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代 大 道 教 史 補 注
以 北 京 地QC]q-一一一通 碑 文 為 中 心

劉曉

提要:大 道教為盛行於金元雨代的0支 新道教,本 文主要介紹了北京地厘三通碑文,其

中雨通渉及真大道(天 寳宮系),一 通渉及正0大 道(玉 虚観系)。 根援封這三通碑 文的初歩

研究,本 文得出以下結論:真 大道五祖廓希誠磨為三祖張倍真弟子,他 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確

切時間為 甲申年,也 即1224年 。在真大道十二祖(或 作九祖)張 清志之後,還 有0位 可稲

為十三祖(或 作十祖)的"膿 道`+一+一和妙鷹真人廓宗師"。 正一大道到元末則己傳至十一祖"真

人張公"。 那種認為大道雨派在元代合併乃至最後併入全真教的観黒占,是 没有文鰍依援的。

關鍵字:元 代 大道教

人道教是金代中葉興起於河北地湿的新道教,在 金元両代 主要盛行於中國北方。大道教

流傳後世的資料根少,由 陳垣編纂,陳 智超 、曽慶瑛校補 的 《道家金石略》(北 京,文 物 出

版社,1988年),僅 牧録相關碑文13篇(其 中1「文篇 目列12篇,後 記注明者1篇),紛 量

與 同時代的全真教相差懸殊,這 無疑嚴重影響到大道教研究的深入進行。近年來,随 着碑刻

整理出版的日漸増多,… 些新的大道教史料逐漸被披露 出來,如 陳西輕陽縣與大道教迎祥宮

有關的両通碑刻,即 封研究元初真大道在阪西地b的 襲展有重要参考債値。①2003年 山東東

平縣護現的 《尭帝延壽宮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記》,錐 在 《道家金石略》己有著録,但 イ乃可櫨

以補充後者敏字,改 正一些説誤。②ド面,筆 者擬介紹北京地嘔二通碑文,其 中両通 見 《嘉

靖隆慶志》巻一〇 《藝文志》(大 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為 真大道碑文,飢 一通現存拓片,

與正一大道有密切關係 。

《龍 山水谷太 玄道宮真人道 五祖太 玄真人鄭君本行碑》,此 碑專記真大道 五祖鄭希誠事

蹟。作者劉廣(1248-1328),字 煕載,銘 水人,在 元代 累官集賢大學十、翰林學十承 旨。《元

史》巻一七四有傳,稲:"廣 久典文翰,當 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 年宿徳,為 朝廷所推重云。"

援程矩夫撰 《鄭真人碑》,鄭 進元在任真大道 卜一祖期間,曽"碑 第 五祖太 玄真人之功 丁龍

山",④ 此碑文當為劉廣慮鄭進元之遜所作,時 間人概在成宗大徳末年。J,《 嘉靖隆慶志》

巻八 《寺観 》="瑞 雲観,一 名太 玄道宮,俗 名水裕観,在 州城 西南四十里水穀山中。 五祖

1ノ《創 建 人 道 迎 祥 宮 碑 》(至 元 卜七 年
,1280),《 道 録 張 公法 師 墓 誌 》(至 兀 二i'九 年,1292),録 文 見 阪 西

省 古 籍整 理 辮 公室 編,《 成 陽 碑 刻 》(ド),西 安,三 秦 出版 ネ1,2003年,頁496-498。 後 者 墓 主 名 張 徳 琳

(1204-1273),為 真 大 道 五 祖 螂 希 誠 弟f,也 是 迎 祥 宮 的 實際 創 建 者 。
「2楊浩

、 卜'f`一《山 東 東 平猴 現 元 代 真 大 道 教 九 祖 玄 〔慮?)真 人 碑 》,西 安碑 林 博 物 館 編,《 碑 林 集 刊 》(f
…)

,西 安,阪 西 人 民 美術 出 版 社,2005年,頁70-72。 需 要1_n明的 是,這 篇 論 文 考 識 有 不 少 錯 誤,如 碑

文 中提 到 九 祖 張 清 志"從 天 寳 宮 李 師 為 道",作 者 認為"李 師"當 為 五虚 観 系統 的 李 希 安,並 猜 測"張 清

志 初 観 李 希 安,或 説 明 當 時 大道 教 内 部 尚未 分 裂,或 是張 真人 男 有 其 意"。 實 際 ヒ,這 位"李 師"慮 為 天

寳 宮七 祖 李 徳 和,與 李 希 安 無任 何 瓜 葛 。
1'3;按

,《嘉 靖 隆慶 志 》的 這 南通 碑 文,台 湾 學 者 哀 翼(哀 國藩)曽 糠 《畿 輔 通 志 》技 到 碑 目,但 實際 ヒ並 未

見 到 碑 文 。 見 氏 著 《元代 真 大 教考 》,《元 史 研 究 論 集 》,廣 潜 商務ErJ書 館,1974年 。最 早 注 意{碑 内容 者,

櫨 筆 者所 知,鷹 為 北 京 大 學 ザ宗 呈 先 生 。不 過,他 在 文 章 中僅 過 録 碑 文,並 未 封 内 容 展 開 深 入 研 究,見 氏

著 《真 大 道 教 史料 鈎 抗 》,《中國 道 教 》2003年 第4期 。
哩 《雪 櫻 集 》 巻 一 七

,元 代 珍 本 文 集 雁 刊本,頁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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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希誠建。今廃,遺 蛙 尚存元學 卜劉廣撰 《太 玄真人 κ祖椰希誠本行碑》,見 《藝文》。"則

是碑原刻慮在瑞雲観,也 即太 玄道宮。兀初名臣一ド揮有 《游女為川水谷太 玄道宮》詩,其 中6`雲

封イ1-L鉢"句 後有 自注 云:"初,人 道榔 κ祖者逃難此 山,衆 追及,棄 衣鉢石上而匿。其物

重,莫 能塞,異 焉,遂 請主其教。今道院蓋椰君所創也。"】似 ド為本碑記載都希誠事蹟的

主要 内容。

(前▲略)麟 君 名希 誠,世 為女為川 望族 。驚 姜之 夕,里 人 見其 舎 火光,奔 赴救 之,卒

無有 也。童 卯時,惇 重不 戯,稚 茎垂岡敢 慢 。其 艮也,儀 形魁 偉,人 皆棟敬 。志 學之 年,

決意 入道,父 母 不 能ik。 三 祖張 信 真 一見而奇之,後 傳教 於 毛希綜,且 囑之 口:"lee希

誠氣 質1卜庸,異 時 必人 吾宗,汝 可 嗣之,弗 違 痔言。"歳 甲 申,希 綜將逝,以 法授 希 誠,

是為 第fi.代 宗 師 。

按,邸 希 誠 的"誠"字,日 前 所見 真 人道 文鰍 如 《重建 隆陽 宮碑 》、《犬實 宮碑 》與 《真

大道 教第 八代 崇 玄廣 化 真 人 岳公之碑 》等均 爲作"成",〔'《 吾劉 真人 事 》則作"誠"。 琶陳

垣先 生 己注 意 到這 一差 異,在 一一 後 面 分別加 有"垣 案,成 無 言労"、"垣 案:誠 有一`一一一一_一,["Z"

之類 的案 語,未 遽 ド結 論 。《元 史》 巻10=《 耀 老傳 》原作"誠",中 華書局黙 校本將 其

改作"成",並 在"校 勘記"中 読 明嫁 《大 實 宮碑 》等 改。竪 於本 文所 介紹 的 《鄙君 本行 碑 》

是 目前唯 … 通 專記 脚 希誠 事蹟 的碑 刻,筆 者認 為,"誠"的 可能性 或 許 更人 一些 。此 外,

現 有 真 大道 史料 均 未提 及 鄭 希 誠 與 三祖 張 信 真 的師 徒 關 係,筆 者 曽嫁 四祖 毛 希 珠(本 碑
"珠"作"'除")與

lts希誠 、李希 安(分 別為 犬寳 宮系 、玉虚 観 系1 _祖)名 中都帯 有"希"

字,推 測他 イ門是 同 輩師兄 弟,或 同為 三祖 張 信真 弟子,看 來這 種 假 設是可 以成 立 的。此 前不

少學 者根 檬 《畿輔通 志 》等記 載,把 榔 希誠 當成 是毛希 珠 的弟 子,恐 有 誤 。實 際上,真 大道

士取 名,是 有嚴 格 的輩 分ann分 的。如前所述,三 祖 張信 真 的弟子 取名 都川"希"字,五 祖麟

希誠 的弟 子取 名則 多用"徳"字,從 六祖 孫 徳福 到十祖 趙徳 松都 是如 此。"徳"字 之 後,又

有"成"、"進"、"清"、"大"等 字,像 隆 賜宮碑 所 列 真大道 十題 名,除"希"、"徳"

字 輩外,還 有"成"字 輩10人,"進"字 ・姫12人,"清"字 輩4人 。大實 宮碑 陰所 列題 名,

以"大"字 輩最 多,共 達29人,此 外,還 有"進"字 輩20人,"清 』"字 輩4人,"成"字

輩1人,(ゴ 真 人道 十… 祖 鄭進 元、十_二祖張 清志 也騙 其列,只 是這些 用 字相 互間的 關係還 有待

進 一 歩研 究.此 外,碑 文還 提及 張信 真曹囑 附毛希珠,譲 鄭希 誠 作他 的接 班人,也 不見 於其

他 文獄 記載 。 甲申年為1224年,這 一一年Ll∫看 作榔 希誠接 任 掌教之 年,這 與 以前陳 垣先 生推

算 的1223年 僅 有 一年之 差 。當 然,這 僅 是大 實宮 系 自身認 定的読 法,而 櫨玉 虚観 系所 立碑

文 記載"四 祖 毛希珠 號純 陽 子,復 得 希 夷之 像1▲ 亥q227)葺 玉虚観 以居・る 戊子(1228),

乃 立 李希 安為 五祖 。"'5)也 就 是 読,毛 希珠 實 際上到1228年 纏 去世 。

其初祖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君劉君,屍 解之後 三日復蘇,留 栗李之頒,又 云,"後

十年(鷹 為 耐 一年 一引者注),栗 枝皆正。"蓋 郷與李同音故也。至五祖承嗣,會 其

歳五一卜年h,真 君之言信而有徴,神 臭哉!

i,《 秋澗 先 生 大 全 文 集 》巻 五
,四 部叢 刊初編 本,頁12ヒ,並 見 《嘉 靖 隆 慶 志 》 巻 一 〇 《藝 文志 》,頁40

下,文 字 梢 有』出 入 。
「z分別 見 《道 家 金 石 略 》

,頁823、828、830,後 渚 又 ・∫朕 澄 《昊 文 τF公集 》 巻 二 六,ノ 畝 文 集 珍 本 叢

刊 本,頁464;虞 集 《道 園學 古 録 》 巻 五〇,四 部 叢 刊初 編 本,頁2下 。
i3,見 《道 家金 石 略 》

,頁836,又 見 《宋 灘 全 集、》 芝 園 後 集 巻 五,漸 江 古 籍 出版 社,1999年,頁1403。
14'《

一重修 隆 陽 宮碑 》、 《天 寳 宮 碑 陰 題 名》,見 《道 家 金石 略 》,頁824-825、831-833。
6鰺 茎 孫 輯 《順 天府 志 》巻 八 《下 虚 観 大道 教 祖 師 傳 授 之 碑 》(節 文)

,北 京 大學 出版 社 影 印 本,頁87。



"無 憂 普濟開明洞微真君劉君"即 大道教創始人劉徳仁 元朝起初追封劉徳仁為"無 憂

普濟 真人",以 后加 道教各派創始人真君號,劉 徳仁 的封號 即為"無 憂 普濟 開明洞微 真

君"。 膠苓孫輯 《順犬府志》巻七牧王之綱撰 《大元創建犬寳宮碑》(節 文)日:"無 憂之

厭世也,謂 門弟子口:`後 五十年,吾 復來此。'及 期,而 太 玄鄭君(即fl希 誠 引者注)

方嗣R(即 毛希珠)法,識 者謂無憂後、身也。"二 者所指鷹是 同一回事,目 的都是要把麟

希誠當作劉徳仁轄世,只 是細節描述有所不同。按,劉 徳仁 去世於1180年,如 將 《人元創

建大實宮碑》所説"厭 世"理 解為 去世的話,五 レ年後當為1230年 前後,這 與鄭希誠接任

掌教之1224年 相差甚遠 。而按麗1`希誠道行碑所記,劉 徳仁實際 上是死後三 口復蘇,由 麟希

誠接任掌教之1224年 向前逆推五十年,此 事鷹営護生在1174年 前後。

J君既領正宗,遂 以行化,自 巴印汲洛,逮 燕齊喝石。退陳異域之人,凡 崇饗者,

莫不恪恭奉承,望 塵 ド辞而師尊之。所至有善地,頼 令創建伺宇,以 棲神安衆。地薦豪

右,聞 諭即施,略 無齪齢。君之所 止,勤 桿者 革面,暴 慢者馴致,願 為之徒,而 從之游

者率嘗 白数,奉 韻購謁見,恒 有羨食余,轄 患貧者 。往歳詣岱 岳,囑 時充早,吏 民以告。

君口:"若 等能改過思善,則 甘澤可期。"皆 再拝口:"諾 。"因 取穫扇蔽面,雲 起所

坐之方,雨 随樹。翌 日,至 龍漱,有 鱗而角者,躍 水数丈,蜆 艇 而逝 。人見樹林洞墾,

光彩眩 目者久之。昔居水谷,人 雨苞,君 起而祷,風 宙 止境,不 為災,此 特精誠感格以

傲俗爾。

螂希誠為大道教的"中 興之主",也 是真大道教的實際創始人。携1前引 《大元創建犬寳

宮碑》(節 文),Ite希 誠縫任掌教後,"其 教U盛,風 行四方,學 者回慮。"《 洛京維山改建

先犬宮記》:"自 戊戌 以來,化 因以沿,南 通河岳,北 極燕齊,立 観度人,莫 知其数。"鄭

希誠創建祠宇、立観度人的實例有不少,如 永清縣通 貞宮,"始 自太1'真 人布教諸方,抵

永清通澤,相 地作香火計,構 茅 以居,廠 後次第而備於張師,即 成禄也。"↓ 榔希誠在泰山

求雨的前後過程,以 《重修隆陽宮碑》的記載最為詳孟:"嘗 聞行教之泰安州,路 輕郡 邑留

止,師 口`吾 不到泰山而不雨。'時 夏旱也,官 吏信,送 別 而去。……師至岱嶽観,以 穫扇

蔽面而黙祷之,片 雲從所 向之方而起,須 輿密怖 長犬,雷 鳴電1,樹 雨如翻盆。……居数 日,

玩泰山之 自龍潭,師 於東邊而 西立,黙 祷之,水 面有光如盤,漸 如巨車之輪,-Jr張 弗 己,山

壁林木,輝 彩燦 明。師口`可 止　 !可 止臭!'忽 然躍身環 曲,離 水数尺而没。適有樵夫樹

上窺之,奔 告州人 。"

君於道弘深拒止,於 是乎,憲 宗即位之 四年,耶 律中書等官 同詞墾奏,鄭 希誠克遇

祖訓,操 履修潔,宜 示褒崇。上允其請,賜 號太 玄真人,イ乃給璽書衛其教,於"大 道"

L救 加"真"字,遂 名真大道。中宮出冠服賜之,從 者二 卜人,倶 給紫衣。歳 己未,傳

之通 玄真人孫徳福,己 而語衆口:"予 嗣教三⊥六年,能L"t畢 臭。若輩以道 自重。"示

微

疾而 去。壽七十有八。君之高弟三人:孫 徳福 、李福(福 鷹為徳之誤

岳徳文,戒 行修1,倶 為宗師(ド 略)。

引者注)和 、

〔1)《順 天 府 志 》 巻 七 《宮 ・通 貞 宮 》
,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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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提 到 的"耶 律 中 書"當 即中 書令耶 律 楚材 」乙耶/誰鋳。陳垣 先 生そ艮早就 己指 出,耶 律

錆與 乃父不 同,在 思 想 上i卜常傾 向道 教。1"憲 宗即位之 四年"為1254年,當 年,郡 希 誠 受

封"太 玄真人",人 道 教 大寳 宮系 也正式 命 名為"貞 大道",這 與 以前所 見 文献 記載 完全相

符 。己未年 為1259年,這 ・年,{;希 誠傳 教於 弟f孫 徳福 。從 甲 申(1224年)掌 教 至己未

(1259年)去tLll,螂 希 誠掌 教凡36年,終 年78歳 。這 與 《洛京鰍 山改建 先大 宮記 》"閾

教 三⊥六年,享 寿七{・八歳"的 記載 也完 全符 合。邸希 誠的 弟f孫 徳福 、李 徳利 、 岳徳 文,

分 別為 真大道 六 、七 、八祖 。

《大成観碑》,撰 者胡慶雲,生 平不詳。碑 文i三要記述真大道教大成観 的建 立沿革。以

ド為相關内容。

(前 略)7'filiE,,,,開 明洞微 真君降 於漁海,紹 興其 教,以 率 善 一ト,五 傳 而得 太 玄

演 教真人,亜 申三 實之 教,再 敷 九章之 文,而 其門徒敦 厚風 俗 。甲寅 年,大 道 陞 聞,憲

宗皇 帝嘉 其操 履修 潔,錫 名 「1真人道 。

"無 憂普濟開明洞微真君"即 貞大道初祖劉徳仁"太 玄演教真人"即 真大道五祖榔希

誠,這 在前画己輕提到 。甲寅年為1254年,也 即前 面提到的"憲 宗即位之 四年"。

亘出幽燕之北,登 結山之上,晃 其山也,揖 太行而接居庸,襟 桑乾而抵開平。轡蜻

回環,善 結造化之妙;峰 水清秀,能tr雨 露之華。山有仙髭之奇,村 號神峰之異。諺云

ド關頭者,乃 金國兆成之要地,推 之於 占,實 結雲氏之故都也。廼口,"此 雌 占聖人之

所t-r,然 白-有 大聖人降生於斯貴地 也。"遂 僧塞師趙希松 輩麦 卜勝地,將 蓮庵観,以

棲羽客。依仙唇手山之陽,斧 其荊蛛,披 其草菜,胸 於父老口,"此 占之道 院名大成観也。

興於遼聖宗朝,廃 於峰火,復 成於金世宗代,又 致於兵 革。"太 玄甚悦,委 希松率道侶

因其故地以創之,至 宮室堂厨及將垣地十,各 有彼諦,イ乃其名焉。戒其門人躬事耕褥,

供給米飯。然其観門前臨通道,車 駕歳 幸 ヒ都,威 礁敬之。西有香水 園為花囹,即 納鉢

之所 止也。當乙酉一L巳,電 続 斗櫃之時,仁 宗皇帝誕祥於此,朝 廷嘉之,防 其邑為龍慶

州。真人之語験臭。及龍飛九 五,駐 騨於香水園也,真 人進仙原之果,嘉 禾之飯,帝 喜

食之,豚 後歳以為常奉。歴代宗師,皆 至是観,威 命其徒補墜修葺。

以上主要交待了犬成観的建 、ン1沿革,尤 其是地理 方位。按,大 成観位於元朝皇帝歳幸上

都的賛路路線L,具 騰論來,慮 在結 山東面。其西香水園,為 元朝於沿途所設納鉢之 …,主

要供皇帝路上住宿休息,像 大暦 二年(1329)元 文宗北上迎接其兄明宗時 即於當年五月"戊

寅,次 於人口。……庚辰,次 香水園"。'リノ真 大道十二祖張清志,"詣 奉聖州lee」師所建大玄

宮及結 山香水園,値 屯篤臨幸,嘗 移文集賢院,欲 解職 而去,弗 可。"毎 ヒ外,香 水園還 是

元仁宗愛育黎抜力八達 的誕生地,碑 文中椰希誠所云:"此 雌古聖人之所居,然 自今イ∫大聖

人降生於斯貴地也。"即 指此而言。披 《嘉靖隆慶志》八 《占跡 》,"香 水 園,俗 名束花園,

在州城東北 十二里,元 仁宗誕庭,其 士IL尚存。"碑 文中提到的乙酉年為1285年, 一ヒ巳原指

1《 耶 律 楚 材 父 子信 仰 之 異趣 》
,見 《陳 垣 學 術 論 文集 》 第 ・集,中 華 書局,1980年 。

,1《
ノ波 》 巻 三 一こ《綜 紀:》 ・ 頁734・

ρ 《天 寳 宮 碑 》
,f`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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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上旬 巳 日,後 一般 指三 月二iI。 携1《元史 》巻二 四 《仁 宗紀 一》,元 仁 宗 出生於 至元 二

十二 年(1285)三 月丙 子,丙 子為 四 日。両庭記 載僅 差 一犬 。ズノ男橡 《元 史》巻 二五 《仁 宗

紀二 》,延 祐三 年(1316)九 月,"庚 戌,割 上 都 宣徳府 奉 聖州懐 來 、緒 山二縣 隷 大都路 。

改紹 山縣 為龍 慶州,帝 生是 縣,特 命 改焉 。"

瞥大暦戊辰,則 自甲寅而 ド越七十食余年。歴歳月之積深,値 風雨之瓢瀧,殿 堂廊鷹,

不無推挫之弊。時髄道藻利妙鷹真人鄭宗師掌教事,以 興復為心,遂 出金幣,委 本観前

住持素真太師孫公之徒弟高犬澤充提黒占為之,以 端力管葺。犬澤承命,慮 輕費之資不敷,

偶於観前版築得 自金数錠,遂 修宮殿於中央,光 彩眩 目,建 三門於午位,勢 高侵漢,整

方丈以待師騎,葺 堂 以安羽士,及 庖庚廊室数十食余問,綴 然一新。復於荊子村修泰廟二

榴,青 線粧飾,搭 棲衆道室以為本観 ド院。又増創開山披地 上,益 常住也。提鮎凋君實

状其始末,謁 予於 玄寂宮法師高義山之道館 以請。如妙慮麟真人之善纏祖師之志,若 提

黒占大澤之能承真人之命,皆 可褒也(ド 略)。

犬暦戊辰,即 犬暦元年,也 就是1328年 。碑文提到的"龍 道藻利妙鷹真人邸宗師",

不見他庭文献記載。此人既然有真人、宗師稲號,又 掌教事,慮 是纏 真大道十二祖張清志之

後的又一位掌教,或 可構為真大道十三祖(按 男一種計算方法,即 抽除八祖 岳徳文之後 五年

期間的"二 趙一鄭描掌教事",則 張清志為九祖,這 位榔宗師為十祖)。 記載張清志生平事

蹟的碑文 日前主要有両通,一 為呉澄撰 《人元汗梁路許州 長社晶村犬實宮碑創建祖師之碑》

(即 《大寳宮碑》),一一為□衡撰 《尭帝延壽宮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記》,前 者立於泰定二年

(1326),後 者立於犬暦二年(1329)。 其中,後 一通 碑文的撰為根有可能参考了前碑。因為

比較 二碑,我 椚不難議現,二 者不僅内容多有相同之庭,菖 至連遣詞造句也極其相似,都 提

到張清志"掌 教將二十年,教 風 日盛"。 按,張 清志鷹是大徳 十一年(1307)出 任真大道掌

教的,② 到泰定三年 尚不足 二十年,但 到犬暦二年,則 已超過二十年。而且,《 尭帝延壽宮真

大道真人道行碑記》實際上是在致利元年(1328)慮 東平路総管蘇納之請,到 第 二年纏i立的。

其中碑文提到蘇納封延壽宮提鮎杜進福占免:"若 等盃不紀其延壽宮之始末,暫 汝先師 玄鷹真

人之行實,刻 之貞王昏,以(1:永 久。"既 然蘇納構張清志為"先 師",則 張清志恨有可能此時

已輕去世.所 以,我 恨懐疑張清志慮是在前碑撰爲之後、後碑撰"1之 前的1327至1328年 間

去世的.接 替張清志 的就是這位"騰 道藻利妙鷹頁人鄭宗師",此 人鷹是 目前所知真大道最

後…位掌教。③
"騰 道藻利妙慮真人椰宗師"與 前面提到的 五祖麟希誠是否 同族 日前尚不清楚

,i《 洛

京綴山改建先犬宮記》:"届 於丙午(1246),蒙 先師五祖真人法 旨,令 徳元與尊宿老大師李

徳甫,引 領徒門r徳 利、侯徳寳等同來……"則 真大道教内、鷹不乏螂姓弟子。脚姓即使在今

犬也†常見姓 氏,所 以這種情況 的出現恐柏不是巧合。實際上 真大道八祖岳徳文所在家族,

1〕 前 所 見 文献
,多 以 元 仁 宗 生lI在 三月 」1,如 《析 津 志 輯 秩 》,北 京 古籍 出版 社,頁64;《 元 典 章 新 集 ・

刑部 ・刑 禁 ・頭 匹 ・禁 宰 殺 ・禁 断屠 宰 》,毫 潜 故 宮 博 物 院 影 印元 刻 本,頁1ヒ;《 大 五 龍 嬢 慮-萬寿宮 碑 》,

《道 家 金 石 略 》,陳 垣編 纂,陳 智 超 、 曽慶 瑛 補,文 物 出版 社,頁946。 等 等 。《元 史 》 記載 恐 有 誤,相 關

考 誇,亦 可 見毫 湾 學 者 洪 金 富 《元 〈析津 志 ・原廟 ・行 香 〉 篇疏 誇 》,《中 央 研 究 院 歴 史 語 占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七 九 本 第 一分(2008年3月),頁1-40。
匂 《鄭 真 人 碑 》(頁679 --680)、"(大 徳)八 年

,有 旨命 君 設 金 鎌 大 齋 十 天 寳 宮 。 … … 明年,又 命 君 設 大

齋 十1{虚 宮 。又 明年,再 命 設 十 天 寳 。 … … 明年 四 月,當 朝f京,未 至 疾 作 … … 遂 以五 月 朔 終 於 龍 山 。"

陳 垣 先 生 封 此 有 按 話 、"似 係 大 徳f年,年 四{一 一。"也 就 是 説,真 大 道 レー祖 鄭 進 元 是 在 大 徳{'一 年

去 世 的,張 清 志 慮 於 是 年 接 任 掌 教之 位 。
13段 松 苓 《益都 金石 志 》 巻 四録 有

、γ於 至IE三 年(1343年)的 《大 元 重建 龍 山観 碑 》,係 真 大 道碑 刻,其

中有 口,"本 宗襲 傳 掌教 真 人 次 序,載 於 碑 陰之 宗派 圖 。"清 光緒 九 年 刻 本,頁211。 但 甚 為 口∫惜 的 是,

此 碑 碑 陰 部 分,原 書没 有 牧 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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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 其紳兄得元以次,子 孫 女婦,從 其教数 十人焉。ガu五 祖榔希誠

家族或許也是這種情況。

《黒龍潭廟記》,撰 者欧陽a(12831357),字 原功,號 圭齋。祖籍鷹陵,後 徒測陽。

延祐二年(1315)進 十,累 官 至翰林學 ⊥=承旨。敵陽 玄為元文章大家,《 元史》巻一八ニイ∫

傳,封 其評慣甚高,構,"凡 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 告萬方制詰,多 出玄手。金繕上尊之賜,

幾無虚歳。海 内名山大川繹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陵之碑,得 玄文齢以為榮。片言隻字,流 傳

人間,威 知實重。文章道徳,卓 然名世。羽儀斯文,賛 衛治具,與 有功焉。"欧 陽 玄有 《十

齋文集》十六巻(包 括附録一巻)傳 世,常 見者有四部叢刊初編本,但 此文集係明成化刊本,

内容飲漏根多,上 述 《黒龍津廟記》即未牧入。按,此 碑原在北京市房山旺佛子荘郷黒龍關

村龍神廟,《北京圖書館藏歴代イ1刻拓片藁編》牧録此碑拓片0碑 額壕蓬}:"大 都房山縣大

安山創建黒龍潭廟記";首 題,"房 山縣大安山龍海観創建黒龍潭廟記"。 《全元文》第二

四冊(南 京,鳳 鳳出版社,2004年)里 創父入此碑全文,但 因録文依嫁的是 《民國房山縣誌》

與 《古今圖書集、成》,文 字有一一・些錯'一[7fl」C。《黒龍潭廟記》c† 專記大道教,但 封瞭解正一大道

在元末的傳承情況,葬 常有鴛助。以 ド為碑 文前'卜部分 的相 關内容。

房山之大安lh,山 之 上有龍漱,深 不 見底。以勢度之,ド 徹山趾,世 相傳有黒龍君

居之。至正十年歳庚寅夏五月至六/J,不 雨。今銀 青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捌思監奉

詔留鎮京師,召 京労、赤縣令等官遍走群望,又 率僚樋詣在京名 遭f観成祷焉。雨不至,

平章公憂之,師 家露香祷丁庭。左石口:"房 山有黒龍潭,祷 雨輯慮,盃 往Ill」之?"公

遣今 留守司都事薩理彌實奉香幣行,イ乃戒有 司遣イ介,又 玉虚宮十一代真人張公門徒 明道

洞微大師畢輔貴僧往。既至,輔 貴等灘平章公関雨之誠於龍。明 日,龍 見璽異,観 者喜

口:"雨 之徴也。"既 而大雷竜以雨,坊 旬方数 訂里皆 需足,槁 苗孟起。及秋,五 穀n

熟。於是,父 老以龍君未有伺,請 作新廟,以 彰神麻。輔貴願募衆財,愚 潭依 山,墾 石

築壇,高 二丈許,廣 可二 肖食余歩。因壇為廟,中 作正殿三問,東 西屋如之,外 為神門,

設蘭楯臨潭 ヒ,中 塑龍君像,服 飾如貴者儀,労 列宙 雨部諸神以侑。次及杷神之庖,守

祠之舎。内外僧作,輕 始於十年之秋,落 成於 一一一`t_"之冬,費 楮幣五萬三千絡有奇。(ド

略)

上述内容詳細記載 了房 山黒龍潭廟的建 立始末。至正十年(1350)夏,元 恵宗按慣例北

幸上都,以 中書平章政事棚瓜監留守大都。當年夏,京 師出現嚴重早情,在 衆 人建議 ド,棚

瓜監命大都留守司都事薩理彌實到房 山黒龍潭祈雨,因 祈雨有験,遂 在當地開 「建造黒龍潭

廟,両 年後建成。黒龍潭廟建成後,嫁 碑文,"至 正 レ四年夏六 月,京 師又鍮 月不雨",棚

思監於是再命薩理彌實到黒龍潭廟祈雨,結 果又一一次璽瞼。當年十月,遂 立碑記其事。棚思

監,歓 陽 玄在碑文中有如 ド介紹:"平 章公,蒙 占怯烈 氏。國初 以來,元 勅世 臣之 冑,其 父

祖子孫、群從 昆弟,丞 相、御史大夫,接 踵不絶於朝。"按,此 人生 平可 見 《元史》巻二〇

1_《}=臣傳》。援 咳傳,棚 思監,"怯 烈氏,野 先不花之孫,亦 憐真之f也 。……怯烈氏四

世為丞相者八人,世 臣之家,鮮 與比盛。"3他 在至dl十 年 正月,由 中書右丞陞平章政事,

1《 道 園 學 古 録 》 巻五 〇 《真 大道 教 第 八代 崇 玄廣 化 真 人 岳公之 碑 》
,頁3ヒ 。

2《 北 京 岡 書館 藏 歴 代 石 刻 拓本 雁編 》 第50冊
,真96,鄭 州,中 州 占籍 出版 社,1990年 。

/`,3按
,怯 烈 氏 即 克 烈 氏 。棚 思 監從 曽祖 父学 魯 歓 為 蒙 目鋼 也 ・∫札 魯 忽 赤 起,有 多 人 出任 宰 相,並 阯 襲捨 任

元 朝 阜帝 怯 醇 執 事中 的必 閣 赤 艮,可 参 見 《元 史 》 巻 一=_Uy《 也 先 不 花 傳 》、巻 一 四 三 《阿 榮 傳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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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光禄大夫。次年,縛 御史大夫。此後在平章政事與御史大夫任上 多次遷轄,直 至十六年拝

左丞相,次 年陞右丞相。至正十年,是 他首次推任平章政事之年 。

《黒龍潭廟記》錐†專記 大道教 但碑文明確提到,陪 同薩理彌實一起到黒龍潭祈雨的,

還有"玉 虚宮十 一代真人張公門徒 明道洞微大師畢輔貴"。 此外,碑 末還有"朝 真宮明道洞

微大師畢輔 貴"的 題記。按,玉 虚宮是元代大道教的一支 正 汰 道的纏部,原 為玉虚観,

後來陞格為玉虚宮,%真 大道纏部則在京師男二虚宮観 大實宮。由此 可以断定,這 位張

真人慮囑 正一大道,而 †真大道。"十 一一代"根 有可能指"f一 祖",也 就是読這位張真人

恨有可能就是,(:人 道十一祖真人。至於真大道,正 如筆者前 面談到的,到 文宗犬暦年間,

己傳至十三祖麟宗師,不 可能再有此十 …祖張真人 。也正因此張真人不囑真大道,他 的弟子

明道洞微大師畢輔貴,井 未按真大道十嫁 以排行的"成"、"進"、"清"、"犬"等 字取

名。此前,筆 者曽根櫨両通碑刻資料,考 察過正一大道在元代的鞍展情況,但 下限只到泰定

年問的正一人道真人劉尚平。②從 上述碑文可以看出,到 至正⊥年,正 一大道鷹已傳至十一

祖,只 是這位十一一一祖張真人的封號與名字,我 椚還不清楚。他的弟 チ畢輔貴,不 僅参加了元

朝政府在黒龍潭的祈雨活動,而 且還是黒龍潭廟的實際創建者。

通過封上述三通碑文的考察,筆 者認為,大 道教的爾人支派 真人道(犬 實宮系)與

正一大道(玉 虚観系),在 有元 一代都一盲存在,只 是因人道教後期資料散秩嚴重,纏 造成

我椚封其傳承情況不甚 明瞭。那種認為大道教両派在元代合併,合 併之后又最終併入全真教

的観黙 是没有任何文献依携1臨 其實,在lj三史中我椚也能技到一些大道教'9派 並存 的痕跡,

:lam《元史》巻三三 《文宗紀二》:犬 暦二年(1329)十 …月丙辰,"后 八不沙請為明宗資冥

福,命 帝師率群僧作佛事七 日於大大源延聖寺,道 十建酷丁玉虚、大實、太乙、萬壽四宮及

武當、龍虎二 山。"靭 其中太乙、萬壽両宮似慮指太 一、 玄教在京師的総部。玉虚 、犬寳両

宮則分別代表 了正…人道、真人道。

附帯読明的是,當 時不僅大道教如此,元 代道教其他各派也存在着後期文献敏失的情

況 造成各派歴史到元朝末年人都晦暗不 明,但 這並不代表這些教派 己不存在。以玄教為例,

目前的研究表明,玄 教在元代共鰹歴 了五代宗師,分 別為張留孫、呉全節、夏文泳、張徳隆、

予有興。其 中,最 後一代宗師 予有興,至 少在至正十四年 己出任 玄教掌教,十 八年伍在任上。
④而實際上

,檬 宋灘 《劉真人傳》,"至 正問,玄 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 贈凝妙璽慮真人云。"
句則 玄教在元代後期至少還鷹 有…一位宗師"董 公"

,只 是我椚還不清楚他 的名字。⑥實際上,

元代道教各派如全真、太一、人道、正 一、玄教等,都 有為元朝皇帝告大祝壽的義務,各 派

掌教例 由朝廷 冊封,没 有元朝政府的允許,恨 難想像這些教派會鞍生 自行解散或與他派合併

的現象。所 以,元 代道教各派的分化瓦解與重新整合,慮 是更晩縷獲生的事,把 時間断在元

明鼎革之際,似 乎更為穏妥。

】櫨 前 引 《雪 櫻 集 》巻 一 七 《鄭真 人 碑 》,至 少 到 成 宗 大 徳 年 問,天 虚 観 己升 為k虚 宮 。
〔2《元 代 大 道 教 和 壼観 系 的 再探 討 一從 南通 石 刻 拓 片読 起 》,見 《中 國 史研)L》2005年 第1期,頁ll7--

1260
;31グ下見 《ノE史》巻 一 一一レq《

,后妃イ專一 》。
`4ノ卿 希泰 主 編

,《 中 國 道 教 史 》 第 三 巻,成 都,四 川人 民 出版 社,1993年,頁296-297。
i7《 灘 全 集 》{墜力支そ茎…集 巻 一 〇

,頁7820
冠 玄教 自張 留孫 後 歴 任 教 主

,一 般 以 其 在 衆 弟J中 的 排 名 次 序 遁 補 。 張 留 孫 、夏 文泳 弟 子 名軍 中,十 有 興

之 後,均 有 …人 名 董宇 定,不 知 是 否 即 為 此 人 。見 哀 桶,《 清 容居L集 》巻 三 四 《玄教 大 宗 師 張 公 家傳 》,

四部 叢 刊 初 編 本,頁21下;黄 浩,《 金 華 黄 先 生 文 集 》巻 二七 《玄教 大 宗 師 夏 公神 道 碑 》,四 部叢 刊 初 編 本,

頁21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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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大道教傳承簡表

(五 祖)太,.真 人麟希誠

(六 祖)通 玄真人孫徳福

(七祖)願 真騰道真人李徳利

(八祖)崇 玄廣化真人 岳徳文

(九祖)崇 真廣道真人趙口口

(十祖)明 照湛然 普化真

(初 祖)無 憂 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徳仁

(一一二祖)大 通演教 真人陳師 正

(:fill_)沖虚静照 真人張信真

(四祖)礁 玄 妙行 真人毛希珠

(一チf祖)沖 利妙鷹真人李希安

(六fill崇 玄礁道普悪真人劉有明

(七祖)圓 明玄悟真人杜福春

人趙徳松

(十 …祖)明 真慧照観複真人鄭進元

(十 二祖)凝 神沖妙 玄慮真人張清志

(十 三祖)騰 道藻和妙慮頁人都 口口

(不詳)真 人劉尚平

(十 一祖)真 人張 □ □

ComplementaryNoteonHistoryoftheDadaosectduringYuanTime

Liuxiao

TheDadaowasancwsectofTaois童nduringJinandYuantime.ThreeinscriptionsinBeijingarca,twoof

whichrelatetoZhenDadaosect.theothcrisaboutZheng}・iDadaoSect.areintroducedovcrhere.The

conclusionisasfollows:LiXichengwasthediscipleofZhangXinzhen,whobecamethehierarchofThen

Dadaosectin1224.AnerthezhangQingzhi.thcrewasanotherhierarchwhosefamilynamewasalsoL{.Master

ZhangwasthellthhierarchofZhengyiDadaoSectatthcendofYuanDynast罫Theviewpointthatthetwo

branchesofDadaowasunitedandthenjoinedQuanzhenonYuantimeisnotsupportedbyhistorical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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