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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中）
    “刺奸”原指揭登奸吏，後篇督察官吏的官名。漠王莽始毅，

束漠魏晋因之。《漠害 ·王莽傅下》：“置孰法左右刺奸，攫用能吏

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除，如漠刺史。”在上清挫中，“刺奸”篇考

察、刹箭肇道者功遇罪目的仙官。

2 椿

        二景香一艘，怕恐失景晖，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倾

    危，大劫终一椿，百六乘速回。（曲素上姐 34/ 1下）

        有知其领，上升紫霞，寻同天人，莴椿不磋。 （青童

      内文 34/21 中）

          倏忽眄篱劫，直党周信椿。（神玄燮经 33/ 554上）

          上谕九玄之逸度，下纪篱椿之大生。 （真错卷一 494

      上）
          咀嚼三雷革，吐吸九神芒，椿数奔绝纪，偏日猜童

      蒙。（真错卷二 502中）
          大小互相提，畏短典少多，大椿须臾终，奚不委天

      顺，堆神任空洞。（真错卷三 20/505中）
    另如：畏保燕胳椿。（33/749上）顾眄须臾顷，忽然椿已遇。

(34/29 下）倏忽眄八方，一顾椿已倾。（34/30上）累椿植劫，保

兹利真。（34八47中）永享然期嘉，寓椿奚足多。（34/626中）莴

劫猫昨夜，千椿如晨朝。（34/627中）等。
    《驻子 ·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崴篇春，八千崴篇

秋。”后以喻畏爵，崖生 “椿年、椿期、椿露”等表畏爵的祠。

在丘清握中，“椿”成篇峙背名祠，指一涸相富是的峙尚段，常

常舆 “劫”同羲封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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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错卷十八 20/598上）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害。（此九字题卷外，徒此援，亚

似是丁卯年中授害，此事皆箫三许挺分也。）（真错卷四 20/

5 13上）

    雏外混俗矜而内修真李，密授教完，遵行上道，挺分所

得，乃岛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编卿司。 （真错卷二十
20/ 608 中）

    自典玄名帝圆，刻简来生，金骨玉髓，挺命合仙，不得

参闻。（减魔神慧高玄真趣 33n49 中）

4 玉骨 玉篇 玉音 妙音

    若有金骸玉骨，名言帝绿，得见此文。 （金根泉经卷
上 33/424 上）

    有金名玉骨，育字上清，得有此符，佩之三年，便得

岛五撤真人。（九赤班符 33/528上）
    至李之士 ，幸秘玉篇 ，以期神仙 ，必不牲傅 。 （四拯

明科卷五 3/ 443 中）

    下告九河十二水源，落除宿简，列奏玉篇，掌绿我

真。（九赤班符 33/520 上）

    上皇玉篇，秘而奉修，慎勿示人，天科告慎，唯不忘

傅。（七搏七燮舞天趣 33/548上）

    精诚典磨，遂遇明饰，兄受奇街，清铸新妙，玉音洞

密，吐纳平颜，谏魂保骨，冲氛夷泯，典援内外也。 （真

错卷十八 20/598上）

    天尊告太上道君曰：蹄瘾吾言，善思善栽，封矜中

心，辰夜存念，慎勿使忘，今乌汝解锐妙音，可得依用，

拔靖 罪魂 ，阴出畏夜。（九幽玉匮明真科 34/ 38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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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上真正”或 “燕上正真”是 “阿褥多雁三耶三菩提”的

意释，也作 “燕上正等正凳”，原指佛所具有的燕所不知的智能，

略作 “真正”或 “正真”，退涸祠被道握造作者吸收，指道教的

真神或真道。

6 真神 真形

          凡修 此道，慎 勿牲履掩截，镯忤真神 ，犯之 九年 ，拷

      掠兆之身。（厦文帝章经 1/ 895下）

          修之九年，得兄真神，乘空瘾行，上升玉清也．（巍
      山玄篆 34/ 181 中）

          李上真之道，赏知五行父母真君内肆，存以招魂，召
      以制魄，魂魄畏存 ，真神媳蹄 ，宫宅情 守，形 身便得反补

      自然，如此克日游晏玉清，典氛合真矣。 （曲素上趣 34/ 5

      下 一6 上）

          若矜五岳隐静之庭，修行捅咏，有具物假托真形，降

      兆之房，赏以帝章之印向之，刖真偏立见。 （厦文帝章趣

      l /895下。“假托真形”即 “假托仙真的身形”。）

          回晨来降，真形披交，岛我迥搏九户，度身皇朝，身

      滩太除之绿，上升玄宫，同摇，毒倾天地，信年不彤。

      （七星移度经 33/455 上）

          乞丐道君，降我真形，乌我致仙，害我玄名。 （九赤

      班符 33/523 中）《词典》释 “真形”岛 “本来的形象，真

      膏的形象”，而腔文颖非此羲。

    道教格得道在天界的神仙焉 “神”、篇 “真”，故 “真形”愿

解作 “神真的形象”; “真神”羲同 “神真、仙真”，《漠藉大祠

典》引 《太平天圃 ·文害》“璧神、真神、天父、神父是上帝也”

焉蹬，将 “真神”释焉 “上帝、天帝”，释羲尚可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