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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門派的「道祖」

龍門道祖系譜的獨特之處：東

華帝君

「全真五祖」與龍門派的「道祖」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初一看去，二者似
乎相差不大。完成於 1327 年的《金蓮
正宗仙源像傳》（《正統道藏》第 176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6 冊）呈現的全
真五祖是：（1）混元老子；（2）東華
帝君；（3）正陽子（鍾離權）；（4）
純陽子（呂洞賓）；（5）海蟾子（劉
海蟾）。1

《金蓋心燈》之《道譜源流圖》
（《金蓋心燈》第 1a 頁，載《藏外道
書》第 31 冊，第 163 頁）所載龍門派
「道祖」是：（1）玄玄皇帝（老子）；
（2）金闕帝君（尹喜）；（3）東華帝
君；（4）正陽帝君（鍾離權）；（5）
純陽帝君（呂洞賓）。其與全真五祖的
唯一不同是增加了金闕帝君（尹喜）而

略去了劉海蟾。
然 而，《 金 蓮 正 宗 記 》（《 正

統道藏》第 173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5 － 76 冊）提供的最具權威性的「全
真五祖」名單，卻省去了「老子」：（1）
東華帝君；（2）鍾離權；（3）呂洞賓；
（4）劉海蟾；（5）王重陽。2

 儘管「全真五祖」的說法有些許
變動，但在全真道的傳記文獻中，東華
帝君指的是王玄甫。3 而在《道譜源流
圖》（《金蓋心燈》第 1a 頁，載《藏
外道書》第 31 冊，第 163 頁）所錄龍
門「道祖」中，東華帝君不再是王玄甫，
而是李亞。吊詭的是，在《道譜源流圖》
（《金蓋心燈》第 2a 頁，《藏外道書》
第 31 冊，第 163 頁）中，王玄甫並未
消失，而是以「西華帝君」之名、八仙
之一張果老師父的身份佔據了一個不太
突出的位置。顯然，《金蓋心燈》想為
另外一個人保留「東華帝君」之位。為
甚麼？東華帝君在道教中的作用是甚
麼？

東華帝君原本是上清派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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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青童君」；全真道則賦予了他
新的身份。4 撰於 1241 年的《金蓮正宗
記》在序言中談到，全真道脈即淵源自
東華帝君。5 龍門派也將自己追溯到東
華帝君，如吉岡義豐在《道觀的生活》
（基於 1940 － 1946 年在北京白雲觀的
考察而寫就）中說：

道教的衣服顏色，以青藍色

為主。青在五行思想中代表青龍

生旺之氣，也代表東方和五行中

的木，意味著道教是東華帝君的

後脈。6

也就是說，東華帝君在白雲觀組織化的
龍門派教團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被視為道教的創始人和道士服色的來
源。據說，在清初王常月領導的龍門
派運動中，作為道士之祖的東華帝君又
一次成了道士清修體系的核心人物。但
是，為甚麼龍門派（宣稱自己從全真北
宗丘處機一脈傳承而來）用李亞取代了
全真道的東華帝君（王玄甫）呢？

作為小童君或李八百的東華帝君

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妨從分析《金
蓋心燈》所載的東華帝君的形象開始。
先看《金蓋心燈》（《金蓋心燈》第
1a 頁， 載《 藏 外 道 書 》 第 31 冊， 第
162 頁）對「東華帝君」的注解：

（東華帝君）姓李名亞，字

元陽，號小童君，春秋時人。元

朝敕封「全真大教主東華紫府輔

元立極少陽帝君」，法錄稱「鐵

師元陽上帝」，世稱「鐵拐李祖

師」。

元朝廷賜予的封號，在很大程度上與全
真道的神仙傳記內容一樣，都是指稱東
華帝君王玄甫。7 儘管如此，東華帝君
的道號「小童君」還是立刻讓我們想到
上清派的神仙「青華小童君」（也稱「青
童」）。8「小童君」的稱呼也見於《金
蓋心燈》之〈李泥丸傳〉（《金蓋心燈》
卷 8，第 48a － 49b 頁，載《藏外道書》
第 31 冊，第 362 － 363 頁）。9 實際上，
〈李泥丸傳〉記載了李泥丸的兩個「化
身」，一為李八百，一為小童君。小童
君在〈李泥丸傳〉的注釋中又稱「少陽
帝君」、「東華青童」。10 雖說這兒的
小童君就是東華帝君，但在《金蓋心
燈》中，小童君卻與李八百同為李泥
丸的化身。我們簡單檢視一下李泥丸的
這兩個化身：第一個化身李八百出現
在 1069 年（宋代）的蘇州，他用泥丸
和熟水救活了吳姓士子的母親，人們都
稱他「泥丸仙」；第二個化身小童君出
現在 1615 年（明代）的松江，當一位
孝順的乞丐向小童君的神像祈禱，希望
母親健康長壽、自家多財之時，小童君
化身為一名精通黃白術的道士，他大展
神技使乞丐金銀盈盆，並說自己是李泥
丸。11

從上面兩個故事中，我們知道神
仙李泥丸有著雙重身份，一是作為小童
君的李泥丸，一是作為李八百的李泥
丸，而且二者之間還存在著密切關係。
此外，這兩個故事裏的李泥丸是四川
人，在為恪守孝道的人們治療疾病、
以黃白術使其致富方面展示出了奇能
異技。顯然，李的這些神奇道術實際
上來自他的化身之一李八百。據《太
平廣記》（卷 7，第 49 － 50 頁），李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83

史歷教

八百是漢朝人，精通黃白術，
曾將「度世之訣」傳給唐公
昉。12 另外李泥丸的道術還讓
我們想到伍守陽的師父李虛庵
（派名真元）。李虛庵也被人
稱為「李泥丸」，因為他跟李
八百一樣，都「以醫濟人」。

眾所周知，李八百在三
世紀的四川地區非常有名。東
晉譙秀在《蜀記》一書中稱其
為「蜀中八仙」13 之一，其隱
修之處就是成都新都地區的龍
門洞。

如此說來，繼被全真道
塑造成為「全真初祖」的形象
之後，東華帝君又被龍門派作
了新的型塑。作為龍門派祖
師，他不再被塑造成與「七
真」及山東地區發生聯繫的東
華帝君（王玄甫），而是表現出鮮明
的與四川地區相關的特色。這或許意味
著，「龍門」之名不僅僅與丘處機隱修
之處和華山的清修傳統有關，而且也跟
據說是東華帝君化身之一的李八百隱居
的新都縣龍門洞有關。要理解這一關
聯，就需要回到東華帝君這一神祇上
來——因為他在上清派典籍中，以「青
童」（即「青華小童君」）之名扮演了
極其重要的角色。14 在下結論之前，讓
我們先對東華帝君的其他身份作一探
討。

不同道派傳統在龍門派中的糅合：

作為李鐵拐和李亞的東華帝君

如果說《金蓋心燈》中的李泥丸
傳記部分地解釋了東華帝君是不同人物

形象的糅合的話，那麼我們尚未發現東
華帝君與李鐵拐和李亞有關的任何證
據。眾所周知，李鐵拐是那位跛著腿、
拄著拐杖的「八仙」人物之一。他是西
王母的弟子，西王母為他治癒了腿上
的潰瘍並點化其成仙。他的童年是苦澀
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嫂子對他很不
好。於是，他到山中隱居修道，能夠達
到靈魂和身體相分離的境界，之後就神
遊華山。15 這就是李鐵拐神遊華山之事
的大概。這個故事受到了隱士李凝陽事
蹟的啟發。李凝陽是老子的親傳弟子，
擅長靈魂出竅。一天，他靈魂出竅赴老
子華山之約，臨行時讓弟子保留其肉身
七天，若過了七天不見神魂歸來，就將
肉身焚化。然而在李凝陽神魂出竅的第
六天半夜，李的弟子聽說母親即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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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很想為母親盡孝送終，於是他提前
燒掉了李的肉身。李凝陽魂歸故地，發
現肉身已然燒毀，他不得不找了一個瘸
腿乞丐的餓殍作為軀殼。之後，太上老
君給了他一隻金箍束住亂髮，賜給他玄
鐵拐杖和酒壺。後來，中國社會上的藥
師和驅邪人就把他視為祖師爺。16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和主題在
李鐵拐的故事中實現了糅合：（a）西
王母及她那古老的驅邪術和醫術；17

（b）李凝陽神魂出遊的超能力；18（c）
盡孝的主題（前文李泥丸的傳記中已經
出現）；（d）與乞丐、藥師和驅邪人
的關係（意味著李鐵拐與先前討論的李
泥丸－李八百頗具相似性）。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李鐵拐－
李凝陽的傳說故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據明人徐道的《歷代神仙通鑑》，李凝
陽擅長神魂出遊，赤松子認為他是行走
起來快若奔雷的遠古帝王巨神氏再來。
經老子親自授道之後，李凝陽成了李
鐵拐。19 這就解釋了何以在《道譜源流
圖》中，李鐵拐與其師老子同被視作春
秋時人。另外，李凝陽的名字還與終南
山的山洞相聯繫——在《金蓮正宗仙源
像傳》中，這正是東華帝君傳授道法給
鍾離權的地方。如此一來，李凝陽這一
人物就在一定程度上與全真道的東華帝
君（王玄甫）實現了混合——而東華帝
君（王玄甫）既是老子教義的繼承人，
又是鍾離權的老師。20 時至明代，李凝
陽的名字跟「八仙」之一的李鐵拐逐漸
糅合起來。21

至於李亞，我們在「南宗」的譜
系中發現了他，他是鍾離權的師父。白
玉蟾（1194 － 1227 ？）在〈題張紫陽
薛紫賢真人像〉中談到，李亞「以金
汞、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22，
此後的傳承為：鍾離權－呂岩（呂洞
賓）－劉海蟾－張伯端（約 983 －約
1082）－石泰（？－1158）－陳楠（？－
1175/1191) －白玉蟾。然而，白玉蟾再
傳弟子蕭廷芝在其《大道正統》（1260）
中，提到了另外一個譜系。這一譜系從
「浮黎元始天尊」開始，經過一系列的
傳承鏈條才到「華陽真人李亞」，他
的師父是趙昇，下傳鍾離權。23 我們知
道，趙昇是張道陵的弟子。據說他曾傳
授神霄派道士林靈素（1076 － 1125）
五雷大法，並告訴林說宋徽宗（1102 －
1125 年在位）是東華帝君下凡。24 這
就意味著，李亞這一人物與宋元符籙道
派有關，跟天師道也有當然的聯繫。25

全真道宗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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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李亞在神霄派系譜中以「青華
帝君李亞」的名號佔有重要地位，他之
後的傳承包括王守真（714 － 789）、
王文卿（1093 － 1153）、白玉蟾等高
道。26 在此，我並不打算詳細檢視李亞
的由來，也不想探討他與神霄雷法的關
係；我要指出的是，李亞進入龍門派譜
系，是舊的道教派別和道派運動長期融
合的結果。27 在此進程中，南方道派及
其五雷法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正因
為此，李亞才被煞費苦心地揀擇出來，
與龍門派的創派祖師東華帝君糅合為
一，這也是南方道派之痕跡在龍門派
譜系中的體現。早期道
派融入龍門派的歷史，
還體現在元代中葉之後
南、北宗共同建構的祖
師譜系上。著名道士李
道純的弟子柯道沖創製
了與龍門派祖師頗為相
似的祖師系譜：

太 上 混 元 老

祖—關令尹喜—

金闕帝君—東華帝

君—鍾離權—呂洞

賓—劉海蟾。28

可見，除了作為譜系鏈
條 之 一 環 的 劉 海 蟾 之
外，前面的數位祖師與
《金蓋心燈》龍門派的
諸祖是一樣的。唯一不
同在於，《金蓋心燈》
中金闕帝君吸收了關令
尹喜的名字，而東華帝
君則成了李亞；而在柯

道沖的系譜裏，金闕帝君和東華帝君並
沒有具體的姓名。此外，兩個譜系之間
具有鮮明的相似性——這也表明，龍門
派的創立是追求「統一化」的南北方道
派長期融合、演進的結果（李道純曾以
「中派」融匯全真道南北宗，今龍門派
踵而行之）29。然而，在「統一化」的
過程中，龍門派並未忘記對它自己的祖
師大加尊崇。全真道將東華帝君「設
定」成王玄甫，而龍門派則不然，他們
要對東華帝君這一形象進行整合與再
造，使他成為一個與此前形象完全不同
的神祇。為此，他們拋棄了全真道對東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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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帝君是王玄甫的設定 30，而是讓東華
帝君回到其上清派的源頭，回到與南方
道派的原始關係上來。進而以東華帝君
為橋樑，在龍門派和南方道派之間建立
聯繫。如前所述，在《金蓋心燈》確立
東華帝君的新形象之前，在宋元符籙道
派中，東華帝君就已經以擅長雷法的李
或李亞的名號出現了。31

由於相傳李凝陽是古代「行走疾
若奔雷」的巨神氏再世，因此（與神霄
派五雷法有關的）李亞也就與李鐵拐－
李凝陽存在某種聯繫。此外，李亞（Li 
Ya）的名字與著名的卜者、乞丐李阿
（Li A）的名字很相似。據《太平廣記》
卷七記載，李阿活動時間在李八百之
後，同樣也被稱作「八百歲公」。32 如
果李亞和李阿具有某種聯繫的話——當
然這一點需要證實——那麼李亞是否就
與李家道有關呢？

我們知道，《抱朴子》談到了一
位名叫李阿的卜者，在約三世紀初他在
四川創立了李家道。33 與前面談到的李
八百相似，李阿還是畫家、道士張素卿
（約 845 －約 957）所繪之「蜀中十二
仙」人物之一。34 據浦江清考證，張素
卿用李阿替代了「蜀中八仙」之一的李
八百。較之李八百，張素卿更喜歡曾在
漢代隱居青城的丐者李阿並不奇怪，畢
竟張本人在青城做過宗教官員，任內還
修復了很多宮觀。35

概言之，《金蓋心燈》中的東華
帝君形象融匯了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
與 道 派 元 素：（a） 通 過 小 童 君、 李
八百－李阿、李泥丸諸人物將四川、江
南不同的地方道派聯結到一起；（b）
與李八百、李阿、李鐵拐有關的不同的

神仙體系的統合；（c）以東華帝君（王
玄甫）為特色的全真北宗譜系和突出南
方道派訴求的李凝陽－李鐵拐－李亞諸
人物形象的結合；（d）將青華帝君李
亞的神霄五雷法整合到驅邪的李八百身
上，精心地重塑李八百這一人物形象。
當然，以五雷法驅邪療疾之事在李泥丸
（李真元）的事蹟中也可見到——李泥
丸據說曾傳五雷大法給伍守陽。當然，
後來李泥丸也被整合到龍門正宗之中
了。36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李 鐵 拐（ 李 凝
陽）－李亞（李阿？）－李泥丸－李
八百這些人物被融合至「東華帝君」一
人身上，當有不容忽視的另外一重含
義。下面，我們對這「另外一重含義」
詳加分析。

李真人的救世之能

前文談到，李八百曾在四川青城
山修道，被尊為「蜀中八仙」之一，後
來（很可能是在張素卿活動於四川，並
繪製「蜀中十二仙」的時候）被李阿這
一人物代替。我們還談到，丹道之士李
八百和卜者、李家道的創立者李阿的
形象在公元三世紀就已混在一起，在
葛洪生活的年代聲稱自己是李八百的
人大有人在。李阿據說在公元四世紀的
吳國（今江蘇和浙江的一部分）化身為
李寬再次現世。李寬跟李阿一樣，也是
來自四川的術士，他以祝水治病，頗有
效驗，於是聲名鵲起，人們稱他「李
八百」。之後李家道信眾佈滿江表，
「李」姓的卜者頗多，葛洪則斥之為江
湖騙子。37 然而在六朝時期，「李」姓
的預言者不斷出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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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李弘據說是老子降世的化名，
此後很多民間起義及所建政權都在援用
老子之姓氏——「李」；很多帝王也聲
稱自己是老君降世，藉此證明其統治是
天命所歸。事實上，這一人物已突破了
民間起義和江湖術士的範圍，成為明君
救世情懷的一種象徵。這一人物的破壞
性能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聖人、完美
的統治者和民眾拯救者的形象，都被後
來的統治者所攫取。38

在《金蓋心燈》中，我們也可看
到相似的結構：具有丹士、醫師和驅邪
者三種身份的李八百－李阿－李泥丸－
李鐵拐－李亞在正統（神仙譜系中，南
方道派中）與異端（李家道）之間搖
擺不定，最終在「龍門正宗」建構的
「龍門道祖」系譜中以「東華帝君李
亞」之名獲得恒久的認定。李泥丸的化
身李八百用泥丸和熟水為蘇州士子治病
的故事，與漢代李家道用符水治病如出
一轍。據說李泥丸在明代再次現身並展
示了李八百的丹道之術。除此之外，李
八百－李泥丸只為那些盡孝的人提供幫
助，孝順父母這一儒家倫常在《金蓋心
燈》所講的故事中十分重要，可以說是
獲得李的恩惠的先決條件。39 這一主題
在仙人李鐵拐的故事中也出現了，李鐵
拐同樣也被視為驅邪者的保護神，並被
神霄派尊為精通五雷法的東華帝君李
亞。

由 此，「 龍 門 道 祖 」 東 華 帝 君
（李）這一人物體現了中國宗教自其產
生之日起就存在著的矛盾和衝突，即：
要成為「正統」抑或成為「異端」？
是要成為救世的信仰（帝制王朝和有組
織的道派皆信奉之）抑或成為叛亂者或

民間起義所利用的工具？《金蓋心燈》
在談到李八百－李泥丸的故事時，特別
強調了他們的療疾之能，事實上這也是
所有制度化道派的「特權」，正如天師
道的天師們宣稱老子授予其神職並世代
相傳一樣。透過這種說法，天師道將缺
乏秩序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派系整飭為
井然有序的教派——作為太上老君「親
傳」的教派，這一道派不僅不會造反，
反而會協助政府實施世俗統治。但在社
會動盪之時，這類教派內蘊的救世熱潮
又會不斷湧現；因為這是這些教派（也
是一般意義上的道教）之本源結構的一
部分，人們會在這種時候呼喚李老君降
世，使混亂的社會重回太平。40

事實上，後來的「全真道祖」東
華帝君（王玄甫）本是上清派神祇青
童君，而後者跟張道陵有直接關係。
據《神仙傳》（第 4 卷，第 16a/b）的
張道陵傳記和《漢天師世家》（《正
統 道 藏 》 第 1463 號， 涵 芬 樓 線 裝 本
第 1066 冊，卷 2），東海小童作為老
君的化身降世，授予張道陵「正一盟
威之道」。41 在上清派典籍中，青童
君則主要被視為救世主「金闕後聖帝
君」——他會從青城山上下來，以李
弘為名，拯救世界。42

如此一來，龍門派在其祖師譜系
中加入金闕帝君並將其置於東華帝君之
前以區別於全真北宗的祖師譜系，就絕
非偶然了。作為元代以降南北方道派長
期融合的結果，龍門派譜系更多地展示
了南方道派的特色，它本身也是南方學
者精心設計的結果。儘管在《道譜源流
圖》注解中，金闕帝君是「尹喜」而非
「李弘」，但這並不意味著金闕帝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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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派淵源被遺忘了。他仍然是老君教
義的秉持者和老君的化身，同時還是李
老君在人間的顯現。43 現在，他的這些
職能「移交」給了他的弟子東華帝君。
一方面，如過去授張道陵「正一盟威之
道」一樣，東華帝君又一次向龍門派的
祖師們傳達了新的使命；另一方面，他
會再次從青城而來，成為重建太平盛世
的「真君」。

用東華帝君李（真君）取代東華
帝君王的做法，頗有暗指古代廣為人知
的預言「李弘當王」的意味。雖然上清
派大師們（如今是龍門派的大師們）將
李老君加入他們的道祖譜系，但民間百
姓和知識精英對李真君降世、救世的企
盼仍久為流傳。44 如此就不難理解，何
以《金蓋心燈》編纂者在前七位祖師的
傳記中加入了有關白雲觀方丈的預言，
指出白雲觀方丈將以樵陽（劉玉）的名
義再來。與樵陽一樣，王常月恢復了丘
處機的北宗一脈，並得到了皇權的強力
支持，恰如王常月所言，自己「國師威
儀的是」45。

王常月取得了清政府的准許，在
北京白雲觀公開傳戒。康熙帝（1662 －
1722 在位）繼續給予支持，命他清整
道教戒律。在官方的資助下，王常月的
傳戒活動大獲成功。但是，《金蓋心
燈》的王常月傳記中有關「樵陽再生」
並將「重整太上律脈」的預言，以及上
文談到的王常月獲賜「國師」之號，
當有更深層的含義。聯繫《金蓋心燈》
編纂的時代背景可以理解這一點。嘉慶
朝（1796 － 1819）之後，朝廷對道教
的控制減弱，道教闡發其救世理想與真
君再現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沿著這一思

路，結合王常月的傳記，我們可得出如
下補充性論斷：

（1）王常月是樵陽（劉玉）再世

這一說法，影射「劉氏」及漢代以來的

讖言「劉氏復興，李氏為輔」。46 藉此，

《金蓋心燈》傳達了這樣一種信念，即

良好的（道教）統治秩序即將建立——

吉時已到，李弘不久會再來人間。47

（2）王常月受賜「國師」，讓我

們想到在古代天師道中，「國師」與「天

師」的不同。「國師」僅是精神意義上

的宗教權威，僅僅輔助明君治世；「天

師」則是指無明君出世時政教合一的領

袖。48 事實上，龍門派與天師（正一）

道的關係比跟全真北宗的關係要密切得

多。在此，富有爭議性的龍門派試圖表

達以下兩重信息：如果國君承認道教的

合法地位（如賜王「國師」之號），「李

氏為輔」的太平世界就會實現；如果皇

帝不支持道教，李氏就會自己降世並成

為君王。

龍門派不僅是一個產生方丈、總

部設在白雲觀、號稱丘處機親自創立的

道教戒律派系，而且還是肇始於明代、

發端於正一～清微派內外、以清修和隱

居為標誌並受聖人丘處機激發的實實在

在的道教運動。在明末，這一新的道派

成為渴望明君出世、中國重歸一統的忠

君愛國之士的淵藪。龍門「正宗」建立

的源頭，很有可能就是南方傳統所孕育

的救世主情懷和千禧年夢想。這一夢想

以實用的「全真北系」之名，在龍門正

宗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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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論

我們知道，「龍門正宗」在為丘
處機保留理想祖師之位的同時，有意識
地提升了王常月方丈作為龍門律脈真正
繼承人的身份。通過建構龍門派制度化
早期階段「七位祖師」的傳承體系，龍
門派實現了「重回」丘處機響堂所在地
白雲觀的歷史敘事。自王常月開始，負
責向全真道士公開傳戒的方丈，多半要
從龍門派弟子中產生。為確保這種特
權，龍門派以全真道的系譜為原型進行
了加工，精心設計了自己的「道祖」（如
東華帝君——譯者注）、「祖師」（如
七位祖師——譯者注）譜系，從而形成
了自己的「家族樹」，將自己塑造成了
官方的體制化的道派。然而，由於龍門
派是在南方的文人圈子中逐漸型塑出來
的，是以它仍然是南方道派吸收全真北
派傳統並與之長期糅合的產物。這一過
程自元代全真道傳入江南就已開始。明
代，在正一道的監理下，這種融合找到
了新的方式推動南北道教傳統的一體化
和標準化，這就是派字詩。事實上，龍
門派及其分支岔派以各自的派字詩進行
代際傳承，倒更像正一派的做法，不像
「典型」的全真道。

通過分析龍門諸祖的傳記和探究
其他的龍門派系，我們嘗試在龍門派一
體性的系譜大廈的背後，找到另類的設
計藍圖。儘管前七位祖師的傳記已經具
備了確立龍門傳承「正宗」譜系的要
素，但我們仍能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巧
合。創制龍門「正宗」譜系和用龍門「新
祖」取代全真派人物，都蘊藏著與四川

地區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四川恰恰是
救世運動的孕育之處，也是天師道的發
源地。這一巧合的焦點就是東華帝君李
這一人物：作為「全真龍門派」的創立
者，他也是曾隱居四川龍門洞的神仙李
八百的多個化身之一。這是否意味著，
「龍門」之名來自於李八百隱修的四川
龍門洞，而非丘處機隱居的陝西龍門
山？若此說成立，那麼是不是可以說，
龍門派在其源頭上與天師道的關係更為
密切，而與全真道實際上並無關聯？或
者，這只是反映了龍門派一直存在的內
在矛盾，以及龍門派在為自己（從多個
聖地中）選定新聖地方面頗顯躊躇？

李亞－李阿代替神仙李八百，可
能暗示著龍門派與青城山的密切關係。
青城山是未來的救世主李弘－金闕帝君
（東華帝君的師父和先驅）將來現身的
聖地。在《金蓋心燈》前幾位龍門祖師
的傳記中，四川與青城山的地位一再被
強調。其中談到，第三代祖師陳通微從
華山南下青城山，龍門派的傳教中樞也
隨之移到青城山；一直到第五代祖師
張靜定 49，闡教中心方又轉至浙江天臺
山。據說正是從天臺山，龍門派的傳播
才遍及中國南方。是以，《金蓋心燈》
虛構的龍門派傳播線路，與「李氏邪
教」之救世說的傳播路線頗相類似；誠
如索安所言，「李氏邪教」皆發端於蜀
中地區 50。因此，通過自身祖師傳記的
建構，龍門派表明了自己作為「南方傳
統」的真正身份；只不過，為了在清代
成為正統，它宣稱自己是「全真北宗」。

我們知道，《金蓋心燈》是活動
在浙江的龍門派大師閔一得指導的作
品，閔一得毫無疑問是南方當地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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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儘管如此，南方人閔一得編纂
的《金蓋心燈》裏的內容，在清代竟然
被全真北派所在的北京白雲觀所採納。
令人驚奇的是，全真－龍門北派的「正
宗」系統是由南方道派群體創作出來
的。雖有「北宗」之名，但這些南方道
派與正一道的關係，遠較與全真道的關
係密切。但在這一悖論背後，卻有合理
的邏輯。畢竟，龍門派運動是從明代開
始的，而明代是正一道佔控制地位的時
期，全真道僅作為修身、隱居的標誌而
存在。是以龍門派這一新體系，很可能
是在正一道的監管之下產生的；當然，
由於清微派祖師劉淵然據說是丘處機再
世，其受清微派的影響或更大一些。正
一～清微派是南方道派的主要代表，可
以想見，全真道在明代開始的涵蓋教
義、道派和祖師在內的更廣泛的整合、
型塑活動，必然是在正一～清微派內開
始的，而正一～清微派則是所有重要的
南方傳統的主要淵藪。由此，南方道派
在後來的所謂龍門「北宗」身上打下了
自己的烙印。在明代，明王朝抑制與蒙
古人關係密切的「全真北宗」而支持
「南宗」；時至明末及清代，這一「北
宗」又作為正統的「標誌」而重獲新生，
並在今日中國道教協會駐地北京白雲觀
確立了自身的正統地位。

後來被認定為官方版本的歷史敘
事與真實發生的歷史真相存在很大差
異，而這一點是中國宗教的普遍特徵之
一。如果我們認定在清代有一場以龍門
派為名興起的「全真道復興」運動的
話，那麼我們也要承認，這一復興運
動也是各種舊道派長期融合的結果。要
瞭解龍門派「大廈」的「建構」過程，

就要對相關「史料」中的龍門派體系進
行「解構」；本文對《金蓋心燈》的研
究正是出於這一目的。51 在道教中，我
們發現了與禪宗祖師譜系之建構相似的
創作手法，這絕非偶然。《金蓋心燈》
闡發的歷史是一種「事後追溯」（post 
facto）的歷史，是「南方」和「北方」
道派的奇特的混合體。此外，龍門派的
「建構史」通過「心燈」的編纂實現了
恒常化，這看上去也不令人意外——畢
竟在道教的敘事語境下，這種嘗試幾乎
不會受到（真實）歷史的牽絆。但是，
在這些傳記不朽的旋律中，在王常月一
系震耳欲聾的旋律背後，我們仍可覺察
到與這一敘事不同的有關早期龍門派歷
史的回音，回音中閃現出華山、嶗山、
青城山和武當山的洞府岩穴。

然而，龍門派的真實歷史，仍然
謎團多多，亟待更詳盡的探究。對這一
問題的探討，將會揭示出其他很多地方
傳統之間錯綜複雜的糅合過程——而這
些地方傳統對於龍門派的形成是具有根
本性意義的。作為典型的新生道派，龍
門派除具有體制化教派的自我形象之
外，還體現了中國歷史早期的邊緣化群
體所抱持的一種夢想——他們希望明君
帶領他們在人間實現 「太平」盛世。
這一夢想已成為龍門派獨特的核心教
義，通過將（這一夢想）滲透到正統之
中，（真正的）龍門派教義與白雲觀程
式化的龍門派教義和標準化的清規戒律
頗為不同。52 從明末的「宗師」、「律
師」兩分，也可察覺到這一跡象。事實
上，「宗師」、「律師」之分是又一個
象徵，象徵著道教南北傳統的根本差
異，象徵著道教在官方和邊緣之間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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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掙扎，象徵著以南北傳統為基礎追求

「正統」的內在意志。

           參考書目

縮寫

BYGZ  《 白 雲 觀 志 》（Hakuunkan 
shi）， 小 柳 司 氣 太（Oyanagi Shige-
ta） 著， 東 京（Tokyo）， 東 方 文 化
學院東京研究所（Tōhō bunka gakuin 
Tōkyō kenkyūjo），1934 年。

DJYL  《 長 春 道 教 源 流 》， 陳 銘 珪
（1824 － 1881）撰，載《藏外道書》
第 31 冊，第 1 － 157 頁。

DTYL  《道統源流》，嚴六謙（號莊
嚴 居 士 ） 編， 無 錫， 中 華 印 書 局，
1929 年。

DZ    《 正 統 道 藏 》， 編 號 根 據《 道
藏 通 檢 》（Concordance du Tao-
tsang），施舟人（K.M. Schipper）編，
巴黎（Paris），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1975 年。

DZJHL《道藏精華錄》，丁福保（號
守 一 子，1874 － 1952） 編 輯， 重 刊
兩冊本（上 / 下），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89 年。

DZJY  《重刊道藏輯要》，閻永和、彭
瀚然編輯，賀龍驤校訂，1906 年二仙
庵刻本，2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77 年。 

DZXB  《道藏續編》，閔一得（1758 －

1836）編纂，4 冊，吳興，金蓋藏版，
1834 年，丁福保影印，上海，醫學書
局；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 年重刊。

YLCS  《古書隱樓藏書》，閔一得撰
輯，14 卷，吳興，金蓋純陽宮藏版，
1994 年，《藏外道書》重刊（第 10 冊，
第 150 － 721 頁）。譯者按：原文誤
將 1994 年寫作 1904 年。此條勘誤來
自於張廣保編、宋學立譯：《多重視
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濟南，齊
魯書社，2012 年，第 506 頁。

JGXD  《金蓋心燈》，閔一得編著，
10 卷，吳興，雲巢古書隱樓藏版，
1876 年版（初刻於 1821 年），《藏
外道書》重刊（第 31 冊）。

SKQS  《文淵閣四庫全書》，永瑢等
編，1500 冊，朱建民編，臺灣，商務
印書局，1986 年。

ZWDS  《藏外道書》，胡道靜等編，
成 都， 巴 蜀 書 社，1992 年（ 第 1 －
20 冊），1994 年（第 21 － 36 冊）。

原始文獻

《白雲仙表》，1848 年，孟豁一撰，
ZWDS 第 31 冊，373 頁及以下各頁。

《碧苑壇經》，王常月（？－ 1680）傳，
施守平編，閔一得校訂，YLCS 版（再
版 於 ZWDS 第 10 冊， 第 158 － 217
頁）。

《長春真人西遊記》，李志常（1193 －
1256）撰，DZ 第 1429 號，涵芬樓線
裝本第 1056 冊，

《 道 德 真 經 三 解 》，1298 年， 鄧 錡
撰，DZ 第 687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92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370 － 371 冊。

《道法會元》，1356 年，DZ 第 1220 號，
涵芬樓線裝本第 884 － 941 冊。

《法海遺珠》，1344 年，DZ 第 1166 號，
涵芬樓線裝本第 825 － 833 冊。

《廣陽雜記》，劉獻廷撰，北京，中華
書局，1957 年。

《皇極闔闢仙經》，全稱《尹真人東華
正脈皇極闔辟證道仙經》，1831 年，
閔一得訂正（據稱乃尹蓬頭所傳）。
譯者按：原文將《皇極闔闢仙經》放
在此處，將《尹真人東華正脈皇極闔
闢證道仙經》放在「原始文獻」最末，
今將其合二為一。

《華嶽志》，李榕纂修，楊翼武編輯，
ZWDS 第 20 冊，第 3 － 185 頁。

《 金 鼓 洞 志 》， 朱 文 藻（1736 －
1806） 纂 輯，ZWDS 第 20 冊， 第
189 － 299 頁。

《 金 華 宗 旨 》， 蔣 元 庭（1755 －
1819） 輯， 閔 一 得（1758 － 1836）
訂正，DZXB 卷 1，第 1a － 15b。

《 金 蓮 正 宗 記 》， 秦 志 安（1188 －
1244） 撰，DZ 第 173 號， 涵 芬 樓 線
裝本第 75 － 76 冊。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1326 年，劉
天 素、 謝 西 蟾 撰，DZ 第 174 號， 涵
芬樓線裝本第 76 冊。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趙道一（13
世紀晚期人）撰，DZ 第 296 號，涵
芬樓線裝本第 138 － 148 冊。

《龍門心法》，王常月傳，詹太林、
唐清善演，ZWDS 第 6 冊，第 727 －
785 頁。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1927
年， 陸 永 銘 編 訂，ZWDS 第 31 冊，
第 427 － 446 頁。

《瓊琯白真人集》，DZJY 婁集 4，卷
14。

《 日 下 舊 聞 考 》，1774/1782 年，
SKQS 卷 497 － 499。 譯 者 按：
原 文 作「1774/1882」， 疑 當 為
「1774/1782」，指《日下舊聞考》始
修於 1774 年，修成於 1782 年。

《上陽子金丹大要》，陳致虛（1298 －
1335 之後）撰，DZ 第 1067 號，涵芬
樓線裝本第 736 － 738 冊。

《 天 仙 正 理 》， 伍 守 陽（1574 －
1634）撰，DZJY 畢集 4，卷 17。

《天仙正理淺說》，伍守陽撰，DZJY
畢集 5，卷 17。

《天仙正理直論》，1639 年，伍守陽
撰，DZJY 畢集 4，卷 17。

《武當福地總真集》，1291 年，劉道
明編集，DZ 第 962 號，涵芬樓線裝
本第 609 冊。

《仙佛合宗語錄》，伍守陽著，伍守虛
校注，DZJY 畢集 1，卷 17。

《玄教大公案》，1324 年，王志道編
集，DZ 第 1065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34 冊。

《 終 南 山 祖 庭 仙 真 內 傳 》， 李 道 謙
（1219 － 1296） 編，DZ 第 955 號，
涵芬樓線裝本第 604 冊。

二級文獻

洪 怡 沙（Isabelle Ang）：〈 十 四 世 紀
初葉之前對呂洞賓的崇拜：中國前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93

史歷教

近代時期一位神仙之特徵與轉變〉
（Le culte de Lü Dongbin des origi-
nes jusqu'au début du XIVème siècle. 
Caractéristiques et transformations d'un 
Saint Immortal dans la Chine pré-mod-
erne），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 Ⅶ）1993 年博士學位論文。

洪怡沙：〈南宋的呂洞賓崇拜〉（Le 
culte de Lü Dongbin sous les Song du 
Sud），《 亞 洲 學 報 》（Journal Asi-
atique） 第 285 期，1997 年 第 2 號，
第 473 － 507 頁。

巴德里安 ‧ 胡賽因（Baldrian-Hussein 
Farzeen）：〈北宋文獻中的呂洞賓〉
（Lū Tung-pin in Northern Sung Lit-
erature），載《遠亞叢刊》（Cahiers 
d'Extrême-Asie）第 2 期，1986 年，第
133 － 169 頁。

巴德里安 ‧ 胡賽因：〈宋代文學界的
道 教 信 仰 —— 蘇 軾（1037 － 1101）
及其延生術〉（Taoist Beliefs in Liter-
ary Circle of the Song Dynasty—Su Shi
（1037 － 1101） and his Technique 
of Survival）， 載《 遠 亞 叢 刊 》，
1996 － 1997 年第 9 期，第 15 － 53 頁。

白 佐 良（Giuliano Bertuccioli）：〈 道
教筆記 2：關於近期在北京白雲觀使
用 火 刑 的 一 個 案 例 〉（Note taoiste 
Ⅱ .A proposito di un recente caso di ap-
plicazione del rogo nel convento taoista 
del Pai-yun Kuan）， 《東方研究雜誌》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第 28 期 , 
1953 年，第 185 － 186 頁。

白佐良：〈當代中國的道教〉（Taoismo 
nella Cina contemporanea）卷 2，《中

國研究》（Cina）第 2 期 , 1957 年，
第 67 － 77 頁。

柏 夷（Stephen R. Bokenkamp）：《 早
期 道 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伯 克 利（Berkeley）： 加 利 福 尼 亞
大 學 出 版 社（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1997 年。

鮑菊隱（Judith M. Boltz）：《道教文
獻 通 論 》（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
ture），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
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
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
年。

鮑菊隱：〈不僅靠官印：與神靈鬥爭
的新武器〉（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 載 伊 佩 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皮 特 ‧ 格 雷 戈 里
（Peter Gregory）編：《唐宋時期中
國的宗教與社會》（Religion and Soci-
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火奴魯
魯（Honolulu）：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
年，第 241 － 305 頁。

伯 克 哈 特（Rodolphe Burkhardt）：
《中國人的信仰與習俗》（Chinese 
Creeds and Customs）， 香 港（Hong 
Kong）： 南 華 早 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19 年。

陳兵：〈金丹派南宗淺探〉，載《世界
宗教研究》1985 年第 4 期，第 35 －
49 頁。

陳兵：〈清代全真龍門派的中興〉，載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94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84 － 96 頁。

陳兵：〈明清道教〉，載牟鍾鑒主編：《道
教通論》，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第 551 － 579 頁。

陳兵：〈明代全真道〉，載《世界宗教
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40 － 51 頁。

戴 維 斯（Edward L. Davis）：《 宋 代
社會與超自然現象》（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火奴魯
魯（Honolulu）：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年。

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晚
明思想中的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sm in 
Late Ming Thought），載狄百瑞編：
《明代思想中的個人與社會》（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紐 約
（New York），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年，第 145 － 225 頁。

狄百瑞：〈新儒家的自我超越與十七
世 紀 的「 啟 蒙 」〉（Neo-Confucian 
Cultivation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nlightenment'），載狄百瑞編：《新
儒家的演變》（The Unfolding of Neo-
Confucianism）， 紐 約， 哥 倫 比 亞 大
學出版社，1975 年，第 141 － 216 頁。

德保仁（Pierre-Henry De Bruyn）：〈武
當 山： 創 建 敘 事 史 〉（Le Wudang 
shan: Histoire des récits fondateurs），
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 Ⅶ）
博士學位論文，1997 年。

德 保 仁：〈 明 代 道 教（1368 －

1644）〉（Daoism in the Ming〔1368 －
1644〕）， 載 孔 麗 維（Livia Kohn）
編：《 道 教 手 冊 》（Daoism Hand-
book），萊頓（Leiden）：布瑞爾出
版社（Brill），第 594 － 622 頁。

戴思博（Despeux Catherine）：《趙避
塵——衛生生理學明指》（Traité d' 
alchimie et de physiologie taoïste），
巴 黎（Paris）： 兩 大 洋 出 版 社（Les 
Deux Océans），1979 年。

戴 思 博：《 道 教 與 人 體 》（Taoïste et 
corps humain），巴黎（Paris）：特雷
達涅出版社（Trédaniel），1994 年。

董中基：《道教全真祖庭北京白雲觀》，
北京：中國道教協會，1987 年。

伊 利 亞 德（Mircea Eliade）：《 薩 滿
教 —— 古 老 的 入 迷 技 術 》（Le cha-
manisme et les techniques archaïques 
de l'extase）， 巴 黎： 保 約 爾 出 版 社
（Payor），1983 年。

康 時 登（Eleanor Erdberg-Consten）：
〈白雲觀老子像〉（A Statue of Lao-
tzu in the Pöyun-kuan），《華裔學志》
（Monumenta Serica），1941年第7期，
第 235 － 241 頁。

蘇 德 普（Eskildsen Stephen）：〈 早
期全真教的信仰與實踐〉（The Be-
liefs and Practices of Early Ch'üan-chen 
Taosm），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
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9 年
碩士學位論文。

蘇德普：〈全真道的苦行主義〉（As-
ceticism in Ch'üan-chen Taosm），《不
列 顛 哥 倫 比 亞 亞 洲 評 論 》（British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95

史歷教

Columbia Asian Review），1990 年 第
3 期，第 153 － 191 頁。

莫 尼 卡（Monica Esposito）：〈 金 蓋
山龍門派和《道藏續編》中的內丹
法 〉（La Porte du Dragon—L'école 
Longmen du Mont Jin'gai et ses pra-
tiques alchimiques d' après le Daozang 
xubian(Suite au canon taoïste)，巴黎第
七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 Ⅶ）1993
年博士學位論文。

莫尼卡：《內丹之氣》（L' alchimia del 
soffio）， 羅 馬（Rome）： 烏 巴 爾 迪
尼（Ubaldini），1997 年。

莫 尼 卡：〈 清 代 的 道 教（1644 －
1911）〉（Daoism in the Qing(1644 －
1911)，載孔麗維（Livia Kohn）編：《道
教 手 冊 》（Daoism Handbook）， 萊
頓（Leiden）：布瑞爾出版社，2000 年，
第 623 － 658 頁。

莫尼卡：〈清代中國的龍門派：教義
理想與地方實踐〉（Longmen Daoism 
in Qing China: 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中國宗教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第29期，2001年，
第 199 － 203 頁。

佛雷（Bernard Faure）：〈正統的意志〉
（La volonté d'orthodoxie）（3 卷），
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科學宗教
部（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1984
年博士學位論文。

佛雷：《禪宗歷史中的謬誤：唐代中
國宗教傳統之發軔》（Le Bouddhisme 
Ch'an en mal d'histoire: Genèse d'une 

tradition religieuse dans la Chine des 
T'ang），巴黎：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1989 年。

福克（Theodore Griffith Faulk）：〈禪
宗及其在佛教清修傳統中的地位〉
（The Chan School and Its Place in the 
Buddhist Monastic Tradition）， 密 歇
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7
年博士學位論文。

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早期
道教中的神話和內涵：「渾沌」的命
題》（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Dao-
ism: The Theme of Chaos(hun-tun)， 伯
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3
年。

高 萬 桑（Vincent Goossaert）：〈 教 團
的創立：十三世紀全真教的集體認同〉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
zhen Daoism），載《中國宗教期刊》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2001
年第 29 期，第 11 － 38 頁。

高 萬 桑：〈 全 真 道 士（1700 －
1950）〉（The Quanzhen Clergy, 
1700 － 1950），載勞格文編：《宗教
與 中 國 社 會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巴黎：法國遠東學院，2004 年，
第 699 － 771 頁。

格羅納（Paul Groner）：〈東亞傳統佛
教戒律語境下《壇經》的受戒儀式〉
（The Ordination Ritual in the Platform 
Sūtra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Vinaya Tradition），
載佛光山編：《宗教和文化視域下的



96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六祖壇經〉》（The Sixth Patriarch 
Platform Sūtra 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台中：佛光山，1989 年，
第 220 － 250 頁。

格特魯德（Gertrud Güntsch）：《〈神
仙 傳 〉 和 仙 人 的 形 象 》（Des Shen-
hsien chuan und das Erscheinungsbild 
eines Hsien）， 法 蘭 克 福（Frank-
furt）：朗彼得出版公司（Verlag Peter 
Lang），1988 年。譯者按：此條目的
翻譯經德國海德堡大學的李可（Frie-
derike Assandri） 博 士 指 點， 謹 致 謝
忱！

格 西 格 桑 嘉 措（Geshe Kelzang Gyat-
so）：《 大 樂 光 明 》（Clear Light of 
Bliss），倫敦（London）：智慧出版
社（Wisdom），1982 年。

蜂 屋 邦 夫（Hachiya Kunio）：《 金 元
時代的道教——七真研究》（Kingen 
jidai no dōkyo；金元時代の道教——
七真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Tōkyō daigaku Tōyō bunka 
kenkyūjo hōkoku），汲古書屋（Kyūko 
shoin），1998 年。

霍 克 思（David Hawkes）：〈 全 真 戲
與 全 真 宗 師 〉（Quanzhen Plays and 
Quanzhen Masters）， 載《 法 國 遠 東
學院學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
caise d'Extrême），1981 年 第 69 期，
第 153 － 170 頁。

恒慕義（Arthur Hummel）編：《清代
名 人 傳 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臺北：成文出版公司，
1975 年。

胡 志 德 （Theodore Huters）：《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文 化 和 政 府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斯 坦
福（Stanford）：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年。

五十嵐賢隆（Igarashi Kenryū）：《太
清 宮 志 》（Taiseikyū shi）， 東 京： 
國 書 刊 行 會（Kokushō kankōkai），
1938 年。

石田憲司（Ishida Kenji）：〈明代道教
史上的全真與正一〉（Mingdai Dōkyō 
shijō no Zenshin to Seii；明代道教史上
の全真と正一），載酒井忠夫（Sakai 
Tadao）編：《臺灣的宗教與中國文
化 》（Taiwan no shūkyō to Chūgoku 
bunka；台灣の宗教と中國文化），東
京：風響社（Fukyūsha），1992 年，
第 145 － 185 頁。

康豹（Paul Katz）：〈開悟的丹士抑或
不道德的神仙？中華帝國晚期呂洞賓
崇拜的發展〉（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
na），載夏維明（Meir Shahar）、魏
樂博（Robert Weller）編：《不羈的神：
中國的神性與社會》（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火 奴
魯魯：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康德謨（Max Kaltenmark）：《〈列仙
傳〉》（Le Lie-sien tchouan），巴黎：
法 蘭 西 學 院（Collège de France），
1987 年。  

神塚淑子（Kamitsuka Yoshiko）：〈方
諸青童君研究〉（Hōsho seidō kun o 
megutte；方諸青童君をぬぐつて），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97

史歷教

《東方宗教》（Tōhō shūkyō）第 76 期，
1990 年，第 1 － 23 頁。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高僧：
中世紀中國高僧傳記中的佛教典範》
（The Eminent Monks: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火奴魯魯：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7
年。

孔麗維（Livia Kohn）：〈尹喜——在
典籍開篇出現的大師〉（Yin Xi: the 
Mas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rip-
ture），《 中 國 宗 教 雜 誌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第 25 期，1997
年，第 83 － 139 頁。

孔麗維：〈東亞太平盛世說的肇始與文
化 特 徵 〉（The beginning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millenari-
anism），《 日 本 宗 教 》（Japanese 
Religions），第 23 號，第 1 － 2 期，
1998 年，第 29 － 51 頁。

康 易 清（Paul W. Kroll）：〈 置 身 青
童 殿 中 〉（In the Halls of the Azure 
Lad），《美國東方學會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85
年 第 1 期（ 總 第 105 期 ）， 第 75 －
94 頁。

勞 格 文（John Lagerwey）：《 中 國 社
會和歷史上的道教儀式》（Taoist Rit-
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紐約：麥克米蘭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 年。

T. C. Lai：《「 八 仙 」》（The Eight 
Immortals），香港：斯文頓出版有限
公司（Swindon Book Co.），1974 年。

柳存仁（Liu Ts'un-yan）：〈明代思想
中 道 教 的 自 修 〉（Taoist Self-Culti-
vation in Ming Thought）， 載 狄 百 瑞
（Wm. Theodore De Bary） 編：《 明
代思想中的個人與社會》（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1970年，第291－326頁。

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New Ex-
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萊頓（Leiden）：布瑞爾出
版社（Brill），1984 年。

馬曉宏：〈呂洞賓神仙信仰溯源〉，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第 3 期（總
第 25 期），第 79 － 95 頁。

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燕山出
版社，1991 年。

馬 頌 仁（Pierre Marsone）：〈 北 京
白 雲 觀 瑣 記： 碑 銘 與 歷 史 〉（Le 
Baiyun guan de Pékin: épigraphie et 
histoire），《 三 教 文 獻 》（Sanjiao 
wenxian）1999 年 第 3 期， 第 73 －
136 頁。

馬 頌 仁：〈 王 重 陽（1113 － 1170）
與 全 真 教 的 創 立 〉（Wang Chong-
yang(1113 － 1170) et la fondation du 
Quanzhen），博士學位論文，巴黎：
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科學部（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2001 年。

馬 克 瑞（John R. McRae）：〈 柳 田 聖
山有關中國禪宗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著 述 〉（Yanagida Seizan's Landmark 
Works on Chinese Ch'an），載《遠亞



98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叢刊》 第 7 期，1993 － 1994 年，第
51 － 103 頁。

梅 尼 爾（Evelyne Mesnil）：〈 張 素
卿與蜀中道畫〉（Zhang Suqing et la 
peinture taoïste à Shu）， 載《 遠 亞 叢
刊 》，1996 － 1997 年， 第 131 －
158 頁。

閔智亭：《道教儀範》，北京：中國道
教學院，1990 年。

穆 瑞 明（Christine Mollier）：《 公 元
五世紀的一部道教偽經——洞淵神
咒 經 》（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issales），巴黎：（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90 年。譯者按，此條
翻譯由齊魯工業大學的秦國帥博士提
供，謹此致謝。

穆瑞明：〈彌賽亞主義和太平盛世說〉
（Messianism and millenarianism），
載普里加迪奧（F. Pregadio）編：《道
教 百 科 全 書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倫敦：柯曾出版社（Cur-
zon），即將出版。

森由利亞（Mori Yuria）：〈試論宋代
的呂洞賓傳說〉（Sōdai ni okeru Ryo 
Dōhin setsuwa ni kansuru ichi shiron; 
宋代におけゐ呂洞賓に說話すゐ—
試論），《文學研究科紀要別冊》
（Bungaku kenkyūka kiyō, bessatsu）第
17 期，1990 年，第 55 － 65 頁。

森由利亞：〈全真教龍門派系譜考〉
（Zenshinkyō ryūmonha keifu kō），
載 道 教 文 化 研 究 會（Dōkyō bunka 

kenkyūkai） 編：《 道 教 文 化 展 望 》
（Dōkyō bunka e no tenbō.；道教文化
への展望），東京：平川（Hirakawa），
1994 年，第 181 － 211 頁。

大 淵 忍 爾（Ninji Ofuchi）：《 道 教 史
研究》（Dōkyō shi no kenkyū；道教史
の研究）岡山（Okayama）：岡山大
學 共 濟 會 書 籍 部（Okayama Daigaku 
Kyōsaikai），1964 年。

普 里 加 迪 奧（Fabrizio Pregadio）、 史
卡（Lowell Skar）：〈內丹〉（Inner 
Alchemyk [Neidan]），載孔麗維編：
《道教手冊》，萊頓：布瑞爾出版社，
2000 年，第 464 － 497 頁。

浦江清：〈八仙考〉，載《清華學報》
1931 年第 1 期，第 89 － 136 頁。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4 卷），
上海：知識出版社，1994 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4 卷），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常 志 靜（Florian Reiter）：〈 有 關
傳統中國之道教創立的一些思考〉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aoist 
Found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a），
載《德國東方學會雜誌》（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
sellschaft） 第 133 期，1983 年， 第
363 － 376 頁。

常志靜：〈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
其 社 會 背 景 〉（Der Name Tung-hua 
ti-chün und sein Umfeld in der Taoist-
ischen Tradition），載蓋特 ‧ 蘭多夫
（Gett Nandorf）等編：《東亞宗教與
哲學：施泰寧格六十五壽辰紀念文集》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99

史歷教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維
爾茨堡（Würzburg）：柯尼希索森
和諾伊馬斯出版社（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1985 年，第 87 － 101 頁。

常志靜：《道教的基本要素與傾向》
（Grundelemente und Tendenzen des 
religiösen Taoismus）， 斯 圖 加 特
（Stuttgart）：弗朗茲 ‧ 斯坦納（Franz 
Steiner），1988 年。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賀 碧 來（Esabelle Robinet）：《 道 教
史上的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2 卷本），巴黎：法國遠東學院，
1984 年。

賀碧來：〈佛、道基本矛盾初探〉（Notes 
préliminaries surquelques antinomies 
fondementales entre le bouddhisme et 
le tao ïsme），載蘭契奧蒂（Lionello 
Lanciotti）編：《三至十世紀亞洲宗
教研究》（Incontro di Religioni in Asia 
tra il Ⅲ e il Ⅹ secolo d. C.），佛羅倫
薩（Firenze）：Leo S. Olschki，1984
年，第 217 － 242 頁。

賀碧來：《道教內丹簡介》（Introduction 
à l'alchimie intérieure taoïste）：巴黎：
勒瑟夫（Le Cerf），1995 年。

澤 田 瑞 橞（Sawada Mizuhō）：〈 重
修白雲觀尋訪記〉（Ishū Hakuunkan 
jinbōki），《 東 方 宗 教 》（Tōhō 
shūkyō）第 57 期，1981 年，第 71 －
77 頁。

施 舟 人（K. Schipper）：〈 趙 宜 真 大
師 和 道 教 清 微 派 〉（Master Chao I-
chen and the Ch'ing-wei School of Tao-
ism），載秋月觀暎（Akizuki Kan'ei）
編：《道教與宗教文化》（Dōkyō to 
shūkyō bunka；道教と宗教文化），
東 京（Tokyo）： 平 河 出 版 社（Hi-
rakawa），1987 年，第 715 － 734 頁。

施 舟 人：〈 北 京 的 廟 宇 與 禮 儀 〉
（Temples et liturgie de Pékin）， 載
《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年鑑》（Annuaire 
de l'EPHE） 第 五 部 分， 第 100 期，
1991 － 1992 年，第 91 － 96 頁。

索安（Anna Seidal）：〈早期道教彌賽
亞主義中完美統治者的形象：老子和
李弘〉（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Lao-tzu and 
Li Hung），《 宗 教 史 》（History of 
Religion），1969 － 1970 年第 9 期，
第 216 － 247 頁。

索安：〈國之重寶和道教秘寶——偽書
中 的 道 教 根 底 〉（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載 司 馬 虛（Michel 
Strickmann）編：《紀念石泰安的密
教 和 道 教 研 究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布
魯塞爾（Bruxellesbili）：比利時高等
漢學研究所（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83 年， 第
291 － 371 頁。

索 安：〈 道 教 彌 賽 亞 主 義 〉（Taoist 
Messianism），《守護神雜誌》（Nu-
men），第 31 期，第 2 號，1984 年，
第 161 － 174 頁。



100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篠原孝市（Shinohara Kōichi）：〈天皇
道悟禪師傳記的內容及流布〉（Pas-
sages and Transmission in Tianhuang 
Daowu's Biographies）， 載 格 拉 諾 夫
（Phyllis Granoff）、篠原孝市編：《別
樣的自我：跨文化視域下的自傳與傳
記》（Other Selves: Autobiography and 
Biograph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
tive），奧克維爾（Oakville）、布法
羅（Buffalo）：Mosaic 出版社，1988
年，第 247 － 268 頁。

史 卡（Lowell Skar）：〈 行 雷 法：
十三世紀的一場精心準備的雷法度
亡 科 儀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遠亞叢刊》第
9 期，1996 － 1997 年，第 159 － 202
頁。

史卡：〈宋元時期的儀式運動、神靈崇
拜和道教的轉型〉（Ritual Movement,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 in Song and Yuan Times），載
孔麗維編：《道教手冊》，萊頓：布
瑞爾出版社，第 413 － 463 頁。

史 卡：〈 丹 道、 地 方 教 團 與 道 教：
以唐至清道教「南宗」的形成為視
角 〉（Alchemy, local cults, and Dao-
ism: a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Lineage from Tang to 
Qing），「宗教與中國社會：學科的
轉型」（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Field）研討會
論 文， 香 港，2000 年 5 月 29 日 － 6
月 2 日。

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最長

的 道 經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
ture），《宗教史》（History of Reli-
gions） 第 17 期，1978 年， 第 331 －
354 頁。

孫 念 禮（Nancy Lee Swann）：〈 鮑
廷 博 〉（Pao T'ing-bo）， 載 恒 慕 義
（Arthur Hummel） 編：《 清 代 名 人
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臺 北： 成 文 出 版 公 司，
1975 年，第 612 － 613 頁。

田 海（Barend Ter Haar）：《 中 國 宗
教史上的白蓮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
tory），萊頓：布瑞爾出版社，1992 年。

亞瑟 ‧ 威利（Arthur Waley）：《一位
丹道家的遊記：長春真人應成吉思汗
召請赴興都庫什山之旅》（Travels of 
an Alchemist: 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Ch'ang-ch'un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ommons of Chingiz Khan）， 倫 敦：
勞 特 里 奇 出 版 社（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31 年。

王志忠：〈全真教龍門派起源論考〉，
《宗教學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9 －
13 頁。

王志忠：〈論明末清初全真教中興的原
因〉，《宗教學研究》1995 年第 3 期，
第 32 － 38 頁。

魏 魯 南（James Ware）：《 煉 金 術、
醫藥和公元 320 年的中國宗教：葛洪
〈抱朴子 ‧ 內篇〉研究》（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 The Nei P'ien of Ko Hung(Pao-
pu-tzu)），坎布里奇（馬薩諸塞）：



道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101

史歷教

M.I.T. 出版社，1966 年。

尉 遲 酣（Holmes Welch）：《 中 國 佛
教 的 實 踐（1900 － 1950）》（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1900 －
1950），埃布里奇（馬薩諸塞）：哈
佛大學出版社，1967 年。

魏 雅 博（Albert Welter）：〈 中 國 佛
教 傳 記 的 語 境 研 究： 以 永 明 延 壽
（904 － 975） 為 例 〉（The Contex-
tual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Biogra-
phies: The Example of Yung-Ming Yen-
Shou(904-975)），載格拉諾夫、篠原
孝市編：《和尚與術士：亞洲的宗教
傳 記 》（Monks and Magicians: Reli-
gious Biographies in Asia），奧克維爾：
Mosaic 出 版 社，1988 年， 第 247 －
268 頁。

戴 爾 ‧ 懷 特（Dale S. Wright）：
〈佛教禪宗的傳承故事及其近代編
纂 史 〉（Les récits de transmission du 
bouddhisme ch'an et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 遠 亞 叢 刊 》 第 7 期，
1993 － 1994 年，第 105 － 114 頁。

 柳 田 聖 山（Yanagida Seizan）：《 初
期禪宗史書之研究》（Shoki Zenshū 
shisho no kenkyū; 初 期 禪 宗 史 書 の
研 究 ）， 京 都（Kyoto）： 法 藏 館
（Hōzōkan），1967 年。

山田利明（Yamada Toshiaki）：〈神仙
李八百傳考〉（Shinsen Ri Happyaku 
den kō），載吉岡義豐博士還曆紀念
研究論集刊行會（Yoshioka Yoshitoyo 
hakase kanreki kinen kenkyū ronshū 
kankōkai）編：《吉岡義豐博士還曆
紀念道教研究論集》（Yoshioka Yoshi-

toyo hakase kanreki kinen dōkyō kenkyū 
ronshū），東京： 國書刊行會（Kokushō 
kankōkai），1977 年，第 145 － 163 頁。

楊富森（Richard F. S. Yang）：〈「八仙」
起源論考〉（A Study in the Origin of 
the Eight Immortals），《遠東學報》
（Oriens Extremus）第 5 期，1958 年，
第 1 － 22 頁。

姚 道 中（Yao Tao-chung）：〈 全 真
道：十二、十三世紀中國北方的新道
派 〉（Ch'üan-chen: A New Taoist Sect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亞利桑那州立
大 學（University of Arizona）1980 年
博士學位論文。

姚 道 中：〈 全 真 〉（Quanzhen: Com-
plete Perfection），載孔麗維編：《道
教 手 冊 》， 萊 頓： 布 瑞 爾 出 版 社，
2000 年，第 567 － 593 頁。

顏慈（Perceval W. Yetts）：〈「八仙」〉
（The Eight Immortals）， 載《 皇 家
亞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6 年， 第 773 －
807 頁。

顏慈：〈再說「八仙」〉（More notes 
on the Eight Immortals），載《皇家亞
洲學會雜誌》1922 年，第 397 － 426
頁。

橫手裕（Yokote Yukata）：〈全真教的
南宗與北宗〉（Zenshinkyō to nanshū 
hokushū；全真教と南宗北宗），載鐵
郎野口（Tetsurō Nuguro）等編：《道
教 的 生 命 觀 和 身 體 論 》（Dōkyō no 
seimeikan to shintai ron；道教の生命



102 弘道  2016 年第 4 期 / 總第 69 期

觀と身體輪），東京：雄山閣（Yū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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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力、劉群：《中國民間諸神》，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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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鮑菊隱：《道教文獻通論》，第 64 頁。
2 姚道中：《全真》，第 579 頁。
3 參見《金蓮正宗記》（DZ 第 173 號，涵芬樓線
裝本第75－76冊，卷1，第1a－2b頁），《金
蓮正宗仙源像傳》（DZ 第 174 號，涵芬樓線裝

本第 76 冊，第 13a － 14a 頁）則只說其姓王，
撰於1848年的晚出教內文獻《白雲仙表》（ZWDS
第 31 冊，第 375 頁）也談到了他。有關東華
帝君王玄甫這一人物，參見常志靜（Florian 
Reiter）：〈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
背 景 〉（Der Name Tung-hua ti-chün und sein 
Umfeld in der Taoistischen Tradition），載蓋特‧
蘭多夫（Gett Nandorf）等編：《東亞宗教與哲
學：施泰寧格六十五壽辰紀念文集》（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維爾茨堡（Würzburg）：柯尼
希索森和諾伊馬斯出版社（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1985 年，第 95 － 99 頁（高萬桑
向我提及此文獻，謹此感謝）；馬頌仁：〈王
重陽（1113－ 1170）與全真教的創立〉（Wang 
Chongyang〔1113 － 1170〕 et la fondation du 
Quanzhen），博士學位論文，巴黎：法國高等
研究院宗教科學部（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2001
年，第 461 － 463 頁。

4 常志靜：〈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
景〉，第 87 － 101 頁。青童君的形象源自上古
神話傳說中的東王公，是道教奉祀的掌管男仙
名籍的尊神。按照陶弘景在五世紀的記載，青
童君的全稱是「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
命高晨師東海王青華小童君」。有關這一稱呼，
參見康易清（Paul W. Kroll）：〈置身青童殿
中〉（In the Halls of the Azure Lad），《美國
東方學會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85 年第 1 期（總第 105 期），第
75－94頁；神塚淑子（Kamitsuka Yoshiko）：〈方
諸青童君研究〉（Hōsho seidō kun o megutte；
方諸青童君をぬぐつて），《東方宗教》（T〇h〇 
sh〇ky〇）第 76 期，1990 年，第 1 － 23 頁。在
上清派中，青童君是重要的傳經人，參與了「靈
書紫文」下傳人間的過程，參見賀碧來：《道
教史上的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
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2 卷本），巴
黎：法國遠東學院，1984年，第 109－ 120頁；
柏夷（R. Stephen Bokencamp）：《早期道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伯克利（Berkeley）：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年，第 281 － 372 頁。青童君
掌東方「東華」之天（或「青華」之天），與
人間神仙修行的華陽洞天也有關係，參見神塚
淑子：〈方諸青童君研究〉，第 13 － 15 頁。
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起初由青童君扮演的這
些角色，後來都融匯到全真道和龍門派塑造的
「東華帝君」這一人物身上了，參見常志靜：
〈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景〉，第
95－ 99頁；蜂屋邦夫（Hachiya Kunio）：《金
元時代的道教——七真研究》（Kingen jidai no 
dōkyo；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東京：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Tōkyō daigaku Tōyō 
bunka kenkyūjo hōkoku），汲古書屋（Kyūko 
shoin），1998 年，第 247 － 250、319 －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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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頁；馬頌仁：〈王重陽（1113 － 1170）與
全真教的創立〉，第279－280、461－ 463頁。

5 鮑菊隱：《道教文獻通論》，第 278 頁注釋
164。

6 此處引文出自吉岡義豐：〈道觀的生活〉，第
237 頁；也可參見吉岡義豐：《道教：對永生
的追求》，第 207 頁。

7《金蓮正宗仙源像傳》（DZ 第 174 號，涵芬樓
線裝本第 76 冊，第 13b 頁）中談到，元世祖賜
其「東華紫府少陽帝君」之號，此後元武宗又
加封為「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有關東
華帝君（王玄甫）的不同稱號，參見常志靜：〈道
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景〉，第 95 －
97 頁。

8 參見注釋 4。
9 莫尼卡：〈金蓋山龍門派和《道藏續編》中的
內丹法〉，第 144 － 154、246 － 279、348 －
374 頁； 莫 尼 卡：〈 清 代 的 道 教（1644 －
1911）〉。與東華帝君有關的神仙類型，參見
常志靜：〈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
景〉，第 87 － 90 頁。

10 參見 JGXD 卷 8，第 48a 頁（ZWDS 第 31 冊，第
362 頁）。儘管「少陽」之 名與「全真東華帝
君」相同，但「東華青童」的稱號卻淵源自上
清派。參見上文的注釋 4。

11 對這兩個化身的簡要介紹，參見莫尼卡：〈金
蓋山龍門派和《道藏續編》中的內丹法〉，第
147、149 － 151 頁。

12 這一故事也見於《神仙傳》（此書已有德文
譯本。譯本的出版信息：Gertrud Güntsch, Das 
Shen-hsien chuan und das Erscheinungsbild eines 
Hsien, Frankfurt: Verlag Peter Lang, 1988）； 在
唐公昉的傳記中，對這個故事也有簡略提及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DZ 第 296 號，涵
芬樓線裝本第 138 － 148 冊，第 11 頁）。有
關李八百這一人物，參見山田利明（Yamada 
Toshiaki）：〈神仙李八百傳考〉（Shinsen 
Ri Happyaku den kō）， 載 吉 岡 義 豐 博 士 還
曆紀念研究論集刊行會（Yoshioka Yoshitoyo 
hakase kanreki kinen kenkyū ronshū kankōkai）
編：《吉岡義豐博士還曆紀念道教研究論集》
（Yoshioka Yoshitoyo hakase kanreki kinen dōkyō 
kenkyū ronshū），東京（Tokyo）： 國書刊行
會（Kokushō kankōkai），1977 年， 第 145 －
163 頁。

13「蜀中八仙」包括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張
道陵、莊君平、李八百、范長生和爾朱先生。
參見顏慈（Perceval W. Yetts）：〈再說「八
仙」〉（More notes on the Eight Immortals），
載《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2 年，第 403 頁；浦江清：
〈八仙考〉，載《清華學報》1931 年第 1 期，
第 92 頁。浦江清在其〈八仙考〉中，對這一文

獻的可信性提出了質疑，並談到了「八仙」的
另外幾個版本，參見浦江清：〈八仙考〉，載
《清華學報》1931 年第 1 期，第 92 － 94 頁；
西方學者對此也有質疑，參見梅尼爾（Evelyne 
Mesnil）：〈張素卿與蜀中道畫〉（Zhang Suq-
ing et la peinture taoïste à Shu），載《遠亞叢刊》
（Cahiers d'Extrême-Asie）1996 － 1997 年，第
145－ 147頁和（本文上篇，載於本刊第68期）
注釋 37。

14 有關這一人物與其他道教派系、道教運動的關
係，參見康易清：〈置身青童殿中〉，以及神
塚淑子：《方諸青童君研究》。神塚淑子還談到，
「小童」這一人物來源於古代的鬼神崇拜（後
來被新產生的天師道吸收），而且與中國濱海
尤其是江南地區有關。（第 8 － 13 頁）如果此
說成立，那麼就可證實：東華帝君不僅與四川
地區有關，而且與李八百經常現身和活動的江
南地區也有關聯。

15 伯 克 哈 特（Rodolphe Burkhardt）：《 中 國
人的信仰與習俗》（Chinese Creeds and Cus-
toms），香港（Hong Kong）：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19 年，第 158 頁；顏
慈（Perceval W. Yetts）：〈「 八 仙 」〉（The 
Eight Immortals），載《皇家亞洲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6 年，
第 773 － 807 頁；顏慈：〈再說「八仙」〉；
楊富森（Richard F. S. Yang）：〈「八仙」起源
論考〉（A Study in the origin of the Eight Immor-
tals），《 遠 東 學 報 》（Oriens Extremus），
1958年第1期，第1－22頁；T. C. Lai：〈「八
仙」〉（The Eight Immortals），香港：斯文頓
出版有限公司（Swindon Book Co.），1974 年。

16《歷代神仙通鑑》卷 5；《列仙全傳》卷 1；
《潛確類書》；以及《八仙出處東遊記》。參
見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 年。

17 作為早期的上清派神祇，青童君的特點之一是
跟西王母有密切關係，參見常志靜：〈道教傳
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景〉，第 91 頁。

18 此外，李泥丸（Li Niwan）之名與李凝陽（Li 
Ningyang）的名字在音韻上頗為相似，李泥丸
的療疾異能或有取於漢代丹道家李八百和曾與
王重陽共同修道的李靈陽（參見蜂屋邦夫：《金
元時代的道教——七真研究》，第 8－ 9頁）。
有趣的是，在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0 頁）和
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卷3，第33頁）
中，「李靈陽」被寫成了「李凝陽」。這種混淆，
或與終南山洞窟的名字有關，詳見下文。

19《歷代神仙通鑑》卷 1，第 1b、2a － 3b 頁；
馬書田：《華夏諸神》，第160頁；宗力、劉群：
《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783 頁。

20 此內容來自《金蓮正宗仙源像傳》（DZ 第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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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6 冊，第 13b 頁）。文中
說，東華帝君得傳「太上之道」後，即歸隱崑
崙山。《金蓮正宗記》（卷 1，第 1a－ 2b 頁）
更詳細地談到，東華帝君從白雲上真得傳一系
列的道教典籍，而白雲上真得之金母，金母得
之太上（老子）。參見常志靜：〈道教傳統中
的東華帝君及其社會背景〉，第 95 － 96 頁；
馬頌仁：〈王重陽（1113 － 1170）與全真教的
創立〉，第 461 － 463 頁。

21 在宋代，李鐵拐這一人物形象很可能受到了一
個名叫「劉跛子」的人抑或是那位在君山得呂
洞賓點化的「跛仙」的啟發。在元人岳百川創
作的八仙劇《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中，李鐵拐
是呂洞賓的弟子之一，參見馬書田：《華夏諸
神》，第 161 頁。

22《瓊琯白真人集》（卷 4，第 12a 頁，DZJY 婁
集 4，卷 14，第 6287 頁）；橫手裕（Yokote 
Yukata）：〈全真教的南宗與北宗〉（Zenshinkyō 
to nanshū hokushū；全真教と南宗北宗），載
鐵郎野口（Tetsurō Nuguro）等編：《道教的生
命觀和身體論》（Dōkyō no seimeikan to shintai 
ron；道教の生命觀身體輪），東京（Tokyo）：
雄山閣（Yūyama kaku），2000 年，第 193 頁。

23《道德真經三解》（DZ 第 687 號，涵芬樓線裝
本第 370 － 371 冊，第 6a － b 頁）。東華帝君
的稱號之一「華陽真人」在《歷世真仙通鑑》
中也有提及。文中說他是鍾離權的老師，不過
名字卻是王玄甫。

24《歷世真仙體道通鑑》（DZ 第 296 號，涵芬樓
線裝本第 138 － 148 冊，卷 53，第 2b 頁）；
參見常志靜：〈道教傳統中的東華帝君及其社
會背景〉，第 94 － 95 頁及注釋 45，以及卿希
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 2，第 601 頁。林
靈素被視為東華帝君的化身，參見史卡：〈宋
元時期的儀式運動、神靈崇拜和道教的轉型〉，
第 436 頁。有關林靈素與宋徽宗的關係，參見
司馬虛（M.Strickmann）：〈最長的道經〉（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第17期，1978年，第331－354頁；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 2，第 597 －
604 頁；以及戴維斯（E. Davis）：《宋代社會
與超自然現象》（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火奴魯魯（Honolulu）：夏威
夷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年，第 27、34 － 38 頁。眾所周知，宋徽
宗喜好方士，魏漢津就是其中頗為有名的一位。
據說他的老師是李良，而李良在唐代也被認為
是李八百，參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
卷 2，第 593 頁。

25 江西龍虎山（天師道總部所在地）是很多道派
和道教運動的中樞，享有很大的權威；這種權
威起初是非官方的，在元初和明代則得到了官
方的認可。參見史卡：〈宋元時期的儀式運動、
神靈崇拜和道教的轉型〉，第 415 － 416 頁。

26《九天雷晶隱書》（卷 8，第 1a 頁，載《道
法會元》，DZ 第 1220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884 － 945 頁）中的雷法據說傳自「神霄玉清
真王長生大帝」和「紫光天后摩利支」（斗母）。
史卡指出，林靈素本人就是青華帝君下凡，其
降臨人間的目的在於向人間宣告神權時代的到
來，同時將神霄派的主要典籍傳播人間，參見
史卡：〈宋元時期的儀式運動、神靈崇拜和道
教的轉型〉，第 436 頁。

27 有關雷法科儀的研究，參見史卡（Lowell 
Skar）：〈行雷法：十三世紀的一場精心準備
的雷法度亡科儀〉（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
der rites），《遠亞叢刊》（Cahiers d'Extrême-
Asie）第9期，1996－1997年，第159－202頁。

28在柯道沖1324年為《玄教大公案》所寫的「序」
（DZ 第 1065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34 冊，第
1a － b 頁）中，他將劉海蟾視為南北宗的「共
祖」，傳承序列為：金闕帝君—東華帝君—鍾
離權—呂洞賓—劉海蟾，劉海蟾南傳張伯端南
宗，北傳王重陽北七真。而陳致虛（1298 －
1335後）則在其1325年撰《上陽子金丹大要》
（DZ 第 1068 號，涵芬樓線裝本第 736 － 738
冊，卷 1，第 1a － b 頁）中，視呂洞賓為南北
宗共同的宗祖，其序列為：華陽真人—（王）
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呂洞賓之後分為兩
支——一支經劉海蟾傳張伯端南宗，一支傳王
重陽北七真。參見鮑菊隱：《道教文獻通論》，
第 179 － 186 頁；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
卷 3，第 374 － 382 頁；橫手裕：〈全真教的
南宗與北宗〉；以及普里加迪奧、史卡：〈內
丹〉，第 471 － 472、479 － 481 頁。譯者按：
原（英文）注釋（翻譯為漢語）是：「柯道沖
在《玄教大公案》『序』中，認為呂洞賓是南
北宗共同的傳承來源，給出的傳承序列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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