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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考辨 *

⊙ 詹石窗 范佩佩

内容提要：  崂山明霞洞石刻《孙真人紫阳疏》，是目前学界研究明代崂山高道孙玄清最重要的石刻

文献依据。从南京图书馆所藏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入手，结合道教内外的文献，可

以考证《孙真人紫阳疏》是孙玄清后嗣弟子在其生平事迹和著述的基础上演绎而成。

《孙真人紫阳疏》所载孙玄清三次献书明世宗，前两次献书均为后人的演绎和误读，第

三次献书的记载则较为可信。事实证明，后世文献对孙玄清生平事迹的记载经历了一

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不同的叙述模式，不断融入的新元素，最终层累整合而成孙

玄清的“新形象”。

关 键 词：  孙玄清 《清静经直解》 《孙真人紫阳疏》

作者简介：  詹石窗，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委员会主席、

博士生导师；范佩佩，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明 代 崂 山 高 道 孙 玄 清， 被 后 世 尊 为 全 真 龙 门 派 分 支 金 山 派 祖 师。 目 前 学 界 关 于 孙 玄 清 的

研究，主要依据崂山明霞洞石刻《孙真人紫阳疏》、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和同治《即墨县

志》等二手资料，且现存崂山明霞洞的《孙真人紫阳疏》被视为最重要的石刻文献。① 南京

图 书 馆 藏 明 嘉 靖 四 十 二 年（1563）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是 现 存 问 世 年 代 最 早 最 为 可 靠 的

孙玄清本人所著第一手资料，目前尚未被学界关注。以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为据进行探讨，

可 发 现《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等 后 世 文 献 在 孙 玄 清 生 平 事 迹 的 记 载 存 在 不 少 可 疑 之 处， 需 要 进 一

步考证并重新审视其文 献价值。

一、《孙真人紫阳疏》文本考校

南 京 图 书 馆 藏 明 嘉 靖 四 十 二 年（1563）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主 要 分 为 前 序、 正 文、

后 序 三 个 部 分。 前 序 为 孙 玄 清 自 述 献 书 明 世 宗 的 缘 由 始 末， 其 中 部 分 文 句 与 崂 山 明 霞 洞《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首 段 相 似， 正 文 为 孙 玄 清 对《 清 静 经 》 的 注 解， 后 序 是 孙 玄 清 对 全 书 结 构、 旨

意 所 作 的 说 明。 据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可 发 现 崂 山 明 霞 洞《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与 其 存 有 抵

牾。 历 代 学 人 所 录 崂 山 明 霞 洞《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在 部 分 文 句 上 亦 有 出 入， 故 而 有 必 要 重 新 考

校《孙真人紫阳疏》，明其源流，辨其真伪。

现 将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序 》 中 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首 段 叙 述 孙 玄 清 献 书 缘 由 相 关 部

分录文标点如下：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与“生命哲学”学派的专题研究成果、国家“十三五”规划

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项目（批准号：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2018］576 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由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目前仅见有南京图书馆所藏孤本，于世流传不广，故学界迄今未见有相关专题研究成果。目前

对孙玄清及《孙真人紫阳疏》最为详细的研究，可参见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中国道教》2011 年第 4

期。秦国帅：《明清崂山全真教的神明信仰及宗教身份》，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四辑，齐鲁书社 2015 年，第 252、

261 — 264 页。李伟刚、郭清礼编著：《民国周宗颐〈劳山太清宫志〉校注》，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年，第 167 — 226 页。

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16 — 26 页。

■ 深度解读 道教经史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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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居东齐海滨之处牢山明霞洞修行，忽闻陛下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同治并参。臣即下

山，焚香沐浴，即将《太上老子清静经直言》集成一本。臣菲薄草茅，叨逢盛世，华际明时，每

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臣旦夕时切惶惶。①

孙 玄 清 自 述 其 在 山 东 崂 山 明 霞 洞 修 行， 听 闻 明 世 宗 派 遣 官 员 访 取 道 书， 故 而 下 山 献 书。

序 中 所 言《 太 上 老 子 清 静 经 直 言 》， 即《 清 静 经 直 解 》， 全 称《 太 上 老 君 说 常 清 静 经 直 解 》。

序文落款为“嘉靖壬戌仲冬吉日山人孙玄清稽首叩序”②，可知孙玄清写此序言的时间为明嘉

靖壬戌（1562）十一月。

据《 明 史 》 记 载， 嘉 靖 四 十 一 年（1562） 冬， 明 世 宗 曾 派 遣 御 史“ 分 行 天 下， 访 求 方 士

及符箓秘书”③，孙玄清在自序中言及献书之事，在时间上与史料记载相合。《孙真人紫阳疏》

在孙玄清献书一事上的叙述则有所不同。

崂山明霞洞《孙真人紫阳疏》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孙玄清生平及献书始末，是研究孙玄清、

金山派乃至崂山道教的重要文献。目前收录有《孙真人紫阳疏》的共有五家，分别为：清代黄

肇颚撰《崂山续志》载《孙真人疏》；周至元编《崂山志》载《海岳修真记》；青岛市史志办

公室编《崂山志》载《孙真人紫阳疏》；孙立涛著《崂山道教题刻研究》载《孙真人紫阳疏》；

郭清礼撰《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一文亦载其田野考察所见《孙真人紫阳疏》。④

在 诸 家 录 文 中， 孙 立 涛 所 录 文 字 最 为 完 整， 故 笔 者 采 孙 立 涛《 崂 山 道 教 题 刻 研 究 》 所 载

《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为 底 本， 清 代 黄 肇 颚《 崂 山 续 志 》 所 载《 孙 真 人 疏 》（ 简 称 黄 本 ）、 周 至 元

《崂山志》所载《海岳修真记》（简称周本）、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崂山志》所载《孙真人紫阳

疏》（简称青本）、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所载《孙真人紫阳疏》（简称郭本）

作为参校本，结合孙玄清《清静经直解》，诸家合校，订其错讹，校文如下 ⑤：

孙紫阳曰⑥，臣居东齐海滨⑦，潜跡牢山上清宫明霞洞，修行五十余年，大悟千百遍，小悟

不可以数计 ⑧。自得道之后，每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旦夕实切遑遑，忽闻朝廷差官，访

取天下玄文秘箓，同治并参，辞别尊师斗篷张，遂即下山上京。至景州娘娘庙，天降大雪，七日

七夜方晴。感刘知县会见，请留数月。同崔郎至千佛顶堼头村，修盖丛林一处。⑨ 至嘉靖三十七

年，功事完毕，进京白云观坐钵堂一年，造释门卷宗八部六册。阁老翟公讳鸾者、少卿龚公中佩，

①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第 1 页 b。

②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 3 页 a。

③　 《明史》卷 307《佞倖传》，中华书局 2011 年点校本，第 26 册，第 7903 — 7904 页。《明通鉴》亦载此事，言：“是时，严嵩

已罢，陶仲文、蓝道行之等或死或遣，而上亦倦勤，冀得天眷以祈长生，故有是命。”详见（清）夏燮：《明通鉴》（三）卷

6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366 册，第 24 页。

④　 详见（清）黄肇颚撰，即墨市史志办公室点校：《崂山续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8 年，第 267 — 268 页；周至元编：《崂

山志》，齐鲁书社 1993 年，第 202 — 203 页；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崂山志》，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3 年，第 192 — 193 页；

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第 17 页；郭清礼：《金山派始祖孙玄清生平考述》，《中国道教》2011 年第 4 期，第 40 —41 页。

⑤　 校勘中重要的文字差异以脚注形式标明。篇幅所限，诸本之间无关意义的字词差异如异体字和虚词等不作说明。

⑥　 周本与底本同，黄本、青本、郭本均无此句。

⑦　 周本为“臣居东海之滨”，黄本、青本、郭本与底本同。

⑧　 底本为“不可以计数清”，黄本、青本、郭本均为“不可以计数”，周本为“不可以数计”。孙玄清《清静经直解》为“不

可以数计”。见（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 48 页 a。据周本改。

⑨　 底本为“同崔郎千佛顶堼头村，修庵丛林一处”，青本、郭本为“同至千佛顶龚头村，修盖丛林一处”，黄本为“同至千佛

顶□头村，修盖丛林一处”，周本为“同崔良千佛顶垄头村修建丛林”。底本“同崔郎千佛顶”与“修庵丛林”两处语意不

通，据青本、黄本、郭本改为“同崔郎至千佛顶”与“修盖丛林”。



134

2022 年第 1期世界   文化宗教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二人具本呈进御览。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玄清真人。① 嘉靖庚申岁 ② 秋八月望前二日，复将

灵宝秘诀，清净真一，玉帝敕命，上药三品 ③，自升而降，行坐运筹，水火既济，正谓金液大还

丹集 ④，为真人府供事、太常寺少卿龚中佩者，具本进呈御览，表臣之忠孝，勤慰圣心，得沐恩

光宠褒。至癸亥岁春三月二十六日，复将皇经备述其始末玄奥，集成四帙，并及诸书丹诀，总成

二十六册，令徒子孙至鸾，具本呈进御览，于二十七日奉圣旨：适所进法，至秘留览，孙至鸾钦

赏银五十两⑤，礼部知道，钦此。窃惟叨冒⑥，恩盛优渥，思无补报⑦。今将各经书，广行刊刻，

传布流通 ⑧。上祝圣寿无疆，永赞皇图悠久。⑨ 后续飞升。

赞曰：林下五十年，大悟几千翻。诸仙口诀同，工夫常现前。不得帝封号，困难不还元。古

至诸天仙，受封跨祥鸾。万岁常觉照，行坐默绵绵。凡圣皆无碍，玉帝在其前。内外无间断，延

寿与天全。自古有长生，非只小臣言。西母无间断，丹诀震心寒。功满飞升去，九宫音乐悬。天

仙皆拱候，香花默绵绵。混元皆起送，圣境不可言。⑩

相 比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序 》 中 对 献 书 缘 由 的 简 要 说 明， 崂 山 明 霞 洞《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详 细 叙 述 了 孙 玄 清 下 山 后 的 行 迹、 献 书 次 数 及 时 间、 帮 助 献 书 的 人 员 以 及 献 书 后 所 获 的

封 赏 等 信 息。 粗 略 看 来， 崂 山 明 霞 洞《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与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序 》 并 无 抵

牾 之 处， 而 且 互 为 补 充。 但 若 仔 细 分 析， 可 发 现《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与《 清 静 经 直 解· 序 》 在

孙 玄 清 献 书 时 间、 献 书 缘 由、 下 山 经 历 等 诸 多 历 史 细 节 上 有 所 不 同。 故 而 有 必 要 从《 清 静 经

直解·序》出发，结合教内外史料文献，对《孙真人紫阳疏》的内容及性质进一步考辨分析，

从而在新见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相关研究。

二、《孙真人紫阳疏》的文本性质及史实考辨

由《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可 知， 孙 玄 清 于 山 东 崂 山 上 清 宫 修 行 五 十 多 年， 时 逢 朝 廷 派 遣 官 员

访 取 法 秘， 因 此 辞 别 师 父， 下 山 上 京， 并 三 次 献 书。 然 而 在《 清 静 经 直 解· 序 》 中， 孙 玄 清

听 闻 明 世 宗 派 遣 御 史 访 取 法 秘， 随 即 下 山 献 书， 却 并 未 提 到“ 辞 别 尊 师 ” 与“ 上 京 ” 之 事。

此外，孙玄清在自序中，明确提出“将《太上老子清静经直言》集成一本”⑪，并进献给明世

宗，但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却没有明确记载。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下山之后，到达京师（今北京）之前，去过景州娘娘庙，

逢天降大雪，又被刘知县留住数月；后又同崔郎在千佛顶堼头村修盖丛林一处，以弘道传法，

①　 黄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掌管真人府事玄清真人”，青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掌管真人府事海岳真人”，

周本为“敕封护国天师府赞教玄清真人”，郭本与底本同。

②　 周本无“岁”字，郭本缺“嘉靖庚申”四字，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③　 底本作“持上药三品”，周本作“时上药三品”，青本、黄本、郭本均为“上药三品”。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亦为

“上药三品”。见（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 2 页 a。据青本、黄本、郭本改。

④　 周本作“正谓金液大还丹集二帙”，郭本作“正请金液大还丹集”，黄本、青本均作“金液大还丹药”。

⑤　 黄本、青本为“赏银千两”，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⑥　 底本作“窃惟叨罢”，周本作“窃谓叩宠”，青本、黄本、郭本均作“窃惟叨冒”。“叨冒”，谦称受赏赐。据青本、黄本、

郭本改。

⑦　 周本作“无思报补”，黄本、郭本均作“思欲补报”，青本与底本同。

⑧　 黄本、青本作“流布传通”，其余诸本与底本同。

⑨　 青本、黄本、郭本在“永赞皇图悠久”之后，均有“海岳真人传刻”六字作为文末的结束语。周本与底本同。

⑩　 青本、黄本、郭本均未录此赞文，周本与底本在“后续飞升”四字之后所录赞文大体一致。

⑪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 1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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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北京白云观。由此推知，孙玄清下山时间最晚为嘉靖三十六

（1557） 年。 孙 玄 清 下 山， 是 因 为 听 闻 明 廷 派 遣 官 员“ 访 取 天 下 玄 文 秘 箓 ”。 如 此 一 来， 明

世宗应该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或之前就已经大肆访求“玄文秘箓”了，但是并没有相关

史 料 文 献 作支撑。据《明史》以及《明实录》相关记载，明世宗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

十一月才开始大肆访求方术及方士，此前主要宠幸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由此看来，《孙真人

紫阳疏》在孙玄清下山时间上的叙述存有疑点。

在《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两 段 记 叙 分 别 是 孙 玄 清 下 山 之 后 上 京 之 前 的 行 迹 与

到达白云观之后的献书经历。

关于孙玄清下山上京的行迹问题，可从路线和时间两方面考辨。

从 时 间 上 来 看， 若 孙 玄 清 是 为 了 弘 道 传 法 而 下 山 上 京， 则 行 动 时 间 为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1557） 至 嘉 靖 三 十 七 年（1558） 之 间 并 无 问 题。 但 是， 若 以《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为 准， 则

“朝廷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发生的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前后，然而孙玄清所

作《清静经直解·序》与《明史》《明实录》等相关史料记载均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由

此可知《孙真人紫阳疏》记载孙玄清下山的时间有误。

从路线上来看，孙玄清从崂山出发，出山东，进河北，到景州娘娘庙（位于今河北景县）

时遭遇大雪，并被刘知县请留数月，再同崔郎至堼头村（位于今河北保定市），于此修盖丛林

一处，最后来到北京白云观。① 此段行迹，叙述较为详细，虽然刘知县、崔郎二人是否真实

存在已不可考，但是其进京路线及相应活动还是具有合理性的。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崂 山 上 清 宫 附 近 还 有 一 通 石 刻， 内 容 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相 仿， 似 是

《孙真人紫阳疏》的缩略本，但其文字内容却与《孙真人紫阳疏》差异颇多。载有《孙真人紫

阳疏》的石刻，落款为“顺治拾年秋九月重立”，上清宫附近的石刻落款为“康熙庚戌年季秋

望日上石”。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的内容是孙玄清的后嗣弟子根据《孙真人紫阳疏》

缩略、改写而成，其文曰：

臣居东齐海滨之处，牢山上清宫明霞洞，修真学道，大悟千百遍，小悟不可以数计。臣自得

道之后，每思皇王浩荡之恩，无由寸报，旦夕实切遑遑。忽闻朝庭差官，访取天下玄文秘箓，同

治并参。臣焚香沐浴，随即下山上京，至白云观坐钵堂一年，造释门卷宗九科十八册。于嘉靖壬

戌岁中秋望前二日，阁老翟公、龚公讳中佩者，二人具本进呈圣上御览，勤慰圣心，遂刊板流通，

敕封护国天师左赞教，赐名孙玄清，道号海岳山人。至癸亥岁三月二十六日，复将《皇经》《道

德》，诸书丹诀，总成二十六册，太常寺少卿龚中佩、小圣□蓝田三人具本直言进上，表臣之忠

孝也。嘉靖癸亥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后嗣弟子重修。②

通过比对两通石刻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删减了《孙真人

紫 阳 疏 》 中 所 载 孙 玄 清 下 山 上 京 之 间 的 行 迹， 并 改 写 了 孙 玄 清 到 达 白 云 观 之 后 的 献 书 经 历。

①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亦有关于孙玄清于明世宗三十七年（1558）至白云观的记载，但此记载

是依据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而录。详见［日］小柳司气太著，刘莹整理：《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9 年，第 81 页。王卡认为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所载《诸真宗派总簿》是一份原作时代不明的文件，而《铁刹山

志》所载《道教宗派》关于孙玄清生平的记载亦根据清代梁教无《玄门必读》增补而来，并非白云观本原文，故而并不可

信，此外《太清宫志》所载《宗派别》并未提及孙玄清与白云观的关系，只是叙述了孙玄清的籍贯并称其为大明嘉靖敕封

护国天师。详见王卡：《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49 — 50、56、68 页。

②　 孙立涛：《崂山道教题刻研究》，第 21 —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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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对《孙真人紫阳疏》主要做了以下几处删改：

其一，《孙真人紫阳疏》详细记载了孙玄清听闻朝廷派遣官员四处访求玄文秘箓，方才辞

别师父下山以及下山后在景州娘娘庙和千佛顶堼头村的行迹，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

刻删减了这些信息。

其二，《孙真人紫阳疏》详细记载了孙玄清三次献书的经历，而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

石 刻 所 载 孙 玄 清 献 书 只 有 两 次， 且 在 献 书 时 间 和 帮 助 献 书 的 人 员 上 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所 载

亦有不同。

其 三，《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记 载 孙 玄 清 是 在 嘉 靖 癸 亥（1563） 春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第 三 次 献 书，

且 于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承 接 圣 旨， 因 此 刊 刻 时 间 应 在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后。 而 康 熙 庚 戌 年（1670）

所立石刻却称这些经书于嘉靖癸亥（1563）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

康 熙 庚 戌 年（1670） 所 立 石 刻 晚 于 顺 治 十 年（1653） 所 立《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二 者 文 字

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后者的修正，尽管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

本身亦有存疑之处。

关 于 孙 玄 清 到 达 白 云 观 之 后 的 献 书 经 历， 可 从 献 书 的 时 间 及 内 容、 帮 助 献 书 的 人 员、 献

书所获的封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孙真人紫阳疏》中，孙玄清第一次献书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于白云观坐钵一年

后，嘉靖庚申（1560）秋之前，所献之书为“释门卷宗”，数量为“八部六册”；而康熙庚戌

年（1670）所立石刻却称孙玄清此次献书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中秋，献书的数量为“九

科十八册”。从对孙玄清第一次献书时间的记载来看，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记叙的时

间无疑是更接近明世宗派遣御史四处寻访方士方术的时间。由此看来，《孙真人紫阳疏》关于

孙玄清第一次献书的记载相当可疑。

在《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中， 孙 玄 清 第 二 次 献 书 是 嘉 靖 庚 申（1560） 农 历 八 月， 所 献 之 书 为

“金液大还丹集”。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则对此并无记载，应是删去了此次献书的相

关记载。在《清静经直解·序》中，孙玄清说：“臣即将灵宝秘诀，清静真一，玉帝敕命，时

刻静定，上药三品，自升而降，龙虎交并，神清气爽，正谓金液大还丹矣。”① 孙玄清这段话

本意是指《清静经》内藏金丹修炼的秘诀，却被后人误以为另有一本《金液大还丹集》。故而

孙玄清献《金液大还丹集》，应是后人的误读，乃至于为此造作了献书时间与帮助献书的人员。

在《 孙 真 人紫阳疏》中，孙玄清第三次献书是嘉靖癸亥（1563）春，所献之书为“皇经

始 末 玄 奥 ” 及“ 诸 书 丹 诀 ”， 献 书 数 量 为“ 二 十 六 册 ”。 康 熙 庚 戌 年（1670） 所 立 石 刻 对 此

次 献 书 的 记 载 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大 体 一 致， 只 是 在《 皇 经 》 之 后 多 加 了《 道 德 经 》。 孙 玄

清《清静经直解·序》的落款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冬，《清静经直解》的刊刻时间为嘉靖

癸 亥（1563） 秋。《 清 静 经 直 解 》 的 成 书 时 间 及 刊 刻 时 间 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叙 述 的 第 三 次

献书的时间及刊刻时间基本吻合，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称此次所献之书于嘉靖癸亥

（1563）三月二十六日刊刻印行则为讹误。

关 于 帮 助 孙 玄 清 献 书 的 人 员，《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提 到 了“ 翟 鸾 ”“ 龚 中 佩 ”“ 孙 至 鸾 ” 三

人，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保留了“翟鸾”和“龚中佩”，并将“孙至鸾”替换为“龚

中 佩 ”“ 小 圣 □ ”“ 蓝 田 ” 三 人。“ 小 圣 □ ” 因 信 息 缺 失 已 不 可 考。 翟 鸾， 又 作 翟 銮（1478—

1547）， 嘉 靖 六 年（1527） 至 嘉 靖 十 二 年（1533） 以 及 嘉 靖 十 九 年（1540） 至 嘉 靖 二 十 三

①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序》，第 2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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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544）这两段时间为内阁大臣 ①，不可能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之后帮助孙玄清献书。

龚 中 佩， 又作龚可佩，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入宫，累迁至太常少卿，于嘉靖四十二年

（1563） 被 贬 黜。② 虽 然 从 时 间 上 来 看， 龚 中 佩 具 备 帮 助 孙 玄 清 献 书 的 条 件， 但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中 丝 毫 没 有 提 及 龚 中 佩， 故 而 龚 中 佩 作 为 帮 助 献 书 的 人 员 之 一 是 存 疑 的。 蓝 田，

或 为 即 墨 文 士 蓝 田（1477— 1555）， 或 为 曾 任 道 箓 司 左 演 法 的 道 士 蓝 田 玉（？ — 1565）， 即

墨文士蓝田去世时间早于孙玄清献书时间，蓝田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才被明世宗

召封，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即获罪而死 ③，不可能与龚中佩一起帮助孙玄清献书，故而

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记叙帮助孙玄清献书的人员名单皆系伪托。

再来考察孙玄清因献书所获的封赏。据《孙真人紫阳疏》，孙玄清被敕封为“护国天师府

左赞教”④，而查《明史》可知，当时确有“天师府”，但无“护国天师府”一说。“天师府”

即 指 龙 虎 山 天 师 府，“ 赞 教 ” 一 职 亦 为 龙 虎 山 天 师 府 所 设。 另 一 方 面， 若 如《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所 述， 孙 玄 清 于 嘉 靖 庚 申（1560） 之 前 获 封“ 护 国 天 师 府 左 赞 教 ”， 则 孙 玄 清 在《 清 静 经 直

解》中应该有所提及，可是《清静经直解》并没有体现他受封的任何信息，亦让人起疑。

《孙真人紫阳疏》的赞文部分，其文句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有相同之处，其思想主旨

亦 有 相 通 之 处。 如“ 林 下 五 十 年， 大 悟 几 千 翻 ”“ 行 坐 默 绵 绵 ”“ 九 宫 音 乐 悬 ” 等 语， 亦 见 于

孙玄清《清静经直解》“动静赞”⑤“玄关赞”⑥“清静赞”⑦ 等多处。《孙真人紫阳疏》的赞语

主 旨 主 要 有 三 个 方 面： 孙 玄 清 修 道 多 年 有 所 得 悟； 劝 导 明 世 宗 修 道； 内 丹 修 炼 才 是 正 道。 孙

玄清《清静经直解》亦是借注解《清静经》表达这些思想。

总 地 来 说， 从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中 的 相 关 文 字 出 发， 可 以 判 断《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当

为孙玄清后嗣弟子所作，部分结合了孙玄清的生平事迹和相关著述，并加以演绎而成。《孙真

人 紫 阳 疏 》 所 载 孙 玄 清 的 三 次 献 书， 前 两 次 献 书 的 时 间 及 内 容、 帮 助 献 书 的 人 员 以 及 所 获 的

封 赏 应 为 后 人 的 误 读 及 演 绎， 关 于 第 三 次 献 书 的 记 载 则 较 为 可 信。 在 运 用《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等石刻文献研究孙玄清生平事迹时，仍需审辨对待。

三、后世文献中孙玄清“新形象”的层累整合

在 后 世 文 献 中， 对 孙 玄 清 生 平 记 载 较 为 详 细 的 还 有 清 咸 丰 年 间 梁 教 无《 玄 门 必 读 》 以 及

清同治年间续修的《即墨县志》。

在《 玄 门 必 读 》 中， 孙 玄 清 生 于 明 弘 治 九 年（1496）， 为 明 崂 山 派 祖 师， 邱 祖 龙 门 派 第

四 代 徒 孙， 先 后 于 崂 山 明 霞 洞、 云 光 洞、 黄 石 宫 修 道， 师 事 李 显 陀、 通 玄 子、 斗 篷 张， 后 于

①　 详见（明）林尧俞：《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598 册，第 43、232、732 页。

（明）雷礼：《国朝列卿年表》（一），《元明史料丛编》（第 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8 年，第 43 页。（清）傅恒等：《（乾

隆御序）增批历代通鉴辑览》卷 209，台北生生印书馆 1985 年，第 35 页。及《明史》卷 193《翟銮传》，第 17 册，第

5112 页。

②　 详见《明史》卷 307《龚可佩传》，第 26 册，第 7898 — 7899 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

社 1976 年，第 1843 页。（清）夏燮：《明通鉴》（三）卷 62，第 11 页。

③　 详见《明史》卷 307《田玉传》，第 26 册，第 7899 页。（清）夏燮：《明通鉴》（三）卷 63，《续修四库全书》，第 366 册，

第 37 页。

④　 康熙庚戌年（1670）所立石刻将“护国天师府左赞教”讹误为“护国天师左赞教”，后世进一步讹误衍变为“护国天师”。

⑤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 9 页 a。

⑥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 35 页 b。

⑦　 （明）孙玄清：《清静经直解》，第 23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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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师 白 云 观 坐 钵， 因 祈 雨 有 验 而 获 封 护 国 天 师 左 赞 教 主 紫 阳 真 人， 于 隆 庆 三 年（1569） 羽

化，寿七十三岁。① 在《孙真人紫阳疏》等问世较早的文献中，孙玄清是因为献书有功而获封

“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玄门必读》则记载为孙玄清因“求雨有功”而获封为“护国天师左赞

教 主 紫 阳 真 人 ”。 由 常 人 可 为 的“ 献 书 ” 衍 变 为 大 有 神 异 的“ 祈 雨 有 功 ”，《 玄 门 必 读 》 的 叙

述 无 疑 增 添 了 孙 玄 清 身 上 的 神 秘 色 彩， 对 后 世 提 高 关 于 孙 玄 清 历 史 地 位 的 评 价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光绪年间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以及后世对孙玄清的评价，多以梁教无《玄门必读》

为据。

《玄门必读》详细记述了孙玄清的籍贯、生卒年、师承、修道场所及金山派派字诗，并通

过 构 造 孙 玄 清 求 雨 有 验 乃 至 被 赐 封 为“ 护 国 天 师、 左 赞 教 主、 紫 阳 真 人 ” 这 一 传 奇 故 事 来 渲

染他的功行。这一叙述模式与《玄门必读》作为教内文献的性质，带有传道弘教的目的有关。

同治《即墨县志》的叙述模式则有所不同。

同 治《 即 墨 县 志 》 详 细 记 载 了 孙 玄 清 注 解 的 经 典， 列 有《 灵 宝 秘 诀 》《 玉 皇 心 印 经 》《 太

上清净经》《皇经始末玄奥》，对于孙玄清的修道场所只提及了明霞洞，关于生平经历则提及

了孙玄清弃释从道、瞽目复明、获封护国天师府左赞教等事迹。②《即墨县志》记载孙玄清注

《 太 上 清 净 经 》， 即 现 藏 于 南 京 图 书 馆 的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关 于 瞽 目 之 事， 孙 玄 清 自 述

“东齐居牢山，瞽目孙玄清”③，又言“文才字义，臣之瞽目，皆不知也”④。孙玄清作《清静

经直解》的时间为嘉靖壬戌（1562）前后，为其晚年，若真有瞽目复明之事，当不会在书中

毫 不 提 及， 反 而 还 称 自 己 瞽 目。 可 见 同 治《 即 墨 县 志 》 对 孙 玄 清 生 平 事 迹 的 记 载 也 未 必 完 全

真实可靠。

综 合 所 论， 从 孙 玄 清《 清 静 经 直 解 》 出 发， 可 发 现 后 世 文 献 对 孙 玄 清 生 平 事 迹 的 记 载 经

历 了 一 个“ 层 累 叠 加 ” 的 过 程。 从《 孙 真 人 紫 阳 疏 》 的 三 次 献 书， 到《 玄 门 必 读 》 的 求 雨 有

验， 再 至《 即 墨 县 志 》 的 弃 释 从 道、 瞽 目 复 明， 不 同 的 叙 述 模 式， 不 断 融 入 新 的 元 素， 最 后

为孙玄清造就了一个层累整合而成的“新形象”。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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