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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明記事」 - 普庵印肅 

普庵(普唵)法教的發展，其核心人物普庵法師的歷史身份與背景，是一個融合了嚴
謹的佛教禪宗傳承、廣為流傳的民間靈驗傳說，以及後來佛道元素深度融合的複雜過程。

依據中研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的 13837座台灣寺廟資料庫資料顯示，西元 1895
年前主祀「普庵禪師」的廟宇是沒有的。不過以普庵、普安為名主祀的普庵禪師寺廟倒

是有臺南善化「崁頭普安宮」(明永曆年間)、臺南東區「太子普安宮」(1797)、臺南東山
「普庵宮」(1904)、臺南麻豆「普庵寺」(1913)、屏東廈北「普庵壇」(1945) 、彰化溪湖
「普庵宮」(1994)、臺南安定「普庵堂」(1998)等七座。 

  
太子普安宮 (1797年) 臺南市東區東成街虎尾里 76號之 1 

普庵信仰是直到 20世紀 90年代，才真正走入學術界視野。早期的研究指出普庵信
仰是一種融合了符籙、道教、民間元素的複合宗教。學術考證的普庵印肅禪師是臨濟宗

禪師，史料中並無記載他懂道教雷法和符籙之術，也從未提及普庵咒。這與民間流傳的

神通故事存在顯著差異，顯示了普庵信仰在民間傳播過程中，經歷了大量的附會與融合。

學術界區分了廣義的「普庵信仰」(尊奉普庵為祖師或藉助其法力從事活動)和狹義的「普
庵教信仰」(在特定地區形成具影響力且職業化的教派)。這兩種形式都可追溯到普庵禪
師，但在內涵和外延上有所差異。 

根據歷史記載與學術考證，普庵法師，全名普庵印肅禪師。他生於南宋徽宗政和五

年(西元 1115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圓寂於乾道五年(西元 1169 年)七月二十一日。俗姓
余，法名印肅，號普庵，是江西省宜春縣石里鄉(今袁州區慈化鎮余坊村)人。 

民間傳說與推論指出，對於普庵(普唵)祖師的年代，民間傳說有不同的推論。有一
說認為普唵祖師起源於「漢代」，記載了一位江姓老人在昆崙山向太上老君學習道法，

後將法術傳給呂山，而呂山之妻李繡娥又將法傳給奴僕普唵，從此呂山與普唵各自開宗

立派。也有的傳說認為普庵祖師是「隋代」的僧人，甚至與禪宗三祖僧璨大師有所關聯。

大部分的傳說則認為普庵祖師是「宋代」人，這與歷史記載的普庵印肅禪師的年代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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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年代的說法，反映了普庵信仰在民間流傳，並在演變中逐漸脫離純粹的佛

教禪宗範疇，吸收與附會了大量的道教與民間巫覡元素，形成了一種複雜且多面向的信

仰體系。普庵禪師圓寂後，他的形象，在演變過程中逐漸脫離了純粹的佛教禪宗範疇，

迅速發展形成一種佛道融合的「混血宗派」，這種信仰常被形容為「佛外道內、佛皮道

心」的俗神。 

學術考證的普庵印肅禪師是臨濟宗的高僧。南宋紹興四年(1134)八月，他 19歲在壽
隆院出家，拜臨濟宗嗣正賢開仕禪師為師，研習《法華經》。紹興十一年落髮，翌年五

月受戒於袁州開元寺。27 歲受具足戒。他曾前往湖南參謁臨濟宗第十二世牧庵法忠禪
師，並因此「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感嘆已親契《華嚴經》境界。他被認為

是臨濟宗楊岐派的第十三代傳人。其禪學功底深厚，明成祖朱棣曾讚嘆他的《普庵語錄》

「精深」且「神妙」。明代進士鄒元標更認為其「直接如來正宗」。自此之後，四方來

訪者問答示眾偈語廣被，徵詰笑喝書頌不一而足，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

與，雖鬼神莫測其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孝宗乾道二年正月營造梵宇，四年十二月

落成，孝宗乾道五年(1169.07.21)，沐浴書偈，跏趺示寂，年五十五，供奉在慈化寺中。
敕封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禪師謚號。 

普庵禪師圓寂後之所以能廣受信仰，主要因為他生前就展現出「靈驗」的神蹟。史

料記載他經常使用藥草救人，做過許多善事。他被記載能透過書寫偈頌、施予符水、折

草為藥來治病，「無不立驗」。甚至能「祈禳雨旸」(祈雨、止雨)、「御災捍患」(消災
解厄、驅邪鎮煞)，這些「不可勝紀」的靈驗事蹟使他名聞遐邇，朝謁參請者絡繹不絕。
這些事蹟奠定了他從一位禪宗高僧轉變為民間信仰中「佛教俗神」的基礎。 

普庵禪師在宋、元、明三朝先後多次詔封，宋嘉熙元年(1237)五月江南久旱無雨，
百姓進香禱告，師有求必應，被宋理宗詔封為「寂靜禪師」其塔賜封為定光塔，淳佑三

年(1250)加封為「妙濟禪師」寶佑三年(1255)12月，京城瘟疫流行，群醫束手無策，宋理
宗派人前來慈化寺祈禱師「慈悲為懷，普渡蒼生」被加封為「真覺禪師」，咸淳五年(1269)
四月加封為「昭貺禪師」元大德四年(1300)七月加封「大德禪師」，元皇慶元年(1312)加
封「慧慶禪師」，明永樂皇帝曾評價普庵：「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

方，哲學悟於群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霖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

輝旁燭。」明永樂十八年(1420)將其提升至菩薩地位加封為「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
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因其靈驗，普庵禪師被民間尊奉為「普庵祖師」、「普庵佛祖」，也在普庵禪師身

上開始附會了道教元素。最廣泛流傳的是普庵曾向道教張虛靖天師學習雷法。甚至有道

教典籍中收錄了普庵法門。然而，學術界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歷史時間線不符：張虛靖

天師於 1127年羽化，而普庵法師出生於 1115年，27歲才剃度為僧，因此他向張天師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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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年齡尚幼，難以掌握複雜的雷法咒訣。對此矛盾，民間曾有兩種推論：一是張天師

因門戶之見未將核心雷法傳授給普庵(即只傳靈寶中路，不傳經雷)；二是張天師假死，
後仍傳法給他人(此為更為玄奇且難以證實的說法)。 

普庵信仰的核心邏輯是強調「靈驗」與「實用性」，高度重視透過普庵祖師的法力，

來達成消災解厄、驅邪降魔、保佑平安的目標。普庵祖師的造型也從僧人形象轉化為道

人、或披頭散髮的山人造型，甚至有手持麻鞭法索、寶劍者。但普庵法教的普庵教主主

體仍保留僧人形象，刻意蓄髮披巾，認為普庵教主並非出家僧人，而是潛修佛、密的密

教修行者，能運用雷法與法水甘露濟世。在庵法教的神明體系中，除了普庵祖師，也融

入道教神祇的靈官、真武等神祇，並使用道教的武雷令、射雷壇、佈煞等儀式。台南的

普庵法教更是重整神譜，將盤古天王、普庵教主、閭山教主、妙道教主、萬法教主等佛

道神祇並列。 

普庵信仰在不同地區的演變，展現了其與地方文化和宗教習俗的深度融合。普庵禪

師來自江西宜春。直至今日，福建晉江的信徒仍會前往宜春慈化寺朝香祭拜，顯示其信

仰源流的延續。廣東豐順、梅州一帶的客家燈儀操行者「僧友」，奉行普庵禪師為創教

始祖。他們自稱「佛教俗家弟子」或「師父弟子」，不住寺庵，而是在家安奉佛祖神像

設壇，並透過家族傳承度亡儀式。這與江西、福建的普庵信仰在宗教人員法名形式和日

常生活狀態上相似，表明其共同淵源。在廣東梅州客家核心區域，普庵信仰深嵌入「香

花佛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當地佛寶圖中的普庵主尊常被香花師父認為是地藏菩薩，

這顯示普庵信仰在歷史演進中存在被改造和吸收的現象。在冀中、京畿一帶，普庵信仰

也以「高洛音樂會」的形式存在。在山西五臺山也有「普庵寺」，保存有大量的普庵經、

咒、符文本，用於驅邪、祈福、治病，顯示其廣泛的應用。總結來說，普庵信仰在不同

地區的演變，體現了其與地方文化和宗教習俗的深度融合，也形成不同的特定教派。 

台灣的普庵信仰，特別是在澎湖與台南，具體和獨特的佛道融合與在地化發展，呈

現出多樣且富有適應性的生命力。 

在澎湖，普庵禪師被視為澎湖小法團的「祖師爺」，但並沒有宮廟以普庵祖師為主

神。在培訓新小法，即「點小法」時，必定會安奉普庵祖師的神位或稱「庵相公」，作

為入門和傳法的象徵，一旦小法學成「謝師」後，普唵祖師的神位便會被撤下，這顯示

普唵祖師在澎湖宮廟中更像是一個被「藉用」其法力的「客卿」地位，而非長期駐駕的

主神。這種做法或許是為了避免與各宮廟既有的主神發生衝突。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在馬公市鎖港里北極殿有一尊普庵祖師木雕像，其造型被雕塑成頭戴神冠、身穿龍袍、

留長鬚的帝王像，右手結「劍指印」，左手拿「符水罐」，如同真武大帝或文衡聖帝等

威靈顯赫的神祇，強調其驅邪鎮煞的法力。這與普庵禪師歷史上的僧人打扮(光頭、無鬚、

袈裟)形成迥異的對比。在澎湖的任何小法法事，其請神的第一首神咒一定是「普庵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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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習慣將寫有「普庵到此百無禁忌」的紙條，經廟宇香爐繞過後，貼在家中或隨身攜

帶，以化解禁忌、趨吉避凶。 

在台南的普庵法教(黑頭小法)，融合了道教的科儀與內涵，在台灣的法師界中獨樹

一的派系格，其儀式、服裝、擺設等都對府城乃至整個台灣的法師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幾十年來演變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教團。台南的普庵法教認為普庵教主並非出家僧人，

而是「潛修佛、密的密教修行者」。他能夠運用道教的雷法與甘露濟度世人，體現「亦

佛亦道」特質。其神圖中普庵教主的形象為頭戴紫金冠、身穿八卦道袍、手持日月寶扇

的道人造型。相較於強調威嚇、猛烈的紅頭小法(閭山徐甲派)，普唵法教儀式風格強調

佛法慈悲，因此行法的音韻、節奏都較為緩慢，步調文柔。普唵法教力行「道、法雙運」，

法師需要熟記百餘首咒語、秘訣，並深入理解道教的密訣、罡步、存想、指印等。其傳

承門檻較高，使得年輕人學習意願不高，但也因此較少出現因法咒和法鼓易學而導致的

滋事亂象。 

金門地區的普庵祖師像也被塑造為法力無邊武將化形象的神，並非僧人形象。當地

的小法師則裝扮成武將的樣子，頭戴頭鍪，身批有甲之衫、穿束裙，並在頸上戴一條鬆

鞭，打赤足，類似佛教四大天王中的廣目天王。這些小法被稱為「法王公」或「道王公」。 

普庵法教的儀式環節展現了其佛、道、巫覡文化融合的獨特面貌，具有高度的儀式

化與現場表演性質。其法事名目繁多，從日常的消災解厄到大型的超度與慶典，皆有嚴

謹的科儀體系與操作細節。儀式通常包含以下基本環節：請師、請隨(請神)、蕩會、發

奏、謝壇。這些環節都伴隨著特定的動作、道具和咒語，從簡單的法師誦唸到複雜的科

儀展演。在行法時，普庵法教訴求「佛法慈悲」，因此其音韻和節奏較為緩慢、步調文

柔。常見的儀式環節如： 

祝壽慶典法事(廟宇喜慶)儀式： 

l 清壇請神：法師會排設壇場、安置法器，並準備請神用的「古仔紙」。中尊法師

拍奉旨、吹角鼓，兩側小法運三通鼓。接著燒化爐符，密念敕爐神咒以淨化香

臺。隨後誦唸主神咒，並請北方黑煞將、玄醫吳真人、哪吒三太子(涉及燒化鹽

米符和灑鹽米)、毫光咒(持古仔紙點火書密字照亮壇場)、本邑土地公(持香走廟
外燒壽金)、一系列男神(如關聖帝君、延平郡王等)、烈洲龍虎山(黑虎咒)、王孫

咒、女神(如觀音、天上聖母、陳靖姑、五更雞啼等)等法咒。最後以龍羅國裡三

太子法咒作為法事暫停的提示，並持符水缽向壇場五方灑淨潔壇。 
l 召兵結界(放兵)：清壇請神後進行。中尊法師敲奉旨、小法運鼓、開《合壇諸猛

將》法咒、持角鼓吹奏、焚燒古仔紙。接著開《總齊安靈王》法咒，中尊法師

持符水缽向五方灑淨。開《獨角騰蛇大聖者》法咒 (金鞭聖者)，法師繼續灑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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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開《當恭太乙君》法咒，中尊法師會舉鹽米缽和七星劍舞劍花，向壇場五方

拋灑鹽米、書符、結界。隨後召請張、蕭、劉、連四聖者與三十三天都元帥等。

小法運鼓從壇內走向壇外進行召兵，催唸調兵神咒。 
l 獻敬：誦唸獻敬咒，中尊法師帶領宮廟的委員、執事、爐主、信眾等人齊跪在

地，輪流奉獻香、花、茶、果、酒、壽桃、壽麵、山珍海味、十二菜碗、金銀

財帛等各式祝壽供品給神祇。 
l 犒賞、收兵：主要目的是召請各營軍馬前進受賞，法事中會宣讀賞兵咒。法師

會拿起串起供品的五色旗，灑淨，並透過法力將供品「變宴」成千千萬萬的軍

餉。小法團會唱誦《鼓聲響響通三界》法咒，法師持五色旗向五方奉獻。 
l 謝神、送神：在法事圓滿後進行，稟告神明法事功德，燒化金銀紙，中尊法師

奏請眾神歸位安座。小法團會開《送駕法咒》，法師面朝壇外奉送所有降臨的神

祇。最後會奉謝七星斗燈，並搧熄燈火。 
l 祭星拜斗儀式此儀式旨在祈求消災解厄、化解流年不利。 
l 拜斗燃燈：壇場中會安奉一座七星斗燈，斗座中裝滿白米，插有七盞燈燭(貼符
咒)，還有紙糊的涼傘、烏鴉、元辰亭(安奉主家元辰)、南斗北斗星君、以及金

人、銀人、金獅、銀象、金磚、銀磚、金角、銀角等紙料。法師會帶領主家奉

香、敬酒、點燭，稟告拜斗目的. 
l 咒語誦唸與儀式動作：小法團會開《司命灶君公》法咒。接著中尊法師開《觀

音大慈悲》法咒，以甘露法水洗淨星台。隨後小法團開《當山孔真君》法咒，

中尊法師為七星斗燈發毫光，並手持鹽米缽、七星劍，腳踏三台罡，行罡作法，

舞劍花，繞壇場，向五方拋鹽米、噀水、書密符、結界。 
l 宣讀疏文：中尊法師帶領主家上香、添酒，宣讀消災植福疏文. 
l 拜經獻供：中尊法師吹角鼓、搖帝鐘，小法團運三通鼓，接續法事。小法團會

開《九天教主龍樹王》法咒、《大法張天師》法咒等，並誦唸道教的三淨咒、《淨

天地神咒》、《安土地神咒》、《金光神咒》、《祝香神咒》、《開經偈》。中尊法師會

誦唸《太上玄靈北斗延壽真經》。中午時分會進行獻供儀式，法師帶領主家奉獻

各種供品，並再次宣讀疏文，獻上紙料、財帛。 
l 祭煞送煞：此環節旨在送走煞神，主家會進行過橋儀式，將厄運過給草人、替

身承擔。法師會切一塊肉封住白虎之口，並將替身、紙糊神像、金銀紙一同燒

化。中尊法師會灑鹽米、唸祭煞咒以驅趕煞神，並由小法開押煞咒，法師手持

掃把、草蓆掃壇除穢。 
l 謝神、送神：儀式結束前，法師會帶領主家謝神，稟告法事圓滿，燒化金銀紙，

並進行送神儀式。 

超度法事(舊亡追薦)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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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魂開光：法師會在廟宇或家宅中搭建內外壇場，內壇為法壇(可分三堵或五堵
神圖，安奉普唵教主、妙道教主、萬法教主等)，外壇則為靈桌。案桌上擺設神

明、藥王大帝、庫官、庫夫、五營等神祇的供品。法師會讀疏文、請主家敬酒，

並轉向靈桌奉獻供品，對亡魂宣讀追薦疏文。此階段還會準備沐浴所，法師搖

動招魂幡將亡魂引至水中沐浴更衣，小法團會誦唱沐浴咒。 
l 拜藥懺：法師會為亡魂懺悔其生前所犯的各種罪業，並以淨水缽灑淨亡魂。小

法團會誦唸發願文。法師會請主家捧著亡魂魂身，象徵藥王大帝為亡魂治病。

儀式結束時會焚燒藥壺，並有送藥煞及送藥王咒的環節。 
l 解冤釋結：法師宣說亡魂在生前所犯的七類罪業，用符水缽灑淨亡魂，並燒化

古仔紙以照亮魂識。法師會代替亡魂發四十九項善願。 
l 過橋：在壇內放置紙糊的小橋，橋兩側有金童玉女，前後端擺設小三牲。法師

手持招魂幡帶領主家跨越紙橋三次，象徵亡魂度過陰陽橋、銀橋、金橋，最終

抵達天堂仙界。 
l 化庫財：將亡魂的魂身、庫官庫夫、庫錢、紙厝等所有物品，一同引領到焚化

爐前焚化，象徵交付給亡魂收納使用。 
l 打城(牽藏)、拜藥懺：被視為與亡魂有切身救贖關係的重要儀式。 
l 抽樑放索：專為在家中上吊身亡的亡者舉行，旨在解開亡魂的束縛。 
l 打床枷：專為在床上死亡的亡者舉行，旨在解開亡魂的束縛。 
l 打車枷：專為因車禍意外死亡的亡者舉行，旨在超度亡魂，使其聚魂還形，五

臟四肢健全。 

小法團訓練儀式： 

l 安祖師禮位：這是新小法培訓時的開頭儀式。會在大殿神龕中擺設普庵教主神

位(紅帛書寫，或在太師椅上，或直接貼牆壁)，周圍貼金鋯(元寶形)。法師長(通
常稱先生)會執鞭洗大淨，燒入神符。在桌案前，法師長右手結劍印，拈米酒，

點在小法師之人中、口、心窩等處，再飲相公酒，象徵師父引進門。 

其他特殊儀式或技藝： 

l 操營儀式(操練五營天兵天將)：常見於大型慶典或新訓練小法出禁時，用來展

現小法師的學習成果。儀式中代表五營的元帥會手執營旗進行演兵操練，展示

保衛村里的兵力。操營儀式會包含「香花請」環節，使用不同速度的曲子(【慢

三撩】、【拖三撩】、【緊三撩】)，小法從參拜到行營走陣。 
l 造橋儀式(造橋過限)：又稱「造平安橋過運限」，信徒走過平安橋，由法師蓋上
大印，以求神明保佑，度過險厄、長保平安。儀式會使用到「清楚地象徵物品」

和「隱晦的象徵物品」兩大類道具，如紅布、青布、雨傘、白米、柳枝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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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五更雞啼〉咒，描述觀音和鳳裙娘媽以弓鞋作橋板，金針作橋樑的神蹟。

還有〈元帥行過十二街〉咒及「十二生宮」的排演，透過口白對答和唱咒，以

趣味性的方式帶出各生肖典故並象徵過橋平安。 
l 請壇儀式：通常是小法師學習的第一個儀式，主要涉及唸咒和唱咒曲調的背誦，

以及金鼓的學習。 
l 犒軍儀式：有時會使用快速的曲調來唱〈犒賞咒〉，以縮短儀式時間。 
l 進香儀式：小法會進行「喝桌」，大喊「龍虎差來欽天將，飛符走馬到壇前」，

法師會用力敲打鼓及奉旨，營造震撼效果。 
l 結界儀式：普庵法教的結界儀式分為「結武界」和「結文界」。其中「結武界」

的肅殺之氣較重，小法會手臂插「官將針」，甚至劈砍割刺身體見血，以求淨化

境內妖魔。儀式開始時會進行基本的開壇、洗淨。 
l 法義雜技：普庵派的法事中還會包含一些具有法義和雜技性質的表演，如打撈

花、玩火龍、走刀山、過紅磚等。 
l 香花過火：一種儀式表演，通常由四到五位弟子手提燈籠或斷蠟燭，在法鼓節

奏中圍繞壇場穿插進行，走出類似無限大的八字步法，速度從慢到快，最終高

速交錯奔跑而不相撞，蠟燭不能熄滅。這既是一種功夫，也象徵法師入奏天庭、

穿梭陰陽的神秘儀式。 
l 小法鼓演奏：源自漳州的「法官鼓」或「哪吒鼓樂」，在廟會迎神活動中，小法

團會在神轎後演奏，稱為「轎後誦」或「後誦」。普庵法教的鼓指學習門檻高，

不像紅頭小法易學，因此滋事亂象較少。 
l 手印(指法)：在澎湖小法儀式中，手印是每位小法師學習時的必要環節，包括

三山指、太極指、五雷指、三清指、大姆指等等，用於法事中輔助法力。 

佛教傳統上不繪製符籙，但普庵法教融合了佛、道、巫覡文化元素，獨樹一幟地運

用道教雷法符籙法術，並發展出一套獨立且高度的實用與靈驗導向的體系，稱為「普庵

符」與「普庵咒」，被廣泛用於婚喪嫁娶、治病驅邪、安宅鎮煞等日常需求，被認為功

效神速且激烈，有「普安到此百無禁忌」之說。 

符籙的構成普庵法教的符籙(符令)通常包含三大結構： 

l 符頭：標示符籙的頒布權威或神祇，如「敕令」或「雷令」，象徵著神明的命令。 
l 符身：為符籙的主體，說明符籙要執行的具體事項及執行者(例如三師、三童子、
三童郎，或特定神力顯現)，並可能繪有特殊圖案，如從「唵」字尾部畫出的七

星，以及符尾的斗型，象徵教主驅除穢氣和公正執法。 
l 符尾：可能包含一個「諱字」(秘密文字)或其他象徵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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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籙的種類與功用普庵符籙用途廣泛，涵蓋民眾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其功

效被認為「神速而激烈」，包括： 

l 驅邪鎮煞：符籙被視為驅除邪魔、化解邪氣的利器。例如，有符語描述其功效：

「一速邪魔散，二速離身，三速魂魄，四速保安寧」。在超度法事中，符咒也用

於封棺，以解除亡魂的束縛。 
l 消災解厄：用於化解流年不利、疾病、災禍等，祈求平安順遂。例如，民間會
以紅、黃紙書寫「普庵到此百無禁忌」字樣，經香爐薰繞後，張貼於家宅或隨

身攜帶，以化解禁忌、趨吉避凶。 
l 治病與醫療：普庵祖師在世時，即有書寫偈頌、施予符水、折草為藥來救治病
患的記載。符水(符咒淨化過的水)在儀式中用於灑淨、潔淨壇場或滌除主家身

心罪業。 
l 安宅與興工：在居家安全或工程動土時，會使用符籙，如將紙條符咒貼於房柱，

以確保修造平安。 

在法事的應用上包括： 

l 鹽米符：在儀式中焚燒並與鹽米一同灑出，用於驅散凶神惡煞。 
l 古仔紙：法師會手持「古仔紙」點火，向壇場內外書寫密字，藉此照亮壇場、

迎接神祇或引導亡魂。 
l 神圖：法壇上懸掛的神圖(如普庵教主、妙道教主、萬法教主等神祇畫像)也作

為神聖符號，是儀式能量的匯聚點。 
l 法器結合：符籙常與其他法器和動作結合使用，如法師持松鞭(淨鞭)擊地並唸

咒，以驅邪策勵。 
l 指法/手印：特定的手勢與符咒結合使用，輔助法力施展。 

傳承與文獻普庵法教的符籙知識記錄在特定的科儀文本中，例如「普庵玄科」被譽

為一部「法術操作手冊」，詳細記載了日常法事的流程、咒語、符圖等祕訣。此外，還

有多部與普庵符籙相關的道教文獻，如《普唵正宗符鎮法度》、《普庵百解符籙》等，

顯示其符籙體系的完整性。然而，符籙的傳承多以口傳心授方式進行，不同宮廟間在符

咒的運用上可能存在差異。 

佛道混融的符號特徵普庵符籙的運用體現了其「佛皮道心」的混血宗法特徵。儘管

普庵祖師是佛教臨濟宗高僧，其法脈卻靈活地吸收了道教的符籙術數，以符籙作為溝通

神靈、處理世俗事務的重要媒介，這也符合中國民間信仰「好用就行，靈驗才是王道」

的核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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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課誦本上的普庵咒是著名的佛咒具有梵音咒的模式，據稱威力巨大，源於密宗

的華嚴字母，具有淨化心靈的功效。民間信仰的普庵咒則完全是中文頌詞，甚至帶有道

教咒的語氣。普庵法教的儀式環節高度儀式化，其咒語體系是核心構成部分，展現了其

佛、道、巫覡文化融合的獨特面貌。這些咒語通常與特定的曲調、儀式動作及所使用的

物品緊密結合，共同構成法事的意義與功能。在澎湖普庵咒的小法音樂以口傳心授的方

式傳承，各宮廟間存在差異，曲調通常沒有名稱，而是以咒文或儀式內容指稱。 

咒語的傳承與特性包括： 

l 庵法教的咒語主要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而非以樂譜形式記載。這導致了各

宮廟之間在咒語發音、詞彙使用和曲調應用上可能存在差異。 
l 咒語名稱的概念通常與咒文內容或所屬儀式直接相關，法師們在提及曲調時，

常以咒文或儀式內容指稱，而非特定的曲名。 
l 普庵法教的咒語數量龐大，據稱可達兩、三百條，日常會使用的法咒也有五、

六十條。法師們必須熟練背誦並精準流暢地開誦各種請神咒，以利法事進行。 
l 其咒語訴求「佛法慈悲」，但同時也包含雷法、驅邪鎮煞等道教及巫覡元素，展

現了「佛皮道心」的混血宗派特色。 

主要咒語類型與範例普庵法教的咒語廣泛應用於各類法事中，從請神安營到消災解

厄、超度等，皆有其專屬咒語，例如： 

l 普庵祖師咒(首咒) 
Ø 這是普庵法教中地位最高的咒語，通常是任何法事開始時，請神的第一首

咒語，象徵請普庵祖師為法事做主。 
Ø 主要有兩種版本：「奉請普庵大教主」與「奉請普庵一教主」(或作「乙教

主」)。 
ü 「奉請普庵大教主」通常置於咒簿最前頭，使用機會較多。 
ü 「奉請普庵一教主」多在「請神」儀式時使用。 

Ø 咒文中可見詞彙的細微差異，如「不需疑」與「不思議」、「萬億」與「萬

益」等。 
Ø 此咒被認為具有強大的降魔作用，能消災解厄，甚至能使蟲蟻鼠類畏懼遠

離。 
l 清壇請神與召兵結界咒語 

Ø 法事開始時，會依序誦唸多條請神咒，包括： 
ü 《玉虛咒》(黑頭小法、普庵法教法咒的首咒，意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

天尊之神咒)。 
ü 《北方黑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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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玄醫吳真人》。 
ü 《哪吒三太子》(被視為法教中壇法神，有統兵及收除邪魔之力，誦唸

時會燒化鹽米符並拋灑鹽米，高喊淨化之詞)。 
ü 《毫光咒》(中尊法師會持「古仔紙」點火，書寫密字以照亮壇場)。 
ü 《本邑土地公》(法師會至廟外燒壽金迎請，由土地神代為迎接眾神入

壇)。 
ü 一系列男神法咒，如《宗龍關聖君》(關聖帝君)、《開臺國聖公》(延平

郡王)、《開漳陳聖王》等。 
ü 《烈洲龍虎山》(簡稱「黑虎咒」，男咒的尾咒)。 
ü 《王孫咒》。 
ü 一系列女神法咒，如《觀音大士號國(圓)通》、《天后娘聖母》、《行罡

作法陳夫人》、《五更雞啼雞報曉》(通用於未知或少見女神)。 
ü 《九天玄女身騰雲》(女咒的尾咒)。 
ü 《龍羅國裡三太子》(作為法事暫停的提示法咒)。 

Ø 召兵結界(放兵)儀式則包括： 
ü 《合壇諸猛將》。 
ü 《總齊安靈王》(王爺、千歲類的總咒，代表發遣王令，預備召集軍馬)。 
ü 《獨角騰蛇大聖者》(金鞭聖者，法師藉此請聖者祖師爺來臨，協助行

法召兵)。 
ü 《當恭太乙君》(中尊法師會舞劍花，向五方拋灑鹽米、書符、結界)。 
ü 《調兵神咒》(用於召請五營神兵)。 
ü 張、蕭、劉、連四聖者與三十三天都元帥的法咒。 

l 超度法事(舊亡追薦)咒語 
Ø 引魂開光儀式會使用沐浴咒，象徵為亡魂沐浴更衣。 
Ø 拜藥懺環節中，小法會誦唸發願文，儀式結束時有送藥王咒。 
Ø 解冤釋結儀式中，法師會為亡魂宣讀四十九項善願。 
Ø 打城(牽藏)和拜藥懺是超度法事中被視為對亡魂具有切身救贖關係的重要

儀式。 
Ø 其他特殊超度咒語包括： 
Ø 「抽樑放索」(為在家中上吊身亡者解開束縛)。 
Ø 「打床枷」(為在床上死亡者解開束縛)。 
Ø 「打車枷」(為車禍亡者超度，使其聚魂還形)。 

l 祭星拜斗儀式咒語，此儀式旨在消災解厄，包括： 
Ø 《司命灶君公》。 
Ø 《觀音大慈悲》(以甘露法水洗淨星台)。 
Ø 《當山孔真君》(孔明先師，與七星斗燈相關). 
Ø 道教三淨咒：《淨心神咒》、《淨口神咒》、《淨身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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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淨天地神咒》。 
Ø 《安土地神咒》。 
Ø 《金光神咒》、《祝香神咒》、《開經偈》。 
Ø 《太上玄靈北斗延壽真經》。 
Ø 祭煞咒和押煞咒(用於驅趕煞神和掃壇除穢)。 

l 造橋儀式咒語 
Ø 「造橋」儀式中包含多種咒語，有些與南管樂曲的咒文相同。例如： 
Ø 「五更雞啼」：描述觀音和鳳裙娘媽以弓鞋作橋板的神蹟。 
Ø 「元帥行過十二街」：引導「十二生宮」的排演。 
Ø 與南管相關的咒語有：「牽君的手送」、「勤燒香」、「請月姑」、「直入花園」、

「園內花開」等，內容多描述男女之情或牽引亡魂。 
Ø 其他如「拜請春光」(與紡紗織布儀節相關)、「做成織機」、「召請哥哥」、

「五聲龍鞭」(與造橋樑相關)、「開大路咒」等。 
l 祝壽慶典法事咒語 

Ø 清壇請神與召兵結界部分與上述通用請神咒語重疊。 
Ø 獻敬儀式會誦唸獻敬咒。 
Ø 犒賞(犒軍)儀式會宣讀犒賞咒，並誦唸《鼓聲響響通三界》法咒。 

l 謝壇送神咒語 
Ø 法事圓滿後，法師會誦唸謝神辭。 
Ø 最後有送駕法咒，奉送所有降臨的神祇。 

在咒語的運用與音樂、動作的關係上，咒語的唱誦速度會隨著儀式動作的需求或氣

氛營造而改變。例如在「操營」儀式中，〈香花請〉咒語會從慢速的【慢三撩】轉為中

速的【拖三撩】，再到快速的【緊三撩】，以配合小法從參拜到奔跑巡營的動作。 

伴隨速度變化，法器的演奏力度也會隨之改變，以營造不同的儀式氣氛。例如「參

香」儀式時的「喝桌」，法師會用力敲打鼓及奉旨，營造震撼效果。 

唸咒時：人聲形式通常急促有力，不求人耳理解，而是向神明或鬼神發出號令或請

求。口白聲調自然如對話，主要在儀式中傳達「劇情」或「概念」給現場民眾，具有戲

劇性。唱咒介於唸咒與口白之間，兼具召請神明與傳達訊息給民眾的功能，是建立儀式

神聖力量的媒介。 

咒文、音樂、儀式動作、物品等都是儀式中的符號，它們在儀式中相互結合，共同

傳達意義。例如，觀音相關的咒語會搭配較慢的曲調和模仿觀音形象的女性化動作，並

手持柳枝和符水，以具象化觀音慈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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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簿的比對研究可以了解各宮廟所用咒語的差異性，並有助於理解咒文中的典故和

儀式內涵。由於儀式眾多且多為口傳，少數宮廟會記載儀軌，因此田野調查訪談記錄對

於咒語的收集和理解至關重要。目前，澎湖各村里主要宮廟基本上都有自己使用的咒簿。

比較特別的是，澎湖小法儀式音樂明顯受到南管和鑼鼓這兩類傳統音樂的影響，特別是

「造橋」和「操營」，具有濃厚的「表演」、「娛樂」的成分，可被視為一種「儀式劇」，

包含複雜的科儀動作、口白對答、和戲劇性的情節鋪陳，尤其在「造橋」儀式中，有時

是為了「娛人」(或「娛神」)而行。 

l 南管音樂：在「造橋」儀式中，有部分咒文和曲調與南管樂曲相同，甚至歌詞

內容呈現出與一般咒文格格不入的「世俗」男女情愛描寫。這些南管曲調在法

師概念中被稱為「文曲」，通常「較難唱」、「音較高」，但被認為「較好聽」，具

「表演」、「娛樂」成分. 
l 鑼鼓音樂：在「操營」儀式中，吹打樂則源自於鑼鼓。鑼鼓音樂不僅是伴奏，

其曲牌內容(如「點將」)與儀式情節(如元帥點將、出征、得勝回軍)有著驚人的
相似性，顯示兩者可能同出一源或有深厚淵源. 

普庵禪師及其法教在歷史演化中，不僅作為佛教臨濟宗的一支，更因其與民間信仰

的深度融合，尤其在澎湖地區與台南府城等地顯著可見，但這應該不是一位佛教高僧，

普庵禪師，所料想得到，也不見得是普庵禪師所樂見的轉變。不過，普庵法教發展出獨

特的社會功能與影響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包括： 

l 普庵法教的核心功能在於滿足民眾祈求平安的渴望，並提供消災解厄、驅邪鎮
煞、治病救人等實際的幫助。在早期生活環境困苦、瘟疫疾病頻繁的背景下，

人們對抗自然災害、疾病的能力有限，因此尋求神明庇佑成為生存的基本需求。

普庵禪師在世時，便因其種種靈驗事蹟，如治病救人、降伏妖魔，甚至能祈雨

擋災，深受民眾尊崇。這些「靈驗」的功效，使得普庵法教在民間廣泛流傳，

並被視為「好用就行」、「靈驗才是王道」的信仰，這正是中國民間信仰的核心

邏輯。透過儀式中的神聖力量，信徒的身心靈得以被撫慰與整合，達到和諧平

安的狀態。 
l 普庵法教的儀式在澎湖地區，特別是「造橋」和「操營」等大型儀式，不僅具

有消災解厄的功能，更在維繫社群凝聚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Ø 神聖空間與地理空間的結合：儀式中「五營」的概念，將由天兵天將鎮守

防衛的神聖領域，與村里的實際地理空間緊密結合。這使得居民在日常生

活的地理範圍之外，產生根深蒂固的神聖安全領域概念，相信回到村落中

便會被五營軍馬所保護，進而對宮廟產生極大的向心力。 
Ø 宮廟作為社群中心：澎湖宮廟眾多，且法師(小法)多由宮廟義務訓練並為

村里服務，不具營業性質。這種模式使得法師在傳法時不會藏私，並鼓勵



 

Solomon Chen 
9 July 2025 13 

不同宮廟、派別間的交流觀摩，促進了法師文化的活絡傳承與發展。宮廟

活動的興盛，使村里中的所有人緊密結合在一起。 
l 普庵法教的傳承方式主要是口傳心授。澎湖宮廟法師的養成方式是從小開始選

拔，這些未成年的孩童(通常 8至 12歲)被稱為「小法」。他們從小學習咒語、

唱咒曲調、指法、符法、步法及法器操演。這種從小培養的方式確保了信仰文

化的延續。即使是未成年的小法，也能透過參與「請壇」、「犒軍」、「操營」、「結

界」、「造橋」等日常及大型儀式，加深對宮廟的認同感，從而傳承信仰文化。

這種模式不同於一般法師的私人法壇經營性質，是澎湖獨特的現象，確保了法

師活動和數量的活躍性。 
l 儀式不僅是宗教活動，也具有豐富的戲劇性質和娛樂性。 

Ø 戲劇性與情境營造：法師的儀式戲劇表演，包含口白、動作和符號，能快

速將信眾融入情境，傳達儀式中的「劇情」或「概念」。例如，「造橋」儀

式中的口白對答，帶有趣味性，能引導民眾理解「過關限」的概念。 
Ø 氛圍營造與感官體驗：儀式中的音樂、咒語唱誦、動作和法器共同營造出

神聖、熱鬧或震撼的氛圍。例如，「香花請」咒語的速度變化(從【慢三撩】

到【緊三撩】)配合小法從參拜到奔跑巡營的動作，營造氣氛。法器如鼓、

奉旨、金的演奏力度變化，也增強了儀式的效果。這些感官體驗使儀式更

具吸引力，讓參與者，包括年輕人，在歡樂的氣氛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並加

深對宮廟的認同。 
Ø 符號的傳達：儀式中的符號(物件、行為、文字、聲音)分為清晰和隱晦兩

種。清晰的符號(如咒文內容、口白、配合咒文的動作)旨在直接傳達訊息
給民眾。隱晦的符號(如符咒、指法、開鞭等)則更具神秘性質，與超自然

力量溝通，增強信眾對神聖力量的認同。 
l 儘管社會環境變化，科學與醫學的進步使得早期困境不再，但澎湖宮廟和普庵

法教儀式依然盛行，顯示其除了傳統功能外，還發揮了其他功能以適應時代。 
Ø 佛道巫覡的混血宗派：普庵法教本身就是一個「佛皮道心」的混血宗派，
融合了佛教、道教雷法、符籙、驅邪鎮煞等元素，以及巫覡文化的特點。

這種高度彈性和包容性，使其能吸納不同信仰元素，適應常民生活的各種

需求。 
Ø 解決生活中各層面的問題：在台南府城，普庵法教除了基礎的小法儀式外，

更融合了道教的科儀與內涵，提供了如收驚、解厄、祭小兒關煞、入火安

宮、打城超度、祭星拜斗、栽花換斗等多元的服務。府城人的大小事、每

個生命環節皆有其代表廟宇、儀式可供其解決困難，這使得宗教文化無形

中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Ø 跨地域與派別的影響：普庵法教延續了澎湖小法普庵派的傳統，在台南市

區發展出獨特的風格，甚至影響了台灣其他地區的法師界。雖然存在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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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山徐甲派)和黑頭(閭山派、普庵派)小法的區分，但兩者之間的界限逐漸
模糊，共同為民間提供簡潔實用的小法服務，滿足基層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