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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都

——中國古代冥府形態初探系列之五

摘   要  南朝道教上清派的羅酆山是一個不能運轉的鬼神之山，其功用不在於創造
一個新的冥府，而是通過把歷代聖賢帝王的神鬼之靈擠壓到仙靈界的最底
層，以襯托仙界的崇高。靈寶派則把羅酆山改造為一個大地獄，其收容對
象只是道門的不守戒律者，並不是面向全社會的冥府。嚴格說來，羅酆山
並不是一個冥府，但卻是在冥府發展史上，唯一由道教撰造的鬼都。雖
然它沒有作為冥府為社會所認可，但它的一些碎片卻為民間巫術之士所採
用，出現了酆都大帝、酆都獄、酆都元帥乃至酆都鬼城等頗有影響但又似
是而非的幽冥現象。

關鍵詞  羅酆山；酆都；酆都大帝；酆都元帥；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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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到 太 山 府 君 的 宗 教 屬 性， 不 少 人 認 為 是
道 教 的， 但 也 只 是 那 麽 一 說， 卻 很 少 見 有 人 對
這 個 論 斷 加 以 證 明。 依 我 拙 見， 南 朝 的 道 教 對
民 間 巫 師 的 或 是 佛 教 化 的 太 山 府 君 根 本 沒 有 興
趣， 甚 至 對 冥 界 本 身 也 態 度 漠 然。 在“ 天 帝 ”

一 章 中 我 談 到“ 司 命 ” 時， 順 便 提 及“ 泰 山 司
命 ” 被 早 期 上 清 派 道 教 魏 華 存 輩 所 拋 棄， 而 重
新 改 造 成 上 清 派 大 神 大 茅 真 君。 魏 華 存 歷 史 上
不 必 實 有 其 人， 但 我 們 可 以 把 她 看 做 由 北 方 流
亡 到 南 方 的 一 個 巫 道 集 團 中 上 層 人 物 的 代 表。

所 謂 巫 道， 也 就 是 尚 未 完 全 洗 除 巫 師 術 士 身 份
的 早 期 道 教 社 團。 這 個 道 教 社 團 頂 奉 的 是“ 太
山 司 命 ”， 但 這 個 社 團 的 上 層 南 遷 之 後， 演 變
為 以 士 族 信 徒 為 主 體 的 道 教 上 清 派， 早 期 巫 師
的 那 些 祈 禳 解 除 的 謀 生 功 能 對 他 們 已 經 沒 有 用
處， 甚 至 成 為 身 份 的 污 點。 所 以 他 們 把“ 太 山
司 命 ” 及 屬 神 改 造 為 三 茅 真 君， 把 原 來 的“ 鬼
道”和巫師性質一起與自身剝離。我的看法是，

上 清 派 和 佛 教 一 樣， 其 立 教 宗 旨 從 來 就 與 鬼 道
不 相 親 近。 作 為 一 種 出 世 的 宗 教， 連 人 世 都 不

在 乎， 還 管 甚 麽 鬼 趣？ 道 教 的 立 教 宗 旨 是 長 生
久 視、 羽 化 成 仙， 而 不 是 讓 自 己 在 鬼 趣 中 解 脫
罪 孽 或 成 神。 鬼 道（ 包 括 死 後 成 神 ） 是 民 間 信
仰 的 主 旨， 民 眾 立 足 於 人 的 生 活， 通 過 鬼 道 以
及 叢 祠 諸 神 為 自 己 的 人 世 爭 取 更 美 好 的 生 活。

佛 道 二 教 所 以 要 涉 及 鬼 道， 就 是 利 用 民 間 信 仰
的 這 一 特 點， 從 民 眾 中 爭 取 信 徒， 拉 到 自 己 的
教門之下，其中優秀者脫離鬼道而專注於修行，

絕大多數信徒其實只能成為供養人。

但 對 冥 府 沒 有 興 趣 的 南 朝 道 士 卻 創 造 了 一
個 叫 酆 都 的 所 謂“ 冥 府 系 統 ”， 這 豈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麽？ 嚴 格 說 來， 酆 都 並 不 能 算 做 一 個“ 冥
府 系 統 ”， 但 我 們 所 以 把 它 列 為 一 章， 乃 是 因
為 它 在 後 續 的 演 變 中， 一 些 觀 念 為 民 間 巫 術 之
士 採 用 到 其 他 形 式 的 冥 府 中， 並 產 生 了 一 些 獨
特的影響。

一、神鬼之山羅酆山

酆 都 的 準 確 名 稱 是“ 羅 酆 山 ”。 若 肯 含 糊
一 些， 這 個 羅 酆 山 也 可 以 看 成 是 古 代“ 冥 府 ”

系 統 之 一 種。 可 是 它 最 早 在 上 清 派 道 士 手 裡 並
不 是 純 粹 的 鬼 府， 而 是 個 鬼 神 之 都。 它 沿 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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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古 代 鬼 神 雜 居、 鬼 統 於 神 的 觀 念， 但 道 士
又 在 其 上 建 築 了 一 個 更 為 龐 大 的 仙 真 體 系， 實
際上成了一個委屈在仙真世界下的神鬼之山。

梁 朝 道 士 陶 弘 景 的《 真 誥 》 卷 十 五《 闡 幽
微》，是專門談這個鬼神之山的：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回三萬里，

高三千六百里。山下有洞天。其上其下並

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

周回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山上為外

宮，洞中為內宮，制度等耳。

這 裡 的 叙 述 有 些 不 大 明 晰， 猜 測 其 意， 似
是說羅酆山分為兩部分，山下部分有“洞天”，

山 上 部 分 有“ 六 宮 ”。 但 山 下 的“ 洞 天 ” 中 也
有“ 六 宮 ”， 與 山 上 六 宮 制 度 一 樣， 只 是 名 有
內宮、外宮之別。山上外宮自西而東分別是：

第一宮為紂絕陰天宮，第二宮為泰

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

天宮，第四宮名為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宮

名為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宛

屢天宮。

一 共 六 天 宮， 即 是“ 鬼 神 六 天 之 治 ”， 而
山 下 洞 中 的 六 宮 與 此 同 名，“ 相 像 如 一 ”。 人
死 之 後， 就 要 根 據 身 份 之 不 同 而 分 別 前 往 內 宮
或 外 宮， 然 後 根 據 死 亡 的 性 質、 方 式 等 到 六 宮
中屬於自己的那一宮去報到，聽候安排。

人初死，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

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

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事凶之日，當

來詣此第一天宮耳。

泰煞諒事宗天宮，諸煞鬼是第二天

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

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

受事。

禍福吉凶續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

宮。

第 五、 第 六 天 宮 接 納 何 等 魂 靈， 不 應 該 不
說， 可 能 是 因 為 原 書 殘 佚， 已 經 無 從 查 考 了。

而且這些不同的亡靈要到不同的“宮”中報到，

所 去 的 是“ 外 宮 ” 還 是“ 內 宮 ”， 還 是 兩 處 均
可， 也 沒 有 做 任 何 說 明， 估 計 以 上 引 文 中 間 就
有 殘 缺。 六 宮 的 名 目 很 奇 怪， 同 時 也 很 帶 些 陰
煞 詭 異 之 氣。 雖 然 這 羅 酆 山 有 些 像 是 從 佛 教 的
大鐵圍山借鑑而來，但上下各六宮的分曹理事，

卻是以中國朝廷中書臺省分為六曹為模板。

羅 酆 山 上 的“ 地 下 主 者 ”“ 鬼 帥 ” 及 職 事
人 等， 都 是 由“ 人 鬼 ” 所 成 之 神 充 任。 其 最 高
的羅酆主者為“鬼帝”，或稱“北方鬼帝”（葛
洪《 枕 中 書 》）、“ 北 太 帝 君 ”（ 陶 弘 景《 真
誥 》）、 “ 北 陰 大 帝 ”（ 陶 弘 景《 真 靈 位 業
圖》）、“酆都北帝”（《真誥》）、“酆台北帝”

（《 真 誥 》）， 後 世 則 又 有“ 酆 宮 帝 君 ”（ 五
代孫光憲《北夢瑣言》）、“酆都大帝”等稱。

民 間 凡 是 帶“ 酆 ” 字 型、“ 北 ” 字 型 的 大 大 小
小“ 鬼 帝 ” 多 與 此 公 有 些 牽 連， 雖 然 名 實 或 有
差異，但起源於羅酆山卻是相同的。

這鬼帝又見於署名東晉葛洪的《枕中書》，

說 北 方 鬼 帝 治 羅 酆 山， 鬼 帝 為 張 衡、 揚 雲。 這
二 位 其 實 就 是 漢 代 張 衡（ 字 平 子 ） 及 揚 雄（ 字
子 雲 ） 名 字 的 隱 變， 他 們 二 位 都 是 多 才 多 藝，

但 說 起 共 同 點 來， 則 都 是 當 時 的 辭 賦 大 家， 只
是 張 衡、 揚 雲 雖 然 在 讀 書 人 中 名 氣 很 大， 但 論
其 官 位 則 實 在 微 不 足 道， 與“ 鬼 帝 ” 名 實 大 不
相稱。到了梁朝的陶弘景，大約覺察到這一點，

便在《真誥》中改成了“炎慶甲”：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

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炎 帝 就 是 神 農 氏， 讓 他 來 做 鬼 帝， 在 我 們
看 來 確 實 有 些 難 解。 正 如 有 人 註《 真 誥 》 說 的
“ 炎 帝 神 農 氏 聖 功 不 減 軒 轅、 顓 頊， 不 應 為 鬼
帝 ”， 而 且 炎 帝 不 是“ 以 火 德 王 ” 麽， 按 理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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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南宋金處士 《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酆都——中國古代冥府形態初探系列之五       欒保群

傳說與歷史

1112020年•第109期•文化雜誌 RC

應該在南方，怎麽卻成了“北方鬼帝”？讓“以
水 德 王 ” 的 顓 頊（ 顓 頊 雖 為 楚 人 之 先 祖， 但 在
“ 五 帝 ” 中 的“ 德 運 ” 卻 是“ 水 德 ”） 擔 任 北
帝 不 是 更 合 適 麽？ 猜 測 其 原 因， 大 約 一 是 因 為
顓頊在道士的傳說中已經成了仙，不是“人鬼”

了； 二 是 炎 帝 無 論 如 何 在 地 位 上 是 僅 次 於 黃 帝
的 大 人 物， 如 果 黃 帝 做 了 天 帝， 當 鬼 帝 的 也 就
非 炎 帝 莫 屬； 三 則 是 當 時 大 約 民 間 已 經 有 了 張
天 翁 把 劉 天 翁 趕 到 泰 山 去 做 鬼 王 的 傳 說， 劉 天
翁 就 是 劉 漢 皇 帝， 劉 漢 火 德， 稱 炎 漢。 這 樣 一
安 排， 炎 帝 為 北 太 鬼 帝 就 與 劉 天 翁 為 泰 山 主 者
接 了 榫。 至 於《 真 誥 》 的 註 釋 者 硬 把 道 教 的 羅
酆 山 與 佛 教 的 地 獄 往 一 塊 靠， 說 神 農 牛 首， 正
是地獄中的牛頭阿旁，真是癡人說夢。

但 另 有 一 種 可 能， 即 此 炎 帝 並 不 是 神 農，

而 是 蚩 尤。 清 人 梁 玉 繩 在《 史 記 志 疑 》 卷 一 中
就 曾 經 指 出，《 五 帝 本 紀 》 中 的 黃 帝“ 與 炎 帝
戰於阪泉之野”，與下文之“與蚩尤戰於涿鹿”

其 實 是 一 回 事， 阪 泉 之 戰 即 涿 鹿 之 戰， 炎 帝 即
是 蚩 尤。 如 果 此 說 成 立， 那 麽 戰 勝 的 黃 帝 既 然
成 了 天 帝， 那 麽 把 戰 敗 的 蚩 尤 安 排 為 鬼 帝， 正
是 對 他 死 後 為 厲 鬼 的 安 撫。 這 也 可 能 是 久 已 存
在 的 民 間 傳 說， 與 張 天 翁 把 劉 天 翁 趕 出 天 宮 至
下界為泰山主者的傳說出於同一機杼。

北 帝 居 於 六 天 宮 中 的 第 一 天 宮。 其 輔 佐 有
二 位： 上 相 秦 始 皇 和 太 傅 曹 孟 德。 假 如 北 帝 是
蚩 尤， 秦 始 皇 和 曹 操 作 為 輔 佐 確 是 絕 配， 這 三
位都是以殘忍敢殺而著名的。

北 帝 之 下 還 有 四 明 公， 大 約 是 師 友 級 的
人 物： 西 明 公 兼 領 北 帝 師 周 公 旦（ 一 說 為 周 文
王）、東明公兼領斗君師夏啟、南明公召公奭、

北 明 公 吳 季 札。 這 四 明 公 手 下 又 各 有“ 賓 友 ”

一 二 位， 劉 邦、 孫 策 等 皆 在 其 內。 這 四 明 公 的
職 責 是“ 領 四 方 鬼 ”， 但 又 說 他 們 分 掌 酆 都 六
天宮中之四天宮。

六 天 宮 中 的 第 三 宮 是 由“ 鬼 官 北 斗 君 ” 周
武 王 主 政。 北 斗 在 古 代 是 司 命 大 神，“ 北 斗 注
死 ” 之 說 由 來 已 久， 不 但 在 民 間 影 響 極 大， 而

且 為 道 教 大 神。 南 朝 道 士 不 可 回 避， 給 他 安 排
得 還 算 體 面。 但 另 一 個 新 生 不 久 的 司 命 大 神 太
山 府 君， 因 為 信 奉 者 多 是 民 間 巫 師， 就 不 那 麽
客 氣 了。《 真 誥 》 中 有 個“ 泰 山 君 ” 荀 顗（ 此
人在曹魏後期做過司空），其實就是太山府君，

此 時 成 了“ 四 鎮 ” 之 一， 與 盧 龍 公、 東 越 大 將
軍、 南 巴 侯 各 領 鬼 兵 萬 人， 雖 然 貌 似 顯 赫， 但
明 顯 失 去 了 主 冥 的 資 格。（ 後 來 在 北 宋 的《 雲
笈 七 籤 》 卷 七 十 九 中 也 提 起 過“ 太 山 君 ”， 說
他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

血 祀 廟 食 所 宗 者 也。 但 那 是 北 宋 道 士 為 了 復 活
酆 都 系 統 而 作 的 讓 步， 早 非 梁 朝 道 士 的 本 意
了。）

又有三官都禁郎齊桓公、水官司命晉文公。

這 二 位 不 是“ 三 官 ”， 只 是 三 官 的 屬 員。 二 天
宮 各 立 一 官， 六 天 凡 立 三 官。 三 官 不 是 鬼 神，

是 由 真 仙 司 命 兼 領， 專 門 監 察 六 天 宮 中 的 神 鬼
的，而齊桓、晉文只是人鬼，充當一下助理。

還 有 相 當 於 人 間 尚 書 令 的“ 大 禁 晨 ” 二 人
漢 武 帝、 孫 堅， 相 當 於 尚 書 的“ 中 郎 直 事 ” 戴
淵（ 東 晉 人 ）、 公 孫 度、 劉 封、 郭 嘉（ 以 上 都
是東漢末三國人），相當於中書令監的“中禁”

顏 懷、 楊 彪（ 東 漢 末 人 ）， 如 此 之 類， 都 由 歷
代 帝 王 將 相 充 任。 北 帝 又 有“ 侍 晨 ” 八 人， 位
比侍中，李廣、徐元直、龐德和殷浩都在其內。

羅 酆 有 二 天 門， 南 天 門 為 酆 都 主 門， 為 北
太 帝 君 之 門， 而 北 天 門 則 為 北 斗 君 之 門。 每 天
門有二亭長主之，每亭長下有四修門郎，這“門
官”已經是羅酆山最低的職位了。

總 之， 晉、 梁 道 士 們 為 羅 酆 山 安 排 了 一 百
多 名 古 代 的 帝 王 將 相， 按 照 當 時 的 朝 廷 規 模 把
冥 界 的 中 樞 機 關 配 備 得 比 較 完 備， 但 卻 沒 有 冥
界 的 地 方 官 吏。 在 太 山 府 君 系 統 中， 太 山 府 君
的 地 位 只 是 相 當 於 地 方 上 的 郡 守， 下 面 配 備 了
屬 吏 和“ 所 由 ” 就 可 以 勾 拿 鬼 犯， 讓 冥 界 這 個
國 家 機 器 有 了 運 行 的 部 件。 而 羅 酆 山 卻 只 是 一
個 小 朝 廷， 是 一 台 樣 子 好 看 卻 運 轉 不 起 來 的 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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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 南宋金處士 《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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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這 些 士 族 出 身 的 神 仙 家， 根 本 不 太
在 乎 冥 界 的 國 家 機 器 配 備 得 是 否 合 用， 他 們 要
搭 造 的 是 整 個 靈 界 的 體 系， 那 個 體 系 的 主 體 是
仙 真， 他 們 是 靈 界 的 最 高 統 治 者， 而 神 鬼 只 不
過 是 最 末 稍 的 分 枝。《 真 靈 位 業 圖 》 署 名 陶 弘
景， 雖 然 是 假 冒 的， 但 其 思 想 脈 絡 卻 完 全 是 南
朝上清派道士一系。所謂“真”即仙真，“靈”

即 神 鬼， 在《 真 靈 位 業 圖 》 的 體 系 中， 靈 界 分
為自高至低的七等之“位”，也就是七個階級，

每 一 階 級 中 又 分 中、 左、 右。 第 一 級 都 是 元 皇
教 主 一 級 的 大 神， 其 下 第 二 級 即 是 產 生 於 東 晉
南朝的“上清派”諸真，第三級是見於劉向《列
仙 傳 》 的 古 仙 人， 第 四 級 基 本 上 把 葛 洪《 神 仙
傳 》 中 的 魏 晉 神 仙 囊 括， 第 五、 六 兩 級 為《 真
誥 》 中 的 二 三 流 神 仙， 而 第 七 級 即 最 低 一 級 就
是 羅 酆 山 的 全 班 人 馬， 不 要 說“ 秦 皇 漢 武 ”，

就 是 神 農 炎 帝 以 下 的 文、 武、 周 公 也 只 能 屈 居
於末流。

上清道士編排這個《真靈位業圖》的用意，

就 是 要 極 大 地 抬 高 仙 人 的 地 位， 聖 君 賢 臣 這 些
人 鬼 在 靈 界 的 地 位 連 一 個 普 通 的 仙 人 都 不 如。

靈 界 仙 真 和 神 鬼 地 位 的 高 下， 也 就 是 從 事 修 仙
的 道 士 和 在 人 間 事 功 立 業 的 聖 賢 帝 王 地 位 的 高
下， 至 於 從 事 鬼 道 的 巫 師 的 地 位 就 更 不 值 一 顧
了。

羅 酆 六 宮 中 地 下 主 者 及 諸 鬼 官， 如 果 要
從 第 七 階 升 入 第 六 階， 比 人 間 的 修 道 還 要 難 一
些。《 真 誥 》 卷 十 三 說： 地 下 主 者 有 三 等， 鬼
帥 之 號 也 有 三 等。 他 們 所 以 能 為 地 下 主 者 和 鬼
帥， 是 因 為“ 世 有 功 德， 積 行 所 鍾， 或 身 求 長
生， 步 道 所 及， 或 子 弟 善 行， 庸 播 祖 禰， 或 諷
明 洞 玄， 化 流 昆 祖 ”。 如 果 想 入 仙 道， 地 下 主
者 可 經 文 解， 鬼 帥 則 經 武 解。 文 解 一 百 四 十 年
進 一 級， 武 解 二 百 八 十 年 進 一 級， 此 為 入 仙 道
之 始。 一 進 始 得 步 仙 階， 給 仙 人 之 使 令， 形 同
差役。再進第二等，補管禁位，位如世間散吏，

此 為 地 下 主 者 之 中 者。 再 進 第 三 等， 方 得 入 仙
人 之 堂， 出 館 易 遷、 童 初 二 府。 易 遷、 童 初 二
府 是 收 納 初 得 道 者 的 地 方。 據 此， 地 下 主 者 修
行 四 百 二 十 年 方 與 初 得 仙 者 相 埒。 至 於 在 第 一

等的，實為冥府中散鬼，雖非鬼籍，卻無職務，

相當於人世中之白衣士子。

由此看來，羅酆這個神鬼之山存在的意義，

就 在 於 把 強 大 無 比 的 人 間 帝 王 將 相 陣 容 壓 擠 到
靈 界 的 最 底 層， 以 襯 托 仙 真 世 界 的 無 上 神 聖。

至 於 羅 酆 山 作 為 冥 府 的 實 用 價 值， 那 是 鬼 道 與
人 間 的 事， 道 士 們 根 本 就 不 在 乎。 這 觀 念 傳 流
下 去， 在 後 世 的 道 教 中， 包 括 閻 羅 天 子 在 內 的
“陰官”地位也遠低於仙人。

二、羅酆山成了地獄

事 情 的 變 化 是 從 羅 酆 山 出 現 了 地 獄 開 始
的。

在 陶 弘 景 的《 真 誥 》 中， 羅 酆 山 雖 然 收 納
鬼 魂， 卻 沒 有 地 獄。 因 為 那 時 的 羅 酆 山 不 具 備
冥 府 的 功 能， 拘 拿、 審 訊、 收 監、 懲 罰 這 些 冥
府 治 鬼 的 功 能 全 都 沒 有， 它 要 地 獄 做 甚 麽？ 羅
酆 山 的 諸 多 鬼 帥 統 率 着 億 萬 鬼 兵， 殺 鬼、 斬 鬼
也 是 動 輒 萬 千， 但 這 些 鬼 不 是 人 死 後 的 鬼 魂，

而是瘟鬼、惡鬼、邪鬼，就是西晉時《神咒經》

中 所 列 的 赤 索 鬼、 赤 尾 鬼、 赤 疫 鬼、 都 盧 那 鬼
等 等 百 十 種 鬼。《 真 誥 》 中 偶 爾 談 及 地 獄， 如
“ 種 罪 天 網 上， 受 毒 地 獄 下 ”， 也 不 過 是 拾 佛
教的話頭，而且這“地獄”也並不在羅酆山內。

但 突 然 一 下 子， 在 靈 寶 派 的 經 典 中， 羅 酆
山 就 有 了 地 獄。 南 朝 所 出 的《 四 極 明 科 經 》 晚
於 陶 弘 景， 它 對 羅 酆 山 做 了 極 大 的 改 造， 這 個
處 於 北 方 癸 地 的 酆 都 山， 山 上、 山 中 央 及 山 下
各有八獄，八獄各有名目：

山 上 有 八 獄： 第 一 監 天 獄， 第 二 平 天 獄，

第 三 虛 無 獄， 第 四 自 然 獄， 第 五 九 平 獄， 第 六
清 詔 獄， 第 七 玄 天 獄， 第 八 元 正 獄。 此 八 獄 由
“上天三官”主掌。

山中央八獄：第一玄沙北獄，第二皇天獄，

第 三 禁 罰 獄， 第 四 玄 妙 獄， 第 五 刑 正 獄， 第 六
律 令 獄， 第 七 九 天 獄， 第 八 清 冷 獄。 此 八 獄 由
“中天三官”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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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 南宋金處士 《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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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又有八獄：第一無量獄，第二太真獄，

第 三 玄 都 獄， 第 四 三 十 六 天 大 獄， 第 五 天 一 北
獄， 第 六 河 伯 獄， 第 七 累 劫 獄， 第 八 女 青 獄。

此八獄由“下三官”主掌。

一 共 二 十 四 獄 ， 都 在 羅 酆 山 之 北 。 每
一 獄 有 十 二 掾 吏 ， 下 有 金 頭 鐵 面 巨 天 力 士 各
二 千 四 百 人 ， 手 持 金 手 槌 鐵 杖 。 凡 是 違 犯 “ 玄
科 ” 的 死 魂 ， 就 交 由 所 屬 之 獄 ， 受 士 鐵 杖 拷
打 ， 萬 次 為 一 掠 ， 三 掠 之 後 還 要 “ 補 三 塗 之
責 ” 。 請 注 意 ： 二 十 四 獄 所 治 鬼 魂 ， 都 是 “ 犯
玄 科 ” 即 信 奉 道 教 而 違 犯 教 規 的 信 徒 。 這 一 點
與 佛 教 的 地 獄 有 些 相 似 。 按 照 佛 教 的 本 義 ， 閻
羅 所 掌 的 地 獄 應 該 是 只 收 治 違 犯 戒 律 的 信 徒
的 。 不 信 彼 教 ， 既 不 能 入 彼 教 的 天 堂 ， 也 不 會
為 彼 教 的 地 獄 收 治 ， 這 本 是 最 平 常 的 道 理 。 把
不 信 彼 教 的 俗 人 拘 入 冥 府 是 可 以 的 ， 但 冥 府 用
彼 教 的 信 仰 來 給 鬼 魂 定 罪 ， 強 制 地 打 入 彼 教 地
獄 則 不 可 ， 因 為 如 此 則 近 似 於 邪 教 了 。 所 以 這
裡 的 “ 三 官 ” 只 收 治 道 教 徒 ， 不 同 於 太 山 府 君
的 收 納 普 天 下 亡 魂 ； 酆 都 只 是 座 從 屬 於 三 官 的
大地獄，更不是一般的冥府。

但 此 處 的 三 官 已 經 不 同 於《 真 誥 》 中 的 三
官了，在那裡，酆都六天宮，二天宮各立一官，

六天凡立三官。其職  “如今刑名之職”，即是
羅 酆 諸 天 宮 中 的 司 法， 由 仙 真 擔 任， 統 領 諸 天
宮主者，而不是主者。到了《四極明科經》中，

卻是上、中、下各八獄，每八獄有一“三官”。

三官成了地獄主者。

除 了 羅 酆 山 二 十 四 獄 之 外， 另 設 有 刀 山、

火海之獄：

這 刀 山 在“ 岱 宗 ” 即 泰 山 之 北 的“ 空 洞 小
天 ” 之 上， 方 圓 七 千 里。 它 不 是 一 座 空 無 人 煙
的 荒 山，“ 上 置 百 二 十 曹 府， 千 二 百 掾 吏， 執
罰 神 兵 五 萬 人 ”。 凡 是 有 違 犯 三 官 之 罪 者， 死
後魂靈都要到刀山爬上爬下，一路受利刃切割，

往 返 一 萬 次 算 是“ 一 掠 ”， 三 掠 之 後， 再 把 他
弄到“流火之鄉”。

流 火 之 鄉 就 是 火 海。 這 火 海 在 霍 山 之 南 的
巨 陽 洞 庭 之 內， 也 是 方 圓 五 千 里。 罪 魂 至 此，

就 幹 一 件 事，“ 食 火 啖 炭 ”。 吞 嚥 一 萬 次 算 一
掠，三掠之後就充“三途之役”。

“ 三 途 ” 是 甚 麽， 這 裡 毫 不 客 氣 地 把 佛 教
的 東 西 拿 了 過 來。 三 途 就 是 火 途（ 地 獄 道 ）、

血途（畜生道）、刀途（餓鬼道），總稱三惡道，

實際上就是地獄。所謂“三途之役”就是苦役，

從蒙山擔土，去填積夜之河，往返不知多少里，

也 是 萬 次 一 掠， 三 掠 之 後， 可 以 投 胎 轉 世， 但
投的還是畜牲之胎。

與 西 方 世 界 接 軌 的 結 果 就 是 出 了 這 麽 個 道
教 的 地 獄， 懲 治 的 就 是 生 前 不 守“ 三 官 之 道 ”

的鬼魂。

不 止 於 此， 這 些 道 士 在 清 微 天、 禹 餘 天 和
大赤天也都設有“三官”，如清微天的“三官”：

“ 領 仙 君 所 鎮 五 帝 神 兵 五 萬 人， 第 一 左 官 主 執
太 真 玉 帝 替 慢 之 罪， 第 二 右 官 主 糾 漏 泄 天 寶 之
罪， 第 三 陰 官 主 元 君 虧 犯 科 禁 之 罪。” 禹 餘 天
所 掌 之 罪 就 更 下 一 等：“ 第 一 左 官 主 陽 過， 刑
殺伐逆、竊盜天寶、宣露靈文、口舌咒誓之罪，

第 二 右 官 主 陰 過， 心 懷 謀 圖 不 軌、 謀 害 賢 能、

所 念 不 道 之 罪， 第 三 都 官 主 疑 貳 天 真、 不 崇 不
信、 毀 謗 天 寶、 心 懷 進 退、 輕 籍 道 經、 穢 慢 真
文 之 罪。” 大 赤 天 三 官：“ 第 一 左 官 主 治 生 人
之 罪， 第 二 右 官 主 治 死 人 之 罪， 第 三 陰 官 主 治
女人之罪。”

此 外 又 有 水 火 左 右 二 官：“ 左 水 官 治 妄 語
誹 謗、 吱 咽 口 舌、 妒 賢 害 能、 不 信 天 真、 疑 貳
符 章、 訾 毀 寶 文、 妄 說 天 地、 宣 洩 秘 篇、 辱 毀
二 象、 觸 犯 三 辰 者； 右 火 官 治 大 逆 殺 生、 伐 害
師君、反謀父母、手惡心賊、願念不道之罪。”

還 有 個 大 丘 山， 有 風 刀 左 右 二 官：“ 第 一
左 風 考 官， 治 受 經 符 寶 訣、 無 盟 修 行、 愛 財 賤
道、 虧 損 天 科 之 罪， 第 二 右 刀 考 官： 治 伏 誓 告
盟、 背 違 師 友、 去 彼 適 此、 評 論 善 惡、 攻 伐 根
本、 莫 逆 之 罪。” 請 注 意， 以 上 所 述 諸 罪 都 有
關道門的法規，而非一般的社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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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d. 南宋金處士 《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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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寶 派 對《 真 誥 》 中 羅 酆 山 的 改 造 真 是 大
刀 闊 斧， 三 下 五 除 二， 弄 得 只 剩 下 一 個 酆 都 山
的 空 名。 原 來 的 北 太 帝 君、 上 相、 太 傅、 四 明
公 直 到 職 位 最 低 的 二 天 門 亭 長、 修 門 郎， 全 都
不 見 了， 代 替 這 個 龐 大 宮 廷 組 合 的 只 是 三 官 及
其 掾 吏、 力 士 了。 而 由 以 上 引 文 可 以 看 出， 酆
都 山 似 乎 只 是 靈 寶 派 地 獄 的 一 處， 刀 山 火 海 都
在別處，審理罪魂的機構更多的安排在清微天、

禹餘天和大赤天上。

但 這 只 是 改 造 羅 酆 的 一 種 較 極 端 的 方 案，

另 有 一 種 保 留 了 較 多 的 舊 有 結 構， 只 是 在 原 來
的 神 鬼 之 山 中 加 設 了 地 獄， 但 這 地 獄 的 規 模 卻
大 大 勝 過 了“ 二 十 四 獄 ”。 此 說 的 一 些 零 星 材
料見於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的《玉格》篇中：

首 先，“ 炎 帝 為 北 太 帝 君， 主 天 下 鬼 神 ”

的“ 國 體 ” 沒 有 改 變， 但 羅 酆 山 中 卻 有 了 地 獄
的法律，其名為“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

而 且 有 了 官 府 的 簿 籍：“ 黑、 綠、 白 簿， 赤 丹
編 簡。” 刑 罰 之 類 有“ 搪 蒙 山 石、 副 太 山、 搪
夜 山 石、 寒 河 源、 西 津 水 置、 東 海 風 刀、 電 風
（ 一 作 雷 風 ）、 積 夜 河 ”，（ 此 處 的 引 文 採 用
近 年 的 一 個 標 點 本， 有 些 難 懂， 我 覺 得 如 果 這
樣 斷 句 更 易 懂 一 些：“ 搪 蒙 山 石 副 太 山， 搪 夜
山 石 寒 河 源， 西 津 水 置 東 海， 風 刀、 電 風、 積
夜 河。” 這 裡 有 些 可 能 是 誤 字， 但 意 思 大 致 可
以 明 了， 即 讓 罪 魂 擔 蒙 山 之 石 運 到 泰 山 頂 上，

擔 夜 山 石 來 填 塞 河 源， 擔 西 津 之 水 傾 於 東 海，

也 就 是 讓 罪 魂 做 些 無 用 之 功 以 嘗 受 折 磨 之 苦，

收 改 造 靈 魂 之 效 罷。 至 於 風 刀， 也 許 是 指 風、

刀 左 右 二 官， 電 風 則 更 可 能 是 雷 電 殛 擊， 積 夜
河， 已 經 見 於《 四 極 明 科 經 》， 所 謂“ 擔 蒙 山
之 土， 填 積 夜 之 河 ” 者 即 是。） 而 治 獄 之 所，

又 有“ 連 苑、 曲 泉、 泰 煞、 九 幽、 雲 夜、 九
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之目。而由“四
極 ”“ 九 科 ” 來 看， 這 級 之 下 似 乎 還 要 分 出 更
瑣細的名目。

又 云：“ 三 十 六 獄， 流 沙 赤 等 號 溟 澪 獄，

北 嶽 獄 也。 又 二 十 四 獄， 有 九 平、 元 正、 女
青、 河 北 等 號。 人 犯 五 千 惡 為 五 獄 鬼， 六 千 惡

為 二 十 八 獄 獄 囚， 萬 惡 乃 墮 薜 荔 也。” 是 又 有
三 十 六 獄、 二 十 四 獄、 五 獄、 二 十 八 獄、 薜 荔
獄 諸 說， 而 細 目 則 各 有 不 同。 其 中 的“ 二 十 四
獄 ” 名 目 正 是《 四 極 明 科 經 》 中 所 述， 可 見 這
時的羅酆山是採納諸說而改造的。

《 酉 陽 雜 俎 》“ 其 書 多 詭 怪 不 經 之 談，

荒 渺 無 稽 之 物， 而 遺 文 秘 笈 亦 往 往 錯 出 其 中 ”

（《四庫全書提要》）。其書雖成於唐末，但《玉
格 》 一 篇， 所 錄 多 前 代 道 書 而 不 為 當 時 所 習 聞
者， 應 在“ 遺 文 秘 笈 ” 之 列。 保 守 地 揣 測， 段
氏 所 錄 酆 都 地 獄 的 文 字， 所 出 不 會 晚 於 唐 朝 初
葉。 這 時 的 羅 酆 山 雖 然 保 留 了 六 天 宮、 北 太 帝
君、 四 明 公 等， 但 質 性 大 異， 實 際 上 等 於 把 佛
經 中 的 八 熱 八 寒 諸 十 六 大 地 獄 換 了 名 目， 改 了
獄 主。 很 明 顯， 這 個 羅 酆 山 已 經 不 是 南 朝 道 士
的羅酆山，而是佛經中“地獄太山”的道教版。

只 是 這 個“ 道 版 ” 不 但 縮 水， 而 且 失 真，

將 它 與 佛 教 所 言 地 獄 相 比 較， 就 可 以 看 出， 道
士 們 不 過 是 在 人 家 的 床 下 架 屋， 雖 然 極 力 侈 言
鬼 官、 地 獄 之 數 目， 氣 局 遠 遠 不 能 與 佛 經 相 比
競。 而 且 說 實 在 的， 佛 教 已 經 把 地 獄 中 的 慘 酷
景象描繪到極致，也確實無加喙的餘地了。

這 個 羅 酆 山 二 世 的 命 運 與 它 的 前 輩 一 樣，

不 可 能 為 民 眾 所 接 受， 而 只 能 留 影 於“ 遺 文 秘
笈”。

三、羅酆山的遺產

可 是 羅 酆 山 依 然 不 甘 沉 沒， 到 了 北 宋， 它
第三次企圖掙出水面，但不過只是冒了幾個泡。

北 宋 的 皇 帝 崇 奉 道 教， 自“ 來 和 天 尊 ” 降
生 的 宋 真 宗 直 到“ 長 生 大 帝 君 ” 轉 世 的 道 君 皇
帝宋徽宗，造成了一大段神仙方士的黃金時代。

而自五代以來民間的資冥市場基本上為“地藏—

十 王 ” 系 統 所 佔 據， 道 教 徒 若 想 建 立 一 個 真 正
起於道教的冥府，只有重拾酆都的餘緒。北宋・

文瑩《玉壺清話》卷五有一“酆都觀主”故事，

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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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e. 南宋金處士 《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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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三年，王顯帥定州。忽一日，

一道士通刺為謁，破冠敝褐，自稱“酆都

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

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

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 

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

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

萬騎獵於威虜軍境，顯引兵剿襲，大破

之，梟名將王貴十五輩，斬二萬級。露布

至闕，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這 是 一 個 奇 怪 的 冥 府， 地 點 是 道 觀， 主 者
是 道 士。 天 帝 要 收 下 界 人 魂， 批 量 那 麽 大， 不
找 閻 王 卻 來 找 他， 由 他 來 正 式 錄 入 冥 簿 之 後，

才 最 後 確 定 二 萬 人 的 死 生。 這 種 不 成 樣 子 的 冥
府實在令人可疑，但道士們卻不管民眾信不信，

總 是 不 斷 編 出 與 酆 都 相 關 的 冥 府 故 事： 宋 徽 宗
宣 和 六 年， 從 事 郎 林 毅， 閩 人， 寄 居 姑 蘇。 忽
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

謂 曰：“ 召 公 等 作 酆 都 使 者， 請 書 知。” 此 事
載於南宋・方勺《泊宅編》。而洪邁《夷堅丙志》

卷 九 則 說 此 人 名 林 乂， 所 召 任 之 官 為“ 酆 都 宮
使 ”。 又 云： 林 乂 一 向 慕 道， 懂 得 這 是 怎 麽 回
事， 便 說：“ 此 乃 冥 司 主 掌， 非 以 罪 譴 謫 者 不
至。 且 吾 聞 居 此 職 者 率 二 百 四 十 年 始 一 遷， 非
美 官 也。” 這 與 一 向 被 召 到 冥 府 做 閻 王 的 故 事
很是雷同，於是大致可以落實，作為冥府的“酆
都 宮 ”， 其 主 者 就 是 酆 都 宮 使 了。 這 新 的 冥 司
究 竟 是 如 何 結 構， 不 得 而 知， 但“ 酆 都 宮 使 ”

在 靈 界 的 地 位 不 高， 由“ 以 罪 譴 謫 者 ” 充 任，

而 且“ 二 百 四 十 年 始 一 遷 ”， 卻 與 南 朝 上 清 派
的 羅 酆 故 事 大 致 相 同。 只 是 這 些 故 事 對 民 間 毫
無影響，此後也就沒有聲息了。

南 宋 的 道 士 們 似 乎 放 棄 了 把 羅 酆 山 建 成 冥
府 的 嘗 試， 重 點 在“ 酆 都 地 獄 ” 上 做 文 章。 一
個 叫 林 靈 真 的 道 士， 編 了 本 部 頭 很 大 的《 靈 寶
領 教 濟 度 金 書 》， 把 靈 寶 派 的 羅 酆 系 統 重 新 抬
出， 略 加 改 造， 把 地 獄 分 為 北 都 羅 酆、 九 幽、

泉 曲 府 及 十 二 河 源、 五 嶽、 四 瀆、 里 域 六 類。

又有另一位南宋人李昌齡，他為《太上感應篇》

做 傳 註， 談 到 北 都 羅 酆 山， 大 致 是 在 靈 寶 派 道

士 的 基 礎 上 攙 加 以 閻 羅 王 體 系 的 成 分。 如 云 羅
酆 山 近 水 面 處 有 一 大 洞， 名 曰 陰 景 天 宮。 周 回
三 萬 六 千 里， 中 有 三 十 六 獄。 主 此 洞 者 名 為 太
陰 天 君， 助 治 四 人 為 東 西 南 北 四 斗 君。 洞 外 山
上別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冥府六曹，

主 執 罪 罰。 如 此 之 類， 道 士 的 靈 感 日 益 枯 竭，

頂 多 是 修 修 補 補， 已 經 變 不 出 多 少 花 樣 了。 羅
酆 體 系 的 鬼 域 架 構 缺 乏 大 眾 幽 冥 文 化 心 理 的 支
持和認可，只能是閉門造車。

羅 酆 山 再 變 其 形 也 未 能 挽 回 頹 沒 之 勢， 可
是 七 寶 樓 台， 雖 然 倒 塌 了， 總 還 是 留 下 些 值 得
一看的遺跡和片段。

（一）酆都大帝

羅 酆 山 的 遺 存 之 一 是 留 下 了 一 個“ 酆 都 大
帝 ” 的 空 名， 卻 容 易 讓 人 誤 解， 以 為 真 有 一 個
叫酆都的冥府體系。

《 道 教 十 王 經 》 和《 玉 歷 寶 鈔 》 明 明 記 載
着酆都大帝主宰地獄十殿閻羅，怎麽能說是“空
名 ” 呢？ 蒿 里 山 所 建 的 神 廟， 不 就 是 供 奉 着 酆
都大帝麽？

話 說 得 不 錯， 酆 都 大 帝 當 然 可 以 說 就 是 羅
酆 山 的 北 太 帝 君， 但 泰 山 腳 下 蒿 里 山 的 酆 都 大
帝， 卻 是 光 杆 一 人， 甚 麽 上 相、 太 傅、 四 明 公
都 不 見 了， 羅 酆 宮 中 的 人 馬 一 個 都 不 帶， 這 還
能 算 北 太 帝 君 麽？ 奇 怪 的 是， 他 所 有 的 卻 是 十
殿閻羅和七十二司，正是東嶽行宮的全套班底。

酆 都 廟 旁 另 建 有 祠 廟， 供 的 是 掌 管 渿 河 的 靈 派
將 軍、 掌 管 蒿 里 的 趙 相 公， 都 是 元 明 以 來 民 間
傳 說 的 冥 神（ 見 元 刊 本《 連 相 搜 神 廣 記 》），

與 羅 酆 宮 更 是 毫 無 瓜 葛。 那 麽 這 位 酆 都 大 帝 就
與 羅 酆 山 體 系 脫 了 鉤， 完 全 歸 入 了“ 東 嶽 － 閻
王 ” 體 系， 說 得 客 氣 些， 這 是 孤 身 移 民， 連 家
屬 也 不 帶， 而 究 其 實 質， 這 個 酆 都 大 帝 其 實 就
是 東 嶽 大 帝 換 了 副 面 孔！ 個 中 玄 妙， 乃 在 於 民
間 的 搗 鬼。 朝 廷 在 岱 廟 裡 供 奉 着 東 嶽 大 帝， 那
是 絕 對 不 能 有 一 絲 鬼 氣 的。 但“ 泰 山 治 鬼 ”，

流 傳 有 時， 現 在 豈 能 斷 了 傳 統？ 野 道 士 和 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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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徒 既 然 在 岱 廟 插 不 進 足， 便 在 不 遠 的 蒿 里 山
另 立 一 個 管 鬼 的 泰 山 神。 如 果 就 叫 做“ 東 嶽 大
帝 ”， 便 是 公 開 和 官 方 唱 對 台 戲， 只 能 遭 到 官
府 的 封 禁， 好 在 羅 酆 山 的“ 北 太 帝 君 ” 閒 着，

便 挪 借 過 來， 改 為“ 酆 都 大 帝 ”， 安 在 了 東 嶽
大 帝 頭 上。 於 是 萬 事 大 吉， 酆 都 廟 直 到 幾 百 年
後 被 個 小 軍 閥 破 除 迷 信 燒 掉 之 前， 始 終 是 安 然
無恙。

再 說《 玉 歷 寶 鈔 》。 這 部 三 教 九 流 大 雜 燴
卻 又 試 圖 以 佛 教 為 老 大 的“ 善 書 ”， 其 出 世 的
時 間 根 本 不 是 它 的 序 言 中 謊 稱 的 北 宋， 而 是 它
實 際 面 世 的 清 乾 隆 年 間， 內 中 十 殿 閻 羅 的 頂 頭
上 司 也 是 酆 都 大 帝， 而 酆 都 大 帝 則 代 表 玉 皇 大
帝 統 領 冥 府。（ 玉 皇 大 帝 是 民 間 信 仰 的 天 帝，

就 是 讓 齊 天 大 聖 欺 負 得 不 成 樣 子， 朝 廷 也 不 干
涉。）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此 書 中 也 同 樣 找 不 到
東 嶽 大 帝 的 蹤 影。 須 知“ 東 嶽 － 城 隍 ” 外 加 十
殿閻王，是自明代就為官府所認可的冥府體系，

泰 山 岱 廟 雖 然 不 能 弄 鬼， 但 包 括 南 北 二 京 的 全
國 東 嶽 廟（ 或 稱 東 嶽 行 宮 ） 無 不 可 以 塞 進 冥 界
十 王。 可 是《 玉 歷 寶 鈔 》 為 甚 麽 把 東 嶽 大 帝 換
成 酆 都 大 帝 呢？ 因 為 它 要 讓 東 嶽 大 帝 帶 領 十 殿
閻 王 向 面 然 鬼 王（ 據 說 是 觀 音 菩 薩 的 化 身 ） 行
跪 拜 大 禮！ 這 也 同 樣 是 和 朝 廷 的 功 令 唱 對 台
戲， 所 以 也 只 有 用 瞞 天 過 海 的 手 段， 讓 東 嶽 大
帝 以 酆 都 大 帝 的 名 義 出 面。 除 此 之 外， 酆 都 大
帝 就 沒 有 多 少 露 面 的 機 會 了， 請 看 全 國 那 麽 多
的 東 嶽 廟， 雖 然 有 全 套 的 冥 司 班 底， 可 曾 有 一
處出現酆都大帝的影子？

至 於 所 謂“ 道 教 ” 的 十 王 科 儀， 把 十 殿 閻
羅 都 替 換 成 道 教 的 所 謂“ 真 君 ”， 讓 酆 都 大 帝
充 當 了 地 藏 菩 薩 的 角 色， 這 種 過 分 的 假 冒， 就
是道教本身也羞於承認它的正當性。

（二）酆都元帥和酆都獄

酆 都 山 的 遺 存 之 二 是 為 冥 府 的 地 獄 留 了 一
個中國化的名稱“酆都獄”。

產 生 於 元 代 民 間 的 酆 都 元 帥， 說 是 元 帥，

其 地 位 與 名 號 很 不 相 稱， 因 為 他 實 際 上 只 是 一
個“ 獄 神 ”。 其 事 見 於《 三 教 源 流 搜 神 大 全 》

卷五“孟元帥”條，大略為：

姓孟名山，為獄官，殘冬思親，

因念數百囚徒亦同此心，與囚約：“今

二十五日回家，來月初五歸於獄中。”諸

囚泣拜而去。府主滕公知而笞之，令即捕

回諸囚。孟山思曰：“死有何難，此命難

復。”遂立槍於地，踴躍欲撲槍自殺，而

有白兔三倒其槍，不能死。忽玉帝降詔，

封孟山為“酆都元帥”云云。

“ 縱 囚 ” 事 自 東 漢 鍾 離 意 之 後 歷 代 多 有，

而 以 唐 太 宗 最 為 著 名， 是 個 陳 舊 的 故 事 套 子。

民 間 以 此 為 早 已 出 現 的 酆 都 元 帥 編 個 出 身 故
事， 不 過 是 企 盼 死 後 遇 到 的 是 個 講 人 性 的 地 獄
主 者。 孟 山 在 世 為 獄 官， 升 天 之 後 管 的 也 是 監
獄，因為這監獄是酆都獄，所以稱為酆都元帥。

“ 酆 都 獄 ” 就 是 羅 酆 山 變 成 的 地 獄， 已 見
前 述。 但 早 在 唐 時， 這 個 道 教 的 地 獄 就 已 經 為
民 間 信 仰 所 挪 用。《 大 唐 傳 載 》 中 有 一 笑 話，

某士人好吃鹵煮牛頭，一日夢被拘至地府。“酆
都 獄 有 牛 頭 在 旁 ”， 其 人 了 無 畏 懼， 以 手 撫 其
頭 道：“ 這 頭 真 堪 鹵 了 來 吃！” 牛 頭 獄 卒 是 佛
教 地 獄 中 的 角 色， 而 現 在 此 獄 徑 稱“ 酆 都 獄 ”

了。 這 自 然 是 民 間 信 仰 的 慣 技， 但 羅 酆 已 經 地
獄 化 應 是 當 時 人 的 一 個 見 解。 而 到 北 宋 時， 孔
平 仲《 談 苑 》 中 有“ 酆 都 造 獄 ” 之 說， 至 南 宋
以 後，“ 酆 都 獄 ” 之 說 就 越 來 越 為 人 所 接 受，

成為民間巫師的法術用語。

洪 邁《 夷 堅 支 志・ 丁 集 》 卷 十《 李 夢 旦 兄
弟 》 條， 言 饒 州 學 生 李 夢 旦， 一 家 患 瘟 疫， 瘟
鬼 糾 纏 不 已。 一 日 夢 有 神 人 至， 曰：“ 汝 家 被
瘟 鬼 惱 害， 我 為 汝 押 赴 酆 都 了。” 又《 夷 堅 支
志・ 戊 集 》 卷 三《 金 山 廟 巫 》 條， 言 巫 師 怒 責
鬼 物 曰：“ 悔 謝 不 早， 神 已 盛 怒， 既 執 錄 精 魄
付北酆。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夷堅支志・

戊集》卷三《李巷小宅》言法師申斥妖鬼：“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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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 頑 不 去， 當 令 師 巫 盡 法 解 汝 於 東 嶽 酆 都， 是
時 勿 悔。”《 夷 堅 支 志・ 癸 集 》 卷 四《 張 知 縣
婢祟》條，則叱曰：“汝是甚麽精魅？分明告我。

若不直說，當拘縶北酆無間獄中。”

酆 都、 北 酆、 東 嶽 酆 都、 北 酆 無 間 獄， 說
的都是一個地方，即酆都獄，是專門關押邪鬼、

惡 鬼、 瘟 鬼 的 最 嚴 酷、 難 於 出 頭 的 地 獄。 當 然
它 也 是 處 置 極 惡 之 人 的 最 令 人 心 大 快 的 歸 宿，

元 人 劉 一 清《 錢 塘 遺 事 》 中 就 有 秦 檜 一 夥 押 在
“ 酆 都 ” 身 荷 鐵 枷、 備 受 諸 苦 的 故 事。 這 酆 都
不 管 是 近 於 佛（ 北 酆 無 間 獄 ） 還 是 近 於 道（ 東
嶽 酆 都 ）， 都 是 專 指 地 獄 而 不 是 冥 府， 這 是 很
明 確 的。 到 明 清 之 後， 把 酆 都 視 為 黑 獄 的 說 法
仍 很 普 遍， 清 初 劉 獻 廷《 廣 陽 雜 記 》 卷 一 載 行
“ 麻 城 法 ” 的 巫 師 發 毒 誓， 有 道：“ 只 願 今 生
圖 富 貴， 不 顧 七 祖 入 酆 都。” 袁 枚《 子 不 語 》

卷十《牙鬼》、卷十五《宋生》、卷二十二《荷
花兒》等條也都毫無例外地把酆都當成地獄。

中 國 的 冥 府 和 地 獄 是 有 區 別 的， 地 獄 只 是
冥 府 的 一 個 下 屬 部 門。 孟 山 元 帥 所 任 之 職 就 是
冥 府 中 的 典 獄 長。 清 人 徐 道 所 著《 歷 代 神 仙 通
鑑 》 中 列 出 了 一 個 佛 教 化 的 冥 府 體 系， 以 地 藏
菩 薩 為 幽 冥 教 主， 下 領 十 殿 閻 王， 而 列 於 閻 王
之 後 還 有 一“ 酆 都 鬼 王 ”， 這 位 鬼 王 不 會 是 酆
都 大 帝， 只 能 是 掌 管 地 獄 的 酆 都 元 帥。 認 真 說
起 來， 中 國 冥 神 中 真 正 能 和 佛 經 中 的 閻 羅 職 能
相對應的，只有這個不大引人注意的酆都鬼王。

他 們 都 是 地 獄 主 者， 只 不 過 閻 羅 不 像 酆 都 鬼 王
那樣頭上還有個冥府。

（三）酆都鬼城

羅 酆 山 的 遺 跡 之 三， 是 在 人 世 間 出 現 了 一
個叫做“酆都”的鬼城。

酆 都 即 今 重 慶 市 下 屬 的 豐 都。“ 豐 都 ”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周 恩 來 總 理 建 議 由 酆 都 改 的， 但 卻
是 舊 名。 在 元 代 之 前， 此 地 的 正 式 名 稱 一 直 是
豐都，到了明代洪武年間才改為酆都的。

豐 都 縣 平 都 山 為 道 書 七 十 二 福 地 之 一， 本
為 神 仙 窟 宅， 後 來 的 成 為 鬼 城 酆 都， 據 說 有 兩
個 理 由。 一 個 是 道 教 有 個 神 鬼 之 山 羅 酆 山， 又
名 酆 都。 另 一 個 則 是 出 於 一 個 誤 會， 豐 都 的 平
都山曾經出過陰、王二仙，於是“陰君”和“陰
王”竟讓人疑心此地是閻羅天子的“行在”了。

南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云：

去（豐都）縣三里有平都山，碑牒

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

道仙去。有陰君丹爐及兩君祠堂，皆存。

而後面又提到：

道家以冥獄所寓為酆都宮，羽流云

此地或是。

他又有詩云：

神仙得者王方平，誰其繼之陰長

生。……峽山偪仄岷江縈，洞宮福地古所

銘。云有北陰神帝庭，太陰黑簿囚鬼靈。

兩 個 理 由 都 說 到 了， 但 他 對 神 仙 洞 府 向 北
酆地獄的這一轉型也是頗感突兀。

“ 鬼 城 ” 並 不 在 豐 都 城 內， 而 是 在 城 外
二 三 里 的 名 山（ 即 平 都 山， 或 稱 盤 龍 山 ） 上。

豐 都 的 百 姓 過 着 與 正 常 人 一 樣 的 生 活， 但 也 間
或 有 些 怪 異 的 傳 聞， 如 明 人 祝 允 明《 語 怪 》 中
說到的“走無常”的事：

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

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

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

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

叩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

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

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載之役，亦

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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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好 端 端 的 一 個 山 城 硬 說 成 是 冥 府， 不 但
難 於 為 人 接 受， 就 是 長 期 作 戲 也 難 於 維 持。 所
以 又 有 平 都 山 的 冥 府 是 在 地 下， 既 與 人 寰 相 隔
而 又 相 通 之 說， 而 連 接 陰 陽 二 界 的 只 是 一 個 山
洞或一口井。這在《聊齋志異》《子不語》《咫
聞 錄 》 等 志 怪 小 說 中 多 有 記 錄， 但 均 屬 民 間 故
事 性 的 傳 聞。 真 正 能 看 到 的 東 西 只 有 平 都 山 上
的建築。

在 唐 代， 這 裡 建 造 了 最 早 的 道 觀 仙 都 觀，

據 段 文 昌 記，“ 山 光 耀 於 耳 目， 煙 霞 拂 於 襟
袖 ”， 正 是 紫 府 玄 圃 的 仙 境。 自 南 宋 有 了 豐 都
即 酆 都 的 傳 說 之 後， 最 晚 到 明 初， 平 都 山 已 經
出現供奉閻羅、靈官、土地的叢祠。自此道觀、

佛 宇、 神 祠 錯 落 其 間， 至《 咫 聞 錄 》 所 記 道 光
時“ 山 上 寺 宇 計 七 十 餘 處 ”， 大 約 算 是 平 都 山
的 鼎 盛 期 了。 但 這 些 寺 宇 中 鬼 的 地 盤 有 多 大，

卻不甚清楚。而如今的平都殿宇已是劫餘之物，

又 恐 怕 不 足 以 據 證 以 往。 好 在 1935 年 重 慶 鄉
村 建 設 學 院 教 授 衛 惠 林 先 生 到 酆 都 考 察 後 寫 了
篇《 酆 都 宗 教 習 俗 調 查 》， 應 該 大 致 保 存 了 當
時 平 都 山 的 實 況。 我 把 文 章 中 與 鬼 相 關 的 景 點
標出來，或可看出鬼氣在鬼城中的比重。

平都山為豐都宗教聖地，舉國迷信

之閻羅天子殿即在山頂，多數廟宇集中

於此山。從縣城東北隅過通仙橋北行，為

上山進香大路。西有接引殿、北嶽殿、文

昌宮，東有東嶽殿、火神廟、雷祖廟，左

右並列着。由東嶽殿與接引殿之間向北拾
級而上，至一轉折處有土地殿與門神殿，

皆為較大之神龕。再上數十步為陰陽界，

門側為界官殿。其東北為眼光殿與圓覺

殿。從陰陽界上行即為三清殿。三清殿右

側上去十餘步，即為送子觀音殿。再上數

十步為千手觀音殿，再上為報恩殿，再上

數十步為三官殿，再上行通過山門即為大

雄殿，殿前有橋稱為奈河橋，橋下一石池

即血河池。奈河橋東首為地藏殿，西首為

血河將軍殿，有一神龕。由大雄殿右側再

上行數十步為星主殿。星主殿右側，有稱

為三十三天之石級。在石級盡處，左為王

母殿，右為玉皇殿，再沿石級上行為百子

殿，由百子殿後石級北上為天子殿。天子

殿后門稱為鬼門關。由鬼門關稍向西南下

行為望鄉台。由此下行為進香小路。豐都

山后麓有二廟：一為竺國寺，一為老關廟。

與 幽 冥 相 關 的 景 點 看 似 多 達 十 三 處， 其 實
正 殿 僅 天 子 殿 一 處， 界 官、 地 藏、 血 河 將 軍 則
是 傍 人 門 戶 的 偏 殿 或 神 龕， 奈 河 橋 只 是 明 初 時
蜀 獻 王 朱 椿 在 寥 陽 殿 前 修 建 的 連 拱 三 石 橋， 而
橋下的一汪死水也就順便指稱為“血河池”了，

剩下的望鄉台幾處，更是因勢借景，點綴而成。

而 且 作 為 幽 冥 教 主 的 地 藏 菩 薩， 竟 至 於 讓 籍 籍
無 名 的 血 河 將 軍 分 庭 抗 禮， 冥 界 入 口 的 鬼 門 關
竟 開 到 了 陰 天 子 的 殿 後， 又 出 來 個 陰 陽 界 把 道
教 的 最 高 神“ 三 清 ” 圈 了 進 去， 全 然 不 理 睬 冥
界 的 制 度， 也 可 以 看 出 這 鬼 府 的 佈 置 絕 非 先 期
經營，只不過是在現有的建築中見縫插針罷了。

如 此 看 來， 酆 都 的 鬼 城 本 身 就 很 勉 強， 而
所 供 奉 的 閻 羅 天 子 更 與 道 教 的“ 酆 都 ” 全 不 沾
邊。

以 上 三 個 遺 跡 基 本 上 都 是 徒 有“ 酆 都 ” 之
名， 與 羅 酆 山 沒 甚 麽 關 係 了。 其 實 道 教 上 清 派
的羅酆山還有一個遺產，即“鬼神六天之治”，

人 死 之 後， 根 據 不 同 的 身 份 和 不 同 的 死 亡 性 質
及 方 式 分 別 到 六 宮 中 的 某 宮 去 報 到， 而 唐 末 五
代 產 生 的 十 殿 閻 羅 分 別 收 治 不 同 鬼 魂 與 此 極 為
相 似。 如 此 看 來，“ 地 藏 — 十 王 ” 系 統 的 產 生
與道教還有些血緣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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