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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 咒 禁 療 法 」是 中 醫 療 法 中 的 一 種 獨 特 療 法，名 稱 也 相 當 多 樣，

包 括 「 咒 禁 」 、 「 禁 咒 」 、 「 禁 架 」 、 「 禁 駕 」 、 「 禁 法 」 、 「 符

禁 」 、 「 祝 禁 」 、 「 禁 祝 」 、 「 越 方 」 、 「 祝 由 」 等 等 。 「 禁 」 指

的 是 中 國 傳 統 巫 術 思 想 中 的 忌 諱 或 是 厭 勝 ， 有 的 時 候 泛 指 壓 抑 人 、

獸、邪 靈 鬼 魅 的 法 術， 1《 說 文 解 字 》中，「 禁 」的 解 釋 之 一 為：「 後

漢 諸 方 士 能 禁 鬼 神 ， 禁 即 敕 也 。 『 敕 』 ， 誡 也 。 」 2這 是 一 種 淵 源 於

巫 術 ， 卻 應 用 於 醫 療 的 手 法 。 「 咒 」 含 有 禱 祝 和 詛 咒 的 意 思 ， 這 個

字 是 從 「 祝 」 字 分 化 出 來 ， 在 東 漢 以 後 才 出 現 。 「 祝 」 指 的 是 巫 者

用 美 好 的 語 言 向 上 天 祈 福 ， 以 便 消 災 解 難 的 儀 式 ， 因 此 「 祝 」 與 巫

者 之 間 有 相 當 密 切 的 關 係。3本 文 因 討 論 主 軸 放 在 隋 唐 時 期，因 此 為

方 便 之 故 ， 概 以 隋 唐 時 期 的 「 咒 禁 」 稱 之 。  

巫 是 咒 禁 療 法 主 要 的 行 使 者 ， 因 此 要 了 解 咒 禁 療 法 的 源 流 與 傳

衍 ， 必 須 先 釐 清 巫 的 概 念 。 「 巫 」 在 甲 骨 文 中 已 出 現 ， 或 與 卜 筮 的

「 筮 」合 用； 4或 作 為 某 種 祭 祀 的 名 稱；或 為 國 名；或 為 地 名；或 為

某 種 神 5； 或 為 某 種 人 。 6在 「 巫 」 字 的 多 種 涵 義 中 ， 作 為 咒 禁 療 法

的 行 使 者 ， 應 當 以 某 種 人 的 名 稱 較 為 恰 當 。  

以 巫 術 療 病 的 咒 禁 療 法 ， 起 源 極 早 ， 有 學 者 以 為 ， 咒 禁 療 法 的

前 身 ， 可 能 是 人 們 罹 患 疾 病 時 ， 相 互 間 的 安 慰 與 祝 福 。 主 因 在 於 原

始 社 會 初 期 ， 人 類 對 於 自 然 界 與 人 體 本 身 的 結 構 、 機 能 以 及 疾 病 的

肇 因 認 識 仍 有 侷 限 ， 認 為 萬 事 萬 物 均 受 制 於 各 種 各 樣 的 神 靈 ， 疾 病

亦 因 鬼 怪 纏 身 而 起 ， 因 此 產 生 以 語 言 為 手 段 ， 同 時 伴 隨 一 定 儀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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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 鬼 活 動 。 後 來 因 為 人 類 社 會 開 始 初 步 分 工 ， 出 現 了 一 個 思 想 活 躍

的 階 層 ， 專 門 負 責 與 神 鬼 溝 通 ， 這 便 是 巫 的 產 生 ， 而 治 療 與 鬼 魅 纏

身 的 疾 病 這 種 高 知 識 與 專 門 技 術 的 活 動 ， 就 成 為 巫 的 職 責 之 一 。 7
 

人 類 各 民 族 在 原 始 時 期 對 付 疾 病 的 主 要 手 段 ， 是 巫 術 而 非 醫

術 ， 這 幾 乎 已 經 是 人 們 的 共 識 。 早 期 人 類 的 醫 術 和 巫 術 沒 有 明 顯 的

區 別 ， 都 掌 握 在 巫 的 手 中 。 林 富 士 曾 言 「 巫 覡 在 古 代 社 會 擁 有 極 高

的 政 治 地 位 ， … ， 君 及 官 吏 皆 出 自 於 巫 。 … 古 代 （ 主 要 指 商 代 ） 之

王 雖 為 政 治 領 袖，然 同 時 亦 為 一 巫 者，而 為 群 巫 之 長，… 天 文 曆 法 、

音 樂 舞 蹈 、 詩 歌 繪 畫 、 醫 術 卜 筮 等 諸 方 技 藝 與 知 識 ， 或 都 由 巫 覡 之

創 發 傳 承 而 精 進 。 」 8
 

英 國 人 類 學 大 師 弗 雷 澤 （ Frazer,  James George） 也 認 為 ： 「 我

們 儘 管 可 以 正 當 的 不 接 受 巫 師 的 過 分 自 負 ， 並 譴 責 他 們 對 人 類 的 欺

騙 ， 但 作 為 總 體 來 看 ， 當 初 出 現 這 類 人 組 成 的 階 層 ， 確 曾 對 人 類 產

生 過 不 可 估 量 的 好 處 。 他 們 不 僅 是 內 外 科 醫 生 的 直 接 前 輩 ， 也 是 自

然 科 學 各 個 分 支 的 科 學 家 和 發 明 家 的 直 接 前 輩 。 正 是 他 們 開 始 了 那

在 以 後 時 代 由 其 後 繼 者 們 創 造 出 如 此 輝 煌 而 有 益 的 成 果 的 工 作。」9
 

在《 太 平 御 覽 》中，咒 禁 術 被 視 為 方 術 的 一 種，列 入「 方 術 部 」

中 的「 禁 」部 之 中。 10李 建 民 認 為：「 方 術，即 數 術 及 方 技 的 統 稱 ，

數 術 涉 及 天 道 ， 方 技 關 乎 生 命 ， 『 人 之 合 於 天 道 』 ， 這 兩 門 學 問 又

彼 此 滲 透 。 其 中 ， 《 漢 志 》 方 技 四 支 ： 醫 經 、 經 方 、 房 中 、 神 仙 ，

皆 維 護 人 生 命 的 技 術 。 」 11
 

咒 禁 療 法 的 最 基 本 概 念 在 於 ， 古 人 認 為 某 些 疾 病 ， 尤 其 是 精 神

方 面 的 疾 病 ， 是 由 鬼 魅 引 起 ， 而 經 過 巫 師 、 女 巫 、 咒 禁 師 以 符 、 咒

或 是 其 他 特 定 動 作 進 行 醫 療 後 ， 就 可 以 趕 走 致 病 鬼 魅 ， 治 癒 疾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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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書 局 ， 1998） ， 卷 737， 〈 方 術 部 〉 第 十 八 ， 「 禁 」 ， 頁 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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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建 民 ， 〈 方 術 史 研 究 芻 議 〉 ， 見 氏 著 ， 《 方 術 、 醫 學 、 歷 史 》 （ 台 北 ：

南 天 書 局 ， 2000） ，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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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 禁 療 法 之 所 以 能 在 早 期 中 醫 體 系 中 佔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 與 中

國 人 的 疾 病 觀 有 重 大 關 聯 。 傳 統 中 國 醫 學 仍 將 鬼 神 視 為 造 成 疾 病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12因 此 中 國 的 傳 統 醫 學 一 直 無 法 完 全 去 除 巫 術 的 成

分 。 13
 

歷 代 雖 然 不 乏 對 於 咒 禁 療 法 的 指 責，如 司 馬 遷 認 為 扁 鵲 所 謂「 信

巫 不 信 醫 」 是 六 種 無 法 治 癒 疾 病 的 原 因 之 一 ， 14宋 徽 宗 也 曾 「 詔 禁

巫 覡 」， 15但 均 無 法 改 變 咒 禁 療 法 以 及 巫 術 的 存 在。其 最 主 要 原 因 ，

在 於 對 古 人 而 言 ， 在 缺 乏 現 代 科 學 觀 的 情 況 下 ， 並 不 存 在 自 然 與 超

自 然 間 的 差 異 。 就 算 咒 禁 療 法 中 的 某 一 項 法 術 失 效 ， 影 響 的 僅 是 這

條 禁 方 本 身 ， 而 非 整 個 咒 禁 療 法 的 地 位 。 16如 李 約 瑟 ( Jo seph Ter enc e  

Mo ntgo mer y Needha m)言，人 類 社 會 歷 史 只 有 在 較 晚 時 期，才 有 可 能 區

分 方 術 與 科 學 ， 這 一 點 是 中 國 文 化 從 來 無 法 獨 立 達 成 的 ， 17這 樣 的

說 法 有 助 於 理 解 巫 術 在 中 國 醫 療 史 上 的 地 位 。  

中 國 與 其 他 民 族 一 樣 ， 在 民 智 未 開 的 上 古 時 期 ， 以 巫 術 進 行 醫

療 行 為 的 作 法 並 不 少 見 。 隨 著 正 統 醫 學 的 發 展 ， 咒 禁 醫 療 的 地 位 也

逐 漸 下 降 ， 最 晚 到 了 兩 漢 時 期 ， 咒 禁 醫 療 在 醫 學 領 域 中 的 地 位 已 經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 受 到 部 分 正 統 醫 家 與 知 識 分 子 的 鄙 視 與 嚴 厲 抨 擊 。

此 時 的 咒 禁 醫 療 ， 似 乎 已 經 陷 於 萬 劫 不 復 的 困 境 。 儘 管 民 間 對 於 咒

禁 醫 療 仍 深 信 不 疑 ， 包 含 當 時 的 醫 書 中 ， 咒 禁 醫 方 也 佔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篇 幅 。 但 咒 禁 醫 療 在 整 個 醫 學 體 系 中 ， 其 重 要 性 的 下 降 已 經 是 個

顯 著 的 趨 勢 。  

東 漢 、 六 朝 時 期 釋 道 兩 教 的 發 展 ， 使 咒 禁 療 法 在 醫 療 體 系 的 市

場 遭 到 瓜 分 ， 處 境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 尤 其 是 道 教 ， 起 源 於 中 國 ， 以 符

水 咒 術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崛 起 ， 而 其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的 理 論 基 礎 及 做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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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巫 不 信 醫 ， 六 不 治 也 ． 有 此 一 者 ， 則 重 難 治 也 。 」 漢 ‧ 司 馬 遷 ，《 史 記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98）， 卷 105，〈 扁 鵲 倉 公 列 傳 〉， 頁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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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990）， 頁 38。  



4 
 

與 咒 禁 療 法 如 出 一 轍 ， 但 因 道 教 在 六 朝 的 快 速 發 展 ， 是 以 與 傳 統 巫

術 相 結 合 的 咒 禁 術 快 速 被 道 教 取 代 ， 以 致 於 後 人 提 及 咒 禁 術 時 ， 只

知 有 道 教 ， 而 不 知 其 淵 源 於 傳 統 巫 術 ， 彷 彿 咒 禁 術 自 始 即 從 屬 於 道

教 。  

六 朝 時 期 ， 除 了 向 傳 統 巫 術 汲 取 大 量 養 分 的 道 教 之 外 ， 早 先 於

兩 漢 之 際 傳 入 的 佛 教 ， 其 在 中 國 的 發 展 ， 也 吸 引 了 不 少 傳 統 巫 術 的

信 眾。「 禁 咒 」一 詞，事 實 上 與 佛 教 的 關 係 極 為 密 切。 在 中 國 人 的 認

知 中 ， 禁 咒 術 曾 是 西 域 各 國 ， 尤 其 是 在 佛 教 影 響 下 的 西 域 諸 國 與 印

度 所 擅 長 者 ， 常 與 比 丘 及 比 丘 尼 的 傳 法 事 蹟 相 結 合 。 佛 教 同 樣 也 藉

著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在 中 國 傳 教 ， 而 禁 咒 術 正 是 佛 教 提 供 的 醫 療 服 務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佛 典 當 中 屢 屢 出 現「 禁 咒 」一 詞，如：「 諸 法 萬 差 ，

不 可 一 概 。 何 者 ， 自 有 名 即 法 ， 自 有 名 異 法 。 有 名 即 法 者 ， 如 諸 佛

菩 薩 名 號 、 禁 咒 音 辭 、 修 多 羅 章 句 是 也 。 」 18反 觀 當 時 的 中 國 ， 其

時 並 不 太 以 「 禁 咒 」 稱 呼 中 國 本 土 類 似 的 療 病 方 法 。 當 然 不 能 就 此

認 為 「 禁 咒 」 源 自 於 西 域 或 印 度 ， 這 與 佛 典 翻 譯 時 翻 譯 者 對 於 名 詞

的 選 用 有 莫 大 關 聯，但 在 隋 唐 時 期，「 禁 咒 出 於 釋 氏 」卻 不 是 個 特 殊

的 看 法 。  

隋 唐 時 期 是 咒 禁 療 法 在 中 國 發 展 的 一 個 轉 捩 點 ， 卻 也 是 一 個 矛

盾 點 。 理 論 上 ， 隨 著 人 文 精 神 的 昂 揚 以 及 醫 學 的 高 度 發 展 ， 咒 禁 療

法 這 種 偏 向 原 始 的 醫 療 行 為 應 該 會 逐 漸 被 取 代 而 消 失 ， 至 少 也 會 落

入 社 會 底 層，而 成 為 次 文 化。咒 禁 術 在 中 國 上 古 到 六 朝 時 期 的 發 展，

似 乎 也 呈 現 這 種 態 勢 。 可 是 在 隋 唐 時 期 ， 咒 禁 術 竟 然 得 以 在 太 醫 署

中 設 科 ， 一 躍 而 成 為 官 方 認 可 的 醫 療 方 式 ， 甚 至 早 於 針 科 。 咒 禁 師

或 精 通 禁 術 的 道 士 ， 往 往 能 獲 得 帝 王 的 青 睞 。 這 樣 的 發 展 頗 讓 人 不

解，咒 禁 術 憑 藉 著 何 種 原 因，能 夠 在 幾 乎 已 經 遭 到 揚 棄 後 東 山 再 起 ？

筆 者 對 此 點 頗 為 好 奇 ， 正 因 如 此 ， 本 文 才 將 研 究 重 心 鎖 定 在 隋 唐 時

期 的 咒 禁 療 法 上 。  

                                                     
1 8

 唐 ‧ 釋 道 綽 ， 《 安 樂 集 》 ， 卷 上 ， 《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經 》 （ 台 北 ： 白 馬 精 舍

印 經 會 ， 1992）， 第 47  冊 ， 頁 12。 關 於 佛 教 與 禁 咒 的 問 題 ， 後 文 另 有 討 論 ，

此 不 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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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對 於 咒 禁 療 法 的 研 究 ， 大 致 上 有 幾 個 方 向 可 供 參 考 ：  

第 一 種 是 比 較 簡 略 性 的 介 紹 ， 多 半 是 在 進 行 大 規 模 研 究 的 時

候 ， 或 討 論 道 教 、 或 討 論 中 國 傳 統 醫 學 時 偶 而 論 及 ， 有 肯 定 的 ， 認

為 是 屬 於 心 理 療 法 的 一 種 ； 19有 的 棄 之 如 敝 屣 ， 認 為 是 文 化 中 的 糟

粕 ， 民 智 未 開 時 的 低 落 現 象 ； 20也 有 很 純 粹 的 論 述 ， 認 為 禁 術 ， 其

「 作 用 和 符 咒 相 似 ， 唯 有 不 同 者 ， 前 者 僅 口 中 念 念 ， 後 者 在 念 咒 的

同 時 還 要 揎 符 」，21這 類 的 著 作，對 於 咒 禁 術 的 研 究 多 半 不 夠 深 入 ，

而 以 三 言 兩 語 帶 過 ， 參 考 價 值 相 對 之 下 顯 得 較 低 。  

第 二 種 是 對 於 咒 禁 術 或 祝 由 術 的 專 門 論 述 ， 這 些 論 述 對 咒 禁 術

的 分 析 比 較 詳 盡 ， 當 然 其 中 有 肯 定 咒 禁 療 法 與 現 代 心 理 療 法 類 似 ，

可 能 產 生 醫 療 作 用 者 ， 如 袁 瑋 ； 22有 質 疑 咒 禁 療 法 並 非 心 理 療 法 ，

因 為 施 咒 的 對 象 是 針 對 致 病 客 體 ， 而 非 病 患 ， 同 時 認 為 咒 禁 術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的 偽 科 學 者 ， 如 廖 育 群 ； 23也 有 將 咒 禁 術 中 傳 承 自 巫 術 與

道 教 的 部 分 分 開 處 理 者 ， 如 馬 伯 英 。 24李 零 則 將 咒 禁 術 納 入 祝 由 術

的 範 疇 當 中，以《 黃 帝 內 經‧素 問 》中 的「 移 精 變 氣 論 」來 解 釋。 25

用《 黃 帝 內 經 》來 解 釋 祝 由 術 的 還 有 許 振 國，考 證 了 祝 由 術 的 名 稱 、

起 源 等 等 。 26李 建 民 則 以 「 禁 方 」 作 為 討 論 主 題 ， 分 析 了 「 禁 方 」

的 起 源 與 內 涵 ， 進 而 認 為 「 禁 方 」 其 實 並 不 僅 只 於 咒 禁 方 ， 至 少 到

西 漢 時 期 ， 許 多 醫 方 的 傳 授 都 以 「 禁 方 」 的 面 貌 行 之 。 27
 

                                                     
1 9

 王 卡 主 編 ， 《 道 教 三 百 題 》 （ 台 北 ： 建 安 出 版 社 ， 1996） ， 頁 452-453。  
2 0

 何 人 豪 ， 《 中 國 醫 藥 史 概 要 》 （ 台 北 ： 何 人 豪 印 行 ， 1958） ， 頁 3。  
2 1

 干 祖 望 ， 《 孫 思 邈 評 傳 》 （ 江 蘇 ： 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5） ， 頁 149。  
2 2

 袁 瑋 ，〈 中 國 古 代 祝 由 療 法 初 探 〉，《 自 然 科 學 史 研 究 》， 11 :1 ( 1992 )。  
2 3

 廖 育 群 ，〈 中 國 古 代 咒 禁 療 法 研 究 〉，《 自 然 科 學 史 研 究 》， 12 :4 (1998)。  
2 4

 馬 伯 英 ， 《 中 國 醫 學 文 化 史 》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4 ） 。 馬 伯 英

認 為 ， 傳 自 傳 統 巫 術 的 稱 為 「 祝 由 」 或 「 祝 禁 」， 是 指 巫 咸 、 苗 父 以 祝 術 為 人

治 病 ； 道 教 後 來 也 發 展 出 自 己 的 祝 禁 術 ， 但 與 祝 由 採 取 不 同 的 方 法 ， 道 教 祝 禁

術 多 半 以 咒 語 進 行 威 嚇 ， 類 似 與 鬼 魅 進 行 心 理 戰 ， 同 時 還 要 配 合 噴 、 唾 、 噀 等

動 作 。 而 道 家 的 祝 禁 術 多 以 行 氣 為 基 礎 ， 因 此 可 以 稱 為 氣 禁 法 。 見 前 引 書 ， 頁

154- 156、 317- 322。  
2 5

 李 零 ， 《 中 國 方 術 考 》 （ 北 京 ： 東 方 出 版 社 ， 2000） ， 頁 330- 340。  
2 6

 許 振 國，〈 黃 帝 內 經 祝 由 考 〉，《 河 南 中 醫 學 院 學 報 》（ 鄭 州：河 南 中 醫 學 院 ），

20:117( 2005)。  
2 7

 李 建 民 ， 〈 中 國 古 代 「 禁 方 」 考 論 〉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68 :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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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種 論 著 是 從 巫 術 的 原 理 與 體 系 來 觀 察 咒 禁 術 ， 胡 新 生 認 為

咒 禁 術 傳 自 南 方，因 此 稱 之 為 越 方。28梁 釗 韜 引 用 了 弗 雷 澤 的 看 法 ，

以 交 感 巫 術 的 概 念 解 釋 咒 禁 術 。 29漆 浩 對 於 咒 禁 術 的 觀 點 ， 則 比 較

接 近 道 家 以 氣 治 病 的 觀 點 。 30
 

第 四 種 則 是 在 討 論 道 教 術 儀 時 ， 將 咒 禁 術 的 某 些 部 分 納 入 討

論 ， 如 劉 仲 宇 討 論 禹 步 、 掌 訣 以 及 氣 的 概 念 等 等 道 教 的 術 儀 ， 認 為

咒 禁 術 是 同 時 以 咒 與 氣 兩 種 方 式 制 服 鬼 魅 的 做 法 ； 31而 關 於 許 多 咒

禁 術 當 中 具 體 動 作 的 由 來 與 意 義 ， 包 括 存 思 、 存 想 、 符 、 咒 、 行 氣

等 等 ， 也 可 以 在 此 類 道 教 術 儀 與 思 想 的 學 術 研 究 成 果 中 找 到 。 32只

不 過 這 類 關 於 道 教 研 究 的 著 作 中 ， 雖 然 對 於 道 教 各 種 術 儀 所 述 甚

詳 ， 但 比 較 缺 乏 的 縱 向 的 傳 承 關 係 ， 因 此 在 本 文 將 焦 點 放 在 隋 唐 時

期 咒 禁 術 的 前 提 下 ， 會 產 生 一 定 的 侷 限 。  

第 五 種 是 在 醫 學 史 或 是 直 接 探 討 巫 術 史 的 架 構 下 ， 論 及 咒 禁 術

的 內 涵 與 歷 史 意 義 的 相 關 著 作 ， 其 中 林 富 士 的 作 品 算 是 相 當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 從 史 料 的 選 用 到 咒 禁 術 等 巫 術 在 當 時 的 流 行 狀 況 與 時 代 意

義 ， 都 有 相 當 的 精 闢 的 見 解 ， 只 可 惜 林 氏 的 研 究 斷 限 ， 多 鎖 定 在 兩

漢 六 朝 時 期 ， 與 本 文 重 疊 部 分 較 少 ， 不 過 林 氏 研 究 的 概 念 ， 確 實 給

了 筆 者 不 少 啟 發 。 33
 

真 正 討 論 到 隋 唐 時 期 咒 禁 術 的 學 術 著 作 其 實 並 不 多 ， 有 朱 瑛 石

的〈 咒 禁 博 士 源 流 考 〉，朱 氏 認 為，在 北 朝 職 官 體 制 與 巫 術 信 仰 的 影

響 之 下 ， 才 會 出 現 隋 唐 時 期 的 咒 禁 博 士 。 34另 外 ， 范 家 偉 的 《 六 朝

隋 唐 時 期 醫 學 之 傳 承 與 整 合 》，也 論 及 了 隋 唐 咒 禁 術 地 位 上 升 的 真 正

                                                     
2 8

 胡 新 生 ， 《 中 國 古 代 巫 術 》 （ 濟 南 ：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8） 。  
2 9

 梁 釗 韜 ， 《 中 國 古 代 巫 術 》 （ 廣 州 ：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9） 。  
3 0

 漆 浩 ， 《 醫 、 巫 與 氣 功 》 （ 北 京 ： 人 民 體 育 出 版 社 ， 1990） 。  
3 1

 劉 仲 宇 ， 《 道 教 的 內 秘 世 界 》 （ 台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 1997） 。  
3 2

 如 張 澤 洪，《 步 罡 踏 斗 － 道 教 祭 禮 儀 典 》（ 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199 4 ）；

《 道 教 齋 教 符 咒 儀 式 》（ 成 都 ： 巴 蜀 書 社 ， 1999）； 卿 希 泰 等 編 ，《 中 國 道 教 》

（ 上 海 ：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 1996， ） 第 三 冊 ； 王 慶 餘 、 曠 文 楠 ， 《 道 醫 窺 秘 － 道

教 醫 學 康 復 術 》（ 四 川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4）； 胡 孚 琛 ，《 魏 晉 神 仙 道 教 》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9）； 李 遠 國 ，〈 符 籙、 咒 術 與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道

教 學 探 索 》 （ 台 南 ： 道 教 學 探 索 出 版 社 ） ， 第 拾 號 ( 1997)， 頁 235- 260； 呂 志

鵬 ， 《 道 教 哲 學 》 （ 台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 2000） ； 蓋 建 民 ， 《 道 教 醫 學 導 論 》

（ 台 北 ： 中 華 道 統 出 版 社 ， 1999） 等 等 。  
3 3

 林 氏 對 於 兩 漢 六 朝 時 期 咒 禁 術 的 研 究 ， 可 參 見 氏 著 ，《 中 國 中 古 時 期 的 宗 教

與 醫 療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2008）  
3 4

 朱 瑛 石，〈 咒 禁 博 士 源 流 考 〉，《 唐 研 究 》（ 北 京：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5(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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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 在 於 緣 飾 釋 道 ； 35于 賡 哲 則 認 為 隋 唐 時 期 的 咒 禁 術 雖 然 得 以

設 科 ， 但 實 際 地 位 卻 是 下 降 的 。 36黃 鎮 國 討 論 的 焦 點 鎖 定 在 《 千 金

翼 方‧禁 經 》，對 於 隋 唐 時 期 的 咒 禁 術 有 相 當 深 入 的 討 論，但 是 因 為

將 焦 點 放 在 〈 禁 經 〉 上 ， 因 此 也 較 未 觸 及 咒 禁 術 在 歷 史 發 展 上 的 軌

跡 ， 以 及 咒 禁 術 在 唐 代 的 意 義 ， 且 因 黃 氏 為 宗 教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 ，

因 此 在 宗 教 術 儀 方 面 敘 述 較 詳 。 37此 外 曾 文 俊 也 曾 研 究 了 祝 由 術 在

中 醫 史 上 的 發 展 。 38
 

本 文 使 用 的 史 料 包 括 了 幾 個 層 面：首 先 是 正 史，包 括《 史 記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國 志 》、《 魏 書 》、《 晉 書 》、《 北 齊 書 》、

《 陳 書 》 、 《 南 史 》 、 《 北 史 》 、 《 隋 書 》 、 《 舊 唐 書 》 、 《 新 唐

書 》 等 等 。 第 二 部 分 則 是 一 些 傳 統 醫 書 ， 包 括 《 千 金 翼 方 》 、 《 五

十 二 病 方 》 、 《 雜 禁 方 》 、 《 雜 療 方 》 、 《 肘 後 備 急 方 》 、 《 古 今

錄 驗 方 》 、 《 外 台 秘 要 方 》 等 等 ； 道 教 經 典 方 面 ， 則 包 括 《 正 統 道

藏 》 中 的 相 關 經 典 ， 如 《 三 洞 群 仙 錄 》 、 《 雲 笈 七 籤 》 、 《 歷 世 真

仙 體 道 通 鑑 》 、 《 無 上 秘 要 》 、 《 太 上 助 國 救 民 總 真 秘 要 》 、 《 女

青 鬼 律 》 等 等 ； 佛 教 經 典 則 以 《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經 》 中 的 佛 教 典 籍 為

主，如《 大 唐 西 域 記 》、《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宋 高 僧 傳 》、

《 陀 羅 尼 集 經 》 、 《 法 苑 珠 林 》 等 ； 此 外 ， 還 有 一 些 神 怪 小 說 與 筆

記 小 說 ， 如 《 搜 神 記 》 、 《 酉 陽 雜 俎 》 、 《 幽 明 錄 》 、 《 獨 異 志 》

等 等 ， 雖 然 內 容 多 所 誇 大 ， 但 卻 能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反 映 出 咒 禁 術 在 當

時 的 流 行 狀 況 。  

本 文 內 容 將 分 為 幾 個 部 分 ： 第 二 章 將 先 初 步 探 討 咒 禁 術 在 中 國

的 源 起 與 發 展 ， 時 代 斷 限 主 要 鎖 定 在 六 朝 以 前 咒 禁 術 的 發 展 狀 況 ；

第 三 章 則 討 論 到 咒 禁 術 在 隋 唐 時 期 的 發 展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討 論 隋 唐

時 期 咒 禁 術 正 式 在 太 醫 署 中 設 科 的 意 義 ， 以 及 咒 禁 術 在 隋 唐 時 期 與

道 教 及 佛 教 的 融 合 狀 況 ； 第 四 章 則 將 選 擇 一 些 自 兩 漢 到 唐 代 的 著 名

醫 學 典 籍 ， 並 整 理 出 混 雜 其 間 的 咒 禁 醫 方 ， 同 時 分 析 這 些 咒 禁 方 進

行 醫 療 行 為 的 具 體 方 式 ； 第 五 章 則 以 集 咒 禁 術 大 成 的 《 千 金 翼 方 ‧

禁 經 》 作 為 主 軸 ， 討 論 隋 唐 時 期 咒 禁 術 的 具 體 進 行 方 式 以 及 理 論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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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  

本 篇 論 文 是 對 隋 唐 時 期 咒 禁 術 源 流 與 流 行 概 況 的 一 個 初 步 整

理 ， 但 是 對 於 咒 禁 術 的 研 究 有 其 侷 限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咒 禁 術 的 傳 承

多 為 口 傳 ， 極 為 隱 密 ， 外 人 難 以 窺 其 門 徑 ， 因 此 能 夠 留 下 的 相 關 資

料 相 當 稀 少 ， 尤 其 是 關 於 咒 禁 術 內 涵 的 部 分 。  

此 外，囿 於 筆 者 本 身 的 學 識 不 足，因 此 本 文 難 免 多 有 不 足 之 處。

本 文 的 目 的 在 討 論 咒 禁 術 的 歷 史 與 流 行 概 況 ， 至 於 其 療 效 ， 則 不 在

本 文 討 論 範 圍 之 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