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官手書 

                                     ★ 子化 

    在《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

註卷二》：「東曰：三官者，天、地、水三官也。按《三元品戒經》說

上元天官隸玉清境，結青、黃、白三炁，置上元三官。中元二品地官

者，隸上清境，結元洞混靈之炁，凝極黃之精而成。下元三品水官，

隸太清境，結風澤之炁，凝晨浩之精而成。」意即三官為天官、地官、

水官，現今民間除了稱呼為三官大帝或三元大帝，也有稱三界公、三

界爺。 

在《三國志》《張魯傳》：「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

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

手書。」意即東漢末年，道教張天師為信徒請禱治病，其儀式將病人

的姓名或有心懺悔所犯罪行之人，書寫在三張紙上，一張放在山上，

謂天官賜福，一張埋在地底，謂地官赦罪，一張沈入水中，謂水官解

厄，張天師替信徒消災祈福的過程稱三官手書。 

演變至今，祭拜三官大帝已是臺灣民俗的重要節日，每逢農曆正

月十五日為上元節，是天官大帝聖誕；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是

地官大帝聖誕；農曆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是水官大帝聖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