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當下生活的艱難苦痛、悲傷憤懣與逆境乖舛，道家的順應無為與崇尚自然，促成脫離

現世，羽化登仙的思想。2024年 2月 6日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展的人氣國寶展以
道教為主題，器物類型的展品是以「從羽化登仙到即身安樂」為主軸，以下選介漢至明清

道教相關用器與大眾分享。

▌陳慧霞

從羽化登仙到即身安樂─
「人氣國寶展」器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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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是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哲學派別，以

「道」為宇宙的根本，無形無象、廣大無限、不

可名狀。道家認為天人合一，主張「無為」，

順著本性、自然生活，並視人從生到死為自然

運化的過程，有如四季變化，是將生死融入宇

宙大化中去關照。而道教作為宗教，成立於漢

代，是將「道」視為宇宙生成的源頭與萬物運

行的規律。道教以肉體成仙為目標，早期經典

《太平經》主張欲長壽應以「愛氣、尊神、重精」

修鍊內在，達到虛靜心靈、長生不老的境界。1 

道家為道教成立的來源之一，表現在藝術上則

有縹緲仙境、天界仙人的描繪；轉化為道教的

修鍊之途，則是以八卦作為術數、術法的代表

性象徵符號；而明清道教民間化的具體呈現就

是對於長生的訴求，不但轉化為鶴、鹿等吉祥

瑞獸，還出現為節慶舞臺上的八仙戲碼。

博山爐
  博山爐是一種薰香的容器，以山形為蓋，山

間穿梭著靈禽、瑞獸與神仙人物等，下有托盤，

蓋上有孔，焚香之際，香煙裊裊，營造出仙山飄

渺的意境。博山爐流行於漢朝，一直延續到六朝

隋唐，可用於燃燒芬芳的草類以熏香或藥物治

療，漢代的文學作品記載焚燒某些香草用於祭祀

可以召喚、祈求神靈降臨。2展出的漢代〈博山

爐〉（圖 1），器底有一折沿盤，器身為圓柱高

足的豆形，器腹圓而有柄，器蓋為曲折起伏的山

巒，山間有人物與獸之外，還有騎獸人物、彈琴

吹笙的聚會（圖 2），蓋上無孔，或作為明器，

然製作講究，足面有龍形等動物，腹底浮雕雲氣

紋，是漢代博山爐的典型樣式之一。

  六朝及隋唐的博山爐已和漢代不同，以展出

的另一件〈博山爐〉為例（圖 3），器底有盤，

盤淺，主要的功能應為增加穩定度，已經和漢

代博山爐底盤往往具有海上仙山的概念有所差

異。再者，柱足為六稜且中間有節點，如植物莖

般向上承接著圓瓣花托狀的器腹，而器身與蓋之

間以突出的扣榫相連，亦有別於漢代博山爐器蓋

方便取下的使用概念。同時，蓋頂山間均勻分布

著二圈圓孔，可出煙，然而山形趨於扁平，山山

圖 1　漢　博山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1886 圖 2　漢　博山爐　局部　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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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朝至初唐　博山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0467

銅鏡
  銅鏡原是生活用品，因能反光成象，故被

認為能使神鬼現形，具有光明與辟邪的靈威。可

作為墓葬的隨葬品，或道家消災延壽與修鍊的法

器。漢代鏡子的背面常分為四個方向，刻劃代

表方位的四靈，或以神仙異獸等形象，表現對

神靈的崇拜。展出的東漢〈吳越王神人畫象鏡〉 

（圖 4），中央為圓鈕，外有方形框，以圓形乳

釘紋分為四區，東王公、西王母代表長生不老的

相連起伏的韻律，猶如拉起的布幕，婉轉而規

律，遠已不似漢代博山爐的山形蓊鬱幽深，而更

像是圓碩飽滿的花苞。蓋頂正中站著一隻活潑生

動的龍形，面容稚樸，邁步前行，身形矯健，具

有中古龍形的特色，龍足下接一圓柱，可套入蓋

頂中央的圓管內，不作為持拿用的蓋鈕，十分具

有裝飾性。本院收藏另外一件器形尺寸均相同而

蓋頂為鳳形的博山爐，龍鳳成對，可能是佛道等

祭祀儀式時用來焚香的薰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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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東漢　吳越王神人畫象鏡　局部　西王母與羽人 圖 6　東漢　吳越王神人畫象鏡　局部　吳王

圖 4　東漢　吳越王神人畫象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111

象徵，兩側各有一位羽人隨侍。（圖 5）吳王與

越王是以勾踐（?∼西元前 464）復國的歷史故

事勸誡人心。越王與一名大臣作交談狀，或許是

與范蠡（西元前 536∼西元前 448）在商談復國

大計，吳王的腳邊放著兩隻帶提梁的大酒壺，身

邊跪著侍者，似乎正沈迷於酒色之中。（圖 6）

道教經典《太平經》提到，人之為惡為善、為天

所知，而專心善意則能識性，進而能與天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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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學道積德，可以知天命得神佑而登仙。3因

此，成仙的途徑遂與現世行為的善惡相連結。

  唐代雖然佛教興盛，高祖李淵（566-635）

建國即以道教為國教，玄宗時更積極尊崇，提倡

道書的研究，使道教理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4 

這面唐代的〈三樂鏡〉（圖 7）鏡背銘文「孔夫

子問曰答榮啟奇」，典故出於《列子》，是以

代表儒家的孔子（西元前 551∼西元前 479）與

隱士榮啟奇的對話為內容。孔子頭戴方冠、身

穿交領深衣、手持長杖。榮啟奇頭戴蓮花冠、

身披鹿裘，手上拿著拉琴用的弓索。圓形鏡鈕

下方一株生長茂盛的柳樹，代表兩人相遇在郊

野之外。榮啟奇回答孔子他以能貴為人身、能 圖 7　唐　三樂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001

圖 8　宋　劍龍紋葵花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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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尊男、又得以年過九十，故而快樂，不僅流

露出道家恬淡自若的人生態度，同時展現道教

順應自然以養生的修行觀。

  兩宋至元代全真派逐漸興起，重視內丹修

鍊，常以丹爐對應人體的丹田，講究造純陽之

氣，煉精成氣，與道合真，形神俱妙，故而能

長生不死。5展出的〈雙龍紋菱花鏡〉鏡鈕下方，

雲氣之間就有一個三足鼎。另一面八瓣〈劍龍

紋葵花鏡〉（圖 8）背面描寫道士持劍馭龍的場

面，鏡背上施法人物與雙龍左右對峙，一人腳

踏水面，振手擲劍，劍尖直指向鏡外躍身而入

的龍首，另一龍飛騰縱身向下，前側一人，彷

彿潛身水中，手持長劍，水花四濺，打鬥激烈。

「降龍」的議題，在道教經典代表調息寧心。最

晚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成書的《性命圭

旨》，是集合宋元以來內丹修鍊的重要著作，

其中〈降龍說、伏虎說〉的圖說：「降龍未得

豈成仙，降得真龍丹可圓。」又言：「降此獰

惡之龍⋯⋯降者之法，制其心中之真火，火

性不飛則龍可制，而有得鉛之時。⋯⋯故歷

代祖師以降龍為鍊己，以伏虎為持心。」6因

此，配合經典的陳述，更能理解降龍紋銅鏡在

道教內丹修鍊中的內涵。

瑪瑙八卦杯
  宋元以後，隨著道教修鍊成仙之途的愈加

清晰，象徵宇宙萬物變化之道的八卦，逐漸轉

換為象徵道教核心思想的紋飾，在唐代的銅鏡、

宋代瓷器上出現，元代以後大為流行，常在鼎爐

類器物上出現，很可能和道家祈禳作法有關。7 

展出的瑪瑙杯，材質剔亮，以龍等異獸為把手，

器腹刻有八卦紋，十分少見。以其中一件〈瑪

瑙雙耳活環杯〉為例（圖 9）器壁斜直，有宋元

瓷器碗形的身影。一耳有龍首銜尾，另一耳有

活環，其耳形圓轉，如盤旋的龍身，與龍首遙

相呼應，雙耳彷彿穿越碗身的迴龍。南宋浙江

衢州史繩祖（1191-1274）墓出土一件八卦紋銀

杯，高 6公分、口徑 8.7公分、足徑 3.6公分，

侈口弧腹假圈足，無耳，杯為夾層，內底刻五

行圖像，外層器腹以直紋隔分八區，各飾相疊

的兩卦。據墓誌記載，墓主人史氏「探事物之

理以致其知，玩陰陽之變以研其几」，著有《易

斷》等書，曾以朝議大夫、直煥章閣的官階主

管四川成都府著名道觀—玉局觀。8

  無獨有偶的是吉林農安巿出土的八卦紋單

耳銀杯。銀杯高 8.5公分、口徑 7.5公分，底有

圈足，足高 1.2公分，較前述史氏墓出土銀杯高

而器腹直，且有龍形單耳。八卦紋位於器腹中

央，各卦外均有方框相隔，八卦紋帶的下側為

卷草紋帶，上方近杯口飾回字紋帶。和這件八

卦紋銀杯同時出土的文物還有菊瓣銀盞四件、

長柄銀勺四件、亞字形銀盤和龍柄銀洗，共

十一件，均有使用痕跡，為生活用器。9學者研

究宋金元窖藏瓷器時曾提到，一些窖藏和道教

祭祀活動有關，有些可能是戰亂時寺廟窖藏。10 

從這批銀器的組合推測，很可能是道教儀式用

圖 9　元至明　瑪瑙雙耳活環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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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趣的是這批銀器當中的銀盤，長28公分、

寬 13公分、深 1.7公分，而展出的瑪瑙盤，長

橢圓形，長寬高為 27.7、14.2、1.3公分，二者

的比例十分接近。同時還有一件龍柄銀洗，其

銜環龍紋柄不論是居於龍首中央的龍角或是鼻

吻，龍首的整體造形也和展出〈瑪瑙雙耳活環

杯〉（見圖 9）的龍耳十分近似。

  再者，清代康熙、雍正朝（1661-1735）宮

廷兼好佛道，多有道士行走，煉丹、拜斗。雍正

九年（1731）道士婁近垣（1689-1776）治癒皇

帝疾患，十年（1732）皇帝降旨撥款修復三處紫

陽道場。11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造辦處奉旨做黃玻

璃、呆白等玻璃的八卦紋水盂。12道教儀式常有

五供，香、花、燈、水、果，水以淨化壇場或象

徵普施甘露，盛裝法水的水盂有口窄腹大的，也

有形如茶杯口略大者。13因此，這批瑪瑙八卦杯

盤可能作為水盂，和道教祭祀活動有關。

如意與八仙
  隨著明清道教的深入人心，人們的生活用器

處處可見道教的痕跡。南北朝道教經籍就有以

如意為法器的記載，《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

營始》稱，如意「雖非天尊左右急需，亦道士

女冠供養切要，並隨時造備，不得闕替」。14 

朱權（1378-1448）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如

意」為「黃帝所製，戰蚩尤之兵器也。後世

改為骨朵，天真執之，以辟眾魔」。15也就是

說如意具有驅魔的功能。院藏明代吳偉（1485-

1508）畫〈北海真人像〉（圖 10）畫中的得道

仙人手持如意，騎於靈龜之上，衣帶飛舞，轉

折有勁，雙目有神。沈周（1427-1509）的題跋

生動地描寫真人散發出的神奇力量：「元君御

氣授真訣，風雨雷電相追隨。踵息一閉九千

歲，凌空遊行猶帶醉。有時光景照塵寰，暫

得仰瞻消萬罪。」

圖 10　 明　吳偉　北海真人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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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明　木根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500

圖 12　清　檀香木福祿壽如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582

  展出的明代〈木根如意〉（圖 11）以靈芝

為如意首，柄上刻「九莖三秀」，九莖、三秀

均指靈芝，三秀是指一年開三次花，典故出於

屈原（約西元前 343∼約西元前 278）〈九歌〉：

「采三秀兮山間」；九莖典故出於《史記．孝武

本紀》，是說漢代甘泉宮殿內，產芝九莖連葉，

以上二者均被視為祥瑞象徵。如意柄上又刻銘︰

「山川雲雨，五行四候，化被神芝，以介眉壽。」

是說靈芝在大自然山川雲雨、陰陽五行與四時

節氣的化育下而生成，故藉此以祈求長壽。如

意所代表的長壽意涵，在清代〈檀香木福祿壽

如意〉（圖 12）更為明顯，全器以鏤空手法刻

松、梅的枝葉為地紋，如意首、柄、尾三段，分

別有口銜花朵、雙桃的翔鶴與銜靈芝的鹿。「鹿

鶴」諧音「六合」，指天地四方，因此有天下

萬物欣欣向榮之意。另一方面，道教認為松樹

的松脂流入地中，千年化為茯苓，修行者服用

茯苓等物，可去除毒害人體的三尸，逐漸身輕、

目明等，經萬日而升天游嶽。16而鶴為精氣所

化生，千年成形，一舉千里，可供仙人騎乘，17 

故松、鶴是道教登仙的象徵。如意從法具轉化

為年節、慶生的獻禮，著重表現如意吉祥長壽

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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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原是指八位得道的神仙，這群混合漢、

唐各代歷史與傳奇的人物，一直到明代中期吳元

泰《東遊記》及湯顯祖（1550-1616）的《邯鄲

記》將何仙姑取代徐神翁、張四郎，組合成員才

逐漸確定。18八仙彼此度化或師承關係的說法不

一，大多以鍾離權、李鐵拐為首，鍾離權和弟子

呂洞賓是內丹派的重要宗源。展出的這組八仙：

藍采和、張果老、鍾離權、李鐵拐，是童子、老

者、袒腹持扇與拄棍杖者，還有持長簫的儒生韓

湘子、背負劍的呂洞賓與戴官帽的曹國舅，最右

側則是女性代表何仙姑。他們根源於道教與民間

傳說，人們生活的空間就是他們存在的舞臺，正

是人生百態的生動寫照。

圖 13　 清　竹雕八仙之一　鍾離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070

圖 14　清　竹雕八仙之一　呂洞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073

圖 15　清　竹雕八仙之一　曹國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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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竹雕八仙的底部有竹節，故應是取用

竹根與竹節相接處為材，使人物可穩定站立又不

失姿態，甚具巧思。同時在人物性格刻劃、冠帽

或穿戴上也別具用心。鍾離權（圖 13）頭上有

雙髻，雙目圓睜，連鬢髯鬚，而呂洞賓（圖 14）

則頭戴一波浪狀斜面的純陽巾，三綹鬢鬚，面有

笑意，背上負劍鞘，二者長鬚均細軟飄逸，又造

型不同。再看曹國舅（圖 15）頭戴官帽，腰繫

腰帶，著長靴，充分展現官家權貴的穿著，其長

袍下襬的衣褶線密而圓挺，對比鍾離權的袍服，

正表現出曹國舅穿著用料的講究。而鍾離權腰上

繫帶的描寫轉折圓勁，明顯和其袍服衣褶的質感

有別，在在說明工匠雕刻手法的純熟細膩。

結語
  道教的宗教旨趣起於解決生活中的困境，

漢唐至明清以降，在宗教義理、儀式與修行內

容的發展過程中，與社會各階層不斷地互動，

逐漸內化為整個文化的一部份，同時呈現在相

關工藝、藝術作品之中。本展覽即是透過作品

的樣式、紋飾以及主題，闡釋道教藝術在生活

中的諸種面向，期望觀者於欣賞文物之美的同

時也能掌握不同時代宗教內涵的偏好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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