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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靈寶傳授儀

——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 》考論

，

吕 鵬 志

提要 ：在南朝劉 宋高道 陸修静 的現存科儀著述 中 ， 《太上洞 玄重 賨授度儀 》是道教史上

第 一部
“

立成儀注
”

的傳授儀典 。 此書篇 幅頗長 ， 内容 十分豐 富
，
已 引 起不 少 學者 的注 意 和

研究 。 但大 多 數人探討的 只是此書的部分 内容或局部 問題 ，較爲詳細 或全 面研 究 此書的論

著迄今仍寥若晨星 。 本文在前 賢研究 的基礎上 ，
專 門 探討該書涉及 的 三個 關鍵 問 題 ：

一是

《授度儀》 的性質和體 例 ，
二是 璽 賨傳授儀的 階 段等級和 法位標誌 ，

三是璽 寶傳授儀式 程序

及其結構 。 這三個 問 題互 有 關係
，
研 究和考辨這些 問 題有助於我 們 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

握《授度儀》 ，
彰顯 它在道教儀 式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

關鏟詞
：
陸修静 道教儀 式 古靈 賨經 傳授儀 靈 竇齋

弓 Ｉ 言

南朝劉宋道士陸修静 （４０６＾７７
？

） 在道教科儀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後人將他與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
一

般項目
“

中古道教儀式的基本類型和歷史演變
”

（ １８ＢＺＪ０４５ ）的階段性成果
，
曾提交

“ 比較視野

中的道教儀式
”

國際學術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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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陸修静的生平事迹主要見於南朝陳馬樞 《
道學傳》 、唐吴筠《簡寂先生陸君碑》 （ 載《全唐文》卷九二六 ） 、唐李渤《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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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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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文史 ２０ １９ 年第 ２ 輯 ？ 總第 １２７ 輯

中唐道士張萬福 （
７ １２ 年在世 ） 、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 （

８５０
—

９３３
）
並稱爲

“

科教三師
” ？

。 他

在科儀方面的貢獻分爲兩端 ：

一是對東晉末劉宋初古靈寳經倡行的靈寳科儀做了許多整理

加工的工作＇一生撰述的百餘卷
“

齋法儀範
”

大都屬於靈寳科儀＠
；

二是整頓舊天師道的教

義 、組織制度和儀式 ，
保存在明 《道藏》 中 的 《陸先生道 門科略 》 （

ＤＺ１ １２７ ） 對此有明確

記載④ 。

在陸修静的現存科儀著述中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 （ ＤＺ５２８ ，

以下簡稱《授度儀》 ）是

篇幅最長的
一部

，
據大淵忍爾考證大約撰於劉宋元嘉二十

一年
（
４４４

） 左右
？

。 此書 内容十分

豊富
，
已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和研究 。 但大多數人探討的是此書的部分内容或局部問題？ ，

較爲詳細或全面深入研究此書的論著迄今仍寥若晨星。

美國學者柏樺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 ．Ｂｅｎｎ

） 曾著書研究洞玄靈寶傳授儀＇ 焦點集 中在唐窨宗統

治時期金仙 、玉真公主到歸真觀從道士史崇受靈寳道法以及五法 、上清經法的儀式 。 該儀

式在景雲二年 （
７ １ １

）正月 舉行 ， 參與儀式的道士張萬福在 《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 》 （
ＤＺ

①

見宋寧全真授 、元林靈真编《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 ＤＺ４６６ ）卷三

一七 《文撤發放品（ 傳度醮用 ） 》

“

申科教三師
”

條 ；明周

思得《上清靈賨濟度大成金書 》卷三六《文檢立成門 ？ 祈禳品 ？ 祈攘黄籙大齋文字》

“

申科教三師
”

條
，
《藏外道耆 》第

１７ 册
，
巴蜀書社 ，

１９９４ 年 ，第 ４８ １ 頁 。 參見張澤洪《論科教三師》 ， 《宗教學研究》 １ ９９８ 年第 ４期 ，第 ３３
—

３９ 買 。 本文參

考的《道藏》經
（
用 ＤＺ 標示 ）採用涵芬樓影印本 ，

其編號見 〔法 〕施舟人原著 、陳耀庭改编《道藏索引——五種版本道藏

通檢》
，

上海書店
，

１９９６年 ，第 ２５ ８
—

３４８ 頁 。

② 關於古靈賨經倡行的靈寳科儀
，
參見吕鹏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
中華書局

，

２００ ８年
，
第 １ ２２

—

１７３ 頁 。

③ 陸修静的科儀著述現存於 《道藏》者包括《 洞玄靈寅五感文 》 （ ＤＺ１２７８ ） 、 《洞玄轚寶齋説光燭戒罰燈祝願儀》 （ ＤＺ

５２４
） 、 《太上洞玄靈賨法燭經》 （

ＤＺ３４９
）

、《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 （
ＤＺ４１０

） 、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 》
（
ＤＺ ５２８

） ，
他書著

録者還有《然燈禮祝威儀》 《宿啓建齋儀》 《昇元步虚章》 《靈寶步虚詞 》 《步虚洞章》 《靈賨道士 自修盟真齋立成儀》 《三

籙齋儀》 《九幽齋儀 》《
解考齋儀》 《塗炭齋儀》 。 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

，
中華書局

，

１９６３ 年
，
第 ４３

、
２８２ 頁

；

也參 吕鹛

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第 １８２
—

１ ８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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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參見大淵忍爾 《陸修静 ｉ
３０ Ｖ 、 Ｔ》 ，

收人氏著《道教 ｔ 〇經典一道教史Ｏ研究 其 Ｃ０二》 ，
東京 ：創文社

，

１ ９９７ 年
，
第

６９
—

７ １頁 。

⑥ 例如
，

小林正美 、
大淵忍爾和柏夷 （

Ｓ
ｔ
ｅ
ｐ
ｈｅｎＢｏｋｅｎｋａｍ

ｐ ）
在討論古靈寶經的分類和卷數時

，

均曾對 《
太上洞 玄？寶授度

儀表》稱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總計三十五卷的説法發表意見 ，
參見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中華書局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１３

－

１８ 、
９

１

—

９３ 頁 。 小林正美還曾發表專文論及《授度儀》傳授的靈寅赤 書五篇真文 ，
參見氏著《 〈

靈寶赤書五篇

真文＞
（７）思想 ｔ成立 》

，
《東方宗教》 ６０ （ １９８２

） ，
第 １０５

—

１３７ 頁 。 柏夷最近在探討道教出家制度的起源時
，
將古靈寶經

和 《授度儀》作爲主要文獻依據 ，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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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謝世維專門研究 了《授度儀 》中的五真人頌和靈寶策杖
，
參見謝世維

《天界之文 ：魏晉南北朝霆寶經典研究》 ，
畜北 ：商務印 書館

，

２０ １０ 年
，
第 四章

，
第 １６７

—

２０７ 頁
，
第六章

，
第 ２５３

—

２９４ 頁 。

張超然對《授度儀》涉及的靈寶道士法位等級提出了新的看法
，

參見張超然 《援法人道 ：南宋靈寳傳度科儀研究 》
，

收人

謝世維主编《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 ，臺北
：
政大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第 １４３

—

１４８ 頁 。 蒲 亨强 、彭李玲研究了保存在 《授度

儀》 中的音樂資料 ，
參見蒲亨强 、彭李玲《 〈太上洞玄靈 賨授度儀 〉 音樂资料研究 》 ， 《樂府新聲 （ 瀋陽音樂學院學報 ） 》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７３

—

７８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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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靈窗傳授儀一陸修静 （ ４０６
￣＾７７

） 《太上洞玄靈賨授度儀》考論

１２４ １
，
以下簡稱《經戒法籙略説》 ） 中作了記載 。 但張氏没有描述儀式的全過程 ，

柏樺根據古

靈寅經 、５ 世紀的《授度儀》 、６ 世紀的 《無上秘要》 （ ＤＺ１ １ ３８ ） 和其他
一些儀式文獻試圖將中

唐靈寅傳授儀的完整過程進行復原 。 他的書在第三章 （

“

ＴｈｅＤｒａｍａ

”

） 和附録二 （

“

ＡＳｙｎｏｐ
？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ｉｔｅｆｏｒ ｔｈｅＬｉｎｇ
－

ｐａｏＣａｎｏｎ
”

） 中描述靈寳傳授儀程 ， 大量參考和翻譯 了

《授度儀》 。 不過 ，柏樺更多地是利用 《授度儀》作爲文獻依據去印證其他資料的説法 ， 對

《授度儀》本身的資料來源較少考察 。 另
一個問題是 ，柏樺對 《授度儀》文字内容的理解有不

少錯誤 。

２００６ 年
，
日本學者丸山宏發表了

一篇專 門研究《授度儀》的會議論文
？

。 他在文中首先

指出法國學者施舟人 （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Ｓｃｈ ｉ

ｐｐｅｒ ）爲 《道藏通考》撰寫的 《授度儀》條 目誤將
“

真文二

籙
”

理解爲五篇真文和靈寳五符 ，
二籙應當是

“

三部八景籙
”

和
“

内音玉字籙
”

的總稱 。 丸山

氏還根據六朝唐初道教史料推断 ，靈寳法位的授度分初盟 、 中盟和大盟三個階段 ，大盟階段

受
“

真文二籙
”

和
“

策杖
”

。 丸山論文的主體部分主要探討三個問題 ，

一是《授度儀》依據的

經典 ，
二是《授度儀》的儀式結構 ，

三是《授度儀》採用的儀式文書 。 此文旨在從總體上把握

《授度儀》
一書的基本内容 ，頗有參考價值。

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
，
專門探討該書涉及的三個關鍵問題

：

一

是 《授度儀》

一書

的性質和體例 ，
二是靈寳傳授儀的階段等級和法位標誌 ，

三是靈寳傳授儀式程序及其結構 。

期望通過這些問題的探討 ，更深人地理解 《授度儀》 的内容 、特色和價值 。 筆者認爲
，
深入解

讀《授度儀》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和解答道教儀式史上的
一些難題。 例如 ，

靈寶科儀宗師陸

修静究竟是整理編輯了古靈寶經還是撰寫改編了古靈寶經的部分内容 ？ 最近王皓月 出版

的專著 《析經求真
——陸修静與靈寶經關係新探》和王承文出版的《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

經研究》 已就此問題展開 了争鳴
②

，
本文通過分析授度儀的内容 、性質和體例 ，有力證明 了陸

修静不可能參與古靈寶經的創作 。 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 ，類似的引 申考論在正文各部分都

有出現 。

爲方便稱引 ，在此先將《授度儀》全書的文字内容概括和標示如下 （ 説明 ：
Ｒ 表示

“

Ｒｉｔｕ－

ａｌ

”

儀式
，

Ｍ表７Ｋ
“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

表
，

Ｄ表７Ｔ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文書 ）



Ｍ 表 （ 自
“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
”

至
“

臣陸修静謹進
”

）

①

丸山宏《陸修静

“

太上洞玄靈脔授度儀
”

初探》 ，收人《第
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
髙雄道德院 、

“

國

立”

中山大學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６２３

—

６４０ 頁 。

② 參見王皓月 《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重賨經關係新探》 ， 中華書局 ，
２０ １７ 年 ，第 １

一

８２ 買
；
王承文 《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

寅經研究》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年
，
第 ６０１

—

６５３ 頁 。



１２４ 文史 ２０１ ９ 年第 ２ 輯 ？ 總第 １ ２７ 輯

Ｒ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 （標題
“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
”

）

Ｒ０ 傳授儀規

Ｒ〇．１ 登埴信誓 （ 自
“

黄籙簡文靈仙品云
”

至
“

登壇事信誓用之
”

）

Ｒ０． ２ 擇 日登埴 （ 自
“

玉訣云
”

至
“

建王之 日登壇也
”

）

Ｒ０ ． ３ 門 、榜 、爐 、案 （ 自
“

玉訣云
”

至
“

列度事案前
”

）

Ｒ０ ． ４ 對齋奏章與宿露書文 （ 自
“

黄籙簡文云
”

至
“

考由司正曹
”

）

Ｒ１ 第一時段 （第一 日 ）儀式程序

Ｒ １ ． ０ 子 目
“

靈寳大盟宿露真文 、拜表 、出官啓奏次第如左
”

Ｒｌ ．１ 入户 （ 自
“

於名山埴地置竟
”

至
“

師鳴天鼓三十六通
”

）

１１１ ． ２ 發燫 （

“

次發爐如法
”

）

Ｒ１ ． ３ 出官 （ 自
“

次出官
”

至
“

出官訖
”

）

１１１ ． ４讀表 （

“

次讀表文
”

）

Ｒ １ ． ５ 重約敕 （ 自
“

次重約敕
”

至
“

伏須告報
”

）

Ｒ １ ． ６ 告靈 （ 自
“

次起北向
”

至
“

御合啓傳
”

）

Ｒ １ ． ７ 復官 （ 自
“

次復官
”

至
“

咽炁三過
”

）

Ｒ １
． ８ 復爐（

“

次起再拜 ，復爐如法
”

）

Ｒ １ ． ９ 出户 （

“

畢
，
師與弟子從地户 出

”

）

Ｒ２ 第二時段 （第二 日 ）儀式程序

Ｒ２ ． ０ 子 目
“

明 日 登壇告大盟次第法
”

Ｒ２ ． １ 遶埴 （ 自
“

弟子若多
”

至
“

悉合玉清
”

）

Ｒ２ ． ２登埴人户 、朝九天主與誦金真太空章 （ 自
“

畢
”

至
“

朝我玉皇庭
”

）

Ｒ２ ． ３ 存思 （ 自
“

畢
”

至
“

畢
”

）

Ｒ２ ． ４誦衛靈神祝 （ 自
“

次誦衛靈神祝曰
”

至
“

身飛上仙
”

）

Ｒ２ ． ５ 發爐（ 自
“

次叩齒二十四通
”

至
“

徑御至真無極道前
”

）

Ｒ２ ． ６禮十方 （ 自
“

次師引弟子左行
”

至
“

各叩頭搏頰
”

）

Ｒ２ ． ７ 出官 （ 自
“

次法師就位
”

至
“

分别請省
”

）

１１２ ． ８ 讀表 （

“

次讀表文
”

）

Ｒ２ ． ９ 送表 （ 自
“

又叩齒三通
”

至
“

伏須告報
”

）

Ｒ２ ． １０ 啓奉 （ 自
“

次弟子左轉
”

至
“

稽首再拜
”

）

Ｒ２ ． １ １ 三上五方香與誦詠五真人頌 （ 自
“

次法師啓奉畢
”

至
“

安坐觀十方
”

）



早期靈寳傳授儀一陸修静（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１２ ５

Ｒ２． １２授五篇真文及五魔玉諱 （ 自
“

誦畢
”

至
“

諱朗馥
”

）

Ｒ２ ． １ ３授三部八景籙 （ 自
“

度上部八景
”

至
“

洞神往還
”

）

Ｒ２ ． １４ 授内音玉字籙 （ 自
“

東方青帝八會内音 自然玉字九炁總諸天文
”

至
“

次讀太歲以下

盟文
”

）

Ｒ２ ． １５ 度策文 （ 自
“

次度策文
”

至
“

用元始五老印封策畢
”

）

Ｒ２ ． １ ６封杖 （ 自
“

次封杖法
”

至
“

二十五咽止
”

）

Ｒ２ ． １ ７ 師告丹水文 （ 自
“

次師告丹水文
”

至
“

如四極明科律文
”

）

Ｒ２ ． １ ８ 弟子 自盟文 （ 自
“

次弟子 自盟文
”

至
“

稽首再拜
”

）

Ｒ２ ．
１９ 奉受 （ 自

“

次師起立北向
”

至
“

如天尊象矣
”

）

Ｒ２ ． ２０ 詠步虚 （ 自
“

畢 ，次師起巡行 ，
詠步虚

”

至
“

思與希微通
”

）

Ｒ２ ．
２ １ 誦禮經頌 （ 自

“

次北向
”

至
“

静念稽首禮
”

）

Ｒ２ ． ２２ 唱三禮（ 自
“

每誦步虚一首訖
”

至
“

至心稽首禮玄中大法師
”

）

Ｒ２ ． ２３ 説元始禁戒 （ 自
“

次平坐
”

至
“

爾其信焉
”

）

Ｒ２ ． ２４授六誓文 （ 自
“

畢
”

至
“

爾其奉焉
”

）

Ｒ２ ． ２５ 簡授弟子法位 （ 自
“

畢
”

至
“

各三拜
”

）

Ｒ２ ． ２６ 大謝 （ 自
“

次還
”

至
“

常住三寶
”

）

Ｒ２ ． ２７ 誦三徒五苦醉 （ 自
“

次師誦三徒五苦辭曰
”

至
“

棄世以學道
”

）

Ｒ２ ． ２８ 言功復官 （ 自
“

次法師還
”

至
“

咽二十四炁止
”

）

Ｒ２ ．
２９ 復爐 （ 自

“

次法師復爐
”

至
“

徑至玉皇上帝几前
”

）

Ｒ２ ． ３０誦奉戒頌 （ 自
“

次誦奉戒頌
”

至
“

會當體道真
”

）

Ｒ２
．
３ １ 還戒頌 （ 自

“

還戒頌
”

至
“

家國悉安寧
”

）

Ｒ２ ．３２ 繞壇梵詠還 （附變通的做法 ） （ 自
“

畢 ， 師弟子遶壇梵詠還 ，事 了 

”

至
“

次西向 ，拜天

師張君
，
再拜

”

）

Ｒ３ 第三時段儀式程序

Ｒ３ ． ０ 子 目
“

次三 日 言功 ，
設齋謝恩 ，儀在别卷

”

Ｒ３ ． １ 投簡 （

“

次弟子於埴本命之方投簡法
”

）

Ｒ３ ．ｌａ 發爐 （ 自
“

次東向叩齒三通 ，
上香祝曰

”

至
“

徑御無上至真大聖尊神玉帝几前
”

）

Ｒ３ ．ｌｂ 讀簡並祝 （ 自
“

畢
”

至
“

金龍驛程
”

）

Ｒ３ ．ｌ ｃ 復逋 （

“

畢 ，
上香復爐 ，如上法

”

）

Ｒ３Ｄ１
（ 附録）簡文 （ 自

“

元始靈寶告九地土皇滅罪言名求仙上法
”

至
“

於某府州縣鄉里 中告



１２６ 文史 ２ ０１９ 年第 ２ 輯 ． 總第 １２７ 輯

文
， ，

）

Ｒ３ ．Ｉｄ 埋或投簡 （ 自
“

右朱書銀簡
”

至
“

埋所住中宫
”

）

Ｒ３ ．
ｌ ｅ埋或投謁版 、刺版 （ 自

“

次謁版
”

至
“

厚三分
”

）

Ｒ３Ｄ２ （附録 ） 登埴法信 （ 自
“

登壇法信如左
”

至
“

炁係一炁天君
”

）

Ｒ３ Ｄ３
（ 附録） 隨度事月 （ 自

“

隨度事月
”

至
“

則云一炁天中
”

）

一

、

“

竊按
”

與
“

造作
”
——

《授度儀 》

一

書的性質和體例

《授度儀》 開篇是題爲《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 的文書 ，署名
“

臣陸修静謹進
”

。 它是

陸修静上奏三寳 、太上衆尊 、玄中大法師的一道表文 ，主要説明他編撰《授度儀》
一書的緣起

和方法 ，請求衆神考察是否可以施行 。
這道表文就内容而言相當於全書序言 ，欲讀懂陸氏

《授度儀》非從此表人手不可 。 且將表文引録如下 ：

臣修静依棲至道
，
翹竚靈文

，
造次弗 忘 。 幸會有數 ， 顧使草茅之 品

， 獲披龍風之章 。

妙重 尊嚴 ， 非所堪勝 。 誠欣誠懼 ，
冰炭於心 。 自從 叨竊 以來 ，

一 十 七年 ，
竭誠 盡 思 ，遵奉

修研 ，
翫習 神 文 ，耽味玄趣 ，

心存 目想 ，期 以 必通 ，秉操勵情
，
夙夜 匪 懈 。 考 覽 所受

，
粗得

周遍 。 自 覺神 開 意解
，
渐悟理歸 。 宛義妙致 ，

本 自 仰 絶 。 其麋跡近 旨
，
謂可仿佛 。 伏尋

靈 賨大法①
，下 世度人。 玄科舊 目

②
，
三 十六卷 。 符 圖 則 自 然空 生

，
讚説 皆上真注筆 。 仙

聖之所 由
，
歷劫之筌範 。 文 則 奇麗尊貴

，
事 則 真要 密妙 。 辭 則 清虚 玄 雅

，
理 則 幽微濬

逮 。 標明 罪福
，
權便應適 。 戒律軌儀

，
導達群方 。 璽 音八振 ， 聾 盲 開 豁 。 法 門 四 達 ， 巨

細獲所 。 洋洋大化 ，
無量法橋 。 但正 教始興 ， 天書寶 重 ，

大有之蘊
，
不 盡顯行 。 然 即今

見 出 元始舊 經 ，並 仙公所禀 ， 臣 據信者 ，合 三十五卷 。 根末表裹 ，足相辅成 。 大乘之體 ，

①
此所謂

“

靈寳大法
”

指古鬣賨經傳示的偉大教法 ，首見於古靈賨經之
一

《靈寅真
一五稱經》 ：

“

太上太極真人 曰
：學道者

受此經後 ，
册年傅

一人 。 已延壽者 ，
四百年傳一人 。 得地仙者 ，

四千年傅一人。 得天仙者
，
四万年傳一人。 得無上洞寂

太上至真者
，
四萬劫傳

一人 。 太上靈 寅大法傳授之科備矣 。

”

參見吕 鵰志《敦煌寫本 Ｐ ．
２４４０ 〈霣寳真

一五稱經 〉校補解

題 》 ， 收人饒宗頤學術館編《第二届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遇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２０ １５ 年
，
第 ３％￣４２５ 頁 。 宋元時代高度推崇《度人經》的新道法流派之一亦稱

“

靈寶大法
”

（ 又稱
“

度

人大法
”

） ，但無論在教義 、信仰 、
實踐和儀式諸方面都與陸修静 《授度儀》所説的

“

靈寅大法
”

存在若干差異 。 關於宋元

靈寶大法
，
參見 

Ｌｏｗｅ ｌｌ Ｓｋａｒ
，


“

Ｌｉｎ
ｇ
ｂａｏｄａｆａ 靈賨大法 （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ｔｅ ｓ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ｉｎｏｕ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 ，

”

ｉｎ７％ｅＥｎｃ
ｙ
ｃｉｃｐｅｒｆｉａ

ｉｓｍ
ｔｐｐ

．６７ １
－

６７２．

② 此所謂
“

玄科舊 目
”

指陸修静《鳘賨經 目 》提到的 《元始舊經紫微金格 目 》 。 南朝梁宋文明 《通門論》 （又名 《ｓ寅經義

疏》 ）轉録的陸氏 《靈寳經 目 》有云 ：

“

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 目 》三十六卷．

，

二十一卷已出
，
今分成二十三卷

，
十五卷未

出 。 十部妙經三十六卷 ，皆尅金爲字
，
書於玉簡之上

，

題其篇 目於紫微宫南軒
，
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 。 諸天大聖衆

依格齋月 日
，
上詣玉京 ，燒香旋行誦經 ，

禮天文也。

”

見張繼禹主编 《中華道藏》第 ５ 册
，華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４年
，
第 ５ １０ 頁 。



早期靈寳傳授儀
一一

陸修静 （ ４０６
￣＾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考論１２７

備用 不少 。 但授度威儀 ，
唯有二表①

，
關 奏啓請

，
無其典 式 。 若聖 人傳法 ，

則 天真列 具 ，

不假名 引 之煩 。 今下俗滓穢 ， 必須神 官 ，感通連御 。 既 闕 成科
，

於 愚夫 罔 厝？ 自 璽 賨 導

世 以來
，
相傳授者

，
或總度 三洞

，
同 埴共盟

，
精粗糅雜

，
小 大 混行 。 時有單 受 洞 玄

，
而 施

用 上法
，告 召錯濫 ，

不 相主伍 。 或探搏下道黄赤之 官②
，
降就卑猥 ， 引 屈非 所 ， 顛倒 亂妄 ，

不得體式 ， 乖違冥典 ， 迷 誤後徒 。 臣 每晨 宵歎 惋 ， 内 疚 泣血 。 既 真 師 渺邈 ， 不可希 期 。

鑽求世學
，
永無其文 。 事要 急用

，
實宜充備 。 臣 敢以 囂 瞑 ，

竊按 《金》 《黄 》
二籙 、 《 明 真 》

《 玉訣》 《 真
一

自 然真訣》 ，準 則 衆聖真人授度之軌 ，敷 三部八景神 官 ，撰集登壇盟誓 ， 爲

立成儀注 。 既 幽玄遠絶 ，
非 肉 眼 可 測 。 神 明 事微

，

豈 尸 愚所體 ？ 執華戰悚
，
形魂 交喪 。

懼 以謬越致罪 ，
又慮造作招 考 。 進退屏 營 ， 如蹈 刃 毒 。 繕治雖竟

，

不 敢擅 用 。 謹潔 身 清

齋 ，於三 賨御前 ，
誦 讀

一過
。 恩 惟太上衆尊 、玄 中 大法 師 ，

垂神 照鑑
，矜察所啓 。 若 萬有

一毫之補
，
合請施行 。 如其不 允

，
辄當 毁除 。 可 否 之宜

， 要 以 璽 瑞 爲 證 。 願特賜告 效
，

伏須感應 。 謹啓 。 臣修静誠惶 誠恐 ， 稽首再禮 以 聞 。

臣 陸修静謹進

陸氏所進表文傳達的主要信息有二 ：

（

一

）
已下傳於世的

“

天書
”

靈寶經 （包括
“

元始舊經
”

和
“

仙公新經
”

兩類 ）無傳度立成科

儀 （ 只有傳度用的兩道表文 ）

③
，
當時世間道士舉行傳授儀式没有準則可依 ，

十分混亂
；

（
二

） 陸修静依照靈寶經及其中記載的
“

衆聖真人授度之軌
”

編成供道士授度應用的

“

立成儀注
”④

，
但不知這

一

人爲
“

造作
”

的科儀是否妥當適用 ，
故請神明鑑察定奪 。

①

此所謂 “

二表
”

指古靈寳經載録的兩道表文樣本 ：

一是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脔赤書玉訣妙經》 （
ＤＺ ３５２ ）卷下

“

玄都傳

度霣寶五篇真文符經玉訣儀式
”

條 （ ２ ． ２８ｂ
－

３２ｂ
）
載録的

“

黄繪赤表
”

；

二是仙公新經《真
一

自然經訣》

“

太極真人傅經章

醉要經
”

條載録的
“初度經章儀

”

（見敦煌寫本《太上霣寳威儀洞玄真
一

自然經訣》
，
載《 中華道藏》第 ４册

，
第 ９９

－

１００

頁
） 。 陸修静《授度儀》以

“

章
”

和
“

表
”

爲同類文書 ，
下引 《黄籙簡文》 （

Ｒ０ ． ４
）有云

“

黄繒章表
”

，

“

章
”

、

“

表
”

連稱 ，
可證 。

故上舉二經所載雖是一表
一

章
，
陸修静卻總稱爲

“

二表
”

。 筆者對
“

二表
”

的理解與丸山宏不 同。 前揭丸山宏文推測 ，

“

二表
”

可能指靈寅授度儀第
一天宿鱒用的

“

黄素表
”

（ Ｒ１
． ３

，


Ｒ １
． ４ ）和第二天正式授度用的

“

黄繒赤表
”

（
Ｒ２ ． ７

，

Ｒ２． ８

） ，

前者可參《
無上秘要》卷三九

“

授洞玄真文儀品
”引

《明真經》 （
ＤＺ１ １ ３８

，

３９．

 ３ａ
） ，
後者可參上面提到 的《玉訣妙經》所載

“

黄繒赤表
”

。 筆者按 ， 《無上秘要》所録《明真經》引文前有
“

次讀黄繒章法
”

六字
，
《授度儀》 Ｒ ｌ ． １ 有云

“

伏地稽首對

章
”

，
均與Ｒ １

．
３ 所謂

“

黄素表
”

大致相應。 但該條引文不見於現存古靈寅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置 明真科》 （ ＤＺ

１４ １ １
）

，

疑出《太真科》 （詳後 ） ， 《明 （
盟

）
真經》恐係誤題或爲《太真科》之别稱 。

②
“

黄赤之官
”

指早期天師道道士所佩受黄赤券契上的官將吏兵 ，
在行出官儀時須從道士身髄中召請出來 。 參見吕鵰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第 １ ９９
一

２０４ 頁
；

吕鷉志《天師道黄赤券契考》
，
收人程恭讓主编 《天 問》 （丁亥卷 ）

，

江蘇人民出版

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８７

—

１
９

１頁 。

③ 表中使用了
“

天書
”
一詞 。 表文中還有

“靈文
”

、

“

龍風之章
”

、

“

神文
”

、

“

玄科
”

、

“

靈音
”

等語詞及
“

下世度人
”

、

“

自然空

生
”

等説法
，
均可表明簠寅經是

“

天書
”

的觀念 。

④
“

衆聖真人授度之軌
”

指聖真之間舉行的天上傳度儀式
，

可稱爲
“天儀

”

（ Ｒ２． １０ ） 。 參見吕 騎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

第 １ ２２
—

１２４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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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
，
陸修静所進表文既揭示了 《授度儀》的寫作背景 ，

也説明了 《授度儀》的基本性質 。

陸修静明顯是爲了整頓南朝劉宋時期混亂不堪的靈寅傳授儀而編撰《授度儀》的 。 根據筆

者對早期道教儀式史的考察 ，
在陸修静編撰《授度儀》之前 ，

古靈寳經及更早的其他各派道

教典籍均未制立傳授儀式程序？。 雖然可能各派都有傳授活動以及相應的 口傳儀式程序 ，

但均無書面記載或流傳 。 《授度儀》首次詳細記録了靈寳傳授儀的程序 ，
可以説是道教史上

第一部
“

立成儀注
”

的傳授儀典 。

不過
，
就性質而言 ，陸修静認爲他寫的書雖然參考引用

“

天書
”

靈賨經撰成 ，卻是經 自 己

之手編輯加工的人造之作 。 其中可能出錯
，
須神明顯示靈瑞才能表明它正確無誤

，
可以施

用 。 與
“

天書
”

靈寶經比較起來 ， 《授度儀》可以説既是
“

天書
”

也是
“

人書
”

。 根據《上元金籙

簡文》等古靈寶經的説法 ，
靈寶科儀與

“

天書
”

靈寅經
一樣

，
也是天上的産物

，
原陲含於靈寶

“

天書
”

或
“

天文
”

中
，秘藏在天宫

，
經過若干劫才由聖真降顯於世 ，

所以也稱爲
“

玄科
”

或
“

天

儀
” ②

。
靈寶科儀在《上元金籙簡文》 中還被稱爲

“

自然威儀
”

，
因爲這些科儀源出靈寳經 ，而

靈寶經本是由天上元氣 自然凝結而成的
“

天文
”

或
“

天書
”

，所以靈寶科儀是與人爲威儀相區

别和對應的
“

自然威儀
”

？
。 陸修静所編《授度儀》與靈寳經中的

“

自然威儀
”

相 比較
，
既是 自

然威儀也是人爲威儀 。

陸氏 《授度儀》的性質決定了它的寫作體例 ，
基本上就是引用古靈寶經及相關道經的文

字内容並加以必要的改編 。 具體而言
，
他採用了 以下四種方式 ：

（

一

） 明 引

就是標明引 自何書 。 《授度儀》在描述傳授儀式程序之前 ，
首先引録多部古靈賨經來説

明靈寶傳授儀規（見 Ｒ〇 ＝Ｒ〇 ．１ ＋Ｒ０ ． ２＋ＲＯ ． ３＋Ｒ０ ． ４
） 。 弓

丨文之前都標出所引書名 ，包括《黄籙

簡文》 《明真科》《玉訣》 ，
這些書均已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到 。

Ｒ０ ． １ 引録三部古靈寶經 ，
共十條引文 。 内容講登壇盟誓的前提條件 （ 建功立德 ， 即爲

三師開度弟子十九人 ） 、做法 （真文 、五符處丹青中 間 ，
以爲落髪歃血之盟④ ） 以及須具備的八

種物件 ：①金錢或銅錢 ；②上金 ；③五方紋繒 ；④金龍 ；⑤金鈕 ；
⑥南和丹繒 ；⑦碧林之帛 ；⑧

五種雜和之香 。

①參見吕鷉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７７

、
１２８

、
１９ １ 頁 。

②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三云 ：

“

玄者 ，
天也 。 此是上天之期限 ，

人間期 限則 四十年
一傳

，
故稱玄科也 。

”

（
ＤＺ

８７
，

３ ． ４３ｂ
－

４４ａ）東晉 、
割宋間問世之古靈窗經視道經爲

“ 天書
”

或
“ 天文

”

，

以爲道教科儀本爲天上
“

自然威儀
”

，
故有

“

玄科
”

之稱 。 陸修静在《太上洞玄？寶授度儀表》中提及
“

玄科舊 目＇

③參見吕鷉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
第 ９２

－

９４ 頁 。

④ 關於棄用落髮歓血 ，參見 Ｇｉ
ｌＲａｚ

，
五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ｑ
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１ ２

， ｐｐ
．１ １０

—

１ １ １ ．



早期靈賨傳授儀
——陸修静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考論 １２９

Ｒ０ ．
２ 弓 丨 《玉訣》説明如何擇 日登壇傳授 。

Ｒ０ ．
３ 弓 丨 《玉訣 》説明如何佈置壇場 ，

主要包括門 、榜 、爐 、案等設施 。

Ｒ０ ．
４ 弓 丨 《黄籍簡文》説明弟子受法之前須師徒對齋七 日

，
向諸天上奏黄繒章表 。 將所

受書文露壇一宿
，
根據它是否被風吹來考明弟子是否有資格受法。

（
二

）暗引

就是引録某書但不標明出處 。 根據前舉丸山論文 ， 《授度儀》在儀式程序部分大量暗引

古靈寶經 。

例如 ，
Ｒ １ ． ３ 出官係儀式第一階段 （ 即第

一

日
） 節次之

一

，
由師口説的出官辭文基本上出

自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 》 （ ＤＺ５ ３２
， ｌｂ

－

４ａ
；
以下簡稱《敷靈寳齋戒》 ） ，此經屬

於古靈寳經中的仙公新經。

Ｒ２ ． ４ 誦衛靈神祝係儀式第二階段 （ 即第二 日
） 節次之

一

，
引 自仙公新經《太上洞玄靈寶

真文要解上經》 （
ＤＺ３３０

，
６ａ
－ ７ａ

；
以下簡稱《要解上經》 ） 。

Ｒ２ ．
７ 出官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所出之官係靈寶三部八景身神中 的上部八景神

，

引 自 《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 （
ＤＺ１４０７

，
２ １ａ

－

４８ｂ
；
以下簡稱《二十四生圖經》 ） ，

此經屬於

古靈寳經中 的元始舊經 。

Ｒ２． １ １ 誦詠五真人頌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頌辭引 自仙公新經 《真一 自然經訣》

（
敦煌寫本 Ｐ ．２４５２

） 。

Ｒ２ ．
１２ 授五篇真文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天文

”

五篇真文及相應漢字譯文引 自元

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上 （
ＤＺ３５２

，
１ ． ８ ａ

－

１６ａ
；
以下簡稱《玉訣妙經》 ） 。

Ｒ２ ． １３ 授三部八景籙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
上 、中 、下三部

“

天文
”

及相應漢字譯文

引 自元始舊經《二十四生圖經》 （
２９ｂ

－

３０ａ
，
３ ８ｂ

－

３９ａ
，
４７ｂ

－

４８ａ
） 。

Ｒ２ ．
１４授内音玉宇録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其中 四方天文的漢字譯文引 自元始舊

經《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參見《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 》卷四
“

元始靈書中篇
”

條 ，

ＤＺ８７
，
４ ． ３ａ

－

２５ｂ
） ，四方祝辭引 自元始舊經《太上靈寳諸天内音 自然玉字》 （

ＤＺ ９７
，
３ ． １７ａ

，
３ ．

２７ｂ
，
４． １０ｂ

，
４

． ２ １ａ
；
以下簡稱《諸天内音》 ） 。

Ｒ２．
１５ 度策文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 主要内容引 自元始舊經《玉訣妙經》卷上

“

靈

寶八威神策呪
”

條 （
１

．
２５ｂ

－

２６ａ
） 。

Ｒ２．
１６ 封杖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

一

，引 自元始舊經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
ＤＺ２２

，
以下簡稱《天書經》 ）卷上和 《玉訣妙經》卷上

“

元始靈寶五帝真文玉訣
”

條 （
１ ． ２１ ｂ

－

２４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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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 ．２０詠步虚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 十首步虚辭引 自元始舊經《洞玄靈寳玉京山

步虚經》 （
ＤＺ１４３９

，
３ｂ

－

５ｂ
；
以下簡稱《步虚經 》 ） 。

Ｒ２ ． ２１ 誦禮經頌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
一

，頌辭引 自仙公新經《太上洞玄靈寳智慧本

願大戒上品經》 （
ＤＺ３４４

，
７ｂ

－

８ａ
；
以下簡稱《本願大戒上品經》 ） 。

Ｒ２ ． ２７ 誦三徒五苦辭係儀式第二階段節次之一
，
辭文引 自仙公新經《本願大戒上品經 》

（
１６ａ－１ ７ａ ） 〇

《授度儀》遺有
一些文字内容也是暗引古靈寶經

，
前舉丸山宏文未能考定出處 。

一是 Ｒ２ ． ３ 存思 ，大部分文字引 自 已經散佚的元始舊經《上元金籙簡文》 。 上個世紀 ４０

年代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摹寫的敦煌寫本《上元金籙簡文》有云 ：

“

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 曰 ：朝

禮燒香威儀 。 揲香 ， 閉眼内思 ，存見五藏 、 五嶽 、五星 、五帝 ，備衛身 中 ，金映蓋一體 ，體作金

色 ，從腆後出 ，
項有員光如 日象 ，使照明十方

，
身中了然 ，盡見内外 。

”
？筆者已在未刊論文《靈

寶三籙簡文輯考》中大體復原《上元金籙簡文》並輯録此條佚文 。

二是 Ｒ２ ．
２２ 唱三禮

，
即禮道 、經 、師三寳 ，引 自上舉元始舊經《上元金籙簡文》 。 北周道

教類書《無上秘要》卷三七
“

禮三寶法
”

條弓 丨 《金籙儀 》 （
ＤＺ １ １３ ８

，
３７ ．２ｂ

） ，
文字内容與陸修静

《授度儀》所引相同 ，
可證？ 。

三是 Ｒ２ ．
２３ 説元始禁戒 ，

戒文大部分引 自元始舊經《天書經》卷上 （ １ ． ４ １ ｂ
－

４２ｂ
） ，
最後

幾句 （ 自
“

若弟子應傳經者
”

至
“

爾其信焉
”

）有一部分引 自元始舊經《下元黄籙簡文 》 （ 亦爲

改引
，
詳後 ） 。

《授度儀》有些文字内容可能是暗引受古靈寶經影響的上清科範彙編《太真科》 。 陸修

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稱 自 己在編寫靈寶傳授儀時
“

準則衆聖真人授度之軌
”

，這

個説法表明天上真人也有他們遵循的傳授儀軌 ， 陸修静以此爲準則來編訂世人所用的靈寶

傳授儀 。 此説反映了道教的
一個重要觀念 ：人間威儀來 自 天上威儀 ，

天上威儀是人間威儀

的原型 。 那麽陸修静從何處去參考
“

衆聖真人授度之軌
”

呢？ 陸修静在《授度儀》的儀式程

序中有兩處顯示
，
他參用 了記載真人傳授儀軌的 《太真科》 。

一是 Ｒ １ ．６ 向九天祝祷時提到

“

營衛威式
，
按如太真

，須到明 日
，
御合啓傳 。

”

二是 Ｒ２ ． ６ 拜完十方天尊後説
“

臣謹按太真盟

訣 、齋訣 ，
登壇辦具

”

。 大淵忍爾曾經對現已散佚的 《太真科 》作過精密的考證和輯佚 ，從他

輯録的佚文中我們可以看出 《太真科》有不少關於齋訣 、傳授儀 、章儀的内容 ，
明顯受古靈寳

①參見榮新江编《向達先生敦煌遗墨》 ，中華書局 ，
２０ １０ 年 ，

上编
，
第 ４９ 頁

；
吕鹏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

第 １４ ６ 頁 ；
吕鷉

志《靈寳六齋考 》
， 《
文史》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輯

，
第 １０ １ 頁 。

② 又 ， 《無上秘要》卷三九亦有徵引 （ ３９ ． ６ａ
） ，
但未注明出 自何經 。



早期霤寅傅授儀一陸修静 （
４０６

￣

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考論 １３ １

經的影響 。
至於《太真科》的性質 ，

正如上清經《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末所説
“

太真

明科……上真之儀格
” ①

，
正是指真人的儀軌 。 大淵忍爾考證《太真科》編成於 ４２０

￣

４２５ 年

之間？ ，
正好在古靈寳經興起以後 ，陸修静撰《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前 ， 所以極有可能被

陸氏參考引用 。

《授度儀》遺有
一些文字内容與早期上清傳授儀典 《洞真太上八素真經登壇符札妙訣》

（ ＤＺ１３２４ ，
以下簡稱《登埴符札妙訣 》 ） 相關 ，

Ｒｌ
．６ 、Ｒ２ ．１ 和 Ｒ２ ．２ 的劃綫文字又見於後者 。

該儀典的編撰年代頗難確定
，
它與《授度儀》孰先孰後問世未敢遽斷 。 它與 《授度儀》的關係

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

一

是《授度儀》暗引該儀典 ；
二是它暗 自借用 《授度儀》的文字内容 ；

三是

二者共同援引 了某
一

部更早的上清經 。 還有必要提到的是 ，
這些劃綫文宇大多也見於北周

道教類書《無上秘要》卷四十
“

授洞真上清儀品
”

，
疑類書編者引 自 《授度儀》 。

（
三

） 改引

就是對所引文字有所改動 。

Ｒ〇 ．１ 既是明引元始舊經《黄籙簡文》 ，
也是改引 。 現存《下元黄籙簡文》有 曰 ：

下 元黄籙簡 文 ？ 靈仙 品 曰 ：功德威儀 ，
奉師 之 法

， 當 爲 經 師 開 度弟 子三 人受 法 ， 師

皆 即 爲 列功諸天 。 功名 既建 ，
則 交道三界 ，

五帝 爲賓
，
功德玄名 。 〔 考 〕 由 明 威曹 。

下元黄籙簡 文 ？

璽仙 品 曰
： 功德威儀

，
奉師 之 法

，
當 爲籍 師 開 度弟 子七人受 法

，
師

皆 即 爲列功諸天 。 言名 仙 品
，

遷上七祖
，
造升天 堂 。 善功上 由 明威曹 。

下元黄籙簡 文 ？ 靈仙 品 曰
：
功德威儀 ， 奉師 之 法

，
當 爲度 師 開 度弟 子九人受 法

，
師

皆 即 爲列功諸天 。 言 名 白 簡 ，
功德之 大 ， 九祖 同 升 ， 皆 得逍遥七 賨林 中 。 功 名 上 由 明

威曹 。

下 元黄籙簡 文 ． 璽仙 品 曰
：功過威儀 ， 受 法 ，

不 爲度 師 開度弟 子
，
功德不建 ， 諸天無

名 ，
則 不 得參受 三部八景廿 四真天仙 乘騎上真之 官 。 功 名 不 立 ， 輕受 大法 ，

三 官 所執 ，

生死苦對 ，考 由 明 法曹 。
③

① 
ＤＺ１３ １４

，

６４ａ。

② 筆者並不完全赞同大淵忍爾將《太真科》 的年代限定在 ４２０
￣

４２５ 年之間 。 此經明顯襄取了靈賨科儀
，
有些文字内容源

出古靈寳經
，

另外一些文字内容 （ 如科儀術語
“

復爐
”

、

“

宿啓
”

等 ）則似源出陸修静的科儀著述。 它的年代上限須稍微

推後
，
下限則可以肯定在陸修静编撰《授度儀》的割宋中期 （

４４４年左右 ） ，
大致可以説是劉宋初期問世的 。

③ 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寳下元黄籙簡文威儀經》
，
載《中華道藏》第 ３ 册

，
第 ２７３

—

２７４頁 。



１３２ 文史 ２０ １９ 年第 ２ 輯 ？ 總第 １２７ 輯

大意是説
，
奉受經法者應當預先幫助經 、籍 、度三師分别 開度弟子三人？ 、七人 、九人

，
共計十

九人 ，
以此建功立德 ，

達到奉受經法的必要條件 。 Ｒ０ ．１ 所謂
“

奉受經法
，
當爲三師開度弟子

一十九人
”

云云
，
蓋係總引 《下元黄籙簡文 》原文 四個條 目

，
其中

“

乃得登壇告盟
”

等文句乃

陸修静所加 。

Ｒ２ ． ２３ 所謂
“

若弟子應傳經者……依《黄籙》爲三師開度弟子
一十九人 ，功德滿足 ，然後

得傳寶訣
”

云云
，
也是總引或意引 《下元黄籙簡文》這四個條 目

，
對所引文字有所改動 。

Ｒ０ ． １ 中有關信物南和丹繒和碧林之帛 的兩條文字改引 自 《玉訣妙經》 。 《道藏》本《
玉

訣妙經》卷下
“

元始靈寳五帝醮祭招真玉訣
”

條作
：

“

列南和丹缯五尺 （絳紋缯也 ） 於案上 ，請

靈寳五篇真文及五符 ，割碧林之帛五尺 （青紋繒也 ） ，
以覆真文 、符上 ，安著座後 。

”

這幾句文

字實出更早成書的仙公新經《太上靈寅五符序 》 （ ＤＺ３８８ ）卷下 ，原文 曰
：

“

南和丹繒裂五尺

（ 絳 ） ，
於座後席上 ，符安其上 。 割碧林之帛五尺 （青 ） ，於座後上也 。 覆絳 ，令符處丹青 中間 ，

以爲效信。

”

可見
，
陸修静弓 丨用時添加 了

“

爲 巾
”

二字 。

Ｒ２ ．
１２ 末尾的

“

五魔玉諱？
”

也是改引 自古靈寳經 。 元始舊經 《元始靈寶無量度人上品

妙經 》有曰 ：

“

青天魔王 ，
巴元醜伯 。 赤天魔王

，
負天擔石 。 白天魔王

，反山六 目 。 黑天魔王
，

監醜朗馥 。 黄天魔王 ，
横天擔力 。

”
＠另一部元始舊經《

二十四生圖經》有如下記載 ：

“

九炁天

中空洞青靈魔王 ，姓淨諱嫌 ，保度某嶽先生某三界上仙品 ；
九炁天中空洞赤靈魔王 ，姓涔（諱

赢
，
保度某嶽先生某三界上仙品 ； 中嶽高皇天空洞黄靈魔王 ，姓藏諱Ｍ ，保度某嶽先生某三

界上仙品
；
七炁天中空洞 白靈魔王 ，

姓鐵諱療 ，
保度某嶽先生某三界上仙 品

；
五炁天 中空洞

黑靈魔王 ， 姓藥諱年
，
保度某嶽先生某三界上仙品 。

” ？Ｒ２ ．
１２ 明顯係合用兩部元始舊經的

文句
，
亦屬改引之例 。

Ｒ２． ７ 末尾一段文字間雜引用 《玉訣妙經》 《
二十四生圖經》 《下元黄籙簡文》等古靈寶

經
，
同時也有改動。 如

“

臣以有幸… …不敢有言
”

和
“

所參淺狹
，
未見道源

”

見《玉訣妙經》 ，

“

今三洞御運……從虚無中來
”

見 《
二十四生圖經》 ，

“

輒按《黄籙簡文
？ 靈仙科品 》

… …應法

①

元始舊經《洞玄靈賨玉籙簡文三元威儀 自然真經》

曰
：

“

中元玉籙簡文 ？ 神 仙品 曰
： 奉師威儀

，
經師 則經之始 ， 故宜設

禮
，
三寶之宗 。 籍師則師之師

，
故宜設禮

，

生死録籍 。 所曰度師則受經之師
，
度我五道之難

，
故應設禮 。 爲學不尊三師

，

則三寶不降 ，
三界不敬 ，鬼魔害身 。

”

（ ＤＺ ５３０
，

ｌ ｂ
－

２ａ
）據此 ，則三師關係如下 ：經師 （籍師之師 ）

—籍師
（
度師之師 ）

—度

師 （受法者之師 ） 。

② 關於五魔玉諱 ，參見王承文《古＊寶經中
“

天文
”

和
“

符圖
”

的釋讀與研究》 ，
發表於

“

道教與 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 ：
新

的研究方法與視野
”

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６
—

２８ 日
） ，
第 ９３

—

９６ 頁 。

③ 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賨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 載《 中華道藏》第 ３ 册
，
第 ３２８ 頁 。

？ ＤＺ１４０７
，

２０ｂ
－

２１ ａ〇



早期靈賨傅授儀——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鬣寅授度儀》考論 １３ ３

合真
”

見 《下元黄籙簡文》 ，文句略有差異 。

改動之處還有很多 ，恕不逐一列舉
，
以省繁冗 。

（ 四 ） 自撰

就是作者 自 己撰寫而非引用它書 。 《授度儀 》 中陸修静的 自撰文字不多 ，主要是對它書

引文或引文省略所做的一些説明或解釋 ，即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所説的
“

儀注
”

。

例如
，
Ｒ０

．
１ 末條引 《玉訣妙經》談登壇所須

“

五種雜和之香
”

。 所謂
“

經乃不記多少
”

云

云不見於 《道藏 》本《
玉訣妙經》卷下 ，疑係陸修静所撰

“

儀注
”

。 這些
“

儀注
”

文字本應與正

文分開或用小字體排印 ，但明《道藏》編者不識 ，致使注文誤入正文 。

又如
，
Ｒ １ ．２ 云

“

次發爐如法
”

，
説 明此處省略發爐辭 。 下文 Ｒ２ ．５ 在

“

次發爐祝曰
”

後 、

Ｒ３ ．
１ 在

“

上香祝曰
”

後均録出發爐辭 ，
且發爐辭在古靈寳經中常見

，
故此處從省 。 按 ，

古靈

寳經模仿東晉上清降經 《魏傳訣》 中的正
一發爐辭創立 了靈寳發爐法和復爐法 ，

不過與《魏

傳訣》

一樣都不使用科儀術語
“

發爐
”

和
“

復爐
”

，只是在發爐辭或復爐辭之前冠以
“

（ 向香

爐 ）祝 曰
”

、

“

咒 曰
”

或
“

言 曰
”

二字 。 陸修静編的科儀書 （ 如 《授度儀》 《太上洞玄靈寳衆簡

文 》 ） 開始用
“

發爐
”

和
“

復燫
”

術語 ，我們推断這兩個術語正是 由陸修静首先擬定且爲後世

道教儀式一直沿用的 。 發爐和復爐法是西晉末年天師道傳人江南後受煉丹方士影響而新

創的儀法 ，陸修静爲這兩種儀法所定的名稱不僅準確反映了天師道儀式和方士傳統融合的

事實 ，而且也形象地彰顯了儀式的節次對稱結構？
。 同樣 ，

Ｒ１ ．８所謂
“

復爐如法
”

是陸修静

説明此處省略復爐辭的儀注 ，下文 Ｒ２ ． ２９

“

祝曰
”

後録有復爐辭 。

又如 ，
Ｒ２ ．

１４ 有小字儀注云 ：

“

次讀細字 ，唱度之 ，横讀之也 。

”

此所謂
“

細字
”

疑指緊隨其

後的
“

南方赤帝八會内音 自然玉字三炁總諸天文
”

，
即南方内音天文的漢字譯文 。 這幾句儀

注不見於《諸天内音 》 ，當係陸氏 自撰 。 同
一條 目末云

“

次讀太歲以下盟文
”

，此亦當屬陸氏

自撰儀注 。 雖然《授度儀》未載録盟文 ，但可 以推斷就是《諸天 内音》卷一所載以
“

太歲
”

二

字開頭的盟文？ 。

又如
，
Ｒ２ ． ２２ 開頭

一

段小字云
“

每誦步虚
一首訖

，
弟子唱善散花 ，禮一拜畢

，
唱三禮曰

”

，

不見於任何古靈寶經 ，明顯係陸修静 自撰
“

儀注
”

。 該
“

儀注
”

表明 Ｒ２ ．２０ 詠步虚 、 Ｒ２．２１ 誦

禮經頌 、Ｒ２ ．２２ 唱三禮三個節次並不與文本次序完全對應
，
其間共有十次迴旋反覆＠

。

①參見吕騎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１８５
—

１８６ 頁 。

② ＤＺ ９７
，
１ ． Ｗａ

－

ｌｈ。 《無上秘要》卷三九
“

授洞玄真文儀品
”

引録該盟文 ，但注明
“

右出 《明真經 》

”

（ ＤＺ １ １３８
，

３９． 兀
） ，

出

處似有誤 。

③ 感謝勞格文 （ Ｊｏ
ｈｎＬ ａ

ｇ
ｅｒｗｅ

ｙ
）提醒我注意這

一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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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Ｒ２ ．２２ 類似的
“

儀注
”

遺有一些
，
亦不備舉

，

以省繁冗 。

丸山宏將 《授度儀》 中未見於它書 的不少文字内容 （ 如上啓文 １ ３ａｌ

－

ｂ５
，
２０ａ３

－

２ １ ａ６
，

２２ａ９
－

２３ｂ ｌ
，
師告丹水文 ３６ ａ７

－

３７ａ５
，
弟子 自盟文 ３７ａ６

－

３８ ａ５
，
説戒後的科文 ４１ ｂ ｌ０

－

４２ｂ ｌ０
，
大

謝祝願 ４４ａ２
－

４６ａ３ 等 ）判定爲陸氏 自撰
，
柏夷也持同樣的見解？。 筆者認爲未見於它書並不

表明必係陸氏 自撰
，
理由有二 ：

一是某些文字内容我們未能辨識或考定屬於引文 （ 如上舉説

戒後的科文 ４ １ ｂ ｌ０
－４２ｂ ｌ ０ 賣出元始舊經《天書經》 ） ；

二是某些文字内容可能引 自 已經亡佚

或散佚的其他道書 （ 如《太真科》 ） 。 根據前面我們對《授度儀》性質和體例的分析 ，
筆者認

爲此書絶大部分是引文 ，
自撰文字所佔比例很小 。

由於《授度儀》主要是摘引 它書文字編成 ，
它書背景及其内容各有分殊 ， 作者陸修静引

用時未仔細斟酌 ，
導致全書多處出現前後矛盾的問題 。 且舉例如下 ：

（

一

）
Ｒ０ ． １ 有三條文字 （ 自

“

《
玉訣》云 ：裂南和丹繪五尺

”

起
，
迄

“

故以代之爾
”

）連續引

用 《玉訣妙經》 。 這幾條引文很容易使人誤以爲《授度儀》要講的是傳授靈寶五篇真文和五

符的儀式②
，
但揆諸下文 （ Ｒ２ ． １２ 、Ｒ２ ． １ ３ 、Ｒ２ ．１４ 、Ｒ２ ．１５ 、Ｒ２ ．１６以及Ｒｌ ．３ 、Ｒ２ ．７ 、Ｒ２ ． １０

） ，
師

徒授受的是靈寳五篇真文 、三部八景籙 、 諸天 内音 自然玉字籙 、策文 、神杖 ，不包括靈寶

五符 。

（
二

）與 《授度儀》Ｒ２ ． １２
—Ｒ２ ． １６ 以及 Ｒ １ ． ３ 、Ｒ２ ． ７ 、Ｒ２ ． １ ０ 所記不同 ，該書另有多處稱傳

授物件是
“

經
”

（
Ｒ １

．６ 謂
“

得遇神經 ，
上皇寶篇

”

，
Ｒ２ ．

２ 謂
“

臣 甲今傳弟子某 甲 九天寶經
”

，

Ｒ２ ．
１７ 謂

“

付授寶文十部妙經
”

，
Ｒ２ ．

２８ 謂
“

授度靈寳經與弟子某甲
”

）
，
前後歧出不一 。 關於

《授度儀》 中師徒授受的物件 ，
後文遺將詳細討論。

（
三

） Ｒ２ ．
１０ 師啓奉時採用的法位稱號是

“

太上靈寳無上洞玄法師某 甲先生臣嶽甲
”

，

Ｒ２
．

１ ７ 師告丹水文採用的法位稱號是
“

某嶽先生大洞法師臣某甲
”

，
Ｒ２ ．２８ 法師言功復官時

採用的法位稱號是
“

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治左平炁臣某
”

，
前後頗不一致。

（ 四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提到
“

敷三部八景神官
”

，但 Ｒ２ ． ７ 所出之官只列 出靈寶

三部八景身神中的上部八景神
，
下文又謂

“

求臣所佩… …二十四真三部八景圖神仙乘騎
”

（
Ｒ２ ．

７
） 、

“

出身中三部八景神仙騎乘 、飛天神仙功曹 、傳言奏事小吏
”

（ Ｒ２ ．
２８ ） ，

前後龃醋矛盾 。

①桕夷列出他判定 《授度儀》中屬陸修静 自 撰文字的三個標準 ：

一

是它們不見於現存古靈 寳經 ；
二是它們不 出現在已確

定引文的中間或之後 ；

三是它們的文學風格 （尤其是用典 ）
明顯 。 參見 Ｓｔｅ

ｐ
ｈｅｎＢｏｋｅｎｋａｍ

ｐ ，

“

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ｙ
Ｌｉｎ決ａｏＳｃｒｉ

ｐ
？

ｔｕｒｅ ｓａｎ ｄｔｈｅ Ｏｒ ｉ

ｇ
ｉｎｓｏｆＤａｏｉ ｓｔ Ｍｏｎａ ｓｔｉｃｉｓｍ

，

”

ｐｐ
．９８

－

１００ ．

② 柏樺和施舟人的著述就存在這樣 的誤解 。 參 見 Ｃｈａ ｒｌｅｓＤ ．Ｂｅｎｎ
，

７７ｉｃＣａｗｍ－Ｍ
ｙ
ｓｔｗｙＴ Ｖａｎｓｍｉ ｓｓ ｉｏｎ

：４

Ｒｉｔｅ ｏｆ 

Ａ． Ｄ ．７ １ １
，ｐｐ

．５３－５４
；Ｋｒｉ 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

ｐｐ
ｅｒ ，

ｗ

Ｔａｉｓｈａｎ
ｇ 
ｄｏｎ

ｇ
ｘｕａｎ ｌｉｎｇ

ｂａｏ ｓｈｏｕｄｕ
ｙ ｉ

，

ｗ

ｉｎＴｈｅＴａｏｉｓ
ｔ
Ｃａｎｏｎ

：Ａ Ｈｉｓ
ｔ
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ｐ
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

ｈｅＤａｏｚａｎｇ ，
ｅｄｓ ．Ｋｒｉｓ

ｔ
ｏ ｆｅｒＳｃｈｉ

ｐｐ
ｅ ｒａｎｄＦ ｒａｎｃｉ ｓｃｕｓＶｅ ｒｅｌｌｅｎ ．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
ｇ
ｏＰｒｅ＾

，
２００４

，ｐｐ ．

２５５
－

２５７ ．



早期？寅傅授儀一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賨授度儀》考諭 １３５

從《授度儀》的體例可以看出 ，陸修静基本上只忠賣引用古靈寶經原文 ，
間或加注説明 ，

但絶不随意杜撰 。 陸修静於元嘉十四年 （
４３７ ） 完成古靈寶經的整理編 目時

，
撰寫了 《靈寶經

目序 》 （保存於《雲芨七籤 》卷四 ） ，
他在文中嚴厲譴責新舊五十五卷靈寶經中的俱濫之作 ，

稱它們
“

或删破上清 ，
或採搏餘經 ，

或造立序説 ，
或回换篇 目 ，

裨益句章 ，作其符圖 ，
或以充舊

典 ，或别置盟戒……興造多端 ，招人宗崇
” ①

，他在整理時將其悉數剔除 。 《授度儀》和 《靈寳

經 目序 》可以共同印證和解釋陸修静對待古靈寶經的嚴謹態度和處理方式 ，
兩種資料還表

明陸修静只是整理編輯過古靈寶經
，
絶不可能改寫或創作古靈寳經的部分文字内容 。

二、

“

靈寶大盟
”

與
“

真文二籙
”
——靈寶搬儀的階段等級和法位標誌

陸修静對古靈寳經倡行的靈寳科儀做過全面的整理或加工 ，其中之一是對靈寶科儀予

以定名和分類？ 。 根據題署
“

簡寂先生陸修静撰
”

的《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 （ ＤＺ４ １０
，
以下

簡稱《衆簡文 》 ） ，
陸修静最早規定和確立了靈寶傳授儀的次第

，
將其定名和區分爲初受 （

＝

初盟 ） 、 中盟 、大盟三個階段或等級。

《衆簡文》 開篇有小序曰 ：

“

夫受靈寶券盟 ，既有梯首 ，授簡修刺 ，必 由次第 。 中盟 、大盟 ，

皆投龍簡 。 其後八節 、 甲子
，
别投三元玉簡

，
如此方得四時登山

，
修真文之事 。 《明真》 《玉

訣》
並有其詳

，而晚學闇惰 ，
志性淺略

，遇見
一科

，
不加精尋

，率意施用 ，遂致矯錯
，
亡首失尾

，

永不悟非 。 若斯之徒 ，
常爲痛心 ， 視其淪溺 ，

懼傷慈教 。 謹依舊典 ， 撰投簡文次第 ， 復爲 甲

乙
，注解法度 ，

以啓昧者之懷 ， 自爲門人成軌 ，豈苟施悠悠者哉 ？

”③隨後引録三部古靈寶經中

有關投龍簡的儀規 ，
並加以注解 （ 即《授度儀》所説的

“

儀注
”

） ，
説明投龍簡文的次第一－

《真一 自 然經訣》 曰 ： 弟 子受 書後
，
投金鐶十 口

，
告於十 方

，
爲 不 泄之誓

，
並十 口 奉

師
，
放金龍 ，

並於清泠之淵 ，
求登仙之信矣 。

此科是初受璽 寶度 自 然券 ， 寫經竟④ ，校當五過定 ，
重 拜黄繒 章 ，付經 ， 名 曰 中 盟 ，

應

投此 一龍 ，
以十 口 鐶合龍

，
青絲 缠簡 ，投之清淵

，
簡文依《 玉訣 》 ，告水官

，

法文如左 。

《 明 真科》 〔
曰

〕 ：
三天受靈 賨真文十部妙經

，
以 金龍三枚

，
投水府 、靈 山 、所住宅 合三

①
ＤＺ１ ０３２

，
４． ５ｂ．

② 參見 吕鷉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１８５

－

１ ８８ 頁 。

③
ＤＺ ４１０

，

ｌａ
－

ｂ
。

④
“

寫
”

，

原作
“

宫
”

，

文義欠安 。 《真
一

自然經訣》
“

初度經章儀
”

條有曰 ：

“

齋已竟 ，
經寫畢

，
授 （
校

）
定五過

，

不敢有遗脱
，

即

曰 手付甲 乙 。

”

（見敦煌寫本《太上靈賨威儀洞玄真
一

自然經訣》 ，載《中華道藏》第 ４册
，
第 ９９ 頁 ） 《衆簡文》蓋本此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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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 爲學 仙之信 ，

不投此
，
三 官 拘人命籍 ，求乞 不達 。

此科是登壇大盟
，
佩真文 赤書 、二錄① 、策杖之 日

，
當 以金龍 三枚 、金鐶二十 七 隻

，
投

山水宅 三處 ，
告盟 三 官 ， 筒文依 《 玉訣》如左 。

《玉訣》 曰 ： 當以 八節 甲子之 曰
，投 三元玉 簡 ， 除宿 罪 薄 ， 言 名 上天 ，事事 三過 ， 諸天

三 官 ，更相 囑記 ，
上天右别 ， 萬神敬護 ， 千魔不 干 。

此科是大盟後 ，投 山水所住 宅三 處 ，
處 三過止 ， 初一過處 用 一龍九隻鈕 ，後 二過但

用 龍不須鈕 ，
合九簡九龍 二十七 隻鈕 。 經云 ： 以 八節 甲 子者 ，總舉大意 耳 。 投此 簡要 當

以 吉辰 ，
不得用他 日

。 若不值八節 ，别 用 甲子 。

②

概括言之
，
中盟投一龍合十 口 鐶以告水官

，
大盟投三龍并金鐶二十七隻於山 、水 、宅三處告

盟三官
，大盟以後在山 、水 、宅每處分三次投三元玉簡 （ 共計用九簡 、九龍 、

二十七隻鈕 ） 。

《衆簡文》餘下文字内容包括兩個部分 ：

一是三元玉簡文及其投簡儀程 ，
子 目

“

三元玉簡文如

左
”

題下有小字儀注云 ：

“

中盟投龍則用此水簡文 ，
大盟投三龍盟三官

，
則盡用此三簡文

” ③
；

二是五方真文簡文及其投簡儀程 ，前有小字儀注云 ：

“

凡受靈寶度二盟 ，及後修玉簡 ，
都合用

金鐶七十四隻 、金龍十三枚。 如此事畢 ，
方得／Ｖ節修真文赤書之簡也 。

” ④

《衆簡文》明確談到 了靈寶傳授儀的三個階段或等級 ，
且將其與投龍簡的次第和規格聯

繫起來 。 根據《衆簡文》 ，
靈寶初盟 （雖然《衆簡文 》原文用的是

“

初受
”

，
但上下文及後世道

書可證其與
“

初盟
”

同義 ）度 （破 ） 自然券 ， 靈寳中盟付授靈寳十部妙經 ，
靈寳大盟佩受真文

赤書 、
二籙 、策 、杖％

陸修静對靈寶傳授儀的三分法被隋唐及以後的道書沿襄 ，
亦可證明陸修静是該分類法

的始作俑者 。

①

“

籙
”

，
原作

“

鐶
”

，

文義欠安 ，疑涉下文
“ 金鐶

”

而誤 。 《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有曰 ：

“

道士張承光（ 先）
曰

：
登埴受靈寳中

盟畢
，
依 自然金科 ，投金鈕十 口

，
放龍清泉 ，爲求仙之道 。 重登埴 ，受五老赤耆 、二籙 、杖策 、思微定志等 ，

依 《明真科》文 ，

即投三龍
、
二十七鈕 ，

以山 、水 、宅三處
，
爲學仙之信 。 然後 以《玉訣》

，
别 以九龍二十七鈕

，

以八鈕
，

以八節 日
，
投山 、水

、

宅
，
永除罪簿

，
言名上天 。 又黄籙齋竟 ，亦投龍簡 。 只依三元簡文 ，

無别啓告立成口訣。

”

（ ＤＺ ５０７
，
５ ５ ． １８ ａ

；
又見 ＤＺ５０８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 ，

２０ ．
１
０ａ

－

ｂ
）葳本陸修静撰《衆簡文》

，

兹據改 。

②
ＤＺ ４１０

，

ｌ ｂ
－

２ｂ 。

③ＤＺ ４１０
，
２ ｂ。

④
ＤＺ ４１０

，

７ ａ
ｏ

⑤張超然根據陸修静 《衆簡文》和仙公新經 《真
一

自然經訣》所述 ，
認爲陸修静規劃的靈寶 傅授儀分

“

中盟
”

和
“

大盟
”

兩

個階段進行 。 參見張超然《
援法人道 ：南宋靈寳傅度科儀研究》

，
第 １４３

—

１４６ 頁 。 筆者對此説不敢苟同 ，
主要理由 有

二
： （

一

）若只設
“

中盟
”

、

“

大盟
”

而 無
“

初盟
”

， 則不合常理 ； （
二

） 陸氏對靈賨科儀的定名 和分類與古靈賨經所述可能存

在差異 ，兩者不能完全等同 。 例如
，《真

一

自 然經訣》
“

初度經章儀
”

條規定分券與傅經合併進行
，

而陸氏 《衆簡文》則 以

前者爲初受 〔
盟〕 ，後者爲 中盟

；
《真一 自 然經訣 》言

“

分券授經
”

， 《明真科》言
“

受靈賨真文 、十部妙經
”

，
均不與盟之大 、

中 、小相聯繫
，
陸氏則規定受券爲初

〔
盟 〕 、受經爲中盟 、受真文二籙以及策杖爲大盟

，
等等 。



早期靈寅傅授儀
一

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考論 １３ ７

例如
，
隋或唐初道書《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

ＤＺ１ １ ２５
，
以下簡稱《科戒營始》 ）

卷四
“

法次儀
”

條載有
“

靈寶 中盟經 目
”

。 中唐張萬福撰 《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 （
ＤＺ

１ ２４１ ，
以下簡稱《經戒法籙略説》 ） 卷上有云

“

閉塞六情戒 （此靈寶初盟所受 ， 即破 自 然券

也
） ；
智慧上品大戒 （此靈寳中盟 ，與八帙經同所受 ）

；
三元百八十戒 （此靈寶大盟所受 ）

”

，
又

云
“

靈寶法 目 ： 自然券 中盟經四十七卷
；
大盟真文 八景／内音

”？
。 《經戒法籙略説》卷下

“

盟
”

條釋曰 ：

“

盟
， 明也……盟即靈寅初 、中 、大盟是也 。

”＠卷下又述二公主受道曰 ：

“

竊見金

仙 、玉真二公主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春正月 十八 日 甲子於大内歸真觀 中詣三洞大法師……

太清觀主史尊師受道 ，破靈寶 自然券
，
受中盟八帙經四十七卷 、真文二籙 、佩符策杖 。

”
？張萬

福還在他編的另
一部科儀書《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誡法籙擇 日曆》 中指出 ，

受
“

洞玄靈寶

自然券 、中盟經 、真文二籙 、靈策神杖等
”

之曆 日
，
出 《
玉訣妙經》

？
。 明《道藏》刊刻時校元

《道藏》所缺而編的《道藏闕經 目録》 （ ＤＺ１ ４３０ ）著録《洞玄靈寳初盟 閉塞六情戒文》 ，
與張萬

福 《經戒法籙略説 》所記相合 ，
亦爲一證。

現在來看 《授度儀》 。 Ｒ１ ． ０ 是儀式第一時段 （ 即第
一

日 ） 的標題 ，
曰

“

靈寳大盟宿露真

文 、拜表、出官啓奏次第如左
”

；
Ｒ２ ． ０ 是儀式第二時段 （ 即第二 日 ） 的標題 ，

曰
“

明 日登壇告大

盟次第法
”

。 兩個標題清楚表明 《授度儀》記録描述的是靈寳大盟儀式 ，
即靈寶傳授儀的第

三階段或最高等級 。

内文 Ｒ１
． ３ 稱

“

操臣謹授上學道士某甲 等靈寶大法露真文 、八景 、 内音二籙黄素表一

通
”


，
Ｒ２ ．

７ 稱
“

求受臣所佩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金書紫字玉文丹章 、
二十四真三部八景圖

神仙乘騎、諸天内音 自然玉字 、八威策文 、神杖衆事
”

，
Ｒ２ ．１０ 稱

“

求佩靈寶元始五老赤書真

文寳符 、三部八景二十四真神官吏兵 、諸天 内音玉字 、八威策文 、神杖衆事
”

，
Ｒ２ ．

１２
—Ｒ２． １ ６

述師徒授受靈寶五篇真文 、三部八景籙 、諸天 内音 自然玉字籙 、策文 、杖之儀程 ，據前所考均

與靈寶大盟相合 ，相應也與 Ｒ ｌ ． 〇 、Ｒ２ ． ０ 兩個子 目
一

致 。

有必要注意的是 ， 《授度儀》雖然明顯屬於靈寶大盟傳授儀 ，但文中也有個别地方講的

是靈寶中盟傳授儀
，
如 Ｒ２ ． １７ 師告丹水文節次提到

“

今建立黄壇… …付授寳文十部妙經
”

，

Ｒ２ ． ２８ 言功復官節次提到
“

授度靈寶經與弟子某甲
”

。 據前所考授受靈寶經就等級而言屬

於靈寳中盟 ，
這些説法可能會使人將《授度儀》誤解爲靈寶中盟傳授儀 ，前揭柏樺著作就存

①分别見
ＤＺ１２４１

，
１ ． ２ ａ 、 ｌ ． ８ａ。

②
ＤＺ １２４ １

，

２
．
１６ ａ

。

③ＤＺ １２４ １
，
２． １ ８ａ

－

ｂ。

④ ＤＺ １２４０
，

５ａ。 又
，
張萬福《三洞衆戒文》卷下有

“

靈賨初盟閉塞六情戒
”

條 （ ＤＺ１７８
，
２． ｌ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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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誤識？ 。 根據筆者在前面的考論 ， 《授度儀》之所以存在既講大盟又語涉中盟的矛

盾 ，根本原因是作者陸修静大量引用 （ 明引 、暗引 、改引 ）它書 ，
未注意前後行文一致 。 最能清

楚説明這一點的是 Ｒ２ ． １９
，它引用的仙公新經《上清太極陲注玉經寳訣》 《道藏》本原文如下 ：

太上玉 經 隱注 曰
： 授太上霣 賨 洞 玄 經法 ， 師 北 向 ，

經於案上
， 師 執 經 ，

弟 子擎 法信 ，

師 叩 齒 三十 六下 ，
心存五藏之色 ，令備具 ，合成 寶蓋之雲 羅 ，覆經 、 師徒 ， 而祝 曰

：

天書簡不 煩
，
道德 自備足 。 修之 必神 仙 ， 當復何所欲 ？ 文耀太無 間

，
换 然 而 玄鬱 。

傳授悉依法 ，泄慢堕地獄 。

畢 ， 弟 子三 拜 ， 受 經 。 竟
，

又方 一 拜十 方
，
從北始 ， 東迴 而周 也 。 想見太上十 方真

形 ，如今像矣 。

②

Ｒ２． １９ 先言
“

左手執真文二籙
”

， 中 間卻謂
“

覆經及師
”

， 下文又説
“

奉受真文
”

，奉受物件究

竟是靈寶經還是真文二籙 ，
前後用詞歧出不一

，
從中可以明顯看出陸修静改引 《上清太極隱

注玉經寶訣 》而又因疏忽造成前後矛盾 。 前揭丸山宏文已發現 Ｒ２ ． １９ 改引 的問題
，
不過未

説明這也是《授度儀》中既講大盟又語涉中盟的矛盾之
一

。

除
“

大盟
”

之外 ，陸修静還在《授度儀》 中用
“

法位
”
一詞表示傳授的等級。 Ｒ２．２５ 有云

“

次師簡授弟子法位曰太上靈寶無上洞玄弟子某嶽先生某甲
”

，意即師授予弟子刻有法位稱

號或法職名銜的簡板 ，
與大盟相當的法位稱號是

“

太上靈寶無上洞玄弟子某嶽先生
”

。 下文

Ｒ２ ． ２６ 師爲弟子説大謝辭 ，所用法位稱號爲
“

太上靈寳無上洞玄弟子某嶽先生臣某
”

，
與新

受大盟弟子的法位稱號幾乎相同 。

有些道書採用與
“

法位
”

同義的
“

法次
”
一詞 ，

如前引 隋或唐初道書 《科戒營始》卷四
“

法

次儀
”

條即爲其例 。 須指 出的是 ，該條 目顛倒了大盟和中 、初盟的次序 ， 因爲它規定受靈寳

籙 、券等的法位稱號爲
“

太上靈寶洞玄弟子
”

，
受 《靈寶中盟經 目 》所載靈寶經的法位稱號爲

“

無上洞玄法師
”

。 該條 目對上清法位的記載也有類似規定 ，
以受券 、籙低於受《上清大洞真

經 目 》所載上清經 （惟以受所謂
“

畢道券
”

的交帶爲最高等級 ） 。 《科戒營始》 的法位説之所

以異於其他道書 ，
可能是因爲它假託

“

金明七真
”

編撰
， 出 自上清别派道士之手？ 。

一般説來
，
師徒授受的物件就是弟子所獲法位等級的標誌 ，

只不過物件不止一種時則

可能有主次之分 。 前文已談到 ， 《授度儀》 中師徒授受的物件共有五種
——靈寳五篇真文、

①參見Ｃｈａｒｌｅ ｓＤ ．Ｂｅｎｎ
，

７％ｅ Ｃａｕｅｍ－Ｍ
ｙ

ｓｔｅｆｙ 
Ｔ Ｖａｎｓｍｉｓｓ ｉｏｎ

： ４Ｏｒｄｊｎａｉ ｉｏ／ｉ 拙ｅ
ｑ ／

＂

儿 ■０？７ １ １
， ｐｐ

．４４
－

４５
，

６ １
，

１ ２４
－

１３５ ．

② 
ＤＺ ４２５

，

３ａ 。

③ 關於
“

金明七真
”

及相關道典
，
參見吕鶊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 Ｓ２０３ 考論》

，
《
“

中央研究院
”

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 ７７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３ １ 頁 ，
注 ２５５ 。



早期 靈寶 傳授儀——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 １ ３９

三部八景籙 、諸天内音 自 然玉字籙 、策文 、 神杖 。 前三種合稱爲
“

真文二籙
”

，後兩種合稱爲

“

策杖
”

。

“

真文二籙
”

是分别出 自 《天書經》 《
二十四生圖經 》和 《諸天内音 》這三部古靈寳經

的篆字體道符 ，

“

策杖
”

（最早在《天書經》及講解 《天書經 》 的 《玉訣妙經 》 中有記載 ）是與靈寳

五篇真文密切相關的兩種法器 。 它們都是靈寳大盟法位標誌 ，只不過 《授度儀 》 以
“

真文二籙
”

爲主 策杖
”

爲輔
，
故 Ｒ ｌ

．１ 小字儀注云
“

先以 弟子所受真文二籙著案上
”

，
Ｒ２ ．１ ９ 云

“

次師起

立
，
北向 ，

左手執真文二籙
”

，均以
“

真文二籙
”

指稱授受物件而未言及
“

策杖
”

。 因前揭謝世

維書已有專章研究策杖 ，本文不擬重複 ，
而是重點討論

“

真文二籙
”

（ 見圖 １
一圖 ３ ） 。

鏡Ｉ 蘅 ＿现

龜 鹿 綠 養
圖 １ 靈寶五篇真 文 ：東方真文第

一

科
（
局部

）

圖 ２ 二部八景為 ： 上部八景 （
局部 ）

黷霞 議續 ＿

鐘讓 蠢燾 ＿
囊譲 戀＿ 震
Ｍ ＳＳ＿霞 襲

圖 ３ 諸天 内音自 然玉字籙 ：

東方内 音 自然玉字
（

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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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主要觀點分條陳述如下
：

（

一

）

“

真文二籙
”

是作爲
“

經之本源
”

的靈寶天文 。

南朝梁代道士宋文明《通門論》 （又名《靈寶經義疏》 ）卷下轉録了 陸修静編《靈寶經 目 》

以及陸氏對靈寶經的分類解説 。 據此書可知
， 《靈寅經 目 》將古靈寶經分爲元始舊經和仙公

新經兩大類 。 元始舊經是秘藏於天上而 由元始天尊傳 出的
“

天文
”

，
按主 旨不同區别爲

“

十

部
”

。 陸氏還根據體用不同 ，將十部元始舊經區别爲十二種
——

第 一 經之本源
，
自 然天書

，
八會之 文 ，

凡一 千 一 百 九字 。 其 六 百六 十 八字 ，
是三 才

之原 根
，
生天立地 ，

開化人神
，
萬 物之根 。 〔 故 〕 云有天道 、地道 、 〔人道 、 〕 神 道 ，

此之謂

也 。 修用 此法 ，凡有 四科 ：第 一主召 九天上帝
，
校神仙 圖 録 ， 求仙致真之 法 ； 第 二 主召 天

宿 星 官 ，
正天分度

，
保國 寧 民

，
若乃五星録 （ 錯 ）

越
，

四 七 受災 ， 施八會之道 ，行天書之妙 ，

和天安地 ， 則 萬禍 自 消
；
第 三攝制 酆都

，
馘斷 六天 ，群魔 降伏 ，鬼妖滅爽 ；

第 四 敕命水帝 ，

召龍上雲
，
海瀆之Ｓ

，
莫不 敬奉之也 。 其二 百 五十 六 字 ，

論諸天度 數期 會
，
大 聖真仙 名

諱位號
，
所治 宫府城臺處所 ， 神 仙 變化升 降品 次

，
衆魔種類

，
人鬼生死轉 輪 因 緣 。 其六

十三 字 ，
是五方元精名 號

，服御求 仙 ，
練神化形 ，

白 日 升腾之法 。 餘一百 二十 三 （
二

） 字 ，

闕無解音 。

第二神符……

第三 玉訣……

第 四 璽 圖 ……

第五譜録……

第 六戒律……

第 七威儀……

第八方訣

第九衆術… …

第 十記傅……

第 十 一玄章 ……

第 十二表奏……①

據王承文和王皓月 考證 ， 陸氏歸諸
“

經之本源
”

（ 即十二種 中 的第一種 ） 的靈寶天文 （或稱

“

天書
”

）共分四類 ：
第一類是出 自 《天書經 》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 ，共 ６６８字 （據《天書經》卷

① 見敦煌寫本《靈寅經義疏》 ，
載《中華道藏》第 ５册

，
第 ５ １ １ 頁 。



早期霣寳傳授儀 陸修静
（
４０６＾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考諭 １４ １

上所載篆字體五篇真文和《授度儀》 Ｒ２ ． １２ 所録五篇真文之漢字譯文
，
實爲 ６７２ 字？ ） ；

第二

類是出 自 《諸天内音》的
“

大梵隱語 自然天書
”

，
共 ２５６ 字

；
第三類是出 自 《太上靈寳五符序 》

（ 《靈寶經 目 》著録爲
“

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
”

） 的
“

五方五牙玉文
”

，共 ６３ 字
；
最後

一

類是出 自 《
二十四生圖經 》的

“

三部八景三篇玉文
”

（ ９６ 字 ） 和
“

八景籙五方魔王姓諱符名
”

（
１０ 字 ）以及《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屍妙經》 （

ＤＺ３６９
） 中的

“

靈寶黄帝煉度五仙安靈鎮

神 中元天文
”

（
１ ６ 字 ） ，

共計 １２２ 字？ 。 如果説十部元始舊經是庚義的
“

天文
”

或天書
，
這四類

天文就是狹義的
“

天文
”

。 它們被視爲所有靈寶經的本源
，
被稱爲

“

自然天書
”

或
“

八會之

文
”

。 宋文明 《通門論》將其稱爲
“

本文
” ？

，顧名思義可知它們在靈寳經中佔有極其重要的

地位 。 顯然 ， 《授度儀》中師徒授受的
“

真文二籙
”

是陸修静從上舉四類靈寶天文中選取的三

類天文 。 它們作爲
“

經之本源
”

，與靈寶傳授的最高等級——大盟法位是相應的 。

（
二

）

“

真文二籙
”

是陸修静最早確立的早期靈寶籙 。

明 《道藏》收載的《正一法文經章官品 》 （
ＤＺ１２ １ ８ ） 、 《登真隱訣 》 （ ＤＺ４２ １

） 等道書可以證

明 ，
天師道 自東漢創教以來就

一直傳行正
一

録？
。 古靈寶經倡行的靈寳科儀融攝了不少天

師道成分？
，
既是古靈寶經整理者也是天師道改革家的陸修静借鑑天師道授籙制度制立了

靈寶籙 。

不少證據表明 ， 《授度儀 》所説的
“

真文二籙
”

就是最早出現的靈寶籙 。

首先是内部證據
， 《授度儀》用

“

二籙
”

指稱 《
二十四生圖經》的三部八景天文和《諸天 内

音》的四方天文 ，如 Ｒ １ ．３

“

操臣謹授上學道士某 甲等靈寳大法露真文 、八景／ 内音二籙黄素

表一通
”

，
用 同位語複指 的形式指明

“

二籙
”

就是
“

八景
”

和
“

内音
”

兩種天文 。

還有很多外部證據 ，
包括可以證明靈寳五篇

“

真文
”

也是籙的證據在内 。

證據之一 ，
上弓 丨 《通 門論》轉録的陸修静《靈寳經 目 》著録

“

二十四生圖一卷 ，
已 出 ，卷 目

①《道藏》本《玉訣妙經》和 《通 門論》
所録陸氏解説均誤作 ６６８ 宇

，
王承文失考 。 關於五篇真文宇數的歧異

，
參見 吕鷉志

《攝召北酆鬼魔赤書玉訣與靈寳五篇真文
——

〈 太上洞玄靈寳赤書玉訣妙經〉 校讀拾遗 》 ， 《宗教學研究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５
—

２６
頁

；
或

ＬｔｉＰｅｎ
ｇ
ｚｈｉ

，

“

Ｈｉ ｅ
Ｊａｄ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 ＨｅｄＷｒｉｔｉｎ

ｇ
ｓｆｏｒ Ｓｕｍｍｏｎｉ ｎ

ｇ
Ｇｈｏｓｔ 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ｅｍＦｅｎ
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ＦｉｖｅＬｉｎ

ｇ
ｂａｏＴｒｕｅＷｒｉｔｓ ｉｎＥｘｏｒｃｉｓｍｉｎＤａｏｉｓｍ

－ＡＢｅｒｌｉｎＳ
ｙ
ｍｐｏｓｉｕｍ

， ｅｄ
．ＦｌｏｒｉａｎＣ ．Ｒｅ ｉｔｅｒ

，

Ｈａ
ｉｒａｓｓ ｏｗｉ ｔｚ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 １

，ｐｐ
．３ １

－

４９ ．

② 參見王承文《古靈賨經中
“ 天文

”

和“

符圖
”

的釋讀與研究》 ，第 ６９
－

１０６ 頁
；
王皓月 《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靈寅經 關係

新探》 ，
第 １ １ ０ 頁 。

③ 見敦煌寫本《靈寳經義疏》 ，載《中華道藏》第 ５ 册 ，第 Ｍ ｌ

－

Ｍ２ 頁 。

④ 參見戴禮輝口述
，
藍松炎

、
吕鶊志編著 《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

，
新文豊出版公司 、

裔色園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３４ １ 頁
，
注 ６。

⑤ 參見呂 鷉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綱》 ，
第 １２７

、
１５９
—

１６０
、
１６４
—

１６５
、

１７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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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太上洞玄靈寳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 自然神真録儀
”①

，是《二十四生圖經》在陸修静的時代

題名 《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 自然神真録儀》 ，

“

録
”

字義同
“

籙
”

。

證據之二
， 《道藏闕經 目録》卷上著録

“

靈寶三部八景二十四生録 有符
” ②

，
以

“

録 （籙 ）

”

指稱《二十四生圖經》的三部八景天文 。

證據之三 ，唐代廬山道士李玄真演《上清金母求仙上法》 （
ＤＺ３９ １

）有
“

第五解八景籙五

方魔王九諱符音
”

條
，
與《
二十四生圖經》記載的五方魔王姓諱相合 ，

是
“

八景籙
”

亦爲 《二十

四生圖經》之别稱 。

證據之四
，
明 《道藏》收人《太玄八景籙》 （ ＤＺ２５８ ） ，

以
“

籙
”

字題名
，
内容述三部八景神

‘ ‘

二十四 圖
”

， 明顯襲用 《二十四生圖經》

證據之五 ，南朝宋文明 《通門論》卷下解説靈寶經十二部類 ，其中有云 ：

“

第五部譜録一

條 ，有二義 ：

……録者 ，鎮録之也 。 條列神明位次名諱 ，而使學者受而鎮録之 。 八景及内音

之例是也。

”
＠明確將三部八景天文和諸天内音 自然玉字歸人

“

録 （ 籙 ）

”

類 。

證據之六
， 《科戒營始 》卷四

“

法次儀
”

條著録
“

元始洞玄靈寶赤書真文録 、太上洞玄靈

寳廿四生圖三部八景 自然至真玉録 、太上洞玄靈寳諸天内音録 、靈寶 自然經券 、元始靈策
”

，

又注云
“

受稱太上靈寶洞玄弟子
” ⑤

。 前三
“

籙
”

即
“

真文二籙
”

， 是靈寳五篇真文亦被視

爲籙 。

證據之七
，
《道藏闕經 目録》卷上著録

“

洞玄靈寳五篇真文籙 （有符畫 ）

” ？
，
此即靈寳五

篇真文可稱爲籙的直接證據 。

證據之八
，
杜光庭《太上黄籙齋儀》卷五十五有云 ：

“

（若受經籙云 ） 以今某年月 日 詣三

洞法師某嶽真人某甲受靈寳五老真文赤書靈篇 、
三部八景／諸天 内音神仙二籙 、八威策文 、

五帝符杖 、 中盟真經 ， 傳授事竟 ， 授簡靈山 ， 請以金鈕 （ 後兩過無鈕 ， 除此四字 ） ，
金龍驛

傳……
”？以

“

神仙二籙
”

指稱三部八景和諸天内音 ，
且與靈寶五老真文赤書靈篇 、八威策文 、

五帝符杖等並受 ，與《授度儀》相合 。

①見敦煌寫本《靈寅經義疏》
，
載《 中華道藏》第 ５册

，
第 ５１ ０ 頁 。

②ＤＺ １４３０
，
１

． ｌ ｌａ 〇

③ 以上幾條證據表明
，
陸修静及後世道士理解的 《二十 四生圖經 》對經 （ 天文／本文

）
、 籙 、符 、 圖等道書類别是混而不分

的 。 關於《二十四生圖經》 的圖像観念 ，參見謝世維《經典 、靈圖與授度 ： 〈洞玄靈賨二十四生囫經》研究》 ， 《文與哲 》２０

（ ２０１２
） ，
第 

９５
—

１２６頁
。

④ 見敦煌寫本 《轚寳經義疏》 ，載 《中華道藏》第 ５册
，
第 ５ １３ 頁 。

⑤
ＤＺ １ １２５

，

４． ８ａ０

⑥ＤＺ １４３０
，

１ ． ｌ ｌａ 〇

⑦
ＤＺ ５０７

，

５５ ． １ ０ｂ 。



早期耋寳傳授儀
一

陸修静 （
４０６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考論 １４３

上舉内外書證也顯示 ，
以

“

真文二籙
”

爲靈寶籙
，
實由陸修静首倡 。 竊以爲在陸修静的

觀念中 ，真文也是籙 ，

“

真文二籙
”

寶爲靈寳三籙 。 陸修静之所以不以
“

籙
”

稱真文 ，
可能是因

爲靈寶五篇真文出 自十部元始舊經之首 《天書經 》 ，是最重要 的靈寶天文 ，地位更高於
“

二

籙
”

，
故不與

“

二籙
”

合稱而單獨名之？ 。

筆者推測 ，
陸修静選擇三種靈寳天文作爲靈寶籙 ，

至少有兩方面的意藴 ：

一方面是陸氏

深受天師道的影響 ，
大大提昇籙的地位 ，

以授錄爲靈寶傳授的最高等級 ； 另
一方面是陸氏遵

從古靈寶經的教示 ，
以天師道道士


（尤其是黄赤祭酒 ）低於靈寶道士

？
，故在制定靈寳傳授儀

時另外設立靈寳籙 ，
以取代和超越天師道正

一

籙？
。 因此也可以確切地説 ， 《授度儀》是陸修

静編撰的一部靈寶授録儀典 。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
，
靈寳籙的特點是篆字體道符

，
不配神像 ；

正一籙的特點則是有圖有文 ，
圖形大多是普通道符和神像 。

（
三 ）

“

真文二籙
”

在後世增衍爲
“

靈寳中盟籙
”

。＞
＇

陸修静確立的靈寳大盟法位標誌
“

真文二籙
”

大約在唐代以後發生 了演變 ，
增衍爲靈寳

中盟籙 。

筆者最近在合作編著的《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
一書中刊佈了清末

光緒年間江西道士戴國彰 （
１ ８６ １
—

１９２８
） 抄《先天勘合玄秘併填籙填引 》 ，

其中有
“

填中盟

籙
”

和
“

封中盟
”

條
，
可據以瞭解靈寳中盟籙的大致内容？

。

據該抄本
“

封中盟
”

條所述
，
靈寳中盟籙共計八軸 ，

包括
：①靈寳中盟元始五老赤

＜玉篇

真文秘籙
一

軸 ；②靈寶中盟三部八景 自然籙 ；③諸天内音寳符秘籙
；
④五嶽真形伏 （符 ）命圖

籙 （

“

填中盟籙
”

條稱爲
“

填中盟録第四軸
”

） ；
⑤五嶽八 （人 ） 鳥山形秘籙 ；⑥三皇 内文秘録 ；

⑦六 甲將軍六丁玉女秘籙
；⑧東西二禁封虎神符籙 。 前三籙即

“

真文二籙
”

，
由此可知 ， 靈寳

中盟籙實爲
“

真文二籙
”

的擴展。

按 ，明初朱權編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 （ ＤＺ１４８３
）

“

正一諸品法籙
”

條列有
“

靈寶 中盟秘

①張超然認爲
“

二籙 ”

與不稱
“

籙
” 的“

真文
”

性質有别 。 《諸天内音》卷
一

與《二十 四生圖經》均列有靈寳道士能够召請的

諸種仙官 ，可以作爲靈賓齋儀
“

出官
”

（
或

“

請仙官
”

）
之用

。

“

二籙
”與天 師道正一籙功能相似

，
均有

“

出官
” 之用 。 而

《天書經》多用 以安鎮齋埴
，
故陸修静不以

“

籙
”稱之 。

② 古重寳經中的仙公新經《敷靈賨齋戒》稱天師道
“

黄赤太一祭酒
”

可以參與靈寳齋 ，
但不得與靈寅道士

“

同床而坐
”

（ ＤＺ

５３２
，

２０ｂ
）
。 陸修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到

“

下道黄赤之官
”

，

也反映了當時 的
一些靈寶道士將天師道黄赤

道士視爲下等道士的観念 。 也參 吕鷉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１ ８０ 頁 。

③ 關於天師道正一籙
，
參見 ＪｏｈｎＬａｇ

ｅｒｗｅ
ｙ ，

“

Ｚｆｅｅｎ
ｇｙ

ｉ Ｒｅ
ｇ

ｉｓｔ ｅｒｓ 正一籙 ，

”

《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特刊》 （ 中國

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講座系列 ）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２５
—

８８ 頁 ；
吕鵰志 《天師道授籙科儀

一敦煌寫本 Ｓ２０３ 考論》 ， 《

“

中央研

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７７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７９

—

１６６ 頁
；

吕鷉志 《鞴西北發現的天師經籙》
，
《世界宗教研

究》２０ １５ 年第 ３期
，

第 ８９
—

１０３ 頁 。

④ 有關逭
一

問題的討論
，

見戴禮輝口述
，

藍松炎 、
吕腩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埴道教科儀》

，
第 ４０ １

－

４０ 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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籙
一

部八卷
”

，
與戴國彰抄本完全吻合。

又按
，
南宋留用光傳 、蔣叔輿編《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 《科儀門二》注云 ：

“

右出

官啓事
，
按三洞科儀 ， 籙品不同 ，真官亦異。 當各随身中所度仙靈吏兵出之 。 至若建靈寅

齋
， 出盟威都功治職君吏 。 所以科儀云

，

受盟威都功籙者 ，
止稱攝行齋事 。 蓋爲此上清齋 ，

出靈寳洞玄中盟五法官吏 。 夫籙始於正
一

，演於洞神 ， 貫於靈寶 ，極於上清… …受道之士
，

先受正一盟威 、三五都功 。 修持有渐 ，
方可進受靈寅中盟 、上清大洞諸籙 。

” ①因爲 出官的前

提是受籍？
，
此所謂

“

出靈寶洞玄中盟五法官吏
”

即 出
“

靈寶洞玄中盟五法籙
”

上的官將吏

兵 。 何謂靈寳洞玄中盟五法籙 ？ 據上列 中盟八籙 ，前三籙屬於靈寶經系本身固有的籙 ，後

五籙則是從洞神三皇經系及其他經系援取的符籙
，
中唐道士張萬福 《洞玄靈寳道士受三洞

經誡法籙擇 日曆》稱爲
“

五法
”？

。 也就是説
，
靈寶中盟八籙即靈寶三籙加上五法符籙 ，

所謂
“

洞玄靈寳中盟五法籙
”

正是靈寶中盟籙之别稱而已 。 光緒十七年 （
１ ８９ １

）曹岳峻 、趙來發師

徒抄 《先天天壇玉格
一本》

“

道門諸階籙職品
”

條列有
“

無上靈寅中盟經／秘籙
” “

無上靈寳中

盟五法經籙
” ④

。 疑前者指靈寳三籙 ，後者指五法符籙 ，蓋將靈寶中盟籙一析爲二也。

上舉書證表明
，
靈寶中盟八籙至遲在南宋時期已成爲定制 。 上引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

儀》還表明 ，
靈寳中盟籙之階位介於正一盟威三五都功籙和上清大洞籙之間 ，

這或許是靈寅

中盟籙之所以用
“

中盟
”

命名的原因 。 按 ， 中唐道士張萬福撰《醮三洞真文五法正
一盟威籙

立成儀》

“

設壇座位第一
”

條曰
：

“

三洞經法
，
洞玄居中

，
故用其事

，
以通上下也。

”？在三洞經

法 （洞神三皇經系 、洞玄靈寶經系 、洞真上清經系 ） 中 ，

“

洞玄
”

與
“

靈寶
”

所指相同
，
故張萬福

所説正好可以作爲
“

靈寳中盟
”

之注脚 。 不過 ，
如本文前面所論 ，

“

靈寶中盟
”

最初是指靈寶

經系 内部的法位等級。 自劉宋道士陸修静編撰《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以來 ，
受靈寶法須按

初盟 、中盟 、大盟的順序進行 ，初盟受智慧 閉塞六情戒 、破靈寶 自然券 ， 中盟受靈寳經 ，大盟

受
“

真文二籙
”

和策杖 。

值得注意的是 ，五代宋初劉若拙授 、宋代孫夷中編的 《三洞修道儀 》

“

中盟洞玄部道士
”

條謂
“

自昇玄遷授中盟 ，籙九卷 ，
計三十六階 。

… …稱太上靈寶洞玄弟子 、無上洞玄法師 、東

① 
ＤＺ５０８

，

１７ ． ７ａ
－

ｂ
。

② 參見吕鷉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２５ 頁 。

③ 南朝齊梁髙道陶弘景编纂的 《陶公傳授儀 》收人五種符圖的傳授儀法 ，
包括授受六甲符法 、授受禁山符 （ 即西嶽公禁山

符 ）法 、授受五嫌圖法 、授受三皇文法 、授受五符法
，
它們正是張萬福所説的

“

五法
”

（
參見吕蹺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绢》

，

第 ６２
－

７０ 頁
） 。 其中 授受五符法

”

在戴國彰本中已替换成
“

五嶽人鳥 山形秘籙
”

。 關於六甲符和六丁玉女秘籙 ，
也

參 吕鷉志 《敦煌寫本 Ｐ ．２４４０〈 靈賨真
一五稱經 〉校補解題》 ，第 ４０４ 、 ４０７ 頁 。

④ 參見曹岳峻録 、陳文生编校《龍虎山先天天埴玉格珍本》 ，逸群國書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０年
，
第 １

０ 頁 。

⑤
ＤＺ１２ １２Ｊｂ 。



早期靈寶傳授儀一－陸修静 （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考諭１４５

嶽先生 、青帝真人……
” ？據此 ，

則宋代以前的靈寳中盟籙比南宋以降的中盟籙多出一卷 。

其原因可能是 ，前者未像後者一樣用
“

五嶽人鳥山形秘籙
”

替换
“

五法
”

中的
“

（
靈寶 ）

五符
”

，

而是在
“

五法
”

的基礎上添加
“

五嶽人鳥山形秘籙
”

，
與原有的靈寳三籙 （

“

真文二籙
”

） 組合

爲九卷靈寶中盟籙 。 若不參考戴國彰本列舉的中盟籙名 目 ，要釐清中盟籙的 内容和演變會

很困難 。

三 、

“

受道法齋
”
——靈寶傳授儀式程序及其結構

在道教儀式史上
，
古靈賨經的一大貢獻是在融攝佛教 、天師道和方士傳統的基礎上創

制 了靈寶齋 。 靈寶齋是最早出現的道教齋儀 ，
儀式程序複雜 ，

結構也頗精巧？
。 與未規定傳

授儀式程序的古靈寳經相比較 ，
陸修静《授度儀》别具創意的地方在於借用靈寶齋儀程序來

建立靈寶傳授儀式程序 。

《授度儀》有幾處顯露出陸氏借用靈寶齋法的痕跡 。 如 Ｒ２ ． １ 謂
“

如弟子少
，
即用齋壇

，

依常黄籙齋法也
”

，黄籙齋係古靈寳經創制的靈寳六齋之一？
；
Ｒ２ ．２６大謝辭謂

“

並今傳授 、

置齋以來
”

云云
，
將傳授儀與齋儀並提

；
Ｒ２ ．３ １ 還戒頌謂

“

齋福行當息
，
相共送虔誠

”

，
以

“

齋

福
”
一詞意指靈寳傳授儀式的功德

；
Ｒ２ ． ３２ 小字儀注云

“

次三 日弟子言功 ，設齋謝恩 ，
儀在别

卷
”

，此所謂
“

設齋
”

當指設立靈寳齋 ，等等 ，均可證 。

從結構來看
， 《授度儀》記載的靈寶傳授儀明顯分三個時段 。 每一時段開頭都有一句類

似小標題或子 目的話 ，第一時段是
“

靈寶大盟宿露真文 、拜表 、出官啓奏次第
”

（
Ｒ１ ． ０ ） ；

第二

時段是
“

明 日登壇告大盟次第法
”

（
Ｒ２ ．０

） ；
第三時段是

“

次三 日言功
，
設齋謝恩

”

（ Ｒ３ ．０
） 。

第
一

時段儀式的主要内容是啓奏 ，第二時段儀式的主要内容是登壇告盟正式授受 ，第三時

段是結束儀式 。 元始舊經《上元金籙簡文》記載的靈寳齋儀也分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是宿啓

建齋 （ 開幕式 ） ，第二階段是正齋行道 （
正式儀式） ，

第三階段是散壇言功 （包栝投龍簡 ） 。 兩

相比較 ， 《授度儀 》的靈寶傳授三時段明顯取法靈寶齋儀 。

《授度儀》每個時段有不少儀節也相應地借用或倣效靈寳齋各階段的節次 。 當然作者

陸修静不是一一對應地或機械地照搬靈寳齋儀節次 ，他不會在設立第一時段的節次時只取

用靈寶齋儀第
一

階段宿啓的節次
，
也不會在設立第二時段的節次時只取用靈寶齋儀第二階

① 
ＤＺ １２３７

，

６ ａ
－

ｂ 。

② 閬於簠寅齋
，參見吕鷉志 《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１２９

—

１７ １ 頁 。

③ 參見吕鹪志 《靈賨六齋考》
，
第 ８５

—

１２５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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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正齋行道的節次
，
而是非常靈活 自 由地挪用靈寶齋儀三個階段的節次 。 如果將《授度儀》

所載靈寶傳授儀節的出處逐個考明 ，又將其與靈寶齋儀節次對照 ，可以發現該書借用靈寳

齋儀節次的情況如下 ：

Ｒ １
（ 宿啓 ） ：

Ｒ １
．
１
－

Ｒ １
． ３ 借用 璽賨 齋儀第一 階段

“

宿啓建齋
”

的節次

Ｒ １ ． ４
－Ｒ １ ． ５ 借用 璽賨 齋儀第三 階段

“

散壇言功 （ 拜表 ）

”

的節次

Ｒ２
（傳授 ） ：

Ｒ２ ． １
－Ｒ２ ． ７ 借用 璽賨 齋儀第二 階 段

“

正齋行道
”

的節 次

Ｒ２ ． ８
－Ｒ２ ． ９ 借用 璽賨 齋儀第三 階段

“

散壇言功
”

的節次

Ｒ２ ． １９
－Ｒ２ ．２０ 借用 霣 賨齋儀第 二 階段

“

正 齋行道
”

的節次

Ｒ２ ． ２ １
－Ｒ２ ．２３ 借用 霣 寶齋儀第 一 階段

“

宿啓建 齋
”

的節次

Ｒ２
．
２６

－Ｈ２
．
３ １ 借用 靈 賨齋儀第 二階段

“

正齋行道
”

的 節次

Ｒ３ （ 言功 ） ：借用 霣 寶齋儀第 三 階段
“

散壇言功 （投簡 ）

”

的 節次

可以舉例來説明 。 Ｒｌ ．
１ 入户三捻香 、 Ｒ１ ．２ 發爐 、Ｒ１

．３ 出官可能參照了 《上元金籙簡

文》宿啓建齋儀的繞香
一周 （ 發爐） 、 出官 、三上香節次 。

Ｒ １ ． ４次讀表文 、Ｒ １ ． ５ 重約敕與《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八
“

古法散壇言功儀
”

中兩

個相接的節次正好相似
：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是

“

次宣表
”

，
然後是

“

遣表敕曰
”

， 約敕的

文字内容大同小異 。 這些内容在《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三五
“

釋言功拜表
”

條中注明了

出處 。

又如 ，
Ｒ２ ． １ 至 Ｒ２ ．

７ 與敦煌寫本《洞玄靈寶 自然齋戒威儀經》第二階段行道開頭的
一些

節次 （初入齋堂咒户 、次禮師思神 、次誦衛靈神咒 、次兄香發爐 、次出官啓事 、次三上願 、次十

方禮 、次十方懺 ）大體相近 ，只不過個别節次前後次序有些變化。 完全相同的節次是誦衛靈

神咒、發燫 、十方禮 、出官 。

Ｒ２ ．８ 次讀表文 、Ｒ２ ． ９ 又叩齒三通送表與前一 日 的 Ｒ １ ． ４ 和 Ｒ１ ．５ 相似
，
都借用了靈寶

齋儀第三階段即散壇言功拜表的節次。

Ｒ２ ． １９ 和 Ｒ２ ． ２０ 詠步虚辭十首以及 Ｒ２ ．２６ 大謝 、Ｒ２ ．２７ 誦三徒五苦辭 、Ｒ２ ．２８ 言功復

官 、Ｒ２ ． ２９ 復爐、 Ｒ２ ．３０ 誦奉戒頌 、Ｒ２ ．３１ 遺戒頌與敦煌寫本《洞玄靈寶 自然齋戒威儀經》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正齋行道階段的節次和《下元黄籙簡文》的長跪大謝節次大體相近 。

Ｒ２ ． ２ １ 禮經頌 （ 實爲三啓 ） 、Ｒ２ ． ２２ 三禮 （禮三寳 ） 、Ｒ２ ． ２３ 説戒又與《上元金籙簡文》 《無

上黄籙大齋立成儀》第
一階段宿啓建齋儀的幾個節次完全

一樣 。 這一點只要對比一下三

啓 、三禮這兩個節次就很清楚——

《授度儀》Ｒ２． ２ １ 云
：

“

次北向 ，誦禮經頌三首 。 其辭曰 ：樂法以爲妻 ， 愛經如珠玉。 持戒



早期靈寅傳授儀
——

陸修静 （４０６
－

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賨授度儀》考論 １ ４７

制六情 ，
念道遣所欲 。 淡泊正炁停 ，蕭然神静默 。 天魔並敬護 ，

世世受大福 。 ／／鬱黌家國盛 ，

濟濟經道興 。 天人同其願 ，縹緲人大乘。 因心立福田 ，
靡靡法輪昇 。 七祖生天堂 ，我身 白 日

騰 。 ／／大道洞玄虚 ，
有念無不契 。 鍊質人仙真 ， 遂成金剛體。 超度三界難 ， 地獄五苦解。 悉

歸太上經 ，
静念稽首禮 。

”

蓋本《上元金籙簡文》 Ａ１ ２
“

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 ：
建齋威儀 ，

旋

行畢
，

一時北向 ，
禮經三拜。

”①

《授度儀》Ｒ２ ． ２２ 云
：

“

每誦步虚一首訖 ， 弟子唱善散花 ，
禮一拜 。 畢 ， 唱三禮曰 ：

至心稽

首禮太上無極大道。 至心稽首禮三十六部尊經 。 至心稽首禮玄中大法師 。

”

蓋本《上元金籙

簡文》Ａ １３

“

［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 ：
建齋威儀

， ］ 至心稽首太上無極大道 至心稽首三十

六部尊經 至心稽首玄宗大法師 。

”

與 《授度儀》Ｒ３ 對應的靈寶齋儀節次見《上元金籙簡文 》Ａ４３ 條 ：

“

上元金籙簡文真仙 品

曰
：
拔度生死修齋威儀 ，

以金龍五枚鎮五方真文之上 ，
事畢投之山水 。

”
？此即投龍和五方真

文簡 。 按 ， 《玉訣妙經》卷上
“

元始靈寶告水帝削除罪簡上法
”

條 、

“

元始靈寳告五嶽靈山除

罪求仙上法
”

條 、

“

元始靈寳告九帝土皇滅罪言名求仙上法
”

條總名
“

投三元玉簡
”

？
，
講的是

在靈寳齋儀或傳授儀結束時舉行的投龍簡儀 。 《授度儀》 Ｒ３ ．１ 所謂
“

次弟子於壇本命之方

投簡法
”

，當係《玉訣妙經》所説的
“

投三元玉簡
”

。 但據《授度儀》Ｒ３ ．ｌ ａ
－

ｅ
， 陸修静是從山 、

水 、土三簡中選擇土簡來投或埋。 杜光庭《太上黄籙齋儀》卷五十五有云 ：

“

此土簡
，
言功之

夜
，
宣讀呪讚已畢

，
至明便可埋於壇中 ，

不俟别更關告 。 今以張承光 （先 ） 法師儀 内
，
有三簡

啓奏
，
真位不同 ，

故再録於此。 若修齋壇内 ， 只以言功 ，醮時呪告
，
便可投也 。 其山 、水二簡 ，

雖言功之時
，
宣呪已畢

，
若至洞所設醮

，
當須依次第

，

一一宣讀
，
封呪

，
然後投之 。

”
＠杜光庭所

説的齋末投或埋土簡之法蓋本諸陸修静《授度儀 》 。

《授度儀》將從古靈寶經借取的靈寳齋節次與靈寶授受儀節有機地組合在一起 。 第二

時段有十個儀節 （ 即 Ｒ２ ．
１０
－

Ｒ２ ． １９ ）不是借取的靈寶齋儀節次 ，
而是師弟子讀盟文和傳授

靈寶真文二籙策杖的過程 ，文字内容主要取 自 《天書經》 《玉訣妙經》 《諸天 内音 》 《
二十四生

圖經》等古靈寳經 。 更確切地説 ， 《授度儀》記載的早期靈寳傳授儀是傳度與齋儀相結合的

儀式。

《授度儀》借鐮靈寶齋儀程序建立靈寶傳授立成儀的作法被陸修静以後的各種道教傳

①見《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三二

“

三啓頌三首
”

條 。 又見明周思德《上清靈 寅濟度大成金書 》卷二四
“

明三啓三植
”

條

（ 《藏外道害》第 １７ 册
，第 ５４頁 ） 。

②＜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引 。 又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 》卷
一八 《古法散埴言功儀》 。

③
ＤＺ３５２

，

１
．
８ａ 。

④ＤＺ ５０７
，
５５ ． １４ｂ

－

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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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儀典倣效 。

從南北朝到唐代主要出現了五種等鈒或法位的道教傳授儀 ， 從低到高依次是正一傳授

儀 、太玄 （ 或五千文 ）傳授儀 、三皇 （或洞神 ） 傳授儀 、靈寶 （ 或洞玄 ） 傳授儀 、上清 （或洞真 ） 傳

授儀。 各個等級或法位的傳授儀
一

方面借鑑靈寶科儀程序 ，另一方面也根據儀式的相關法

位級别在某些環節上做相應的變化或調整。 可舉傳授儀典爲例 ，
如正一法位的敦煌寫本

Ｓ２０３ 、《正
一法文法籙部儀 》 ，太玄法位的 《太上三洞傳授道德經紫虚籙拜表儀 》 ，

三皇 （ 洞

神 ）法位的《陶公傳授儀》 《太上洞神行道授度儀》 《太上洞神三皇儀》 ，
靈賨法位的《太上洞

玄靈寳二部傳授儀》《洞玄度靈賨 自然券儀》 ，
上清 （ 洞真 ） 法位的 《登壇符札妙訣》 ，這些傳

授儀典都倣效靈寶齋儀程序。 其中 ，
正一法位的 Ｓ２０３ 和靈寶法位的 《太上洞玄靈寶二部傳

授儀》 《洞玄度靈黉 自然券儀》是直接模仿陸修静的《授度儀》
？

。

另外
，
北周道教類書 《無上秘要》卷三七至四十載有不同法位的傳授儀 。 這四卷大都引

録古靈寳經中講述靈寶齋儀的文字内容來説明各法位傳授儀節的作法 ，
這是道教傳授儀倣

效靈寶齋儀程序的有力證據。 《無上秘要 》卷三十五題爲
“

授度齋醉宿啓儀品
”

，
與《無上秘

要》卷三七至四十參互比較知它是各法位傳授儀共用的靈賨齋宿啓儀 ，
可算是道教傳授儀

倣效靈寶齋儀程序的有力佐證？ 。

特别要提到的是 ，
做效齋儀舉行傳授儀的作法在太玄部傳授儀典《傳授經戒儀注訣 》 中

有明確的説明或解釋。 此經大約問世於南北朝末
，
其中

“

齋儀增損法第十一
”

條有云 ：

“

受道

法齋 ，
雖依 自然儀

，
宿啓及三上香 、十方 〔禮 〕及大懺文當随事增損 。

”
？“

受道法齋
”

意 即
“

受

道
”

的傳授儀式取法或效法齋儀 。

“

自然儀
”

指古靈寶經《上元金籙簡文》記載的 自 然齋儀 ，

係靈寶六齋之一 。 宿啓 、三上香 、十方禮均屬於 《上元金籙簡文》所載 自然齋儀的節次 。 上

引文字的含義是
，
受道或傳授儀式取法靈寶 自 然齋儀

，
只不過在行宿啓 、三上香 、十方禮及

大懺這些節次時須根據太玄部法位的特點隨時增加或減少一些内容 。 所謂
“

受道法齋
”

，
正

好可以精闢地概括陸修静《授度儀》及其後大多數道教傳授儀典的基本模式 。

值得注意的是 ， 陸修静《授度儀》取法的
“

齋
”

是靈寳齋而不是中國古代傳統齋法 祭

祀之齋 。 拙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 》 以及若干相關論文已經論證 ，靈寳齋是借鑑漢傳佛教齋

法 （ 淵源於印度佛教布薩制度 ）
而又兼融天師道和方士儀式成分的集體儀式 ，與中國古代傳

統齋法在祭祀等禮儀活動舉行之前個人清浄身心的做法差别甚大 ，
後者實質上是一種預備

①

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

——敦煌寫本 Ｓ２０３ 考論》
，
第 １２８

—

１３０ 頁 。

② 參見吕鷓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第 ２６８

—

２６９ 頁 。

③ ＤＺ１２３８
，
１ ３ａ 。



早期靈寶傳授儀一陸修静（
４０６￣４７７

）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考論 １４９

禮儀 。
王承文新著《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 》混淆了這兩種齋法

①
，他認爲靈寳齋是

對中國古代國家祭祀之齋和漢晉道教齋戒的直接繼承和重要發展 ， 與佛教齋法没有直接關

係 。 可以舉出不少佛 、道教原始資料 （包括巴利文佛經 ）直接推翻王説？ ，本文探討的 《授度

儀》也提供了重要佐證 。 上文談到古靈寶經及更早的道書均未制立傳授儀式程序 ， 陸修静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其
“

鑽求世學 ，永無可參
”

，所以他才參照 《金》 《黄》
二籙 、 《明真

科》等古靈寳經描述的靈寳齋來確立靈寶傳授儀的程序和結構。 如果王説成立 ，
陸修静就

可以參考古靈寶經出現之前的中 國古代祭祀之齋或漢晉道教齋戒以及其他道教儀式或養

生修仙方術 ，
也就不會在《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表》 中説這樣的話。 所以説

，
古靈寶經倡行

的靈寶齋不同於中國古代傳統齋法 。

結 語

前面探討了 《授度儀》
一書涉及的三個關鍵問題

，
也間或指 出 了這些問題之間 的 關聯 。

最後 回到本文的入手之處——陸修静上奏天神的 《太上洞玄靈寅授度儀表》 ，可 以看出這些

問題均與表文中陸修静關注的一個 中心話題息息相關
，
即他一方面依按古靈寳經編撰《授

度儀》 ，
另一方面又

“

造作
”

古靈賨經未提供 的靈寳傳授
“

立成儀注
”

，
他懷疑這樣做是否

適當 。

可以説
，
上舉三個關鍵問題從不同角度或方面反映陸氏擔心 《授度儀》有

“

造作
”

之嫌 。

一是《授度儀》在文字表述上以引用古靈寶經爲主 ，但又有改動或 自撰之處
；
二是《授度儀》

以古靈寳經中 的三種靈寶天文爲靈賨傳授最高法位標誌
，
但舊瓶裝新酒

，
規定這些天文是

與大盟法位相應且稱爲
“

真文二籙
”

的靈寶籙 ；
三是《授度儀》在傳授儀式程序上效法或借鑑

古靈寶經倡行的靈寶齋 ，
但嫁接不同儀式類型且將各儀節進行 自 由組合洵爲陸氏大膽創

意
，
匠心獨運 。

①
王氏著作同時還存在兩方面的混淆 ，

一

方面是將靈賨齋 （其核心 内容是持戒行道
） 、祭祀之齋與節食齋 、心齋 、設供齋

等其他齋法類别混同起來 ，另
一

方面是將齋儀與朝儀 、章儀等其他儀式類型和存思等修煉方法相混清 。 分别見王承文

《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寳經研究》
，
第 ３
—

３６５
、
１２４
—

１３８ 頁
。 關於道教齋法類别 ，

參見《齋戒籙》 （
ＤＺ４６４

） ，
ｌａ
－

４ａ
；

Ｒｏ＞

ｍａｎＭａｌ ｅｋ
，
／）〇￥以从－

Ｚｕ
：
财ａｔｅ ｒｉｏ／ｅｎ ｚｕｒ ｒｏｏｉ ｓｍｕｓ

，

ＰｅｔｅｒＬａｎ
ｇ ，

１ ９８５ ； 吉岡義ＩＩ《

“

齋戒録
”

匕
“ 至言總

”

》
，

《大正大學研究紀要》 ５２
（ １９６７

） ，
第 ２８３

—

３０ １ 頁
。 關於道教齋儀與朝儀 、傳授儀 、章儀 、

醮儀等其他道教儀式類型 ， 參見

吕鵬志《法位與中古道教儀式的分類》
，
《宗教學研究》 ２０ １２年第 ２ 期

，
第 １
—

１０ 買 。

② 參見 吕臃志 《天師道 旨教齋考 （上篇 ） 》 ， ＜

“

中央研究院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０本第 ３ 分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５５

—

４０２

買
；
吕鶊志《天師道 旨教齋考 （

下篇 ） 》 ，
《

“

中央研究院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０ 本第 ４ 分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５０ ７

—

５５ ３ 頁
；

傳誠 《佛教的
“

六齋 日
”
——兼與蕭登福先生商榷 》 ， 《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 》 １ （

２０１ ３ ） ，
第 ｌ４９

－

ｍ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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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修静在《授度儀》中創造了齋儀與傳授相結合的道教傳授儀模式 ，這種模式及其變體

被後世道教承襲和發展？
，

一直延續至今 。 例如 ，
宋代寧全真授、元代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

度金書》 （ ＤＺ４６６ ）卷二二五至二二七題爲 《科儀立成品 （傳度齋用 ） 》 ，
就是宋 、元時期流行

傳度齋的明證 。
江西省铜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祖傳授籙法事是將授籙與醮儀 （或齋儀 ） 結

合並包含於後者之中的儀式
，
稱爲

“

籙醮
”

或
“

授籙齋醮
”

？
，
可以説這是《授度儀》傳授模式

在現存道教中仍然被遵循的典型例證 。

根據筆者的研究
，
除傳授儀之外

，
南朝以降其他道教儀式類型 （齋儀 、章儀 、酿儀 、朝儀 ）

都紛紛效法或模仿靈寶齋的程序和儀規？ ，
靈寶科儀開始登上道教儀式的 中心舞臺 。

這是

南朝 以降道教儀式的基本發展趨向 。 可以説 ，
陸修静《授度儀》爲道教儀式的重大轉型 開了

先路
，
在道教儀式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

（本文作者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①
主要有兩種變體 ：

一是齋中醮或齋末醮與傳授相結合
，
亦稱

“

傳度醮
＂

或
“

謝恩醮
”

，
如宋寧全真授 、元林靈真编《靈賨領

教濟度金書》 （
ＤＺ ４６６

）卷二二六《科儀立成品 （傅度齋用 ）

？ 傳度醮儀》 、同書卷二二七《科儀立成品 （ 傳度齋用 ）

？ 弟

子謝恩＿ 》
，
宋寧全真授 、宋王契真編《上清靈寶大法》 （

ＤＺ１ ２２ １
）卷三Ｏ《傳度科格門 ？ 靈賓大法傳度醮科 》 ；

二是模擬

靈寶齋程序結構的獨立醮儀與傳授相結合 。 參見吕鷗志《早期道教醮儀及其流變考索》 ，
收人譚偉倫主编《 中國地方宗

教儀式論集》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８３

—

１０８ 頁 。

② 參見戴植輝口述
，
藍松炎 、

吕鵾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埴道教科儀》 ，
第 ５７ 頁 。

③參見吕 ＩＩ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 》
，
第 ２４７

—

２６３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