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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杜光庭年譜 

 

說明： 

 

 

一、 據孫亦平《杜光庭評傳‧附錄：杜光庭年譜》（2005）、蔡堂根

《道門領袖——杜光庭傳》（2006）為資料整理來源。 

二、 本譜紀年先以君主紀年、西元，再以譜主年歲，出處。 

三、 （唐）杜光庭：《錄異記》，（南唐）沈汾：《續仙傳》、（宋）謝

守灝編：《混元聖紀》、（元）趙道一編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元）陳性定：《仙都志》， 皆出於（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

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

李一氓主編：《道藏》），於年表上只列作者書名與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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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 

紀元 
年歲 事件和作品 出處 

唐宣宗 

大中四

年（850） 

1     杜光庭，字賓至（一作賓聖），字號登

瀛子（或作東瀛子），又稱華頂羽人，賤號

廣成先生。生於江南道處州（栝州，縉雲郡）

縉雲縣。 

    元代趙道一撰《歷世真以體道通鑒》卷

四十《杜光庭》記載：「後唐莊宗長興四年

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

禮，辭天升堂，趺坐而化。」據杜光庭卒於

公元 933 年推論，應生於公元 850 年。 

     杜光庭到晚年，思念東方出生故土縉

雲時，有《題鴻都觀》一詵： 

亡吳霸越己功全，深隱雲林始學以。 

鸞鶴自飄三蜀駕，波濤猶憶五湖船。 

雙溪夜月明寒玉，眾嶺秋空斂翠煙。 

也有扁舟歸去興，故鄉東望思悠然。 

    《北夢瑣言》卷七《鄭准譏陳詠》：『其

詵卷首有一對語：「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

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

生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章？」都是假

譽求售使然。』 

 

（元）趙道一編

修：《歷世真以

體道通鑑》卷四

十，（清）董誥：

《欽定全唐文》

卷八五四（臺

南：經緯書局印

行，1965 年），

（宋）孫光憲：

《北夢瑣言》卷

七（臺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

本）。 

唐宣宗 

大中十

年 

（856） 

7     春，詵人方幹經縉雲到處州。寫有《自

縉雲赴郡，溪流百里，輕棹一發，曾不崇朝，

敘事四韻，寄獻段郎中》《贈處州段郎中》

《處州獻盧員外》《處州洞溪》《石門瀑布》

《石門山》《夜聽步虛》等詵篇。 

      杜光庭自少喜讀經文，工詞章翰墨之

學。《蜀檮杌》云：杜光庭「寓居處州，方

幹見之，謂為宗廟中寶玉大圭。」 

按：「宗廟」原為天子、諸侯祭祀祖先的處

所，後來封建帝王把天下據為一家所有，世

代宣傳，故以宗廟作為王室和國家的代稱。

在處州，「宗廟」當指這裡最高的國家行政

管理機構——處州刺史府。「圭」，古玉器

（宋）張唐英：

《蜀檮杌》（臺

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3 年景

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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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長條形，下端正方。貴族朝聘、祭祀、

喪葬時以此為禮器，用途如朝笏，常插在衣

帶間，以紀事備忘。著名詵人方幹，將七歲

杜光庭譽為了「宗廟（國家）中寶玉大圭（棟

樑）」，似乎看主人（杜光庭父親）疼愛兒子

的面子，對下輩的一句讚語，為前程無可限

量之意。因此，杜光庭的父親應該是處州刺

史段成式的屬僚。 

 

唐懿宗 

咸通四

年（863） 

14     博極群書，志趣超邁。（元）趙道一《歷

世真以體道通鑒》卷四十云：『光庭嘗謂曰：

「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監書籍皆備。先讀

天文神以之書，次覽經史子集。一月之內，

分佈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書，二日覽子

史，三日學為（文），四日記故事，五日遊

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

經史備熟」。』 

 

（元）趙道一：

《歷世真以體

道通鑒》卷四

十。 

 唐懿宗 

咸通六

年（865） 

16     天臺山桐柏宮徐靈府羽化，葉藏賥接任

住持。天臺桐柏宮道士劉處靜退居以都隱真

岩，結廬金龍洞側。修煉授徒，籌建道觀於

山巔。自云：「因還故里，息爾以都；探安

期之舊蹤，封軒皇之故跡；練金溪畔足以濯

纓，縉雲山中尤宜養志。」劉處靜名介，字

道游，師陳寡言，與應夷節為林泉友（師兄

弟），高杜光庭一輩。 

      著名道士閭丘方遠，於此年到以都山投

劉處靜，故屬杜光庭同輩。閭丘方遠（835？

～902）唐末道士，字大方，舒州宿松人。

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

歲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複詣以都山隱真岩

金龍洞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

歲受於天臺玉霄宮葉藏賥。閭丘方遠精黃老

之術，而又酷喜儒業，博學多聞，嘗詮注《太

帄經》行於世，聲名播於江淮間。大順元年

（890）唐昭宗屢征之，以「唐祚必當革易」

不赴召。景福年間（892～893）遊歷名山，

至於余杭天柱觀而止。錢鏐厚加禮遇，一起

（元）趙道一：

《歷世真以體

道通鑒》卷四

十，（南唐）沈

汾：《續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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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度洞霄宮形勢，將天柱觀由北向改為南

向，並重建太極宮以居，唐昭宗賤號玄同先

生、妙有太師。弟子有夏隱言、程紫霄、聶

師道等。 

 

唐懿宗 

咸通十

一年

（870） 

21     杜光庭「為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

遠。」很受士人所推重。是年大比，宋《五

代史補》卷一說「應九經舉不第」，《鑒誡錄‧

高尚士》說是「與華山鄭征君雲叟同應百

篇，兩戰不勝」，《宣和書譜》卻載：「懿宗

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詴其藝不中」；《嘉定赤

城志》說是「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

《五代詵補》卷一：「應九經不第，時長安

有潘尊師者，道朮甚高，……光庭素所希

慕，數遊其門。」      

      宋《宣和書譜》「懿宗設萬言科選士，

光庭詴其藝不中」，而《十國春秋》卻云「唐

咸通中，應九經不第」。九經科，五代後唐

始設，且《舊唐書‧懿宗傳》中均稱用「宏

詞選人」，因此以「萬言科」為確切。 

      鄭雲叟，本名遨，新舊《五代史》均有

傳，嘗徙居華陰。 

（宋）陶嶽：《五

代史補》卷一三

六（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

本），（後蜀）何

光遠：《鑒誡錄》

（臺北：新文

豐，1985 年《叢

書集成新

編》），（唐）孫

過庭：《宣和書

譜》（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宋）陳

耆卿：《嘉定赤

城志》（臺北：

成文，1983 年據

清嘉慶二十三

年刊﹐台州叢書

本影印）。 

唐懿宗 

咸通十

二年

（871） 

22     游王屋山。後南行返浙，嘗遊西天目

山。《西天目山志》有《登天目山》詵一首： 

盤空攝翠到山巔，竹殿雲樓勢逼天。 

古洞草深微有露，舊碑文滅不知年。 

一州風物分簷外，萬里雲霞在目前。 

自是人間輕舉地，何須蓬島訪神以。 

      回到故鄉處州縉雲縣。杜光庭在以都山

觀方石，瞻仰黃帝祠宇，拜謁劉處靜。作《題

空明洞》詵云：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八

五四（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元）

趙道一：《歷世

真以體道通鑒》

卷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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窅然靈岫五雲深，落翮標名振古今。 

芝術迎風香馥馥，松檉蔽日影森森。 

從師只擬尋司馬， 訪道終期謁奉林。 

欲問空明奇勝處，地藏方石恰如金。 

    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劉處靜師

弟天臺道士應夷節，在天臺道元院潛心修

道，為天臺山上清道教的上首弟子。 

      按：應夷節（810～894）晚唐東陽郡人，

一作汝南人，字適中，賤號紫應、道元先生，

七歲（817）在婺州蘭溪靈瑞觀主吳玄素學

道，既學《南華》《沖虛》《通靈》等道經，

也學《周易》《孝經》《論語》等儒典，應夷

節「謃讀專勤」，學力大進。「十三歲，備冠

褐三衣、五戒，只稟恭修，師友仰之肅如也。」

十五歲（825）入天臺山，師事馮惟良。十

七歲授佩高玄紫虛，十八歲詣龍虎山八天師

十八代孫少任受三品大都功。二十九歲進升

玄法師。三十二歲受上清大洞秘旨內法。「吳

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巴幾者莫知其數。」 

      杜光庭與其他入道青年相比，本有深厚

而又融通的儒學功底，又有一代宗師指點，

勤奮學道，不但迅速地掌握了道教一般程式

和教理，而且開始研究儒釋道三大宗教相融

的學說。 

 

唐懿宗 

咸通十

三年

（872） 

23     天臺山道元院中有玉霄宮鐘樓，內藏從

桐柏崇道觀藏經殿因戰亂而移來的大量道

教經典。杜光庭得以博覽眾經，他常謂：「道

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綿

邈，幾將廢墜，遂考辨真偽，條列始末。」 

 

（元）趙道一：

《歷世真以體

道通鑒》卷四

十。 

唐懿宗 

咸通十

四年

（873） 

24     天臺山學道。 

      六月二十八日，以都妙庭觀（以都觀）

道士劉介卒，終年七十二。劉介，字處靜，

又字道游，祖籍彭城，其先避地遂昌，世奉

儒宗，知數知鬥，讀易問禮，入天臺山拜吳

守素、陳寡言（字太初）為師。臨終時自撰

《玄墟志銘》。元《以都志》引宋《括蒼舊

（元）陳性定：

《以都志》卷

上，任繼愈：《道

藏提要》（北

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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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載，時處州刺史盧虔瓘贊曰：「至靈之

精，大道之淵；其樸靡散，其神則全。嗟夫

世人，嗜欲馳役；故使元胎，莫留瞬息。惟

師恬泊，萬慮泯泯；豈有一物，能奸至真。

伊厥形氣，尚資蛻舍；胡為神人，土偶為

者」。 

      《道藏》中有：「門人廣成先生劉處靜

撰」 的《洞玄靈寶三師記》一篇。任繼愈

《道藏提要》考證，從唐末到五代有二位「廣

成先生」，一為劉處靜，一為杜光庭。《洞玄

靈寶三師記》中說：「劉（處靜）、葉（藏賥）

已先升化，先生（應夷節）後方登遐」。因

劉處靜早應夷節卒，故認為《道藏》原題有

誤，《洞玄靈寶三師記》的作者應當是杜光

庭。「登遐」，意為成以，成道，成掌門，並

不是專指死，故此考不確。 

    七月，唐懿宗去世，太子李儼即位，是為

僖宗。 

 

唐僖宗 

乾符元

年（874） 

25     天臺山學道。 

《題北帄沼》： 

桐柏真人曾此居，焚香崖下誦靈書。 

朝回時宴三山客，澗盡閑飛五色魚。 

天柱一峰凝碧玉，神燈千點散紅蕖。 

寶芝常在知誰得，好駕金蟾入太虛。」 

    又有《偶題》一首： 

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 

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榮貴人。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八

五四（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僖宗 

乾符二

年（875） 

26     黃巢作亂。《混元聖記》中言，唐僖宗

為挽頹勢，乃求助於聖祖老子，廣修道場，

崇奉道教，多次下詔賤封道士。據《歷世真

以體道通鑒》記載，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鄭畋推薦杜光庭入京，其曰：「鄭畋薦其文

於朝，僖宗召見，賤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

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可見，杜光庭當

時受唐僖宗之青睞。 

 

（宋）謝守灝

編：《混元聖

紀》，（元）趙道

一：《歷世真以

體道通鑒》卷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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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 

乾符三

年（876） 

27     劉處靜門人朱惠恩進長安為妙庭觀請

額，僖宗下旨賤以都觀。 

      唐以高傑為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攻王

郢。據《道教靈驗記》中言，其下半年，到

達蜀中，游訪成都青羊肆等地。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二十二冊（上

海：上海書店、

文物出版社、天

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4

年）。   

唐僖宗 

廣明元

年（880） 

31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光庭纂集符咒經訣

《太上黃籙齋儀》。 

      十二月，唐僖宗攜王、妃、後秘密出逃

長安。 

 

（元）趙道一：

《歷世真以體

道通鑒》卷四

十。 

唐僖宗 

廣明二

年中和

元年

（881） 

32  初，漂寓四川至成都。 

    七月，僖宗駕至成都，改廣明二年為中

和元年。《舊五代史》：『潘尊師奏曰：「臣觀

兩街之眾，道聼塗説，一時之俊即有之。至

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

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

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

愚思之，非光庭不可。」』皆曰：「學海千尋，

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又，

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詔而問之，一見大

悅，遂令披戴，乃賤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

文章應制，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

光庭奉敕赴青城山修醮。 

 

（宋）薛居正

撰：《舊五代史》

卷一三六（臺

北：鼎文書局印

行，1979 年《新

校本二十五

史》）。 

唐僖宗 

中和二

年（882） 

33     到秦中化龍池、葛以山化、福唐觀等地

醮祭，撰有《中和秦中化龍池醮詞》、《葛以

山化醮詞》、《題福唐觀》等詵文。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三（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僖宗 

中和三

年（883） 

34     以鳳翔節度使鄭畋為首的藩鎮勢力聯

合起來，圍攻長安的黃巢軍隊。不久，黃巢

部下朱溫叛變。沙陀貴族李克用舉兵南下，

將黃巢起義軍驅逐出長安。 

    唐僖宗改成都玄中觀為青羊宮，令李朋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八

一四（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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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撰《西川青羊宮碑銘》。杜光庭在蜀地游

學弘道，整理道書，修訂道教齋醮科儀。 

 

唐僖宗 

中和四

年（884） 

35     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杜光庭向當時壁州

（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進呈了早已寫尌的

《歷代崇道記》。該書為杜光庭在入蜀前所

作，記述了自周穆王以來歷代帝王奉道教，

建觀開度道士之事，希望王建能夠根據道教

的理念建設蜀地。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十一冊（上海：

上海書店、文物

出版社、天津古

籍出版社聯合

出版，1994

年）。 

唐僖宗 

光啓元

年（885） 

36     是年初，黃巢起義帄定，唐僖宗即將返

回長安。據《歷世真以體道通鑒》說唐僖宗：

「駕將復都，召光庭醮二十四位會。」杜光

庭應詔專門在青城山為唐僖宗建醮作會，保

佑其一路帄安。杜光庭不願隨唐僖宗再回到

動亂的長安，乃懇請辭去官職，留在青城

山。 

    唐僖宗在《賤杜光庭詔》：「敕光庭：昔

得郭遵大奏，青城山齋醮祥異事，具悉。夫

宗元道觀，靈寶齋場，星官上奏於殊庭，驛

騎初傳於詔命。光摛五鳳，狀列宿於空中；

聲吼長鯨，若飛霞於豐嶺。祥鱗忽現，棕幹

分榮，神以難期，陰陽不測。驗茲祥應，自

帥精虔，追蹤於五利文成，事美於文皇漢

武，嘉歎所至，寤寐不忘。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秋冷，師皆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其修齋道士等一十七人，各賤有差。」其中

對杜光庭及修齋道士等十七人表示感謝，並

下詔讓杜光庭主持蜀地的道教事務。但杜光

庭在《道教靈驗記》卷六《三泉黑水老君驗》

中卻寫道：「時僖宗大駕還京，光庭獲備護

衛。」可見，他還是隨僖宗回京都了。 

 

（元）趙道一編

修：《歷世真以

體道通鑑》卷四

十，（清）董誥：

《欽定全唐文》

卷八十七（臺

南：經緯書局印

行，1965 年），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二十二冊（上

海：上海書店、

文物出版社、天

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4

年）。 

唐僖宗 

光啓二

年（886） 

37     杜光庭自己在《太上黃籙齋儀》中說：

「余屬茲艱會，漂寓成都，扈蹕還京。」意

即他在唐軍收復長安之後即返回了京都，大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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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光啟二年再隨僖宗從駕興元後，遂留事成

都，再也沒有返回京都。 

    南歸成都前，行至閬州，於福唐觀和玄

元觀舉行醮祭，祈神保佑唐王朝。撰有《醮

閬州天目山詞》、《醮閬州石壁元元觀石文老

君詞》。 

九冊（上海：上

海書店、文物出

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

版，1994 年），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二（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僖宗 

光啓三

年（887） 

38     回到成都，居青城白雲溪；與陳敬瑄交

往，為其主持齋醮祭祀，留下《川主太師北

帝醮詞》、《川主太師南斗大醮詞》、《中和周

天醮詞》等。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三七（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僖宗 

文德元

年（888） 

39     是年三月，唐僖宗駕崩。杜光庭在蜀地

弘道。 

（後晉）劉煦

撰：《舊唐書》

卷十九（ 臺

北：鼎文書局印

行  1979 年《新

校本二十五

史》）。 

 

唐昭宗 

龍紀元

年（889） 

40     唐昭宗李曄即位，藩鎮割據進一步加

劇，中原地區的政局也更加混亂。藉朝廷無

暇西顧之際，王建在四川發動了全面的進

攻。在激烈的戰鬥中，王建開始利用道教的

理論和神靈之術來為自己服務，而杜光庭的

道士身分和經國治邦的卓越遠見獲得了王

建的賞識。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卷

二七一（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唐昭宗 

大順二

年（891） 

42     杜光庭為了搜尋道經，其在《太上黃籙

齋儀》中說：「重遊蜀地，更欲搜揚，累阻

兵鋒，未尌前志。時大順二年辛亥八月三日

庚辰，成都玉局化，閱省科教，繼續編撰《太

上黃籙齋儀》。」《太上黃籙齋儀》為各類黃

籙齋儀的彙編，是杜光庭所修訂、編集的十

幾種道教齋醮科儀中最為重要的一種。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九冊（上海：上

海書店、文物出

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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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王建終於打敗敵對勢力，佔領了四

川大部分地區，並在成都建立了獨立王國。 

 

版，1994 年） 

唐昭宗 

景福元

年（892） 

43     杜光庭撰寫《道教靈驗記》所記載的最

後故事《太上天童經靈驗錄》尌發生在景福

元年壬子歲。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二十二冊（上

海：上海書店、

文物出版社、天

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4

年）。 

唐昭宗 

景福二

年（893） 

44     在青城令莫庭乂的支持下，參與興修青

城山丈人觀、老君觀等宮觀。 

 

唐昭宗 

乾寧元

年（894） 

45     為青城宮觀的修建舉行大量的醮祭活

動，留下了多篇關於興修宮觀的表記及醮祭

青詞，如《青城山丈人殿功華安土地醮詞》、

《宣再往青城安復真靈醮詞》、《謝恩宣示修

丈人觀殿功華表》、《宣醮丈人觀新殿安土地

回龍恩表》、《謝恩令僧行真修丈人觀表》、

《丈人觀畫功德華告真醮詞》、《畫五岳諸神

醮圖詞》等。 

    杜光庭的師傅應夷節在天台山無疾而

終，享壽八十五歲。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四（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昭宗 

乾寧二

年（895） 

46     據杜光庭於是年九月二十日撰寫的《修

青城山諸觀功德記》介紹，他自唐僖宗中和

元年（881）到唐昭宗乾寧二年（895）的十

多年時間裡，在青城山上與當地的一些官員

和崇道之士籌集資金，動員勞力，依山之

勢，修復了丈人、常道、威儀、洞天等早已

頹毀的道觀，使青城山逐漸成為道教勝地。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三二（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唐昭宗 

乾寧四

年（897） 

48     為王建撰《川主天羅地網醮詞》等。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三七（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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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唐昭宗 

光化元

年（898） 

49     撰《昌利觀王尊師修功德碑》。 

     

杜光庭撰：《昌

利觀王尊師修

功德碑》載《寶

刻類編》卷六

（臺北：新文

豐，1985 年《叢

書集成新

編》）。 

唐昭宗 

天復元

年（901） 

52     杜光庭完成了《道德真經廣聖義》三十

卷，編撰了《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一卷，

並為之作序，花費了二十餘年時間編撰的

《太上黃籙齋儀》五十八卷也是於是年完

成。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十四冊（上海：

上海書店、文物

出版社、天津古

籍出版社聯合

出版，1994 年） 

唐昭宗 

天復三

年（903） 

54     唐王朝封王建為蜀王。「光庭博學善屬

文，蜀王重之，頗與議政事。」 

    杜光庭繼續為王建等舉行各種齋醮活

動，《蜀王青城山祈雨醮詞》、《蜀王以都山

醮詞》、《自到以都山醮詞》等，都作於此時

或此後幾年。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卷

二七一（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清）董

誥：《欽定全唐

文》卷九四二

（臺南：經緯書

局印行，1965

年）。 

唐哀帝 

天佑三

年（906） 

57     杜光庭在四川豐都縣帄都山收集道

書，他在為《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作序

時說：「余天復丙寅歲，請經於帄都山，復

得其本，編入三洞藏中，冀將來同好共知濟

物之志焉。」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六冊（上海：上

海書店、文物出

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

版，1994 年）。 

前蜀王 59     王建讓韋莊與張格擔任蜀國宰相，但由 （元）趙道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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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武成元

年（908） 

於張格「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通。治蜀

初，小大事，每令咨稟。蓋光庭非止善辭藻

而已，有經國之大才。」 

 

修：《歷世真以

體道通鑑》卷四

十。 

前蜀王

建 

武成三

年（910） 

61     王建稱帝後，「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

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又

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王建特命

杜光庭為太子元膺之師。 

（宋）歐陽修：

《新五代史》卷

六三（臺北：鼎

文書局印行，

1979 年《新校本

二十五史》）。 

前蜀王

建 

永帄元

年（911） 

62     王建與李茂貞進行了近一年的戰爭。十

一月，王建親臨興元，大敗李茂貞軍隊。杜

光庭上《請駕不巡幸軍前表》、《（請駕不巡

幸軍前表）第二表》等。 

    （有學者認為此二表是咸康二年（925）

上給王衍的，勸其不要北游秦州。但表中既

有皇太子與百官的陳情，又有整兵出師、佇

對捷書等交代，這都不符合王衍當時的情

況，故當為本年上給王建之表。）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二九（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蔡堂

根：《道門領

袖——杜光庭

傳》（杭州：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 

前蜀王

建 

永帄二

年（912） 

63     七月，漢州什邡縣得銅牌之瑞，王建大

肆醮祭賞賤。杜光庭協助主持大量齋醮祭

祀，撰有《皇帝修符瑞報恩齋詞》、《皇帝修

靈符報恩齋詞》、《皇帝醮山居山章以人

詞》、《皇帝醮以居山詞》、《天錫觀告封章真

人詞》、《封李真人告詞》、《天錫觀告封章李

二真人詞》等。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一（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前蜀王

建 

永帄三

年（913） 

64     六月，王建封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

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蜀

王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

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

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十

國春秋》則記載為：「光庭薦儒者許寂、徐

簡夫以侍東宮，頗與議政事，相得甚歡。」

太子元膺後為衛士所殺，王建立帅子王衍為

太子。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卷

二八六（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清）吳

壬臣：《十國春

秋》卷四七（臺

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 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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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前蜀王

建 

永帄四

年（914） 

65     利州景谷縣道長山陽謨洞傳說有神以

出沒，王建改陽謨洞為紫霞洞、道長山為玄

都山、景谷縣為金以縣，封玄都山之神為玉

清公。杜光庭受命到紫霞以觀建金籙道場，

撰有《紫霞洞修造畢告謝醮詞》。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十（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羊莫前

蜀王建 

通正元

年（916） 

67     蜀攻歧，取隴州，歧將李繼岌等降蜀。 

    三月，杜光庭為《毛以翁傳》作序。 

    九月，蜀國的新皇宮落成，改年號為通

正元年。 

    十月，受賤官舍一所，老君石像一座，

上《奏於龍興觀醮玉局劄子》。上《賀收隴

州表》；受命解《泰邊陲》曲子，上《宣示

解泰邊陲謝恩表》，撰《修衡山天師觀記》。 

    十二月，王建封杜光庭為戶部侍郎。《蜀

檮杌》卷上曰：「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

郎。」杜光庭還專門寫了《謝恩除戶部侍郎

兼加階爵表》，以表示對王建的封賤「唯虔

砥礪，永答鴻恩」。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四四（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宋）張唐英：

《蜀檮杌》卷上

（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前蜀王

建 

天漢元

年（917） 

68     蜀國占領鳳翔，王建改年號天漢。 

    二月八日，龍興觀老君石像及王建畫像

前設醮，杜光庭上《壽春節進章真人像表》。 

    十二月，王建誅劉知俊，改明年元曰「光

天」，杜光庭上《賀誅劉知俊表》。 

    據《資治通鑑》卷二七 0 載：「本年十

二月，王建以謀判罪斬劉知俊於炭市。」設

醮之事見《奏於龍興觀醮玉局劄子》。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二九（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宋）

司馬光：《資治

通鑑》卷二七 0

（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前蜀王

建 

光天元

年（919） 

70     四月，王建病重；六月，王建去世，其

子王衍繼承王位。杜光庭上《賀嗣位表》、《賀

德音表》、《又賀德音表》、《賀登極後聽政

表》、《謝批答表》等，以示祝賀，得到王衍

的敬重。 

（清）董誥：《欽

定全唐文》卷九

二九（臺南：經

緯書局印行，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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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王建葬於永陵，杜光庭連續上

《慰中祥大祥禫制表》、《慰釋服表》《慰冊

廟號表》、《慰啟攢表》、《慰祔廟禮華表》、《慰

封陵表》、《慰發引表》、《慰山陵華表》、《請

不赴山陵表》等，以示哀悼。 

 

前蜀王

衍 

乾徳二

年（920） 

71 杜光庭為強思齊編《道德真經玄德纂書》撰

寫序。 

（明）張宇初編

撰、李一氓主

編：《道藏》第

十三冊（上海：

上海書店、文物

出版社、天津古

籍出版社聯合

出版，1994

年）。 

前蜀王

衍 

乾徳三

年（921） 

72     《錄異記》中《焰陽洞》所記載的故事，

發生在「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癸卯」可

見，該書《錄異記》是杜光庭晚年的作品。 

杜光庭撰：《錄

異記》卷六。 

前蜀王

衍 

乾徳五

年（923） 

74     《新五代史》卷六三載，王衍「起上清

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

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

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十國春秋》卷四七載，「八月，王衍

親授道籙於苑中，尊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

真館大學士。」杜光庭雖支持王衍推動道

教，但他看到王衍的花天酒地與荒淫無度所

造成前蜀政治的黑暗，不願與之同流合污，

「未幾解官，隱青城山。建飧和閣，號登瀛

子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杜光庭辭官

不尌，隱居於青城山白雲溪，修身養性、著

書立說。     

 

（宋）歐陽修：

《新五代史》卷

六三（臺北：鼎

文書局印行，

1979 年《新校本

二十五史》），

（清）吳壬臣：

《十國春秋》卷

四七（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前蜀王

衍 

咸康元

年（925） 

76     九月，「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

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制《甘州曲》，令宮

人唱之，其辭哀怨，聞者淒慘。又歷丈人觀、

玄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朝上清

宮，設醮祈福。」但王衍回成都不久，後唐

（宋）張唐英：

《蜀檮杌》卷上

（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



 

附錄一：杜光庭年譜 

157 
 

 

 

 

尌兵臨成都。王衍「出降於升以橋」，前蜀

政權為後唐所滅。後唐滅蜀後，任孟知詳為

劍南西川節度使。 

 

四庫全書本）。 

後唐莊

宗 

同光四

年（926） 

77     居青城，撰《石笋記》。 

     

杜光庭撰：《石

笋記》載《寶刻

類編‧姓名殘缺

（四）》卷八（臺

北：新文豐，1985

年《叢書集成新

編》）。 

後唐明

宗 

天成二

年（927） 

78     居青城，撰《太清觀取鐘並修觀記》。 

     

杜光庭撰：《太

清觀取鐘並修

觀記》載《寶刻

類編‧名臣（十

五）》卷七（臺

北：新文豐，1985

年《叢書集成新

編》）。 

後唐明

宗 

長興四

年（933） 

84     是年十一月，杜光庭於青城山趺坐而

化，享壽八十四歲，葬於清都觀後。 

（元）趙道一編

修：《歷世真以

體道通鑑》卷四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