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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說裡元 帥神之形象 

二階堂善弘 

關西大學文學系教授   

 

提要 

元、明文學作品如《西遊記》、《封神演義》、《平妖傳》、《三寶太監西

洋記》、《四遊記》等，收錄了許多元帥神──即溫、關、馬、趙、殷、王、鄧、

辛、 張、龐等元帥──的故事。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些便是道教神將的代表。但如

果翻閱《道法會元》等相關道經和《三教搜神大全》等資料，便可以發現元帥的

種類其實 更多，而祂們的故事、名字、形象等都有差異。小論便希望探討有關元

帥神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通 俗小說、民間信仰、道教、元帥神 

 

前言 

元明時期的戲劇、小說富藏「元帥神」的相關記載。比方《西遊記》、《封

神演義》、《四遊記》等小說裡，有些元帥神──如溫元帥、關元帥、馬元帥、

趙元帥、 王靈官、鄧天君──跟八仙、玄帝、二郎神、哪吒太子等一同出現。那

時元帥神被認為是重要的道教神明之一。元代《搜神廣記》即載有關元帥、趙元

帥的記事。而 之後的明《三教搜神大全》更增加了大量關於元帥神的故事，這反

映了當時民間信仰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具有類似內容的《搜神記大全》裡，卻

很少見到元帥神的 故事。 

小論以通俗小說裡元帥神故事為中心，檢討《三教搜神大全》與《道法會元》

等道經的關係，並考察元明兩代元帥神信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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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和遺事》與《武王伐紂平話》 

研究《水滸傳》時，一般以《宣和遺事》為考察的重要依據。但事實上，《宣

和遺事》裡的《水滸》故事只占其中一部分而已[1]。《宣和遺事》大部分的故事

都在描寫宋徽宗如何 亡國，所以書中到處可見作者批評林靈素的記載，如：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

蜀，學道於趙昇道人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

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 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

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方士的來。[2] 

可是對於其他雷法祖師如王文卿、張繼先等，便沒有這種批判的言辭。似乎這些

說法只是襲用《宋史》而已。在幾位祖師中，關於張虛靖的部分，《宣和遺事‧

前 集》記載了虛靖天師在山西解州使役關元帥治蚩尤神的故事[3]。 

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即當起居聖

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

之士。繼先指示金甲 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4] 

這故事膾炙人口，所以《三教搜神大全‧義勇武安王》、雜劇《關雲長大破蚩尤》

也有同樣的故事。但《三教搜神大全》沒有明說這位天師到底是第幾代天師，只

說 這個故事發生在大中祥符年間，亦即真宗時代。 

至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云：「鹽池自古生鹽，收辦宣課。自去歲以

來，鹽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奏聞。」……帝遣呂夷簡持

詔，就鹽池禱之，祭 畢。是夜夢一神人絨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曰：「吾

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來此鹽池。……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於天

下，吾乃一世之讎也。此上不平，故竭鹽池 水。」……王欽若奏曰：

「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龍虎山詔張天師，可收伏此

怪。」帝從之，乃遣使詔天師至闕下。……天師奏曰：「臣舉一將最英

勇 者，蜀關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關

將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

鹽池水如故。皆關將軍力 也。……賜廟額曰義勇，追封四字王，號曰

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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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野獲編》也載類似的故事。 

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鹽池大壞，關壮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

始為之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關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武安

王。[6] 

關於這個故事的發生年代，好像有兩種看法：有的說是在大中祥符年間；有的說

是在宣和年間。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大中祥符年間的話，那這位「張天師」就應

該不 是張繼先。所以雜劇《關雲長大破蚩尤》便說那位「張天師」是張乾曜： 

貧道姓張，名乾耀，道號澄素。我祖傳道法，戒律精嚴，三十二代，輩

輩留傳。[7] 

根據《漢天師世家》，張乾曜是「二 十五代」天師[8]，然而雜劇卻明言其為「三

十二代」。這並不是個 錯誤，而有其根據[9]。另外，還應該注意的是，在這齣戲

劇中，關公是 位神格不高的土地神。 

大人！這一位神將，姓關名羽，字雲長，今為玉泉山都土地。則他便

破的蚩尤。[10] 

這時候，關公的地位還沒有後來那麼高，但在關公信仰的發展過程中，如此受張

天師採用為「元帥神」的情形則扮演非常重要的關鍵。這個故事在《道法會元》

卷二 五九〈地祇馘魔關元帥秘法〉的〈事實〉中也有記載： 

昔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於崇寧年間奉詔旨云：「萬里召卿，因鹽池

被蛟作孽，卿能與朕圖之乎？」於是，真君即篆符文，行香至東嶽，廊

下見關羽像，問左右： 「此是何神？」有弟子答曰：「是漢將關羽。此

神，忠義之神。」……即時風雲四起，雷電交轟，斬蛟首於池上。[11] 

在這裡退妖的天師就是「三十代」張虛靖。可是奇怪的是，虛靖卻連關公也不認

識。而且，在這裡作怪的也不是蚩尤神，而只是一隻蛟龍而已。似乎這個記載還

保留 著這故事較為古老的部分。《宣和遺事》和《道法會元》兩種資料都說，這

個故事中的「張天師」就是張繼先，而《三教搜神大全》、《萬曆野獲編》及《關

雲長大 破蚩尤》三種文獻的說法則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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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宣和遺事》稱水滸英雄們為「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12]。這個稱號應

該注意。後來有人寫作《水滸傳》 時，將之改成「天罡地煞星」。可是所謂的「天

罡三十六星地煞七十二星」只是增加許多英雄而作的改寫而已，本來並沒有那樣

的意思。從《道法會元》等道經來 看，道教的神系頗為複雜。有些道經說，天上

有「北極驅邪院」和「北極四聖」等驅邪神，其中「天蓬元帥」或「天罡大聖」

的部下有三十六個將軍。關於這個部 分，可以在《道法會元》卷一五六到一六八

的〈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以及卷一六九到一七○的〈混元飛捉四聖伏魔大法〉

中看見；另外，《道法會元》卷二一一的 〈天罡生煞大法〉和〈中皇總制飛星活

曜天罡大法運用秘訣〉也有類似的記載。而在歷來道派中，最重視北極四聖和天

罡大聖的就屬天心派，所以《太上助國救民總 真秘要》[13]、《上清天心正法》[14]、
《上清北極天心正法》[15]、《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16]等天心派的道經也有

同樣的記載。 

後來，道教神系在民間發達而變化，《三教搜神大全》、《北遊記》等一些

資料都提到「玄天上帝與三十六員元帥」這個說法。驅邪神將的代表就是玄帝；

有時，連 北極驅邪院主將也變成玄天上帝。從這個角度來看，《宣和遺事》反映

了早期道教神系。 

《武王伐紂平話》是《封神演義》的源流之一。《武王伐紂平話》跟《三國

志平話》同樣屬於歷史小說，但書中卻富於神怪的要素。其中殷元帥在伐紂故事

裡非常重 要。 

有一日，姜皇后降生一太子，名之曰景明王，號為殷交。因王打泥

神，天降此人，此人便是太歲也。[17] 

《封神演義》也說殷元帥是太歲神，這只是抄襲《武王伐紂平話》而已。但本來

屬於殷元帥的「肉球出生」等故事，《封神演義》的作者卻將它改變成哪吒故事。 

《武王伐紂平話》出現了許多神將，他們本來都是天上凶神，可能是因為殷周爭

霸的情況太凶，上天特別派遣凶神。 

紂王聞奏，心中大怒，敕令左將軍鰕吼領兵五百，趕太子并胡嵩。此

人是遊魂神。鰕吼是大耗神。右將軍佶留，此人是小耗神。紂王又教

四門都檢點。魏鬼、魏歲， 此二人是劍殺二神也。[18] 

除此以外，白虎神、青龍神、豹尾神、夜靈神等凶神也都出現了。其中太歲神就

是最可怕的凶神，他活躍於《武王伐紂平話》全篇之中。可是明代以後《封神演

義》 故事非常流行，太歲神本來的故事幾乎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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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源流大全‧太歲殷元帥》也有殷元帥故事，其內容和《武王伐紂平話》

的故事差不多。他是紂王的太子，後來反殷歸周，跟雷震子等一起伐紂。看來這

個殷元 帥故事在民間流行。《道法會元》卷二四六〈天心地司殷元帥秘法〉記載

有關太歲殷元帥之事，然而那裡卻沒有「殷國太子」等故事，好像殷國太子的傳

說是後來才 附會上去的。 

 

二、《平妖傳》、《三寶太監西洋記》的元

帥神 

《平妖傳》這部小說有兩種：一種是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另一種則是

馮夢龍增補的四十回本《北宋三遂平妖傳》，內容都是描寫北宋時王則作亂之事。

小論用 馮夢龍增補的四十回版本討論。關於元帥神，第十三回有聖姑姑和蛋子和

尚要用雷法役使神將之故事。 

且說安壇次日，先將各人合用紙墨筆硯等，排於六甲壇下。婆子起

首，腳踏魁罡二字，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取東方生氣一口，念通靈

呪一遍，焚符一道。蛋子和尚 和左黜都依著婆子行事。……如此七

七四十九日，紙墨筆硯俱靈，然後商議召將。……婆子道：「正要與你

細講：有內將，方可召外將。鄧、辛、張、陶、苟、畢、 馬、趙、溫、關，

此外之十將也；眼、耳、鼻、舌、意、心、肝、肺、脾、腎，此內之十將

也。」[19] 

這裡強調內丹與雷法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說法與《道法會元》卷七○《玄珠歌》

所見的白玉蟾等雷法祖師的說法相同。另外，《平妖傳》的元帥記事，第十五回

有 關公斬妖之故事。 

忽見皇太子背後閃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的，有臨江仙為證：「眉似

臥蠶丹鳳眼，面如重棗通紅。鋼刀偃月舞青龍，戰袍穿緑錦，美號是

髯公。一片丹心懸日月，扶 劉佐漢成功。神靈千古播英風，馘魔稱上

將，護國顯神通。」這尊神正是義勇武安王馘魔上將關聖。從來聖天

子百神呵護，這日正輪著關聖虛空護駕。[20] 

這裡稱關公為「義勇武安王馘魔上將」。《三教捜神大全》有「義勇武安王」之

稱號，而《道法會元》常稱關公為「馘魔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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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太監西洋記》是羅懋登寫的通俗小說，其內容富於神怪故事。第十三

回為了幫助張天師，出現了幾位元帥神。 

天師再上七七四十九張桌兒上去。……只是自家披著髮，仗著劍，躡

著罡，步著斗，捻著訣，念著咒，瞌踏了一會。卻又取出那個令牌來，

拿在手裏，連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

趙、溫、關赴壇！」敲了三下 令牌，急忙裏把個飛符燒了兩道，猛聽

得半空中划喇喇一聲響，響處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樣兒的長，長

有三十六丈長，同是一樣兒的大，大有一十八圍。只是第 一位生得

白白的，白如雪，一稱元帥二華光，眉生三眼照天堂，頭戴叉叉攢頂

帽，五金磚在袖兒藏。火車腳下團團轉，馬元帥速赴壇場。第二位生

得黑黑的，黑如 鐵，鐵作幞頭連霧長，烏油袍袖峭寒生。濆花玉帶腰

間滿，竹節鋼鞭手內擎。坐下斑斕一猛虎，四個鬼左右相跟。第三位

生得青青的，青如靛，藍靛包巾光滿目，翡 翠佛袍花一簇。朱砂髮梁

遍通紅，青臉獠牙形太毒。祥雲靄靄離天宮，狠狠牙妖精盡伏。第四

位生得赤赤的，赤如血，鳳翅綠巾星火裂，三綹髭須腦後撇。臥蠶一

皺 肝膽寒，鳳眼圓睜神鬼怯。青龍刀擺半天昏，跨赤兔壇前謾謁。原

來面白的是個馬元帥，面黑的是個趙元帥，面青的是個溫元帥，面赤

的是個關元帥。這四位元帥齊 齊的朝著天師打了一個恭，齊齊的問

聲道：「適承道令宣調吾神，不知那廂聽用？」[21] 

這裡張天師使役的是「溫、關、馬、趙」四大元帥。而在這裡詳細地描寫他們的

形象：溫元帥面色青，而關元帥紅，馬元帥白，趙元帥黑，便是和五行有關係。

溫元 帥拿狼牙棒；關元帥拿青龍刀，騎赤兔馬；馬元帥手裡有金磚，而有三隻眼；

趙元帥拿鐵鞭。馬元帥又稱為「華光」。 

另外，第四十九回有張天師使役王靈 官。 

道猶未了，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天師口裏喝上一聲：「到！」只見正

南上吊下一個天神，臉如赤炭，髪似朱砂，渾身上下，恰如火燎的一

樣，睁眉怒眼，手執金 鞭，朝著天師打個恭，說道：「天師呼喚小神，

何方使令？」天師起眼一看，原來是個赤胆忠良王元帥。……連忙的

一連燒了幾道飛符，天上一連吊下了一干天將。 天師抬頭一瞧，原

來是龐、劉、苟、畢四位元帥。[22] 

在這裡，首先是王靈官來，然後龐、劉、苟、畢四位元帥出現。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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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妖傳》有鄧、辛、張、陶、苟、畢、馬、趙、溫、關元帥。《三寶太監

西洋記》有溫、關、馬、趙、龐、劉、苟、畢元帥，還有王靈官。當時民間所想

像的「道 教神將」就是這些元帥神。 

 

三、四大奇書 之元帥神 

《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就是著名的明代四

大奇書。其中，關公活躍於《三國志演義》全篇，所以對關公研究而言，最重要

的資料就 是《三國志演義》。但《三國志演義》少見神怪要素，而且也沒有特別

提到關元帥。 

《西遊記》記載有關佛教、道教的故事，許多神明也在這之中出現。其中《西

遊記》說，猪八戒是天蓬元帥下凡，所以有關天蓬元帥的故事比較多。還有《西

遊記》 說，元帥神屬於四大天王。 

（悟空）先至南天門外，正欲收雲前進，被增長天王領著龐、劉、苟、

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丁，鎗刀劍戟，攩住天門，不肯放

進。[23] 

幾位元帥神是在增長天王帶領之下，守護南天門。除了元帥神，《西遊記》還有

許多天上神將，比如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二十八宿、巨靈神、二郎神等等。

從 其內容來看，元帥神並沒有什麼給人特別深刻的印象。其中比較精彩的就是鬧

天宮時，王靈官單挑孫悟空。 

直打到通明殿裡，靈霄殿外。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直殿，他見

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攩住。……他兩個闘在一處，勝敗未分。早有

佑聖真君又差將佐發文到雷 府，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把大聖圍在

垓心。[24] 

在這裡使役元帥神的就是「佑聖真君」。「佑聖真君」這一稱號在《三教捜神大

全》是指茅盈，但是有時候則是指玄天上帝。這裡的佑聖真君好像是玄帝或者薩

真 人。從這個記載來看，元帥神一共有三十六位，而是都屬於雷部。南天門有龐、

劉、苟、畢、鄧、辛、張、陶等天君的記載，也出現在《西遊記》第三十一、五

十五 回。另外又說廣目天王之下有溫、關、馬、趙四大元帥。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23�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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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南天門外，忽擡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著，長揖道：「大聖何往？」

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幹？」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

門。」說未了，又見 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

請待茶。」[25] 

在第五十一回，孫行者讓玉皇大帝調查，看看是否天上神將思凡下界。第五十四

回也有同樣的記載。在這裡的「雷霆官將」有陶、張、辛、鄧、苟、畢、龐、劉

天 君；而玉皇大帝派遣的是哪吒太子和鄧、張兩天君。 

但在這裡，鄧天君名為「鄧化」，張天君名為「張蕃」，應該注意。因為許

多道經──比方《道法會元》──說，鄧天君的名字是「鄧伯溫」，張天君的名

字是「張 元伯」。這好像是從民間發展出來的傳說。《西遊記》第八十七回，孫

悟空為了讓雷部神將下俗界，奏上九天雷聲普化天尊。這裡出來的天君是鄧、辛、

張、陶和閃 電娘子。 

在《水滸傳》裡，往往以天上神將的勇猛形容豪傑的戰鬥情形。比方第十三

回描寫楊志和索超打得厲害： 

這個是扶持社稷毘沙門托塔李天王；那個是整頓江山掌金闕天蓬大

元帥。……一個似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西華山；一個如華光藏生

嗔，仗金鎗搠透鎖魔關。[26] 

這裡說的「華光藏」就是華光馬元帥。同樣的記載，在第三十八回李逵與張順打

鬥的地方也有： 

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27] 

這裡描寫的就是馬、趙兩元帥。好像這些說法，一般人一聽就明白他們的故事，

要不然不能了解為何使用這樣的形容。 

《水滸傳》第七十一回，有一百零八位英雄讓道士做醮的故事[28]，這裡所見

的神將就是「崔、盧、鄧、竇」四將。 同樣的記載也見於《金瓶梅》。即第三十

九回西門慶在玉皇廟叫道士做醮： 

此是早朝開啓，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齊使者，嚴禁齊儀。

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鄧、竇四大天君，

監臨壇監門。[29]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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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做醮時一定要請這四個神將，有些道經也有這種記載。但是其他的文學資料

中，則少見這四個神將。這裡還有四大元帥和康元帥。 

關於《水滸傳》，除了容與堂本等一百回版本之外，還有增加田虎、王慶故

事的一百二十回本版本。這個增補部分的故事反映著明末過於崇信道教的情況，

所以神怪 要素非常多，尤其是公孫勝與喬道清鬥法的故事。在這裡有河北將軍馬

靈，他用妖術，使金磚，騎風火輪，有三隻眼等，完全複制馬元帥的形象；而「馬

靈」這個名 字也是從「馬靈官」來的。 

總而言之，明代四大奇書出現的有陶、張、辛、鄧、苟、畢、龐、劉等雷部

天君，和溫、關、馬、趙四大元帥，另外還有王靈官。這些元帥神被認為是道教

神將的代 表。 

 

四、《四遊記》的元帥神 

《四遊記》不是一部小說，而是由《八仙東遊記》、《北遊記》、《南遊記》，

還有略本《西遊記》等四部小說所構成的。 

吳元泰的《八仙東遊記》，又叫《上洞八仙傳》。這部小說的最後部分有八

仙與龍王作戰時，玉皇大帝派遣助陣的幾位元帥： 

玉帝大怒，即命關、溫二將，統領天兵二十餘萬，漫空布野，望龍華

會來，擒捉八仙。又命馬、趙二將統兵二十萬餘助陣。[30] 

跟四大奇書一樣，在這裡也出現的就是溫、關、馬、趙四大元帥。 

《南遊記》又稱《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是以華光馬元帥為主人翁的

小說。這反映出明末華光信仰流行的情況。作者余象斗根據《華光顯聖》雜劇，

並參考了 《西遊記》、《八仙東遊記》來寫這部小說。《南遊記》中說，雷部三

十六元帥完全是玄天上帝的部將。 

華上帝用手上七星黃旗，將金磚巻了。……華光四肢不能動得，大哭

曰：「弟子因鄧化所逼，出於無奈，只得如此，今日被上帝捉拿，可發

慈悲之心，救我可也。」 上帝曰：「你若肯改邪歸正，我部下前有三十

五員大將，你若歸順我，凑成三十六員。」[31]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30�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31�


10 
 

同樣的看法在余象斗撰《北遊記》中也可以看到，這是明代玄帝信仰興隆的影響。

本來在道教神系裡，部下有「三十六將」的神將是天罡大聖或天蓬元帥。這樣的

變 化實在太大。另外，在這裡鄧天君名字是「鄧化」，這個說法跟《西遊記》一

樣。 

《南遊記》的後半，華光去鄷都的故事裡，守衛鄷都的神將就是關元帥和韓

元帥。在這時候，關元帥已被認為是酆都神將；但「韓元帥」這一元帥的來源卻

不明白。 《道法會元》等道經很少見到姓「韓」的神將。但是有些雜劇裡韓元帥

倒是常出現，這位元帥好像便是漢初名將韓信其人。 

《北遊記》又稱《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全傳》，就是以玄天上帝為主

的小說。前半部分為玄帝出身傳，後半部分則是玄天上帝收三十六元帥的故

事[32]。卷二〈祖師下凡收黑氣〉即載有收伏趙公明的故 事。 

祖師曰：「何乃聚有此氣？」上清曰：「此氣乃黑煞神在世間作乱，自稱

黑面大王，手下有七員將：一名李便、二名白起、三名劉達、四名張元

伯、五名鍾士貴、六 名史文恭、七名范巨卿。煞神自己姓趙，名公

明，號作文明。」[33] 

趙元帥部下有「張元伯」、「白起」等。這個記載與《道法會元‧正一玄壇趙元

帥秘法》等部分資料相同，而黑煞神與趙元帥則完全被混淆。 

在卷三〈祖師遇著金刀難〉中，關公的青龍刀變成妖精，玄帝靠關公的力量

收服妖怪，然後玉皇大帝封關公為元帥神。 

玉帝旨到，封關羽為崇寧王道太真君朗靈關元帥之職。照舊日把天

門，夜管鄷都地獄，巡游抄察，左手執金烈沙刀，右手執紫微勅印，

左腳一擂神，右腳一火車，助 上帝降魔。[34] 

在這裡關公共有兩種性格：一種像是在《西遊記》裡所出現的那樣的天門守護神；

另一個則是舊的鄷都治獄神將。似乎當時關公的神格已經越來越高，其性格也慢

慢 在改變中。 

《北遊記》的最後部分，玄天上帝共收了三十六員元帥，玉皇大帝封為天上

元帥。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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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教主神功妙濟許真君、海瓊白真君、果嚴教主濟微傳教祖元君、

洞玄教主辛真君、清微教主魏元君、混元 教主路真君，都掌金輪如

意趙元帥，關羽封為顯靈關元帥，龍興王、田華封為苟、畢二元帥，

亀、蛇封為水火二將，張健封為盡忠張元帥，龐喬封為混炁龐元帥，

副 應封為糾察副元帥，正一靈官馬元帥，朱彦夫封為管打不信道朱

元帥，催、盧二將軍，李伏龍封先鋒李元帥，兩田封降妖辟邪兩元

帥，鄧成、辛江、張安封為鄧、 辛、張元帥，汪無別、寧世誇、封為

汪、寧二太保，劉俊封為玉府劉天君，雷瓊封為威靈瘟元帥，石成封

為神霄石元帥，廣澤封為風輪周元帥，謝仕榮封為火德謝元 帥，離

婁、師曠封聰明二賢，康席封為仁聖康元帥，高員封為降生高元帥，

孟山封為酆都孟元帥，王鐵、高銅封為虎丘王、高二元帥，王忠封九

州豁洛王元帥，雷公 封為九天霹靂大將軍，楊彪封為楊元帥，殷高

封為地司太歲殷元帥，鐵頭封為猛烈鐵元帥，朱佩娘封為雷都電母，

朱孛娘為月孛天君。[35] 

事實上元帥神不只三十六位。這個記載包含很多問題。首先，元帥神前面有許遜、

白玉蟾、祖舒、魏華存、路時中等祖師。這種寫法是在《道法會元》等道經常見 的，

尤其是以祖舒、魏華存、路時中三位祖師為「主法」，清微系的法術便有類似的

記載。 

這裡稱鄧天君為「鄧成」，但奇怪的是，這與余象斗所寫的《南遊記》稱為

「鄧化」的說法不同，似乎余象斗是根據別的材料來寫《南遊記》、《北遊記》

兩部小說 的。這《北遊記》的三十六元帥，除了鄧天君等以外，大部分在《三教

捜神大全》多有記載，只是其中的「溫瓊」變成「雷瓊」，殷元帥的名字也不相

同，但人員大 概相同。看來余象斗所用的材料就是《三教捜神大全》，或是類似

的資料。 

 

五、《封神演 義》及其他小說 

 同樣作為明代神怪小說代表之一的《封神演 義》，對民間信仰也有著和《西

遊記》一樣的影響力。但《封神演義》的作者卻似乎不太了解民間信仰的內容，

故事遭到亂改的部分實在很多。比方殷元帥故事與 《武王伐紂平話》、《三教搜

神大全‧太歲殷元帥》的結果完全相反。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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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雷部天君，《封神演義》說他們都是雷聲普化天尊聞仲的部下，而一共

有二十四位，不是三十六位。 

鄧天君忠、辛天君環、張天君節、陶天君榮、龐天君洪、劉天君甫、苟

天君章、畢天君環、秦天君完、趙天君江、董天君全、袁天君角、李天

君德、孫天君良、栢天 君禮、王天君變、姚天君賓、張天君紹、黃天

君庚、金天君素、吉天君立、余天君慶、閃電神（即金光聖母）、助風

神（即菡芝仙）[36] 

二十四天君之中，鄧、辛、張、陶、龐、劉、苟、畢等天君的故事也見載於其他

小說。然而從秦天君到余天君，《封神》的作者根據的是哪些資料卻不甚明白，

而且 往往將神的名字隨便更改，所以更不能了解其由來。《封神演義》對於民間

信仰的影響太大，所以後來被認為「雷部天君」的就是這二十四天君，比如，貴

州省德江 縣儺戲「雷部天君」就是《封神演義》的二十四天君[37]。  

關於元帥神，有些小說也有記載。《警世通言》卷十五〈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有蘇州玄都觀道士張皮雀的故事。 

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皮雀呵呵大笑，触了天將之怒，為其

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苟元帥，

塵縁已満，衆將請他上天 歸班。[38] 

這個故事說道士張皮雀就是苟元帥下凡。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這裡所用的扶乩。 

明代還有鄧志謨《飛劍記》、《 呪棗記》、《鐵樹記》等作品[39]。《飛劍記》

以呂洞賓為主，《呪棗記》說薩真人 和王靈官的故事，《鐵樹記》是許真君的斬

龍傳說。其中《 呪棗記》中有關王靈官的記載，也見於《三教捜神大全‧薩真人》、

《北遊記》。 

另外，《楊家府演義》有楊家將打扮 元帥神的記載。 

孟良装關元帥，焦賛扮殷元帥，岳勝扮趙元帥，張蓋扮溫元帥，劉超

扮馬元帥。[40] 

這裡有四大元帥和太歲殷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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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雜劇裡元 帥神 

元明雜劇裡也常見元帥神。這裡即用《元曲選》、《孤本元明雜劇》等資料

來檢討。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寫張珪的兒子被妖精迷惑，薩真人用「五雷法」驅邪。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速

變真形。……老君賜我驅邪劍，……我持此水非凡水，九龍吐出淨天

地。[41] 

到這裡直符使者出現，然後溫、關、馬、趙四大元帥出來。另外，雜劇《太乙仙

夜斷桃符記‧第四折》的太乙仙也用五雷法作法驅邪。 

上界元始天尊、三清四帝、五師六神、侍香金童、傳言玉女、南斗六

星、北斗七星、東斗五星、西斗四星、十二宮辰、二十八宿星君、雷公

電母、風伯雨師、雷霆大 將、主行利兵、鄧、辛、張、陶四大元帥、

龐、劉、苟、畢四大元帥、神霄雷符馬元帥、金輪如意趙元帥、神霄無

拘溫元帥、馘魔上將關元帥、本壇攝令城隍、土地 等神[42] 

在這裡主要的神將，還是鄧、辛、張、陶、龐、劉、苟、畢、溫、關、馬、趙各

元帥。《時真人四聖鎖白猿》[43]中出現的就是溫、關、馬、趙四大元帥。而在《邊 

洞玄慕道昇仙》[44]，鍾離權、呂洞賓和四大元帥則一起出現。 

有些雜劇非常重視「北極驅邪院」，而驅邪院主派有很多神將。《二郎神醉

射鎖魔鏡》[45]、《二郎神鎖齊天大聖》[46]、《灌口二郎斬健蛟》[47]等雜劇都

是如此。而《二郎神鎖齊天大聖》說，北 極驅邪院主就是玄天上帝。 

驅邪院主云：……父乃淨樂國王，母乃善勝夫人。腹孕一十四月，則

太上八十二化，產母左脅降生。……玉帝見貧道有功，勅封貧道九天

採訪遊奕使，北極鎮天真武 玉虛師相玄天元聖仁威上帝，正授北極

驅邪院都教主。[48] 

這個記載跟《道法會元》等的說法並不一樣。另外，這雜劇裡又有韓元帥。 

馬元帥華光活躍的雜劇也很多。如在 《釋迦佛雙林坐化》[49]中，當釋迦如

來入滅時，妖魔作怪，華光為主，守 護如來。這雜劇上活躍的是四大天王、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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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天、韋馱天等佛教神；但是天蓬、天猷兩元帥也出現，華光跟五顯神、千里眼、

順風耳也一起出來。從這些記載來看， 華光與五顯神是兩個獨立的神格。 

其他，如楊景賢《西遊記雜劇》[50]、《寶光殿天真祝萬壽》[51]也有華光；

《許真人拔宅飛昇》[52]描寫許真君的斬蛟，這裡有天蓬元帥與天丁神；但 是《爭

玉板八仙過滄海》[53]──後來改為《八仙東遊記》──這雜劇出現的只 是太上

老君、八仙、齊天大聖、四海龍王、三官大帝等一些神明而已。 

《西遊記雜劇》跟小說《西遊記》共同的部分很多，但另一方面，神系上的

差異也很大。觀音菩薩所說的守護三藏的「十大保官」裡佛教神比較多。 

第一箇保官是老僧，第二箇保官李天王，第三箇保官那吒三太子，第

四箇保官灌口二郎，第五保官九曜星辰，第六箇保官華光天王，第七

箇保官木叉行者，第八箇保 官韋駄天尊，第九箇保官火龍太子，第

十箇保官迴來大權修利。[54] 

而這雜劇裡，華光如此唱出自己的來歷。好像這種故事，當時在民間很流行。所

以《水滸傳》裡常常見到華光的名字。 

玉皇殿金磚是我藏，后土祠瓊花是我賞。炒閙起天宮這一場，鎗撞番

四掲帝，磚打倒八金剛，眾神祇索納降。[55] 

還有在《西遊記雜劇》裡，李天王部下有二十八宿、雷雲風雨四將等，其他

水部神也都以自我介紹的方式留下記載。 

吾世守東南巽二之神，箕水豹飛簾大將軍是也。……吾太乙真人部

下謝仙火伴，霹靂將軍五雷使者是也。……吾乃畢星屏翳之神，玄冥

先生赤松子的是也。[56] 

這種神系，一部分和《道法會元》相同，但其背景一定也有在民間發展的別的傳

說。 

 

 

七、從其他資料來檢討元帥神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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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通俗文學作品來看，很多人認為，元帥神是道教神將的代表。但在民間，

著名的元帥主要是「溫、關、馬、趙」四大元帥、「鄧、辛、張、陶、龐、劉、

苟、畢」 雷部天君、王靈官、太歲殷元帥而已。《北遊記》存有更多元帥神的記

錄，但是已受了《三教捜神大全》的影響，不一定是反映當時民間的信仰情況。 

關於元帥神的資料，最重要的還是《道法會元》等道經。可是道經的種類很

多，《道法會元》的構成又太複雜，所以在這裡只能大致地描述其內容。 

被認為北宋末成立的《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有很多雷神，

可是其中所見的神將與元帥神的差異很大。 

東方雷霆風雨雲電之神 呼風亞 咄遮黎 义鳩羅 

南方雷霆風雨雲電之神 氷鳩鸕 煖炎寮 石阿雄 

西方雷霆風雨雲電之神 榮耀靈 朗重延 閃鳩陀 

北方雷霆風雨雲電之神 盧刑猛 橫天霸 釗振鳩 

中央雷霆風雨雲電之神 孫真耳 多伯言 旭執圭[57] 

完全沒有見到溫、關、馬、趙、鄧、辛、殷等元帥神。 

據說，《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全十二卷中的前三卷是在北宋時期成

書的[58]。而翻閱卷六〈大將軍部〉，其中神將便如下所 示： 

總監大將軍 王文宣 統兵大將軍 丁仲珪 主水大將軍 王燕 

主火大將軍 趙仲明 主風大將軍 馮浩  主雲大將軍 董隆 

主炁大將軍 翟德  主雨大將軍 丁宗成 主殺大將軍 蔣德友 

主生大將軍 劉通  主病大將軍 丁宗晟 捉鬼大將軍 馬勝 

縛邪大將軍 陳猛  考鬼大將軍 莊德降 破廟大將軍 趙侯 

伏魔大將軍 元真  縛龍大將軍 應宿元 捜奸大將軍 丁友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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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五十六的〈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卷五十七到卷六十的

〈上清玉樞五雷真文〉也有同樣的現象。《道法會元》之中屬於神霄系法術的部

分， 罕見出現於通俗小說之中的元帥神。 

可是，卷六十一〈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雷大法〉載有王文卿的序，而且出現

其中的將帥有「鄧伯溫、辛漢臣、張元伯」，因此，在王文卿當時一定有以這三

天君為中 心的法術。同樣地，在《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60]、《太

上說朝天謝雷真經》[61]等道經裡，主要還是崇奉普化天尊及作為其部屬的 雷霆

神。 

    天心派所重視的神將是北極四聖、天罡大聖、六甲六丁神等，如《上清天心正

法》卷二便有天罡大聖和三十六將。下面便例舉幾位神將的名字： 

都天捉鬼大將 陳希 

雲路追捉大將 孫常 

天司檢會大將 王和柔 

飛天捷疾大將 許遜 

驅遣精邪大將 趙充 

天醫治病大將 周洪 

斷除癨痢大將 趙剛 

解禳呪誓大將 王國賢 

保護患人大將 由虁舉 

直日捉邪大將 元廷臣[62] 

《上清北極天心正法》正確的成書時間不太清楚，但是内容上有與《上清天心正

法》類似的部分，例如都很重視天罡大聖和三十六將，其〈天心法部將吏服色姓

諱〉 就有這些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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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執邪大將 張廷中（披髪大紅袍金甲仗劍） 

橫天殺神大將 朱子真（披髪青袍金甲執索） 

衝天攝神大將 蘇成力（披髪黃袍金甲持劍） 

金天火輪神將 鄭天英（披髪皁袍金甲持杖） 

飛空金聖大將 趙天正（披髪白袍金甲執枷） 

炎空飛輪大將 王火光（披髪緋袍金甲持火輪） 

飛霄滅邪大將 劉次神（披髪紫袍金甲握刀） 

丹青聖神大將 胡中元（披髪皁袍金甲執杖） 

安神定魂大將 居子鎮（披髪緋袍金甲仗劍） 

追魂歸魂大將 杜剛志（披髪青袍金甲執刀） 

禁法神通大將 姚堯真（披髪綠袍金甲仗劍） 

追魈捉魅大將 許天信（披髪黃花袍金甲持刀） 

跳山入海大將 袁通靈（披髪青袍金甲仗劍）[63] 

南宋期道教儀式上重要的著作凡有兩種《上清靈寶大法》：一部是「寗全真授、

王契真纂」的六十六卷《上清靈寶大法》[64]；另一部則是金允中的四十四卷《上

清靈寶大法》[65]。 

王氏《上清靈寶大法》所見的神系好像根據的是傳統神系，很接近《雲笈七

籤》所見的內容。比方王氏《靈寶大法》卷十所載的神明就是元始天尊、靈寶天

尊、道德 天尊等三清，以及昊天上帝、救苦天尊、北極大帝、天皇大帝、三十二

天帝、五斗、五天魔王、諸靈官、諸真人。上奏文有關於三官、五嶽到城隍神的

內容；卷二十 八也有三官、四聖的記載；卷三十八〈神虎玄範門〉則只見趙公明

的名字。 

金氏《靈寶大法》的神將有北極四聖和唐、葛、周三元將軍。卷三十九〈黃

籙大斎醮謝真靈三百六十位〉載錄了金允中所認知的道教神系，從三清、玉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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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紫微  大帝、天皇大帝，到城隍神、土地神等神明。可是關於雷部，則只有「五

方五雷使者」、「雷公電母大神」等簡單的記載，比較具體的只有「社令雷神五

雷直符張使 者」一部分而已。關於「驅邪院」，則只有「北極驅邪院官將吏兵」。 

白玉蟾在《海瓊白真人語錄》的議論很有趣味。卷一跟弟子的對話中，即載

有關於神系的說明。 

真師曰：北極驅邪院本只有崔、盧、鄧、竇四將，今却増四名；梅仙考

召院本只有潘、耿、盧、査四將，今亦増四名，此皆後人所増，即非本

法所有。 

真師曰：古法官，有用黃、劉二將者，又有高、丁二將者，復有用焦、

曽二將者，用桑、何二將，許、謝二將者，在其所受於師者，用無不靈

驗。 

真師曰：古無鄷都法，唐末有大圓吳先生始傳此法於世，以考召鬼

神。其法中只有八將、三符、四呪，及有鄷都總錄院印。後人増益，不

勝繁絮。似此之類，安有正 法。[66] 

看起來當時「後人増益」正在進行中。好像本來有「崔、盧、鄧、竇」等神將，

或者「北極四聖」，後來雷法諸派發展，才又增益了許多元帥神。 

《清微神烈秘法》中有張守清和張守一的名字，因此像是成書於元代末年。

其卷上的〈雷奥秘論〉，強調神霄與清微的共同性。「師派」中列有「魏華存、

張道陵、 許遜、祖舒」等祖師。在《清微神烈秘法》中受到重視的雷部神將，就

是苟天君和畢天君。 

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陽雷神君 苟留吉 

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陰雷神君 畢宗遠[67] 

其他還有「清都策命符使田仲、九天雷火法令符使陳榮臣、捷疾符使楊傑」等元

帥。 

《清微元降大法》也有很多神將，比 方卷十三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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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班 

太乙端靈洞耀炎光霹靂風雷元帥 許彥昌（天冠王者状 金甲朱衣執

節朱履） 

將班 

追風使者 虞伸 

追雲使者 郭阜臣 

追雷使者 儲烈 

追電使者 張臣元 

追雨使者 師鑄 

追龍使者 湯堅 

追催使者 方俊（並交腳幞頭青面朱髪 金甲朱衣皂靴） 

太乙月孛流光冲元符使 朱興（金兜鍪面碧三目 金甲朱衣紅履執

戟） 

太乙五雷傳令符使 丘亮（玄冠面赤 金甲綠衣朱履執戟）[68] 

 其他，卷十三有辛漢臣、江赫冲、秀文英、方道 彰、陳華夫、馬鬱林、郭元皇、

田元宗、鄧拱辰、方仲高、張元伯、劉彥昌、朱龍延、康春、師亮、李大淵、尚

方，卷十四有竇霹初、鄧伯溫、辛漢臣、張元伯、劉 明、朱興、荀敷演等。看起

來，出現在早期雷法道經的元帥神這類神將，已經有鄧、辛、張、劉天君的名字。 

在《道法會元》中，記載了神霄、天心派到清微、靈寶派等諸派的法術，其

內容豐富，但是構成情況太過複雜。另一方面，《道法會元》有一大致的傾向，

即從卷一 〈清微道法樞紐〉到卷五十五〈清微治癲文檢〉，均被冠以「清微」之

名，好像是以清微派為主所寫的的法術。 

從卷五十六起，冠上「神霄」、「雷霆」、「上清」等名稱的法術便比較多。

卷六十五到卷七十九則以敘說雷法理論為主，尤其是從卷六十八到卷七十七，有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68�


20 
 

王文 卿、張虛靖、薩守堅等祖師的言詞。至於後半部分、特別是在卷二百以後，

則以天心、地祇、酆都諸派法術為多。 

    《道法會元》卷三〈清微帝師宮分品〉有清微派的神系。首先有三清、玉皇上

帝、紫微大帝、天皇大帝、救苦天尊、普化天尊等傳統神明，然後又有北斗、南

斗、十 一曜等星神，還有三官大帝、北極四聖。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清微宗主真

妙化大帝」；但是另一方面在「帥將」部分則有很多的元帥神。 

元始北極天王天雷轟元 鄧雷君 

北極安景令王地雷鎮玄 辛雷君 

暘谷太霞靈王水雷環運 張雷君 

九斗陽芒流金火鈴威雷浮光 劉天君 

三山木郎大神皓靈 荀神君 

上清璇天刑令大神樞機 竇真君 

神霄玉部陽雷陰霆西極上將神變 留真君 

沖天明道執法仁聖應元真君飛捷 楊符使 

飛天妙道威化聖仁神烈真君焚炎 楊符使 

妙道沖儀聖仁通華真君雷霆捷疾 朱符使 

景靈通道仁聖元妙真君飛捷 楊符使 

承天沖和保生聖元明道真君九天沖虛飛雷 安符使[69] 

卷二十二〈清微玉宸錬度奏申文檢〉乃是上奏三清、玉帝、紫微大帝的文檢。上

奏的儀式需要請神將幫助，這裡所舉的神將即是如此： 

陽雷神君 苟留吉 

陰雷神君 畢宗遠 

火鈴大將 劉明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nikaido/yuanshuaishen.html#_ftn69�


21 
 

焚炎符使 楊傑…… 

解冤符使 顓惡 

陽神 何昌 

陰神 喬荀…… 

鄷都追攝元帥 關羽 

地祇上將 溫瓊[70] 

卷二十六〈清微道法・玄靈解厄品〉也有類似的記載。 

主法 

清微宗主真元妙化天帝 

帥班 

北極闓陽掌善使者 楊汝明 

北極啓陰察惡使者 耿妙真…… 

掌急奏太一天君 王震…… 

樞靈大神 劉洪 

總真使者 龔德…… 

北極循璇霹靂灌斗暘谷神君 張靈…… 

玉部飜解冤結使者 顓惡[71] 

卷三十六〈正一靈官馬元帥秘法〉即是以馬元帥為主的法術。馬元帥在這裡明明

是作「馬勝」；但另外又有「正一靈官馬勝」和「威光大將馬充」兩個馬元帥。

但後 來的資料如《三教捜神大全》等，卻反而不明白馬元帥的名字。 

卷三十六還有〈地祇上將陰雷大法〉，這裡的主法為祖舒、魏華存等祖師，

也有神將溫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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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祇上將亢金昭武顯德元帥 溫瓊 

鐵、畢、黒、方四雄上將 

薛、徐、許、郝四大猛將 

劉、張、趙、史、周五雷使者 

聽令郎君小亭侯 張元帥 

傳令直符 張使者[72] 

卷三十六〈蓬玄攝正雷書〉的主法是魏華存，主要的神將是關元帥等。 

轟雷攝正青靈上衛上將 關元帥（諱羽） 

副帥肅惠 趙將軍…… 

將佐 

李貢、張端、劉昇、石盈 四大神將[73] 

卷三十七〈上清武春烈雷大法〉是以太歲殷元帥為主的法術。 

上清武春猛吏太歲至德尊神元帥 殷郊…… 

副將贙神 侯將軍 

亞將鵶鵲 王將軍 

通靈報應 蔣使者 

毛、趙、耿、郭四大吏兵 

神荼、鬱壘大神 

黃旙、豹尾大神……[74] 

卷四十一的上奏文也有很多神將的記載，似乎這就是清微派所重視的神將系譜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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欻火律令大神 炎帝鄧天君 

正令大神青帝 辛天君 

行令大神暘谷 張天君 

神烈 苟、畢二雷君 

流金火鈴 劉天君 

捷疾焚炎 楊符使 

昌陽閃爍 呉、王二使者 

太玄左右 烏、塗二神君 

翻解冤結 顓使者…… 

主水主火 王、趙二將軍…… 

神虎 何、喬二大聖…… 

三元 五道大神 

玉陽琰摩羅 朱將軍…… 

斗中 楊、耿二仙使者 

七元神君 

掌急奏灌斗 張神君 

玄樞 方符使 

太一 王天君 

樞靈 劉大神 

總真 龔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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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元都統靈官 馬元帥 

天醫 許、趙二元帥 

百藥 朱、李二仙官 

攻炁院 馬、耿二元帥 

小翻山 張賢聖 

呂、丘、田、何、盧、路諸大功曹…… 

金輪執法 趙元帥 

鄷都馘魔 關元帥 

地祇上將 溫元帥 

急報無佞 康元帥 

地司猛吏 殷元帥 

巨天力士 孟元帥……[75] 

前面所寫的這些《道法會元》的內容，反映著由清微派「整理好」的神系。所以

本來屬於別一系統的溫、關、馬、趙等元帥，和鄧、辛、畢等天君就一起出現；

而且 主法往往是祖舒、魏華存之類的傳統道教祖師。 

 

本來道教從北宋到南宋就有很多的派別，他們所重視的神將各自不同，各有

各的法術。這些情況就反映在《道法會元》後半部、或《法海遺珠》之中。可是

各派別的 神系實在太複雜，在此不能詳細地說明。由於篇幅字數的限制，在這裡

只試作簡要的檢討。 

〈上清天蓬伏魔大法〉和〈混元飛捉四聖伏魔大法〉等法術，有北極驅邪院

四聖與天罡大聖為主的神系，似乎是屬於天心派系的法術；他們還重視唐、葛、

周三將 軍，崔、盧、鄧、竇四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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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雷大法〉為代表的神霄系法術，所重視的是鄧、

辛、張、苟、畢等雷部天君。但是神霄派法術有許多派別，如「八卦洞神雷法」

系重視 龐、劉、陶天君；「南宮火府」系統以吳、宋、劉、楊元帥為中心；「太

乙雷法」系重視丘、王、孔、林、謝等諸元帥；「金火天丁」系則以張天君為主；

還有「九 州社令」系也在他們的法術中採用了很多元帥神。 

酆都系、地祇系 則特別重視溫、關、張、趙等元帥。而馬靈官、王靈官、殷

元帥也有相近的性格，但是有時候他們各個形成了別系統的法術。這些元帥本來

屬於地獄的「鬼官」，如 關羽、張巡等一類，盡忠行義而死的人物比較多。 

    從這些道經來看，在元代出現了許多元帥神，不同的派別各以各的方式來供奉

這些元帥。到了明代的《三教搜神大全》，則繼續收錄、編輯，完成元帥故事，

但是元 帥神的種類就沒有那麼多了。 

巻三 義勇武安王 

趙元帥 

巻四 王元帥 

謝天君 

混炁龐元帥 

李元帥 

劉天君 

王高二元帥 

田華畢元帥 

田呂元帥 

巻五 黨元帥 

石元帥 

副應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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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帥 

高元帥 

靈官馬元帥 

孚祐溫元帥 

朱元帥 

張元帥 

辛興苟元帥 

鐵元帥 

太歲殷元帥 

斬鬼張真君 

康元帥 

風火院田元帥 

孟元帥[76] 

這些記載之中，關公與趙元帥的記載在元代編輯的《搜神廣記》裡就已經出現。

大部分的元帥神在《道法會元》也多有記載。但是若與《道法會元》中出現大量

的元 帥神將相比的話，則《三教搜神大全》的元帥神可說是少之又少。 

而在《三教搜神大全》的記載中，有的部分頗為奇怪，比方雷部神將有辛天

君而沒有鄧天君，有龐元帥而沒有陶元帥，辛天君與苟元帥合起來成為一個神將；

溫、 關、馬、趙四大元帥也都有所記載，但許多元帥神的名字、時代及故事等，

往往又跟《道法會元》所載者不同。 

相較之下《北遊記》完全是靠《三教搜神大全》而寫的，因為其中所出現元

帥神的名字、故事等大體一致。就好像《南遊記》是根據《華光顯聖》等別的資

料所寫的 一樣，所以《南遊記》和《北遊記》之間確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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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總而言之，通俗小說裡常常出現的是鄧、辛、張、陶、龐、劉、苟、畢、溫、

關、馬、趙、殷、王等元帥神，可以說當時在民間比較有名的就是這些神將。可

是這些 元帥神只反映出《道法會元》等道教龐大神系的一部分而已。另外，通俗

小說所見的故事有許多是在民間發展的，所以這個部分的差異也很大。民間傳說

常隨著時代 變遷而容易變化，元代有元代的傳說，明代有明代的故事。我們能看

到的其實只是一部分而已。所以通俗小說跟《三教搜神大全》也有不同的部分；

雖然如此，但其 中還是有相同的傾向。在這些元帥神之中，有的後來產生「獨立

化」、「個性化」的情形，比方溫、關、趙、馬及殷元帥、王靈官等，這些本來

多是屬於鄷都、地祇 系的元帥。尤其是關元帥的信仰，後來有非常多樣的發展；

趙元帥、王靈官也有這個傾向；而明末馬靈官的信仰曾經一度非常興隆，可是後

來便較為衰落了，我們只 有透過閱讀通俗小說，作細節的分析，才有辦法明白這

樣的情況。 

  

（附記：本論文的內容是根據對東洋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元明道教、

民間信仰與三教搜神大全－以元帥神為主－》的第三章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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