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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山s 1997, le centre de r亘cole fran伊ise d’Extreme-Orient也
Pekin organise avec le soutien d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t 
de l' Ambassade de France un programme intitule Histoire, archeolt悲rie et 

sociiti - co时的nces acadimiq；邸franco-chinoises.

Ces con£己rences sont prononcees par des specialistes frans:ais et 
chinois q山viennent exposer les resultats de leurs travaux les plus recents. 
Elles sont suivies par des chercheurs, des prof esseurs et des 仕udiants,
ainsi que par un public cultive. 

Plusieurs universi世s et institutions de recherche accueillent也tour
de 的le les conferenciers et participent也l’organisation des rencontres : 
l'Universite de Pekin, l'Universite Tsinghua, l'Universite Normale de 
P己kin, Jes Instituts d’Histoire, d ’Archeologie et de Sociologie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1’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I' Academie des Sciences et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Afin de diffuser plus largement ces recherches, nous entreprenons 
la publication de certaines d’entre elles en丘an伊is et en chinois. Dans 
ce septieme cahier, nous presentons la conference de Wang Yucheng, 
professeur du Departement d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L’auteur, l'un des pionniers en matiere d’archeologie du tao1sme, 
presente les differents types d’objets taoi'stes et entreprend a partir des 
decouvertes archeologiques 1’analyse historique des talismans, des miroirs 
ef des sceaux. ll montre !'importance que revetent ces objets liturgiques 
dans la culture chinoise et qu丁i est imperieux pour ces recherches de 
confronter les resultats de l'archeologie et Jes information des 忧xtes

litteraires. 



Les objets liturgiques du taoisme 

起la lumiere des recentes d岳couvertes arch垂ologiques

WANG Yucheng 

Projesseur du Depa，由·，mnt des 附如何hes his切向阳 de l'Aca必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Presentat阳ngenerale

La religion taoi'ste tient une place tres importante clans la culture chinoise. Elle a pour base l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des 句oques Qin (221-206) et Han (206-220) et les doctrines de Laozi et

Huangdi, et s’est developpee par combinaison de ces dernieres et d毛lements nouveaux. Le taoi'sme

est independant du confucianisme et du bouddhisme, et cons位tue也leurs cot垂s le troisieme pilier de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Les croyances, l’obj民tif a atteindre et les m的odes pour y parvenir

sont nettement differents de ceux du confucianisme et du bouddhisme. Les nombreux vestiges que 

le taoi'sme nous a laiss臼ont une originalite artistique incontestable, et at由ent l’attention tant par

leur contenu que par leur aspect. Les premiers savants qui ont initie des r民herches a ce sujet av：组ent

dej生note ces particularites. Ainsi, en 1919, le celebre sinologue fran守ais Edouard Chavannes, clans 

un long article intitule « Le jet des dragons », a fait une etude approfondie sur une fiche en jade de 

928, dont le style est tres marque (1). Cet article avait apporte un eclaircissement sur les images 

figurant sur cette fiche (fig. 1), ce q山avait ouvert une nouvelle voie a l'etude du taoi'sme en y 

donnant un niveau d’approfondissement jamais atteint par le passe (2).

Bien que le patrimoine taoi'ste ait subi de graves dommages a maintes reprises et que les ves

tiges transmis de generation en ge时ration 句outes aux recentes decouvertes n’en representent qu’une

infime parti飞il reste cependant une quantite non n龟ligeable d’obje俗，conserves clans de nombreux

endroits: que ce soit en Chine ou a l'etranger, des musees de toutes tailles, des centres d’archeologie

et meme des particulie岱 conservent des pieces de ce patrimoine, dont certaines sont meme classees 

《 tresors nationaux ». A fin de facihter les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et de faire une syn these des 

materiaux, des formes et des fonctions de ce patrimoine, sans prendre en compte les batiments, on 

peut classer les objets taotstes connus也l'heure actuelle en dix grandes cat电-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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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 fiches de bambou et les planchettes en bois, ainsi que lesj11a11qi (contrats avec les

esprits) et tout ce qui a plus ou moins une forme de plaque时， q山contient un ecrit d’or，优contractuel

et un contenu taoiste peut etre range clans cette categorie. Cette categorie comprend done des

objets en bois, bambou, metal, et jade, ainsi que les contrats de tombe en ceramique ou en pierre.

2. Les sceaux, les batons de commandema时， les tablettes et les metres rituels. Tous les objets

ressemblant生ceux presentes ci-dessus peuvent etre ranges dans cette cat龟orie, y compris les 

tablettes de co时， qu’让s soient en metal, en bois, en pierre, en jade, en come ou en os.

3. Les ceramiques d'exorcisme. II 白拚命tous les objets d’exorcisme en ceramique avec des

caracteres rouges, noirs ou couleur boue, y compris les lampes et les bols, les oreillers et les fi思I

rines en ceramique peints ou recouverts de caracteres. Tous les objets en ceramique couverts de

peintures ou de caracteres d’exorcisme peuvent etre ranges clans ce忧e categorie.

4. L臼 objets liturgiques en metal. Cette categorie comprend les cloches, les grelots, les tripodes, 

les recipients a vin y11, les miroirs, !es cout，臼山，les epees, les pieces de monnaie, les Iampes, et meme 

les dragons et les boutons d’or, ainsi que les les effigies en plomb et en etain. Tous les objets en

metal et dont Ia forme s’apparente立celles decrites ci-dessus peuvent etre classes clans cette categorie.

5. Les inscriptions sur pierre. Cette categorie regroupe les pierres tombales et les steles, ainsi

que toutes les gra·叽.1res de caracteres taoistes sur pierre. 

6. Les sculptures de divinites et les gravures d’images et motifs. Ce sont !es statues en

pierre (fig. 2), les steles sculpt臼s, les statues en bronze et en fer, celles en bois, en materiaux

composites, en jade, porcelaine, verre, ceramique, ainsi que les motifs et dessins taoi"stes en bas

reliefs ou graves也traits.

7. Les peintures, les calligraphies et les es阳npes : regroupe tout ce q盯st庐山，ecrit, manuscrit

ou imprime s山 du papi吨de la soie, des murs, des murs de tombes, ou des planches en bois, et qui 

a un rapport avec le taoi"sme, comme par exemple !es peintures funeraires, Jes peintures d’immortels,

les peintures murales, les estampes, etc. 

8. Les cha严aux, vetements et ornements : regroupe les chap臼邸， les vetements, les chaussures

et les bottes, les ceintures et les ornements de ceintures, ainsi que les bannieres, !es voiles couvrant 

les statues, !es drapeaux et autres produits tisses ou brodes. 

9. Les livres anciens：“groupe les soutras taoi"stes, les biographies d’immortels, les

monographies geographiques et de temples taoi"stes, et autres ecrits taoi"stes de toutes les epoques,

qu’ils soient grav，缸，ecrits, copies, imprim缸，ainsi que les imprimes sur fe山Ile isol位．

10. Divers : ce仅e categor也regroupe tous les objets taoi"stes ne correspondant生aucune des

categories ci-dessus, comme les mets sacrificiels, les instruments d’alchimie et de fabrication de

medicaments, les ustensiles de medecine taoiste, les m创icaments taoi"stes et leurs ingredients, l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S’ils sont regroupes clans 臼tte meme categor妃，ce n’est pas parce qu咀s

n'ont pas d’importance, mais parce qu’on ne possede actuellement que tres peu de specimen (les

pr挝es taoi"stes actuels n’utilisent presque jamais d’objets anciens de ce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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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classification a ete etablie grossier巳ment, uniquement d’apres mes propres connaissances.

Elle subira certainement des modifications et des rectifications, sui飞rant !'evolution et 

l'approfondissement des recherches sur le patrimoine taoi'ste et les decouvertes toujours plus 

nombreuses. 11 est difficile de determiner de combien d’objets anciens nous disposoas actuellement.

Il n’existe pas de statistiques a ce sujet mais j’estime que leur nombre total est superieur也8000

pieces et ensembles de pieces. Ain钮，1’on pourrait aisement fonder un musee specialement dedie

aux objets tao:istes. Certaines de ces pieces sont d’une beaute rare et peuvent etre considerees

comme de premier plan, tant par leur valeur artistique que scientifique. Citons deux exemples起ce

propos, uniquement parmi les decouvertes recentes. 

Le premier exemple est un arbre起lampes en bronze decouvert recemment. Il a ete expose 

pour la premiere fois en 1998, lors d’une vente aux encheres d'ceuvres d’art asiatiques生New York.

Le journal New York Times et le CANS Yishr, xinwen y ont successivement consacre un article. La 

premiere fois qu咀est apparu, les sp创alistes l'ont baptise 《 arbrea monnaie qui se balance 队 Ils

avaient alors aff4-me qu’h’agissait d'une 耐 lampe ma例ue»,d’une lampe a bougies ou d'une lampe

汕ols,et qu咀donnait !'impression 《 d’un arbre de noel sous i’臼U 队 Apres avoir rec;u les photographies

en couleur de ce specimen, j’但constate qu’il s’
agissait d’un arbrc也lampes en bronze. Cet arbre,

haut de 140 cm, de diametre de 100 cm dans sa partie la plus large, est compose de trois parties : la 

base, le 位onc et !es branches, et la couronne. Il est splendide et jusqu’a present jamais une institu

tion publique ou priv缸，位angere ou chinoiseσ幻wan, Hongkong et Macao compris) n'avait recense 

une ceuvre antique de ce type aussi belle et precieuse. On considere qu咀s’agit d’un arbre生lampes

d’utilisation taoi'ste de la fin des Han post创eurs (25-220). D’apres Jes pho刷， cet arbre est couvert

de 80 lampes en bronze enveloppees de feuilles sculptees也moitie transparentes (fig. 3). Des rap

ports a ce sujet en comptent jusqu’a 96 (fig. 4). Peut-etre certaines lampes sont cachees par les

feuilles et !es branches. Cela represente une difference importante avec les arbres也lampes plus 

ordinaires recouverts de quelques lampes, voire d气me dizaine de lampes seulement. Ce genre d’arbre

《 aux lantemes aussi nombreuses que des fleurs 》 est mentionne dans certains ecrits taoi'stes anciens. 

Le chapitre 39 du Wusha吃g h11a喀彻 da之·hai liche吃gyi mentionne un « arbre岳阳1£ branches ». Sur 

chacune de.ces neufs branches sont allumees neuf lampes, ce qui fait en tout 81 lampes. Le chapitre 

292 du Ungbao Ii哝uzojiduji加Jm mentionne 《 un arbre dans la cour du milieu, haut de neuf pieds, s山

lequel sont accrochees neuf Branches contenant chacune neuf lampes, ce q山fait 81 lampes 以 Les

livres tao'istes de 1’午oque des Tang (618-90η的＇oquent龟且lement une lampe a 100 branches，αq山

revient a dire un arbre a 100 lampes. Le deuxieme chapitre du Cb,,ansbou sandong;，吻'ie卢111 liiesbuo dit 

que les deux filles de l'empereur Ruizong des Tang, Jinxian et Yuzhen, lors de leur ceremonie 

d’intronisation dans la religion taoi'ste en 711 ont utilise cc genre de lampe, alors叩pelee 《 lampea

cent branches Xiaohua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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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 lcs rapports, cet arbre a lam严s en bronze de la fin des Han post位ieurs (25-220) a pris de 

loin la tete de la vente aux encheres a New York, et il a ete vendu au prix de 2 500 000 dollars. 

Le second exemple est un objet precieux po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Comme chacun sait, la 

Chine ancienne a connu quatre grandes inventions, dont deux liees au taoi:sme. Les taoi:stes ont 

decouvert la poudre a explosif en fabricant des potions d’immortali怡，c’est incontestable. Mais

l’utilisation precoce de boussoles生cadran est egalement liee au taoi:sme. En effet, 1’exemple le plus

ancien de boussole dont les chercheurs disposaient他it un cadran生eau fait avec un bol en porcelaine, 

datant de l’epoque des Yuan (1311-136句. Le cadran起part entiere ne datait que des Ming (1368-

1644). Mais en 1985, dans la tombe de Zhu Jinan des Song du Sud (1127-1278), clans le district de 

Linchuan (province du Jian伊1), ont侃出couvertes deux s饭臼削tes en terre cuite de forme semblable, 

toutes Jes deux d’une hauteur de 22 cen由netres, au regard mysterieux, coiffees d'un chignon et

vetues d’une lon伊e tunique boutonn位也gauche. Ce qui est remarquable, c’est qu’elles tiennent也la

main un grand cadran avec une aiguille en forme de losange placee au centre. Elle est orientee de 

bas en haut et a un creux en son milieu. Le cadran est de forme arrondie avec une large surface 

plate, sur laquelle des rayons indiquent de maniere evidente une graduation. On peut voir quinze 

rayons, c’est done tres probablement un cadran a seize rayons, dont un serait cache par la main q山

le tient (fig. 5). 

Il est interessant de no阳 les trois caracteres 《 Zhang xianren » (Zhang l'immortel) inscrits en 

noir sous la a思ltine. D’une part, ces trois caracteres correspondent aux appellations taoi:stes, et

d'autre par飞le nom « Zhang l’immortel 》 a un lien avec le celebre fondateur du taoi:sme, Zhang le

灿itre-celeste (Zhang Tianslu'), dont l'infl阳1ce sur la socie泛，notamment clans le Jiar机est connue.

Le motαimmortel》（均anren) est apparu时s tot. Des la岛rmation du tao1sme, I’immortalite est

devenue l'un des objectifs de la quete et des croyances taoi:s邸， et l'appellation de respect la plus 

utilisee. De plus, ii est devenu un nom de gloire donne aux pretres tao1stes dotes de pouvoirs 

particuliers ou consid创s comme ayant des competences surnaturelles. Dans les d出uments tao1s邸，

ce terme peut d臼igner trois choses: 1) le nom de pretres taoi:stes celebres, comme clans le Do怨。1en

魄。喀刀惚0鸣g bei grave en 1068：《1’inlmortel Ge Xuan》；勾l'auto叩pellation de pretres taoi:s邸，

comme dans le chapitre dix du Lishi之·henxian tidao to吻um, ou Li Babai dit de lui-meme：“je suis un 

immort�l》；3) le mot« immortel》ajoute apres le nom du taoi:ste, comme dans le troisieme chapi悦

du 刃，移I qijian, ou le celebre tao1ste Xu Jun est appele « Xu l'immortel 队 Certains livres taoi:stes 

attribues也Zhang Daoling (alias Zhang Tianshi) ont comme nom d’auteur 《 le grand immortel

chinois Zhang Dao且ng以etc. On peut donc comprendre que les statuettes de αZhang l'immortel 》

representent un taotste nomme Zha鸣，et tres certainement un Zhang de la i堪nee des Maitres 

celestes. Comme chacun础，leJiang对est la region ou le tao1sme a创le plus present. Ses celebres 

sites sacr缸，comme Longhu shan et Tianshi fu soot也moins de 100 km de Linchuan a vol d'oiseau, 

et se trouvent done tout起fait dans Jes limites de la zone centrale du courant tao1ste des Maitres 

6 

r 



' 

celestes. Ainsi, il est tout是fait nature! que les habitants de ce district aient eu connaissance du rδle 

de la famille des Zhang et de son influence dans la religion taoi:ste, et qu’ils aient utilise son prestige 

pour apporter une sorte de reconfort et de protection au defunt ou a sa famille. S咀en est ainsi, les 

deux a伊rines de Zhang Xianren avec un cadran a la main sont des personnages representatifs du 

courant de l'Un orthodoxe (autre nom du courant des Maitres celestes) des Song du Sud. Ce qui 

signifie que les taoistes de cette epoque utilisaient dej生les boussoles a cadran et c’est le cas le plus 

ancien montrant !'utilisation de la boussole connu刻’heure actuelle (4). 

Nous avons decrit ci-dessus l’apparence exterieure et deux cas partic叫iers, voyons ci-dessous 

des ensembles d’objets plus generau...;:. 

Les premiers talismans 

Parmi les vestiges de l'epoque des Han post，位ieurs, provenant de tombes ou transmis de 

gen位ation en generation, de nombreux objets d’exorcisme, avec tex比 et dessins, ecrits ou gr肝缸，

ont ete retrouves. Il s’agit d’objets en terre αlite et meme de quelques contrats sur bois, sur pierre, 

et sur plomb. Ce sont tous des objets utilises pour rα 的icrion是l'entr优de la tombe », lors de 

funerailles taoi:stes ou ayant un lien avec celles-ci. Ce qui est le plus marquant, ce sont les cruches 

sur lesqueUes sont inscrits des caracteres en vermilion, noir ou blanc (ces derniers etant egalement 

appeles « ecriture de boue » du fait de leur aspect). Selon mes statistiques non completes, le nombre 

total de ces objets, entiers ou fra阴阳阳邸，conserves dans d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ou priv邸，

se monte a plus de 100. Ces vestiges proviennent des regions du Shanxi, du Hebei, du Jiangsu, mais 

surtout du Shaanxi et du Henan. Leur aspect exterieur, surtout pour ce q山concerne les talismans 

taoYstes sur ccrtains d’entre eux, revele une difference evidente avec les autres formes de croyances. 

Du point de vue du dessin, de l'ecriture et du s巧屹on peut les diviser en sept categories 

La premiere categorie est celle des fi1wen (talismans constitues d毛lements repet创. Ces talis

mans taoi:stes ont une forme assez simple. Ils sont composes d’m a quatre caracteres, et tant par 

leur forme que par leur connot呼on et leur composition, ils sont quasiment identiques aux talis

mans mentionnes dans le Taipi即咆， si ce n'est que leur aspect global ne suit pas vraiment de咆les

et qu’b paraissent done assez disparates. Entre 1984 et 1986, une equipe de l'Institut d’archeologie

de l' Academic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envoyee 生Luoyang a decouvert au pied du mont 

Mang de nombreuses tombes Han. Dans l'une d’entre elles, la tombe numero 24 de Xihua tan, 

l’equipc a d仅曰“une cruche couverte de caracteres de couleur vermilion, dont le numero de

reference est M24: 145. Une partie des signes rouges traces sur cette cruche sont des signes 

d’exorcisme, et parmi eux sont insαits !es caracteres d’une date chinoise, correspondant也l’annee

122.Sur l’at血e partie de la cruche sont inscrits des talismans taoYstes de st)'le卢wen, que l’on p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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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anscrire en caract，优S ：《 Xun, xun, ba shi chong, shi ba归e, (ru) ba gong, ba yue : ba gong gui 

抽（fig. 6). « Xun 》 si伊ifie « corde aux d叫couleurs 》， et创it sous les Han un objet demonifuge. 

L’expressionαba shi chong 叫“ vue pour la premiere fois sur un contrat en c创mique datant de

l'annee 182 et retrouve dans une tombe du district de Wangdu clans le Hebei. Bag01.啄八工revient

生ecrire bago怨八功，et signifie doneαhuit merites et vertus 队 Cet ensemble de talismans tao1stes 

de styleJ仰＇en signifie qu’a !'aide d'une corde multicolore, on empeche les vers presents dans le 

cadavre de parti毛afin de leur faire dire !es huit merites et vertus du cadavre' aux esprits. Ceci est 

l'echar lion le plus ancien de ce style de talismans taoi'stes que nous connaissons actuelleme瓜 Il a

ete le premier document permettant de commencer a comprendre les fmven du Taψ均gji；略

La deuxieme categ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ecrits clans un style de type sigillaire. Ils forment 

chacun un tou飞et se divisent clairement en deux ou trois ligncs, voire plus. Ceux辛虹伊E unique sont 

ecrits de haut en bas, avec un espace entre chaque signe, ce qui ressemble fortement a l'ecriture 

ancienne dite si剧laire. Par exemple, Zhou Jimu dans le ]11ψen caota.句gHan]t们htyi々gmentionne une 

pierre d’ « elimination des fautes » gravee a l'epoque des Han et comprenant cette sorte de talismans. 

A cote de ces talismans etaient graves sept Ii伊es de caracteres d’apres lesquelles nous apprenons 

que !'appellation precise de ce忧e sorte de talismans etait les Talismans divins du Pie de l'Ouest 

(X伊e shen舟，et qu’ils avaient pour mission de « chasser les cent fautes 队 On voit souvent cette 

forme d毛criture si剧阳e de talismans dans les livres taotstes ou sur les pierres tombales des dynas

ties Tang (656-907) et Song (960-1279). Cependan飞elles ne sont jamais aussi simples. On ne peut 

citer aucun exemple posterieur生celui-ci 0亩，une ligne ne suffisant pas, on va生la ligne pour ecrire 

la suite, et ou la disposition et la lon伊eur des lignes ne sont pas reglementees. Cela confirme la 

diversite des formes d毛criture des talismans taotstes des Han posterieurs. 

La 位oisieme categorie est celle de 1’ « ecriture talismanique》伊ishu) proprement dite. La forme 

d毛criture et de caracteres de ce genre de talismans est tres particuliere. Bien que les signes aient 

pour base des caracteres, leur struct山e s毛loi驴1e des formes figees de ces derniers et parfois avec 

des deformations importantes. Leurs traits sont reguliers et an伊leux, ils comprennent des crochets, 

des cercles但nsi que des elements ayant生moitie l'apparence de caracteres. Ils forment des en

sembles ttcs denses, ce qui leur donne un air tres etrange. Un ensemble de talismans est souvent 

compose de plusieurs dizaines de signes qui sont apparemment encore ecrits de haut en bas et de 

droite生gauche, et done finissent par ressembler a un petit texte. On peut en voir un exemple type 

sur un objet retrouve clans la tombe Han Ml situ位是la porte du temple Tang de Luoyang clans le 

Henan. Il s’agit d’une cruche en 阳re qui a pour numero de泛应rence Ml : 65 et qui est actuellement

conservee par 1’何uipe du Patrimoine de Luoyang. Elle a un rebord co由悦，m col droit, des epaules 

rondes, un petit ventre, et un grand pied plat ; elle fait 14,5 cm de haut et 16 cm de diametre. Les 

talismans sont dessines a la poudre blanche sur le ventre (fig.η，et comme probablement l'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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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it pas suffisant, cinq autres talismans Ont egalement ete ecrits Sur le pied. D’apres la taille des

talismans et de la surface couverte, on estime qu’d devait y en avoir plus de trente. Dans cette tombe

Ml,l’equipe d’archeologues a egalement trouve une tuile sur laquelle est ecrit en noir la date chinoise

correspondant a 1泪mee 167. On peut done dire que ce忧e cruche, tout comme les talismans retrouves 

clans cette tombe, etaient deja utilises生cette epoque. 

La quatrieme categ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composes. Ce type de talismans comprend des 

dessins, des incantations et des signes de forme allongee ecrits verticalement. Ces trois elements 

sont时s differents et laissent croire qu’ils sont independants les uns des autres m邸，en realite, ils

forment bien un tout. Par exemple, en 1957, clans les tombes des Han posterieurs du village de Santi 

dans le district de Chang'an dans le Shaar凶，ont et，注retrouvees plusieurs cruches en ceramique, et 

en particulier une, actuellement conservee au Musee d’Histoire de Chine, avec une petite ouverture

et un rebord courbe, des epa叫.es an萨leuses,un ventre plat et obliq时， et un petit pied plat. Elle f甜

20,5 cm de haut, 6,5 cm de diametre au niveau de l'ouverture, et 7,5 cm de diametre起la base. Le 

texte d'exorcisme sur le ventre est tres abltll.e, mais on voit sous celui-ci des talismans composes, q山

representent entre autres le Boisseau du Nord (la Grande Ourse). Sous la queue du Boisseau, trois 

caracteres sont inscrits : le Seigneur du Boisseau du Nord (Beidou jun) ; sous le dessin, quatre lignes 

de ca肌teres ecrits en noir : « lLe Seigneur] contrδle les demons des femmes mortes en couches, 

des suicides, des morts也la guerre et des personnes q山ont 《 rencontre » des mauvaises etoiles 》 i立

cδ泛，des talismans sont ecrits en verticale, mais ils sont malheureusement tres abltll.缸Le premier 

rapport de fouilles n'avait pas decrit ce document, mais avait indique que cette cruche avait ete 

trouvee dans une chambre 似mexe du couloir d’entree de la tombe, avec six autres cruches cou

vertes de caracteres en vermilion, parmi lesquelles trois avaient encore des traces de la 

date correspondant也l'annee 147. A partir de cela, on peut donc dater la cruche couverte de talis

mans de la meme annee. 

La cinq山eme cat龟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horizontaux. Ces talismans ont pour principale 

caract创stique d’etre disposes horizontalement. Un ensemble de talismans est constitue d’au moins

deux talismans de forme carree et chacun de ces talismans comprend plusieurs caracteres ou un 

m也nge de sentences ecrites en caracteres et dessines. L'ensemble respecte un certain ordre, et les 

caracteres et dessins sont agences de fac;on harmonieuse. Par exemple, on a trouve en 1954, dans 

des vestiges de l' epoque Han si阳es dans la banlieue ouest de Luoyang dans le Henan, une cruche en 

ceramique, avec ces neufs caracteres ecrits en vermillon ： αCruche q山delivre des possessions ; que 

tous les demons soient expuls部门龟’ii en soit f圳comme s'il s’agissait de commandemen岱！队 A

droite de ces caracteres d’exorcisme, on peut voir un ensemble de trois talismans composes de

si伊es disposes verticalement (fig. 8). Cet ensemble a pour but de chasser les mauvais esprits et 

si伊ifie en gros：《L'esprit de l'eau ecrase et expulse les demons ; les routes entre la terre et le c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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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t degagees ; les oiseaux magiques mao montrent la voie ; Jes morts partent vi也；le ciel observe 

les dix m血e phenomenes avec ses oreilles, ses yeux, le soleil et la lune ; les esprits des six ancetres 

montent la garde ; les pierres magiques ecrasent les mauvaises influer叩

ne peuvent meme plus penser辛exercer lεmal 挣. Ce genre de talismans a une forme plutδt ordonn缸，

tel que l'on peut la retrouver par exemple clans les talismans dates de !'an 2, decouverts clans la 

tombe d’un certain Cao situee dans le district de Hu (province du Shaanxi), qui sont les plus anciens

talismans de cette cat龟orie connus生l'heure actuelle. Apparemment done, la forme d毛criture de ce 

type de talismans a tres 的t atteint une certaine maturite. 

La sixieme categ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verticaux. Ces talismans sont en fait les 《 grands

talismans 》 （daft,) dont parle le Baopt.句： Ils sont ecrits de haut en bas et leur agencement est complique ; 

en apparence, ils forment un tout uni. En 1957也Shaojiagou, clans le district de Gaolin clans le 

Jiangsu, a创deterree une fiche d'exorcisme en bois, sur laquelle on voit生la岛，is un texte d’exorcisme 

et des talismans. Ces derniers sont dessines sur la partie superieure de la fiche et leur forme globale 

rappelle le chiffre arabe 《 1 排. La partie superieure represente le Boisseau du Nord, et sur son 

manche sont inscrits les caracteres le Seigneur du Boisseau [ ... ] ([ ] dott卢n). Les signes inscrits 

dessous sont serres et ininterrompus jusqt点la fin. La plupart des talismans que l'on possede de 

cette periode appartiennent a cette categorie, comme par exemple ceux s旧 m contrat en plomb de 

l'annee 151 dont parle Luo Zhen 

un巳 cruche en ceramic』ue datee de l'annee 190 et ret芷OU飞ree dans lεv血唔e de Gaogou dans le district 

de Lintong (province du Shaan吟，ou encore ceux sur une cruche en ceramique de la meme annee 

actuellement conservee生l'Universite du Nord-Ouest, etc. La plupart des talismans ult创eurs ecrits 

et recenses clans les livres taoi'stes, ainsi que ceux inscrits sur les objets transmis ou trouves lors de 

fouilles, relevent命ce优e ca泛gorie.C’est la categorie de talismans q山a eu le p沁s d’influence clans 

le taoi"sme (5). 

La septieme cat龟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images (tt.创均创. 11 y a quelques 矶时es, lorsque 

j'etudiais les talismans taoi"stes des Han posterieurs, je ne les classais qu’en six cat龟ories, non par 

omission, mais par manque de documents et done de statistiques. Par la suite, en confrontant de 

fac;on-1.neti叫euse mes documents, j’组realise qu'il创忧introduire cette septieme cat龟orie.Dans 

les livres taoi'stes, l’image tient une place importante, comme par exemple laαveritable image des 

cinq pics sacres川 OU la« v，位itable image de l毛crasement des demons du mont Fengdu 风 etc.Nous 

avons eg也ment un exemple clans nos documents arch臼lo的ues des Han posterieurs. Il s’唱it d'un 

talisman de la Quintessence du soleil (1均／

fl怨之-hi；.俐，fig.匀，仅ouve dans une tombe Han sise dans

un l'hopital du district de Hu dans le Shaanxi. Il consiste en une image vermilion du soleil，让a une 

forme simple mais attire le re伊rd.A cδ泛，quatre lignes de caracteres ecrits en vermillon exp且quent

ce signe ：α［Cette image] est la quintessence du Yang supreme, qui acq时re des m创tes en sui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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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oleil. Si on la peint avec du vermillon, alors on obtiendra les cent ho址1eurs. [ Effectuez ce 

procede ] comme s’il s’agissait de commandements ! » La decouverte et la confirmation de ces

talismans images est un element important dans la recherche de l'origine des talismans taoi'stes. 

Les miroirs de bronze taoistes 

La veneration pour les miroirs dans la Chine ancienne est apparue tres 的t. En plus du rδle de 

symbole du pouvoir de l'empere时 des miroirs de jade, d’or, et des miroirs cclestes，且s ont aussi

souvent une fonction d’exorcisme. Sur une fiche des Han appel位« dix mille phenomenes 沙 （tJ!all1J!II)

trouvee dans la region de Fuyang clans i’'Anhui <:W070), on peut lire：《Si des problemes surviennen飞

suspendre ce grand miroir 队 Au dos d’une autre fiche du meme site仰＇088), on lit la meme phrase.

Cela si伊ifie qu’un grand miroir protege des malheurs. Le taoi'sme a conserve cetteαoyance. Le

T》ψ，ingjing compare les miroirs brillants aux techniques taoi'stes, et parle de la fa<;on de se servir d’un

miroir. Le grand taoi'ste Ge Hong (283-343), dans le Baopt.气'i ne.争叫relate de nombreux exploits et 

des modes d’utilisation des miroirs. Par exemple, il dit dans le chapitre 《 Dengshe汾：α... Dans

l'antiquite, les taoi'stes qui partaient clans la montagne s’accrochaient tous un miroir haut de plus de

neuf pieds dans le dos et ainsi les demons n'osaient pas les approcher 》.Ge Hong s’appuie egalement

sur les histoires de Zhang Gaita, Ou Gaocheng et Zhi Boyi chassant des demons grace aux miro时，

pour demontrer que les miroirs etaient indispensables aux taoi'stes qui se rendaient dans la montagne. 

Le chapitre « Zaying J> relate des techniques pour entrer en communication avec les esprits a l'aide 

de miroirs ：αSi on utilise un ou deux miroirs, cela s’appelle les miroirs du soleil et de la lune ; si on

en utilise quatre, cela s’appelle les miroirs a quatre faces. Pour le miroir也quatre faces, placer une

face dans chaque direction permet de voir le plus possible de divinites 队 Cela mon位e que 1’utilisation

de miroirs par les taoi'stes n’a fait que s’amplifie乞 Le chapitre 《 Xialan » mentionne de nombreu..x

classiques taoi'stes datant des Jin de l'Est (316-420) et d’avant, parmi lesquels on peut citer le .Sig11i

jing,leMi吻
；
ngjing et le R仰均ingft略trois class均ues sur les miroirs malheureusement disparus. A 

partir de la dynastic des Tang, l'utilisation du miroir est devenue dans le taoi'sme encore plus 

systematique. Le miroir est necessaire pour la fabrication des p山ules d’immortalite, pour le

perfectionnement de soi, pour entrer en communication avec les esprits, pour chasser les mauvais 

esprits，思1erir les maladies, etc. C’est devenu un instrument dont un taoi'ste ne pouvait se dispenser.

Il s’est mis ainsi生figurer parmi les « trois tresors » des objets k山·giques que le ma1tre transmet也

son disciple. 

Autrefois, les recherches sur les miroirs antiques omettaient leur usage dans le taoi'sme et l'on 

ne distin恕1ait pas les n泣roirs taoi'stes des miroirs de la vie courante. Ces dernieres ann位s, les 

chercheurs ont commence也preter attention剖’influence de la culture taoi'ste sur les miroirs, c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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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exemple clans le Shaψai b0111.ψ：anca惚q咆＇to吻吨(Le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ee de Shanghai) 

de Chen Peifen, le Lidai to吻々g wenshi (Les motifs des miroirs de bronze au cours des siecles）甜泛

par l'Institut du Patrimoine de la province du Hebei, le b注rhtm b仰鸣，，，an ca喀彻嘲地位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ee de Liishun) edite par le mus位meme, le Zho唱g,10 lidai to.吻1也jiansha怨但xamen

des tniroirs de bronze au cours des siecles) ecrit par le taiwanais Shi Wufeng, etc. Cependant, les 

ecrits也ce sujet, bien qu’ils soient nombreux, ne s’arretent qu三des suppositions et restent tres

subjectifs et descriptifs. Ils ne donnent aucun a唱l!Ilent valable et ne discernent pas les vrais miroirs 

taoi'stes, ce qui est tres regrettable. Ce phenomene est lie au fait que, pendant tres longtemps, les 

chercheurs en matiere de motifs sur les miroirs ont neglige les textes et les documents, tandis que 

les chercheurs sur le taoi'sme n'ont pas suffisamment prete attention aux objets archeologiques. En 

reali悦，il existe de nombreux documents ecrits生propos des miroirs taoistes, parmi lesquels certains 

soot illustres : le plus celebrc d’entre eux est le Sha.吻咆hanxiangjianjian tu, ecrit par le grand taoiste

des Tang Sima Chengzhen (647-735), clans lequel fi伊rent les illustrations de trois m让oirs. Un 

album de miroirs a existe simulta时ment ou legerement avant l'ouvrage de Sima Chengzhen: le 

Sha现gqi，电 cbangsheng baqjian tt1, qui recense sept motifs de miroirs. Ce soot des documents 

iconographiques extremement impo口ants qui ont beaucoup facilite la recherche et la classification 

des miroirs taoi'stes. En permettant de rechercher les miroirs d’apres les dessins, ils ont ainsi mis fin

是 la situation genante due au fait que l'ensemble des chercheurs s’accordait a penser que les miroirs

avaient un rapport avec le taoi'sme mais n'avait jamaisαouve aucun m让oir taoi'ste ! 

D ’apres ces motifs et d ’autres documents 是crits, j ’ai tout d’abord identifie parmi les miroirs

connus 21 miroirs taoi'stes de cinq sortes diffi优n邸， pour arriver aujourd'hui生un to创de pres de 

cent miroirs. Afin d’illustrer mon propos, je ne prendrai qu'un exemple de miroir de bronze taoi'ste,

partic叫ierement beau par sa forme et ses motifs. Prenons done le miroir Shangqing avec image de 

la terre et du ciel (sha.吻咆hanxia也仰归功ji；咽 .c
’est le premier miroir dont Sima Chengzhen 

parle dans le Sha吻i刷刷刷吆jianjian均（fig. 1功. II严ocede生une explication detaillee des motifs 

de ce miroir. Citons par exemple：《Si ce miroir est rond生1’ext位ieur et carre剖’＇interieur, C
’est pour

ressembler au ciel et生la terre叮appellerai done les miroirs a哺c ce motif les mi芷oirs Shangqin 

avec ima伊duαel et de l虱terre (sha.乓gqi.吃g hanxia.彻iian仰ndiji拗． 

Pa气mi les mire rs de l'epoc』ue des Tang (618-90η，il en existe de nombreux avec ce moti£ J’幻

deja note qu'il y en avait生la Cite lnterdite a Pekin (fig. 11), au Musee de Luoyang, au Musee 

d’Histoire de la Chine et au Musee de Liishun. Sima Chengzhen a donne une explication des symboles

de ce miro让.Un p红agraphe en partiαilier decrit !es motifs de la partie exterieure des huit trigrammes 

“La q山ntessence du Yang supreme 》 designe le soleil contenant un corb臼u d’or en haut du miroir ;

le trigramme Li situe sous ce demier correspond也la position du soleil. 《 La quintessence du Yin 

supreme 》 fait reference a la lune contenant des branches de cannelier en bas du miroir ; le trigramme 

Kan sous ce dernier designe la position de la lune. Sima indique par la suite que ce soot les c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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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 q山sont responsables de la position des etoiles et qu’ils soot directement lies aux sept lumi

naires que sont le soleil, la lune, Mercure,Jupiter, Mars, V臼us et Saturne, en relation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Le tonnerre et la foudre se situent sur le ma叫ueur 111ao des douze branches terrestres ef 

ils soot representes par le tri驴amme Zhen situe生gauche du miroir. Les abysses celestes (Ti，吻111an)

se situent sur le marqueur you des douze branches terrestres et vont de pair avec le trigramme D山

rep必sentant le marais et situe a droite du miroir. II y a huit motifs de nuages tout comme豆y a huit 

trigrammes, et ces nuages sont repartis sur les quatre cδt臼du miroir pour exprimer le fait qu’ils 

抵制ent l’alternance des quatre saisons. Sima resume l’ensemble en pr创sant que tous les motifs de 

ce miroir soot presents pour rendre compte des phenomenes celestcs. 

Dans le passage suivant, Sima Chengzhen explique les symboles q山representent la partie 

interieure des huit trigrammes. Le motif de v唔ues al’exterieur des quatre cotes du carre represente 

l'eau et ces vagues sont separees en quatre cotes pour se jeter dans les quatre mers du monde. Dans 

le carre soot dessin臼cinq motifs de montagnes q山representent les cinq pies sacr臼. Si ce miroir 

contient a la fois des motifs de fleuves, de montagnes, de mers et de marais, c’est pour que le souffle 

vital des eaux et des monts circule librement entre les deux, condition indispensable pour que 

puissent naitre les dix mille phenomenes. Sima conclut ce passage en precisant que les montagnes et 

les eaux sont des motifs qui symbolisent les phenomenes terrestres. 

A la suite est indique que sur ce miroir sont grav位s quatre phrases qui font allusion aux trois 

grandes instanc臼 de l'univers que sont le ciel, la terre et l'homme, grace auxquels vivent !es dix mille 

phenom创陈En conclusion de ces trois paragraphes, Sima Chengzhen resume son propos en justifiant 

l'appellation de ces « miroirs avec image». En dehors de ces « miroirs Shan阴ing avec im喀巴 du ciel et 

de la terr盼， parmi les miroirs taoi:stes des Tang decouverts jusqu飞present,on peut distinguer les 

《 miroirs Shan阴ing avec image de la divination par la tortue 问 lesαmiroirs Shangqing des constella” 

tions et des时sors de longue vie 风 les 《 miroirs Shan剖ingdes treso岱 de longue vie, des huit trigrammes 

et des douze signes cycliques », les 《 rniroirs Shangqing des tresors de Ion伊说.edes talismans taoi'stes 排，

etc. Ces miroirs ont tous e泛fabriques selon les theories et les doctrines taoYstes, et refletent la concep

tion du monde des taoistes, leurs med叫es et techniques talismaniques 〔仿．

Les sceaux taoistes 

Parmi les objets taoi:stes, les sceaux sont les plus importants et les plus nombreux. Selon les 

documents ecrits也ce 叫et et les exemplaires connus, ces sceaux peuvent etre en o毛enjade,en

argent, en bronze, en fer, en pierre, en bois, en parcel必ne,en corne, en os, en ivoire, en plomb ou 

en ceramique. Ils Ont e泛utilises des i’epoque des Han. On en a retrouve jusqu'a present plus de 

cinquan忧， dont la m句orite sont des s·ceaux en bronze des Han posterieurs et des cachets en 阳re

cuite. On en distingue quatre sortes: ceux de l'espritJaune (hua；ψ仰1),de l'empereur du Ciel （.加n句，

13 



des« combines» (combinaison des deux genres precedents), et la cat，龟orie des divers. Les plus 

celebres d’entre eux sont les sceaux de l’esprit Jaune (h11a.ψ·heny11e.之·ha.栩et ceux de l’ e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 (tiandi sh々-he).

La Cite Interdite de Pekin conserve six h11an 'Shen yr,吨van (fig. 12.1也12.6). Le Mus缸du Hunan 

en conserve egalement et on peut en 位ouver clans le Dun切QinHanyin 』α1an (Selection de sceat l X 

des Qin et des Han de Dur n, 

en vermilion, decouve芷ts P缸 les archeol鸣ues, si伊alent qu'a ce忧e cpoque on utilisait egalement ces 

sceaux lors d’activites d’exorcisme. Ainsi, sur une cruche datee de l'annee 133 et decouverte en

1972 clans la tombe de Zhu Jiabao clans le district de Hu (province du Shaa叫sont inscrits des 

talismans et un texte d’exorcisme en vermilion (fig. 13). Similaire aux requetes adressees au Ciel clu

taoi'sme ulterie时， ce texte inclique tout d’他ord comment chasser les mauvais esprits de la maison

du clan Cao, p山s exp且que la difference entre Jes vivants et les morts afin d’assurer Ion♂1e vie aux

clescendants du clan. Le te, 仅ait scelle avec des plan优s mediα1ales et un sc臼uh阳々gshenyue司步d喀

II est clone clair que ce忧e so口e de sceau芷 et幻t bien utilisee dans le cadre cles activit,臼rituelles des 

taoYstes剖’epoque des Han post创eurs.

Ces sc臼ux ont connu sous les Jin d'enormes transformations en ce qui concerne leur contenu, 

tout en gardant le meme nom. D’apres le chapitre 《 Dengshe 》 du Baop11之i cle Ge Hong, nous

apprenons que Jes taoi'stes de son epoque portaient souvent ces sceaux lorsqu’ils se rendaient dans

la montagne, afin d毛carter les tigres et les loups. Ge Hong parle de sceaux de quatre pouces et 

contenant cent ving工caracteres. Si l'on se fonde sur i’equiv在lence etablie par Luo Fuyi d气mpouce

de l’epoque etant eq山valent a 0,2452αn, le diame位e de ces sceaux etait d’environ 9,8 cm. Or, on

n’a encore jamais re伎OU吐d’aussi grancls sceaux en bronze de l'epoque des Jinρ65-420). Le Qin

Han Nanbei chao guan •in zhe.々gcun (Sceaux officiels de 1毛poque des Qin a l'句oque cles Dynasties clu 

Norcl et du Sud) recense 485 sceaux des Jin, dont les plus grands mesurent 2,5 cm et les plus petits 

moins de 2 cm. Pas un ne clepasse 3 cm. De plus, le diametre cles sceaux taoi'stes en broru:e de 

l' emissaire supreme (wusha.怨shizhe) n'est que cle 2,4 cm (7), ce qui ne corresponcl qu’远un pouce

environ de l’句oque. Ceci laisse supposer que les sc臼ux hua；ψhenyu呐怨cle quatre pouces et de

cent vingt caracteres recenses dans le Baopu之i ne pouvaient en aucun cas etre en broru:e ou en tout 

au�e metal, mais plutot en ‘ :hois. Si cette hypothese est juste, cela si伊ifie que ces sceaux sont non

seulement d’une grancle valeur pour l'histoire clu taoi'sme, mais aussi pour l'etucle cle l'histoire cle la

xylographie chinoise. En efi岳飞graver cent vingt caract企res sur un sceau en bois cle quatre pouces 

demande le meme travail que cle graver un petit texte sur une planche de bois : clans Jes deux cas, on 

cloit graver en inversant les caracteres, et l'on peut en faire cles copies en grancle quantite ; la seule 

clifference etant que le sceau est appose et que, dans la xylographie traditionnelle, la planche gravee 

reste缸.e.Le passage de 1’un a l'autre est cependant facile. On peut dire que 1’apparition et 1’utilisation

cle sceaux taoi:stes d’une telle dimension avec un nombre aussi important de cara悦res sous les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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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醉

a ete la base artisanale principale de la naissance des techniques de xylographie chinoise. C’est

encore un exemple句pique de !'influence qu’a eu objectivement le taoi"sme sur le developpernent de

la culture chinoise. 

Le sceau de l毛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 est egalement un sceau celebre des Han 

post创eurs. II en existe un certain nombre provenant de fouilles ou transmis au fil des generations. 

Par exemple, un habitant du vill艳s de Pin事iang dans le dis出ct de Baoji clans le Shaan.xi a ttouve 

en mai 1985, en creusant Jes岛ndations de sa maison, un sceau en bronze haut de 2,2 cm, large de 

2,3αn et d’une epaisseur de 0,7 cm. Ce sc臼u, dote d'un 《 bouton 抽 en forme de tortue se凹anta

faire passer un cordon, a une surface d’impression carree avec une inscription en style si阱aire

gravee en creu.": « E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孙（fig. 14.1 ). De meme, le Comite de gestion 

du patrimoine et le Musee de la province du Jiangsu, lors de fouilles des vestiges Han de Shaojiagou 

dans le dis国αde Gaolin, ont non seulement d位ouvert une planchette en bois avec d臼 talismans

taoi"stes, mais aussi un cachet en argile qui avait bru岭，sur Jequel et甜inscrite en ecriture sigillaire 

une expression identique, mais cette fois en relief (fig. 14勾. Deux exemplaires en bronze sont 

egalement conserves a la Cite Interdite de Pekin, l’un avec un « bouton 》 en forme de tuile, I’autre

con伊pour qu’un cordon passe dans le sceau : ils ont toujours les memes quatre caracreres graves

en creux (fig. 14.3 et 14均. Le Musee des Beaux-Arts de Tianjin conse凹e un sceau en bronze 

仰ndi sbi.机avec un « bouton 排 en formc de nez, et le Wei J咿n shi bao guxi yi,yi吃E (Sceaux ro归.ux

de la salle des Livr，臼 sur pierre de la dynastic des Wei) en recense egalement un (fig. 14.5 et 14均．

《 E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 》 est une maniere dont Jes tao1stes des Han posterieurs se 

present幻ent eux-memes: les textes d’exorcisme sur Jes objets de cerarr呵ue de cette e伊que en

parlent souvent. L'expression tia11di shi:吃ve apparait avec le sceau hua.句gsheny11ez.ha，喀 sur la cruche de 

l’annee 133的oqu位ci-dessus. Le texte d’exorcisme ecrit en vermilion sur une autre cruche,

也.tant de l'ann位147 et rettouv位dans une tombe也Sanliqiao dans le district de Chan归dans le

Shaanxi, dit : « L’e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 prete p红tic叫ierement attention a la famille Jia,

afin que Jes rccents defunts du monde souterrain soient delivres 抽 . Un texte sur une cruche 

datant de l'annee 156, rettouve clans la tombe de Shijiawan也Luoyang (province du Heoan) et un 

autte texte inscrit en vermilion sur un pot en ceramique datant de l'an 173 deterre le long de la 

route Tongpu dans le Shanxi, disent en substance la meme chose. Il est done evident que le 

Shaanxi, le Shanxi, le Henan et le Jiangsu阳ient des z钳ons d'activite importante pour ces taoi"stes 

qui se des粤叩ent eux-memes comme 《 cmissaires de l'empereur du Ciel 队 Les ecrits taoi"stes 

mentionnent egalement l’utilisation de ces sceaux. Ainsi, on peut lire dans le paragraphe 8 du

ttoisieme chapitte du Taisha.喀sanu棉花仰伊m喀wei /11 un passage q山relate le contr，δle des demons 

剖’aide des talismans taoi"stes, et qui mentionne生deux reprises les sceaux des加!ldi shiψe. nest

done evident qu’apres Jes dynasties du Nord et du Sud, les taoistes utilisaient encore ce g四re de 

sc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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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la suite, les sceaux taoi'stes ont connu un developpement tres rapide. Leurs deux principales 

caracteristiques du point de vue de la forme sont les suivantes : premierement, une tendance 也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imposants, pour passer d’une petite taille initiale d’un pouce生une taille de

plusieurs pouces. Certains sceaux des Ming et des Qing peuvent meme atteindre un demi pied de 

diametre. Deuxiemement, une tendance 也devenir de plus en plus臼ot创ques : de sceaux ecrits en 

caracteres reconnaissables, il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transformes en objets 位es etranges. Afin 

d’en faciliter i毛tude et de prendre en compte les particularites de l'ecriture de ces sceaux, je les ai

classifies en quatre cat龟ories.

La premi忧est celle en阳iture sigillaire et regroupe deux sortes de sceaux : les sceaux en 

ecriture sigillaire standard, que les philologues et les calligraphes qualifient de 《 petit-sceau 》 OU

《 ecriture sigillaire des Qin et des Han 沙， l毛criture la plus facile a lire ; les sαaux antiques officiels 

ecrits dans ce qu'on appelle l'ecriture sigillaire aux neuf superpositions (fig. 15), dont les traits se 

superposent dans tous les sens. Ce忧e forme d’ecriture est difficile a dechiffrer, et la majorite des

premiers chercheurs en la matiere ne parvenaient p揽生les transcrire en ecriture reguliere. Sur ces 

sceaux, les traits de l’inscription peuvent etre modifi缸，et certains comportent meme au milieu ou

sur les cδtes des motifs de configurations stellaires. 

La deuxi的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en ecriture si剧l�re. C’est la forme d’ecriture creee par }es

taoi'stes sur la base des caract优s en缸riture si酬aire. Elle peut etre appelee 《 sigillaire celest，仙，

《 si剧laire en forme de nuages洲«signes celestes », « ecrit authentiqueν＜ ecrit divin 川《 contrat de

jade纱’“caracteres de jade纱，αecriture si剧laire secrete ». Ces caracteres ont en general une forme 

carr，位comme }es caracteres classiques. Certains sont assez rel.aches, et peuvent revetir Ia forme de 

nuages, d’autres sont extremement compliques et utilisent tous les位组ts possibles (fig. 16), d’autres

sont tres simples et ne comportent que quelques traits ; enfin, certains sont influences par les 

talismans taoi'stes et y ressemblent. C’est en prenant en compte d’une part l'appellation donn位生

cette ecriture dans les livres taoi'stes et par les chercheurs d’autrefois, et d’au位e part les nombreuses

particularites de cette ecriture mi也lismanique mi-si纠laire, que j’ 组 appele cette forme d'ecriture

sur sceau les «时ismans en ecriture s增Ilaire».

La troisieme cat电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taoistes. Elle regroupe toutes les sortes d毛critures

sur sceau composees de talismans taoYstes ou de si�es imitant les talismans tao:istes et ayant meme 

parfois des figures ou des caracteres meles aux talismans, mais dont le corps principal reste tout de 

meme les talismans. Cette sorte d’ecriture a ete gravee sur les sceaux taoistes des les Tang, et les

sceaux de Dunhuang utilisent presque tous cette forme d毛criture. Celle-ci sera utilisee jusqu'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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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et aux Qing et meme a i’epoque moderne, et elle restera la forme d’ecriture privil钳ee des 
sceaux liturgiques (fig. 1η. Quant a savoir les noms et significations de ces scea邸， mis也part les 

documents ecrits a ce 叫et, on ne dispose de quasiment aucune explication. 

La quatrieme cat龟orie est celle des talismans av，民figures. Elle a evidemment pour parcicularite 

d'uciliser beaucoup de dessins. Depuis la creation du taoi'sme, la figuration a toujours ete un moyen 
d’expression important de ce忧e religion, et on peut trouver de tres nombreux exemples de cette 

cat龟orie dans les livres taoi'stes. C’est le resultat de l’influence des religions d’avant les Qin et de 

sous les Qinρ21-206) et des Han. Certaines des inscriptions s田les sceaux de cette categorie sont 
des mutations de caracteres, ou autrement dit, sont le resultat d’une iconisation des caracteres （侮
18). Les images de cette categorie de sceaux peuvent etre时s denses et complexes, ou au contraire 

extremement simples, avec des croix et des cercles. Cependant, d’une maniere generale, ces ima-ges 
sont souvent difficiles a interpreteζet sans documents ecrits a ce sujet, il n’est pas aise de comprendre 

leur contenu precis et leur signification. Les concepteurs utilisaient ces figures ressemblant a moicie 
生des images pour donner aux talismans un aspect mysterieux q山serait !'expression de la commu

nication avec les etres surnaturels (8). 

Pour conclure, cette breve presentation n’est que ma classification personnelle des objets 

liturgiques taoistes均artir de documents archeologiques partiels. Sans vouloir f甜e une presentation 

exhaustive des documents, ni pretendre fournir un aper�u general, je souhaite simplement avoir 

attire !'attention sur les recherches en matiere d’arch臼logie taoi:ste, dans 1’espoir d’un developpement 
futur de cette discipline. 

Co.拼rence o明-ganisee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departement d ：，伽-heoli驴e de l'Universite de Pekin, prononcee le

7 Janvier 2002. Texte trad11it du chinois par Helene Leme鸣 revisepar Alain Arrault et Michela B11SS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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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 introduit en 2001, et qui m’a exp且que lon思1ement ces travaux chez Li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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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es des illustrations 

Fi部ire 1 : Estampage de la fiche de jade de l'ann位928, dans E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哩。ns.

Fi思1re 2: Sculpture en pierre de l'ann位561.

Fi忽ire 3 : Arbre a lampes en bronze des Han posterieurs (25-220). 

Fi思ire 4: Deta且de l'arbre生lampes en bronze. 

Fi事1re 5: Statuette de Zhang l'immortel des Song du Sud (1127-1278) tenant un cadran生la

口1am.

Fi忽1re 6 : Talismans taoi:stes en vermilion de style卢＇Wen de l'annee 122. 

Fi伊e 7 : Talismans tao1stes de style《ecriture talismanique掉。如例de l'annee 167. 

Figure 8 : Talismans tao1stes de style《horizontal 抽 （he.也pm) de la fin des Han posterieurs (25-

22句－

Figure 9 : Talismans tao1stes de style « ima联）｝ （胁，均创de la fin des Han posterieursρ5-220). 

FigurelO: Miroir Shangqing avec image du ciel et de la terre, illustration du Sha.鸡gqi々E hanxia.喀

jianρm t11 de Sima Chengzhen (647-735). 

Figure 11 : Estampage d’m miroir Shangqing avec image du ciel et de la terre.

Fi思ire 12: Sceau tao1ste de l'espritJaune, Han po侃出urs (25-220). 

Fi忽ire 13: Talismans taoi'stes et textβd’exorcisme en vermilion de l'annee 133.

Fi思ire 14: Sceau rituel tao1ste de l'emissaire de l'empereur du Ciel, Han posterieurs (25-220). 

F粤ire 15: Sceau D呀地shiba dans le style sigillaire. 

Figure 16 : Sceau Li：想bMdt功sidans le style des talismans en缸riture si剧laire.

F粤1re 17: Sceau dans le style des talismans tao1stes (nom et contenu inconnus). 

Fi伊re 18 : Sceau Leit.吨dusi牧iyin dans le s可le des talismans avec fi伊res.

Toutes les images.reproduites dans ce cahier sont de l'au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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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糊糊
固
造
是
比
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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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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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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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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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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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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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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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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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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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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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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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通
神
人
或
取
信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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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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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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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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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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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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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是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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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人
伺
封
道
教
文
物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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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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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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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期
其
金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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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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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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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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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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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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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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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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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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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家，

用
很
提
峙
向
向
缀
者
介
组
族
文
内
容，

晚
饭
退
是
李
先
生
嚣

的，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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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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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此
顺
向
李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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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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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畏。

人
知
大
鬼
姓
名，

则
悉
不
属
害
也。

造
是
精
用
道
教
符
镇
治
鬼，
文
中
雨
稻
封
以
「
天
帝
使
者
印」
，
足
知
南
北
朝
以
後
道
徒
仍
在
使
用
远
程
印
章。

後
来，
道
教
法
印
有
了
迅
速
毅
展，
在
形
式
上
的
最
大
特
黠
是
雨
锢．．
 一
是
印
形
不
断
增
大，
徙
原
来
的
方
寸
之
物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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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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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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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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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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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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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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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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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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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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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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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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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後
者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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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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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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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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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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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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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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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属
篆
番
式。

第
二
穗
是
符
篆
式。

它
是
古
代
道
士
例
在
篆
幢
漠
字
的
基
键
上
制
造
出
来
的
道
教
文
字，

即
所
指
天
篆、
雪一
篆、
天
文、

真
文、

神
文、
玉
契、
玉
字、
秘
篆
文
等
等。
其
字
髓
形
惩
大
多
都
是
方
魄
形，
舆
漠
字
的
方
槐
字
髓
相
颊，
有
的
比
较
飘
逸，
肇
割
呈
芸
氛
之
肤．．
 

有
的
十
分
繁
搜，
第
剖
勾
叉
圈
折
皆
俱（
克
国
十
六
气，
有
的
非
常
简
单，
懂
寥
寥
缝
肇．．
 有
些
又
受
到
道
符
的
影
筝，
带
有一
黠
道
符
的
氛
味。

考
虑
到
道
茜
著
鲸
此
颓
字
酷
的
名
稿
和
边
去
研
究
者
的
窗
惯
提
法，
兼
颇
此
程
文
字
似
篆
非
篆、
想
符
如
字
的
韬
多
特
黠，
我
统
稿
此
稽
印
文

属
符
篆
式。

第
三
疆
是
道
符
式。
是
以
道
符
或
模
仿
道
符
籍
制辑
的
各
穗
印
文，
一
些
印
文
中
亦
就
有
圃
案
或
不
等
的
可
满
漠
字，
但
道
符
仍
蕾
是
印
文

的
主
髓。
追
穰
印
文
至
少
在
隋
唐
峙
期
就
己
刊
于
法
印，
敦
煌
文
害
中
的
法
印
印
文，
大
多
都
是
探
用
的
遥
稽
柬
西，
此
後一
直
到
明
靖、
以

至
於
近
珉
代，
遥
穰
印
文
始
佟
是
道
教
法
印
的一
稳
固
定
文
髓
格
式（
晃
圆
十
七）。
至
於
其
印
名
和
含
恙，
除
道
害
及
有
陶
文
献
载
鲸
者
外，

多
数
己、
埋
没
艇
固。

第
四
疆
是
符
圃
式。

特
黠
是
以
各
程
圆
案
作
属
印
文
使
用，
道
教
自
庭
生
以
来，
圃
案
即
是
其
宗
教
思
想
的一
穰
重
要
表
遥
方
式，

在
道
教
短
茜
中
此
颊
事
例
大
量
存
在，
是
受
先
秦
秦
漠
宗
教
影
警
的
结
果。
造
穗
法
印
的
部
分
印
文
是
徙
漠
字
鞠
化
而
来，
或
者
就
是
漠
字
圃

案
化
的
结
果（
克
圃
十
八）。
此
颊
法
印
的
国
案，
有
些
很
搜
雄，
密
密
麻
麻，
布
的
也
很
简
单，
如
圆
圈
十
字一
颊。
不
遍，
就
其
抽烟
惶
来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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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工
商部
燕
黑
於
在
一

槐
木
版
上
刻
出
一

篇
小
文
章，

雨
者
皆
属
反
字
，

且
可
大
量
重
徨
印
制棋
付
本
，

匾
别
懂
在
於
一

四周
印
捺、
一

四周

印
刷
，

雨
物
之
差
别
及
其
相
互
膊
化
真
是
就
在
翠
手
之
间
，

正
所
器
呼
之
欲
出
商
。

可
以
挠
，

督
代
腐
四
寸、

有
一

百
二

十
字
印

文
的
道
教
黄
神
越
章
之
印
的
出
珉
和
使
用
，

属
我
圈
雕
版
印
刷
技
衡
的
挺
生
奠
定
了
主
要
的、

直
接
的
工
蕃
基
睫，

是
道
教
客
额
上

促
选
中
因
文
化
接
展
的
又
一

典
型
事
例。

「
天
帝
使
者
」

印，

是
柬
漠
道
教
的
又
一

著
名
法
印
，

在
漠
代
遗
址
和
傅
世
文
物
中
存
有
多
枚。

例
如，

ζ
2

年
∞

月，

陕
西
寅

簸
摞
平
绑
村
民，

挖
腊
基
峙
按
现
翻
印
一

方，

高
N
－

M

鹅厘
米、

宽
ω·
ω
麓
米、

厚
。·
叶
麓
米，

童
白
。
克，

白姐
姐，

印
面
方
形，

篆
刻
四
字
除
文

「
天
帝
使
者
」
（
晃
固
十
四
已
。

再
如，

3
2
年
N

月，

江
森
省
文
管
舍
和
省
博
物
铺
在
高
部
捺
邵
家
潜
漠
代
遗
址
准
行
接
掘，

不
但
在
遗
址

第
N
C

探
方
接
豌
重
有
道
符
的
木
脯，

遗
找
到
一

方
经
迪
火
烧
的
封
泥，

篆
啬
院
文
「
天
帝
使
者」
（
克
圃
十
囚
N）
。

北
京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有

雨
方，
一

蔚
瓦
纽
翻
印，
一

属
铜
赁
穿
带
印，

篆
喜
除
文
「
天
帝
使
者」
（
克
国
十
四
ω1
已
。

天
津
葱
街
博
物
锦
藏
有
一

方
鼻
钮
「
天
帝
使

者
」

铜
印，

《
魏
石
短
室
古
堕
印
景
》

也
收
鲸
一

方
（
克
圃
十
四
∞
1
0）
。

「
天
帝
使
者
」

即
是
柬
漠
道
徒
的
一

穗
自
稿，

属
於
该
峙
期
的
陶

器
解
除
文
常
说
到
他，

除
前
列
赐
嘉
二
年
解
除
文
中
使
用
黄
神
越
章
之
印
的
「
天
帝
使
者」

外，

陕
西
畏
安
摞
三
里
椅
漠
墓
出
土
的
漠
桓
帝

建
和
元
年
（
公
元
工
斗
年）
陶
瓶
朱
番
解
除
文
亦
云．．
 「
天
帝
使
者
撞
四周
加
氏
之
家，

别
解
地
下
後
死」
．，

河
南
洛
赐
市
史
家
湾
漠
基
出
土
的

桓
帝
永
番
二
年
（
公
元
－
g

年）
陶
瓶
朱
茜
解
除
文
亦
云．．
 「
天
帝
使
者
旦
口
口
口
之
家，

填
寒
暑
口
口
口
口
，

稿
大
黄
印
章，

迫
校
四
峙
五

行
追
逐
天
下，

捕
取
五
口
」
．．
 山
西
同
蒲
路
沿
媳
出
土
的
漠
重
帝
蕉
平
二
年
（
公
元
与
ω
年）
陶
盆
朱
番
解
除
文
亦
云．．
 「
天
帝
使
者
告
强
氏

之
家
三
丘
五
墓、

基
左
墓
右······
敢
告
移
丘
磊、

墓
伯······
等。

今
日
吉
良，

非
用
他
故，

但
以
死
人
嚷
叔
敬
J

薄
命
蚤
死，

富
来
下
揭
丘

墓
」

等
等。

由
此
可
知，

陕
西、

山
西、

河
南、

江
苏
等
地，

是
远
程
自
名
天
帝
使
者
的
道
士
的
重
要
活
勤
地
匾，

前
述
各
印
及
封
泥
即
是

他
俐
在
各
地
活
勤
的
造
物。

在
道
教
文
献
中，

也
截
跺
著
天
帝
使
者
印
的
使
用。

如
《
太
上一一一
五
正
一

盟
威
簸
》

卷一
二
「
太
上
正
一

九
州
社

令
簸
品
第
八
」

云．．
 

上
皇
器
君
符
，

朱
蕾
桃
刺
一

尺
六
寸，

刺
硕
凿
中
封
天
帝
使
者
印
。

板
玉
吏
兵
，

芒
锚
大
拇珉
，

籍
彩
封
题
随
以
意
，

所

言
召
罔，

勿
傅
泄。

吾
真
黄
符
未
有
所
治，

匆
召。

自
带
符
簸，

百
鬼
即
自
知。

夫
欲
召
离
物
，

神
符
丹
窑
桃
刺
，

畏
一

尺
六
寸，

封
以
天
帝
使
者
印
。

约
以
左
索
召
鬼
，

其
神
立
至
。

佩
带
符，

百
鬼
皆

.. • 

1 

.. 
• 

-

• • 
.. 

• • • 

A 

.. 
; Il 

• 



黄
神
越
章
印。

北
京
故
宫
博
物
院
即
藏
有
六
方
（
晃
固
十
二
H
l
g
，

湖
南
省
博
物
销
和
《
遮
庵
秦
漠
印、
越》

等
也
有
收
藏
和
著
鲸
（
克
国

十
二
斗l∞）
。

考
古
镀
豌
的
柬
漠
道
教
朱
番
解
除
文，

精
到
营
峙
远
行
解
除
活
勤
亦
施
用
黄
神
越
章。

如．．
 
5
β
年
陕
西
卢
摞
朱
家
堡
漠
莓
出

土
一

件
柬
漠
照
帝
赐
嘉
二
年（
公
元
二
ω
年）
解
除
瓶，

瓶
身
寓
有
朱
窑
解
除
文
和
道
符
（
克
国
十
三）
，

其
文
云．．
 

院
嘉
二
年
八
月
己
巳
朔
六
日
甲
戊，

徐。

天
帝
使
者
语
属
曹
伯
晶臂
之
家
移
央
去
咎，

速
之
千
里，

咎
改
大
桃，

不
得
留
口
口
，

至
之
鬼
所，

徐
口
口
。

生
人
得
九
，

死
人
得
五
，

生
死
翼
路，

相
去
寓
里。

徙
今
以
畏
保
孩
子，

静
如
金
石，

佟
艇
凶。

何
以

周
信，

神
蔡
朦
填
，

封
黄
神
越
章
之
印。

如
律
令。

遥
篇
朱
窑
相
带回
於
後
世
道
教
的
上
章
之
静，

其
先
言
如
何
属
曹
氏
之
家
移
殃
去
咎，

然
後
擒
述
生
人
舆
死
的
区
别，

保
曹
氏
子
源
畏
番。

文
尾
则
以
神
蔡
和
黄
神
越
章
之
印
做
属
信
物
封
章。

由
此
可
明，

追
程
印
是
柬
漠
道
士
施
法
用
物
燕
疑。

这
稽
法
印
在
营
代
接
生
印
文
上
的
巨
大
赞
化，

但
仍
以
「
黄
神
越
章」

做
属
印
名。

蕾
代
名
道
士
葛
洪
在
《
抱
朴
子
·

登
涉》

中
就．．
 

古
之
人
入
山
者，

皆
佩
黄
神
越
章
之
印，

其
腐
四
寸，

其
字
一

百
二
十，

以
封
泥
著
所
住
之
四
方．
各
百
步，

刚刚
虎
狼
不
敢
近
其

内
也。

行
克
新
虎
迹
，

以
印
顺
印
之
，

虎
即
去．，

以
印
逆
印
之
，

虎
即
遐．，

带
此
印
以
行
山
林，

亦
不
畏
虎
狼
也。

由
此
知
柬
晋
峙
道
士
入
山
是
铿
常
使
用
黄
神
越
章
的。

遥
峙
该
印
制辄
得
很
大
，

逮
到
四
寸，

盖
有
字
一

百
二
十。

按
捷
福
颐
先

生
所
放
雷
後
尺
一

尺
凿
今
0·
N

S
N

米
前
算，

该
印
印
面
侄
的
ψ
·

∞
麓
米，

在
豌
今
所
有
傅
世
琶
代
钢
印
中
找
不
到
遥
楼
大
的
束
西，

《
秦

漠
南
北
朝
官
印
微
存》

捺
晋
印
四
百
八
十
五
方，

大
者
属
N·
∞
麓
米，

小
者
不
足
N

趋
米，

细
细川
超
遍
ω
麓
米
者，

而
其
中
的
道
教
「
黛

上
使
者
」

钢
印，

面
徨
也
懂
是
N
·

中

麓
米
｛
尘
，

合
营
後
尺
钓
一

寸。

撩
此
，

可
以
断
定
《
抱
朴
子
》

著
缺
的
「
旗
四
寸
」
、

印
文

「
一

百
二
十
」

的
黄
神
越
章
印，

绵
不
可
能
是
制
及
其
它
金
属
蜒
成，

宫
是
一

程
木
制
道
印。

如
果
此
揄
大
致
不
嚣
的
嚣，

那
麽
遥
程
黄

神
越
章
印
不
懂
具
有
道
教
史
的
意
监视，
亦
剖
於
中
因
雕
版
印
刷
史
有
重
要
研
究
债
值，
因
属
在
一

槐
腐
囚
寸
的
木
印
上
雕
出
一

百
二
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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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段
话
是
紧
接
上
段
引
文
商
出
的，
司
周
承
祺
在
追
亵
是
搞
研
究
者
所
稿
八
卦
纹
方
格
内
的
内
匪
部
分
的
欲
饰··

「
其
方
周
流
属
水」
，
指

镜
上
方
格
四
周
的
水
波
放
代
表
著
水，

「
以
满
四
、溟」

是
放
水
波
分
俯
四
周
通
满
全
天
下
即
四
溟
之
水。

「
内
置
连
山
」

指
方
内
籍
制祝
五
倔
迪

山
锁，

「
以
施
五
辙」

指
五
倒
连
山
纹
表
示
的
是
五
辙。

「
山
海
通
氛，

品
物
存
焉」
，

指
提
出
山
川
舆
水
浑
的
镜
纹，

是
四周
了
使
山
舆
水
的

氛
相
通，

运
楼
高
物
才
能
生
存。

「
此
立
地
之
文
也」
，

意
即
镜
上
的
山、

水
是
表
示
大
地
的
花
饺
也。

前
铭
四
句，

理
臆
三
才。

颓
而
畏
之
，

可
以
意
得。

此
寄
言
以
明
人
之
文
也
。

遥
段
话
是
接
「
立
地
之
文
」

露
出
的，

意
思
是··

镜
上
遥
有
铭
文
四
句，

即
「
天
地
含
象，

日
月
贞
明。

蒋
规
寓
物，

洞
墨
百
重
」
，

遥
是
扇
了
愿
合
天、

地、

人
的
三
才
翻
念。

离
额
之
物
都
是
依
靠
它
例
而
生
畏
的，

完
全
可
以
明
晾
其
意
思。

遥
段
寄
言
是
属
明
礁
三
才

中
的
人
文
。

在
以
上
三
段
话
之
後，

司
属
氏
遐
媳
结
就··

「
故
曰
含
象
壁，

盖
媳
其
意
焉。

勒
番
於
匣
，

群
额
制
器
之
象
矣
！
」

这
是
精
他
命
名

此
糊糊
镜
子
属
含
象
擎
的
原
因，

是
就
其
意
媳
而
言
之。

就
我
倒
人
所
知，

目
前
撤职
珉
的
唐
代
道
教
镜
除
上
消
含
象
墨
天
地
镜
外，

遐
有
上
清
含

象
整
通
自
kr
镜、

上
清
晨
生
寅
璧
天
象
镜、

上
清
畏
生
寅
慧
八
卦
十
二
生
肖
镜、

上
清
畏
生
费
阜
道
符
镜
等
等。

遥
些
镜
子
都
是
根
撩
道
教
教

莲、

理
揄
制树
造
出
来
的，

反
映
的
是
道
教
的
宇
宙
舰、

韶
知
方
法
和
符
法
意
满
｛
六）
。

道
教
法
印

道
教
法

印
是
道
印
最
主

要
、

数
量
最
多
的
糊糊
别
，

徒
文
献
记
截
和
有
周
货
物
材
料
看
，

有
金
、

玉
、

银
、

铜
、

鲸
、

石
、

木
、

瓷
、

角
、

骨
、

象
牙
、

铅
、

陶
等
多
穰
贺
地
。

它
的
使
用
在
漠
代
即
已
出
琪
，

珉
知
遗
物
的
有
五
十
馀
方
，

主

要
是
柬
漠
钢
印
及
封
泥
（
或
所
措
泥
印、

陶
印）
，

可
分
黄
神
颈
、

天
帝
额
、

混
合
颊
、

散
雄
颊
四
疆
，

其
中
的
黄
神
越
章
印、

天
帝

使
者
印
最
扇
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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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教
镜
的
一碍
找
舆
鉴
别
，

人
例
可
以
按
国
索
蝶
，

徽
底
结
束
文
物
界
承
韶
道
教
舆
古
镜
有
阔
而
又
找
不
出
任
何
一

面
道
教
镜

的
尴
尬
局
面
。

根
撩
这
些
镜
固
和
其
他
有
阁
材
料，

最
初
我
在
黄
物
中
找
到
五
穗
二
十
一

件
道
教
锐，

现
在
剧
增
至
近
百
件。

回府
就
明
罔
题，

我
这
裹
值

就
道
教
翻
镜
罪
一

锢
造
型
或
纹
筒
比
较
精
美
的
例
子。

例
如，

上
清
含
象
酶盒
天
地
镜。

司
属
承
祺
《
上
请
含
象
剿
翠
圃
》

所
鳝
首
面
壁
圃
即
是
此
锐
（
克
国
十）
。

司
属
民
剖
该
镜
饺
锵
内
容

作
出
辞
细
的
我
明。

如
「
此
墨
所
以
外
圆
内
方，

取
象
天
地
也
。
」

意
思
是
．

．

 遥
面
镜
子
的
饺
锵
所
以
提
成
外
圆、

内
方
的
模
子，

是

取
象
於
天
圆、

地
方
的
概
念。

我
将
这
穗
饺
佛
的
镜
子
定
名
扇
上
清
含
象
鉴
天
地
镜。

在
唐
代
钢
锐
寅
物
中
存
有
多
方
此
颊
纹
饰
的
镜
子。

我
曾
指
出
在
北
京
故
宫
博
物
院
（
克
圈
十

二
、

洛
隐
博
物
馆、

中
因
座
史
博
物

筒、

旅
顺
博
物
储
等
罩
位
藏
有
遥
踵
铜
镜。

这
衷，

我
按
司
属
氏
文
序、

文
羹
将
该
鳞
饺
锵
内
容
释
出。

太
踢
之
精，

雕
局
日
也
。

太
除
之
精，

坎
属
月
也
。

星
梅
五
行
，

通
七
耀
也
。

雷
雹
在
卵
，

夜
属
雷
也
。

天
洲
在
菌
，

免

四周
漳
也
。

霎
分
八
卦
，

即
遥
四
峙
也
。

此
表
天
之
文
也
。

该
文
是
满
天
因
即
镜
事
研
究
者
所
稿
八
卦
叙
方
格
外
的
外
匾
部
分
的
纹
饰
．

．

 「
太
随
之
精」

指
镜
上
遍
的
有
金
属
的
太
赐
固
案，

「
雕
四周
日

也」

指
赐
饺
圈
案
下
边
的
陆
卦
卦
象
三
代
表
太
隐
（
日）
的
方
位。

「
太
隐
之
精」

指
镜
下
遏
有
桂
英
校
的
月
亮
固
案，

「
坎
属
月
也
」

指
月

蚊
圃
案
ι
的
坎
卦
卦
象
三
代
表
月
的
方
位。

「
星
辑
五
行」

指
隶
星
的
经
抽样
是
五
行，

「
通
七
耀
也
」

指
五
行
又
是
舆
日、

月、

辰
星、

葳
墨、

焚
惑、

太
白、

镇
星
七
耀
直
接
盼
繁
在
一

起
的，

是
相
通
的。

「
雷
罩
在
卵」

指
雷
雹
的
星
固
在
十
二
地
支
的
卵
位，

「
震
局
雷
也
」

指
镜
左

方
的
震
卦
卦
象
三
代
表
雷，

舆
卵
位
相
靡。

「
天
洲
在
商」

指
天
渊
星
回
在
十
二
地
支
的
商
位，

「
纯
属
潭
也
」

指
镜
右
方
的
先
卦
卦
象

代

表
水
潭，

舆
西
位
相
臆。

「
芸
分
八
卦」

指
镜
上
芸
彩
纹
如
八
卦
楼
分
成
八
朵，

「
筒
道
四
峙
也」

指
八
朵
霎
分
列
四
方
表
示
其
拥
筒
著
春
夏

秋
冬
四
峙
的
速
腾。

「
此
表
天
之
文
也
」
，

是
就
鳞
上
遥
些
纹
前
全
是
用
来
表
示
天
的。

其
方
周
流
属
水
，

以
满
四
溟。

内
置
迪
山
，

以
班
五
辙
。

山
津
通
氛
，

品
物
存
焉。

此
立
地
之
文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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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符
的
接
琪
和
础性
器，

封
探
前
道
符
的
来
源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媒
索，

它
有
可
能
是
原
始
的
古
符
的
遣
手。

道
教
铜
镜

在
中
圈
古
代
镜
崇
拜
的
意
满
很
早
就
出
现
了，

除
了
借
喻
象
微
帝
王
榷
力
的
玉
镜、

天
镜、

金
镜
外，

通
常
则
是
用
来
解
除。

安
徽

阜
赐
地
匾
出
土
的
漠
筒
《
离
物》

－8
8
云．．
 「
事
到
则
高
摞
（
感）
大
镜
也」
，
君。∞∞
筒
背
文
字
亦
云．．
 「
事
到
高
摞
（
患）
大
镜
也」
。
意
指
有

事
故
接
生
要
高
感
大
镜
避
免
不
幸。

道
教
崖
生
後
锺
承
了
造
一

信
仰
形
式。

《
太
平
经
》

借
明
镜
以
喻
道
衔，

同
峙
放
到
「
照
镜
之
式」
。

柬
营
大
道
士
葛
洪
所
著
《
抱
朴
子
内
篇
》

始
有
多
则
道
教
镜
的
事
迹、

用
镜
方
法，

如
其
《
登
涉》

稿．．
 「······
古
之
入
山
道
士
，

皆
以
明

镜
九
寸
己
上
慰
於
背
後，

则
老
魁
不
敢
近
人」
，

盖
以
猿
盖
路、

偶
成
高、

部
伯
夷
用
镜
泊
鬼
魅
的
故
事，

来
挠
明
镜
属
道
士
入
山
修
行

的
必
借
用
品
：

《
雄
臆
》

放
到
明
镜
通
神
之
街．．
 「
明
镜
或
用
一

或
用
二
，

辅
之
日
月
镜。

或
用
囚，

商
之
四
规
镜。

四
规
者，

照
之
峙

前
後
左
右
各
施
一

也，

用
囚
规
所
晃
来
神
甚
多」
，

颗
示
出
道
士
用
镜
的
数
量
有
不
断
增
加
的
越
势．．
 《
遐
览》

起
戴
大
批
柬
雷
及
此
前
的
道

短
名
祸，

其
中
即
有
《
四
规
雄
》
、

《
明
镜
摇
》
、

《
日
月
蹄
镜
侄
》

三
部
阔
於
道
教
镜
的
典
籍，

惜
其
己
快。

精
唐
以
来
道
教
用
镜
有

了
更
大
的
接
展，

剧中
凡
燎
丹
要
用
镜
，

修
身
要
用
镜，

通
神
要
用
镜，

蝠
鬼
要
用
鳞，

治
病
要
用
镜，

等
等，

镜
已
成
属
道
士
须
央
不

可
雕
身
之
物。

故
商
有
陶
道
害
在
起
截
道
向
傅
授
弟
子
法
物
峙，

镜
必
在
其
中，

其
己
成
扇
道
家
三
费
之
一
。

在
蓄
峙
古
镜
属于
的
著
能
中
，

缺
乏
勤
道
教
锐
的
研
究
，

阳照
法
把
道
教
鳞
舆
一

般
世
俗
用
镜
区
别
阔
来
。

近
些
年
来
，

镜
等
研
究
者
阅
始
注
意
到
古
镜
中
的
道
教
文
化
因
素
，

如
隙
佩
芬
《
上
海
博
物
锦
藏
青
铜
鳞
》
、

河
北
省
文
物
研
究
所
蝙

《
摩
代
胡
锦
欲
锵
》
、

旅
顺
博
物
销
蝙
《
旅
顺
博
物
储
藏
铜
镜
》
、

毫
湾
施
翠
峰
编
《
中
阁
匮
代
娟
镜
璧
赏
》

等
等
，

不
边

揄
者
雄
隶
但
仍
流
於
虚
言
，

偶
有
所
指
也
是
主
翻
臆
测
、

就
欲
放
纹
，

阳撑
不
出
任
何
可
信
器
攘
，

迫
一

面
真
正
的
道
教
镜

都
没
有
满
别
出
来
，

令
人
十
分
遗
憾
。

遥
舆
畏
期
以
来
古
鳞
固
像
攀
者
忽
槐
文
献
资
料
、

而
道
教
研
究
者
又
不
绚
注
意
文
物

资
料
有
阁
。

寅
隙
上
，

在
道
教
文
献
起
戴
中
有
多
程
道
教
镜
材
料
，

有
的
即
是
镜
固．．
 
最
著
名
的
是
唐
代
高
道
司
属
承
祺

（
公
元
。
中
叫
｜

二
∞

年）

所
作
《
上
消
含
象
剿
酶盒
圈
》
，

内
中
即
有
镜
圆
三
穗．，

大
钓
舆
司
属
氏
同
峙
或
稍
早
，

遐
有
一

份
镜
潜

《
上
清
丧
生
寅
酶盒
圆
》

也
在
流
行
，

内
收
道
教
镜
圃
七
稽
。

遥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有
陶
道
教
锐
的
形
象
材
料
，

槌
大
地
方
便
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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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疆
是
横
排
式
道
符。

这
程
道
符
的
主
要
害
窍
特
黠
是
探
用
横
列
式
怖
局，
一

通
道
符
至
少
由
雨
倒
以
上
的
方
瑰
符
文
祖
成，

每

倒
方
魄
符
文
又
包
含
多
锢
漠
字
或
漠
字
文
旬
舆
圆
形，

但
整
道
符
排
列
有
序，

槽
成
各
方
魄
符
文
的
漠
字
或
圃
也
配
置
的
比
较
饰
涡。

例

如，

3
3

年
河
南
洛
赐
西
郊
漠
代
边
址
出
土
一

件
朱
蕾
陶
瓶，

上
番
九
宇
：

「
解
注
瓶，

百
解
去，

如
律
令」
。

该
解
除
文
旁
害
道
符
一

通，

由
三
倒
方
瑰
符
横
行
排
列
而
成（
克
国
八）。

运
通
道
符
是
用
来
除
去
注
鬼
的。

第
一

符
稍
残，

可
释
属
以
即
川
字，

第
二
符
由
服、

H
、

南
和
人
形
组
成
，

第
三
符
属
耳
、

月、

目、

日、

六
神、

石
字
象
形
和
四
倒
乙
字。

符
文
的
大
意
四周
．

．

 

水
神
镇
解
，

上
下
的

道
路
铺
遍，

神
’届
国
引
撑，

死
人
快
雕
去，

天
通
通
它
的
耳
目
日
月
翻
察
离
物，

六
宗
之
神
在
此
镇
守，

神
石
弹
靡，

咎
殃
邪
氛
休
想
胡
作
非

扇。

遥
穰
道
符
的
形
制
比
较
规
整，

珉
知
该
式
最
早
的
一

件
陕
西
严
摞
出
土
的
隔
嘉
二
年
曹
氏
符
也
是
如
此，

看
来
此
式
道
符
的
番
寝
形
式
接

展
得
比
鞍
成
熟。

第
六
疆
是
直
行
暨
窍
式
道
符。

远
檀
道
符
寅
隙
就
是
《
抱
朴
子
》

所
言
大
符，

它
探
用
徙
上
到
下
依
次
排
阔
的
直
行
暨
窍
方
式，

符

文
居
屠
整
整，

姑
槽
紫
渎，

徙
外
翻
形
式
上
即
槽
成
一

倔
完
整
的
统
一

髓。

号
匀
年
江
辞
商
部
摞
邵
家
潜
出
土
一

件
解
除
木
筒，

符
舆
解
除
文

放
晃，

符
缩
在
木
片
上
部，

呈
阿
拉
伯
数
字
H

字
形，

符
首
扇
斗
星
星
圃，

斗
柄
上
商
「
口
斗
君」

字
楼，

其
下
符
文
屠
眉，

接
籍
不
断，

直

至
番
商
完
道
符。

这
一

峙
期
考
古
费
掘
及
傅
世
文
物
所
克
道
符
最
多
的
就
是
此
穗
直
行
暨
揭
式。

如
．

．

 

森
振
玉
《
桌
松
堂
集
古
造
文》

收
钱
的

元
嘉
元
年（
公
元
H

m
H

年）
铅
券
刻
符，
陕
西
晦
撞
高
潜
村
出
土
的
初
平
元
年（
公
元
50
年）
陶
瓶
朱
害
符，
西
北
大
事
所
存
初
平
元
年
陶
瓶
朱
害

符
等
等，

整
惶
形
德
都
是
遥
稽
棱
式。

後
来
道
短
著
鲸
的
道
符
以
及
出
土
傅
世
文
物
上
的
道
符，

大
多
数
探
用
此
式。

该
式
在
道
教
符
文
领
域

中
影
警
最
大

王
之

第
七
穰
是
圃
像
式
道
符。

在
前
些
年
我
研
究
柬
漠
道
符
峙，

健
辑
结
扇
六
程
形
式，

倒
不
是
没
有
看
到，

而
是
因
其
材
料
太
少
略
南
未

韵。

後
来
在
仔
细
封
比
有
网
资
料
峙，

才
接
珉
此
略
不
妥。

在
道
蕾
中
国
是
一

穰
重
要
的
手
段，

如
五
辙
真
形
固、

部
都
山
镇
鬼
真
形
圄

等。

在
柬
漠
考
古
资
料
中
我
例
也
克
到
一

例，

此
即
陕
西
卢
摞
摞
臀
院
漠
墓
出
土
的
太
隔
之
精
符（
晃
圃
九）
。

该
符
属
一

株
砂
所
糟
的
朱
红

色
的
太
蹋
圃
案，

形
髓
简
单，

但
解
明
毒
目。

旁
有
四
行
就
明
该
符
的
文
字
，

其
云
．

．

 

「
大
隐
之
精，

随
日
属
德
，

利
以
丹
沙，

百
福

得。

如
律
令。
」

大
即
太。

「
太
隔
之
精」

臆
该
就
是
该
圃
像
的
名
字，

道
害
常
用
此
藉。

《
太
平
经
》

卷
五
十
云
．

．

 

「
灸
者，

太
隐
之

精，

公
正
之
明
也。
」

《
洞
渊
集
》

卷
七
云
．
．

 「
日
者，

太
隔
之
精」
。

《
通
幽
诀》

云
．

．

 「
日
者
是
太
赐
之
火
精」
。

这
段
朱
富
的
大

意
是
．

．

 

运
锢
圃
像
是
太
蹋
之
精，

随
著
日
而
成
德，

用
丹
沙
查
出
它
的
形
象，

百
穰
福
都
能
得
到。

如
同
天
帝
神
的
律
令。

柬
漠
圃
像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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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
例
架
止
八
屁
盘，

令
八
日m
盘
就
汝
的
八
功，

八
屁
矗
就
八
功
於
鬼
神。

这
是
目
前
所
知
此
式
道
符
的
最
早
的
贡
用
楝
本，

属
揭
示
神
秘

的
《
太
平
烧
》

被
文
提
供
了
雕
得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第
二
疆
是
符
篆
式。

遥
程
符
整
憨
性
髓
形
鞍
强，

明
额
分
属
雨
行
或
三
行
不
等，

草
行
的
喜
商
方
式
扇
上
起
下
行，

符
字
之
周
也
有

一

定
距
雕，

颇
颊
古
髓
篆
番。

例
如．．
 
周
季
木
《
居
虫
草
堂
漠
营
石
影》

所
能
漠
代
除
遮
刻
石，

便
携
有
一

通
此
疆
道
符。

法
符
旁
有
铭
文
七

行．．
 「
西
撒
神
衍，

金
鹿
之
精，

其
斧
锁
横
石山
右，

位
在
西
撒
参
林
之
旁。

诚
君
百
遍，

及
舆
三
形，

魂
以
下
棋，

魄
蹄
窃
司，

其
曰
正
祭
百

神。

口
口
问
吏
匠，

定
死
人
名，

魂
内
主
之，

乃
舆
三
精。

急
急
如
律
令。
」

根
攘
造
一

铭
文，

可
知
追
通
道
符
的
具
髓
名
稿
叫
「
西
撒
神
符」
，

是
用
来
「
诚
君
百
遍」

的。

边
疆
道
符
的
单
惶
符
文
的
篆
窍
形
式，

在
道
苗
和
唐
宋
鲸
基
石
上
常
能
觅
到，

但
不
是
迫
糠
简
单，

业
且
一

行
沓

商
不
完
又
阜
起
一

行
再
喝、

畏
短
不
拘
的
媳
惶
楷
形，

在
後
世
剧
黛
例
援
引，

表
现
出
柬
漠
道
符
窑
商
形
式
的
多
楼
性。

第
三
疆
是
符
毒
式。

此
颊
道
符
的
字
楼、

毒
瘤
格
式
都
比
较
特
殊，

符
文
锺
以
漠
字
字
形
属
基
畴，

但
舆
漠
字
固
有
的
维
疆
形
髓
有
些
脱

酶，

费
形
般
大．．
 结
割
棋
平
堕
直，

克
方
兑
角，

闰
有
勾、

圈
和
一

些
似
字
非
字
的
柬
西，

密
密
麻
麻，

额
得
非
常
施
翼．，
一

篇
符
茵
通
常
由

簇
十
锢
符
字
组
成，

整
髓
格
式
似
乎
遐
保
留
了
凿
峙
文
髓
罩
行
上
起
下
行、

被
行
右
起
左
行
的
方
式，

很
像
是
一

篇
文
番。

典
型
的
例
子
克
於

河
南
洛
赐
唐
寺
内
漠
基
吉
出
土
的
陶
瓶
上
，

法
瓶
编
就
属
吉u
g，

卷
沿、

直
颈、

圆
肩、

澳
腹、

大
平
底，

通
高
工·
∞
趋
米、

腹
徨
5

拙厘
米，

洛
隔
文
物
工
作
陈
收
藏。

符
即
用
白
粉
缩
在
瓶
腹
上
（
克
阻
七）
，

大
概
瓶
腹
不
拘
用，

瓶
底
上
又
喝
出
五
伺
符
文，

按
其
字
形
大
小
和
散
仰
面

稽，

估
箭
符
文
媳
敷
将
超
遍
三
十
倒。

在
言
中，

考
古
工
作
者
遐
接
豌
一

件
陶
瓦，

上
有
墨
番
「
永
康
元
年」

字
楼，

永
康
是
柬
漠
桓
帝
年
娥，

元
年
属
公
元
H

写
年，

可
晃
舆
其
同
墓
所
出
的
符
番
式
道
符
常
周
桓
帝
永
康
元
年
用
物。

第
四
疆
是
细
合
式。

迄
疆
道
符
由
圆
形、

咒
文
和
监
郭
畏
倏
肤
的
符
文
姐
成，

三
者
售
商
形
式
差
距
般
大，

很
容
易
以
扇
它
伺
盖
不

统
属，

其
寅
隙
遥
是
槽
成
一

倒
整
髓。

例
如，

二
匀

年
在
陕
西
畏
安
探
三
里
村
柬
漠
墓
接
珉
多
件
朱
喜
陶
瓶，

其
中
一

件
小
口
卷
沿、

折

肩、

斜
直
腹、

小
平
底，

高

2·
∞

鼓
米、

口
链
。·
∞

锺
米、

底
徨
叫·
∞

施
米，

货
物
现
藏
中
圈
庭
史
博
物
筒。

腹
壁
解
除
文
己
残，

文

後
即
是
遥
穗
组
合
式
道
符，

圆
周
北
斗
星
圃，

斗
魁
内
辑
「
北
斗
君
」

三
字，

圆
下
晨
四
行
朱
窑，

作
「
主
乳
死
咎
鬼，

主
自
死
咎
鬼，

主
邸
死
咎
鬼，

主
星
死
咎
鬼
」
，

再
其
旁
属
直
行
暨
寓
的
符
文，

惜
肆。

原
简
辍
没
有
接
表
运
件
材
料，

但
如辄
告
挽
孩
瓶
出
自
墓
道
的

耳
室，

同
出
朱
沓
陶
瓶
六
件，

其
中一
二
件
字
迹
清
楚，

皆
由时
有
「
建
和
元
年
」

字
楼。

建
和
系
柬
澳
桓
帝
年
载，

元
年
属
公
元

二
斗

年，

由
此
推
知
同
出
的
恰相
有
组
合
式
道
符
的
陶
瓶
凿
系
建
和
元
年
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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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碑
》

云．．
 「
仙
人
葛
玄」
；
N
·

道
士
的
自
稿，

如
《
座
世
真
仙
髓
道
通
锺
》

卷
十
李
八
百
自
云．．
 「
吾
是
仙
人」
．，
ω·

稿
某
道
士
蔚
仙

人
峙
在
此
稿
前
冠
以
该
人
姓
氏，

如
《
霉
笼
七
篝》

卷
五
名
道
士
静
君
属
「
静
仙
人」
。
一

些
偶
汪
嚷
道
陵
所
作
的
道
寄
剧
署
名
属
「
中

莘
大
仙
人
嚷
道
陵
」

等
等。

很
黯
然，

按
此
理
解
酶
川
宋
墓
抱
耀
握
的
瓷
俑
「
猿
仙
人
」
，

即
宫
是
一

位
强
姓
道
士
，

甚
或
表
琪
的
就

是
强
姓
某
代
天
前。

素
所
周
知
江
西
是
道
教
最
接
连
的
地
区，

其
著
名
望
地
提
虎
山、

天
挪
府，

舆
酶
川
在
地
圃
上
的
直
嫖
距
雕
不
通

百
公
里
左
右，

恰
属
道
教
正
一

派
的
中
心
地
区
能
圃，

故
该
回掷
之
人
封
骤
天
前
家
族
在
道
教
中
的
地
位
和
影
警
必
有
所
阁，

借
其
瞥
威
蔚

墓
主
或
费
葬
之
家
提
供
某
稽
宗
教
慰
藉
或
保
障，

是
十
分
自
然
的。

如
是，

运
雨
件
手
托
早
握
握
的
猥
仙
人
瓷
俑
带回
系
南
宋
正
一

派
猿
姓

道
人
的
代
表
物，

表
明
其
峙
的
道
士
已
铿
在
使
用
旱
摇
篮
指
南
针
了，

造
是
现
知
最
早
的
使
用
指
南
针
的
寅
物
案
例
（
理
。

以
上
是
媳

髓
的
情
况
和
雨
倔
锢
髓，

下
遏
满
缆
锢
群
髓。

早
期
符
文

在
柬
漠
峙
期
的
墓
葬
及
傅
世
文
物
中，

人
伺
接
班
大
量
精
密
及
携
刻
的
解
除
活
勤
物
品，

有
陶
器
以
及
少
量
的
木、

石、

铅
券
材
料，

皆
是
要
葬
或
舆
畏
葬
有
阔
的
道
教
「
墓
同
解
除」

遣
手，

最
四周
突
出
醒
目
的
是
窍
有
朱
番、

墨
毒、

自
粉
番（
因
其
状
如
泥
水，

故
又
叫
做

泥
水
害）

的
瓶
罐，

撼
我
不
完
全
的
统
前
（
包
括
完、

残
的
公
私
藏
品）
，

媳
敷
在
百
件
以
上
。

出
土
地
匾
有
陕
西、

河
南、

山
西、

河

北、

江
藤
等
省
份，

其
中
前
两
倔
省
份
毅
珉
数
量
最
多。

运
凿
中
一

部
分
边
物
的
器
表
即
精
密
或
编
刻
道
符，

髓
琪
出
一

穰
蔬
搞
的、

明

阳阳
区
别
於
其
他
信
仰
形
式
的
特
徽，

徙
害
需
即
所
指
蕃
街
造
型
上
来
挠，

可
分
属
七
式。

第
一

疆
是
被
文
式。

该
式
道
符
的
外
形
比
鞍
筒
罩，

由
一

惆
或
二
至
四
锢
漠
字
槽
成，

在
外
椒、

含
善
和
组
合
规
律
上
，

舆
《
太

平
短
》

收
娘
的
搜
文
基
本
相
同．，

只
是
整
髓
形
您
不
很
规
髓，

颗
得
比
鞍
意
散。

号
∞
串
年
至

二
∞
。
年
中
圈
社
舍
科
肇
院
考
古
所
洛
蹋
唐
城

陈
在
部
山
脚
下
楼
掘
多
座
漠
墓，

其
中
西
花
撞

出
镜
墓
出
土
一

件
朱
害
陶
罐，

揣
属
Fh
N
串
U

H

串
白。

罐
上
朱
番
一

部
分
是
解
除
文，

文
内
有

「
延
光
元
年」

字
碟，

延
光
系
柬
漠
安
帝
的
年
辘，

元
年
即
公
元
H
N
N

年．，

朱
窑
的
另
一

部
分
即
是
搜
文
式
道
符，

以
漠
字
字
法
释
出
扇．．
 

「
例，

例，

八
鹿
盘，

屁
八
日
（
汝）

八
工
，

八
曰
八
工
鬼
」
（
晃
圆
六）
。

剿，

即
五
彩
绳
，

漠
代
辟
邪
用
物．．
 
八
屁
盏，

首
晃
於

河
北
望
都
摞
漠
墓
出
土
的
重
帝
光
和
五
年
（
公
元
H

∞
N

年）
晦
券．，

八
工
，

即
八
功，

意
属
八
稳
功
德。

运
通
搜
文
式
道
符
的
大
意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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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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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某
些
道
教
文
物
奥
常
精
美，

簸
前
形
制、

萎
街
品
位、

事
俯
慎
值
都
堪
稿
一

流，

此
鹿
懂
就
近
年
的
新
楼
混
翠
雨
锢
例
子。

第一

倔
例
子
是
最
近
新
冕
的
青
铜
燎
橱。

首
克
於
号
也
∞
年
美
国
钮
钩
的
虫
洲
莓
俯
品
拍
贸
舍，

《
纽
约
峙
辗
》
、

《
门
〉
Z
∞
警

俯
新
由
》

等
辍
刊
曾
先
後
予
以
辍
尊。

它
最
初
出
琪
峙，

有
阔
事
家
稿
其
属
摇
钱
橱，
一

般
则
言
其
蔚
神
烧、

烟
煌、

煌
盏，

始
人
以

水
下
里
混
榻
的
印
象。

我
何
收
到
有
阳
方
面
寄
来
的
寅
物
彩
色
照
片
後，

按
理
它
是
一

株
青
铜
煌
橱。

该
橱
通
高
的
E
O
麓
米，

橱
冠

下
部
最
大
德
的
5
0
趋
米，

整
髓
由
橱
座、

斡
枝、

硕
大
的
橱
冠
三
部
分
槽
成，

槌
属
美
鹿、

肚
酶，

系
迄
今
属
止
团
内
（
包
括
香
港、

澳

同、
蜜
湾）
外
公
私
收
藏
单
位
徙
未
公
俯
遍
的
懂
此
一

克
的
古
代
文
物
蕃
街
珍
品，

带回
四周
柬
漠
晚
期
道
教
所
用
的
一

穗
青
铜
燎
栩。

徙

照
片
看，

橱
上
置
有
透
雕
蔬
菜
托
放
的
锅
烧
八
十
馀
盏，

有
阔
辍
尊
剧
就
是
九
十
六
盏，

可
能
是
部
分
煌
盏
属
枝
菜
遮
盖
（
克
圃
三）
，

舆
一

般
只
有
数
燎、

十
馀
煌
的
多
枝
煌
差
别
鞍
大
（
晃
圃
因）
。

在
道
教
文
献
起
裁
中，

曾
谈
到
迪
此
颊
燎
盏
多
如
繁
花
的
煌
橱。

《
煞

上
蕾〈
簸
大
膏
立
成
倦
》

卷
三
九
放
到
一

程
「
九
后
燎」
，

每
厄
之
上
各
燃
九
煌，

「
次
第
相
簸，

属
九
九
八
十
一

煌。
」

《
噩
费
领
教

满
度
金·
害
》

卷
二
九
二
也
就
．

．

 「
中
庭
立
一

…楠，

高
九
尺，

上
分
九
厄
煌，

每
厄
分
九
煌，

共
八
十
一

烧。
」

唐
代
道
番
剧
精
到
一

程

百
枝
煌，

即
有
一

百
盏
燎
的
烧
橱。

《
傅
授
三
、涧
铿
戒
法
镇
略
就
》

卷
下
载，

唐
睿
宗
之
女
金
仙、

玉
真
雨
公
主
入
道
属
女
冠，

在
景

霎
二
年（
公
元
斗
H

H

年）
的
拜
邮
僧
式
上
，

曾
使
用
边
远
穰
煌，

叫
「
霄
莘
百
技
煌」
。

撼
辍
棒，

纽
约
出
琪
的
这
株
柬
漠
青
铜
燎
榻
雄
踞

各
颊
葱
街
品
之
首，

以
N
g
离
美
金
的
债
格
售
出

三）
。

第
二
伺
例
子
是
舆
科
技
史
有
阔
的
珍
品。

大
家
知
道
中
圈
古
代
有
囚
大
楼
明，

而
其
中
的
雨
大
黎
明
即
舆
道
教
相
阂。

道
士
在
燥

丹
峙
赣
明
了
火
架，

是
牵
街
界
不
亭
的
事
责，

寅
隙
上
早
摇
篮
指
南
射
的
使
用
亦
舆
道
教
有
阔。

边
去
向学
者’
研
究
指
南
针
的
接
明，

所
翠

最
早
的
寅
物
材
料
是
元
代
的
瓷
碗
提
成
的
水
摇
篮，

旱
耀
握
别
晚
到
明
代。

但
号∞∞
年
江
西
脂
川
路
南
宋
朱
瘸
南
墓
出
土
雨
件
瓷
俑，
造

形
相
同，

通
高
皆
属
也－
N

麓
米，

俑
雨
眼
炯
炯
有
神，

束
接
籍
善，

身
穿
右
枉
畏
衫，

令
人
黯
愕
的
是
．

．

 俑
一

手
托
抱
一

带
有
指
针
的

大
握
握，

指
针
居
中
属
棱
形，

作
上
下
指
’间，

中
有
小
坑，

摇
篮
属
宽
平
面
琼
肤，

监
面
有
明
颖
的
表
示
刻
度
的
倏
纹，

可
克
刻
纹
属
十

五
倏，

估
前
遥
是
一

倔
十
六
刻
度
的
握
酶，

有
一

纹
可
能
被
托
握
之
手
所
掩
（
克
圆
五）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瓷
俑
座
底
上
窍
有
墨
番
「
强

仙
人」
一
二
字，

其
舆
道
教
名
稿
翠
惯
及
其
著
名
领
袖
强
天
倒
在
社
舍
上、

特
别
是
在
江
西
地
区
的
影
警
有
直
接
阔
保。

仙
人
一

词
出
现
很

早，

道
教
形
成
後
便
成
扇
其
信
仰、

追
求
的
主
要
目
模
之
一
，

是
道
教
用
的
最
多
的
一

大
稿
器。

而
且
成
布
那
些
具
有
超
常
技
能
或
被
韶

属
有
特
殊
本
领
的
道
士
的
警
稿
或
名
被。

在
道
教
资
料
中
主
要
是
三
程
情
况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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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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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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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

简
照
券
契
脑期。

包
括
竹
木、

金
属、

玉
石
等
各
穗
道
教
筒
脑
和
翼
地
券、

陶
石
墓
券
等
等，

凡
属
筒
脑
形
制、

有
券
契
字
楼、

道
教
内
容
者，

皆
可
蹄
入
此
颊。

二
、

印
牌
板
尺
颊。

包
括
金
属、

木、

石、

玉、

角
骨
等
各
稽
赁
地
的
道
教
印
章，

以
及
令
牌、

尺、

板、

药
等，

凡
属
使
用
以
上
文
物

形
制
者，

皆
可
依
形
阔
入
此
颊。

三、

解
除
陶
瓷
颊。

包
括
朱
毒、

墨
番
及
泥
水
番
解
除
陶
器，

以
及
解
除
用
的
陶
瓷
燎
具
和
或
擒
或
窑
的
瓷
碗、

瓷
枕、

瓷
人
等
等，

凡

属
在
陶
瓷
器
具
上
揭
出
解
除
内
容
或
给
出
解
除
圆
案
者，

皆
可
蹄
入
此
颊。

四、

金
属
法
器
颊。

包
括
锺、

龄、

鼎、

孟、

镜、

刀、

制、

钱
酷、

燎
具，

及
金
艳、

金
组、

铅
人、

锡
人
等
等，

各
穰
金
属
所
造、

形

制
相
似
的
道
教
用
品，

皆
属
此
颊。

五、

石
刻
纯
文
颊。

包
括
碑、

墓、

越
搞
石，

及
所
有
携
刻
道
教
文
字
内
容
的
刻
石
资
料，

全
属
此
颊，

有
阔
拓
本
亦
在
其
中。

六、

神
像
圆
缺
颊。

包
括
石
造
像（
晃
圃
二）
、

造
像
碑、

铜
锻
像、

木
像、

被
合
材
料
像
和
玉、

磁、

琉
璃、

陶
造
像，

以
及
浮
雕、

银

刻
道
教
圃
案
花
纹
都
属
此
颊，

也
包
括
它
梢
的
拓
本。

七、

抽烟
盒
害
法
颊。

包
括
所
有
在
做
绢
和
精
壁、

基
壁、

板
材
上
缩、

寝、

刻、

印
的
有
阴
道
教
的
给
查
窜
法
作
品，

全
属
於
此
颊，

诸

如
道
塌
章、

神
仙
蛮、

壁
蛮、

版
章、

铜
版
直
等
等。

八、

冠
服
饰
品
颊。

包
括
巾
冠、

服
装、

靴
履、

腰
带、

牌
筒
饰
物，

以
及
幡、

帐、

旗
等
等
提
前
瑕
境
的
辙
物
绵
品。

九、

古
籍
善
本
糊糊。

包
括
各
伺
腔
史
峙
期
的
道
雄、

道
盘西、

道
教
神
仙
人
物
傅
记、

道
教
富
翻
志、

山
水
志
等
道
教
著
作，

黛
揄
刻
本、

商

本、

抄
本、

石
印
本
以
及
有
阔
罩
真
印
刷
品，

全
属
此
颊，

内
中
或
刻
印、

或
密
结
的
版
室、

固
童
本，

更
具
有
鞍
高
的
善
本
债
值。

十、

就
器
就
品
颊。

凡
以
上
九
颊
不
能
纳
入
的
道
教
文
物
皆
可
踊
遥
此
颊，

器
如
食
品、

燎
丹
器
具、

集
器、

道
臀
器
具、

丹
架
及
其
原

料
等
等。

之
所
以
同
蹄
该
颊
益
非
是
其
不
重
要，

健
因
其
寅
物
接
现
鞍
少
（
豌
今
道
额、

道
士
使
用
者
多
非
古
物）
，

雕
成
大
颊
矣
！

以
上
分
颊
值
是
第
者
就
倔
人
所
知、

所
晃
而
大
略
空间
之，

随
著
道
教
文
物
研
究
的
深
入
和
展
阔，

新
毅
琪
的
日
益
增
多，

运
十
大
糊糊

也
将
有
所
调
整
或
赞
化。

至
於
目
前
巳
知
道
教
文
物
有
多
少
件
遥
锢
闰
题，

戴
以
正
面
回
答。

至
珉
在
周
止，

没
有
克
到
边
前
人
或
他
人
的
苛
敏。

懂
就
我
自
己
所
周
所
克
而
言，

媳
敷
超
遍
八
千
件、

细
（
建
架、

遗
迹
不
包
括
在
内）
，

攒
一

倔
粤
内
的
道
教
博
物
锦
臆
该
没
有
多
大
罔
题。

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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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教

文

物

蕃

街

舆

考

古

毅

珉

中

圃

社

舍

科

亭

院

摩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真

王
育
成

中

因

社

舍

科

攀

院

研

究
生

院

匮

史

系

教

授

概
况

中
圈
道
教
是
擎
夏
本
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它
是
在
银
承
先
秦
秦
漠
宗
教
信
仰 、

黄
老
等
事
挠
的
基
键
上

，

再
行
组
合

刽
造
而
形
成
接
展
起
来
的 ，

是
猫
立
於
儒 、

释
之
外
盖
舆
它
例
比
肩
而
立
的
中
圄
傅
统
文
化
的
三
大
支
柱
之
一

。

由
於
道
教
的
信

仰 、

追
求
自
棋 、

黄
豌
手
段
皆
具
有
明
幅照
的
医
别
於
儒 、

跚悍
的
特
徽 ，

因
此
它
所
遗
留
下
来
的
赣
多
文
物
也
就
被
贼
予
了
解
明

的
警
俯
倒
性

，

徙
本
赁
内
容
到
外
额
形
式
都
比
鞍
引
人
注
目 。

早
期
的
相
隔
揄
文
已
经
注
意
到
道
教
文
物
的
此
颊
特
黠

，

业
阔
始

封
其
遮
行
研
究 。

例
如
．
．

 
5

5

年
著
名
漠
牵
家
法
圃
肇
者
沙
畹
（
归·
内
由5
5
5
2）

在
法
文
摊
蒜
《
柬
亟
揄
盏
》

第
ω
期
接
表
《
投

能
》
一

文 ，

即
封
道
教
萎
街
凰
格
漉
烈
的
五
代
吴
越
困
王
钱
修
七
十
七
葳
峙
的
投
能
玉
筒
造
行
了
深
入
的
研
究

，

文
章
引
镣
出
该

筒
的
困
像
（
克
国
一
）

，

首
阔
道
教
研
究
的
新
篇
二
）

，

使
凿
峙
跑一·
街
界
封
道
教
的
韶
撤
费
生
前
所
未
有
的
深
化
｛
二）
。

撩
我
佣
人
的
接
捕
和
晾
解

，

道
教
文
物
跪
靡
铿
劫
蝶 ，

流
傅
下
来
的
和
新
接
琪
的
遗
物
相
封
于
富
年
充
满
活
力
舆
生
檐
的
道
教

文
化
巨
橱
束
前 ，

值
是
其
离
不
及
一

的
残
枝
剩
段

，

但
就
绍
到
数
量
而
言

，

则
又
是
槌
属
可
额
的

。

收
藏
面
亦
颇
大

，

圈
内
各

银
文
物
博
物
倍 、

考
古
罩
位
及
私
人
多
有
收
藏

，

圈
外
的
中
圈
文
物
的
收
藏
阜
位
或
佣
人
手
中
也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道
教
文
物

，

有

些
甚
至
是
因
费
额
的
警
街
精
品

。

如
徙
方
便
率
俯
研
究
考
虑

，

综
合
材
黄 、

造
型

、

功
用
等
语
因
素

，

除
非
勤
应
性
的
建
策 、

遗
址
外 ，

豌
知
道
教
文
物
可
分
属
十
大
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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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前

言

徙一
九
九
七
年
阅
始，
在
法
圈
外
交
部
和
法
圆
大
使
馆
的
赞
助
下，
法
圈
速
柬
四月于
院
北
京
中
心
组
娥
安
排

了
题
四周
『
犀
史、
考
古
舆
社
舍

ll
中
法
系
列
属于
衍
满
座』
的
攀
俯
活
勤。
该
岛f
街
活
勤
的
目
的
是
四周
了
介
招

考
古
攀、
麽
史
四月予
以
及
整
伺
社
舍
科
向学
方
面
最
近
的
研
究
成
果。

满
座
交
替
邀
请
中
法
事
家
来
作
辍
告，
业

舆
封
此
有
舆
趣
的
穗
聚
．

．

 研
究
人
员、

教
授、
大
攀
生
等
造
行
交
流。
数
所
大
攀
和
科
研
楼
槽
不
懂
翰
流
作

四周
柬
道
主
歉
迎
各
方
主
请
人，
而
且
横
槌
参
舆
了
精
座
的
组
锁
活
勤。
它
例
分
别
是
．

．

 北
京
大
攀、
清
攀
大

攀、
北
京
邮
箱
大
学、
中
因
社
舍
科
学
院
麽
史
研
究
所、
考
古
研
究
所
和
社
舍
攀
研
究
所、
中
圆
科
攀
院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所
以
及
圆
家
圈
番
倍。

扇
了
使
更
多
的
人
睬
解
满
座
中
介
绍
的
研
究
成
果，
我
例
著
手
将
其
中一
部
分
以
中
法
两
稳
文
字
的
单
行

本
形
式
出
版。

第
七
唬
阜
行
本
是
王
育
成
先
生
的
满
稿
《
道
教
文
物
警
俯
舆
考
古
楼
顶》
。
王
育
成
先
生
是
中
因
社
舍
科

学
院
的
教
授，
庭
史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员，
是
道
教
文
物
属于
研
究
领
域
的
阅
拓
者
之一
。
在
本
次
请
座
中，
他

简
要
介
绍
了
中
圆
道
教
文
物
的
警
俯
脑期
别
和
考
古
新
路饭
碗，
徙
寅
物
角
度
展
琪
道
教
文
物
的
警
街
特
黠
以
及
在

中
圆
文
化
史
上
的
珍
寅
债
值
和
巨
大
影
警。
他
指
出，
随
著
人
刑
部
撤
水
平
的
提
高，
道
教
文
物
渥
早
舍
成

四周
道
教
研
究
的一
倒
基
本
学
衍
领
域，
文
物
舆
文
献
射
照
的
二
维
撞
撩
研
究
的
学
衍
新
局
面
必
将
形
成。

• 
• 



第

七

唬

匿
史，
考
古
舆
社
舍

｜｜
中
法
学
街
系
列
揣
摩

道
教
文
物
蕃
街
舆
考
古
我
现

王

育
成

法
圆
速
束
攀
院
北
京
中
心

二
O
O
四
年
九
月



服
法
国

史
学
院
北
京
中
心

5

8
0
四
年
九
月

也

皮

又
、

考

古

舆
社
舍

｜i
中
法
穆
斯
系
列
第
庭

王
育
成

道
教
文
物
蕃
街
舆
考
古
我
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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