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作為靈寶法的淨明法： 

南宋淨明法的批判與接受兼談 

近世道教幽科幾個要素

淨明法雖然在許遜信仰的層面及「淨」字符等具體符法方面可以

向前追溯至晉唐時代的孝道派，但其成立卻是在南宋建炎二、三年

間，在此之前至少在名義上是不存在淨明法的。孝道派的經典如《慈

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雖然有部分保存下來，並得以收入《正統道藏》，

但是否被南宋淨明法所接受，就目前的認知而言尚不清楚。1實際

上，無論是《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還是作為許遜聖傳的《孝道吳許

二真君傳》，本身也都不包含法術內容。至於《赤松子章曆》所提到

的《孝道仙王一十八階征山神將籙》2雖然未保存下來，從名字看應是

神將名錄，也可能包含圖像。而這一「神將籙」是否為南宋淨明法新

出的「淨明院」所吸收而成為淨明法部中神王將吏的組成部分，由於

資料的缺乏，也無法論證。

拋開這些與晉唐孝道派的脆弱聯繫不論，作為一種新興道法，

南宋淨明法的法術與儀式實踐，就《正統道藏》中所保存的文獻而

言，主要見於《太上靈寶淨明入道品》、《太上靈寶淨明秘法篇》、《靈

寶淨明大法萬道玉章秘訣》、《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等，此

外，還有一些諸如《靈寶淨明院行遣式》、《太上淨明院補奏職局太玄

都省須知》等文檢與職格的彙編，涉及傳度、度亡、驅邪等諸多方

面，應該說還是比較豐富的。儘管如此，除個別儀節外，幾乎找不

到對比較完整的淨明法立成之儀的描述或轉述。不過，淨明法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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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再造傳統：淨明科儀的文獻研究

式、符法及戒律中的某些內容，由於南宋以降湧現的科儀書特別是

《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金允中《上清靈

寶大法》、《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等多種靈寶法文獻的批判、徵引或者

改編，得以融入道教儀式發展的洪流，成為近世道教科儀特別是幽

科的構成要素。

第一節　「淨明經、法」、「靈寶大法」 
與《上清靈寶大法》

南宋淨明法與「靈寶」或者靈寶法的關係，由於金允中的鼓吹

與批判，成為一個討論淨明法時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從形式上來

看，南宋淨明法文獻，其定名大都前綴「太上靈寶」或者「靈寶」，因

而，在名義上或者分類上似乎可歸類於靈寶。3

從內容上來看，較早出世的《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

明黃素書》仿照靈寶真文創製了屬於淨明法自己的〈黃素真文〉，作為

淨明內煉功夫「黃素法」的核心；而《太上靈寶淨明秘法篇》、《太上

靈寶淨明洞神上品經》則模仿《度人經》（〈靈書〉上、下篇）創制了屬

於淨明法自己的淨明〈靈書〉上、下篇（品），作為「淨明經、法」的核

心。稍後編訂問世，作為淨明弟子「補充參受」的「靈寶大法」（也稱

作「上清靈寶大法」） 4的《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則是依《度

人經》演法，明確以〈靈書中篇〉及五方真文為道法基礎。5而此點與

先已出世的〈黃素真文〉及淨明〈靈書〉上、下篇（品）顯然存在宗旨上

的差異。

為解決這一差異，在今本《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6開篇即

指出元始天尊說經之時「始有淨明二篇〈靈書〉，明王因之造《法》著

《經》」，7強調淨明法自己的淨明〈靈書〉上、下品與《度人經》有相同

的來源，所以《太上靈寶淨明秘法篇》和《太上靈寶淨明洞神上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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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作為靈寶法的淨明法 ︱ 71

與《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是可以並行的。這一立足於源頭之

上的論述是相當有效的。從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中化用《太上靈

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情況來看（詳後），金允中提出的「靈寶乃孝

道明王之教，以孝弟為主」，「孝道明王之教傳付許旌陽，初即靈寶

也」，8正是在接受了這一源頭敘述的基礎上所作之闡釋。

不過，雖說「初即靈寶」，「淨明秘法」畢竟「與靈寶分派」。9在

出法或者說經典編制過程中，為了進一步調和〈靈書中篇〉與〈黃素

真文〉、淨明〈靈書〉上、下篇（品）之間的主從高下，今本《太上靈寶

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在《度人經》「赤明開圖」一段下解說稱「此是元

始天尊敘祖炁化生玉字，出書度人之次。謹按恭華梵形落空，四字

出於玉京山，主天元開運、變化之靈。以此考之，則〈靈書中篇〉在

開圖之初，謂之中者，炁之和融而成書。一生二，二生三，則〈靈

書〉上、下二品因之以生。貫三為一，則〈黃素〉八十一字次之。〈靈

書〉二篇應於陰，陰中有陽，日宮孝道明王主之。八十一字應於陽，

陽中有陰，月宮孝道仙王主之。陰陽之後，五行生。五行生而分五

位，於是有赤書五老之文」。10〈靈書中篇〉自然成書，進而生淨明〈靈

書〉上、下篇（品），貫三為一，作為陰；〈黃素真文〉則作為陽，遂

有五篇赤書真文。這樣的解釋，將淨明法自己的淨明〈靈書〉上、下

篇（品）與〈黃素真文〉融入赤書真文與〈靈書中篇〉之間，既強調〈靈

書中篇〉、赤書真文出自元始祖炁自然化生的源頭地位，也承認淨明

法的淨明〈靈書〉上、下篇（品）與〈黃素真文〉並非人為造作的次等文

字，而是從〈靈書中篇〉而出，也就是同樣可以追溯到元始祖炁。

值得注意的是，金允中化用了此段描述，稱「此乃是元始天尊大

梵祖炁化生玉字，出書度人也。而〈靈書中篇〉在開圖之初。謂之中

者，中和之炁，融而成書，故曰〈中篇〉，孝道明王主之。五炁分而

列五位，於是赤書玉字五篇敷落，故五老上帝主之」。11儘管刪去了

淨明〈靈書〉上、下篇（品）與〈黃素真文〉的部分，體現他對與「靈寶

分派」的「淨明秘法」一貫的不認可或者說偏見，但他還是在源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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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孝道明王主〈靈書中篇〉，也即孝道明王之教初即靈寶，而這應

是在接受《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所訂立的出書次第基礎上，

才進一步作出的符合他自己確立「靈寶大法」正宗意圖的調整。

令人困惑的是，金允中既然不認可淨明法或者淨明秘法，又為

什麼會接受《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這一論述呢？難道只是為

了要完成像「東漢正一天師應運挺生，科條薦布，於是齋修之典章、

表儀之燦然昭煥，斯為洞神之道、正一之宗。東吳左仙翁玄受靈寶

洞玄科品，於是傳上章謁帝之科、元綱飛步之訣。至晉許旌陽行孝

道明王之教，遂有驅妖馘毒之法、濟世立功之文，悉皆洞玄之道、

靈寶之宗，自古至今不可誣也」12或者「若《靈寶大法》自葛仙翁而經

典宏敷，至許旌陽而法法大備。雖混元法亦以許君為宗」13這樣的靈

寶大法演生史述，援許旌陽而自重嗎？

從淨明法文獻的一側來看，《靈寶淨明院行遣式》所收〈奏《度人

經法》補帖〉提到「靈寶淨明宗王上帝降洞神堂，昇玉局座，演說《靈

寶大法》、《淨明經法》、《黃素法》，流傳下界，濟度天人。今來復見

歐陽教師等奉真旨編到《靈寶大法》四卷，乞傳授行持。本壇除已保

舉繳奏真師，乞告下天省、關牒靈寶法內天真外，合給帖者。一〈靈

寶戒牒〉一道。一《靈寶大法》四卷。一〈道君法印〉一顆。一〈泰玄

都省印〉一顆。一〈總監鬼神印〉一顆。一準格，初階，先具所授籙

職，補充：參受《上清靈寶大法》，統攝三界，邪魔皈正，管太玄都

局事。及請降靈寶神王、靈官、玉女、吏兵等贊助行持」。14帖中所

說《靈寶大法》從該帖標題可知即《度人經法》，亦即《太上洞玄靈寶

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在帖中又被稱作《上清靈寶大法》。15同時，帖

中開列的〈靈寶戒牒〉據《靈寶淨明院行遣式》所收〈戒牒文〉，內容為

〈上清靈寶十戒〉，不僅見於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還見於王契真

《上清靈寶大法》、《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等，16似乎應是「上清靈

寶大法」或者「靈寶大法」所通行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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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度人經法》與「靈寶大法」的關係，《太上洞玄靈寶

淨明飛仙度人經法》本身也有說明。原本應「載於序例」，現混入今

本《太上洞玄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卷一正文的「區貫七事」中，在

前兩條講述元始祖炁化成玉字及萬物之後，第三、四條稱「三明《靈

寶大法》，自然生成圖書，總括萬象，為三才機紐，含融於《黃素》之

書，要約於《淨明三十五篇》之奧，詳悉於《飛仙度人之寶法》。四明

《靈寶大法》，為三洞之祖教，《黃素》則蓄其造化，《淨明》則著其關

鍵，《飛仙度人寶法》貫而詳通，發指樞戶者也」。17所謂「靈寶大法」

或者《靈寶大法》根據自然生成圖書的描述以及上下文，似乎應指赤

書真文與〈靈書中篇〉，或者說是指《度人經》，但上文第一事既然已

提到元始化生玉字，此處表達就顯得有些不恰當，似乎還是應該指

在〈靈書中篇〉或《度人經》基礎上成立的《靈寶大法》。《黃素》之書即

《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黃素書》。《淨明三十五篇》即

《太上靈寶淨明洞神上品經》。它們所包含的〈黃素真文〉及淨明〈靈

書〉上、下篇（品）與〈靈書中篇〉、赤書真文的關係如前所述，雖然

宗旨不同，但都可以追溯到元始祖炁，所謂「含融」、「要約」、「蓄其

造化」、「著其關鍵」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而《飛仙度人之寶法》

或《飛仙度人寶法》即《太上洞玄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由於是據

《度人經》「隨經意，明以為法」，18那麼也就可以被稱為是對《靈寶大

法》的「詳悉」、「貫通」。不過，如此看來，似乎表明《太上靈寶淨明

飛仙度人經法》並不能等同於《靈寶大法》或者「靈寶大法」，與前舉

〈奏《度人經法》補帖〉的表述似乎存在矛盾之處。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太

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雖然本身也被稱為《靈寶大法》，但本來卻

是在某種舊本《靈寶大法》基礎上編訂而成的；其二，則是因為所謂

的「區貫七事」也並非《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創造，而是改

編自舊本《靈寶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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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問世，〈奏《度人經法》補

帖〉雖然首先講述了靈寶淨明宗王上帝說經神話，而這一神話中的

《靈寶大法》是與《淨明經法》、《黃素法》並列的，但隨後也提到他們

乞傳授行持的《靈寶大法》是由「歐陽教師等奉真旨編到」。也就是

說，就出經神話而言，歐陽教師等所編《靈寶大法》是靈寶淨明宗王

上帝所說《靈寶大法》的人間化；就經典編撰而言，《靈寶大法》雖是

新「編到」的，但卻是有所本的。此點也可以《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

人經法》本身的表達相印證。該書中稱「元始〈中篇〉玉字，出乎大梵

之炁。分之而為字，合之而為聲，妙之而為符，約之而為呪。於西

漢靈寶之書，則有飛篆散殊之體，皆因經言，所以濟用。吾今《飛仙

度人之法》，本於舊載，參於仙房，以增以除，以證靈寶之法，貫通

不遺。今略取《靈寶》一二所載，以辯其為同。⋯⋯凡六者，皆靈寶

法與《度人》有異處，求其離合之自然，則一也」。19所謂「本於舊載，

參於仙房，以增以除」就是指《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在舊有

文獻的基礎上編訂而成，而這個舊有文獻應該就是已經存在的「靈寶

法」、《靈寶》或者《靈寶大法》（可能就是《靈寶淨明大法萬道玉章秘

訣》引據的《靈寶大法》）。20因此，不論《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

是對《靈寶大法》「貫通不遺」，還是「貫而詳通」，都是對舊已存在的

《靈寶大法》的改編，其編訂完成之後也自然可以稱為《靈寶大法》，

甚至《上清靈寶大法》。21

關於「區貫七事」，除見於《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以外，

也見於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金允中接受了《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

人經法》的「區貫七事」，但將有關《黃素》、《淨明》及《飛仙度人經法》

的內容全部刪除，改造為新的〈七事區貫品〉。22其中，第三、四條，

金允中改為「三明靈寶，自然生成圖書，總括萬象，為三才機紐。四

明靈寶，為三洞祖教，出生一切聖人」。23顯然，他察覺到了「靈寶大

法」的表達存在不恰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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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中將兩處「靈寶大法」都改為「靈寶」，與他個人的經驗有很

大的關係。作為《上清靈寶大法》的「正宗」傳人，金允中很明白「靈

寶大法」或者《靈寶大法》儘管包含了〈靈書中篇〉或者《度人經》，但

卻是法，不是經，與作為經的《度人經》或者〈靈書中篇〉是有先後主

從之分的，具有源頭意義的只能是經，不能是法，因此，他無法接

受為「靈寶大法」安排「自然生成圖書」這樣的文字描述。此點也可以

為他所說「靈寶之道，正屬洞玄，然而貫三洞之樞機，涵諸經之奧

妙。自徐來勒真人付葛仙翁，而經教漸彰。孝道明王授許旌陽，而

科法大備」24所證實。而作為《上清靈寶大法》的整理者，在面對作為

「靈寶大法」或者「上清靈寶大法」的《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

時候，他對「靈寶大法」這個容易與《靈寶大法》或者《上清靈寶大法》

混淆的表述也有著天然的聚焦，不能夠接受可能存在的文本失誤或

者邏輯問題。當然，他的這一改動，並不完全是針對《太上靈寶淨明

飛仙度人經法》的，從第四事的「出生一切聖人」與第七事的「及經中

備有萬法」來看，如果不是指向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也是指向天

台系統的「靈寶大法」（參見表1.1）。

按《靈寶淨明大法萬道玉章》卷首在署「太陽玄宮昌明閣掌圖籍

小兆」序之後有一大段文字引用「天真皇人《八明訓解》」，但僅述至

第二明，之後則另起一段述三十二天罡炁、帝君、卦爻等，再後則

是〈修行之法〉。根據序中提到該書為「無上三真說璇綱清炁，採取

玄範之圖；注練百開，生成玉字之經；一身三聖，萬道同體之書；

神動天隨，念動化移之法；洞觀三界，徹視萬靈之妙」，與該書現

存內容大體相合，那麼，引用八明似乎只是為了說明赤書玉字之誕

生，因而似乎並非闕失了六明，而是僅僅引用了兩明。從引用的這

兩明來看，與「七事」存在明顯的文本關聯，特別是第二明在解說時

引用作「復採錬此炁為寶，餌之登真」，25與《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

經法》第六事的文字完全一致，可證「七事」確實是從「八明」改編而

來。至於完整的「八明」，則見於《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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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開聰品〉，同樣的內容也見於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卷一〈開宗明

義門〉，二者文字大體相同，互有錯訛。其中，《靈寶無量度人上經

大法》第二條中「至開皇劫，分隸三元，化生諸聖」一段銜接於「莫非

玄、元、始三炁也」之後，文脈較為通暢，只是最後提到自然生成圖

書「總括萬象之元，陶鑄群品之機，出產仙真之紐」與第三條的主旨

一致，而第三條則是「八明」中唯一沒有配以闡釋文字的，因此，王

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將此段列入第三條並非沒有道理，就此而言，

雖然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似乎是作出了合理性調整之後的文本，

但仍難斷定此一部分內容究竟應以何者在先，並且，不排除二者所

據文字的祖本可能從「皆出於赤書玉字」以下原本即屬於第三條（參

見表1.1）。26此外，《靈寶玉鑑》卷一〈道法釋疑門〉也列有「八明」，

雖然文字與前二者差異較大，但其中部分條目所表達的意義是相同

的，部分文字也應有文本上的關聯。

將此八明與七事的文本進行比對，不難發現金允中雖然有意選

取了《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七事」作為他自己所認定的正

宗，但他也非常明白原本的靈寶大法應該是「八明」而非「七事」，因

此也時時參考天台系統的「八明」，只是對「八明」那些「繁瑣鄙俚」的

解說文字基本上盡數放棄，其中也包括講述「大法三品」的第八條。

就第三、四兩條而言，在各自的文本語境中，第三條中的「靈寶

大法」、第四條中的「大法」自然應是特指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或

者《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本身。至於「自然生成圖書」的問題，鑒

於《靈寶玉鑑》第三條為「當明《靈寶經法》，皆出於混洞赤文」，27表明

第三條如前所論確實應是說明「靈寶大法」與赤書玉文（《度人經》）

之關係，可知《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的第三事在此確實存在

表述上的不恰當之處。而《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第三事除淨

明的部分外，與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刪去「大法」）及《靈寶無量

度人上經大法》文字完全一致，與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則僅有「樞」

與「機」的一字之差，如果不考慮傳抄致誤的問題，「樞」與「機」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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