶书字体本。前者是用来记录所谓众真降授内容大略，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重新抄

写、增损之本。后者隶书本是正字本，首先传示于许谧。许谧是杨羲写经的第一个传示、抄写

者。从上清经的造写、传抄来说，也是主要创始人之一，后被尊奉为上清派第三代真师②。
许谧是许氏士族中奉道的代表人物。许氏家族尊奉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丹阳许氏

为南朝最著之天师道世家”③。关于许谧奉道，《真诰·甄命授》: “许长史将欲理之耶? 若翻然

奉张讳道者，我当与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豁矣”，陶弘景注曰: “张讳即天师名也，杨不

欲显疏也”④，实则说明许谧原本奉天师道。就许家来说，天师道祭酒李东即是在其家中专门从

事奉道活动的道士，《真诰·翼真检》: “有云李东者，许家常所使祭酒，先生 ( 许迈) 亦师之。
家在曲阿，东受天师吉阳治左领神祭酒”⑤。许谧之兄许迈⑥，曾以李东为师，亦是东晋著名道

士。许谧由奉天师道，转而从事上清经的造写，说明道教上清派的初创是以天师道奉道世家为社

会基础的。
许谧写经的社会身份是士族，在造经中的主要作用是其作为奉道士族对造经的支持和影响。

许谧先后任东晋护军长史，散骑常侍等职，以儒雅博学，为简文帝司马昱、大臣王导所器重。许

氏士族中，六世祖许光，吴初时过江，为光禄勋。许谧之父许副，晋元帝时任安东参军，下邳太

守，在州郡中是颇有声望的人物⑦。许谧以其士族身份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杨羲有很大的

帮助。例如，简文帝为相王时，经许谧推荐，杨羲被用为“公府舍人”。并且许谧还资助杨羲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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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财物，有“绢帛之赐”等①

许谧写经写本。在三君手书中，许谧写经较少，这与他的书写特点有一定关系，“长史 ( 许

谧) 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②。许谧擅长的是章草，而写经需要隶书正

体。“故不写经”指抄经、写经很少，即不专门于此事。“长史正书既不工，所缮写盖少。今一

事乃有两三本，皆是二许重写”。③ 这也就是说，三君手书中，抄写杨羲所传示上清经的事情主

要是由许谧之子许翙来完成。许谧虽然是早期上清经的抄写者，但抄写不多，是 “三君手书”
中写经最少的一位，其在造经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

2. 许翙写经

许翙 ( 34l － 370) ，字道翔，又名玉斧，东晋丹阳句容人。许谧之子。曾被举荐上计掾、主

簿，不赴任职。师事杨羲，居雷平山 ( 属茅山) ，是杨羲写经的主要抄写者。道教上清派创始人

之一。
“三君手书”中，许翙是其师杨羲所造写上清经祖本的主要抄写者。杨羲造写上清经之后，

先传示于许谧，然后许翙抄写。由于许谧写经较少，所以 “三君手书”中，抄经主要是许翙完

成的，至陶弘景所见三君手书，上清经及仙真传记十余篇多是许翙抄写。“凡三君手书，今见在

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 ( 许翙) 写) ; 真 四十余卷，多杨书”④。许翙抄写 《真诰》也是

如此，杨羲写出后，传示于许谧、许翙，二许进行抄写。按 《真诰》: “今有二许书者，并是别

写杨所示者耳。”⑤

因此，许翙也是早期上清经的主要写经人，被尊为上清派第四代宗师⑥。许翙写经身份是杨

羲弟子，其社会背景则是许氏士族。具体到三君手书中，许翙是许谧之子，说明许氏士族中的父

子二人，在上清经的造写、抄写中都是主要人物。至于许翙之后，又由其子许黄民传抄上清经，

则更加说明了许氏士族在早期上清经的传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许翙写经，因其主要是抄写杨羲所造之道经，写经目录与杨羲大致相同，即 《上清真经》、

《真诰》。而且作为主要抄经人，许翙要将一种经书抄写二至三遍，“长史 ( 许谧) 正书既不工，

所缮写盖少。今一事乃有两三本，皆是二许 ( 许谧、许翙) 重写”。⑦至陶弘景所收集到的许翙

抄经尚有: 《飞步经》一卷，《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回元隐道经》一卷，《八素阴阳歌》
一卷，《二景歌》一卷，《黄素书》 ( 《黄素神方四十四诀》) 一卷⑧等。

在抄写杨羲造经之外，许翙还抄有《黄庭内景经》。据王明先生考证，写经时间是在晋哀帝

兴宁元年 ( 363) 左右，杨羲造写上清真经之前。《黄庭内景经》亦是上清派早期经典，此经晋

武帝太康九年 ( 288) 为魏夫人所得，撰为定本。⑨ 此外，许翙还抄有 《列纪》、 《西岳公禁山

符》一卷等⑩仙真传记、符书。
许翙写经字体、载体。许翙写经是学杨羲书法，也是细字隶书，“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

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迨非人功所逮”瑏瑡，从上述陶弘景的评价来看，许翙

的写经书法与杨羲相似，特点是运笔露锋回旋，超凡脱俗，而更显字体劲利，也是书法精湛的写

经精品。许翙写经，作为三君手书的一部分，用纸亦多是荆州白笺。但是也有黄素绢本，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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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掾书所佩《列纪》 ( 《后圣李君列纪》) ，黄素书，一短卷”。①
( 二) 郗氏士族中的郗愔与道教写经

杨羲写经书法“祖效郗法”，郗法即是指郗鉴、郗愔父子的书法。郗愔年长杨羲十几岁，一

生亦曾写有大量道经，是东晋郗氏士族写经的代表人物。
郗愔② ( 313 － 384) ，字方回，高平金乡 ( 今山东金乡) 人。出身于高平郗氏士族，东晋太

尉郗鉴长子。曾任镇军将军。东晋书法家。
1. 郗愔道教写经及写本特点

《道学传》记载，“郗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为晋镇军将军，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

书，与右军相埒，手自起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③ 贾崇 《华阳陶隐居内传》称，陶

弘景“自云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欣然有志。”
如上所述，郗愔写道经大概一百卷。其中有太清诸丹法，即关于金丹服食的太清丹经。按葛

洪《抱朴子·金丹》著录“太清丹经上中下三篇，及九鼎丹经一卷，金丹经一卷”④，据说是三

国左慈传出。郗愔所写，当是此一类丹经。写经的字体是隶书，写本载体中有黄素，即黄绢。梁

陶弘景早年曾见到郗暗写经，并对其日后奉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南朝陈马枢作 《道学传》时，

郗愔写经尚多有保存。
郗鉴书法，其字体在东晋书坛独具风格。陶弘景在编纂 《真诰》中曾讲，杨羲写经 “祖效

郗法”，即郗愔的字体和书写方法，可见郗氏书法的特点非常适合写经。郗愔最擅长的字体是章

草，其次是今草和隶书。南朝宋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高平郗愔，晋司空、会稽内史。善

章草，亦能隶”⑤，唐张怀瓘《书断》: “方回 ( 郗愔字方回) 章草入妙，草、隶入能。”书家对

郗愔书法的评价多在章草上，其特点是笔力雄健、造型廉棱，唐窦臮 《述书赋》: “回则章健草

逸，发体廉棱。若冰释泉涌，云奔龙腾。”⑥ 笔划则纤细而富于变化，“其法遵于卫氏，尤长于

章草。纤秾得中，意态无穷，筋骨亦胜”⑦。虽然书家少于对郗愔隶书的评价，但基本能看出郗

氏善于用细笔，而且纤秾之间富于变化。郗氏的细笔隶书对上清经的造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

羲写经书法当是效法于此。
2. 郗愔写经的身份

郗愔写经的身份既是抄经人，也是书法家。在东晋书坛，郗愔书法亚于右军，而与庾翼、谢

安齐名。南朝齐王僧虔《论书》称: “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愔最擅长的章草的书法成就不

如王羲之。但是，王羲之书法艺术是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早年曾不如郗愔和庾翼，“羲之

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⑧。所以，世人以郗愔与庾翼齐名，后又以郗愔与谢安的

书法齐名，“郗愔、安石 ( 谢安) ，草、正并驱”⑨。东晋著名书法家大多出自士族，上述郗愔等

四位书法家，分别是郗、王、庾、谢氏士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在东晋书坛占有重要地位。杨羲

祖效郗法，实则反映出东晋士族在当时书坛的主导地位，以致对造写上清经的书体产生了重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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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愔大量抄写道经是其奉道的方式之一。郗愔奉道，与天师道、早期上清派都有一定关系。
《晋书·郗超传》“ ( 郗) 愔事天师道”①。而且郗氏士族中，郗愔、郗昙兄弟二人均奉天师道，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 ‘二郗谄于

道，二何佞于佛。’”南朝梁刘孝标注曰: “《中兴书》曰: 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②。又 《晋

书·何充传》: “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③。郗愔也是早期上清派的奉道之人，《真诰》记载，兴

宁三年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降于杨羲，授书与许谧，云 “欲以裴真人本末示郗者可矣”。陶

弘景注: “郗即愔也，小名方回。裴真人本末，即是 《清灵传》也。”郗愔不仅与杨羲、许谧相

识，而且是上清派的早期奉道之人。郗愔奉道，按: 《晋书·郗愔传》:

会弟昙 ( 郗昙) 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

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④。
郗愔还修黄老之术，而且与姊夫王羲之同好此道。郗愔所奉黄老之术，是一种服食道法，《世说

新语·术解》: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

‘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

剖看，乃先所服符也⑤。
服食道符是天师道的主要道术之一。联系郗愔抄写太清丹经，又服用道符，说明郗愔奉行的主要

是服食一类的道术。
郗愔写经的主要社会身份是郗氏士族。郗愔曾任东晋镇军将军等军政要职。其父郗鉴是东晋

郗氏士族的主要人物。郗鉴原是高平金乡人，西晋末年率宗族、同乡南迁，镇守合肥，郗氏宗族

属于南迁的侨姓士族。郗鉴始终拥护东晋皇室，屡立战功，晚年任太尉。而且郗鉴郗氏与东晋第

一士族王导王氏联姻，郗鉴之女郗璇嫁给王导从子王羲之。郗氏士族在东晋早期也成为高门

大族。
( 三) 王氏士族中的王羲之与道教写经

王羲之与杨羲写经虽无直接关系，但与奉道的许氏士族和郗氏士族关系非常密切。出身于东

晋第一士族王氏士族的王羲之，不仅奉道，而且是东晋士族中道教写经的代表人物。
王羲之 ( 321 － 379) ，字逸少，琅琊 ( 今山东临沂) 人。出身于琅琊王氏士族。任东晋右军

将军等职。著名书法家，被后世誉为“书圣”。
1. 王羲之写《黄庭经》
文献记载首见于刘宋时期羊欣 《笔阵图》: “ ( 王羲之) 三十七书 《黄庭经》”⑥。稍后晚出

的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 “山阴有道士养群鹅，羲之意甚悦。道士云: 为写《黄庭经》，当举

群相赠。乃为写讫，笼鹅而去”⑦。王羲之所写 《黄庭经》系 《黄庭外景经》⑧，时间是东晋穆

帝升平元年 ( 357) ，时年三十七岁。王羲之写经是为换取山阴县道士的群鹅，写经换鹅遂成为

书林佳话。
王羲之是《黄庭外景经》传世之后早期的抄写者。据王明先生考证，该经出于西晋成帝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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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九年 ( 334) 左右，王羲之写经距此经传世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作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宝为世所重。写经一事，山阴县道士主要是为获得王书墨

宝。王羲之在书坛具有崇高的地位，刘宋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

今莫二”①，唐太宗李世民赞誉: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② 从南朝

书家，至唐代帝王，以王书为第一。
书林佳话写经换鹅亦是王羲之奉道的生动写照。《黄庭经》是上清派的早期经典之一，早于

杨羲写上清经就已传世。王羲之写《黄庭经》，以其书法造诣，必然会对此经的早期传播产生重

要影响。这也可以看作道教上清派早期有关经典在东晋士族中的传抄、流传。王氏士族是尊奉五

斗米道即天师道的世家，《晋书·王羲之传》: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③。王羲之抄写 《黄庭

经》，在奉道的文化身份上，体现出王氏士族与天师道以及早期上清派经典的传播都有密切

关系。
王羲之奉道还体现在与著名道教人物的交往。例如，与东晋高道许迈为友，羲之辞官后

“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④ 许迈去世后，王羲之为其作传。王氏士族中的奉

道人物还有王献之，“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⑤。王献之是王

羲之之子，家人为其上章治病，即是用五斗米道的道法。王献之还曾画五斗米道的道符，米芾

《画史》记载: “李公麟云: 海州刘先生收王献之画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均说明

王献之尊奉五斗米道。
王羲之王氏士族是东晋侨姓士族。琅邪王氏西晋末年过江，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

重要作用。王氏士族是东晋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中的第一大士族。王羲之父王旷，曾

任淮南太守。其伯父王导，系王氏士族的主要代表人物，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奠基

人之一。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可以说，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士族中写经奉道的

代表人物。
关于《黄庭经》写本: 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记载“《黄庭》《劝进》《像赞》

《洛神》”为王羲之有名之迹，又云 “不审此例复有几纸”⑥。虽未确指 《黄庭经》是否纸本，

但说明王羲之真迹多为纸写。褚遂良《右军书目》计正书都五卷，其中“《黄庭经》六十行，与

山阴道士”⑦。据此，王羲之传世写本《黄庭经》当是小楷六十行，纸书。
王羲之写经的重要贡献是在字体和书体，即小楷字体的成熟和王体书法的形成。中国古代写

经的正体字先后有篆书、隶书、楷书三种基本字体。钟繇和王羲之是对楷书的成熟有重要贡献的

书法家。汉末钟繇的楷书如《宣示表》《力命表》，尚带有隶意，至东晋王羲之 《黄庭经》 《乐

毅论》则已摆脱了隶意，使楷书成为更加成熟的一种正体，可谓 “笔势精妙，备尽楷则”⑧。作

为楷书著名书体，王体具有健与秀的中和之美，为后世书家所效法临摹。楷书四大书体欧、颜、
柳、赵亦多受王羲之影响，特别是赵孟頫，通过大量临写《黄庭经》而学王体，并有真迹存世。

关于王羲之书《黄庭经》法帖，是宋代以来的帖学悬案。王明先生据徐浩 《古迹记》等文

献考证，唐皇室所收藏王羲之书 《黄庭经》真迹于唐开元五年 ( 717) 尚在，经唐天宝年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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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史之乱，已佚失①。具体佚失时间当在唐军潼关失守、叛军攻入长安之时，即天宝十五年

( 756) 六月。唐代是以摹写方式保存王书，没有刻帖。法书刻帖始于北宋 《淳化阁帖》，而未收

有《黄庭经》。较早收有《黄庭经》的是南宋《宝晋斋帖》②《澄清堂帖》③，且所收法帖之底本

来源尚不可考。这样宋帖及其后的法帖，就难以有与王羲之真迹直接相关的确凿证据。虽然如

此，一般认为《黄庭经》帖大体还是保存了王书的特征，作为王羲之写经书法，仍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响。
2. 王羲之写《道德经》
史料首见于南朝宋虞和 《论书表》:

羲之性好鹅。山阴昙 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愿乐，乃

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 《老子》，

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 《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

日，为写毕，笼鹅而归。④
再者，《晋书·王羲之传》:

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 “为写 《道德经》，

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⑤
其中，王羲之写《道德经》当是主要史实。至于写经与山阴道士换鹅则是书林佳话，是对王羲

之有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与喜爱白鹅的一种文学表达，似不必过度追究是以写 《道德经》或

《黄庭经》换取白鹅。王羲之出身于信奉张氏五斗米道世家，河上公本《道德经》是五斗米道尊

奉的主要经典之一，所以王羲之抄写《道德经》绝非牵强之事迹，《论书表》与 《晋书》所记

载当是可信之史实。
王羲之书河上公《老子》，即《老子》河上公章句本。写本载体是缣素绢本。书 《道德经》

各两章，当是道经、德经各两章，共四章，写经是摘写而非全抄。
( 四) 葛氏士族中的葛巢甫与道教写经

杨羲是在许氏士族支持下造写上清经，而葛氏士族中的葛巢甫则亲自造写了早期灵宝经。葛

氏士族也是东晋时期尊奉道教的士族之一。
葛巢甫，东晋丹阳句容人，道士，葛洪从孙⑥。出身于丹阳葛氏士族。于东晋构造灵宝经

书，传播于世，是早期灵宝经的造写者。
1. 葛巢甫造构灵宝事迹

《真诰·叙录》: “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⑦。葛巢甫造构灵宝经的时间，据陈国符先

生考证，是在东晋末叶⑧。后以晋隆安 ( 397 － 402) 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⑨，相传

于世。
葛巢甫是灵宝经的造写者，也是灵宝派的早期创始人。葛巢甫造经有着深厚的家族奉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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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灵宝威仪经诀》①、《灵宝略纪》② 等道书中，在所述从三国吴至东晋时期灵宝经复杂的传

承谱系中，葛氏家族成员是主要传承者。虽然其中葛巢甫才是灵宝经真正的造写者，但是葛氏家

族中高道辈出，确为事实，例如三国吴葛玄、东晋葛洪。特别是葛洪，是东晋葛氏家族奉道的代

表人物，在早期道教丹鼎道派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葛洪师从郑隐，而郑隐师从葛洪之从祖葛

玄。晚年，葛洪携子侄往广州罗浮山炼丹③，又可见葛氏家族奉道之传统。
葛巢甫系葛洪之从孙，出身于丹阳葛氏士族。葛氏士族是东晋时期的吴姓士族，以儒学五经

传家。据《灵宝威仪经诀》，葛玄在传授道经于家门子弟的同时，也讲 “并务五经，驰骋世

业”④。葛洪 ( 283 － 363) ，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少时 “以儒学知名”，曾抄写 “五经”⑤。葛

洪祖葛系，任吴大鸿胪。父葛悌，任西晋邵陵太守。葛洪曾任东晋伏波将军、司徙掾，其妻为南

海太守鲍玄之女。鲍玄亦是葛洪学道之师。而且，同在丹阳的葛氏士族与许氏士族有着联姻关

系。西阳令葛万安之女是许黄民之妻⑥。葛万安是葛洪第二兄之孙，许黄民则是许谧之孙。也就

是说，葛巢甫与葛万安同为葛洪之从孙，葛氏家族这一代与许氏家族有联姻关系。因此，葛巢甫

造写灵宝经，有着葛氏、许氏士族的家族基础和奉道世家的道教背景。
2. 葛巢甫所造灵宝经及写本情况

葛巢甫所造灵宝经，据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先生考证，主要是 《灵宝赤书五篇真文》⑦。这是

继魏晋之际所出《灵宝五符经》之后的新出灵宝经。葛巢甫所造 《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是早期

灵宝经中最重要的道经，已佚。约出于东晋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虽然不是葛氏

造经的原本，但是属于同一灵宝经的不同版本，且年代相近，故从前者能大体看出葛氏灵宝经写

本的基本特征。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以符字篆文书写的五篇真文以及五帝化生符、五老符命

是经书中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说明灵宝经写经特点的部分。此经作为洞玄灵宝经之首经收入
《中华道藏》。

写经字体符字篆文，实为道教经典特有的字体。其中五篇真文的符字是一个单字，字形较

小。五帝化生符、五老符命，则是由多个符字组成的大符。
写经色彩，现存版本当是已经失去经书原色。按经文内容的讲，是以红色为主色，配以五

色。灵宝经以“赤书”为名，就已说明以红色为主色。其中讲 “元始炼之于洞阳之馆，冶之于

流火之庭，鲜其正文，莹发光芒，洞阳气赤，故号赤书”⑧。道教以灵宝经为洞阳之气，洞阳气

赤则为赤书。“五帝之化生符”则分别以赤、黄、白、黑、青五色书写。“五老符命”则分别以

青、丹、黄、白、黑五色书写。据此，葛氏灵宝经对写经的要求，当大体与此相同。那么，葛氏

造写《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祖本，对于其中的真文、符命，必然面对如何体现这一重视经文

色彩的问题。但是葛氏如何造经写经，尚难以考证。
需要指出的是，《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与 《灵宝五符经》在写经上具有相似性，

并有丰富和发展。就符文内容而言，前者主要包括“五篇真文”以及 “五帝化生符”、“五老符

命”，后者主要是“五帝符命”，前者是在五帝符命的基础上又增益了符文的内容。就符文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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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二者均以符字篆书为字体。前者既有单个符字篆书写成的五篇真文，也有多个符字篆书组

成的大符，后者则只有多个符字篆书组成的大符。就符文色彩而言。前者的五篇真文自述为

“赤书真文”，后者则传说是“紫文金简”①，“赤素书”②，都是红色字体。前者还明确要求以五

色书写五帝化生符、五老符命，色彩运用上更加丰富。既然二者从符文内容、字体、色彩都有相

似性，前者较后者更为丰富。故从写本上看，前者当是依据后者敷衍增益而成。
东晋上清经与灵宝经的造写，对后世道经的发展演变，以至汇编成藏，其影响是深远的。杨

羲造写之上清经，后经南朝宋陆修静整理，而成为三洞经书洞真部的主要经典。葛巢甫构造之灵

宝经则整理编为三洞经书洞玄部的主要经典。早期上清经与灵宝经在写本上具有各自的特点。杨

羲写上清经注重书法而以隶书为正体，以黑白为色。葛巢甫所构造之灵宝经，当是以符字篆书为

真文，崇尚赤色，兼用五色。

三、结论

东晋道士杨羲写经，以《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为首要经典的上清经三十一卷最为重要，在

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中，是洞真部的祖本道经。杨羲以墨书细字的郗体隶书和荆州白笺，开创

了上清经写经的基本风格，也推动了道教上清派的形成。杨羲写经的身份是早期上清派专门从事

经书造写的经师。由于写经的贡献，杨羲被尊奉为上清派第二代玄师。
杨羲写经得到了丹阳许氏士族的支持。许氏士族是天师道奉道世家，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了早

期上清经的造写和传抄。由许氏士族而展开考察，可以看出，在东晋士族中，擅长书法的奉道世

家如丹阳许氏、高平郗氏、琅琊王氏、丹阳葛氏士族中都有代表人物从事早期道教经典上清经、
灵宝经、太清经等的造写或抄写。可以说在早期道教上清派、灵宝派、丹鼎派经典的产生或传播

中，东晋士族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晋士族的道教写经活动，属于文化生活领域，并未与社会政治

有直接关系。士族写经较为普遍，反映出两个基本的社会情况: 一是从事写经的士族人物往往具

有家族奉道的文化传统，对道教经书有着很高程度的掌握。二是东晋政治动荡、战乱频繁的现

实，即使处于社会上层的士族也深感难以把握人生的祸福，转而在生活中关注道教、道经，寻求

心灵寄托，而从事道教写经则是士族奉道的一种方式。总之，东晋时期士族写经奉道较为普遍，

这是杨羲写经的社会文化背景。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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