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漢五斗米道教團「出米五斗」意義初探（二） 

                                               張懿鳳 理事 

第二節  出米五斗的意義 

二、 解決糧食危機1     

如前引《太真科》所云，道徒所繳付之「五斗米」可能一部分做為宗教儀式

命籍之用，一部份則繳付天倉2及五十里亭提供往來路過的饑民取用，這裡的五

十里亭應該是指義舍，依據《華陽國志》記載：「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

行者取之，量腹而已。」3且《魏志．張魯傳》亦云：「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4文中「亭傳」《華陽國志》

註三六解為驛站客店。5
  

三、 崇拜五方星斗6 

卿希泰教授認為《正統道藏》裡所收錄的五斗經，7有明顯重視北斗的觀念，

同時北方五行屬水、屬陰，和五斗米道所崇奉的《老子五千文》重視水、尚陰柔

的觀念相合。教授亦指出「『米』與『妳』、『姥』、『姆』古音相同，『米』與『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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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

中斗大魁保命妙經》等五部有關五方星斗神的經典，一般合稱為「五斗經」。根據經

文描述，這五部經典為太上老君於東漢桓帝永壽年間先後授予張陵天師。 



 

乃一聲之轉，『米』假為『姆』，故『斗米』即『斗姆』」，而《正統道藏．洞神部》

傷字號有《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8表示斗姆為北斗眾星之母，

這又與重視北斗、陰性的思想不謀而合。9卿希泰與詹石窗教授在《道教文化新

典》也進一步以《周易》、「河圖」、「洛書」解釋「五」具有虛而居中，中配土，

土配坤，坤為陰等守中主陰思想之特色。10綜合上述可知五斗經與五斗米道的思

想底蘊有許多共通之處，而「出米五斗」的宗教性意義則很有可能與崇拜五方星

斗神（星官）相關。《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提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

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11這裡明

白點出本宿星官主掌人命的重要觀念，因此希求人命得以災罪消除、延生注福則

必然要進行禮拜五斗星官等儀式，具體作法在經文中有以下描述，《太上玄靈北

斗本命延生真經》： 

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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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各像斗星立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供獻

果食。13 

《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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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災之日宜於本命生辰，或月之朔望，月之九日，或家庭觀宇，以

時花珍果焚香靜念，望東斗帝君醮謝罪業。14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凡有請告醮禳災禍，必於本命之日，或每月七日，九日，十五日，

嚴置壇場，高及七尺，低及七寸，方闊九尺，用通帛七尺為旛，書

大聖西斗帝君之字標于竿首，或羅列珍寶，或則種種香花置于壇上，

或在家庭，或在觀宇，於中夜中修設淨醮迎拜帝君，有所奏請，西

望叩頭密誦真經。15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於有災之日或於本命之日，或於三元八會之辰，鋪設淨壇以時果名

花寶香供養，宣告科儀，清淨身心啟請真聖，醮謝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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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經文敘述與實際的儀式活動整合起來，筆者認為上述崇拜五方星斗儀式與前項

安奉命籍米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氣有必然之關聯，將命、米和五方星斗緊密聯繫，

可推知「出米五斗」之宗教意義是以星命思想為其理論基礎。 

四、 以供宗教組織之經費17    

 張澤洪教授認為收米五斗是參考了漢初賨人18所負擔的賦稅數（賨錢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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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



 

19
根據《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

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

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

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

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

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

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卾、度、夕、龔七姓，

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20 

由於夷人射白虎、伐秦有功，漢高祖特別優待減輕其租賦，每口歲出賨錢四十遂

為其優惠稅制。21那麼賨錢四十與「五斗米」是否等價？張澤洪教授以東漢承平

時期的物價為標準，舉漢安帝元初二年(西元 115 年)巴蜀近鄰地區武都為例，當

時米一斗為八錢，22而東漢靈帝熹平中(西元 172-177 年)，益州亂後，承平時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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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同時在南方活動的廪君蠻、盤瓠蠻以及當時漢人農戶的賦稅還低。以五口之家，二

大三小計：廪君蠻平均每人約一百八十錢，是賨人賦稅的 4.5 倍；盤瓠蠻平均每人

三百零八錢，是賨人賦稅的 7.5 倍；漢人農戶每人約一百八十錢，亦是賨人賦稅的

4.5 倍。因此賨錢四十是很輕的賦稅。請參考張澤洪，〈五斗米道命名的由來〉收錄

自李后強主編，《瓦屋山道教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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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斗亦為八錢，
23
而武都、益州與巴郡生產力水平大致相同，因此推論巴郡地區

米價亦為如此，24所以五斗米正好等於四十錢。不過此優惠稅制在東漢末年時被

取消了，更賦至重引發賨人激烈反抗，25此時五斗米道教團逆向操作以賨人優惠

稅制收取五斗米，表現出對賨人祖先立戰功之敬重，遂使賨人親附。26 

綜觀上述，五斗米道教團之「出米五斗」措施發揮了社會救助與積極實踐宗

教重視生命理念等功能。 

 

                                                 
23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卷四．南中志〉，《華陽國志校注》，台北，新文豐，1988

年，頁 227。 
24

 張澤洪，〈五斗米道命名的由來〉收錄自李后強主編，《瓦屋山道教文化》，四川，

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261-262。 
25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卷一．巴志〉，《華陽國志校注》，台北，新文豐，1988 年，

頁 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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