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繼先，字遵正，號翛然子，生於北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九歲便接任

天師之位，章回小說《忠義水滸傳》洪

太尉到龍虎山中所碰到的吹笛道童即是

以此形象敘寫。張繼先在年幼時就展現

特異的氣質，《漢天師世家》記載：天

師到五歲時都還不會說話，但有天聽到

雞鳴聲，突然笑著吟詩道：「靈雞有五

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

人。」暗示自己聽聞雞鳴後，了悟自身

的身世與責任，隔天便於碧蓮花上禪坐，

被眾人視為真仙。

　　崇寧四年（1105）宋徽宗敕召張繼先

至京城，命其解除解州鹽池患，獲賜「虛

靖先生」，所以民間多稱他為「虛靖天

師」（或寫為虛靜天師），之後又曾數次

敕召，賜官職與經書。虛靖天師在徽宗皇

帝身邊亦展現他的智慧與修養，與徽宗第

一次見面時，徽宗問道：「你住在龍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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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教張天師世系六十餘代的傳承中，祖天師張道陵與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是最

負盛名的兩位。張道陵為創教之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說，而張繼先被尊為虛靖天

師，道法超卓，創發不少新的符文，讓許多民間祭祀的神祇，如關羽、溫瓊等，成

為道教元帥，擁有屬於自身的法術系統，為宋元時期著名的道教祖師，也是少數以

封號聞名天下的張天師，被視為天師府的中興之祖。

曾經看過龍虎嗎？」天師回答：「住在山

中時常見到老虎，今天才第一次目睹『龍

顏』。」徽宗聽了大喜，對他另眼相看。

在古代伴君如伴虎的大內之中，天師的

回答展現高度的政治智慧。由於徽宗的

賞識，天師在他身旁時也常藉機勸化，

有次徽宗詢問修丹之術，天師答曰：「這

是村野之人的小事，天子不應沉迷此事，

清靜無為便已足夠。」又有次因宮中有妖

孽而召見天師驅除，天師卻說；「我聽說

邪不勝正，妖異無法超越仁德，只要陛

下修持仁義之道，妖異自然就會平息。」

在此天師非是運用超凡的道術來獲得皇

帝信任，反而是以卓越的內在修養來說

服徽宗，展現其濟世仁人之心。

　　當然，能承擔「天師」之任，張繼先

還是有其過人的道法修為，他最著名的事

蹟就是平息解州（今山西省鹽湖區）的

鹽池之患。解州是宋朝生產陸鹽的重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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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在中國封建王朝都屬於朝廷獨攬的

行業，攸關整個國家經濟，至為重要。在

宋徽宗崇寧年間，解州的鹽池屢遭水患，

無法煮鹽，當地傳聞有蛟龍在池中作怪，

於是徽宗聽從徐神翁的建議，禮請張繼

先前去處理水患。張繼先至東嶽廟時見

到關羽神像，於是書

篆了一道「關字六丁

鐵符」（見圖）投於

池中，沒多久風雲四

起、雷電交轟，關羽

已受天師之令、斬蛟

首於池上，解除當地

的水患。據說在池中

作怪的是蚩尤神，因未得祭祀

所以化為蛟龍作怪，所以後世

將此典故敷衍為「關公大戰蚩

尤」的故事，而關羽也因此功

勞被徽宗封為「崇寧真君」。

在此，張繼先不只是可以驅役天地間的

神祇，還創發了一套「斬蛟馘魔法」（地

祇馘魔關元帥秘法）。

　　同樣的事例也見諸溫瓊元帥的聖傳，

在元代黃公瑾纂集的《地祇上將溫太保

傳》中，溫瓊元帥救旱溫州、又不求廟祀

血食，因此張繼先依其特質創發了屬於溫

元帥獨有的「丙丁生鬼符」，而成地祇之

法；之後又護持張繼先剿滅青城山祖天師

未完全除滅的魔鬼餘黨廣德博濟王，因

此被保奏為「助法翊靈昭武大使太保」，

掌管酆都肅殺馬、黑馬三千人。

　　除了這兩套道法外，「太上火犀雷

府朱將軍考附大法」也視虛靖天師為創

法祖師，甚至雷法（《明真破妄章》、《混

元一炁八卦洞神天醫五雷大法》）也與他

有關。在明代小說《呪棗記》中薩守堅獲

得葛仙翁、王方平、張虛靖、王方平分別

傳授呪棗不飢、棕扇治病、五雷之法，同

時張虛靖還修書一封讓他帶至信州廣信

府。薩祖到了龍虎山拜見掌教天師之後，

才知道張繼先已然解化，但信中交付嗣天

師需為其佩參寶籙、奏名真人，並贈一把

天師所留的寶劍，而薩守堅精進修持，光

顯道法，開創了道教西河派，影響甚廣。

從這些事蹟可知，張繼先以其超卓的道法

修為創發新的符文，讓許多民間祭祀的

神祇成為道教元帥，擁有屬於自身的法

術系統，虛靖天師成為宋元時期最著名

的道教祖師，擁有令人信服的宗教權威，

也讓江西龍虎山成為新的宗教中心。

　　除了上述事蹟外，在宋代筆記《夷

堅志》也記載兩則張繼先的傳說：一說

同州（今陜西大荔縣）有白蛇妖怪為患，

天師運用玉印、飛劍殺蛇；另一則是太

師蔡京的孫媳婦為妖怪所迷惑，禮請虛

靖天師收妖的故事。這些傳說展現了張

繼先超卓的道法修為，能以超常的力量

來壓制非常力量，所以當時朝廷君臣都

對他十分地器重。不過，張繼先個性清

靜無為，不眷戀這些權位，對進退之道

有個人的洞見，已預知京師將亂，就秘

密離開京城。在《漢天師世家》曾載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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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徐神翁的對話，神翁云：「世事悠悠，

不如歸休。」天師對曰：「歸則便歸，

何思何慮。」天師這番回答很有禪意，

真正歸隱的人，心中不會一直想著要歸

隱，而真正無所執著的人，心中是沒有

任何罣礙的，一語點醒了徐神翁，結果

徐神翁當下就坐化，後曾位列八仙。而

他也暗示過深受徽宗寵幸的神霄

道士林靈素：「升高須遠，就下

無難，不昧先機，方為達者。」

（〈答林靈素書〉）要知所進退，

才能保全其身，可是林靈素未聽其

勸，最後陷入官場的權力鬥爭，被

遣返回溫州，年僅四十五歲便結

束一生（1076-1120）。

　　而在上述《夷堅志》的記

載，最後還提到：「虛靖為漢天

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

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于

峨嵋山，蜀人時或見之。」據

載，張繼先於靖康二年（1127）在泗州

（今江蘇省）羽化登真，年僅三十六歲，

但當時多認為這位高道預知天下將亂，

所以尸解以避時亂，隱於峨嵋山修道；

《漢天師世家》則認為是遁隱於青城山，

後傳授薩守堅道法，薩守堅至龍虎山後，

嗣天師開棺發驗，棺內僅剩一隻鞋子。

之後也曾有修道者在武夷山、羅浮山碰

到天師。張繼先一生未娶，本擬由張繼

先之弟張淵宗嗣教，但因張繼先遊泗州

時將具天師法統象徵的印、劍、經、籙

交付張時修（字朝英），因此時修被推

舉接任三十一代天師之位。此外，在《四

明洞天丹山圖詠集》中提到他曾傳徒吳

真陽。吳真陽號混朴子，曾居龍虎山三

華院，後隱居四明山白水觀，傳徒朱孔

容，不過天師傳授的道法內容以及朱孔

容之後的傳承就不明確。

　　　　　綜觀張繼先相關事

蹟，可知他具高深的道法修為，

是宋代許多道法的創法祖師；而其性

格恬淡無為，不以世務縈心，深明進

退之道。宋代帝王崇道，在仁宗時

已賜廿五代天師張乾曜為「澄素

先生」、廿六代天師張嗣宗為「冲

靜先生」，對龍虎山張天師一系

頗為禮遇。而張繼先命關羽除蛟、

使解州鹽業恢復生產，對國家經

濟貢獻甚大，因此獲贈「虛靖先

生」，使龍虎山一系名聞天下，逐

漸超越葛玄、許遜、薩守堅等天師，

在張天師地位轉昇過程扮演了關鍵的

角色，龍虎山從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之

後能提舉三山符籙、掌管天下道教事也

是受其餘蔭。後世尊其為「虛靖天師」，

即是複合了皇帝榮寵（虛靖）與高強法

力（天師）的雙重特質，認為他兼具著

世俗與宗教的權威地位，成為祖天師之

後最富盛名的張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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