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 爐 與 治 籙
———正一發爐與靈寶發爐的比較

廣瀨直記

提　 　 要

陸修静《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張萬福《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

儀》和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等道教科儀之中，道士無論在“發爐”還是“出

官”的儀式，都要召出自己的體内神，而在與“發爐”對應的“復爐”儀式裏，却没

有召回體内神的過程。本文要闡明的，即是這種“重複”與“不對應”現象之所

以産生的歷史原因；並以此說明，其背後存在的是，六朝時代有治籙的道士與

没有治籙的道士之間的張力。

關鍵詞：發爐　 出官　 治籙　 指教齋　 靈寶齋　 道教科儀

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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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發爐祝曰：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臣甲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

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玉童、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

十六人出，關啟此間土地里域真官正神。臣今正爾燒香傳授，願得太

上十方正真生炁，降注臣身中，令臣所啟速達，徑御至真無極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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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法師復爐，祝曰：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此間傳授之所，自然生金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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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案前，令臣得道，克獲上仙。弟子某甲

等受福，内外家口蒙恩。十方仙童玉女，侍衛香煙，傳奏臣向來言請，徑

至玉皇上帝几前。（４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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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魏傳訣》中的祝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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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静戶之時，當目視香爐，而先心祝曰：〈南真告云：閉氣拜静，使百

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此謂初入

便閉氣存想，祝爐燒香，通氣又閉，而拜祝四方，毎一方竟，通氣

也。……凡静中吏司，皆泰清官寮，糾察嚴明，殊多科制。若不如法，

非但無感，亦即致咎禍害者矣。今謹述入静次第立成之法如左：先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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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束帶，刷頭理髮，裙褐整浄，巾履齊潔，兩手執笏。不得以紙纏裹。

既至戶外，漱口三遍，仍閉氣，擧右足入戶。次進左足，使併進前平

立，正心臨目，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四人，並在戶内兩邊側

立，又龍君在左，虎君在右，捧香使者二人俠侍香爐，守静玉女俠侍

案几。都畢，乃通氣，開目正視香爐，乃心祝曰：〉太上玄元五靈老

君，當召功曹使者、左右龍虎君、捧香使者、三炁正神，〈行二朝者，當

益云及侍經神童玉女。〉急上關啟三天太上玄元道君。〈奏聞上清

宫。〉某正爾燒香，入静朝神，〈奉行東華秘法，以某本命日，去某本

命九十日，平旦入静，朝太微天帝君。又以某生日，去某生（月）

〔日〕一百八十二日，夜半入静，朝太上高聖君。〉乞得八方正氣來入

某身，所啟速聞，徑達帝前。〈太微天帝君玉闕紫宫前，太上高聖君

瓊闕下。〉（６ｂ—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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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鑪。

太上玄元五靈老君，當召功曹使者、左右龍虎君、捧香使者、三炁正神，急

上關啟三天太上玄元大道君。臣等正爾燒香，清旦齋事，願得八方正炁，

來入臣等身中，所啟速達，徑御至真無極道前。（《正一指教齋清旦行道

儀》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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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出静戶，正向香爐而微祝曰：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當令静室忽有芝

草、金液、丹精，百靈交會，在此香火前，使張甲得道之氣，獲長生神仙，舉

家萬福，大小受恩。守静四面玉女，及侍經神童玉女，並侍衞火煙，書記

某所言，徑入三天門玉帝几前。?（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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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代以前道教科儀中的發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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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

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

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關啟某處土地里域真官正神。臣今正爾燒香，奉

爲某官某乙〈正、普〉薦〈亡親某乙、在會衆魂〉等，修建無上黃籙大齋，三

日三夜。以今初夜，宿啟登壇，朝真行道，補職宣戒，關盟諸天，願得太上

十方正真生炁，降流臣等身中，令臣所啟速達，逕御太上無極大道，至真

玉皇上帝御前。

右發鑪，爲關啓真靈之始。出金籙簡文。經道分三洞，教亦殊科。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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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五靈五老神真云，爲上清發鑪；太上靈寶無上元尊云，爲自然發鑪；傳

言玉女上奏皇君云，爲洞神發鑪；太上玄元五靈老君云，爲正一發鑪。其

他難以概舉。至於靈寶，盡本金籙簡文矣。（１１ａ—ｂ）

¶¡��v7}，øDï�¸�“�0øD”、“'¤øD”、“]�øD”、“g

-øD”½“?ÙøD”。ü¤8¾��zy“?ÙøD”-Ë，ù���v·

�，�“.�.ßIZ�.<ñ�yÐ”Ò²7øDº�x'《?ÙN�籙�

"》，!ðÛl%?Ù（7øD）��$=《�籙�"》，{�ï�&é�øDA

�“?ÙøD”。?éo-&，̂ ">-sw�7《Á<¯》T7øDï���?

ÙøD，>Esw�7《Í ¼》ä®£Dï���g-øD。ø='¤øD，

×u�¾l¢F，瑏瑠î�ój�{¹，ømÌ;1�Ï，$%8¾'¤øD。ù

ü=�0øD½]�øD，ï�Ìÿ'Õ�Fj{��7《.� �》

（ＨＹ１１３０）T×�¾l¢F。

H~°6《.� �》á÷D�《.´Å`》。瑏瑡é48¾��zy“øD”

-Ë，ù[|üp7s¼A�“³D”，̧ ©úÇ：

又叩齒十二通，祝曰：

香煙玉女，上奏三皇真君、三十六天神仙靈官。小兆男生臣甲，謹爲某郡

縣某甲某事，建洞神三皇齋。請正爾登壇入室，燒香開啟，即日上聞，徑

進紫宫，仰達三皇真君前。（８ａ）

仍復鑪曰：

香煙玉女、侍直衆官，當令靈壇之上，有隱芝玉精，在此香火前，令臣等得

７６２發爐與治籙　

?

瑏瑠

瑏瑡

“?ÙøD”é8%�，!F�rÈG´°÷Ò�zy7。ÈG´：《;Ï²À¯�M
ú》，k １８５、２６２。
Ê#"� Ｐ． ３２８２《?Ù'¤Å¯》（q）、《]I?Ù'¤Ë¯》（ＨＹ５２２）、《]I?Ù'¤
Å¯》（ＨＹ５２３）T7øDu�'¤øD，f�?ÙøD。
《.´Å`》x'《.´ÅS¢¯》，U�7¢�F¿Ì9�®{|《]I?Ùld"》
（ＨＹ１２６８）|Ï。Ì¨Ë¶：《〈.´ÅS¢¯〉の¢Sについて》，《gÍ¿VGVGd"
GIiî¾�》> ５６ �> １ ¸�（２０１１ L），k ８６—８９。



仙，身生紫絡羽文，某家享福，天下同懽。侍壇玉女，傳奏臣言，上達三皇

神君前。（１６ａ）

é4²Æ�“3¿êR”k“.´�Ð”½“.D�ß7�Ù?�”��]�.

´Å7Ò�。�T，“3¿êR”ï¶þ�&0¿J,êR，�«=0¿7�

?，�î6,Þ³�。ÜÍ，³DT7“W3êR”，ï¶4《Í ¼》x®£D

T7“à®÷:êR”-o，�à�¯�u�{7�?。《.� �》á.D(

《Á]�.´¯`》T，�¾úÇ8Ã：

次入壇燒香發爐法。

香煙之女，上白皇君。小兆真人姓名甲，清齋絶塵，期靈五通，上願成真，

滅禍生福，上昇三天。（２ａ）

U£":¨A�“øD”，²ÆÌé4���“3¿|R”��“́ Ð”。ÜÍ，

Ê#"� Ｐ． ２５５９《�º Á¯》瑏瑢7《Áe.´�》T¾«¤=øD7s¼，ü

¤8¾“øD”-Ë，ù[|üp7s¼A�“³D”，̧ ©úÇ：

師初北向，微祝曰：香煙玉女，上白三皇真君。某甲正爾燒香醮礼，拜請

三皇真君，願降以靈炁，下入某身，所啟逕御三皇真君几前。（行 １１３—

１１５）

畢乃燒香，復爐曰：香煙玉女，真皇降臨，上還天府。授受之身，並已荷

福，香煙飛散，與道和合。（行 １４９—１５１）

«¤=øD7L¸T，²Æ¾0“?<”mä'oÞ³。《Í ¼》ä®£D½《Á

<¯》øDT，�w�mäÞ³7<（̧ ©�“(ºg<”、“ñ�D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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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l=“�º Á¯”，B|Vê>�：《²ÀMのIi》（¤U：¤UVG¤'K�#L，
１９６４ L），k ３０６—３１２；Vê>�：《Ê#²N·Q��》（Ì!：¢Õ�M，１９７８ L），k
３３１—３３２；Îæ：《²ÀNM{&》（¢�：Ô`�Ä，２００７ L），k ３２１—３３９。



¿”），¾G)·�é�mäÞ³7<K�¢Þ³�，瑏瑣ù�é47“3¿êR”u

¶I~�mäÞ³7<{�。_�Ì³DT，²Æk3¿êR%，ªô7�´*

�ß6，Áe.´�72âe¢|ð，3¿{�，[²<Ûð。¶¡é88Ã，

“3¿êR”7�:Q�{�|ð[²<Ûð73D¿，fu�²Æ7Þ³�。

�:{3Ð7¢F，[《.�>籙VÅS¢¯》T“ ³êR��´Ð”7

]�øDuPF-^，ù�[《.´N》�]�N"¾l，_nH~&é�øD

��]�øD。

�Ç&，H~J{《.� �》álDl《ñ�ÇZÅ`》、álD�《ñ�

TZÅ`》、álD?《ñ��ZÅ`》。°6øD½³D�(F7《ñ�TZ

Å`》T[|«¤7L¸：

便進齋堂内，東向香爐祝曰：

中元五靈、五老神真、金仙玉童、太華玉女、左右龍虎、侍香仙官，關啟九

天元始天王、虚皇玉帝、上聖天尊。臣今燒香，旋行禮經，願得中元无極

自然正真之炁，降入臣身中，受臣口中秘言，所啟速聞，徑御高上玉帝几

前。（２ａ）

當還東向，叩齒三通，三捻香，祝曰：五嶽五帝、神仙使者、三炁正真、左

右龍虎、天仙、地仙、飛仙、五嶽香官，當令招致十方正炁、自然金液、丹

精、芝英，九玄玉真，交會齋堂，洞觀臣身中，使臣學道得道，求仙得仙，飛

行太空，騰景九天。玉童玉女，侍衞香煙，奏達所啟，上御高上无極太上

大道玉皇几前。（１０ａ—ｂ）

U"8¾“øD”、“³D”7tn，ùa¤�:ü3D{!7£"。-6Ò²

（《ñ��ZÅ`》78Ã�“�ZZ?、ly��”）ùï�±²，é�《.�>

籙VÅS¢¯》Tw�7�0øD。«J=《Í ¼》ä®£D½《Á<¯》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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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àQg¶：《²ÀのÅ�¯ºの·PのÝ¢》，k ６３。()·�，é�mäÞ³7<[ø
DTòx7�?u-j¾l。



D，é4Ò²8¾w�“ñ�IZl?yÐ”|Oòx�?7XÞ，ùr=lU

7üo�“�ßZ�ßÎ”、“�´ê�”、“�dß¢”×dê�Q7�?（lU

7üo&Ì>÷s¸�），Ùµ�?�8¾2�“ëT”-Ë，{�¥��c《Í

 ¼》7ä®£D。fÌ³D7L¸，u±��ì“¹ã�[Ð”|Í，��ø

DT8¾xý7�?，ù�ü=“lql�”、“lq3�”×ï���I~�l

q7�?，øm8¾�©7}r��Þ³�。

ÜÍ，《.� �》á÷D《Á]��0¯`》T�¾øD½³D。é8³

D[ñ�Å7³D«c，ùøD2[ñ�Å7øDu�，_���òx²Æ7

Þ³�：

發爐祝法。

无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召出某等身中虚无自然飛仙功曹、神仙

使者、左右飛龍、太真玉女、五帝直符，各三十六人，關啟此間土地真官正

神。臣今正爾燒香宿露，令所啟速達，逕御无極玉帝、至真高上萬聖几

前。（２ａ—ｂ）

《Á]��0¯`》��0N7 Á¯�，Y6Ò²ùï�±²，éu��0ø

D，f¥�c?ÙøD。瑏瑤

S|，áU¾3Ð¢F|½，ùü=《.�>籙VÅS¢¯》w�7l�ø

D，ú¹H~5Ô]�½�0*�ï�¨·>Ì=;1�Ï7øD，�î&�

T7�?I~�Þ³�。�ù�%，2�“ëT”-ËòxÞ³�，o��?Ù

øD7�»，fÌ;1�Ï7øDT，Ùu���7`S。

四、 發爐與出官的關係

G�，《Á<¯》é�:¨òxÞ³�7?ÙøD，�'�FÄx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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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Z�NÛ3àåé¼》（ＨＹ１３１３，４ｂ）T�¾�o7øD。



Vê>�7Ii，é�øD!gx'ld¾F《ñ�]I?Ù½�ê¼éN》

（ＨＹ３５２，�ÇwA《ê¼éN》）á�，瑏瑥�T¾úÇ8Ã：

諸以啟願求道，投刺行事，莫不悉先東向叩齒三通，捻香呪曰：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我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

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玉女、五帝直符，各三十六人出，關啟

此間土地四面真官。我今正爾燒香關啟，願得十方正真之炁，入我身中，

令所啟上聞，徑御無上至真大聖尊神玉帝几前。（１６ａ—ｂ）

é-â%，²Æu�U¼、kP×|Ï，�°Î3!!。ü¤8¾“øD”-Ë，

ù�,y[øD«$。[《Á<¯》«J，ìKòx7�?�¾u�|Í，8¾

�ÛÚ©，$^�ï�+��“.�.ßIZ�.<ñ�yÐ”Ò²7?Ùø

D，Ç:&�A�“Î3!”。ÜÍ，Vê°÷H¹x，é8Î3!�《Í ¼》

7ä®£D�$%fÝ¢，l,�øDq~uK《]I?Ù+Ý|6�"êù

:�î》（ＨＹ１４００，�ÇwA《:�î》）。瑏瑦《:�î》7øDúÇ：

次發爐。

无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

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玉女、五帝直符，各三十六人出，出者

嚴裝，關啟土地里域四面真官。臣今正爾燒香行道，願使十方正真之炁，

入臣身中，所啟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至尊玉皇上帝御前。（２６ｂ—

２７ａ）

¥¦é8øDÌ³，《:�î》T7-â（２４ｂ—３７ａ）,�“�籙Å”，_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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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Vê>�：《²ÀとそのN"》（Ì!：�"Ä，１９９７ L），k ２１２—２１５。
��。《ê¼éN》7Î3!½《:�î》7øD�¾u�，Ï)7“.�.ßIZ�ñ�y
Ð”Ìð)�¢K“.�.ßIZ�ñ�²Ð”，ù^"GuJ{é8�æ。



� �》álD.《�籙Å`》T，瑏瑧_n《:�î》é-âï�6,ß�P7

¯�。�T�¾³D7s¼，Vê°÷·�，é8³D��《Í ¼》7x®£

D�$%Ý¢7。瑏瑨

Ç:，H~&>EsTw�7《Í ¼》ä®£D、¹ÀÅ7øD×g-ø

D，½《ê¼éN》Î3!、《:�î》7øD×?ÙøDu�Jß。ä°，ª«

lm7�lU7üo。lU�¹òx7�?[�Û�?u�9,；《ê¼é

N》T，lU7üo�“n¿Rd÷:��”，《:�î》T�“Rdhü÷:�

�”，fÌ《Í ¼》½《g-¹ÀÅ0ö�²¯》T，̧ ©�“.ßñ�IZ²

Ð”½“.ßñ�IZV²Ð”。é8“.ßñ�IZ²Ð”��¨rK7

“²”，[“ñ�IZl?yÐ”-o，�ß:²7Qê�。ù�，《ê¼éN》½

《:�î》T7“n¿Rd÷:��”、“Rdhü÷:��”，þ�Rd�，Ùç

“.ßñ�IZ²Ð”é�Qê7�?。¡(){±，Ìß:²7x�¯�

T，瑏瑩²Æ�Þ³òx7�?{lU7üo，[n!��c。øú，《g-¹À

Å0ö�²¯》T¾úÇ8Ã：

分别關啟泰清官屬監齋君吏、天師所布下二十四治諸官君將吏、道上二

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七十二官三官考召、直日直符、五嶽四瀆、丘沼

廟神、山林孟長、山川溪谷，及此間州縣鄉里里域真官、注炁監察考召、土

地之主、社里邑君。（１ｂ—２ａ）

ä°，é47lUüoT，“ÿ0�k÷ÅÐ=”½“ß:{«ÇED÷è

Ü�Ð&=”�ß:²�¾7�?，u|=《ê¼éN》½《:�î》；ù�“û”

t�Ç“n¿uÊ^hhü��”7Rd�，[?ÙøDT7lUü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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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u�øD7L¸þ¾-V“�øD£”，²wKyÞ³8。
Vê>�：《²ÀとそのN"》，k ２１２—２１５。
x�·^�ß:²7¯�。ÂUÆ：《²À¯ºのx�UÿにÏするÜ�æ》，ÃÐx/
g°÷Ì¯¾!{ÕN�K�：《TÑtöにおけるëÞ·'¤·´Ù》（Ì!：Ìº�
M，２００４ L），k ４４１—４４８。



«�。

�¼，ü=“lU”|Ï7L¸，《ê¼éN》½《:�î》7?ÙøDT，̧

©ï|“ô.D�2x”、“ô.D�2x，x)ÛO”。é³%�g-øDT8

¾，ùÌ《g-¹ÀÅ0ö�²¯》7x�T，¾úÇJ�âD¸«$78Ã：

謹出臣等身中五體真官功曹吏， 出臣等身中治職君吏、建節監功大將

軍、前部效功、後部效殺、驛亭令、驛亭丞、四部監功謁者，及臣等所佩仙

靈二官直使、正一功曹、治病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

吏
、
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瑐瑠各二人出，出者嚴装顯服。（１ａ—ｂ）

r=ÌlUüo½lU|ÏL¸�7«$，()Ø�《ê¼éN》7Î3!½

《:�î》7øD，u4ò�Kß:²7g-øD，�q~KÛ~x�¯�7�

Z。瑐瑡^">.sTS¯�，üòx7�?2�“ëT”�?ÙøD7�»；J

{øn，H~u-v·�“ëT”é8�»，½'ß:²x�¯�T“ëTlÞ

��e1=”×%�。

G�，�'�?ÙøDu4ò�g-øD，Hq~Kß:²x�¯�7�

Z�？()76�úÇ：

ä°，《ê¼éN》½《:�î》7,)ò�g-øD，%:Û~VÊ�ß:

²7¯��B�，�'o7¯�。ù�，3R·�V^¢�=Ò;7ñIL

 Á¯《 ÁNO¯m¼》（ＨＹ１２２８）T，瑐瑢¾àtx"ó：“:.è籙，Çux

�。ux�)，ä£øD，�Î3，Ýkÿà®，aù<,”（１４ａ）。rn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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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Ö�üpÇ,T®Ö�7L¸。
àQg¶°÷¹x，øD�Ìx�7$%�Ý¢7Ð¯�。àQg¶：《²ÀのÅ�¯º
の·PのÝ¢》，k ４９、６３。ù�，Û8¾me�g-øD½?ÙøD7Ú©。�iÛ7
6�，.{g-øDH�?ÙøD，��òx²Æ7Þ³�，_nÛ·�S~���x�
ø2�&7¯�。
l=《 ÁNO¯m¼》7¢�L1，���Üj�;1Fj，¾\�6�。()QÏH
Qu�ë�Þm，Gµ&Sj�Ò;。



²Æ8¾ß:²7è籙，瑐瑣ùu¶u�x�；瑐瑤f§z8¾è籙，�oï�u�

øD。瑐瑥_n()Ø�，《ê¼éN》½《:�î》7,)r=u¶iæß:²7

x�，�f&x�7�Z+Ø�øDT，«øD�¾x�7e¶；,³|，《ê

¼éN》7Î3!、《:�î》7øD×?ÙøD，·^ù��uu�x��Ï

w�,7。øú，《:�î》T7-â，qvøD、³D×ß:²7�Z，¢�-

8ß�P7¯�，ÙÌ《.� �》álD.TA�“�籙Å”；ù��T8¾

x�7s¼，{�§z8¾ß:²7è籙，�ï�u�¯�7FvÑ。ÌÇ,

T，ü《:�î》�籙Å½《g-¹ÀÅ0ö�²¯》¹ÀÅ,K-8Jß，H~

ï�ü*)7lÖ¾¥0»7KI。

《g-¹ÀÅ0ö�²¯》（１ａ—２ａ）：

g-øD（òx«=®%½3D7�?→lUQê�）→�3→+?→x�（òx 籙�7

Þ³�）→lU ED÷è7�?、Rd� →�UQê�、<�→³�→÷º�→.�3

《:�î》（２６ｂ—２７ｂ）：

?ÙøD（òxÞ³� →lURd�）→A�ê→�UQê�、（<�）→.�3→+hD
ºß¢

　 　 ¶¡�,ï±，《:�î》ü《g-¹ÀÅ0ö�²¯》7“x�（òx 籙

�7Þ³�）→lU ED÷è7�?、Rd�”，��K�T®¯¾è籙µ

¶u�7ß:²�Z（®Ö�），Ù&¼Ç7L¸wÏ�øDT&。�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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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瑐瑥

l=“籙”，B| 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Ｚｈｅｎｇｙｉ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g-籙”，《3¤T"VGTA"rI
i{Gv�N》（２００５ L），k ３５—８８；ÈG´：《ß:²Á籙î¯———Ê#h^ Ｓ２０３ �
{》，《TªIidlM¦³{ÕN》> ７７ ^> １ ¸�（２００６ L），k ７９—１６６。l=“è”，
B|\Aà：《²þ½î�》（ÿ!：T9��，１９４９ L），k ３３０—３５１；�{j（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¼、ÈG´�：《ED÷è½ß:²7V¿[î¯¯ë》，《�AhG》> ７ �（ÿ
!：T9��，２００２ L），k ２１２—２５３。²Æe-ÒlD&G籙|ð，µï�ùè¨。!
cÓÿ`（Ｔｅｒｒｙ Ｋｌｅｅｍａｎ）°÷ø,K¾lß:²7C¼，�T�¾ü“籙”½“è”7ë
�Ii。Ｔｅｒｒｙ Ｋｌｅｅｍａｎ，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ｓ牶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ｏｉ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ÂUÆ：《²À¯ºのx�UÿにÏするÜ�æ》，k ４４１—４４２。
Q.'：《ß:²における�à¯ºのÝ¢》（�Æ{"Ð�），《gÍ¿VGVGd"G
Iiî¾�》> ５１ �> １ ¸�（２００６ L），k １４５。



《:�î》7,)Ìq~ß:²x�7�F，óìK¾lè籙7�Z。rnï

�Ø�，《:�î》7,)8¾è籙。《:�î》�籙Å|Í，《.� �》álD

-《:�Å`》、álDE《.ZÅ`》、álD÷《>籙Å`》�û8Ã.ZÅ

7?ÙN《ñ�V².Z`íÅñ��》（ＨＹ４１７）×;1�Ï7?ÙÅ，�8

¾x�7s¼。|{�ún，()·�，g�_�é³¯�7,)8¾è籙。

ú�{%，?ÙøD·^��uu�x��Ïw7，¤fÌ《Á<¯》、《Ã

.]�"l�g-!º籙S¢¯》、《ñ�>籙Å¯》×ð&7î¯�T，?Ù

øD|ð，2lxýKx�。G�，&S~êðÌ-C7¯�，�'�FÄÝ¢

7？《ñÐ�2R?ÙÅOº¯ÜN�¼》（ＨＹ５３２，�ÇwA《RÅN》）��?

ÙN|-，�T¾ß:²7x�，瑐瑦ù�{u�7øDu�?ÙøD，f�g-

øD（B|^">ls），_nï�Ø�Ì《RÅN》|Ï，HQxýøD½x�

�-7ýo。¡()Þm，Ì¢�L1Jß¨j7ý>¢FT，!gxýé8

�-ýo7，ù�9�®7《Á<¯》。瑐瑧H~·�，ï¶�9�®Ì}²À

î¯F，&iN�¾x�e¶7?ÙøD[x��¼êð，fé�¯�，ð&

l �K1Ð¢、�)´×2。ù��me7�，《Á<¯》T，gÅqâ瑐瑨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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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²Æ¶u�《RÅN》7?ÙÅ，eµ¼Û~¾è籙；fé¤¾è籙，ùpU&Û~6,ß
:²7²Æ，_�e籙eµ¼ß:²7äâ。
ÈG´°÷³·7《�Z�籙�"》T，�ï�6�?ÙøD½x��-7ýo；ú¹�
éo，9�®��《Á<¯》F{y7�?ÙNT，ùiNxýKé�ýo。|ÈG´：
《;Ï²À¯�Mú》，k １４４—１５８。¡È°÷%，EDd¾÷DL1ÿ!VGkmÀÁ
ÌÊ#�ÔF，�¤d2~þ7Ê#h^TÜ«《ñ�]I?Ù�籙�".Zº¯'¤
�N》7ì>º¯D-Ö，�T-ÖxýK“x�”-Ë。|ÈG´：《ß:²Á籙î
¯———Ê#h^ Ｓ２０３ �{》，k １０７。()ÌÎæ°÷7¼,T×�Ké8Ü^，�T¾
úÇ8Ã：“�Z�籙�"�Ù`ó：£Åº¯，Fäè<，:¤ÌÏ，1S�|¹�，ã3
C-'，SÃ:kÌ，x�，lt¼!，Ôe'\，âú��。”“�Z�籙�"�Ù`ó：£
Åº¯，:1Sx�3，-FÕC，Ìk.�3，!ó：¼�?dÐ�IÖ��，�Ñß�，
6×'¤，+f.�。”|Îæ《²ÀNM{&》，k ３７８ k。é4¨J¾“x�”-Ë，ù8
¾È°÷{³·7x�¯�。fÌÎ@"°÷�Õ7《�Z�籙�"》ú"T，�×u�
x�¯�78Ã。|Î@"：《Ê#�?ÙN[×;²À》（ÿ!：T9��，２００２ L），
k ５９１—６０９。ÜÍ，《.�>籙VÅS¢¯》á.DEw�øDF，a¡《�Z�籙�"》，
ùw�x�Fga¡《RÅN》，éÌ《ñ�>籙Å¯》T��ún。_n，()Ø�《�Z
�籙�"》T，H8¾?ÙøD½x��-7ýo。
《Á<¯》7¯�r“lU£Å”、“gÅ�²”、“�3³e”.8qâê¢。ÈG´：《;
Ï²À¯�Mú》，k １９１。



�?ÙøD|ð7x�，�òx《]I?ÙED÷÷¨N》（ＨＹ１３９６）T{3Ð

7�?7Ðx�，u�é�x�（§?Ùx�），Q®��ß:²7è籙。瑐瑩f

《Á<¯》lUqâ7x�，̈ J��ß:²7è籙，r²Æòx籙�8Ã7Þ

³�，lUED÷è7�?；ùÌé4²wKøD78Ã，þ¾-V“¼øDú

�”（４ｂ），u¨j�g-øDH�?ÙøD。u�é¤²w，u�pU·�[

gÅ7øD-oø？uUéo，H~ï�¨j，《Á<¯》TxýK?ÙøD½

x�êðÌ-C7ýo。

五、 補論———指教齋和靈寶齋的先後關係

Ì�"T，H~¶¡《g-¹ÀÅ0ö�²¯》J{K?ÙøD½x�7

lÖ，é4üé�¢Ft=*»。>-»�，ú1Ø¤°÷{¹x7，瑑瑠“g-

øD→x�……³�→³D”é�¯ë，¾ï¶Ìß:²7�à¯�TiNÝ

¢。_�¶¡《Í ¼》78Ã，²Æuä®%F，��u�g-øD；G�，ú

¹²ÆÌ®%u��à，瑑瑡�}ù�N�øD、x�、³�、³Dé³vÑ。é

o-&，?ÙøDTx�7�Z，ù¾ï¶u��¹ÀÅ，f���à¯�q

~7。ù^"|{�zy《g-¹ÀÅ0ö�²¯》，�_�ømÌ;1�Ï

¾l�à7ý>¢FT，H×u�“g-øD→x�”é-¯ë。

>E»�，¹ÀÅ,�ß:²7Å�¯�，�[?ÙÅ7°ðlÖ。ün，

�;é48¾J{7®�，ùé¤zy《g-¹ÀÅ0ö�²¯》½《g-¹À

Å¯》,�¢F，H�]Ê�0-ÇS~7&l。ÈG´°÷·�，é³¢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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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ÂUÆ：《²À¯ºのx�UÿにÏするÜ�æ》，k ４５６—４５８。
1Ø¤，《ß:²5}�'�ßÙà？》，k １７４。
�ÆäÌ《Í ¼》“ä®�”7x~T%：“ûà�èV|F，°¤ún，¤ðï�Üÿ
�。”（６ａ）ù�，《Í ¼》7g"T�¾úÇ8Ã：“.:Q¾L，¤�àûä®，�ß:Ð
l2、�&ÒED2。”（１５ａ）“Çï�à�|。Çïä®µ3，�t÷º，��0&。”
（２３ａ）¡n“ä®”½“�à”$%�*8u�7¯�。ï�，9�®Ì《9°÷²âîw》
（ＨＹ１１１９）T%：“�%�^´|{……&ù3D、3t、à�、�[÷ôfi。”（４ｂ），�T
7“à�”�â�à"7�S。|ù½i³《“®%”�》，k １３４—１３５。rnï±，®%�
�u��à7{。



¢�=c�ðj，Ì;1N�K�õ。瑑瑢()uPF�eÛ76�，瑑瑣ù�@·

S~Ì;1�ðN�K�õ，øú《g-¹ÀÅ0ö�²¯》T7“n¿uÊ^

hhü��”，ï¶ùe�Ò1�ð��ÚG7T²。瑑瑤

nÍ，È°÷X1，é³¢FT7¹ÀÅ，�?ÙN7T²®û8²À，

§÷“?Ùr”7hî|Ç，ß:²ò�?ÙÅ�x&7。ÛH¹x，¹ÀÅ

½x|《ßÀN》，¢�=ÌÍÜø½©F，V�[“?ÙÐN”�F。瑑瑥È°÷

ë�ÓJK¹ÀÅü?ÙÅ7ò�，ùü=ò�7¶¡，$%þ¾《ñÐ¹Ù

º��N》T{|“1ß:e?ÙÅf,《ßÀN》”7Ïÿ，瑑瑦�û�)´|ð

²Æwx7“Å�x=?Ù”76�。瑑瑧�Û+5，#%��Ì¹ÀÅò�K?

ÙÅé8¯{7Ïw|Ç，-µ¹x¹ÀÅ½?ÙÅ、《ßÀN》½?ÙN7¤

�»，f8¾�xTîé8¯{7sj{ú¡。ÜÍ，ü=《ßÀN》7“Fs

Å”ò�K《Z�ly½�ê+�"ß�N》（ＨＹ２２）75»，瑑瑨()·�2«

oe|7Î"@°÷，�6�H¥¾²}。瑑瑩

[È°÷6�«o，()·�，¹ÀÅ7X�s¼½¯ë，��Ì�?Ù

N|Ï，·^ù>Ì=ß:²¯�|T7。ä°，《g-¹ÀÅ0ö�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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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ÈG´：《ß:²ßÀÅ�（�+）》，《TªIidlM¦³{ÕN》> ８０ ^> ３ ¸�
（２００９ L），k ３８０。ÜÍ，Ä©2（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g·�S~¢�=;1。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ｅｄｓ．，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ｏｚａｎｇ，ｐｐ． ４７８—４７９．
È°÷·�《g-¹ÀÅ¯》T7“Qe”、《g-¹ÀÅ0ö�²¯》T7“²”，��é
³¢FÌ;1�ðe��õ7´�。ÈG´：《ß:²ßÀÅ�（�+）》，k ３８０。ù�
é³Ë�，Ì《.� �》T�ï�×�。
¤f，é���ÚGu¶¢�tóL17sj{ú¡。ù¤è7：《.](²îí¯$の
¢Sについて》，Ãù¤è7、ミシェル·スワミエ（Ｍｉｃｈｅｌ Ｓｏｙｍｉ）�《²ÀIi》> １ �
（Ì!：�ñÄ，１９６５ L），k ８５—８８。
ÈG´：《ß:²ßÀÅ�（Ç+）》，《TªIidlM¦³{ÕN》> ８０ ^> ４ ¸�
（２００９ L），k ５２５—５３３。
ÈG´：《ß:²ßÀÅ�（�+）》，k ３５７—３６０。
��，k ３６６—３７２。
��，k ３７２—３８０。
Î@"：《Ê#�?ÙN[×;²À》，k ３５７—３８１。ù�，ü=¹ÀÅ½《ßÀN》¢S
=.AÃÍ|Ï75»，()Ùu�e。f《ßÀN》7“FsÅ”e�K À7T²，g
gúÈ°÷{%。ÈG´：《ß:²ßÀÅ�（�+）》，k ３７５—３７９。



“øD”（１ａ）½“÷º�”（２ｂ—３ｂ），《g-¹ÀÅ¯》7“øD”（１ａ—ｂ）、“÷º

�”（１ｂ—３ａ）、“³D”（６ａ—ｂ）×s¼，|=ÌÍTj¢�7《Í ¼》（６ｂ—

７ｂ、７ｂ—９ａ、１０ａ）；f《g-¹ÀÅ0ö�²¯》7“x�”（１ａ—２ｂ）、“.�3”

（４ａ—５ｂ）|=《�0>��<¯》（ＨＹ１２８４。２ｂ—４ｂ、２３ａ—ｂ），éL"#È°

÷Ø�¢S=÷d¾Tðj。瑒瑠

�¼，È°÷·�，¹ÀÅò�K?ÙÅ�S7Å�¯ë，§?ÙÅr“l

U”、“�²”、“³e”.8qâê¢，f《g-¹ÀÅ¯》½《g-¹ÀÅ0ö�

²¯》̧ ©«¤=�T7“lU”½“�²”。瑒瑡¹ÀÅ½?ÙÅ¨J¾«�¯

ë，ù�é�¯ë，Ì《�0>��<¯》TiNxý；È°÷'o�%，Å�7

.â¯ëï¶½=ß:²7¯�。瑒瑢ÜÍ，《ñ�î》Tï�6�“lU”、“�

²”、“³e”7yË，瑒瑣È°÷·�，é³Ë�《ñ�î》�9�®7î¯�T<

yf&，瑒瑤_�“lU”-Ë!g�9�®Ò�zy7；瑒瑥ùÜ-º:，Ûl·�

《ñ�î》¢�F¿�½©Fj，Ì9�®��《Á<¯》7½©Tj|Ï，瑒瑦é

�6�%u3。瑒瑧

�¼，《g-¹ÀÅ0ö�²¯》T¾“øD—x�……³�—（³D）瑒瑨”

7üp¯ë；È°÷¹x，“øD—³D”̄ ë&'《Í ¼》，fÌn|�C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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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ÈG´：《ß:²Á籙î¯———Ê#h^ Ｓ２０３ �{》，k ９９。ü《�0>��<¯》7¢
�F¿，()GFa¡È°÷76�。fÄ©2°÷，gØ�éL"#¢�=.d¾。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ｅｄｓ．，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ｏｚａｎｇ，ｐｐ． １３０—１３１．
ÈG´：《ß:²ßÀÅ�（�+）》，k ３８１—３８２。《g-¹ÀÅ¯》Ò²¾“lU¯”（１ａ）
-Ë，%:《g-¹ÀÅ¯》8«¤=¹ÀÅ7“lU”qâ。
ÈG´：《;Ï²À¯�Mú》，k １５９。
Vê>�：《²ÀとそのN"》，k ４７６—４７７。
ÈG´：《ß:²ßÀÅ�（Ç+）》，k ５２６。
ÈG´：《;Ï²À¯�Mú》，k １８６；ÈG´，《ß:²ßÀÅ�（�+）》，k ３８１—３８２。
ÈG´：《;Ï²À¯�Mú》，k １８５。
�o7`S�øy=“³D”。È°÷·�“³D”-Ë!g|=9�®7¼,，ùJB
�，《ñ�î》TiNxý。ÈG´：《ß:²Á籙î¯———Ê#h^ Ｓ２０３ �{》，k １２７；
ÈG´：《;Ï²À¯�Mú》，k １８５—１８６；Vê>�：《²ÀとそのN"》，k ４７８。
《g-¹ÀÅ0ö�²¯》T8¾³D78Ã，ù�é¤¾øD7s¼，«pdù¾³D。



“x�—³�”̄ ë7，g�?ÙÅ。瑒瑩¤f，ú1Ø¤°÷{¹x7，瑓瑠“ø

D—x�……³�—³D”é�üp¯ë，¾ï¶Ìß:²7�à¯�TiN

Ý¢，_nu¶%¹ÀÅò�K?ÙÅ。

!ð，()·�，《RÅN》7?ÙÅ�Ì¹ÀÅ7$%�Ý¢7，�T:

£¥òKß:²7“øD”（１ｂ）、“x�”（１ｂ—３ｂ）、“³�”（３ｂ—４ａ）、“³D”

（４ａ）、“.�3”（４ｂ—５ｂ）×¯�。�øDL¸úÇ：

太極真人曰：入齋堂東向，向香鑪祝曰：

太上靈寶老君，當召真官、功曹使者、左右龍虎、直符、捧香使者，關啟無

上三天玄元大道。臣等正爾入静，燒香朝真，願得太上十方正氣，來入臣

等身中，所啟時聞，逕御真一玉皇几前。（１ｂ）

[《g-¹ÀÅ0ö�²¯》7g-øD«J，“ñ�IZl?yÐ”�¢K“ñ

�?ÙyÐ”，“(ºg<”�¢K“Dºg<”，£x?ÙN7�»。¤f，�T

8¾“ëT”-Ë，lU7üo��“.�.ßIZV²”，�c《Í ¼》7“.

ßñ�IZ²Ð”½《g-¹ÀÅ0ö�²¯》7“.ßñ�IZV²Ð”；{�

Sd&6，H�g-øD。ÜÍ，《RÅN》T，øD|ðH¾x�7s¼，�³

8[《g-¹ÀÅ0ö�²¯》7x�$^«�，�Du�Ì=，“lU”、“�

U”7üoT¸©¾“?Ù�k”（３ａ）½“?Ù÷ÅV�:”（３ｂ），é4l£x

K?ÙN7�»。

rnï|，《RÅN》7?ÙÅuyß:²¯�7�F，lCäK?ÙN7

�Z；f¹ÀÅ，guò?ÙN7�Z。_n，[�%¹ÀÅò�K《RÅN》

7?ÙÅ，uú%《RÅN》7?ÙÅò�¹ÀÅ，ÙÌ�TCäK?ÙN7�

Z，¥ð%`}。ú¹�ð)，H~ï�½ö“#�ß:²¯�→ß:²¹À

Å→C�?ÙN7�Z→?ÙÅ”7ø2��；ù�Ï)7_，þ¾½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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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ÈG´：《ß:²Á籙î¯———Ê#h^ Ｓ２０３ �{》，k １２６；ÈG´：《;Ï²À¯�M
ú》，k １６４。
1Ø¤：《ß:²5}�'�ßÙà？》，k １７４。



ß:²¯�→C�?ÙN7�Z→?ÙÅ→}�?ÙN7�Z→ß:²¹À

Å”7ø2��，H�¾³÷Ç。

�:J{K¹ÀÅ½?ÙÅ7°ðlÖ，G�¹ÀÅ�k��FÝ¢

7？瑓瑡 l=é-»，ü¤¶zy7¢Fu\，ù�¶¡�:7J{，�¢SF¿

7ÇÊ，pUÌ《RÅN》¢�|Ï；f��Ê，ú¹Ö����°÷76�，瑓瑢

�Ìß:²cc�ð。

六、 結　 　 語

^"Ì>-sT，¹x9�®《Á<¯》、1Ð¢《Ã.]�"l�g-!

º籙S¢¯》½�)´《ñ�>籙Å¯》T，>Ì¼“øD½x��-”、“øD

½³Duüp”*8�æ。é³î¯�7øDT，�½x�-oòxK²Æ7

Þ³�，ùÌ³DT，28¾³�-oò*Þ³�7��。=�Ì>EsT，̧

�K|=《Û�w¼》áÇ《Í ¼》7FjøD（§ä®£D），¹xä®£D

Tòx7�?u�Þ³�，f�«=®%�3D7�?；&S~��Þ³�7

6�，�8¾¶¡7。>.sT，̂ "a¡《.�>籙VÅS¢¯》üø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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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àQg¶°÷·�，¹ÀÅÝ¢=《.ß³IN》（ＨＹ１１９６）¢�|ð7½©Fj，�}r
�《g-¹ÀÅ¯》½《g-¹ÀÅ0ö�²¯》Tï�6x“.ß”tö7T²。àQg
¶：《²ÀのÅ�¯ºの·PのÝ¢》，k ４３—４６。ù�，{�“.ß”tö7T²，Ì《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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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１９９０ L），k ４８２—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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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ｐ． １６８—１６９．ÈG´½1Ø¤°÷��eÛ76�。|ÈG´：《ß:²
Á籙î¯———Ê#h^ Ｓ２０３ �{》，k １０６—１０７；1Ø¤：《ß:²5}�'�ßÙ
à？》，k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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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øD”と“³D”の�8》，《アジアの"rとtö》> １９ Ø（２０１０ L），k ２９７—
３０７。
�Ù�8：《ñ�Å�とその§いxたち———���0¯ºの$%7Ii》，《ÌOのt
öとLÀ》> ３２ Ø（２０１５ L），k ９９—１０１、１０７—１０９。øú，《]�ñ�ñÚ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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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C�

\Aà：《²þ½î�》。ÿ!：T9��，１９４９ L。

ÈG´：《;Ï²À¯�Mú》。ÿ!：T9��，２００８ L。

Î@"：《Ê#�?ÙN[×;²À》。ÿ!：T9��，２００２ L。

Îæ：《²ÀNM{&》。¢�：Ô`�Ä，２００７ L。

（E）{"

ÈG´：《ß:²Á籙î¯———Ê#h^ Ｓ２０３ �{》，《TªIidlM¦³{ÕN》> ７７ ^

> １ ¸�（２００６ L），k ７９—１６６。

ÈG´：《ß:²ßÀÅ�（�+）》，《TªIidlM¦³{ÕN》> ８０ ^> ３ ¸�（２００９

L），k ３５５—４０２。

ÈG´：《ß:²ßÀÅ�（Ç+）》，《TªIidlM¦³{ÕN》> ８０ ^> ４ ¸�（２００９

L），k ５０７—５５３。

ÂUÆ：《9�®〈ñ�]I?ÙÁ<¯〉FÓ》，Ã《>-@²ÀÙ²"rABIJK{"Õ》

（QR：ASTUVG，２００６ L），k ６２３—６４０。

1Ø¤：《ß:²5}�'�ßÙà？》，Ã�Z«X�：《ß�： ¡"r[ý1ÄK》（c!：

Ât2)x[Ä，２０１０ L），k １７１—１８７。

�{j（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¼、ÈG´�：《ED÷è½ß:²7V¿[î¯¯ë》，Ã《�A

hG》> ７ �（ÿ!：T9��，２００２ L），k ２１２—２５３。

二、日文

（-）C�

àQg¶：《��²ÀMIi》。Ì!：�"Ä，１９９０ L。

ÂUÆ：《²À¯º"�のlM7Ii》。Ì!：«��d，２００４ L。

Vê>�：《²ÀMのIi》。¤U：¤UVG¤'K�#L，１９６４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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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ê>�：《Ê#²N·Q��》。Ì!：¢Õ�M，１９７８ L。

Vê>�：《²ÀとそのN"》。Ì!：�"Ä，１９９７ L。

（E）{"

àQg¶：《²ÀのÅ�¯ºの·PのÝ¢》，ÃàQg¶�：《²ÀのÅ�¯ºのtöM7I

i》（Ì!：±��"，２００６ L），k ３９—６４。

Q.'：《ß:²における�à¯ºのÝ¢》（�Æ{"Ð�），《gÍ¿VGVGd"GIi

î¾�》> ５１ �> １ ¸�（２００６ L），k １４３—１４５。

Q.'：《“øD”と“³D”の�8》，《アジアの"rとtö》> １９ Ø（２０１０ L），k ２８９—３２０。

�Ù�8：《ñ�Å�とその§いxたち———���0¯ºの$%7Ii》，《ÌOのtöと

LÀ》> ３２ Ø（２０１５ L），k ８７—１１３。

ÂUÆ：《²À¯ºのx�tÿにÏするÜ�æ》，ÃÐx/g°÷Ì¯¾!{ÕN�K�：

《TÑtöにおけるëÞ·'¤·´Ù》（Ì!：Ìº�M，２００４ L），k ４４１—４６９。

Ì¨Ë¶：《〈.´ÅS¢¯〉の¢Sについて》，《gÍ¿VGVGd"GIiî¾�》> ５６

�> １ ¸�（２０１１ L），k ８５—９８。

ù½i³：《“®%”�》，《ÌºGv》> ５９ 1（１９８７ L），k １２５—１６２。

ù¤è7：《.](²îí¯$の¢Sについて》，Ãù¤è7、ミシェル·スワミエ（Ｍｉｃｈｅｌ

Ｓｏｙｍｉ）�，《²ÀIi》> １ �（Ì!：�ñÄ，１９６５ L），k ５—１０８。

三、英文

（-）C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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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E）{"

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Ｚｈｅｎｇｙｉ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g-籙”，《3¤T"VGTA"rIi{Gv�N》（２００５

L），ｐｐ． ３５—８８．

Ｍｉｃｈｅｌ Ｓｔｒｉｃｋｍａｎｎ，“Ｔｈｅ Ｍａｏ Ｓｈａｎ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６３

（１９７７），ｐｐ． １—６４．

Ｍｉｃｈｅｌ Ｓｔｒｉｃｋｍａｎｎ，“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ｃｈｅｍｙ ｏｆ Ｔａｏ Ｈｕｎｇｃｈｉｎｇ，”ｉｎ Ｈｏｌｍｅｓ Ｗｅｌ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ｎａ Ｓｅｉｄｅｌ，

ｅｄｓ．，Ｆａｃｅｔｓ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牶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ｐｐ． １２３—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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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ｉｓｈ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ｚｈｉｌｕ）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ｅｐ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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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Ｚｈｉｊｉａｏ ｆａｓｔ，Ｌｉｎｇｂａｏ ｆａｓｔ，Ｄａｏｉｓｔ ｒｉｔ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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