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罗天大醮的历史沿革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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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大醮，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最隆重的活动之一。在三天大醮所供奉的七千二百神位中，包 

括天神地祇、九洲土地、十方城隍、祖先英烈、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周公文王、孔圣大儒、圣 

君明主、贤良忠勇、高道大德、祖师宗师、氐羌胡越神灵、地方民间神灵，皆为中华文明史上的 

杰出人物，竟然无一位佛教的佛祖菩萨，完全维持了中华民族信仰的主体性、纯洁性。罗天大醮 

的举行，为人们祈福中华、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众生安康的追求，提供了民族信仰的平台；为 

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信仰——道——神灵——祖先，注入了强大的自信心，这就是罗天大醮的文 

化意义及其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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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天大醮的历史与沿革

罗天大醮，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最隆重的活动之一。“罗天”，即大罗天，指天之三界以上的 

极高玄妙的境界处。北周武帝宇文邕编《无上秘要》卷四称天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等三界共 

二十八天，“三界之上，渺渺大罗”。大罗天有神灵所居之玉京山，“冠八方诸罗天。诸天仙人谓 

此山有十名：一曰盖天首山，二曰弥玄上山，三曰罗玄洞虚山，四曰高上真元山，五曰众宝幽结 

劫刃山，六曰无色大觉山，七曰周观洞玄山，八曰景华太真山，九曰不思议山，十曰太玄都玉京 

太上山。”①以“罗天”指醮名，极言其请降神灵品位之高、数量之巨以及醮仪功德之目的。

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中详细讲述了九坛三醮，曰：“结坛之法有九。上三坛则为国家 

设之。其上曰顺天兴国坛，凡星位三千六百，为普天大醮，旌旗车鉴剑，弓矢法物，罗列次序, 

开建门户，具有仪范。其中曰延祚保生坛，凡星位二千四百，为周天大醮，法物仪范，降上坛一 

等。其下曰祈谷福时坛，凡星位一千二百，为罗天大醮，法物仪范，降中坛一等。傥非时祷祀, 

不及备此三坛，亦当精洁词章，鲜异花果，扣鼓集神，恳祷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 

应也。中三坛则为臣寮设之。其上曰黄箓延寿坛，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黄箓臻庆坛，凡星位 

四百九十。其下曰黄箓去邪坛，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坛所用法物仪范，各有差降。下三坛则为 

士庶设之。其上曰续命坛，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坛，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灾坛, 

凡星位八十一。所用仪范，量有等差。此九坛之外，别有应物坛，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 

二十四位。法物所须，各以差降，士民之类，可量力而为之。如臣庶上为帝王祈祐，当作祈谷福

①《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册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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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坛，凡一千二百位。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当为醮设坛，随仪增益也。”①

孙虚白《论奏献钱马事》曰：“按《道藏》，三箓斋者，上元金箓斋，帝主修奉，展礼配天, 

罢散设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中元玉箓斋，保祐六宫，辅宁妃后，罢散设周天大醮二千四百分 

位。下元黄箓斋，臣庶通修，普资家国，罢散设罗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右三箓斋升降次第，及 

圣真位号，乃大中祥符年，诏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丞相王钦若重修定，颁下在京宫观，并天下 

名山福地收掌，以备朝廷修奉。或大臣为国，亦许修设，庶人不许奉修。又近降皇帝本命，及天 

宁节，逐年七次。藩方节镇修建金箓道场，罢散设醮三百六十分位止。圣位具载新降科仪，永为 

定式。”②

隆重极盛的三天大醮，需搭设九坛，奉祀天地诸神。上三坛称普天，由皇帝主祀，祀三千六 

百神位。中三坛称周天，主公卿贵族祀之，设二千四百神位。下三层为罗天，由人民供祀，一千 

二百神位。醮期则长达七七四十九天，并分七次举行七朝醮典，醮科包括祈福醮、祈安醮、水 

醮、火醮、九皇醮、礼斗醮以及三元醮等。罗天大醮不仅祭仪隆重，醮期长久，普度区内更要用 

五色布遮天，无论内坛或外场都显得极其隆重庄严，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超出一般醮典十倍以 

上，加上普天又须皇帝主祭，封建社会时代民间少有能力建此大醮。

三天大醮之中，普天大醮最高。北宋张商英《金箓斋投简仪》曰：“伏为迎祥集福，祇建冲 

科。谨赍龙璧信币之仪，命道士几人，于某宫观某殿，开启金箓道场几昼夜。罢散日，设普天大 

醮一座，三千六百分位。告盟天地，记算延釐。斋事周圆，恭陈大醮。谨依旧式，诣洞天投送金 

龙玉简，愿神愿仙，飞行上清，五岳真人，至圣至真。鉴此丹恳，乞为誉奏。上闻九天，谨诣灵 

山，金龙驿传。”“尊帝一十三位，虚皇太上三尊，道之真元也。三清上帝，道之妙有也。昊天 

玉皇上帝、三十二天帝，统御世界而成变化者也。天皇大帝、紫微帝君，在天成象之帝也。虚皇 

地后，三元九煞，所自生也。”③

罗天大醮形成于唐代，皇室非常重视斋醮科仪。北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五三记载: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殿中监成国公李辅国奏，大明宫三殿前设罗天大醮，其夜及 

晨，有龙见于御座褥宛转，鳞甲脚迹遍于褥，上以其褥示朝臣。④这当是见载于史的最早一次罗 

天大醮。

五代北宋以来，朝廷经常举办罗天大醮，禳灾祈福，并形成了以罗天大醮为主体的庞大的醮 

仪。时朝廷重臣王钦若深达道教，编《罗天大醮仪》呈上。⑤北宋李春编《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八九记载：真宗天禧元年（1017）春正月辛丑朔，奉天书升太初殿，行荐献之礼，奉上册宝、 

笃服。又诣二圣殿奉上绛纱袍，奉币进酒。诸路分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前七日，致斋，禁屠 

宰、刑罚，止凶秽，坊市三日不得饮酒食肉。军校、牙将、道释、耆寿，悉集寺观、军营、民 

舍，就门庭设香烛望拜。⑥

吕元素集、胡湘龙编《道门定制》卷三记载王钦若奏：“仰受德音，虔遵诏旨。臣今已修整 

列罗天圣位九卷，并修到罗天科仪，集成一卷，标于卷首。但愆凡目，窃觇真阶，奉天徒仰于紫 

清，测汉莫穷于仙统，上遵宸底，稍备朝修。其罗天科仪品位共十卷，谨同上进。伏乞宣付崇文 

院三馆都监刘崇超缮写十五本，装褫送臣处，用道藏印缝讫，降下会真、太宁、上清、太清、太

① （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疆》卷一。三，《道藏》第22册第695页。

② （南宋）吕元素集，胡湘龙编《道门定制》卷三，《道藏》第31册第676、677页。

③ 《道藏》，第9册第133、134页。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03册第81页。

⑤ 《二十五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册第872页。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5册第396页。

-77・



《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

平宫等处，庶令崇奉，永荐福祥，谨具奏闻，谨奏。”①

宋谢守颛《混元圣记》卷九记载：哲宗绍圣五年（1098）三月十八日丁卯，敕令御药院臣 

苏珪，请道士三七人于太清宫，开启祈福道场一月，罢日设普天大醮一座三千六百分位。二十日 

将晚，苏珪升殿烧香，忽见老君两眼下有光，如双珠圆明，至巳时方散。四月初九日，珠光复现 

如前。②

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二六《嘉定皇后受录之记》记载：嘉定庚午（1210）,命左街监义 

臣上官德钦，至华阳洞天上清宗坛，传受大洞毕法宝箓、金龙玉璧、质信礼仪，罔不毕备。上清 

经箓宗师臣薛汝积实临坛度师，洁己斋心，驰诚南岳，结想上灵，建置玉箓道场罗天大醮，广修 

斋设，延供羽衣。是夕，玉绳金波，昭回璇汉，祥风瑞霭，纷郁宫庭。翼日，笙鹤翱翔，飞舞呈 

瑞，灵芝异草，迭产于林间。四方来观，莫不敬叹。③

《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卷二《韦太后殿设醮雨座》记载：皇太后韦氏，谨资十方 

镇彩、本命文缗，诣江州太平兴国宫九天采访应元保运真君殿，普集道士一坛，于八月七日宿建 

太上顺天兴国宝坛，修奉大罗玄都玉京紫微上宫三元玉箓道场，三昼夜满散，修设普天大醮三千 

六百分，延奉高真，用祝圣寿无疆，皇图永固，万民乐业，五谷丰登。④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 

道通鉴续编》卷三记载：道医皇甫坦为显仁太后治愈眼疾，太后旨意皇甫坦建普天大醮二坛, 

祈福皇帝，仍普及生灵。⑤《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三记载：就京城创四圣观，赐额为四圣紫极 

观，特设普天大醮，并降赦恩，上达四圣，通凡降鉴。⑥《宣和书谱》卷六：道士陈景元初游京 

师，居醴泉观，众请开讲。神宗闻其名，诏即其地设普天大醮，命撰青词以进。既奏，称善，得 

旨赐对天章阁。⑦

元代皇室虽为蒙古族，但亦崇信道教，经常举办醮仪。此际全真道兴旺于世，许多大型的斋 

醮活动都是全真道士主持。冯志亨《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曰：宪宗诏道士王志坦入朝，王志 

坦进言宜选有道之士，依黄箓玄科，普行济度，使幽魂苦爽，出离冥途，咸遂超升。上嘉纳其 

言，即日遣中使数十人驰驿四出，各就方国行荐拔事。又敕扎忽儿、学士阿怜博儿赤、提点王志 

坦，持密旨来燕京大长春宫，特命掌教真人李志常主醮，作大济度师，随路选清高有道之士，设 

普天黄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甲寅春三月初九日至十六日，凡七昼夜，有司不奏刑名，闾井禁屠 

宰，出御府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缗千匹，为镇金信币之须，幡、花、油、烛、 

楠檀、沉水、龙胭、降真，为飨献之礼，其余皆府库支给，不令扰民。密词九通，玉简三面，皆 

宸翰亲署，礼官监使，道流士庶，旌幢仪卫，自通玄门，迎来醮所。钦惟持守之君，所当先荐 

者，祖宗往圣，眷属先灵，就紫府已回光，常瞻慧日，至仙阶而列品，永佑皇邦，下至于兵死俘 

亡，横遭刑戮，一切冤枉，有主无主，同仁一视，靡有遗弃。⑧

元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记载：圆明真人高道宽，至元辛未（1271）赠号知 

常抱德圆明尊师。乙亥（1275）夏召师就行宫，修金箓罗天大醮，瑞云轮困，灵应昭著。丙子 

（1276）秋七月安西王颁降玺书，益以西蜀道教并付掌管。⑨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一《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道藏》，第31册第676页。

《道藏》，第17册第881页。

《道藏》，第5册第672页。

《道藏》，第32册第668页。

《道藏》，第5册第434页。

《道藏》，第19册第589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第219页。

（宋）陶谷、（金）郑子聘等：《宫观碑志》，《道藏》第19册第713页。

《道藏》，第19册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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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赞》：至顺(1332)三年三月，特进神仙大宗师臣苗道一，修罗天大醮于大长春宫。①

延及明代，朝廷亦经常举办罗天大醮。《徐仙真录》卷三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正月初 

九日，命道众于洪恩灵济宫，修建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一千二百分位。仰祈九天金阙明道 

达德大仙显灵溥济清微洞玄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洪恩真君、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博济高 

明弘静冲湛妙应仁惠辅国佑民洪恩真君，敷达上玄，少伸诚恳，以展孝思。尚冀风调雨顺，万方 

屡获于丰年。国泰民安，四海咸跻于寿域。幽明普度，遐迩蒙恩。②

二、罗天大醮的法坛制度

依循古制，罗天大醮大法会，需要设立十余座醮坛。主坛为元始虚皇坛，上设一千二百诸神 

牌位。其下分设都坛、皇坛、集神坛、朝真坛、吉祥坛、祈福坛、度人坛、延生坛、顺星坛、报 

恩坛、降魔坛、诸真坛、青玄坛等，诵经拜忏，日夜供奉香灯。各坛由大师、高功主持仪式，祝 

圣朝真。

“虚皇”，即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之尊号。在道教众多的斋醮道场中，元始虚皇坛名列其 

首，被用于罗天大醮之中。明周思得《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二五曰：“昔元始天尊演说灵 

宝玄妙超度法门，会集群仙，于虚皇天宝之台。诸天队仗纷纭，日月星宿，璇巩玉衡，鸟兽鸾 

凤，丹辇幡盖霓旌，来朝天尊。夫行法之士开建坛陛，亦遵上天之仪，以度下世兆民者也。”③ 

元始虚皇坛设一千二百诸神牌位。为罗天大醮中枢，取法上境，建斋行道。坛分三层，象征天地 

人三才。

为了满足广大善信对罗天大醮的祈求愿望，可另设一些分坛，数目多少，因需而定。坛中安 

置洞案供桌，分列镇信香花，铺置如法。五供洁净，列位供养，法器法具，熏沐金容，香烛香 

灯，朗耀八门，花光灿烂，照映十方，灵幡宝幢，高悬低垂，云篆灵符，瑰丽壮观，诵经灵章, 

万遍道成，神圣境界，灵妙道场。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曰：或罗绮锦鳗, 

饰金琢玉，翠羽翡毛，丹青珠璧，琉璃玳瑁，连贯填错，七宝九光，三明六出，置华丽解净种 

种，如法供养天尊，永世福田，一不可缺，当须修造，最为功德。④

罗天大醮的主要科仪有焚香、开坛、请水、扬幡、宣榜、荡秽、请圣、摄召、顺星、上表、 

落幡、送圣等等。在诵经礼拜时还伴有优美的道教音乐和动作，队形变化多样的禹步踏罡。

《罗天大醮早朝科》讲述请称法位时说：“谨同诚上启，虚无自然元始天尊，无极大道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高上玉皇，十方已得道大圣众，至真诸君丈人，三十二天帝君，玉虚上帝，玉 

帝大帝，东华南极，西灵北真，玄都玉京金阙七宝琼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明皇道君，三十六部尊 

经，玄中大法师，上相上宰，上保上傅，太平下教二十四真人，西城总真王君，太乙真人，东岳 

上卿司命茅君定录保命二真人，名山洞府得道神仙，三界官属一切真灵，恭望洪慈，洞回 

昭格。”

以今清旦行道，请法众等，运兹初捻上香。愿此香烟腾空，径上三清之境。臣等皈身皈 

神皈命，首体投地。仰依太上三尊，以是捻香功德，上祝当今皇帝。伏愿懋膺景命，遐保丕 

图。不骞不崩，隆寿山而永峻；时万时亿，注福海以采深。如日之升，九有之山河尽照；犹 

天之覆，四时之风雨无愆。民乐升平，物无疵房。今故烧香，自皈依道尊大圣众至真之德。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314页。

② 《道藏》，第35册第571、572页。

③ 《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2 - 1994年，第17册第76页。

④ 《道藏》，第24册第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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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之后，保天长存。

以今清旦行道，请法众等，运兹二捻上香。愿此香烟腾空，径上三清之境。臣等皈身皈 

神皈命，首体投地。仰依太上三尊，以是捻香功德。伏为斋官祖祢姻亲，先亡眷属。伏愿瞻 

启明之星彩，出离泉扃；闻碧落之空歌，回翔天际。罪落黑书之字，名标玉简之科。脱迹苦 

缘，生神乐土。九阳道岸，披拂仙风；八景真阶，瞻依玉相。今故烧香，自皈依经尊大圣众 

至真之德。得道之后，升入无形。

以今清旦行道，请法众等，运兹三捻上香。愿此香烟腾空，径上三清之境。臣等皈身皈 

神皈命，首体投地。仰依太上三尊，以是捻香功德，奉为斋官某一门眷属。伏愿辉华瑞日， 

照彻身宫，和煦晨风，开荣命宇。百关调畅，保四大以无虞；一杰委蛇，与五神而共理。德 

行流馨于兰蕙，年龄比茂于椿松。百福骈臻，千愆永释。今故烧香，自皈依师尊大圣众至真 

之德。得道之后，与道合真。

发愿：一愿灵光下烛，二愿道月扬辉，三愿恩宣九地，四愿诚达九天，五愿真灵俱会, 

六愿道坂周围，七愿天堂开敞，八愿地狱麋摧，九愿玄功普被，十愿驾景空飞，十一愿普天 

怀德，十二愿道化无为。①

三、罗天大醮的文化意义

唐代皇室经常举办各种名目的斋醮科仪，并留下了大量的醮词，记载三天大醮的盛况。如僖 

宗《灵宝道场设周天醮词》曰：“以流星谪见，分野虑灾。谨遣赐紫道士杜光庭等，于宗元观修 

灵宝道场，丈人观设周天大醮。伏以至道无形，时符于人事。元天垂戒，必见于星文。非凭悔谓寸 

之门，岂格修禳之念。是用斋心宣室，稽首名山，为百姓希恩，设周天大醮。臣自尘惊关辅，驾 

出衰梁，九庙靡依，群生失庇。致祖宗之大业，危若缀疏；念士庶之求生，势同累卵。省过敢忘 

于罪己，恤人深切于救焚。布服蔬餐，赎愆尤于既往；祈天悔过，希保助于将来。大道以慈惠为 

基，高明以广大为本，降福必归于有德，除灾当务于庇人。使汾气潜消，飞星暗逝。蜀郡士庶, 

永绝于札瘴；京国黔黎，早离于霾噎。誓将仁育，以答元功，仰望灵恩，不任恳惆之至。”②

杜光庭《遂府相公周天醮词》曰：“伏以虚无大道，孕育于群生。天地万神，主张于庶品。 

至于诞形禀气，垂象炳灵，咸资鼓铸之功，率赖生成之力。臣内惟淙德，夙荷道慈。勋劳未赞于 

圣朝，宠遇已隆于藩翰。隼旗龙节，叠奉殊荣。相印兵符，频叨睿奖。顾兹虚薄，实切兢忧。每 

虑赏罚不明，刑章不当。举措有乖于理体，绥和未叶于物情。兴修有土木之烦，宴犒有烹燔之 

费。故伤误杀，往债宿冤，兼此罪尤，成其谴责。或五行三命，暗曜列星，共结灾建，遂为疾 

厄，尚未痊复，倍用惊危。臣今年大运居衰气之乡，小运在马破之位，木星退身宫之上，土星照 

三合之方，金水二星临乖背之宿，飞天火曜居本命之辰，九宫土星复当生月。睹此灾运，深切祷 

祈。是敢按灵宝玄科，河图秘格，设周天大醮，忏谢上玄。伏冀万圣感通，众神昭鉴，纳其恳 

志，介以福祥。解宿债前冤，赦深灾重过。续其祚禄，增其寿年。五星四景之中，永销危厄。天 

府地司之内，别注休祯。所疾蠲平，克赐安豫。益坚忠孝，上奉君亲。即仰荷众尊，佑护之恩 

不任。”③

此外，青城令莫庭乂撰有《为副使修本命周天醮词》《为川主修周天醮词》《周天醮词》。④

① 《道藏》，第9册第47 -49页。

② （清）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卷八九，中华书局，1982年，第1册第937、938页。

③ 《全唐文》卷九三八，第10册第9758、9759页。

④ 《全唐文》卷九三六，第10册第9745、9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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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天大醮的历史沿革与文化意义◎

周常侍撰有《序周天醮词》，宣称“诣玉局灵坛，备蠲洁之仪，设周天大醮，星辰日月，毕罄诚 

祈，地府天关，遍申昭谢。伏愿降临丹恳，采纳素诚，永锡吉祥，克加济护。使罪尢除荡，算纪 

遐长，冤债和平，灾凶超度。誓勤修奉，以副元慈”①。

五代杜广庭编《广成集》卷九收有罗天醮词六篇，《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罗天中级 

三皇醮词》《罗天醮太一词》《罗天醮岳渎词》《罗天普告词》《罗天醮众神词》，这些三天大醮 

都是在青城山举行。其《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曰：“是用按依玄格，遵炼明科，修黄箓道 

场，设罗天大醮。九清三界，咸陈忏谢之仪。天真地灵，备展奏祈之礼。普日月星辰之域，遍山 

川岳渎之司，毕罄斋庄，周期通感。伏冀天尊降命，圣祖贻休，俯借神功，载康国步，鸿图克 

固，鼎祚中兴。齐北极以常宁，比南山而共永。”《罗天中级三皇醮词》曰：“今又大游四神，在 

雍秦之分。小游天一，次梁蜀之乡。地一镇于坤隅，月学行于井宿。考遵纬候，伏切忧虞，是用 

披按明科，修崇黄箓。备罗天大醮，祈三界真灵。愿假神休，共回天数。使忠贞义烈，振风雷扫 

荡之威。文武尊神，借戡定经纶之力。重昌祚历，永息妖氛。九围睹清晏之期，三蜀荷安宁之 

赐。灾祛未兆，福降无穷。动植存亡，同臻恩祐。”《罗天醮岳渎词》曰：“窃以臣叨荷宠恩，久 

司藩屏，封圻六镇，襟带重江。水惟四渎之尊，山居五岳之长。仙坛灵化，皆验虬驭鹤之踪。珠 

岸金堤，乃禹导秦通之野。真灵攸处，祥应宴繁。必介休符，以副虔祝。是敢斋陈黄箓，醮启罗 

天。冀众圣之垂光，会万灵而降福。共安天步，永奉帝图。荡昏噎于神京，重瞻圣日。混车书于 

海宇，克保唐年。臣境土安宁，生灵舒泰。边无烽燧，俗洽讴歌。息未兆之灾缠，解已往之衍 

咎。誓虔砥砺，以答神功。”《罗天醮众神词》曰：“是敢按遵玄格，披考灵科，修黄箓宝斋，设 

罗天大醮。下穷九垒，上极三清。严陈忏谓之仪，愿假感通之应。伏惟尊神众圣，悯鉴丹诚。雷 

发神威，风回景购。扫搀抢于碧落，殄气翳于皇都。永固鸿图，中兴大业。次愿封疆分野，销解 

灾蒙。祛厄会之斯，致和平之气。龙神辑睦，风雨均调。疵疫无侵，戈簸允戢。誓勤握政，上付 

神功。”②

由各种各样的法器、供品、旗幡所构成的庄重道场，道教称之为法坛威仪，庄严神圣，威仪 

华丽，是超脱凡尘外、祭神拜祖的圣坛，充满了圣洁至上的光辉。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 

戒营始》卷三指出：凡天尊殿堂及诸安置经像处所，皆须造帐座、幡盖、旌施、节舆、香炉、 

华佩、几案、帕褥、幡竿、灯台、灯擎、烛擎、灯笼、坛纂、门傍、香合、法具种种。或罗绮锦 

绶，饰金琢玉，翠羽翡毛，丹青珠璧，琉璃玳瑁，连贯填错，七宝九光，三明六出，华丽解净种 

种。如法供养天尊，永世福田，一不可缺，当须修造，最为功德。③

灵幡，是道教斋蘸法坛中最重要的法器。凡举办斋蘸法会，无论是祈福驱灾、安境镇宅，还 

是驱邪治祟、拔幽度亡，都离不开灵幡与宝幢。它们或高悬在法坛中央，或低垂于法门两旁，五 

六色，瑰丽壮观，其上绘制的天书云篆、灵符宝讳更是奇绝玄秘，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深深地 

遗留在人们的脑海。可以说，灵幡与宝幢以其庄重独特的形式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最具道教 

特征的神圣信物，道教文化的千古载体。

依众多道经所言，灵幡为道法之指归，斋修之仪矩。宝幢为蘸坛奉圣仪制之物，召神命魔之 

具。《灵宝玉鉴》卷四曰：“夫盟天告地，招真召灵，耀景命魔，九光十绝，皆所以按仪立像, 

具体宵形，杰立虚空，耀灵法界，开通冥漠，度天人者也。以至裁云扬锦，展绮明霞，策景乘 

虚，凝神合气。故得诸天遥唱，万圣临轩，长夜开光，九幽罢对，功亦宏矣。故我灵宝大法幡节 

幢盖具有成仪九，当运祖气而合神光，尽精微而致广大，随机变现，应念感通，作生死之之津

① 《全唐文》卷九三七，第10册第9755页。

② 《道藏》，第11册第272 -274页。

③ 《道藏》，第24册第752页。

• 81 ,



《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

梁，具显幽之标准。及其结空成梵，云篆太虚，化形十方，超神八极，普资有识，广度沈沦，实 

道法之指归，斋修之仪矩。”①由此看来，灵幡、宝幢等仙仗是道教设坛演法、开度天人不可缺 

少的信物法器。

罗天大醮所设的坛场，正是一座祈福禳灾、人神交感的神圣空间。大醮供奉神号，其起首便 

为三清、四御。其下则分为一百状，列陈天庭、地界、冥府诸神一千二百，包括玉虚上帝，三宝 

帝君，九天上帝，太阳朱明上帝，东方八天帝，南方八天帝，西方八天帝，北方八天帝，先天圣 

母元君，太一三昧元君，上清青童君，四极真王，天真皇人，灵宝五师，三元帝君，三皇五老, 

十一大曜真君，十神太一真君，北斗星君，乾元圣母九皇夫人，南斗太帝，东斗六阳星君，西斗 

六阴星君，中斗七太星君，三界五天大魔王，北帝四圣真君，玉清上元真宰，洞玄左真上宰，太 

极上相，紫微垣众星君，太微垣众星君，天市垣众星君，东方七宿星君，南方七宿星君，西方七 

宿星君，北方七宿星君，紫微外座众星君，北极四相星君，郑分二十座星君，宋分十六座星君, 

燕分十五座星君，吴分二十九座星君，齐分二十座星君，卫分十五座星君，鲁分九座星君，赵分 

二十一座星君，晋分二十二座星君，秦分十五座星君，周分十座星君，楚分九座星君，岁星所变 

六星君，荧惑星所变五星君，镇星所变九星君，太白星所变八星君，辰星所变七星君，十二宫尊 

神，三山真君，三天大法师，九天司马真君，天曹太皇万福真君，五岳真君，五岳圣帝，十山真 

君，太极上真众圣，洞天仙官，二十四化仙官，长生妙感真人众仙，三元真君，上元宫府仙官, 

紫微宫十二曹仙官，太极左宫十二曹仙官，太极右宫十二曹仙官，中元宫府仙官，青灵宫十四曹 

仙官，南洞阳左宫十四曹仙官，北野都右宫十四曹仙官，下元宫府仙官，洞源宫十四曹仙官，左 

清泠宫十四曹仙官，罗郸宫十四曹仙官，太一司命君众圣，天翁天母众神，扶桑大帝众灵，十二 

溪真，太湖众神，九垒土皇君，郸都大帝众圣，六洞仙官，郸都诸大魔王，十王真君，地府司录 

神君众圣，神慈九宫贵神，五方五行神，社稷众神，左青龙君众神，九州社令，通章六玉女八从 

事，驿亭令众神，虎贲狼吏众神，土地真官众神。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系统的神仙谱系，显然是融 

合了汉唐以来道教各个派别所奉神灵，大批道教祖师的加入，亦说明诸宗归一的历史趋势。

如此众多的神灵仙真，在举行祈禳法会，皆要如悉设位，礼请降临。仪礼不周，斋戒不净, 

则诸神不应。

需要说明的是，三天大醮所供奉的七千二百神位中，每个神位中往往并列多位神灵，因此其 

总数超过万位，可谓万神共聚，感应天人。包括天神地祇、九洲土地、十方城隍、祖先英烈、三 

皇五帝、尧舜禹汤、周公文王、孔圣大儒、圣君明主、贤良忠勇、高道大德、祖师宗师、氐羌胡 

越等少数民族神灵、地方民间信仰神灵，皆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竟然无一位佛教的佛祖 

菩萨，完全维持了中华民族信仰的主体性、纯洁性，这是道教民族自信性的高度体现。

道教信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道教信仰道，信仰神灵，崇拜祖先，这种根深蒂固的 

民族信仰，早已融入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文化基因，亦 

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

罗天大醮的举行，为人们祈福中华、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众生安康的追求，提供了民族信 

仰的平台；为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信仰一一道一一神灵一一祖先，注入了强大的自信心，这就是 

罗天大醮的文化意义及其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于光）

①《道藏》，第10册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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