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天師信仰探源 (一)     

撰寫者：張懿鳳  理事長 

前言 

 東漢末年(西元 126-145 年)第一代祖天師張陵，宗黃老之學，得

太上親傳至道，以善道教化，濟人利物，制定教條，建立儀軌，形成

一有組織之宗教──「道教」。「張天師」之稱泛指第一代張陵天師及

其後世承襲天師職位的子孫，自東漢末年傳承至今近二千年歷史，這

在民間信仰眾神之中是前所未見的，天師子孫世代相傳，其後代子孫

仍持續傳道佈教，虔誠信奉天師的信眾們莫不嘖嘖稱奇。歷代天師繼

承祖訓，融入百姓生活以道育化，使人民精神有所依憑，在心理上得

到紓解，透過宗教儀式拉近人神之間的距離，進而學習尊敬、感謝與

同理關懷，以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因此皇帝、國家元首對歷代天師

莫不尊崇備至，封授為先生、大真人、光祿大夫、天師、或正一教主

等名位，元世祖皇帝(西元 1260-1294 年)曾詔三十六代天師曰：「諭龍

虎山張天師卿之先祖道陵用心精一，得法籙之正傳，甚有徵驗，流布

至今，子孫相承已數十代，一千餘年矣。」元成宗皇帝(西元 1295-1307

年)制曰：「我國家以至仁上德崇獎，不忘祖天師之遺烈靈風，紀錄俱

在。」 

「張天師」是家喻戶曉的傳奇性人物，一般民眾從端午節張貼的



 

天師騎虎畫像、驅邪符，醮典儀式中壇場懸掛的天師神像、宮壇廟宇

供奉的天師金身等建構出震懾莊嚴的形象。劉守華教授形容傳說中的

張天師具有半人半神的特徵，既是活生生的人，富有通情達理、平易

近人、嫉惡如仇的鮮明性格，亦能神通廣大，上達天聽，因此將傳說

故事裡的張天師形象喻為鎔鑄道教理想與民眾意願的活神仙。傳說故

事固然具有誇飾成分，然而其闡述之時代背景亦能間接反映出當時社

會現況與民間百姓內心的看法與期盼。 

   從天師形象出現在實際生活與傳說故事中的場域來分析，與民

俗節慶、祭祀醮典等文化息息相關，這再次證明了土生土長的道教與

人民生活是緊緊相繫的，起自於民間，發展於民間，回饋於民間。劉

還月曾說文化是心靈活動的延伸與展現，所影響的是人們的心靈、情

感與思想，因此本文將溯源探討產生張天師信仰的歷史背景、傳說與

形象的塑造、傳說故事與節慶習俗的關聯、感應經驗等，進而整理歸

納出張天師信仰對人民生活的啟示。  

 

歷史背景  

(一)起源年代與當時的社會現況  

  東漢末年宦官外戚亂政，引發黨錮之禍，宦官氣燄囂張，把持

朝政，結黨營私，欺凌百姓，加之天災連年疾疫不斷，賦稅繇役繁重，

封建制度促使貧富不均現象更為嚴重，百姓長期被地主剝削，生活苦



 

不堪言。張陵(又稱張道陵，後世奉道者尊稱為祖天師)本太學書生，

博採五經，然政局紛亂，文道淪喪，未能用以拯救百姓危難，輔佐君

主治理人世，於是退身修道，於東漢順帝時(西元 126-145 年)，於蜀

郡鶴鳴山（今四川省大邑縣境內）傳道佈教，由於供道限出五斗米，

故世謂之「米道」。 

 

(二)發源地與傳道活動 

  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教團組織，據葛洪《神仙傳》、

常璩《華陽國志》、陳壽《三國志》載：張陵受太上新出正一盟威之

道，聞蜀人性多淳厚，易於教化遂往蜀地傳道，醫治百姓疾病，以廉

恥治人，使有疾病者手書悔過，與神明共盟約，並設立二十四治以為

教區，之後其子張衡(嗣師)繼承其業，其孫張魯(系師)於漢中接續傳

承。五斗米道崇奉老子，故以《老子五千文》為主要教義經典，以祭

酒為治，設立義舍，置米肉供往來路過之人自由取用，教導人民誠信

不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將所犯罪愆書之，服罪懺悔，作三通，其一

上之山，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 

  入道者出米五斗措施，除了緩解糧食分配不均問題外，尚有宗

教性意義，《要修科儀戒律鈔》卷之十引《太真科》曰： 

家家立靖崇仰信米五斗，以立造化和五性之氣，家口命籍



 

係之於米，年年依會，十月一日同集天師治付天倉及五十

里亭中，以防凶年飢民往來之乏，行來之人不裝粮也。 

每戶人家設立靖室安奉命籍米斗，其作法、涵義與現今禮斗儀式相

近，表達著重視生命、感謝天地的理念。 

  由於天師以善道教化，至行寬惠，諸措施反映了人民的需求，

百姓大都能接受，彼此相處融洽，至此張魯平和治理漢中長達三十年

之久。 

 

 (三)天師之稱 

 「天師」二字較早出現於《莊子‧徐无鬼》，黃帝問道於牧馬童

子，其應答自若與無為之道應合，黃帝特以「天師」尊稱之。其後在

《太平經》中屢見不鮮，為「負有皇天使命之神人」之意。綜上所述，

天師之意與道家自然無為精神有關，且具有先知特質，肩負皇天使命

來到人間解萬世劫難。而《漢天師世家》卷二載：「太上(老君)封道

陵為天師。」因此奉道者皆尊稱張陵為天師，筆者認為由於張陵行誼

與前述經典「天師」內涵吻合，民眾由衷稱呼「天師」是很自然的事，

而且道徒皆奉天師所行之道，由此「天師道」之稱亦因運而生。 

  「張天師」之所以會成為道教領導的鮮明象徵，主要是因為天

師世襲，代代相傳，後世襲位之子孫皆沿用「天師」稱號，加之帝王



 

冊封，歷經千年傳承遂成為一專有名詞。如今民間信仰除了尊稱張天

師之外又稱正一真人、正一教主、張真人、張真君、張仙君、張府天

師、天師爺、天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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