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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研究往往把唐代道教局面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事实上在公元 8世纪，与上清派司马承

祯、李含光等具同等影响力的，还有叶法善、张果、罗公远等上清之外的道士。尤其是来自浙江南部栝

州（今浙江丽水）松阳的叶法善(616－720年)，不仅在生前获得唐代道士最高世俗爵位——越国公，其

去世 19年后(739)，唐玄宗又亲自撰写了《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

铭并序》(下称《叶尊师碑》)悼念他，《旧唐书》评价叶法善曰“当时尊宠，莫与为比”。[1] 

叶法善、罗公远、张果这些传奇色彩浓重的道教人物，皆不符合六朝天师道或者上清一系的道士标

准，尤其是叶法善虽然地位显赫，却从未被唐代上清一系或者其它派系明确地追认为祖师，这使得后世

道团中人以及研究者反而有空间为叶法善“归类”。1992年版《中国道教史》[2]、李远国《神霄雷法——

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皆认为叶法善是唐代北帝洞渊法的创始人。[3]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将叶法

善列为唐代内丹法的大宗师。[4]李显光《许逊信仰小考》和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则将叶法善

归入唐代胡慧超所提倡的净明道门下。[5]小林正美从叶法善于 678年取得“大洞三景法师”法位这一史实

出发，认为叶法善自始至终是天师道派的领袖。[6]1988年丁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一文

对叶法善生平进行详细考证，认为“法善于道教最大贡献，一在毕生竭力传教授箓行法展术，不惟延续天

师教脉不绝，又大振其声势，令之遍布流行”。[7]应当看到，这些研究多将各个朝代的各种历史叙事、文

学叙事与道教叙事不加辨别地堆放在一个诠释层面上，去讨论叶法善生前的道教活动，这样就混淆了历

史人物的叶法善与后人想象构造的道士叶法善之间的界限。中国历史向有“层累造史”的传统，唐代以后

的道教文献出于歌颂和追认祖师的叙事目的去描写叶法善的种种神迹，这些叙事当然有助于凸现叶法善

在道教史的地位，然而却无助于我们了解叶法善的原始形象以及后代层累添加的光环。 

本文讨论的是浙江南部栝苍地区的道教世家——叶氏家族，以及这一个道教家族的道法传统。虽然

《正统道藏》第 30册收有南宋时期叶氏后人编撰的《唐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又名《唐叶真

人传》），对叶氏家族的道教传统颇多描写；丽水当地叶氏族人也热情地向我们提供了多种版本的《叶

氏宗谱》，然而本文试图只是依据三通唐代碑文以及《旧唐书》等宋前史料，去钩沉浙南叶氏道教世家

的历史。《唐故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下称《叶有道碑》)与《大唐赠歙州剌史叶公神道碑并序》(下称

《叶慧明碑》)是叶法善在开元五年（717年）亲自为他祖父叶国重、父亲叶慧明设立的碑刻。[8]《叶尊

师碑》则是叶法善去世 19年后（739年)唐玄宗亲自撰写的御碑。[9]将这三通碑文与同时代的道内文献

对读，大致能够勾勒出叶法善所处时代的朝廷与道团，对浙南叶氏道教世家的认识与评价。 

一一一一、、、、四代为道的道教世家四代为道的道教世家四代为道的道教世家四代为道的道教世家 

隋大业十二年(616)，叶法善出生于栝州松阳一个世代为道的道士世家。栝州地处浙江西南部，隋代

之前归永嘉郡管辖，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栝苍、松阳、永嘉、临海四县置处州，公元 592年改名为栝

州，辖松阳、丽水、遂昌、青田等县。[10]栝州境内栝苍山脉纵横，自东晋以来，常有方外之士前来修

炼。《真诰》卷二十记葛玄之师左慈，“今在小栝山，常行来”。陶弘景注曰：“小栝即小栝苍山，在永嘉

桥与之北”。小栝苍山是唐代栝州（公元 778年改名处州）的州治所在地，却也是修行之士常往之地。陶



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记有两位道士修行于栝苍山，一是葛玄的弟子郑思远，晋永昌元年入栝苍

山，另一个是平仲卿，潜修于栝苍山仙境。其中郑思远就是传授《五岳真形图》于葛洪的“郑君”，其所

传授的《五岳真形图法》中，将栝苍山列为东岳泰山君佐命之山。《叶慧明碑》在碑末特地指出叶氏家

族与左慈以来的地方道教传统之渊源：“左慈致物，越人辨色，司察鬼谋，役使神力”。 

虽然东晋以降，栝苍山已是道门重要仙山，但从刘宋时期直到隋代叶法善出生之前近二百年时间，

记载栝苍地区道教发展的历史文献甚少传世。公元 717年，叶法善为已逝世多年的父亲叶慧明、祖父叶

国重取得朝廷的封赐，分别撰立《叶慧明碑》与《叶有道碑》，此二碑恰好为我们填补了公元 5－7世纪

栝州道教活动的空白。由二碑整理出叶法善的家族世系是： 

叶乾昱-----叶道兴-----叶国重----叶慧明----叶法善[11] 

按照一代 30年推算，叶乾昱大约活动于公元 490年前后，《叶有道碑》记他“克壮其犹，永孚于德，

墐户习隐，塞兑亿坤”，这样模糊的描写很难判断叶乾昱是否为道士，但可以肯定是一位具有出世情怀的

隐士。 

南朝萧梁时期(502-556年)，天师道在浙江地方社会广泛传播，尤其是在绍兴、湖州一带的南渡世家

大族中，天师道道士与道民们展开了对后世道教影响殊深的写经、造经运动。[12]而在浙江南部的括苍

地区，天师道的传播情况如何，却极少见诸史籍。据《叶有道碑》与《叶慧明碑》，叶乾昱之子叶道兴

可能是天师道在括州地方上的在家道士。《叶有道碑》描写叶道兴云：“性守宫庭，道敷邦国，居鬼从地，

帅神从天，受箓以怛之。”[13]可见叶道兴已经是受箓的职业道士。 

到了叶法善的祖父叶国重(字雅镇)，叶家的道术更发扬光大了。叶国重“灵承道宗，异闻训诱”，而且

“专精五龙，遍游群岳”。五龙术是天师道安宅术的一种，唐前天师道仪式经典《赤松子章历》中天师道

道士常用《言功安宅章》记载这种道术的功用是“五龙治宅，辟除不祥，消灭凶恶，扫荡千殃”。道士施

行五龙术之后必须上章，“上请天官将吏，乞为收除鬼气，安慰冥司，迎请五龙安宅保护人口乞恩宝章一

通。”[14] 

 

《叶有道碑》记载精通传统天师道术的叶国重又因“不饮不食，数十载于兹”（辟谷术）而被帝庭嘉许，

“迹发皇眷，简才受命，降尊加礼”。从叶国重这一辈起，松阳叶家的家业开始兴旺：“乃周览庐室，躬省仓

廥，考畴人之疆亩，讯家僮之作业，皆俭以遵约，安能维始，味不甘口，色无养目。”[15]一个小地方的在

家道士能拥有田地和家僮，在隋末初唐的社会可算是地方社会的小康阶层。 

叶国重的弟弟—叶静能(即叶法善叔祖[16])，先后在唐高宗与中宗朝廷充任内道场道士，以擅长符禁法

术而著名。[17]叶静能在政治上投靠韦皇后政治集团，景龙四年（710）睿宗复位的这一场政变中，他因参

与韦皇后一党的阴谋活动而被诛杀，其侄孙叶法善则积极襄助玄宗李隆基举事而立下大功，被封赐为“越国

公”。叶法善所立碑文《叶有道碑》与《叶慧明碑》均只字不提家族中有叶静能这样的叔祖，大概是出于维

护家族政治清白的考虑。与弟弟叶静能不同，叶国重并未到帝京开拓道教事业，而是一直居住在栝苍延续

家族血脉，其子叶慧明“启秘箓之高妙，扬玄津之洪波，道征若声，心麽苦气”[18]，也是括苍地区的在家

受箓道士。 

叶氏家族自叶法善的曾祖叶道兴至父亲叶慧明，三代道士皆为受箓道士，又是天师道的在家道士（即

火居道），故《叶有道碑》总结叶法善家族史说：“道开幽键，性与真筌。一门累祖，四世百年。”二碑所

叙叶氏家族的生存状况大概是公元 5－7世纪浙南地区基层道教的典型例子。道士史崇玄撰写的《妙门由起

序》这样归纳初唐时期的道士阶层： 



一者天真，二者神仙，三者幽逸，四者山居，五者出家，六者在家，七者祭酒。其天真、神仙、幽逸、

山居、出家等，去尘离俗，守道全真，踪寄寰中，不拘世务。其在家、祭酒等愿辞声利，希入妙门，但在

人间救疗为事。今剑南江表此道行焉。所以称之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19] 

这里提到的四川、江南一带盛行 “在人间救疗为事”的在家道士，他们凭借天师道传统的上章符咒之术，

在下层民间社会以救疗为业。叶氏家族专精天师道五龙安宅术等“常道”，又以家族香火延续道教传统，兼

具《妙门由起序》所说的“在家”与“祭酒”两种道士身份。 

应当指出的是，父子相传是汉代以来天师道主要宗教组织方式，六朝天师道经典《玄都律文�制度律》

规定：“制道士、女官、道民、箓生、百姓所奉属师者，父亡子继，兄没弟绍，非嫡不得继”。尤其是天师

道祭酒道士的神职身份更是严格遵守“父亡子继，兄没弟绍，非嫡不得继”的宗教传统。然而到了初唐，这

种家族传承似乎已经不占主流，大部分的道士并非道教世家出身，比如地位显赫的上清派潘师正、司马承

祯、吴筠等，入道更多是一种个人的人生选择，而非为了承继家族道统。[20]因此叶氏“一门累祖，四至百

年”，如此罕有的道教世代传继背景，让叶法善在同时代的道士中凸显出来。《旧唐书�叶法善传》强调说“自

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  

二二二二、、、、叶氏家族的道法特点叶氏家族的道法特点叶氏家族的道法特点叶氏家族的道法特点 

《叶有道碑》透露出叶道兴 “受箓以怛之，飞符以比之，扼魍魉之邪，制台台之祟，有足奇也。”可见

叶道兴擅长天师道符箓辟邪制鬼的道术。叶道兴之子叶国重精通天师道五龙安宅术之外，也“达死生之占，

体物气之变”，专擅天文占卜。《叶慧明碑》对于叶国重的儿子叶慧明之道法，并无明显文字描写，但却详

细叙说叶法善“幼得父书，早传成法”，成年后“讯远岳之福庭，媾幽寻之方士”，四处云游拜师学道。显庆中

(656～661)，高宗征召叶法善到京师，并将其留在内道场。道教世家子弟叶法善第一次从偏远的浙南山区

来到朝廷，此时年已逾不惑，他以家传道术活跃于两京的内道场：“陈咒雷骇，吐刃电光，沉海莫濡，蹈治

匪爇，呵万鬼，搦百神，启阴官之符，变冥司之箓，追究往事，坐知来兹。”[21]这段文字与后来玄宗《叶

尊师碑》“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一样，旨在描述叶法善的劾鬼符架法

术。  

在《叶有道碑》与《叶慧明碑》中，劾鬼符架的法术不断地被强调为叶家道教传统，所以《旧唐书�叶

法善传》才说叶法善“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总而言之，

叶门道法多着重于天师道的风水地理、符咒治病、天文占星及役使召考之术，这些注重实用技术与疗效的

法术，应当是出于在家道士在地方社会行道的职业需要，同时也来自天师道悠久的法术传统。从叶道兴开

始(520年左右)，叶家道士又习服食之术，近于神仙家，这也是东晋之后浙江天师道与神仙道上清、灵宝

两派融合的表现。 

叶法善充任高宗时期宫廷内道场的道士期间，曾经以叶氏家族擅长的劾鬼法术在洛阳凌空观打醮。《旧

唐书》卷 191记载： 

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

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 

可以想见，内道场道士叶法善所行道术偏重于驱邪袪魅的实用技术，这与公元 7、8世纪那些谈玄作诗

的上清一系道士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8世纪初期著名道士张万福撰文批评当时内道场道士曰： 

 

或薄解符章、禁祝小技，出入天庭；或富贵人驱使……昔尝游江淮吴蜀，而师资付度，甚自轻率。至于

斋静，殊不尽心，唯专醮祭，夜中谢设。近来此风少行京洛，良由供奉道士，多此中人，持兹鄙俗，施于

帝里。[22] 



此处所批评的重视符箓奏章实用技术、唯专醮祭的不良风气之源头，一是天师道发祥地——四川，另

一个则是叶法善家乡所在的江淮吴地。张万福身为内道场道士史崇玄的弟子，矛头直指当时两京的内道场

供奉道士，说明了内道场道士“殊不尽心，唯专醮祭”已经成为舆论指责的焦点，故张万福方能出如此大胆

语。[23]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总结浙南叶氏道教世家的道法是以劾鬼符架的实用技术为中心。在名道辈出

的盛唐时代，叶法善正是凭借着这一道法特点而独树一帜。明代周思得（1359-1451）《灵宝济度大成金

书》卷三《朝真谒帝门》对东汉至宋元道教科仪诸宗师，有一总结性的阐述云：“唐叶靖天师行飞神御气之

道，神虎追摄之法，杜光庭天师立黄箓斋醮之仪，二师兼行，此道愈大。”[24]宋代以来的道书多将叶法善

误写成“叶靖”或者“叶靖能”天师，周思得此处所指的“叶靖天师”应为叶法善，他认为叶法善与杜光庭分别代

表着唐代道教的两个传统 ——叶天师代表道教飞神劾鬼的法术传统，杜天师以其对道教总结性的科仪整

理代表着道教的科仪传统。“二师兼行，此道愈大”，诚然此言，则叶法善及其家族在道教史上的贡献与地

位，需要我们再次去追溯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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