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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明代，成祖以後的歷朝皇帝都把武當山作為「皇室家廟」，把玄天上

帝奉為「護國家神」。明代《大嶽太和山志》（以後簡稱〈明代山志〉）中

對明皇室對玄天上帝信仰做了大量記述。明朝二百餘年間，武當山編修了

四部志書。不僅翔實記述了明代武當山盛況，而且還如實記述明皇室對玄

天上帝的信仰事實。本文從明代山志中對真武神的封號、明朝皇帝即位祭

祀真武神、欽送真武神像、供器等到武當山宮觀安奉、遣臣到武當山修建

齋醮活動等方面的文獻記載探討明朝皇帝對真武神的崇信。 

 

正  文 

明代，成祖以後的歷朝皇帝都把武當山作為「皇室家廟」，把玄天上

帝奉為「護國家神」。明代《大嶽太和山志》（以後簡稱「明代山志」）中

對明皇室對玄天上帝信仰做了大量記述。明朝二百餘年間，武當山編修發

四部志書。即：大嶽太和山提調官欽差太常寺丞（永樂時欽授玉虛宮提點）

任自垣，於宣德六年（1431 年）編成《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十五卷（後增

至十七卷）（以後簡稱〈任自垣志〉）；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武當山提調官

方升，於嘉靖十五年（1536 年）輯成《大嶽志略》五卷（以後簡稱〈方升

志〉）；武當山提督太監王佐，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編纂《大嶽太和

山志》八卷（以後簡稱〈王佐志〉）；均州學正盧重華於隆慶六（1572 年）

編修《大嶽太和山志》（八卷，後補一卷）（以後簡稱〈盧重華志〉），此四

部志書，不僅翔實記述了明代武當山盛況，而且還如實記述明皇室對玄天

上帝的信仰事實。本文從明代山志中對真武神的封號、明朝皇帝即位祭祀

真武神、欽送真武神像、供器等到武當山宮觀安奉、遣臣到武當山修建齋

醮活動等方面的文獻記載進行探討明朝皇帝對真武神的崇信。 

 

一、明代山志對玄帝聖記和歷代封號等作了記載 



明朝，武當山作為「皇室家廟」，所以《大嶽太和山志》的編纂指導

思想就必頇符合明皇室的意志。明代山志的編纂者們就要如實記述皇室對

武當山的重視和對玄帝的崇奉。在明代山志中，《玄帝聖紀》和宋、元皇

帝對玄帝的封號記述得比較詳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皇室對玄帝的崇

信。現將明代山志中歷代皇帝封號玄帝的時間、詔文等列表如下： 

 

歷代皇帝封號玄帝詔文表 

皇帝 時間 封 號 詔 文 

宋 

真 

宗 

趙 

恒 

天禧二年

（1018年）

七月七日 

真宗皇帝加上真武將軍聖號御筆手詔，敕中書門下：朕伏以丕顯

聰明，聿求孚佑，旌賁殊號，率循舊章，恭惟真武之靈茂著陰方

之位，妙功不測，沖用潛通。尹京邑之上腴，有龜蛇之見象，允

升地寶，毖湧神泉，自然清泠，飲之甘美。資中國之利澤，奏民

疾以蠲除。倍慶濟時，虔思報德，就其勝壤，建以珍祠。既修奉

於威容，合登隆於稱讚。爰稽懿實，永耀鴻禎，真武將軍宜加號

曰：「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當體寅恭，鹹從佈告。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宋 

仁 

宗 

嘉祐二年

（1057年）

正月 日 

伏以靈天肅正，俯降塵寰，通明，護國定亂。殊聖現前感應，施

惠救民，顯照圓成。所禱悉從是願，所求皆有證心，不但國王、

大臣、道僧、士庶，一切有情能恭香火，普及所意，無不果遂。

以斯福善住世，專事濟人。承恩者庶廣，不可思議。今既獲予聖

佑於國於家，豈擅忘於大道。延福增齡，永祈保祚。除已行恩天

下啟聖奉章一百四十件，並系功成正化。謹就玉津園建其聖堂，

報答天鑒。得蒙現足垂靈，仍賜為「社稷家神」，崇遵真武上聖，

宜可授：「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游奕大將軍、左天罡北

極右員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

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惠天侯」 

宋 

仁 

宗 

嘉祐四年

（1059年）正

月上元日 

冊封玄武加號「太上紫皇天一真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嘉封

水火二將：神龜「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威翌聖左正侍雲

騎護國保甯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左將軍」；聖蛇「同德佑理至惠誠重

威慈普濟陽辨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右將

軍」。封北極鎮天真武「佑聖助順靈應福德仁濟正烈協運輔化真君」 

宋 

甯 

宗 

嘉泰二年

（1202年）

十一月十

四日 

仰止層霄巍乎北極，瞻百神之環衛，有玄武之尊嚴，顧像設之已

崇，而號名之未備，肇稱縟典，以介蕃厘。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

應真君，天之貴神，國之明祀。威靈在上，常如對於衣冠，光景

動人，遂莫逢於魑魅。赫然祥異，著於見聞。在天禧時，瑞表醴

泉之觀，若熙寧日，事傳大順之城。祖宗相繼，禮文有加，祠宮

乃創於阜陵，扁榜爰新於「佑聖」。肆朕尤嚴於祭報，而神每監於

禱祈，載惟肹蚃之孚，曾靡窈冥之間。福詒沖眇，將垂萬世之子

孫；德及高深，溥洽四方之黎庶。誕揚盛美，庸侈徽稱。金闕玉

京，密增於神莢；雲車風馬，永鎮於人寰。尚冀宴娛，觀薦饗，



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另外，明代皇帝雖沒有對玄帝直接封號，但是在其聖旨中，對玄帝的

稱謂也有所不同。分別有以下幾種： 

皇帝 時間 玄帝稱謂 備  註 

明 

成 

祖 

朱 

棣 

永樂十年（1412年）三

月初六日 
北極真武玄帝 敕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 

永樂十年（1412年）七

月十一日 
北極玄天真武上帝 御制祝文 

永樂十年（1412年）七

月十一日 
北極真武玄天大帝 黃榜 

永樂十六年（1418 年）

十二月初三日 
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 御制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 

仁宗 

朱高熾 
洪熙元年（1425年） 北極真武之神 御制祝文 

憲宗 

朱見深 

成化十七年（1481 年）

九月十五日 
北極鎮天真武祖師上帝 湖廣等處承宣佈政使司 

 

 

二、明成祖後的諸帝即位，遣官致祭玄帝 

明成祖崇奉玄天上帝，其子仁宗即位，抬高武當山地位，使其與五嶽

比肩，同樣遣官祭告。任自垣志《錄金石第十篇卷之第十三·大明國朝》

記： 

 

「洪熙元年（1425 年），欽差禮部左侍郎胡濙於天柱峰祭祀。御制祝

文有碑。碑陰：洪熙元年二月望日，皇帝用香帛祝文，分遣大臣遍祀岳、

鎮、海、瀆、歷代帝王、明神、先聖、祖陵及諸王陵寢，俱乙太牢。惟大

嶽太和山，乃玄帝登真之所，太宗文皇帝敕建宮觀三十三處，金碧交輝，

仍於天柱峰冶金為殿，範神之像，繚以石城，壯觀堅麗，曠古未有。今天

子繼志述事，升進茲山同於嶽鎮，命臣胡濙代祀。臣濙奉命惟謹，恪同湖

廣布政司右參議臣諸葛平、均州知州臣吳禮、臣張亨，均州守禦千戶所正

千戶臣朱彝，及本山玄天玉虛宮提點臣任自垣等，登山之日，忽有鶴一十

五雙，盤旋於金殿之上，良久始去，五色祥光，照耀山谷……」 

 

從上面的碑文中可以看出，仁宗即位後，繼其父成祖崇奉武當山玄天



上帝，進一步抬高武當山的地位，「今天子繼志述事，升進茲山（武當山）

同於嶽鎮」。如同制定的「家規」，其後的明室諸帝，每當新皇帝即位時都

得遵守祖宗「定制」致祭「護國家神」——玄帝上帝，把武當道場視為「朝

廷家廟」，虔誠奉祀「玄天上帝」。明成祖以後的有 14 位皇帝即位（含復

辟），由於明代山志中記載的下限時間為隆慶年間，即：洪熙元年至隆慶

元年。這期間，從明仁宗至穆宗有 10 位皇帝，他們在即位時，都遣官到

武當山致祭玄帝。現將遣官致祭真武情況列表如下： 

 

 

明代《大嶽太和山志》中皇帝即位遣臣祭祀真武的記載情況 

皇帝 時間 祭祀官員 祭 文 內 容 

仁宗 
朱高熾 

洪熙元年
（1425年）二
月十五日 

禮部左侍郎
胡濙 

惟神道高玄妙，功運化權，廣濟生靈，陰翊皇度。茲予嗣位之始，
虔修告祀，伏惟歆格，永祚邦家。尚享 

宣宗 
朱瞻基 

宣德元年 
（1426年）十
二月十一日 

太常寺寺丞
袁正安 

惟神參贊玄化，顯相邦家。我皇祖崇建祠宮，昭答靈貺。茲予嗣位
之初，謹用祭告，維神昭格，茂錫靈庥。尚享 

英宗 
朱祁鎮 

正統元年 
（1436年）一
月十五日 

平江伯陳佐 
惟神丕顯靈化，佑我家邦，祛災凝祥，永世斯賴。予嗣承大統，屬
茲紀元之初，敬用祭告，用祈洪庥。尚享 

代宗 
朱祁鈺 

景泰元年 
（1450年）閏
正月十五日 

翰林院侍講
徐珵 

惟神丕顯靈化，佑我家邦，祛災凝祥，永世斯賴，予嗣承大統，屬
茲紀元之初，敬用祭告，用祈洪庥 

英宗 
複即位 

天順元年 
（1457年）四
月二十五日 

定西侯蔣琬 
惟神玄元之化，天一之尊，為世造福，式顯神功，佑我家邦，萬世
永賴。今予複正大位，改元之初，敬用祭告，尚祈鴻庇，保茲太平。
尚享 

憲宗 
朱見深
即位 

成化元年 
（1465年）四
月二十日 

吏科左給事
中沈瑤 

惟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
特用祭告，神其鑒佑，永永無 。尚享 

孝宗 
朱祐樘 

弘治元年 
（1488年）四
月十二日 

陽武侯薛倫 
惟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
特用祭告，神其鑒佑，永永無 。尚享。 

武宗 
朱厚照 

正德元年 
（1506年）三
月二十七日 

崇信伯費柱 
惟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
特用祭告，神其鑒佑，永永無 。尚享 

世宗 
朱厚熜 

嘉靖元年 
（1522年）四
月二十五日 

工部右侍郎
陳雍 

惟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
特用祭告，神其鑒佑，永永無 。尚享 

穆宗 
朱載垕 

隆慶元年 
（1567年）十
一月二十一
日 

尚寶司寺少
卿徐琨 

惟神尊居北極，福德丕昭，佑我皇明，夙彰靈應。茲予嗣承大流，
特用祭告，神其歆鑒，丕揚顯赫之靈，永翊昌隆之祚。尚享 

 

 

三、明帝欽送玄帝神像、供品等安奉武當山宮觀 



明成祖在大建武當山宮觀後，欽降大量的玄帝及從神像等安奉到宮觀

內，並配備了鐘、鼓、磬、缽、香爐、花瓶、燭臺等供器、法器，以及其

內陳設的幡、帳、幔等。如天柱峰頂的金殿及其內安奉玄帝、從神，供器

等都為銅鑄鎏金。任自垣志《括神區第三篇卷之第四·大嶽》記： 

 

「永樂十年太宗文皇帝作：玄天上帝，有陰翊皇度、福國裕民之功，

特敕大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率領官員軍夫人匠二十餘萬，敕

建宮觀三十三處。天柱峰冶銅為殿，黃金飾之。范玄帝金像，精嚴置設，

曠古未所有也。……范玄帝金像，左右靈官、玉女、捧劍、執旗天將；供

案、香爐、花瓶亦以金飾之。」 

 

金殿在北京鋳好後，明成祖對運送金殿及神像等要求十分嚴格，要特

別小心謹慎。於永樂十四年（1416年）九月初九日特下聖旨：  

 

「敕都督何浚：今命爾護送金殿船隻至南京，沿途船隻，務要小心謹

慎。遇天道晴明、風水順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潔。故敕。 

續一件：船上務要清潔，不許做飯。永樂十四年（1416 年）九月初九

日。」 

 

明成祖首開欽降玄帝及其從神像安奉武當山宮觀的先河後，「後世帝

王以此為祖制」，欽降各種質地的玄帝像及其從神像、供器、法器，以及

各種絲織的神幡、神幔、神帳等，安奉、陳設到武當山各宮觀，將武當山

宮觀陳設得富麗堂皇。 

現將山志中記載的明帝欽降像器情況統計如下： 

 

明代《大嶽太和山志》中有關欽降像器的統計表 

序
號 

時間 
遣臣姓名 
及職務 

事 項 

備註 送真武 
及其從神像 

供器、香燭等 

1 

成化九年
（1473年）
七月二十九
日 

內官監右少
監韋貴、太監
陳喜、廖恭、
韋惲、劉賓等 

真武 1尊、銅范
鍍金真武 1尊，
從神 4尊、水火
1 座、神帥 10
尊、銅範鍍金從

供器 12 件、銅鍍金
供器 16 件、法器 2
件，幡幢傘 59對 

太和、玉虛
二宮安奉 



神 4尊、銅範鍍

金水火 1座 

2 

成化十二年 
（1476年） 
正月十五
日 

太監陳喜  
欽降銅爵盞 147個， 
《真武經》500本 

玉虛宮、太
和宮、南岩
宮、紫霄
宮、五龍
宮、遇真
宮、淨樂宮 

3 
成化十二年 
（1476年） 
十一月 

太監陳喜等  
管送欽降金彩妝木
雕龍牌 13座 

龍牌送赴
玄天玉虛
宮安奉 

4 

成化十四年 
（1478年） 
六月二十
九日 

內官監太監

韋貴、右參議
梅倫、御用監
太監陳喜、左
監丞陳道、內
官監右監丞
林茂 

銅范鍍金真武 1
尊，銅範鍍金從
神 4尊、銅範鍍
金水火 1座 

銅鍍金供器 12件 紫霄宮 

5 

成化十九年 
（1483年） 
九月初八
日 

內官監太監
韋貴、大嶽太
和山提調官
湖廣布政司
右 參 議 李
謙、御用監太

監陳喜 

銅范鍍金真武 1
尊，銅範貼金像
8尊、銅範鍍金
水火 1座 

古銅供器 4件 
五龍宮奉
安 

6 

成化二十二
年 
（1486年） 
九月初一
日 

御用監太監
陳喜、湖廣鎮
守太監開泰 

道像 2580軸 

香 390 把炷斤、蠟
260支，幡頂帳幔108
件， 
道經 6500卷 

 

7 

弘治七年 
（1494年） 
八月初七

日 

太監潘記、右
參議陳睿、御
用監太監扶
安、尚衣監太

監余慶、御用
監左少監張
 

錐金瀝粉彩妝
木雕聖像真武 1
尊，錐金瀝粉彩

妝木雕從神 18
尊 

香 17190根炷斤、蠟
燭 1690 對、蠟紙撚
700 根、花燭 200

片、燈草 1.8斤，幡
30對 

真武聖像
1 堂奉安
大聖南岩
宮；寶幡、
香燭分佈
玄天玉虛

等八宮並
帶管岩廟
懸掛焚點
照 

8 

弘治十年 
（1497年） 
四月二十
七日 

  
欽施銀 700兩，幡 31
對 

 



9 

弘治十二年 
（1499年） 
十月初八
日 

御馬監太監

李瑾、司設監
太監李珍、真
人 王 應 神
、會同鎮巡

等官、太監劉
雅等，並本山
太 監 李 琪
等，及三司等
官 

 

齎捧銀 5600 兩，香
31350 根炷斤、純紅
蠟燭 1800 對，幡 54
對、帛 9段 

 

10 

弘治十四年 

（1501年） 
四月二十
七日 

敕太監李祺
順 

 

銀 700兩，幡 31對、

香 1550 根炷斤、燭
3000支對、香油1100
斤 

齎御前及
中宮皇后
佈 施 銀

兩、香燭、
寶幡於玉
虛等宮觀
懸掛 

11 

弘治十四年 
（1501年） 
閏七月二
十五日 

敕御用監太
監王瑞、御馬
監 太 監 陳
、御用監太

監魏倫 

鍍金銅真武 2
尊、聖像 66軸，
鍍金銅從神 8
尊、鍍金銅水火
2座 

銀 4111 兩 香 9564
根炷斤、燭 7660支、
蠟紙撚 1800 支、花
燭 450斤片，鍍金銅
供器 24 件、幡 60
對、袱 76個 

 

12 

弘治十五年 

（1502年） 
十二月二
十五日 

太監陳寬等 奉安聖像 

銀 6400 兩，香 1216

炷斤、燭 1216 支，
帛 8段 

 

13 

弘治十八年 
（1505年） 
十一月十
一日 

太監韋興、御
用監太監王
瑞 

鍍金銅玄天上
帝 1堂，鍍金銅
水火 1座 

供器俱全 
安奉於太
和山大頂
金殿 

14 

正德二年 
（1507年） 
八月初三
日 

御用太監甄
瑾 

鍍金銅真武像 1
尊，鍍金銅從神
4尊 

供器 10件，香 15525
炷斤、燭 1800支 

 

15 
正德三年 

（1508年） 
太監甄瑾 

鍍金銅真武像 1

尊，鍍金銅從神
4尊 

供器 10件 
安奉於太

和宮 

16 

嘉靖五年 
（1526年） 
二月十六
日 

正一嗣教真
人張彥 、太
臨李瓚 

真武 1尊，從神
4尊、水火 1座 

銀 630 兩，香 1128
根、燭 2016 支，供
器 13件、帛 21段、
幡 10對 

安奉於淨
樂宮 

17 

嘉靖二十五
年 
（1546年） 
七月二十

千戶李永、道
錄 官 李 雲
淨，詣鶴鳴山
壇；萬文明、

 
銀 170兩， 
幡 1對，香炷全、帛
全 

武當山 60
員名，齊雲
岩 100
名，龍虎山



一日 王弘賓詣三

茅山壇；李
隆、李用濂詣
龍虎山壇；齊
志奚、紹隆詣
齊雲岩壇；高
士王永甯、太
常寺卿曹守
清詣武當山
壇 

60 名，鶴

鳴、三茅二
山各 80名 

18 

嘉靖三十
二年十一

月二十四
日 

欽差提督大
岳太和山兼
分守湖廣行

都司等處地
方內官監太
監王佐 

 幡 28對、帳幔 45副  

19 

嘉靖三十三
年 
（1554年） 
正月十七
日 

郭寧  袍幡 11件 
大明貞妃
馬氏、敬妃
文氏令旨 

 

從上述表中可以看出：明代山志中，對仁、宣、英、代四帝「欽降像

器」的情況沒有記述，而對憲宗至世宗四帝「欽降像器」的情況記載得比

較詳細。從成化九年（1473 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皇室「欽降

像器」、銀兩共 19 次，合計奉安神像 96 尊，其中玄帝像 12 尊；供器、法

器 262 件，其中銅鍍金供器 200 多件；欽降道像 2646 軸，其中真武聖像

310 軸；道經 7000 卷（本），其中《真武經》1500 卷（本）；各種絲織神

幡、神幔、頂帳、傘等 700多件。 

在欽降像器時，對欽降的像器的數量、質地，以及安奉的位置等都十

分具體、明細。如：成化九年（1473 年）十一月，欽降真武像二堂，安奉

於太和宮和玉虛宮，即： 

 

「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欽奉敕諭，差太監陳喜、廖恭、韋惲、劉

賓等，管送真武聖像二堂，於太和、玉虛二宮安奉。……謹將欽降聖像、

供器開載於後，用昭盛跡。 

大岳太和宮金殿內安奉： 

真武一尊。從神四尊：靈官一尊、玉女一尊、執旗一尊、捧劍一尊。



水火一座。神帥十尊：鄧天君一尊、辛天君一尊、張天君一尊、陶天君一

尊、苟天君一尊、畢天君一尊、馬元帥一尊、趙元帥一尊、溫元帥一尊、

關元帥一尊。 

供器一付：香爐一個，奩替蓋全；牡丹瓶一對，綠硬翠葉，各色絹梔

子、梅花全；燭臺一對，燭全；香盒一個；水燈盞一個，麻花絲罩全；法

盞一個，架全；匙箸瓶一個，匙箸全；剪燭罐一個，剪全。 

貼金木雕重簷殿一座，朱紅漆貼金線欄杆座桌，銅鍍金事件鎖鑰全；

朱紅漆貼金線邊供桌一張。 

玄天玉虛宮正殿內安奉： 

銅範鍍金聖像一堂：真武一尊。從神四尊：靈官一尊、玉女一尊、執

旗一尊、捧劍一尊。水火一座。 

銅鍍金供器二付： 

大一付，石座全；香爐一個，蓋、架全； 花瓶一對，貼金木雕梅、

竹、梔子花全；水燈盞一個，麻花絲罩全。小一付，描金花梨木座全；香

爐一個，蓋全；淨水盂一個，架全；花瓶一對，貼金木雕竹葉、靈芝花全；

水燈盞一個，麻花絲罩全；燭臺一對；匙箸瓶一個，匙箸全；剪燭罐一個，

剪全。爵盞三個。 

提爐一對，蓋、索全。鐘一口，朱紅漆貼金線架、座、桌全。黑石曲

磬一個，朱紅漆貼金線架、座、桌全。朱紅漆戧金雲鶴香盒一個。貼金線

供桌一張；滿堂紅一對，鍍金銅簽盤全。灰盒一付，槌、刷、刮尺全。 

各色羅銷金幡、幢、傘九對：幡三對、幢三對、傘三對。各色絨線織

金暗花素紵絲幡五十對，於各宮觀懸掛。」 

 

可見，在明皇室的推崇下，武當山是何等的輝煌，被人們稱作是「富

甲天下」的「黃金白銀世界」。 

 

四、明帝遣官來武當山修建齋醮活動 

「明代武當道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動就是為皇帝舉辦規模宏大、氣氛莊

嚴的齋醮法事活動。」1現將明代山志中記述的明代皇室遣官來武當山修建

齋醮活動情況匯總如下： 

                                                 
1 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華文出版社，1993年，第 206面。 



 

齋醮活動 

序

號 
時間 

遣臣姓名 

及職務 
齋醮活動 備註 

1 永樂二十二年 

（1424年） 

七月十九日

為始，至二十

五日 

特命正一嗣教真人

張宇清率領道眾 

於玄天玉虛宮，修建金籙報恩

延禧普度羅天大醮七晝夜，計

三千六百分位。分就靜樂宮、

興聖五龍宮、太玄紫霄宮、大

聖南岩宮、大岳太和宮、遇真

宮，諷誦經詮，積崇善果，少

伸誠懇，以答天心 

金籙大醮

意 

2 宣德三年 

（1428年） 

五月二十三

日 

太常寺寺丞任自垣

奏 

所有本山宮觀，每遇萬壽聖

節，設醮誦經七日，千秋令節，

設醮誦經五日 

 

3 成化九年 

（1473年） 

十一月初一

日 

差太監陳喜、廖

恭、韋惲、劉賓等 

玄天玉虛宮，修建金籙延禧福

國裕民齋醮七晝夜，供設普天

大醮三千六百分位 

 

4 成化十二年 

（1476年） 

十一月 

太監陳喜等 淨樂宮修建金籙延禧福國裕民

大齋三晝夜，供設醮儀三百六

十分位 

 

5 成化十四年 

（1478年） 

六月二十九

日 

內官監太監韋貴、

右參議梅倫、御用

監太監陳喜、左監

丞陳道、內官監右

監丞林茂 

銅范鍍金真武 1 尊，銅範鍍金

從神 4尊、銅範鍍金水火 1座 

紫霄宮 

6 成化十九年 

（1483年） 

十二月二十六

日 

御用監太監陳喜、

湖廣鎮守太監開泰 

管送真武聖像一堂，於興聖五

龍宮奉安。修建金籙延禧福國

裕民大齋三晝夜，供設清醮三

千六百分位 

 

7 成化二十二年 

（1486年） 

九月初一日 

太監陳喜、鎮守湖

廣太監開泰並都、

布、按三司等官 

淨樂宮修建金籙延禧福國裕民

大齋醮七晝夜，供設清醮三千

六百分位 

 

8 弘治七年 

（1494年） 

八月初七日 

太監潘記、右參議

陳睿、御用監太監

扶安、尚衣監太監

余慶、御用監左少

監張昺 

管領黃船，並馬快船隻，裝送

真武聖像，並供器等項，前去

大嶽太和山奉安，就修齋醮 

 

9 弘治十二年 

（1499年） 

十月初八日 

御馬監太監李瑾、

司設監太監李珍、

真人王應神 、會

香 31350 根炷斤、純紅蠟燭

1800對，齎捧銀 5600兩、帛 9

段、幡 54對 

 



同鎮巡等官、太監

劉雅等，並本山太

監李琪等，及三司

等官 

10 弘治十四年 

（1501年） 

四月二十七

日 

敕太監李祺順 銀 700 兩、幡 31 對、香 1550

根炷斤、燭 3000 支對、香油

1100斤 

齎御前及中

宮皇后佈施

銀 兩 、 香

燭、寶幡於

玉虛等宮觀

懸掛 

11 弘治十四年 

（1501年） 

閏七月二十

日 

敕內官監太監李

祺、御用監太監王

瑞、御馬監太監陳

玹、御用監太監魏

倫 

裝送真武神像，前去本山奉

安，並帶祝帛銀兩，就彼祭祀，

修設齋醮。 

淨樂宮修建齋醮七晝夜，太和

宮大頂建醮七晝夜。二次修建

齋醮六晝夜。東宮建醮七晝夜 

 

12 弘治十五年 

（1502年） 

十二月二十

五日 

司禮監太監陳寬、

鎮撫王良、太監李

祺 

修建吉祥好事二起，每起四十

九晝夜。淨樂宮好事四十九晝

夜、 

玉虛宮好事四十九晝夜 

 

13 弘治十八年 

（1505年） 

十一月十一

日 

太監韋興、御用監

太監王瑞 

鍍金銅玄天上帝 1 堂，鍍金銅

水火 1座，供器俱全 

安奉於太

和山大頂

金殿 

14 正德二年 

（1507年） 

八月初三日 

御用太監甄瑾 香 15525炷斤、燭 1800支， 

供器 10件 

 

15 正德三年 

（1508年） 

太監甄瑾 鍍金銅真武像 1 尊，鍍金銅從

神 4尊, 

供器 10件 

太和宮安

奉 

16 嘉靖五年 

（1526年） 

二月十六日 

太監李瓚、真人張

彥頨 

朕即位五年，欲照先朝故事，

為民祈福。特命太臨李瓚同爾

齎送錢糧，前去大嶽太和山修

建清醮，安奉聖像。淨樂宮福

國裕民醮、中宮建儲醮、清甯

宮建儲醮，永淳長公主建儲

醮、三位夫人建儲醮 

 

17 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 

王佐 於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虛宮修建

金籙，請佑福邦保民豐歲驅虜

延祥集，吉齋醮一壇，三千六

百分位。自四月二十日為始，

至二十六日圓滿 

御制齋意 



18 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 

六月十五日 

高士王永甯、太常

寺卿曹守清 

詣武當山壇，修建齋醮  

19 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 

七月二十日 

高士卿 齎捧香帛儀物，趨詣武當山玄

天帝壇修建金籙生辰報恩酬德

叩玄祈福永壽齋醮一筵，一千

二百分位 

 

20 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 

十二月二十六

日 

錦衣衛總旗王繼宗 自正月初一日起，於治世玄

岳、玄天玉虛宮、大岳太和宮、

大對南岩宮、太玄紫霄宮、興

聖五龍宮五處，同日啟建慶聖

安神奠土改懺愆齋醮，每處三

日，三百六十分位，至初三日

圓滿。十四日起，遇真宮、朝

天宮、清微宮三處，每處齋醮

三日，三百六十分位。至二十

六日圓滿 

 

21 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年）

正月十七日 

舍人郭寧 奉大明貞妃馬氏、敬妃文氏令

旨 今月二十六日，恭遇皇上景

命昌辰，先於甲子為始，特命

官道只就淨樂宮修建玉籙慶聖

賀師祝壽進袍懸幡吉祥大齋五

晝夜，至二十七日圓滿，陳設

諸真清醮一千二百分位 

 

22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年）

七月 日 

清微演教崇真衛道

高士，兼三宮住

持，參授上清大洞

經籙九天金闕榮侍

大夫，清微總章上

輔神霄玉樞伏魔真

宰，判雷霆都司諸

省府院便宜行事。

臣陳誠應 

欽奉皇帝聖旨，茲今八月初十

日，朕初度之辰，命官齎捧香

帛，前詣治世玄嶽壇殿，取初

九日為始，至十五日圓滿，修

建金籙祈天永命集慶安邦齋

醮，一壇七晝夜，三千六百分

位 

 

23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年）

七月二十日 

舍人郭寧 修設金籙求保安邦福夏滅狄請

符大齋三晝夜，奉醮一千二百

位席 

 

 

據明代山志記，明成祖至嘉靖時期有 6 位皇帝到武當山修設齋醮 23

次，其中，嘉靖時期就達 9次。建醮目的既有保佑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又有祝壽祈福，求子求孫等。武當山修設齋醮活動的費用，除日常建

醮所需香、油、蠟、燭等費用全部納入財政預算外，皇室遣臣到武當山建



醮又送銀兩或送去做法事用的香、油、蠟、燭等。據山志記載統計：皇室

送銀 18311 兩，香 77913把（炷斤），燭 69442 支，蠟紙撚 2500 根，香油

110斤；建齋醮共計 157晝夜，供設醮儀 19200分位。 

綜上所述，從明代山志中記載的皇帝對玄帝封號、皇帝即位祭祀玄帝、

欽送像器到武當山安奉以及遣臣到武當山修設齋醮活動等方面來看，明皇

室對玄天上帝是相當崇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