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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 

周西波  

壹、 前言 
敦煌寫卷中的道教齋儀寫卷，目前已整理刊布者，主要有金籙齋儀、自

然齋儀、洞淵神咒齋儀及明真齋儀等，
1
雖然為數不多，且殘缺不全，然因其

多為唐代寫卷，且為《道藏》所未收者，除了輯佚、校勘等價值之外，由於

道教齋儀種類繁多，隨著教派、教義、經典、信仰…等等的轉變，齋儀的種

類也會產生沒落與新興的情形，內容則出現有所增刪、程序逐漸趨於定制等

演變，故此批寫卷對於瞭解道教齋儀具體內容及其演變、探討道教齋儀與其

他經典之關係等，亦深具價值。  

筆者於撰寫《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時，曾針對現存杜光庭所編修之

道教齋儀的內容與演變進行考察，並以敦煌道教齋儀寫卷相互參證，其中主

要涉及金籙齋、洞淵神咒齋及明真齋儀等。至於自然齋儀寫卷，由於杜光庭

編修之自然齋儀已佚
2
，故未遑論及，僅述及其中宿啟儀式之文字。然而自然

齋是陸修靜在《洞玄靈寶五感文》所述靈寶九法之一
3
，亦即是道教主要齋法

之一，杜光庭曾編修自然齋儀，顯示此一齋儀在唐代的流行與道教徒的重

視，且《道藏》中現存以自然齋為名者，有《洪恩靈濟真君自然行道儀》一

卷及《洞玄靈寶自然齋儀》一卷
4
，均屬宋代以後的作品，故敦煌寫卷實為吾

人瞭解早期自然齋儀較完整內容的重要文獻。故本文擬就相關寫卷之性質及

內容文字進行考述，希望藉由對自然齋儀的探討，有助於觀察道教齋儀類別

之內容與發展乃至其彼此影響結合之情形。  

 

 
1
 見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錄編》（東京：福武書店，1979 年 2 月）；李德範輯《敦煌

道藏》（北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年 12 月）。  
2
 《通志．藝文略》道家類及《秘書省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道家類均著錄杜光庭《靈寶

自然行道儀》一卷。  
3
 見《道藏》 （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年 8 月，以下簡稱「三

家版」），第 32 冊，頁 620。  
4
 分別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8～10 及 819～820。  



敦   煌   學   第二十四輯  

貳、 自然齋的性質 
關於「自然齋」的性質，陸修靜《洞玄靈寶五感文》云：「其六法自然

齋，普濟之法，內以修身，外以救物，消災祈福，適意所宜。法亦結徒眾，

亦可一身，禮謝十方，亦一日三日，亦百日千日，亦可三時，亦可六時。」
5
《太上洞玄靈寶業報因緣經》卷五則云：「解免愆過，致福延齡，朝奏諸天，

傳度經法，普為男女一切眾生，無量因緣，最為第一。」
6
而敦煌寫卷P.2256

《通門論》則云：「扶濟一切存亡厄難」；敦煌寫卷P.3282《靈寶自然齋儀》

亦云：「自然齋儀為國及百姓悉用」；其餘道經如《洞玄靈寶道學科儀》只言

「涉世」
7
；《洞玄靈寶玄門大義》云「修真齊道」

8
；《道教義樞》卷二言「修

真學道」
9
；《大唐六典》卷四言「普為一切祈福」

10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律

鈔》卷八引《聖紀經》、《齋戒籙》及《雲笈七籤》卷三七引《道門大論》均

言「為百姓祈福」
11
；《猶龍傳》卷五〈授葛仙公齋品〉則云「普為億姓爰及

己身，請福謝罪。」
12
從這些記載來看，自然齋適用性頗為廣泛，對象包括

道士自身及一般老百姓的需求。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齋儀」對於理解道

教其他雜齋日修齋儀軌有其重要的意義，蓋《洞玄靈寶玄門大義》云「其外

又有六齋、十直、甲子、庚申、八節、本命、百日、千日等齋，通用自然之

法。」
13
此一說法亦見《道教義樞》卷二。

14
而初唐法琳《辯正論．三教治道

篇》亦云：「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其外又六齋、十直、甲子、

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諸雜齋的設立，緣於道教宣揚在特定日

期均有各種神明檢校人之功過，影響人之罪福，故密集修齋以求滅罪增福添

壽，而亦藉此推廣其宗教信仰、經典之流傳，同時對大眾行為之警惕與約束，

也具有積極之作用。例如《元始五老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中云：「元始

                                                      
5
 同註 3。  

6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6 冊，頁 103。  

7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4 冊，頁 772。  

8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4 冊，頁 739。  

9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4 冊，頁 818。  

10
 見《大唐六典》（三秦出版社，1991 年 6 月），頁 101～102。  

11
 分別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6 冊，頁 954 及頁 1004、第 22 冊，頁

258。  
12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18 冊，頁 26。  
13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4 冊，頁 738～739。  
14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4 冊，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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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寶五老尊神諸天帝皇妙行真人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

月，一歲六會於太上三天靈都宮元陽紫微之臺，集算天元，推校運度。…學

者以其月隨科修齋，功記三官五帝，列名上天，六年剋得拜謁太上，七祖皆

昇福堂，神靈祐護，萬災不干。」
15

諸雜齋的施行，在唐代文章中亦有所反映，唐玄宗〈加應道尊號大赦文〉

云：「朕刻意真經，虔誠至道，冀憑玄祐，永錫黔黎，每朝禮三清，則宵夜

忘寢，或齋戒一室，則蔬食專精，不以勤躬為倦，務以徇物為心，況於宰殺，

尤加惻隱，自今已後，每月十齋日，不得輒有宰殺。」
16
其十齋日之觀念已

被崇道皇帝接受，並強制推行於全國。李含光〈表奏十三通〉之十一亦云：

「臣爰以去載十二月晦及今載元正之日，先於廣陵郡廣業大龍興觀謹修歲節

吉齋，以助履新之慶。」
17
可見道士修行諸節齋之一斑。又李商隱〈為滎陽

公黃籙齋文〉亦云：「五臘、二直、八節、三元，咸開懺拔之科，用顯修崇

之旨。」
18
也是宣揚道教諸節齋之說法。  

此外，《傳授經戒儀注訣》「齋儀增損法第十一」亦有「受道法齋，雖依

自然儀宿啟及三上香」云云
19
，可見道教徒在固定時節修持甚或傳授道法的

齋儀，頗多依循「自然齋」儀軌者。此一齋儀的使用應當相當頻繁而普遍。 

關於其齋儀內容的記載，陸修靜在《洞玄靈寶五感文》中記載了當時的

情況云：  
法亦結徒眾，亦可一身，禮謝十方。亦一日、三日，亦百日、千日，亦可

三時，亦可六時。
20

相較於金籙、黃籙及明真等齋而言，自然齋的內容，不論在人員的組成、

舉行的時間，乃至實施的儀式方面，都顯得較具彈性而簡單易行，應是為了

因應其「適意所宜」的性質。陸氏對此一齋儀儀軌的描述，僅言「禮謝十方」

而已，而在北周《無上秘要》所載諸齋儀中則未見有自然齋之著錄，敦煌寫

卷的《靈寶自然齋儀》則已具有頗為完備的儀節內容，從六朝到唐末五代，

實為道教齋醮儀式由簡趨繁，形成定式的主要階段，敦煌寫卷或為隋唐時期

                                                      
15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1 冊，頁 793～794。  
16

 見《全唐文》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11 月），頁 184。  
17

 同註 16 書，卷九百二十七，頁 4284。  
18

 同註 16 書，卷七百八十，頁 3613。  
19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32 冊，頁 173。  
20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32 冊，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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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修而成之儀軌。  

 

參、 敦煌寫卷《靈寶自然齋儀》之內容 
敦煌寫卷中屬自然齋儀者，目前所見已刊布者計有四件，日人大淵忍爾

《敦煌道經．目錄編》及《敦煌道經．圖錄編》論及並收錄有三件，分別為： 

1、P.3282，首完尾殘，無題，存一○七行，每行十四至十八字不等，起「自

然齋儀為國及百姓悉用謹錄如左」，迄「開悟群生為諸男女解災卻患請福」。 

2、S.6841，首尾均殘，無題，存一一九行，每行十三至十八字不等，起「…

之道下除…」，迄「至日中行道當思赤雲之氣迎滿齋堂」。  

3、P.2455，首尾均殘，無題，存四十二行，每行十五至十八字不等，起「…

胇中」，迄「謹出臣等身中五體真官功曹吏出臣」。  

此三件寫本《道藏》未收，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錄編》判斷為同一

經卷，擬名為《靈寶自然齋儀》。根據文中小字注解及大淵忍爾的考據，此

一齋儀的文字主要節錄自《金籙簡文》、《智慧寶真安定本願大品誡經中》（即

《正統道藏》所收《太上洞玄靈寶本願大戒上品經》）、《智慧觀身大戒經》（即

《上清洞真智慧觀身大戒文》及《太上靈寶智慧觀身經》）、《玉經隱注》（即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玉錄文》（即《洞玄靈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

然真經》）、《法輪經》及《真文要解》（即《太上洞玄靈寶真文要解上經》）

等諸經典。
21

除此之外，尚有北京大學藏D171 號敦煌寫卷亦為「靈寶自然齋儀」，其

字體與前三件有明顯區別，非同一寫卷，首殘尾完，存八十三行，每行以十

七字為主，起「…玉女…」，迄「太歲次ㄙ年月日於ㄙ處拜上口章上奏」。
22

至於尚未刊布者，據王卡所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兩件，分別為：  

1.BD15636 號，筆跡同 P.3282，存經文 11 行，首行起「朱雀鳳凰悲鳴左右」，

前接 S.6841，末兩行殘存文字，可與 P.2455 抄本首兩行直接綴合。  

2.BD15420 號，首尾殘損，殘存經文不足 4 行，內容為行道儀開始時發爐咒

香文。
23

                                                      
21

 詳見《敦煌道經．目錄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 年 3 月）頁 84～85。  
22

 收錄於《北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10 月），第二冊。 
23

 詳見王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道教遺書研究報告〉，《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

論文集》（北京理工大學，2002 年 8 月），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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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件，據王卡錄文，僅是單純的發爐咒語，而王卡按語云因與北大D171

號寫卷卷首文字相同，故將其擬為靈寶自然齋儀，又《無上秘要》所載塗炭

齋法之發爐咒略同，故亦有可能是塗炭齋儀。
24

此說恐有待商榷，蓋據其所述此件寫卷為「草書，字品不佳」，則可知

其顯然與 D171 號非同一寫卷，而此一發爐咒在道教科儀中運用甚廣，以《無

上秘要》而言，其卷三十五〈授度齋辭宿啟儀品〉、卷三七〈授道德五千文

儀品〉、卷三九〈授洞玄真文儀品〉、卷四十〈授洞真上清儀品〉及卷四八〈靈

寶齋宿啟儀品〉等等，均見此咒之使用，並不限於塗炭齋儀，故僅憑殘存不

足四行之發爐咒，實難遽斷其為自然齋儀或塗炭齋儀，故本件寫卷並不列入

下文討論之範圍。  

今據所見寫卷之內容，可區分為幾個部份：  

（一）P.3282 

1.第一行至第三十行為講述自然齋之功用，認為此齋法可「濟度一切」，

上至天子侯王，下至凡夫庶人均可適用，禳災祈福無所不宜。  

2.第三十一至一○七行則為宿啟儀式，其程序為（1）入戶（2）發爐（3）

各稱法位（4）禮懺十方（5）禮經咒（6）上啟（7）智慧頌（8）禮十方（9）

說戒。  

（二）S.6841 

1.第一至三十二行為「說戒」儀節之內容。  

2.第三十三至五十九行為「署職」儀節。  

3.第六十至六十六為「復爐」及「出戶」。  

4.第六十七至八十六行為誦經儀。  

5.第八十七至九十二行列舉隔日行道程序的項目，包括：（1）初入齋堂

咒戶（ 2）禮師思神（ 3）誦衛靈神咒（ 4）咒香發爐（ 5）出官啟事

（6）三上願（7）十方禮懺（8）存思命魔  （9）步虛及禮經懺謝（10）

願念（ 11）咒香復爐（ 12）詠奉戒頌（ 13）出道戶咒（ 14）次日齋

竟言功。  

6.第九三至九九行即為行道程序中第（1）項的詳細內容。  

7.第一○○至一一九行則為第（2）項前面一部份的內容。  

（三）P.2455 

                                                      
24

 同前註書，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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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至第八行為行道儀第（2）項的後面部份文字。  

2.第九至三十二行為第（3）項的內容。  

3.第三十三至四十行為第（4）項內容。  

4.第四十一至四十二為第（5）項的部份文字。  

（四）D171 

此卷所錄為發爐、出官上啟及言功口章之內容。  

由此可知，四件寫卷中，缺佚行道儀第（ 6）至（ 13）項程序及第（ 14）項

前半部份的文字。但是透過寫卷記載，仍可清楚得知自然齋儀的整體結構，

主要區分為四大部份，即：（一）宿啟儀、（二）誦經儀、（三）行道儀、（四）

言功拜表儀。今就其內容的相關問題分別探討如後。  

 

一、 關於宿啟儀式的成立 

P.3282 引《金錄簡文》云：「建齋之始，未至齋，先一日，皆當香湯沐

浴，宿到齋所，主人詳作本末投辭法師，禮拜啓顙，法師便道戶依事申奏，

明旦相率依法行道。」可知宿啟是道士在舉行正式齋儀之前，啟告齋事目的

的儀式。南宋．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十六〈科儀門一．古法宿

啟建齋儀〉云：「既欲為人建齋，則當預告真靈修齋之意，古科宿啟，必在

建齋之日子時。而陸天師所撰《靈寶道士自修盟真齋儀》則不宿啟，止於齋

日清旦說戒，接續登齋行道，繼以言功口表正（按：當作「止」）。」
25
《靈

寶玉鑑》卷十三所述更為具體，其云：「宿啟者，正齋前一日，取吉時，建

壇設席，補職說戒，宣科勵眾，關聞三界，即是啟告之夕，非正齋行道之日

也。」
26
可見宿啟的主要作用在於向神靈預告修齋之意，並完成職務的分配，

以宣說行道過程之中所應遵守的各項戒律。蔣叔輿雖云陸修靜之明真齋儀無

宿啟，然在陸氏所撰之《洞玄靈寶齋說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中亦見有「先宿

啟畢，次授上品十戒，一時東向平立」而繼以誦智慧頌之記載，可見宿啟儀

式在陸氏時已有之，只是文獻所載多有省略而未得全貌。至於《無上秘要》

卷三十五有〈授度齋辭宿啟儀品〉、卷四十八亦有〈靈寶齋宿啟儀品〉，唐末

五代杜光庭所編修之金籙與黃籙齋儀亦均有宿啟儀式之記載，今以其主要程

序列舉如後：  

                                                      
25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474。  
26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10 冊，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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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 秘要 》卷 四十 八

〈靈寶齋宿啟儀品〉  

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  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

卷五十三  

  讀職狀  

 齋主投詞  齋主投詞  

 法師申告  高功告齋  

  三歸依  

  一切念  

  於三官、三師前上香  

  禁壇  

入戶咒（出金籙經）  入道戶（未載咒語）  入戶咒  

  各禮師存念如法  

發爐（出明真經）  發爐  發爐  

啟事（出金籙經）  各稱法位上啟  各稱法位  

 禮懺十方（出金籙簡文）  歸命十方天尊、懺悔  

 禮經咒（出智慧寶真安定本願大

品誡經）  

三啟、三禮  

 上啟  重稱法位、大謝啟  

智慧頌（出玉籙清誡）  智慧頌（出智慧觀身大誡經） 智慧頌  

歸命一切天尊  禮十方  禮十方  

說戒（出金籙經）  說戒  說戒  

置職  署職  署職、受職  

宣科（出敷齋經）  宣科說禁（出金籙簡文）  宣科禁  

  十二願  

出官上啟（出明真經）    

復爐（出明真經）  復爐  復爐  

奉戒頌（出仙公請問經） 奉戒（未載頌語）  學仙頌  

出戶咒（出金籙經）  出戶（未載咒語）  出戶咒  

  空洞（靈章）  

  回向  

  監齋糾過  

  眾官復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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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無上秘要》所載程序略簡，杜光庭儀範略繁，寫卷儀式介

於二者之間，而與杜儀較為接近，此一現象顯示寫卷齋儀內容的成立或許較

北周時期的自然儀稍晚。  

 

二、 關於「自然朝為齋儀之本」的說法 

在敦煌寫卷 P.3282 號中云：「宿啟，法師先依常作自然朝，朝法如左。」

此一「自然朝」之說不見於陸修靜之文及《無上秘要》之齋儀中，而見於杜

光庭儀範之記載，《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讚導〉云：  
又按金籙古儀及黃籙舊法，宿啟之夜及言功之時，皆先作自然朝，然後行

齋事。故啟齋儀云：眾官相率先行自然朝，至三禮後即告齋、署職、說戒、

宣科，明旦晨曉，依法行道。此法自張天師、陸先生、寇天師、張清都相

傳至今，頗歷年代。皆以齋法出於靈寶，自然朝為齋之祖宗，故先行自然

朝，示不忘本也。
27

由此可知，之所以必須加入自然朝儀，原因在於「自然朝為齋之祖宗」

以「示不忘本也」。五代張若海《玄壇刊誤論》「論方懺品第六」亦云：「道

士以靈寶自然朝為諸齋之祖。諸齋法出洞玄靈寶部，所以為齋之祖也。」
28
呂

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六〈讚導篇〉於「自然朝」下有小字注云：「即

禮十方、懺悔、三禮是也。」
29
《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一六則云：「自然

朝乃齋法之祖，建齋之始，必先行自然朝。（發爐、稱名位、禮十方、懺三

業、三啟、三禮為自然朝。）因以敷露真文，讀詞，說戒，補職宣禁，即本

科所謂僅依科法宿以啟聞是也。」
30
呂書與蔣書關於自然朝內容的記載略異，

但都包含了禮十方、懺悔及三禮，杜氏雖云：「此法自張天師、陸先生、寇

天師、張清都相傳至今，頗歷年代。」蔣書亦云：「先行自然朝然後說戒補

職威儀，由晉迄唐，相沿不革。」
31
然而宿啟儀中必先行自然朝的情形，不

僅未見於陸氏現存著作，由前面表列比較可知，《無上秘要》所載宿啟儀卻

也正好未載這些程序，此一情形不禁令人懷疑此乃隋唐道教徒方大力宣揚之

說，其用意或在於為宿啟儀軌的增衍強調其合理性與必要性。故《無上黃籙

                                                      
27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347。  
28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32 冊，頁 624～625。  
29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32 冊，頁 36。  
30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474。  
31

 同前註書，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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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立成儀》卷一六云：「經科止云建齋當先行自然朝，初無宿啟、散壇之

文故也。」
32

 

三、 關於宿啟儀式的爭議 

宿啟儀的程序在五代時期已成為道教徒本身在改革科儀的爭論點之

一，悟微子張若海著《玄壇刊誤論》曾列舉雲光先生對道教齋醮科儀的議論

共二十條，在「論說戒署職品第三」中提出對宿啟儀改革的看法云：  
修齋前…若入靖一日，即於其日清旦戒誓，集道眾於法堂玄中法師前，啟

靈寶自然朝，高功法師即宣揚戒誓，…然後署六職，各供其職，不得有闕。

說戒署職畢，即監齋宣職狀，牓白於齋堂中是也。今睹修齋道士，當日齋

集至夜，自玄中法師前，齋主投詞，法師關告後，便昇壇行事，至重謝後，

卻轉洞案說戒署職，此乃先行其事，然後署職，何倒錯之甚也。
33

張書蓋將宿啟儀視為正式行道，故認為戒署職等事當置於升壇宿啟之

前，以便「各令淨心，專於齋事，秉持教戒之旨」。而其說乃據國家祀典以

衡道教科儀之失，故同書「重論說戒事品第四」云：  
夫朝真之科與國家禋祀同，而香蔬殽醴有異。享前七日，太尉於都省集齋

官戒誓云：某月某日有事于某廟，各揚其職。不供其事，國有常刑，苟致

闕疑，祭後舉罰。未聞徹祭之後，方補齋官也。
34

此說亦有助於觀察道教科儀與國家禮儀之關係。其所批判者，正是指陸修靜

《洞玄靈寶齋說光燭戒罰燈祝願儀》、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及杜光庭

儀範等所遵循的科儀程序，因此杜光庭亦曾加以嚴厲的斥責，其《太上黃籙

齋儀》卷五十三云：「近有庸愚道士，不達古賢之情，先於玄師之前補署六

職，宣科授簡，然後陞壇，仍云：簡寂先生齋法謬誤。飾非謗說，詞理紛然，

寡識無知，一至於此。」
35
其後呂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及蔣叔輿《無上

黃籙大齋立成儀》等均承杜氏之說，以其有失古法，力斥其非。然而張氏之

說在宋代卻被官修齋儀所吸收，與杜光庭儀範具有不同層面的影響。如《道

門通教必用集》卷六云：「自悟微子著《刊誤論》，徇一己之見，乃云：豈有

徹祭之後，方補職說戒。楊公傑承悟微之失，遂遷補職說戒於啟事之先，大

                                                      
32

 同註 29。  
33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32 冊，頁 624。  
34

 同註 32。  
35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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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歷世宗師本旨。」
36
《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一六亦云：「自雲光張若海

逞妄謬不經之說，著《元壇刊誤》，淺學者或宗其說，古法始漸湮微，崇真

先生固嘗深闢之矣。……本朝興崇玄學，繹經潤文，蓋置使矣。楊傑重定金

籙，乃或因之，是可為長嘆者也。」又云：「李景祈所集齋科，卻於建壇之

日午後，先於大道前行自然朝、說戒復歸玄師幕補職宣禁，至夜方始依科宿

啟，則是於未建齋之初，一日之間兩行自然朝也，不幾贅乎。」
37
凡此均可

見出五代以後，道教宿啟儀式衍生復古與改革的爭論。而敦煌寫卷則是目前

所見杜氏等人所循儀軌最早而較完整的科儀範本。  

 

四、 誦經儀之內容 

寫卷 S.6841 第 67 行起至 86 行止為「登齋上下誦經威儀」，這是道教徒

對道經本身力量的推崇，是修道成真的重要依據。基於對經書廣大功德的崇

仰，認為轉經與行道同樣具有祈福消災等功用，故於齋儀中，行道與轉經是

交叉進行，構成齋儀的主要內容。  

寫卷內容包括《金籙簡文》之建齋威儀上坐誦經法、《玉經隱注》之開

經咒一首及《金銀（籙）簡文》所載誦經的規範等三部份，其中開經咒見於

道藏本《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中，在後世道教科儀範本中亦一直沿用。

《金籙簡文》的內容亦見於朱法滿《要修科儀戒律鈔》卷二「受持鈔」之徵

引
38
，文字略異，列舉如下：  

敦煌寫卷 S.6841 要修科儀戒律鈔．受持鈔  

69 建齋威儀上坐誦經法當北向經前三拜  

70 又因禮經籍度師各一拜畢便北向上座  

  左轉東向叩齒卅六通思靈氣覆滿  

  一室青龍白虎師子玄龜朱鳥鳳皇備  

  守前後仙童玉女五帝神官神仙兵馬  

  九億萬眾營衛左右便搖身三過而誦經  

75 誦經竟從南面下床復禮如初夫此禮拜  

  儀式登坐一過行之後重誦者則不復如  

金籙簡文曰上座誦經當禮經師

籍師度師各一拜餘如常法  

 

 

 

 

 

皆始登座一行之後重誦經則不

                                                      
36

 同註 28。  
37

 同註 29。  
38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6 冊，頁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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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若長齋者日別一過行之矣右出金籙簡

文  

84 道士登座於誦經之次不得與下座交語  

  經卷不竟亦不得中住若住後皆更從  

上始五百言得進清飲咽液出金銀簡文  

復如始也明日更一過行之耳  

 

誦經之次不得與下座交語經句

不竟亦不得中住若住後皆更從

上始五百言得進清飲咽液也。  

《要修科儀戒律鈔》中刪略了法師存思的內容，而寫卷內容則使吾人得

見金籙簡文較完整的文字，蓋此一誦經威儀為後世道教齋儀中誦經科儀的主

要依據，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二云：  
夫修黃籙靈寶諸齋，每日三時行道，三時轉經，晝夜六時為弟子關奏誦念，

以祈福祉。其行道後消息移時，仍別陞壇轉經，贊導法事一如金籙簡文登

壇上座誦經威儀。
39

卷五十三亦云：「每日行道訖，各還齋堂，消息良久，即陞壇轉經。」
40
朱法

滿《要修科儀戒律鈔》卷八「都講鈔」云：「若三時行道，當中後下息至晡

時，夜半下息至雞鳴，餘皆上講、誦經。若六時行道，當中後下息至晡時，

黃昏後下息至人定，夜半後下息至雞鳴，三時下息，餘時皆上講、誦經。」
41
可見轉經是接著行道之後必行的儀式。朱法滿特別區分上講與誦經，可見

唐代道教齋儀之中除了誦經之外，原亦有與佛教相類之講唱、問難等。《太

極真人敷靈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亦有「轉經法」之記載對轉經法床的形制

規定。
42
道教講經儀式在《三洞奉道科誡儀範》中有較詳細的記載，關於道

教講經儀式與人員職務之探討，蕭登福論述已詳，此不贅述。
43

誦經的儀節至唐末五代雖愈加繁複，但是道教講經的活動至唐末五代卻

已趨沒落，故杜書卷五十三云：  
舊法於齋堂之內置兩高座，三時講讀，故簡文云「三時講唱」是也。又職

簡云「衛獅子之兩座」，罰簡云「聽經倚據不執板」，又云「請問敗句」，

此皆明行道既畢，法師眾官三時講誦矣。近代相承，祗於壇場之內，三時

行道、三時轉經，久無講唱之事，亦無兩座之設。
44

轉經儀中具道教特色者，為法師存思一節，寫卷中雖僅引用開經蘊咒一

                                                      
39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341。  
40

 同前註書，頁 350。  
41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6 冊，頁 957。  
42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869。  
43

 參見蕭登福《道教與佛教》（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 年 10 月）第一章〈道教壇

法科儀對佛教的影響〉，頁 2～26。  
44

 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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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但是《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中實因應所誦不同經書的性質，而有不

同的存想內容及咒語，在唐宋時也被實際運用於科儀中，如杜書卷五十二所

載有靈寶眾經、度人經等存思、咒之內容等。「存想」為道教上清派特別重

視的修道方法，而道教科儀中的主要程序，幾乎都須配合存想以行之，實為

道教科儀中不可或缺的構成因素。  

 

五、 行道儀內容之考察 

S.6841 第 87 至 92 行列舉完整行道程序的項目，第 93 至 119 則載錄朝、

夜入戶咒各一首及禮師思神的大部份內容。二咒俱見《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

卷三十二「齋法修用門」。朝入戶咒亦見《無上秘要》卷三五及卷四八，夜

入戶咒則見《無上秘要》卷三七。寫卷於此二咒未注出處，《無上秘要》則

注出《金籙經》，《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更清楚注明為《上元金籙簡文真仙

品》。  

此外，在S.6841 寫卷第 91 行「次願念」項下有小字注云：「平旦誦十念，

齋時誦十二念，酉時誦十二願。」寫卷的文字雖因殘缺而無法得見其願念文

的實際內容，但是這一小段注解卻對理解道教齋儀中願念文的使用有其重要

意義。蓋後世道教儀範中使用之願念文有多種，而以十及十二條為主，例如

《太極真人敷靈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著錄有「修齋之道常行十善念，第一

為道念四大…」云云
45
，亦見於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多種行道儀之應用，

而即固定用於清旦行道。杜儀中有願念文共計五種，經歸納後，確有其清旦、

中分及落景行道使用的固定條文，可證願文念的使用顯然有其規律。
46

自 S.6841 號第 112 行至 119 行及 P.2455 號第 1 行至 8 行為法師存思之

內容，P.2455 號第 8 行註明「四條出金籙」，惟其文字頗有殘缺，且亦不見

於《無上秘要》諸齋儀中，惟陸修靜《太上洞玄靈寶授度儀》中於誦衛靈呪

前有此一儀節，內容為最後一條存五方五嶽等之文字，杜光庭《太上黃籙齋

儀》卷一則錄有第一條存思青雲之文字、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儀》卷三二

及呂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全錄其文，但詳略互異，茲將三者列舉如

下，亦有助考察寫卷所缺佚之文字。  

                                                      
45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873～874。  
46

 詳參拙作《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年 3 月），第六

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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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卷  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儀》

卷三二  

呂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

卷九 

S.6841 

112 次思青雲之氣迊滿齋堂青

龍師子備／ 113 守前後仙童玉

女天仙地仙飛仙日月星／ 114

宿五帝兵馬九億萬騎監齋直

事三界官／ 115 屬羅列左右又

思青氣從師肝中出如雲／ 116

之昇青龍師子在青氣中天仙

地仙飛仙五／ 117 方兵馬三界

官屬並迊覆弟子家宅及大／

118 小之身  

119 至日中行道當思赤雲之氣

迊滿齋堂  

（以下缺）  

 

 

 

 

 

P.2455 

1（上缺）胇中／ 2 □□雲之

昇     氣中天仙地／ 3 仙飛

仙五方兵馬三界官屬並往迊

覆弟／ 4 子門內營衛左右前後

大小身形／  

 

 

 

 

 

清 旦 思 青 雲 之 氣 匝 滿 齋

堂，青龍、師子備守前後。

次思青氣從師肝中出，如

雲之昇，青龍、師子在青

氣 中 ， 出 覆 弟 子 合 家 之

身。  

 

 

 

 

日 中 思 赤 雲 之 氣 迊 滿 齋

堂 ， 朱 雀 鳳 凰 悉 鳴 在 左

右。次思赤雲之氣從師心

出，鳳凰朱雀在赤氣中，

出覆弟子合家大小之身。

 

 

 

 

日 入 思 白 雲 之 氣 迊 滿 齋

堂，白虎、麒麟備守四方。

次思白雲從師肺中出，白

虎麒麟在白氣中，出覆弟

子合家大小之身。  

次思仙童、玉女、天仙、

地仙、飛仙、日月星宿、

五帝兵馬各九億萬騎，監

齋、直事、三界官屬，羅

 

平旦寅時當思青氣從肝而

出，如雲之昇，帀繞壇殿，

青龍、師子備守前後。仙

童、玉女、天仙、地仙、

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

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

三界官屬，羅列左右，以

雲氣往覆弟子居宅大小之

身。 

 

正中午時當思赤氣從心而

出，如雲之昇，帀繞壇殿，

朱雀、白鶴備守前後。仙

童、玉女、天仙、地仙、

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

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

三界官屬，羅列左右，以

雲 氣 覆 弟 子 居 宅 大 小 之

身。。 

入夜戌時當思白氣從肺而

出，如雲之昇，帀繞壇殿，

白虎、麒麟備守四方。仙

童、玉女、天仙、地仙、

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

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

三界官屬，羅列左右，以

雲氣往覆弟子居宅大小之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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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思內存見五藏五星五帝備

衛身中金映／ 6 蓋一體體作金

色先從胇中出項有圓光如日

／ 7 象照十方身中了然盡見外

內（晝夜六時行道皆思此法）

／ 8 四條出金錄  

列左右，威儀肅肅，不有

怠懈。  

次閉目內思，存見五藏、

五嶽、五星、五帝，侍衛

身中，映蓋一體，體作金

色，真氣從肺後出，項有

圓光如日象，使照十方，

身中了然，盡見外內。  

右為建齋威儀，出《靈寶

上元金籙簡文真仙品》。  

 

 

又思五星、五嶽、五帝，

備守身形，五藏之氣，仰

昇紛錯，冠覆一身，如在

烟霧之中，金華映蓋，體

作金色，先從肺出，頂後

有圓光如日之象，照明十

方，身中了然，盡見內外，

然 後 修 行 妙 觀 ， 洞 入 虛

玄。 

由蔣、呂二書中所錄可知，其存思內容因應清旦、日中及日入三時而有

所 不 同 ， 而 寫 卷 所 殘 缺 者 即 為 日 中 及 日 入 的 部 份 文 字 。 前 引 王 卡 所 述

BD15636 號所存經文 11 行，首行起「朱雀鳳凰悲鳴左右」，當即此一部份之

文字。  

P.2455 號寫卷所載文字至「出官啟事」之「謹出臣等身中五體真官功曹

吏出臣」以後全缺，然而其儀式程序內容大扺仍可由《無上秘要》及唐宋科

儀典籍中的記載文字觀其概貌。  

關於寫卷行道儀式的程序，在《無上秘要》所載諸齋儀中，與卷五十之

〈塗炭齋品〉最為接近
47
，先行宿啟儀式，繼以升壇行道，其行道程序為：1

禮師存念、2 衛靈咒、3 發爐、4 出官啟事、5 三上香願念、6 禮十方懺文、7

禮四方懺文、8 存思命魔、步虛、禮經、9 稱位上啟、10 十二願念、11 復爐、

12 齋竟言功。其中多了禮四方懺文，無奉戒誦，其餘皆同，而該書諸齋儀中

列舉「存思命魔」及「十二願念」者，亦僅見此齋儀。這一現象若聯繫陸修

靜對塗炭齋儀的重視與實踐之情形來看，或可推測此一寫卷之靈寶自然齋儀

可能是由塗炭齋儀發展而來。  

 

六、 關於北大Ｄ171 號寫卷的內容 

此件寫卷首殘尾完，雖無標題，但是文中有「奉脩無上靈寶洞玄自然齋

                                                      
47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5 冊，頁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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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之語，故亦被定為《靈寶自然齋儀》。而其殘存文字第 1 至 5 行為發爐

咒，第 6 至 55 行為出官啟事之文字，第 56 至 82 行則為齋竟言功之口章。  

發爐咒之文字僅存後半，然此一咒語屢見於道教諸科儀書中，蔣叔輿《無

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三二〈齋法修用門．釋發爐〉云：「發爐為關啟真靈

之始，出《金籙簡文經》。」此可知其文字之來源。茲以《無上秘要》卷四

八所錄文字列舉對照如下：  

敦煌寫卷北大 D171 《無上秘要》卷四八  

 

 

1 ]玉女五 [ 

2 ]地里域真官正神 [ 

3 ]得太上十方正真之氣來入臣等□  

4 ]啟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至真玉皇

5 □前  

無上三天真元始三氣太上老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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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啟此間土地里域真官正神，臣今

正爾燒香行道，願 得太上十方正真生氣入臣等 身

中，令臣所啟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至真玉帝御

前。  

另外本件寫卷「出官啟事」之文字雖未注明出處，然杜光庭《太上黃籙

齋儀》卷一「出官啟事」前半文字與寫卷同，而最後注明「出《太極敷齋威

儀經》」
48
（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十七〈科儀門．古法三時行道

儀〉出官啟事之前半文字亦注出《太極敷齋威儀經》
49
），經檢《道藏》，寫

卷第 7 行「僅出臣等身中五體真官」起，至第 45 行「宿罪深積結縛不解」

止之文字，亦見於《太極真人敷靈寶齋戒威儀諸經訣》
50
中，《無上秘要》卷

五十〈塗炭齋品〉亦見此段文字，不注出處，
51
當是同據一書。出官啟事乃

於發爐之後，法師召出身中仙曹吏兵，藉以向眾天尊等關奏修齋因由、所祈

願望等內容，故前面召請仙官吏之文字或有各齋同用者（然亦有隨道士所受

法籙不同而所出官吏有異者
52
），而寫卷第 45 行文字後為啟告齋意，故因應

不同齋儀而有不同文字內容。另外據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十七

                                                      
48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182～183。  
49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482。  
50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867。  
51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5 冊，頁 182～183。  
52

 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十七云：「右出官啟事按三洞科儀，籙不同，真官

亦異，當各隨身中所度仙靈吏兵出之。」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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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儀門．古法三時行道儀〉云：「建齋止於第一日清旦出官，自餘否。」
53

卷三四〈齋法修用門．釋出官啟事〉又云：「仙公曰：此謂初齋啟事儀。…

張清都曰：建齋止出一官，至齋訖言功不復出吏兵也。」
54
可見出官啟事應

只用於初齋之時。  

至於第 56 行起之言功口章文字亦與《無上秘要》卷五十〈塗炭齋品〉

言功口章
55
及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四十九之黃素朱表相近

56
，而杜文愈

繁，然可見杜氏朱表乃在此一文字基礎上敷演而成。而寫卷第 73 行「不合

儀式進□□□」之缺字，可據《無上秘要》補為「不合儀式進止犯科」。  

敦煌寫卷另有P.3484 號文書，首殘尾具，大淵忍爾擬為〈上啟文例〉，

並持與《三洞奉道科誡營始》之「中會儀」中「各稱名位」之上啟文比較
57
。

然此卷雖有「年月日於某郡縣鄉里中齋竟上啟」之文，觀此卷形制不僅與後

世言功朱表相同，較之以D171 號寫卷，更可明確判定其為言功口章無疑。

茲列舉如下以觀其形制之相同：  

D171 Ｐ .3484 

56 建齋日夜六時行道訖依法言功東向長跪叩齒

廿四通各 

57 列位號臣ㄙ稽首再拜  上啟  

（略）  

75（前略）臣等身中五體真仙隨功 

76 上詣玄都受秩事竟各還臣等身中與臣同 

77 昇飛行太空謹上啟聞伏須告報臣ㄙ等誠惶誠

恐稽首再拜  

79 以聞  

80 臣姓ㄙ屬某州某縣人  

81 虛泰青玄元太上無刑無極自然至真大道七寶

元尊金闕玉陛下  

 

 

 

 

 

1 兵各各上至玄都典者受秩加賞臣等俱飛 

2 升仙伏須告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再拜 

3 以聞 

4 臣姓名 郡縣 

5 泰清無極無形無名虛見自然至無上元尊

金闕七寶 

6 玉陛下 

                                                      
53

 同前註書。  
54

 同前註書，頁 578。  
55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25 冊，頁 186～187。  
56

 有關黃素朱表之形制，參見拙作《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3 年 3 月），第六章第一節。  
57

 詳見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錄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 年 3 月）頁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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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太歲次ㄙ年月日於ㄙ處拜上口章上奏  

 

7 年月日於某郡縣鄉里中齋竟上啟 

8 官 

9 神泉觀道士王道深敬寫 

言功口章是於齋事結束時，用以向天尊、道君等報告齋事圓滿完成，要求對

護衛齋事有功的諸仙曹吏兵封賞之詞。《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三五〈齋

法修用門．釋言功拜表〉云：「建齋之初，必出官啟事，事畢，拜表與之言

功，令其隨表上詣玄都，列受功賞。」
58
另外在言功之前，也會附帶說明曾

舉辦齋法的大致情形，並祈請齋事功德獲得實現，於齋事中有不合宜之處一

併乞求赦原等。至唐末五代杜光庭儀範中則另有於齋事結束後針對言功而舉

行的儀式，見《太上黃籙齋儀》卷四十九〈言功拜表儀〉
59
。由於言功口章

亦是齋儀通用之文體形制，故亦難以遽定P.3484 號寫卷是何種齋儀所使用。 

此外，《無上秘要》卷四九〈三皇齋品〉、卷五五〈太真下元齋品〉及卷

五六〈太真中元齋品〉中雖有「言功」之語，然唯卷五十之〈塗炭齋品〉載

有與寫卷大同小異之「出官啟事」與「言功口章」之文字，此又進一步呈現

自然齋儀與塗炭齋儀內容之密切。  

 

肆、 結語 
綜合上述，可知自然齋在初期是以適用性廣、具有因事制宜、簡而易行

的特點而流行，至少在初唐時已是道教諸雜齋日的通用齋法。從陸修靜以

降，自然齋儀與其他齋儀一樣歷經各代道教徒的修訂，敦煌本自然齋儀中之

文字，雖然主要是節錄自六朝道經，但是其整體儀式程序之結構，透過與陸

修靜所述、《無上秘要》所載及杜光庭儀範等相關儀式內容之比較，則似為

隋唐時期方增訂而成者，其行道儀軌之制定，則可能與北周時之塗炭齋有密

切關係。  

同時隋唐道教徒由於增修宿啟儀軌，將原本施之行道儀的禮懺十方、三

啟、三禮等程序亦運用於宿啟儀中，為了強調其合理與必要性，乃著力宣揚

「建齋必先行自然朝」之說，然而其在宿啟儀中與說戒、補職等程序的先後

次序，卻在唐末五代意外引起杜光庭與張若海的爭論，且一直延續到宋代，

                                                      
58

 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582。  
59

 詳見《道藏》（三家版，1996 年 8 月），第 9 冊，頁 32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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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宋代道教齋儀修訂的不同取向。敦煌本自然齋儀則是屬於杜氏所遵循的

早期儀軌。  

而透過與後世相關道教經籍之比較，D171 號寫卷殘缺之文字猶可大致

復原其中發爐咒、法師存思等文字內容，同時得知「出官啟事」之文字乃出

自《太極敷齋威儀經》，而其言功口章之記載，亦可據以判斷另一寫卷 P.3484

亦同屬言功口章之文書。  

此外，寫卷中所錄《金籙簡文》之〈建齋威儀上坐誦經法〉，有助於理

解杜光庭編修黃籙齋儀中轉經儀式的根據，亦是記錄道教早期誦經儀式的重

要資料。行道儀中關於願念文的注解，則有助於確認道教儀式範本中多種願

念文的使用規律。凡此均是敦煌本自然齋儀對於瞭解道教齋儀內容發展之價

值。  

 

（作者工作單位：建國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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