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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影戏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俗民信仰 

4|194

作者:邓琪瑛 来源:《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 时间:2009-10-20 15:45:19 浏览:36次 

     台湾皮影戏属于中国三大影系“潮州影系”的一支，也是整个潮州影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区域。无论

是在传统维护还是创新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果展现。尤其在面临闽、粤两地剧本几乎流失的状况

下，台湾皮影戏剧本更凸显其难能可贵的学术价值。皮影戏在2005年正式获得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项目得到了具体的保护，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研究范围尚不涵盖台湾地区。而在同年的9

月期间，台湾“宏兴阁皮影戏团”与“光盐纸影戏团”均率人前往大陆参加“冀东油田杯中国唐山国际

皮影艺术展演”，这两个团体皆获得了荣誉奖项。可见两岸的影戏交流已经露出一道曙光。遗憾的是，

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影戏的研究尚属空白。有鉴于此，浅见以为：研究台湾皮影戏剧本不仅可以掌握当地

早期的历史发展与风土民情，且对于整个潮州影系流播地区的民间信仰亦可获得一定的认识。这是本文

研究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台湾地区很早就投入皮影戏的研究，相关成果也较为丰硕。计有吕诉上的单篇论文：《皮猴戏的沿

革与台湾》、《台湾皮猴戏考》、《台湾皮猴戏史》、《台湾皮猴戏的发展》、《台湾皮猴戏的研究》

等。石光生的单篇论文：《台湾皮影戏的历史初探研究》和《论张德成皮影戏“内台演戏记录”（1952

――1967）反映的台湾内台戏剧场文化》；其专著有《皮影戏张德成艺师》、《皮影戏艺师许福能生命

史》、《蔡龙溪皮影戏：文物图录研究》、《永兴乐皮影戏团发展纪要》及《中国仪式剧场艺术的发展

与变革》。陈忆苏与卢彦光合著的《高雄县皮影戏五大戏团研究报告》，金清海的《张春天生命史》，

以及邱一峰的《光影与梦幻的交织――许福能的生命历程》。硕士论文计有柯秀莲的《台湾皮影戏的技

艺与渊源》，吴天泰的《台湾皮影戏剧本的文化分析》，陈忆苏的《复兴阁皮影剧本研究》，金清海的

《合兴皮影戏团研究》，邱一峰的《台湾皮影戏研究》，陈樱仁的《台湾地区皮影戏剧本语言研究》。

博士论文有彭锦华的《台湾庶民的艺文表述与历史实践――以东华皮影戏团为考察》，金清海的《台闽

地区傀儡戏比较研究》。台湾著名学术刊物《民俗曲艺》第三期与第四期分别为皮影戏专刊，里面收录

了法人施博尔在台湾所收购的剧本目录与关目。校园纸影戏有陈处世的《影偶之美》、《儿童纸影戏的

制作与表演》、《影戏人生》，以及吴燕招等人的《光和影的制作――纸影偶的制作与演出》。  

    近几年，影戏论文开始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切入，不再囿限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成果有钟荣豪的

《多媒体电脑辅助教学学习成效之研究――以皮影戏戏剧为例》、林永昌的《高雄县校园皮纸影戏竞演

剧本研究》，林美惠的《西游记的另类阅读――以皮影戏为例》，李美燕的《台湾影戏文化的传承、创

新与推广――高雄县竹围国小皮（纸）影个案研究》，李婉淳的《台湾皮影戏音乐研究》，林宏泽的

《从文化产业探讨地方文物馆的发展――高雄县皮影戏馆视觉设计规划研究》，陈淑汝的《台湾文化创

意产业行销策略之研究－－以皮影戏为例》，谢晓婷的《台北偶戏博物馆教育活动初探－－以“皮影



伏涤修专栏

林婷专栏

陈军专栏

吴保和专栏

叶志良专栏

叶明生专栏

吴新雷专栏

康保成专栏

徐大军专栏

谢柏梁专栏

陈维昭专栏

苗怀明专栏

袁国兴专栏

赵晓红专栏

孙书磊专栏

朱恒夫专栏

徐子方专栏

陆林专栏

陈美林专栏

范丽敏专栏

刘水云专栏

苏涵专栏

车文明专栏

周宪专栏

李伟专栏

俞为民专栏

陈多专栏

孙惠柱专栏

刘淑丽专栏

吕效平专栏

黄仕忠专栏

王宁专栏

解玉峰专栏

田本相专栏

廖奔专栏

吴戈专栏

周宁专栏

周安华专栏

赵山林专栏

黄鸣奋专栏

陈世雄专栏

彭万荣专栏

周靖波专栏

施旭升专栏

宋宝珍专栏

王兆乾专栏

戏”工坊为例》，陆彦诚的《台湾皮影戏角色造型研究》，邱丽玉的《台湾皮影戏偶服饰之研究》等。

以上研究对我们了解台湾皮影戏的历史与发展皆有一定的帮助。近期尚有邓琪瑛的《影戏与巫术及佛教

关系三题――以陆丰影戏为个案》、《台湾皮影戏“阿万师传说”的另一种思考》、《台湾“皮猴”与

佛教》、《台湾校园儿童纸影戏的开拓与推广》等单篇论文，对于海峡两岸潮州影系的比较有初步的探

索与收获。 

    台湾皮影戏因广泛地应用于酬神还愿与祈福禳灾的祭祀活动里，所以一向被视为典型的祀神产物。

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剧本里发现民间老百姓的人生哲学与信仰基础，其中最典型即体现在坚信神力且不可

违拒的天命观，以及与巫、道、佛三教相互融混的俗民信仰上。 

    一  坚信神力且不可违拒的天命观 

    在一般老百姓的观念里，总以为小至个人，大至国家，冥冥中皆由天定，只有“天”才是万物的主

宰。所以当一个人陷入困顿、遭逢灾变，只有借助神力才能脱困，最后才能扭转乾坤，否极泰来。 

   《孟日红割股》中的高彦真，并没有把高中状元的荣耀归于人为的努力，而是归因于天意所致。所

谓： 

   当初寒窗，诗书苦读，天感天载，功名富贵皆天造。 

   高彦真的母亲杨氏因久病不愈，让身为媳妇的孟日红相当忧心，所以决定割股以疗亲。福德正神感其

孝心，特来托梦打消日红的念头，并暗示她日后的前程与出路。他在梦中告诉日红： 

    孟氏娘子，你婆婆天数已定了，你今割股也是枉然了，待我奏知玉帝，你可往京寻夫，日后为居三光之位。 

   日红到了相府，被梁冀和秋香毒害，九天玄女立即赐丹将她救醒，而她救人的理由是因为日红即将障

消愿满。 

   云头观看孟氏日红有难，进入相府被伊毒酒毒死，不免叫土地前去赐丹，待后日灾难已满，方可救得。 

   后来孟日红起死回生，乃至于屡建战功，都是因为九天玄女鼎力相救所致。九天玄女为了惩恶扬善，

特来开示日红。她说： 

    念我九天玄执掌三界，为恶者降之百殃，为善者降之百祥。正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我看孟

日红，被梁冀药酒毒死，身尸丢在后花园古井中，此妇人阳寿未尽，还有七七四十九阳寿，我不免命雷神，前去

打出，将金丹放在口中，救伊回阳罢。 

    孟日红还阳后，九天玄女还指示她： 

    我赐你宝剑兵书，今有草寇机关作乱，你可改名玄妙英，前去祖逖元帅投充云云。   

    苏云在遇难之际，也是依赖玄女指引赠扇，才出现峰回路转的契机。玄女指示他： 

    我看你义气腾腾，实是难犯，只是灾星未满，不免赠伊仙扇一支，醒来方知其意。 

    苏云草房午梦，九天玄女亦前来托梦警示，并告诉他十九年埋名之危已经期满，必须乘坐所赐渔船

过海，方能与一家团圆聚首。 

    我乃九天玄女是也，查得苏云一十九年埋名之危今于满了，他要往涿州难得过，我赐小渔船一只，助他过

海，后来尉巷院中，夫妻兄弟母子相会。 

   《秦大游》里，即将被作为祭品而伤心欲绝的施红玉，也对自己的遭遇发出了命定的慨叹： 

     爹爹，想我一身亦是前定，容子拜别…唔！天尔在冥冥之中照见人间喜恶，念阮施家并无作恶，今旦遭此

横祸，岂不鉴察鉴察！ 

   《五虎平西‧白鹤关》的狄青与强敌黑利互相对阵，也是靠北极上帝赐给狄青的两件宝物才得以脱

困，最后黑利果然被狄青所败。 

    《秦始皇》一剧中，金子陵在分析了各国的情势与战况后，以这么一句话作结： 六国归秦乃是天数

注定。 

    他预料即使是大罗神仙孙膑，也不敢违逆天的旨意。最后孙膑只能自叹自责：想起六国归秦天数注

定，可怜，我父兄皆死在诛仙剑之手，无奈吾孙膑不敢下山报仇，望父兄原谅吾，不孝之罪。 

    石光生先生指出：皮影戏在对待六国的处理上，一反正史的书写方式。这种乡野神怪式的叙史手

段，将秦并吞六国的已知史实当作天命来处理，六国怎么败、名将怎么输都算非战之罪，因为秦国有天

命。因为秦国有上天派遣的将领来协助。这种天命式的说法取代了正史上所谓暴秦的政治探索，也简化

了复杂的战国局势的势力消长分析，变成简单的受天命的一方与非天命的一方对决。这种方式自然有利

于连续段落式的编剧需要，也符合皮影戏所需的神怪变化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到民间信仰对于历史



胡星亮专栏

马俊山专栏

董健专栏

郑传寅专栏

郑尚宪专栏

邹元江专栏

刘平专栏

胡志毅专栏

陆炜专栏

朱栋霖专栏

演绎经典，震撼北 ..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 .. 

古老的昆剧又过节 .. 

热门图文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立即搜索 

相关专题

·台湾「皮猴」与佛教

的诠释，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来对难以梳理的史实做出一番说法，由这些民间戏曲可以见到大异于史书的

理解方式。 

   这种带有天命观的哲学思维，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体现：“凡事由天定，人力莫强求”、“命里有时终

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台湾俗谚有云：“人在做，天在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由至高

无上的天神无时无刻地监督着，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老百姓对于神力的无处不在，自然深信不

疑。由小看大，个人乃至于家国的命运兴衰、昌隆与否，无一不系之于天、定之于神。 

   “合兴皮影戏团”已故团长张天宝，在他三十六岁那年曾去学看风水，他认为“家道清贫，可能与风

水有关”，因此去拜旗山林家湖先生为师，学成之后也以此为业。张天宝把家道清贫，完全归咎于祖先

的风水，而不是人为的努力 

不够，这正是一种天命观的心理反映。 

    

    二  巫、道、佛三教相互融混的俗民信仰 

    严格说起来，巫术并不能算是宗教，但它在人类史上流传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先民演进而来的一

种信仰方式与生活形态；它有一部分已经被道教所吸收运用，余则依旧停滞在原始巫术的阶段，或者为

人类所摒弃。佛教为外来宗教，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与教义，传到中土之后，逐渐融合了中国人的本土信

仰，成为一种三合一的融混形态，我们称之为俗民信仰。这一部分在皮影戏剧本里展现无遗。为方便解

说，笔者将其分为巫术与施法、梦兆与灵异、喜鹊与乌鸦、三魂与七魄、血池与地狱等五项加以举证论

述。 

    （一）  巫术与施法    

    武戏的过关斩将，不乏有双方施术的巧妙变化。《五虎平南》中，段洪玉与狄青对阵时，就运用了

拜斗之术围困狄青。 

    焚香诉起，拜告神祗。洪玉双脚跪在地，伏望神明相包庇，一炉香飘冲天去。唔！天地神明，日月三光，念

我洪玉。今夜在此拜祷，非为别事而来。只因宋将来平南，并无良将去敌伊。我今用了拜斗之法，将营伍移到黑

风山，绝断咽喉，全军尽送伏，蒙天地相包庇，一点鉴察应我身。 

   “拜斗”是道教独有的科仪，故段洪玉自称是用了“仙家法”。道教认为人之生死魂魄来源及归宿均

在于“斗府”，人死后亦归于北斗，故“斗”为人的本命元辰。台湾经常举行“安奉拜斗斗灯”及“安

奉太岁斗灯”仪式，为求趋吉避凶，平安顺利。剧中段洪玉所行的拜斗术，并非单纯的安奉仪式，而是

一种邪术。 

    《定海珠》中，陆压真人设计剪除赵光明，也用了模拟巫术――施术给一种象征式的偶人（通常为

纸人、泥人或草人）。假如施术者欲置偶人于死地，就代表某人已经死亡。虽然法术并没有直接接触到

真实的肉体，但被加害者却一样可以感受到法力的致命威胁。  

    陆压（白）贫道自细（自幼）学习七箭定拜告拜斗之法，可用七盏灯火，造竹台，用草人一身写赵光明名

字，七日一拜，到七七四十九天自然丧命。 

    接着马上摆香案，置草人，召三魂扶草人，用弓箭射草人。 

    陆压一边施法，一边唱道： 

    射你神头显赫时，一句真言送你身，是你自己来送，射两眼、七孔、中央射你灯火透心宫。射你脚手软辱

了，再射一箭透两耳，送你一命归阴司。 

   模拟巫术以象征律（Principle of Symbolism）的原则确立。一般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类生死

巫术，即上述所用的象征式偶人；另一种同类相疗巫术，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

某一部分，便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所谓“吃脑补脑，吃肝补肝”，就是这样来的。 

  陆压显然先取得了赵光明的本命元辰，才能行“拜斗”之术，最后再施箭于象征赵光明的模拟草人身

上，欲置赵于死地。人的生辰八字，通常不能轻易出示或泄露给外人知道，怕的就是被有心人拿去施术

害人。 

    《郑三保下西洋金眼国》一剧，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分别以男性生殖器与女性的月经作为破人

功力的至上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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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角大仙被婢女黄凤仙的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破了法力，他很忧心地思索该如何反击： 

    贫道金角大仙，今早出阵，却被黄凤仙贱婢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如同法官包红头一般，我兄弟炼有几年仙

体，被伊用经期污秽布一洗，不能清净，宝贝被经期污秽冲破，如何对敌？ 

    结果他想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绝妙办法以对，即割下阳物裸露，让它吐出万丈

烈焰。 

    我看贱婢果然厉害，待我赤身露体，割起阳物吐出烈火万丈。 

    不过金角大仙的法宝阳物，最后还是被黄凤仙的乌鸦给啄去了。 

     这一段剧情看似荒诞不经，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圣经》“利未记”第十二章“生产妇人洁净的条例”第2、4、5分别记有女子月经方面的禁忌： 

     2 你（耶和华对摩西说）晓喻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想在月经污秽的日子

不洁净一样。 

     4  妇人在生产流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期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5 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生产流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 

     经期中的女性，既然被视为不洁，那处理经血的月事布，自然最污秽肮脏，所以才会被身为男性的

金角大仙视为畏途。 

     敦煌巫术里就有一类专门用来“护净”趋避女人的巫法。而金角大仙以自己的“阳具”喷火来击破

黄凤仙，事实上也是一种巫术。只不过阳物所代表的是一种增强巫术，而非趋避巫术。 

    

     （二） 梦兆与灵异 

     梦，是一种相当奥妙的虚幻情境，也是俗民信仰里非常重要的一环。灵魂观念的产生，应与梦境有

重要的关系。人们往往认为作梦是灵魂出窍，所以晚上临睡之前，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脸上的彩妆给完全

卸干净，唯恐灵魂回来找不到自己的躯体而身亡。 

   《孟日红割股》中，福德正神就是利用托梦的方式，对日红出示天机。既然“梦”有这么大的作用，

那梦境里出现的种种，是否也意味着对作梦者的暗示？民间经常流传已故亲人托梦，也有冤死者进入梦

里鸣冤的案例，最后警方只好在半信半疑之下，依照指示来进行，最后竟然宣告破案。 

    台湾奇摩网站在2007年9月21日当天，报道了一则【里长得异梦 断掌男尸遭寻获】的社会新闻。

这个事件发生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市。17日当天，有民众发现一只断掌，正当警方还在苦恼找不到尸体

时，20日就有民众发现一具断掌的男尸，经过比对两者确定吻合。而当地里长则表示，19日他才梦到1名

陌生男子跟他要手掌，没想到今天就找到尸体，让他大呼不可思议。像这类梦境所显示出来与真实生活

完全吻合的预警现象，我们称之为“梦兆”。影戏剧本即有不少关于“梦兆”的情节。 

    《高良德》里的农民郑田，在被董福打死之前，曾作了一个异梦。梦境里出现的是他被人打死的情

景。巧合的是，郑田的妻子阿婆也在同一天里，作了一个和郑田一模一样的梦。关目中的“郑田得

梦”，叙述的就是这个情节。 

     昨夜一梦甚蹊跷，梦见我身人打死，身尸拖在田岸边，想着骨头寸寸裂，念我郑田便是，昨夜前去撑水，

在岸边打睡，做□梦见我被人打死，不免回家，报乞阿婆得知机。 

    没想到他一回家把此事告知阿婆，阿婆立刻回答： 

    听你说此因依，使我心中暗惊疑，昨夜也是得此梦，字字相同无差异。 

   《崔文瑞》里的王钦在遭到张四姐杀害之前，也作了一个怪梦，还命家仆出来解梦。 

    念我王钦，为何昨夜梦见头上发一角？不知如何吉凶？不免叫家丁出来猜猜罢！  

    家童果然贴切地解析了他的梦。 

    阿舍，你梦见头上发一角，对顶面读落来（从上面读下来），刀用对。能脚（下面）读上去，用刀，那是发

二角，凶多吉少！ 

   “梦兆”多半与灵异结合，这也是影戏剧本富有宗教色彩之所在。《师马都》里，包公虽然没有从梦

兆中得知机先，但他的马匹却在离自己不远的马都尸笼里停滞不前，此举自然引发了包公的高度疑虑。

包公见状便言： 

    我的马有三不行：一遇宝贝不行。二遇贵人不行。三遇冤枉不行。吩咐四处寻伐来。 



     没想到这个灵异的马兆，最后居然变成了破案的关键。 

    不仅人可以从“梦兆”里预知机先，动物对大自然的灾异与环境的骤变，往往又比人类具有更敏锐

的感应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动物的自然反应看出事物的预兆。犹记1999年台湾遭逢九二一大地震，

有经验的长者纷纷表示，在地震发生前的几个月，中部震央区就有许多蚯蚓从地面里无端地冒了出来，

当时即有人预言台湾将会有大地震，果然不久就发生了灾情惨重的九二一大地震。 

    （三） 喜鹊与乌鸦 

    民间相信看到或听到喜鹊的叫声，是一种吉兆；相反的，如果看到乌鸦或是听到乌鸦的叫声，则有

不吉利的事情即将发生。 

   《高良德》里的李夫人在初遇义女桂英之前，曾看到喜鹊站在枝头上报喜，预示了李家即将有吉事发

生。李夫人见状很愉快地说道： 

     相公上朝来返员，喜鹊枝头报喜啼，一去障久（这么久）未回返，不知朝中何事志？ 

    《苏云》里，苏家一门即将否极泰来，郑氏和尼姑都同时听到了喜鹊的叫声。 

    尼姑（唱）昨夜佛堂诵经，只见灯花吉蕊，今朝出门抄化，又见喜鹊喳喳连声，唯愿此去应了吉兆，了夫

人，喜吉在眉梢，团圆会定在今朝。 

    郑氏（唱）是了师母，昨夜佛堂诵经，只见喜鹊喳喳，唯愿此去应吉兆，了师母，喜吉在眉梢，团圆会寺门

升表。 

   《秦大游》中，施振全入齐遍寻献祭的美女，施红玉在家声闻乌鸦叫声，不久便传来父亲买不到美女

的坏消息。 

    乌鸦门前叫声啼，想□只事泪如丝。 

   《高良德》中，良德在被阿婆诬陷的同时，就听到乌鸦连声喧叫。他一见状立刻表示： 

     乌鸦连声啼，鹊噪来喜，鸦鸣祸机，速速回家无延迟，乌鸦臭口勿听伊。 

    

    （四）三魂与七魄 

     影戏剧本也有不少关于“三魂七魄”的情节。如《孟日红割股》里，阎王放日红还阳时就对她说了

这么这一段话： 

     孟氏日红，梁冀共你冤，本皆掠来对审，但伊阳寿未终，况你还有四十九阳寿。我今将你三魂放回，一魂

见你丈夫，一魂鬼门关与你婆婆相会，一魂古井中回阳去罢！ 

    《狄青平南》中，孔明欲指点狄青，也说了这样一段话： 

    本神，三国时代诸葛孔明。在武侯庙算知左辅星狄龙、焦廷贵被陷纯阳阵，我想要破此阵为难，待我引狄青

三魂七魄到来指点，令青衣童子，引狄青三魂七魄。 

    魂魄说起源于中国，东汉的道书已经有三魂七魄的名称。后世有关三魂七魄的名讳，大抵沿袭魏华

存所授《灵书紫文》之说而来。三魂七魄与世人生死的关系：六朝道经说，人在生时，魂魄在肉体，魂

肝魄肺；人死后，魂魄亦随人在，只是肉体不存在而已。近世台湾民间流传人死后魂魄各自分散，七魄

附枯骨，三魂分别依附在神主牌、墓地、阴间三处；台湾民间黄万居编纂的《道教三清道源》说：“人

死后，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三魂各有去处：一魂附于神主牌，一魂留在墓中，一魂羁押于阴

间；魄则附于枯骨上。”（1995年台中易升企业社刊赠版）三魂七魄究竟归于何处？尽管众说纷纭，人

们却对其深信不疑，所以它们最终的归属，也是可以不断产生变化的。如孟日红的三魂，就可以被阎王

随机地分遣至三个不同的处所。 

    （五）血池与地狱 

    《孟日红割股》中，对于杨氏死后被冥判的细节，有一段相当深刻的渲染。其中运用了两个关目

“阎君判断”与“鬼门关相会”来描绘杨氏遭受血攻之苦以及食泥沙、睡铁床的受炼情形。笔者从台湾

影偶展看到了一部分与地狱审判有关的皮影实物，例如：地狱图，受斫刑，下刀山等，证明剧本中与地

狱有关的情节，应该不少。 

    “阎君判断”中，位于第五殿的阎罗天子令判官查看杨氏在世的所作所为，判官回报曰： 

    杨氏食了产血，皆受血攻之苦，念伊霜守教子成名，降落霜居。 

    杨氏便被带往鬼门关。不久日红来到鬼门关欲见杨氏，却遭到鬼卒的为难。鬼卒命令杨氏得说上一



段父母养儿恩，才准许让她们婆媳相会。杨氏唱了一句： 

    来到阴司里，血盆最难熬。 

   “鬼门关相会”里，杨氏对日红哭诉了自己在地狱的种种痛苦与折磨，并嘱咐日红回阳后，务必请道

士替她超度，好让她的灵魂早日升天，免除地狱之苦。她还叮咛日红回阳后要行善事，不可为恶，免得

像自己一样惨遭果报。 

    儿你看，刀山剑势，鲜血淋漓，牛头马面似虎杜威，拖拖扯上，枷锁不离，日间拷打，夜来禁治。你婆婆食

的是泥沙，睡的是铁床，似等坐井观天无了时。你若是回阳世，请了几个名师道士，超度我的灵魂升天，我在阴

司多多感谢。…你若回阳行善事，不可行恶，责紫阴德，如你婆婆妾是非。 

    血池与地狱的观念源于佛教，后为一位名为淡痴的道士所融会吸收，著成了善书《玉历宝钞》，在

民间广为流传。 淡痴的生平不详，有人说他是北宋人，有人认为他是辽国人，又有人说该书的作者应该

是明清士大夫或乡绅阶级。根据台湾流行的《玉历宝钞》说法，该书确实受自于淡痴道人，而由其弟子

勿迷道人流传出来，盛行于清代。 

   《玉历宝钞》对血池的因缘与民间谬传的观念，各作了一番解析与勘正。民间谬传主要肇因于误闻道

姑之言，其说为： 

    皆因妇人生产有罪，死后入此污池。谬之甚矣！ 

    杨氏所受血池之苦，即源于民间道教信仰的“妇人生产有罪”。事实上，女人生产乃天经地义，怎

么可能发入血池受罪？发入血池的罪过分别有：生产未过二十日，即近身井灶，洗涤衣袄，晾晒高处

者；犯禁交媾者；心存不敬、宰杀生灵，以至于血溅厨灶、神佛庙堂、经典、书章、字纸、一切祭祀器

皿者。但只要阳世能有亲属立愿，代为戒杀、买命、放生，数足之日，斋供佛神，礼拜血污经忏，方可

超脱其苦。 

    在佛教教义里，杀生的确是最重的罪业。释迦牟尼佛有言：“一切罪中，杀生食肉，其业最重”，

更何况把生灵血污溅染至厨灶、神佛庙堂等讲究卫生与神圣的地方。不过，佛家在惩处之余，更有积极

的救赎观念供世人取法。例如：戒杀、放生等。这一点与道教有很大的不同。 

    剧中的阎君为“十殿阎君”中的五殿阎罗，专管人间善恶之事。《玉历宝钞》对十殿阎君的介绍十

分详细。计有：第一殿秦广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阎罗天子，第六

殿卞城王，第七殿泰山王，第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平等王，第十殿转轮王。十殿阎罗即台湾民间信仰里

专司阴府的行政神。杨氏描绘在地狱所受之苦：“刀山剑势，鲜血淋漓，牛头马面似虎杜威，拖拖扯

上，枷锁不离，日间拷打，夜来禁治。你婆婆食的是泥沙，谁的是铁床。”即典型的地狱写照。 

    台湾民族艺师――张德成的新编剧本《济公收妖》，也有一段描写地狱的情节。道德真人与济公联

合收妖的锦囊妙计，就是让十殿阎罗的鬼役来拘拿其阴魂。 

    济公（白）我马上烧灵符，请第一殿秦广王驾前将军来“捉鬼”。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牛头马面收尽妖魂之后，回以济公道： 

    是啦！马上带回阴司审判；若好人就送到第十殿投胎转世；若是作恶随身者，入台照过“月镜台”之后，送

到第二殿用刑受苦。 

    牛头马面为何要将好人送往第十殿去投胎转世呢？《玉历宝钞》所载第十殿即有此职能。 

    十殿转轮王专司各殿解到鬼魂，分别核定：发往四大部洲何处、该为男女、寿夭、富贵贫贱之家投生者，逐

名详细开载。 

    这里所提到的“月镜台”，其实是“孽镜台”。所谓“孽镜台前无好人”，押赴多恶之魂，自见在

世之心之险，死赴地狱之险。入台照过之后，批解第二殿，开始发狱受苦。影戏剧本所反映的血池与地

狱，确实有所依据，并非艺人凭空捏造，此即来自民间广为流传的《玉历宝钞》。 

    皮影戏剧本里所出现的例子，绝大多数取材于民众的实际生活，而民众的生活又无时不受到宗教信

仰的制约与影响。笔者在广东采访潮州“金石龙阁木偶剧团”时，意外发现当地的住屋大门口都嵌有一

个很大的八卦图案，据悉是由风水先生指示用来避邪的。台湾有些住宅的正门口也有小型八卦镜的配

置，据说只要房屋正对着药房、电线杆，都必须在门前安放一个八卦镜作为趋避。可见这种看不见的超

自然灵力，还是深深地主宰着民间的老百姓。 

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还是可以从台湾皮影戏的剧本当中，发现不少可资印证的事例；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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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究，这些看似虚幻不实的神鬼信仰，事实上都有相当可靠的民间基础，它的来源正是农业社会的俗

民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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