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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珍藏了一本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黃綾定本《玉

皇經》，此善本可說是目前道教《玉皇經》研究中的重要版本，因為它保存了南宋

以來的轉經儀式完整經本，與豐富而有用的序跋資料。其在道教經典史的價值，主

要可歸納如下：一是根據附錄的南宋程公許兩篇〈玉皇經跋〉，不僅可以考察當時

四川蜀本的形式，瞭解其流變的軌跡；更可追溯最初《玉皇經》出世的背景與因

緣。二是元人黃日新的〈序〉與〈校勘記〉，不僅詳述《玉皇經》重要版本的來源

與演變；並利用當時《道藏》相關資料校正，逐一指陳他所見湖南地區《玉皇經》

版本的內容與訛誤。三是經由黃綾本所保留的誦念《玉皇經》文前的「啟闕」（請

神）文字，比對《正統道藏》本《文昌大洞仙經》（CT5）卷一、卷二，可證實二

者出自同一系統；可推論《玉皇經》出世的地點應在四川蓬溪縣，且由劉安勝道壇

後輩的乩手扶鸞書出。四是卷末所附的四十四則誦經感應故事，承擔了承先啟後的

關鍵角色：上可考察其故事的來源與變化的情形，探索其中內含的意義，下可追索

之後版本中保存的痕跡，以明瞭相關版本的關係。

道教、梓潼、扶鸞、玉皇經、程公許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李豐楙教授指導，投稿後又得到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修正意見，特
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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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宋朱弁（1085-1144）撰《曲洧舊聞》卷1：「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寮所上章疏，令御藥院
繕寫各為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又如清人顧嗣
立（1669-1722）編《元詩選初集》卷40 貢師泰（1298-1362）《玩齋集》〈明仁殿進講．五首之
二〉：「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從容聽講罷，許教留在御床邊。」（以下古籍
版本未註明出處者，皆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

2      北宋末李燾（1115-1184）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6〈仁宗〉：「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
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為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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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日新序〉：「至于天篆符文、密，乃上學之士，佩服修行所用，萬中無一，故不翻行。」

4      本文已獲《道教研究：宗教、歷史與社會》創刊號審查通過（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
法國遠東學院共同發起出版的學術期刊），待通知出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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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序為：〈淨心口神咒〉、〈淨身神咒〉、〈安土地神咒〉、〈淨天地神咒〉（後另有四行小字咒
語）、〈五星神咒〉、〈金光咒〉（有功訣）、〈發爐〉、〈玄蘊咒：雲篆太虛〉（後多「沈滯能自
痊，塵勞溺可扶。幽冥將有賴，由是生仙都。」）

6 〈長跪禮奉：仰啟玉清境〉後，接三十五組不同志心皈命，禮請頌文：1.無量度人元始天尊、2.無
量度人靈寶天尊、3.無量度人降生天尊、4.光嚴妙樂國王聖父天尊、5.寶月光皇后聖母元君、6.穹
蒼聖主玉皇大天尊、7.現無量功德之身玉皇大天尊、8.現清淨自然之身玉皇大天尊、9.現神明堅固
不壞真空無上法身玉皇天尊、10.分身應化玉皇天尊、11.玉帝應身清淨自然覺王如來、12.經筵啟
問高虛清明天主帝君、13.天地始祖五老上帝天尊、14.法筵啟問玉虛大帝、15.經筵啟問昊天上
帝、16.慈悲度厄真人、尋聲救苦真人、濟生度死真人、萬福護身真人、17.傳經演教歷代祖師神
仙聖眾、18.太乙尋聲救苦天尊、19.校經主宰天樞上相法主道君天尊、20.北極真武佑聖真君玉虛
師相玄天上帝終劫濟苦天尊、21.三天上相玄都丈人扶教度人大法天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六合無窮
高明大帝降魔護道天尊、22.四眾八部大乘菩薩梵天一切金僊、23.夜光玉女、一切元君、24.九千
萬人諸真聖眾、侍衛左右妙行真人、25.自然大僊、天真皇人、26.遵奉帝敕護持經人周流沙界神僊
兵馬、無鞅聖眾、27.無極真元清皇上帝九天寶冊司命天尊、28.先聖至聖文宣王興儒盛事天尊、
29.三天次相九 丈人丹霖大帝無量度人天尊、30.九天開化主宰七曲靈應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
更生永命天尊、31.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太使太乙定命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32.神仙感應妙通丹
華慈濟文顯真君定光澄明普度天尊、33.雷主中天火 律令炎帝天君太乙雷聲普化天尊、34.雷霆
都司元命真君蓬萊都水使者雷聲應化天尊、35.十方帝君諸仙聖眾神僊兵馬十極神王……醮筵感應
一切真靈。

7      廣成子先生曰：「道藏經書數幾多，二兆五億七萬過九千三百八十一，半在人間半大羅。經通天
上所有者，計一百九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卷，人間即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至元壬午（元世祖
至元十八年，1281），焚歸大羅。」按戊午年（元憲宗八年，1258）年起到至元十七年（1280）
的多次釋道辯論與爭執中，道教失敗，元世祖遂下令焚燬《道藏》（1244 年刊竣之《玄都寶藏》）
經版。《元史》〈本紀第十一．世祖八〉：「（十七年二月）丙申，詔真人析（祁）志誠等，
焚燬《道藏》偽妄經文及板。」但此次未盡焚毀，所以至元十八年又再次下詔焚經，據〈聖旨焚
毀諸路偽經道藏經之碑〉（《佛祖歷代通載》卷21）所記：「戊午年（1258）僧道持論，及至元十
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偽經始末，可書其事於後。」「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版本
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又釋道辯論與爭執，請參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の確
執〉，頁142-202。

8      按《正統道藏》本《太微仙君功過格．序》西山會真堂無憂軒又玄子序曰：「余於大定辛卯之
歲（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
格，令傳信心之士。）可知《太微仙君功過格》出世於1171年，此只節引〈功格三十六條〉內誦
經功德經文（5a），與〈過律三十九條〉內誦經、寫詞章時犯過部分（9a-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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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闕玄穹主高上玉皇尊諸佛聖師萬天帝主，演三卷五品之妙法，周十號萬德之洪名，放十七大光
明，示三十種功德。拔度生死，運化古今，一萬二千三十六字，《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
經》。

10    金書玉字妙難思，誦者天真必護持。三十願成皆仗此，志心歸奉莫教疑。

11  〈黃日新序〉：「今日新得仰本四十件感應（按1324年後多4件），即採諸經新驗者數端，用廣
其傳，以斯功德，上報四恩，下資眷累，解冤懺罪，長福消，長賴人天，普資利益者。」又
言：「持誦《玉皇經》應驗，不可泯沒，刊列于後。」

12    筆者所見為雍正十三年（1735）舊刻、光緒十九年（1893）重鐫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直
解》（下簡稱《直解本》），臺灣老道壇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均藏有此版本；而《重刊道藏輯要》
大體依照此一版本，故卷中頁25亦引述相同文字。相關版本流變將另文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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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吉安法師黃日新自至元甲士遷居長沙，緣率眾建斗壇，崇奉香火，誦經

苟活。（至）至治癸亥，僅三十年，多有積愆未退，懺謝四恩莫報，有

愧人身。今則日新減日簿（薄）味，戒葷持素，日逐誦經，以所傳經

俸，命工刊刻《玉皇本行經板》一部，敬用懺雪 愆，超昇祖禰。日新

用心半年，親手編寫，命匠雕刻，常時點視。（卷中，頁25）

1274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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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據《宋史》卷47〈本紀．度宗〉咸淳十年（元世祖至正十一年，1274）九月：「癸未，大元兵大
會於襄陽。丙戌，丞相伯顏將一軍趣郢州，元帥唆都將一軍入淮，翟招討將一軍徇荊南。丁亥，
大元軍薄郢州。」德祐元年（至正十二年，1275）：「大元兵徇沙洋城，京湖宣撫司遣總管王虎
臣援之。丙寅，城破，虎臣與守隘官王大用皆被執。」德祐二年（1276）正月：「文天祥、尹臨
安請以二王鎮閩、廣，不從，始命二王出閣。大元兵臨安，宗親復以請，乃徙。封 為益王，
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昺為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俞如珪為提
舉。大元兵至 亭山，鎮等奉之走婺州，丞相伯顏入臨安。」

14  「玄學提舉」一職，亦見於清人牛誠修輯錄的《定襄金石考》卷3所載元大德五年〈集賢庵創建觀
音堂功德之碑〉，末署「賜大清萬壽宮三洞講經大師太原路玄學提舉，賜紫，周希智篆」。收錄
於《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之13，頁10014。

15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續）〉，文長分別收錄於《道教文化》第4卷第8、10、11 期。
本文所引之處在第11 期頁22，其言：「唐人道舉科應試得中者，其人數難詳，可考者，祇僅元
載、陳少遊、獨孤及、李棲桐、姚子彥、靳能、盧復、竇涔等。」史料文獻可參見《舊唐書》
卷 9：「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
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考試。」《新唐書》卷44：「二十九年始置崇
玄學，習《老子》、《莊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第，同國
子舉送課試，如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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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宋史》卷197〈職官志．職官七．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
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北宋徽宗，1103）置，宣和三年（北宋徽宗，1121）
罷。」

17    張雪紅，〈論宋代提舉學事司的創制與其在教育傳播中的督導功能〉，頁195-199。

18    故宮黃綾本黃日新所得的「正本」，指1247 年付梓，1248 年印出的「仰有大正本」。然又據其書
卷中，所保存的〈仰有大跋〉（自署「宋淳祐八年歲次戊申（南宋理宗1248）正月九日新安祈山
受籙臣仰有大，法名 真書。」），則謂 1225 年的東蜀梓潼帝君校本為「正本」：「近得東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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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得其正本，自宋嘉定辛巳年間天樞上相校正，越五年，寶慶乙酉

十月五日，梓潼帝君復校正數字；又越十有六載，乃嘉熙四年庚子歲，

間朝貢程學士公許作〈跋〉；再歷八載，淳祐七年丁未，仰有大居士鏤

梓，印施千卷。嗟乎！自仰居士施經，至至治癸亥七十六年，經隔幾

手，傳之不一，魚魯成曾，烏焉為馬，訛謬愈甚。今來日新得之仰本，

自抽經俸，板行于世，就抄錄程學士所跋，仰居士施經感應因緣，刊于

卷末，庶知來歷。（卷上，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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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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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1247 1323

1240 20

1164
21 

正本（嘉熙四年，1225），看詳卒章，該載應驗事蹟三十餘條，有生死患難、兵刃、商賈、科第
之人，凡有敬仰，皆蒙其惠，誦之，使人凜然。」

19    請參見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推定〉一文考證。

20    按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 1920-）《宋代收藏道書考．宋代館閣及家藏道書綜錄》一書所引，
亦即此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杭州臨安府承天靈應觀蜀本。

21    曾撰〈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序〉，收錄於其所著《郡齋讀書後志》卷 1 前，其自署「淳
祐（1241-1252）庚戌日南至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書籍趙希弁謹序。」《四庫全書．郡齋讀
書志提要》考：「希弁，袁州人，宋宗室子，自題稱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以輩行推之，蓋
太祖之九世孫也。」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六卷第三期52

1249

1195-1200

1240

1240 1242 1247

《玉皇本行集經》有天樞上相張真人校正表文，及逐章注解，敘述誦持

大義；北極天猷副元帥為之〈序〉；七曲靈應張大帝為之〈跋〉，發揚

奧旨，開度天人，詳且盡矣。……鄉人欲此經之廣於東南也，捐金鋟

木，寘之杭州承天靈應觀，公許敬為識本末於下方。 宋嘉熙四年庚子

歲閏月嘉平日，朝奉大夫將作少監兼直舍人院兼尚左郎官兼國史院編脩

官實錄院檢討官臣程公許拜手謹書

《玉皇本行集經》近歲天樞張上相託鸞為之注解，公許 歲既為鄉人拜

手書〈跋〉矣。後二年，淳祐壬寅（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春二月

甲戌，猶子貢士子任，忽染寒疾，誤投涼劑；越三月，丁亥，病浸革，

精神煩悶，長少環泣，莫知所為。……先是子任避地遠來，篋中攜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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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彭山主簿孫文煥所校定注解經本，出蜀，誦持惟謹；中間所刊龍章鳳

篆，皆以藏教經本訂正，可信不誣。視今所刊，尤為詳盡，子任用是捐

金命工，悉加改正，俾見誦持，同獲無邊勝利。……此經靈驗事蹟，前

後不知其幾，蜀中所刊，久已成編。今姑以蒙被 恩貸一事，紀于下

方，以堅正信之心。 是歲夏四月己巳程公許百拜謹書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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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1221
23 1242

1221 1225

22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又按明永樂本所載1225 年九
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帝〈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序〉明言：「若然，則斯經也：九天副帥序其首，
蓬邑諸生致其請，天樞上相定其訛，濮陽喻生廣其傳。愚今又從清州和邑太一普化壇生楊顯雄託
鸞而記其盛，當附隆科儀而增大之，則千百載而下，此為全經將見。」

23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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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陳國符，〈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版〉一文考證甚詳，此部分收錄於《道藏源流考》，頁
135至156。

25    按明永樂本即按天樞上相註說，而將《正統道藏》張良本這一部份（2:8a-38b）移至卷中經文
後；但沒有《正統道藏》張良本的「五方天篆」（抄錄自《五老赤書真文》天篆）（2:5b-34b），只
有保留《赤書玉訣妙經》中的譯文部分。

26    前引〈仰有大跋〉已謂：「近得東蜀正本（嘉熙四年，1225），看詳卒章，該載應驗事蹟三十餘
條，有生死患難、兵刃、商賈、科第之人，凡有敬仰，皆蒙其惠，誦之使人凜然。」

27  《九天生神章經》3卷：「右 州虛觀道士王希巢 賢解，玉局散吏程公許為之〈序〉，西蜀譙
巖趙日休〈跋〉，朱文公嘗謂此經亦杜光庭所撰。」《太上感應篇》8卷：「右漢嘉夾江隱者李昌
齡所編也，希弁生父師 嘗為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曰：「趙公所序，禍福善惡
之報為尤詳，可謂愛人以德者。余嘗守袁，喜袁人之樂於趨善，因閱是〈序〉，矍然起敬，而程
公許、湯中維書之。」

2:8a-38b

2:5b-34b

24 

25 

1221 1225
26 

1242

1249

27 

1101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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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211

1211

29 1240

蜀敵難，七曲託鸞大書，以此經勸誘課誦。其有深信而持念不輟，感悟

而改過遷善，不為無人：或身被鋒鏑而得不死者，或舉家被執而得免

者，或遇賊兵而彼若罔見者。大夫、士避地遠來，為公許歷歷言之，皆

非誕妄。

1211

1234

28    清人阮元編錄《兩浙金石志》卷11〈宋程公許等題名〉：「雲臺散吏眉山程公許自武林過吳興，
訪郡太守東平劉長翁，命其子儒珍偕。」據《宋史．程公許傳》嘉熙二年（南宋理宗，1238）
時，程公許正因被彈劾去職。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頁10466。

29    本傳言：「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對照陸心源、伯剛甫編纂的《吳興金石志》
卷12〈回仙觀記〉，自署「淳祐九年（南宋理宗，1249）歲在己酉十月望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記」。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
第1輯，頁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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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宋史》卷41〈本紀第四十一．理宗一〉：「（紹定五年，1232）夏四月癸亥，以寶章閣直學士桂
如淵頃帥蜀日北兵攻城，不能謀合死守，而迫致軍民罹殃，反以聞詔褫職罷祠。」

31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頁69-70。

32    如故宮黃綾本後附感應故事之第26 則〈劉天澤免兵難〉，其敘述發生的時間即在稍後之南宋理宗
端平丙申年（1236）：「端平丙申，各躂兵犯蜀，有眉州丹稜縣東館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玉皇
經》，終如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躂遇，自謂必死，拜
以求免，且默誦寶誥。躂人連發數失，如有障隔，射經不中函；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
躂乃奔馬，劉遂解脫。人謂經功之報，俱不信歟！故經中所謂：『若在軍陣，默念是經，惡賊退
散之驗。』」

33    明人田汝成（1503-1557）撰《西湖遊覽志》卷12〈南山城內勝蹟．吳山〉：「梓潼帝君廟，俗
稱文昌祠。神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二年（宋哲宗，1087），加封輔元開
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1237-1240），蜀破，民多徙錢塘，而蜀人牟子才（南宋理宗官吏，進
士出身）等請立廟于吳山，其旁立二童，俗稱天聾、地啞是也。……徐一夔作〈疏〉云：『文昌
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關於宋
代梓潼神的發展，可參考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舉の神へ〉一文，討論
了文昌帝君從地方神到全國科舉神的歷程，收錄於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頁
389-418。另Terry Kleeman, “Wenchang and the Viper: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National God”

嘉定四年（1211）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陽

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

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

使桂如淵遁，30 三川震動，朝廷擢李埴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

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

用自足。

31 

1234

1242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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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1289

1217 1218

共分7章，主要探究了文昌帝君從地方雷神發展到全國文昌信仰的演變脈絡與相關信仰儀式；另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則提出了許多文昌神格發展與轉變的歷史詮釋觀點；又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一書按內容
分研究、翻譯和解說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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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明人周琦撰《東溪日談錄》卷5〈祭祀談下〉載：「〈玉皇誥〉，宋徽宗所撰。」

1 1218


34 

2 1221 1218 1220

1220 1221



3 1221 1225 1221

4 1225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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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25

1225 1225

1225

6 1240 1240

1225

7 1242 1242

1225

8 1247

1248

9 1272

1272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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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宋人李昉（925-996）等撰《太平御覽》卷666〈道部．八道士〉：「又曰：宋文同，字文明，吳
郡人也。梁簡文（549-551）時，文明以道家諸經莫不敷釋，撰靈寶經義疏，題曰謂之通門。又
作太義淵，學者宗賴，四方延請。長於著撰，訥於口辭。」按此宋文明活動於南北朝梁簡文
帝（549-551）時期，乃著名的靈寶法師。

36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78-79。

蓋《紫微金格》第一部：《洞玄靈寶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一

卷、《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一卷，此二卷即《玉經》中〈太上

大光明圓滿大神品〉在內；《元始靈寶五帝真文玉訣》即〈元上青精

〉、〈五帝真符〉、〈符〉在內。第三部內出《九天生神章》，第七

部內出《度人上品妙經》，第八部內出《三元品誡經》。今之誦者施者，

不知經自有祖，擅改不一，各執私見，承訛聾舛，至十數樣，無所攷

憑。

2861 2256 35 

36 

437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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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1. 1272

1 1280

2 1303

37    2008年8月底道經讀書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討論時，承蒙柏夷（Stephen Bokenkamp）、鄭燦山
與張超然等教授提醒，並核對《敦煌道藏》中宋文明元始舊經〈靈寶經目〉資料後而得的結果，
特此誌謝。

38    為求無誤，訂有相關罰則，而匠人的回話，保留了當時信實的史料：「官司刊 經，錯雕一字，
罰鈔二錢伍分，尚有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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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黃日新考證此本將「中央元靈元老誤作五靈玄老，北方五靈玄老誤刊玄靈元老。」按查《元始
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作「中央玉寶元靈元老」，「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與黃說相
符。

3 1309

4 1310

5 1310

2.1297 1297

1:14b

1

1305 1310

2

3 1305

3.

1225

39 

4.

1

2 1320

3



故宮黃綾本《玉皇經》在道教經典史上的價值 63

4

5

1221

1221 1225

1225

3:21a



40 



1225

40    進一步的研究將另題發表，此僅提出在經典文獻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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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41 

42 

18 16 15

23 6 17

21 30

20 19 18 31 22 8 24 28

10 11 33 25 44

9 24 3 4 2

39 34 13 23 21 37 15 26 17 7 40 14 32 6 16

1573

1248

41    請參筆者〈《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一文。

42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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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道藏》張良本

《玉皇經》

《重刊道藏輯要》箕集

《直解本玉皇經》

ˇ〈李脩〉

ˇ〈慕容文遠〉

ˇ〈銀山老人〉

ˇ〈呂文展〉

ˇ〈陳 〉

ˇ〈司馬喬卿〉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下

ˇ卷中

ˇ卷下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下

ˇ卷中

ˇ卷中

ˇ卷下

故宮明嘉靖四十年黃綾本《玉皇經》

1〈法師張承光受西王母經本〉

2〈劉滿誦念　玉帝聖號感驗感應一〉

3〈王偁失目請人寫經目復明感應二〉

4〈趙脩復被冤訴許造經而得生〉

5〈李去病請王肇寫經而寫經退筆能伏魔鬼〉

6〈李脩寫經感筆上有圓光現〉

7〈李丘一田氏參軍時 玉皇經所殺物命盡得升天〉

8〈于季回被狐狸誘入舍默誦 玉皇經口吐金光而
得脫〉

9〈唐仲本泛海船溺而得藏經木（按：本）之力遂
達岸〉

10〈豆盧夫人持經神燭自明〉

11〈舍人張承福及道士李道真持經而陰司不追〉

12〈張益誦經父母得生天宮〉

13〈馬敬神人指示傳本〉

14〈趙居易高純被追而受罪金光罩體〉

15〈慕容文遠被挕持經而得退〉

16〈銀山老人持經火不延燒〉

17〈呂文展持經齒落更生天人敬禮〉

18〈陳璟入海船溺而得經力赤龍救護不失損〉

19〈李惟玉持經得 遂獲泊岸〉

20〈張齊丘持經叛兵不能致亂〉

21〈陸康成持經騎射不傷〉

22〈宋懿臨刑復生〉

23〈司馬喬卿感生芝草〉

24〈陳文達誦經救人疾苦多致吉祥〉

25〈盧重誨救網中罪囚生天〉

26〈劉天澤免兵難〉

27〈程萬里免水厄〉

28〈范煇為妻梁氏誦經而昇天宮〉

29〈李元一持誦　玉皇經女復生〉

30〈張政暴死遇教持經道士而再生〉

31〈甯勉常持　玉皇經而賊兵字潰散〉

32〈任自信持經龍王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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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卷中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下

ˇ卷中

33〈王少府仙人傳授經本〉

34〈李氏持經遠年尸不壞〉

35〈朱仙夢何應龍大魁川省〉

36〈周乾妻被虜復歸〉

37〈譚周父值亂獲免〉

38〈譚開夜宿旅店潛消縊婦之恐〉

39〈黃德父感應施經之戒〉

40〈衡邑老儒誦誥靈驗得免溺鬼之厄〉

41〈孫侍榮施玉誥免遭回祿〉

42〈吳宗珍男病劇許施玉經而得安〉

43〈刊玉皇經顯應〉

44〈施玉經伏惡賊退散得祿職陞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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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he Imperial Text of Yuhuang 
Jing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aoist Scripture

Hsieh Tsung-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has collected an imperial text of the

Yuhuang Jing published in 1561. This reliable text may be an important ver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Yuhuang Jing, because it consists of reciting ritual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he value of this text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aoist scripture are:

1. According to Cheng Gongxu's two postscripts of the Yuhuang Jing appended to

this text, we can investigate the Yuhuang Jing published in Sichuan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Yuhuang Jing through spirit-writing. 2. In the Yuan Dynasty, Huang Rixin expounded

in his preface and emendation record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versions of the Yuhuang Jing, made use of Daozang to correct these versions, and

pointed out the contents and faults of all versions of Yuhuang Jing he found in the

Hunan area. 3. Contrasting the god-inviting part of Yuhuang Jing p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text, with chapters 1-2 of the Daozang of Wenchang Dadong Xian Jing

(CT5), and find that both of them come out of the same system. Furthermore, we can

infer that Yuhuang Jing was produced by the successor of Liu Ansheng Daoist-altar

by spirit-writing in Pengxi County of Sichuan. 4. The 44 stories of miracles in

response scripture recitation appended at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text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Yuhuang Jing. They help us to investigate the versions of

Yuhuang Jing. 

Keywords: Daoism, Zitong, spirit-writing, Yuhuang Jing, Gongx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