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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星曜在宋元道教内的多重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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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十一星曜是中西方天文星占学说融合的结果。宋元时，十一星曜信仰在社会上十分流

行。道教除保留其原有的天文、星命学思想外，随着两者互动关系的深入，十一星曜的称谓、职能渐

趋丰富，并在道教的斋醮科仪、符箓道法以及内丹修炼等不同领域流转，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象征符

号，拓展了十一星曜的宗教文化意涵。
孙伟杰，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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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道教

自道教在唐代通过增衍出 紫 炁、月 孛 二 曜，
将域外九曜扩充成十一星曜之后，十一星曜在道

门内外的影响逐渐扩大。宋元时，道门对十一星

曜的认知和实践程度得到进一步加深。本文通过

深入考察宋元道法仪式，将十一星曜的多重面相

一一呈现，进而对其演化的原因和方式进行详细

说明。

一、星占与禳星仪式中的十一星曜

十一星 曜 可 以 区 分 为 日 月 五 星 与 罗、计、
紫、孛两组，按照对日月五星职能的不 同 认 识，
我们将采用外来日月五星吉凶说的十一星曜称作

是 “域外十一星曜”，而 采 纳 中 国 传 统 日 月 五 星

说，也就是不作吉凶分别的十一星曜称作是 “本
土十一星曜”。这两种十一星曜理论在道教内都

有传承，不过随着道教的发展，“本土十一星曜”
基本取代了 “域外十一星曜”。

约出于唐宋间的 《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采

用的是 “域外十一星曜”说。郑樵 《通志·艺文

略》著录 “灵 宝 五 星 秘 授 经 一 卷”① 或 即 此 书。
此经虽题为五星，实则言说祈禳九曜之法。经中

九曜星神的装扮已经具备了鲜明的道教特征，并

且较为统一，只略在衣着上加以区别。不过九曜

星神尤其是五星神所主吉凶仍然延续佛经中的说

法，比如木星与喜庆相连：“东方木德 真 君，主

发生万物，变惨为舒，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福

庆，宜弘善以 迎 之。”金、火、水、土 星 与 灾 厄

相关：“西 方 金 德 真 君，……如 世 人 运 炁 逢 遇，
多有灾怪刑狱之咎，……南方火德真君，……多

有灾厄疾病之尤，……北方水德真君，……多有

灾滞劾掠之苦……中央土德真君，……多有忧塞

刑律之厄。”②

随着道教的发展，十一星曜的域外色彩逐渐

淡化，至北宋李思聪 《洞渊集》时已融入更多本

土星曜学说，经中有关日月五星所主灾祥的理论

基本脱离了域外色彩：
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日为

洞阳之宫，……日之精黑，化生金乌。……
一年一周天。……日魂吐九芒之黑，光莹万

国。日名郁仪。
月者，太阴之精，皇后大臣之象。……

月为广寒洞阴之官，……魄精之黑，化生玉

兔。一月一周 天。……月 魄 常 泛 十 华 之 彩，
光莹万国，月名结璘。

东方木德星君，木之精。苍帝之子，光

照三十万里，径一百里，十二年一周天。
南方火德，荧域星君，火之精。赤帝之

子，执法之星。其精下降，为风伯之神。常

以十月入太微受事，光照八十万里，径约一

百里，二年一周天。
西方金德星君，金之精，白帝之子，主

刀兵将军肃杀之威，其精下 降 为 雨 师 之 神。
光照七十万里，径一百里，一年一周天。

北方水德星君，水之精。黑帝之子，水

德为天心，紫辰之星，正对崑仑之顶处。紫

微之 宫，即 元 气 之 主。其 精 下 降 为 先 农 之

神，主发生物，光 照 五 十 万 里，径 一 百 里，
一年一周天。



中央土德星君，黄帝之子，其精下降为

灵。星之神，光照十二万里，径五十里，二

十九年一周天。
罗睺神首 星 君，主 九 天 之 下 一 切 诸 恶，

……逆行天道，顺之则昌，逆之则祸。
计都神尾 星 君，主 九 天 之 下 一 切 罪 福，

多主疾病困苦之灾。……逆行天道，不显神

光。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天一紫炁星君，……长侍紫微垣门，降

人间之百福，添禄算之司。
太一月孛 星 君，主 九 天 之 下 一 切 凶 杀。

……逆行黑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③

此经采用 “本土十一星曜”的理论，将日月

五星作为主宰天上人间万有生灵的星神。值得一

提的是经中所涉及的天文学知识，虽然有关五星

光照、直径的描述并不真实，但其关于运转周期

的论述与实际的天体运行时间基本一致，这表明

道教典籍中的描绘并不完全是凭空杜撰，其中所

涉及的天文知识建基于真实的天体运动。此后，
“本土十一星曜”在道教内部基本取代了 “域外

十一星曜”。例如 《道门科范大全集》卷４６提到

十一星曜时，“月三珥而天下喜，日再中而帝业

隆，岁星明而谷稔国昌，镇星留而邦宁福厚，太

白尚义以戒穷兵，荧惑守心乃闻退舍，辰不失行

则丰年乐岁，彗成夕见则除旧布新。暗虚为建坠

之星，所以为日月之蚀；天乙乃道德之曜，所以

制吉凶之宜”④。这 些 有 关 十 一 星 曜 的 功 能 的 描

述基本是对中国传统星曜学说的继承。
与 《太上洞 真 五 星 秘 授 经》差 不 多 同 时 的

《元始天尊说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简称 《十一

曜消灾经》）假托元始天尊为青罗真人说念诵十

一星曜消灾神咒之法：
如有五星不顺，凌犯宫宿，照临帝土及

诸分野，灾难竞 起，疫 毒 流 行，兆 民 死 伤。
速令塑绘十一曜形仪，于清 浄 处 建 立 道 场，
严备香花灯烛，请命道士或自持念 《十一曜

大消灾神咒经》，一 七 日，二 七 日，或 三 七

日，修斋行道，礼 念 忏 悔，即 得 上 消 天 灾，
保镇帝 土，下 禳 毒 害，以 度 兆 民，汝 宜 听

信，转转 教 人 受 持 读 诵。青 罗 真 人 叩 头 再

拜，上告天尊，伏 愿 大 慈 广 为 宣 说。是 时，
天尊即说十一曜大消灾神咒。⑤

该经所述祈禳之法与 《上开经》中记载的禳

星仪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只是增加了持念星

咒以及念诵时间节点等环节。经中在提及十一星

曜咒之余还提到九星和五星咒，由此可以看出十

一星曜层层演变的历史进程。此后，念诵 《十一

曜消灾经》消灾除厄成为道门中一项重要的禳灾

仪式，在宋代颇为流行。例如南宋西蜀道士吕元

素集、胡湘龙编校 《道门定制》 “消灾拜章功德

疏”中记载：“奉为某家，解禳星运刑克照临之

灾，……各转 《太 上 十 一 曜 大 消 灾 神 咒 经》一

卷。”⑥ 宋李昌龄传、郑清之赞 《太上感应篇》亦

有引述。⑦ 而 在 宋 吕 太 古 集 《道 门 通 教 必 用 集》
中，解禳阳九百六之灾，兵戈、疾疫、水火、旱

蝗、饥馑之厄等都可以通过转诵 《太上十一曜大

消灾神咒经》来避除祸患。⑧

宋路时中 编 《无 上 玄 元 三 天 玉 堂 大 法》卷

２２ “禳彗孛法”记载：“凡有彗孛妖星垂象，当

告禳 星 符，及 诵 《灵 宝 十 一 曜 经》。”⑨ 此 处 《灵

宝十一曜经》很可能指的就是 《十一曜消灾经》。
《灵宝领教 济 度 金 书》曾 记 载：“二 景 五 星 七 曜

斋，本属上清部，以 《十一曜消灾经》为祖。按

《灵宝四十九品》云：灵宝有二十四司，第五青

罗消灾玉 司，青 罗 真 人 主 之。以 《十 一 曜 消 灾

经》为司举 治 经。然 则 七 曜 斋，亦 可 属 灵 宝 部

也。”⑩ 按照此记载，上清、灵宝部都有以 《十一

曜消灾经》为尊的说法，因此，上文中的 《灵宝

十一曜经》很可能是 《十一曜消灾经》在灵宝部

中的别称。
《十一曜消灾经》虽然流传很广，但 道 门 中

人对此经咒也有所怀疑，比如 《静余玄问》中记

载：“先生 （白玉蟾）告耜 （彭耜）曰：尔谓十

一曜咒诚太上所说乎？曰：诚哉！曰：嘻！彼咒

中有谓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 申，皆 星 翁 也，
却是春秋战国时人。甘石未生，此咒先有，质之

于此，岂太上所说耶？”瑏瑡 白玉蟾在此处对十一曜

咒由元始天尊讲说提出的疑问，按照他对十一曜

的了解，当为点化彭耜的戏谑之言。
在道教禳星仪式中，还会涉及十一曜星君神

位的摆放。一般而言，罗、计、紫、孛通常与太

阴一起排列在表示 “阴”性的右班，比如 “开度

醮左 右 班 一 百 二 十 神 位”的 摆 放 时，右 班 摆 放

“上清月府皇华素曜结璘太阴皇君、天乙紫炁道

星真君、太 乙 月 孛 彗 星 真 君、神 首 罗 睺 建 星 真

君、神尾计 都 坠 星 真 君”等 神 位。瑏瑢 不 过 有 时 神

位的摆放并不一定 遵 循 此 例，比 如 在 “七 曜 斋”
中， “神 尾 计 都 坠 星 真 君、太 乙 月 孛 彗 星 真 君”
出现在左班，“神首罗睺建星真君、天乙紫炁道

星真君”则 出 现 在 右 班。瑏瑣 而 宋 留 用 光 传 授，宋

蒋叔舆编撰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则将十一曜

星君全部放 在 “左 班”：“太 丹 炎 光 郁 明 太 阳 帝

君、木德岁星重华真君、火德荧惑星执 法 真 君、
土德镇星地侯真君、金德太白星天皓真君、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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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星伺晨真君、罗睺神首建星真君、计都神尾坠

星真君、天一紫炁星君、太一月孛星君。”瑏瑤 除此

之外，还 会 出 现 十 一 曜 重 复 出 现 的 情 况，比 如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 “禳荧 惑 斋 法”瑏瑥 位 中 既 有

“上清十一曜真 皇 君”神 位，又 有 “太 乙 月 孛 星

君”的神位。上此种种有关十一曜神位的不同排

序，很可能是缘于斋醮仪式的不同，而之所以会

出现十一曜重复出现的情况，可能是为了突出某

一星曜的重要性。
不仅如 此，禳 星 仪 式 中 还 出 现 了 十 一 星 曜

符瑏瑦，此符主要配合 “七曜斋”使用， 《灵 宝 领

教济度金书》卷２ “七曜斋三日节目”中十一曜

符的使 用 时 间 是 在 次 日 晚 朝 行 道 时，上 十 一 曜

符。瑏瑧同书卷２９１记载：“其十一曜符云：……惟

十一曜则看何星为灾，用其符也。”瑏瑨 也就是说十

一星曜符是依照产生灾害时所主星曜而分别使用

以禳灾去害。

二、“四余”说

十一星曜中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又被称

为 “四余”，这一称谓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大

致为南宋初年，而且 可 以 基 本 确 定 的 是 “四 余”
的这一 称 谓 也 是 源 自 道 教。笔 者 所 见，较 早 称

罗、计、紫、孛为 “四余”的说法出自于道教典

籍，很显然，“四余”说不同于 《秤星灵台秘要

经》所提 到 的 含 义，应 该 是 道 门 人 士 对 于 罗、
计、紫、孛的一种新的解释。

在 《灵宝 领 教 济 度 金 书》中 多 次 出 现 “四

余”的称号，比如 “天一紫炁星君……禀太阳之

余炁，……周三十而御历” “太乙月孛星君……
禀夜光之余炁，……历周九岁”“七纬四余”“四
余四曜星君” “历 纪 四 余，名 传 九 执”瑏瑩 等 记 载。
其中紫炁禀太阳之余炁，月孛禀夜光 （可能是太

阴，也可能是星光，待定）之余炁的说法应当引

起我 们 的 重 视，这 种 解 释 不 同 于 通 常 关 于 “四

余”的解释，详见下文。此外，经中也没有提到

罗睺和计都所禀之炁为何。虽然我们很难断定这

种余炁的说法在此经中出现的具体时间，不过至

早不会早于南宋。
“四 余”之 称 还 出 现 在 《道 门 科 范 大 全 集》

卷２５至卷２９ “祈嗣拜章大醮仪”之中，这几卷

全部题为 “三洞经录 弟 子 仲 励 编”。据 罗 争 鸣 的

研 究，仲 励 所 提 到 的 最 晚 年 号 为 “建 炎”
（１１２７—１１３０）瑐瑠，该年号是南宋高宗的第一个年

号。因此，仲励的生活年代当在此前后。在祈嗣

醮仪的章 文 中 提 到 “上 清 四 余 四 曜 真 君”瑐瑡 的 名

号，这一名号在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又被称

作 “上清紫炁、月孛、罗睺、计都四余星君”。瑐瑢

另外，白玉蟾也曾论及 “四余”：“夫罗睺乃

火之余炁也，计都乃土之余炁也，月孛乃金水之

余炁也，紫炁乃木之余炁也。”瑐瑣 此段文字出自于

《海琼白真人语录》卷２ 《鹤林法语》，该卷为彭

耜弟子、白玉蟾的再传弟子林伯谦等人所编，主

要记载白玉 蟾 与 彭 耜 等 师 徒 之 间 的 对 话。瑐瑤 引 文

中的 “四余”指的是罗睺是火星的余炁，计都是

土星的余炁，月孛是金星、水星的余炁，紫炁是

木星的余炁。而宋代陈伀集疏的 《太上说玄天大

圣真武本传神魂妙经注》中论及 “四余”时又有

不同：
太阳、太阴、天一、太一、黄旛、豹尾

之六 宫，主 昼、夜、晦、明、风、雨 之 六

运，乃日曜、月曜、木曜、水曜、火曜、土

曜。……紫炁续木曜，配五福，司学业。二

十八年纬一周天，主人威仪，貌不恭，意狂

俊，夺农 时，厥 极 恶，木 带 冰 雰，罚 常 雨。
月孛续 水 曜，配 宗 庙，司 祀 享。九 岁 一 周

天，怒见毛头彗尾，听不聪，情纵急，逆天

时，厥极贫，水祸肟蛮，罚常寒。罗睺续火

曜，配勋业，司阳德。一十八年一周天，怒

蚀其日月，视不明，心逆舒，弃法律，厌极

疾，火掷血流，罚常燠。计都续土曜，配稼

穑，司阴德。一十八年一周天，怒则崩摧山

川，思不睿，虑妄蒙，侮父母，厌极凶，饥

馑流荒，罚常风。……天一司人五福，太一

掌人夭横，罗睺惩男，计都戒女，于是六曜

之内，日月明分昼夜也。罗计孛紫并暗曜化

人迁善，每罚凶人则光现。瑐瑥

依陈伀的注解，月孛是水星的余炁，没有与

金星相 联 系，这 与 白 玉 蟾 的 解 释 有 所 差 异。另

外，“四余”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职能，比如紫炁

配五福，司学业；月孛配宗庙，司祀享；罗睺配

勋业，司阳德；计都配稼穑，司阴德等等， “四

余”在职能上的增添凸显出其在道教神灵体系中

地位的上升。
及至元代，随着天文观测水平的提高，一些

道教人士的天文学知识亦得以进一步扩充。元代

赵友钦 《革象新书》对 “四余”作了全新的数理

天文学解析，他指出：
罗睺、计都、月孛、紫气，每日所行均

平，并无迟疾。夫罗睺、计都者，是从月交

黄道而求月交之终始，……罗、计于其间各

逆行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以此数并月行交

终之度，即黄道周天之度也。罗、计渐移十

八年有余，而周天交初复在旧躔。夫月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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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月之盈缩而求，盈缩一转，……以黄道

周天之度并孛行数，即月行数也，大约六十

二年而七周天。太阴最迟之处与其同躔。夫

紫气者，起于闰法，约二十八年而周天。瑐瑦

此时的月孛已在天文学意义上取代了计都原

有的位置。赵友钦精于历算，因此他对 “四余”
的解释相较其他道经，神学意味相对较少，科学

成分相对更多。这一解释被其弟子陈致虚沿袭，
并有所增益。陈致虚在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

上品妙经注》卷下提到：
罗、计、气、孛所 行 无 迟 疾。罗、计 从

月，交黄道而求月交之终始；罗、计于其间

各逆行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月孛从月之盈

缩而求。紫 炁，起 于 闰 法。二 十 八 年 十 闰，
紫炁周十二宫。紫炁，即景星也。史注：景

星状如半月，凡见则人君有德，明圣之庆。瑐瑧

陈致虚在赵友钦的基础上重点对紫炁进行了

补充说明，他 吸 纳 《史 记·天 官 书》 “景 星 者，
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的 记 载，
将紫炁定为瑞星之一的景星。唐张守节 《史记正

义》对 《天官书》此句注解到：“景星状如半月，
生于晦 朔，助 月 为 明，凡 见 则 人 君 有 德 明 圣 之

庆。”瑐瑨 陈致虚的解释源出于此。赵友钦关于 “四

余”的 解 释 不 仅 在 教 内 流 传，在 教 外 也 多 被 称

引，尤其是明清时期，历家与术家对 “四余”多

有讨论，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刑狱之祸，黄 一 农、
钮卫星对此多有深论瑐瑩，此不赘述。

三、雷法、内丹等道法中的十一星曜

站在宗教者的视角，十一星曜在其实际的天

文学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在神学层面所体现

的宗教意义。也就是说，在宗教者的眼中，十一

星曜被视为一种象征符号，由于可以与实际的天

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对

其进行 不 同 的 诠 释 和 转 换，赋 予 它 们 不 同 的 内

涵。宋代以降，道教新出法、派众多，十一星曜

也随之被赋予了许多新身份和新象征。
（一）十大星帅

所谓 “十大星帅”，指的是十一星曜 除 月 曜

之外的 其 余 十 曜，其 产 生 与 雷 法 的 兴 起 密 切 相

关。虽然 “十大星帅”也使用十一星曜的名号，
不过它 们 拥 有 新 的 内 涵，与 十 一 曜 星 君 并 不 相

同，这在道教的上章仪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

如在 《道法会元》卷１４１ “太一天章阳雷霹雳大

法”之 “传度朝仪”所称法位中， “上清十一大

曜”与 “太 一 十 大 星 帅”被 分 别 称 引。瑑瑠 卷１４２
“太一天章阳雷霹雳大法行遣部”之 “传度检式”

之 “申状目录”中出现的是 “日宫太阳帝君、月

府太阴皇君、木德岁星真君、火德荧惑星君、土

德镇星真君、金德太白星君、水德辰门星君、神

首罗睺星君、神尾计都星君、天乙紫炁星君、太

乙月 孛 星 君”十 一 曜 星 君 的 名 号，而 “文 牒 目

录”中出现的是 “大火天羯毒日星帅、木德高林

煞访星帅、火德执摩引煞星帅、金德白煞号噉星

帅、水德毒煞翻波星帅、黄发飞烈号瀈星帅、罗

林目噉河魁星帅、神尾游访计门星帅、都游紫炁

号门星帅、岁孛烈按黑炁星帅”瑑瑡 十大星帅名号。
据 《道法会元》记载，道教内流传着名为 “太一

十星帅之法”的法术，该法首先由黄帝获得，后

来大禹 治 水，遇 到 太 一 十 真 君 传 授 此 法 制 服 水

患。再后来太一祖师虚靖真人 （第三十代天师张

继先，徽宗时赐号 “虚靖先生”）在青城山修炼

时，从太 一 十 地 灵 官 之 处 得 到 此 法，并 流 传

至今。瑑瑢

关于十大星帅与十一星曜之间的联系，我们

还可以从装扮上窥探一 二。 《道 法 会 元》卷１３３
“六府六司帅将”条详细记载了十大星帅的名号

和装扮，兹举数例如下：
都天 霹 雳 木 德 高 林 煞 放 星 帅 星 嫣，雷

冠，上有猪，青衣带，双手执桃子擘破，上

有雷炁出。
都天 霹 雳 火 德 执 摩 引 煞 星 帅 民 頺，雷

冠，上有火驴，红衣带，执火帜，恶相。
都天 霹 雳 金 德 白 煞 呺 噉 星 帅 求 摽，雷

冠，上 有 雉，白 衣，女 人 相，手 抱 琵 琶

朱弦。
都天霹 雳 水 德 黑 毒 翻 波 星 帅 儁，雷

冠，上有猿，女人相，手执簿。
都天 霹 雳 黄 发 飞 烈 号 浑 星 帅 申 伸，雷

冠，上有牛，老人相，手执降魔杵，或执锡

杖，黄衣。
都天 霹 雳 罗 林 目 瞰 河 魁 星 帅 陈 只，雷

冠，上有蛇，恶相，执幢，红衣带。
都天 霹 雳 神 尾 游 访 计 门 星 帅 天 坐，雷

冠，上有龙，恶相，执豹尾长枪，绿衣。
都天霹雳都游紫炁号门星帅渊计，道士

冠，紫衣，手执金书，天人相。
都天 霹 雳 岁 孛 烈 按 黑 炁 星 帅 萧 卜，披

发，白道衣，仗剑诜足，恶相。瑑瑣

从装扮上看，木德星帅 （对应木曜）冠上有

猪，双手持桃；火德星帅 （火曜）冠上 的 火 驴；
金德星 帅 （金 曜）冠 上 有 雉，女 人 相，手 抱 琵

琶；水德星帅 （水曜）冠上有猿，女人相，手执

薄；黄发星帅 （土曜）冠上有牛，老人相，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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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杖；罗林星帅 （罗睺）冠上有蛇，恶相；神尾

星帅 （计都）冠上的龙，恶相。这些装扮完全借

用了十一曜星君的形象，只是由于十大星帅与雷

法的关系，所以一般都改戴雷冠。特别的是，紫

炁星帅头戴 “道士冠”的形象或可为紫炁是由道

教发明这一事件提供一丝佐证。
为了配合法术的需要，道经中还记载有十大

星帅神咒，例如 《太上三洞神咒》卷２ “雷霆召

役诸咒”记载：“太阳星帅，持权扶桑。曦 轮 万

里，烜赫东乡。真符飞起，遍撒火光。……天乙

紫炁，道曜之尊。解冲释恶，变祸移迍。真符飞

起，大法 攸 行。孛 彗 流 星，神 勇 威 灵。威 南 一

叫，声震雷霆。真符飞起，石裂山倾。”瑑瑤 从中亦

可看出十一曜星君影响的痕迹。此外，由于神学

诠释的需要，十大星帅的名称并不固定，《道法

会元》卷１３５ “太一天章阳雷霹雳大法”中便记

载了一种新的称谓：“速召东方木德神，南方火

德神，西方金德神，北方水德 神，中 央 土 德 神，
吊门计都神，员杀罗睺神，执天太阳神，主覆紫

炁神，十将灵灵，驱摄列星。”瑑瑥 几种不同称谓背

后体现的是神学解释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显

著特征之一是不固定性与调适性，这和我们通常

理解的 神 圣 性 所 代 表 的 稳 固 性 相 辅 相 成，这 一

“常”与 “非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二）雷神、祈晴雨、掩日光与十一星曜

雷法自宋代兴起之后，广为诸派所用，以祈

雨祈晴、伏魔降妖等。十一星曜也因此被赋予了

雷神的身 份，转 变 成 为 十 一 雷 君， 《道 法 会 元》
卷１１０ “混沌玄书大法”记载有十一雷君名号。瑑瑦

《法海遗珠》分别记载了十一雷君的法符。瑑瑧

祈晴祈雨雪是雷法的一个主要用途之一，十

一曜中被用以主宰晴雨的星曜主要是罗睺、计都

和月孛三星，三个星曜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组合

使用。宋代路时中编 《无 上 玄 元 三 天 玉 堂 大 法》
“禳旱法”记载了一 段 祈 禳 干 旱 的 咒 语，其 中 提

到 “雨师 元 隶 罗 睺 星”。瑑瑨 此 咒 又 被 称 为 “四 溟

咒”，在 《灵 宝 领 教 济 度 金 书》瑑瑩 《法 海 遗 珠》瑒瑠

《太上三洞神咒》瑒瑡 等经书中多次出现，并且还化

身 “电字咒”瑒瑢 “水雷咒”瑒瑣 以召雷祈雨。
除上文提到的 “四溟咒”，《道法会元》汇编

的诸多符箓道法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召请罗、计、
孛祈晴雨的符咒法令，比如 “移潭会龙移海掣雨

令”，此令 “批付都天 星 帅 罗、计、孛”瑒瑤； “霹

雳搜龙震威倾雨令”，此 令 “付 都 天 星 帅 月 孛 遵

依”瑒瑥。再 比 如 “太 一 天 章 阳 雷 霹 雳 大 法”之

“祈雨行遣”中提到：“上 申 神 首 隐 曜 罗 睺 星 君，
神尾暗 曜 计 都 星 君 圣 前。……催 发 箕 毕 翼 轸 四

宿，协心运功，如期降雨。”瑒瑦 以及 “苟毕符”中

出现的 “罗睺 计 都 土 宿 黑”的 咒 语。瑒瑧 这 其 中 提

到了罗睺、计 都、土 宿 以 及 箕、毕、翼、轸 星。
毕星也称毕宿，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也是中国传

统 “雨师”形象的一种。毕星主管降雨的起源很

早，《诗经》曾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东

汉应劭 《风俗通义》“雨师”条记载：“《周礼》：
‘以槱燎祀雨师。’雨师者，毕星也。”瑒瑨 道教祈雨

法术中以毕星降雨的说法是对传统星宿文化的继

承，不过在上述道法中，毕星受到罗睺、计都的

节制，这种身份上的差异，表明十一星曜的地位

高于二十八宿。
除了祈晴雨雪，《道法会元》卷９４ “掩阳光

祕咒”：“唵聻聻吽吽黑暗天昏摄。太微童子敕，
罗睺 土 宿 摄。”瑒瑩 《法 海 遗 珠》中 的 “掩 日 诀”：
“唵罗睺 计 都 土 宿 摄。”瑓瑠 以 及 《太 上 三 洞 神 咒》
中的 “团云咒”：“聻聻吽吽，黑暗天神。天旋地

转，日月失昏。罗睺土宿，煞炁飞腾。”瑓瑡 出现了

罗睺、计都、土宿被用以遮掩阳光的记载。由于

罗睺、计都在印度天文学中的原始含义便与日月

蚀相关，此处被用以遮掩日光是其天文含义在宗

教法术中的延伸。
（三）考召、内丹等道术中的十一星曜

除了上述功用，十一星曜还被不同道派赋予

了许多身份与功能，这些功能基本上已经脱离了

其原始的天文学内涵，更多的只是通过借用十一

星曜的名号，将其与道法相结合，因地制宜、因

时所需 地 使 用。比 如 “罗 睺”，在 《道 法 会 元》
“东平张元帅专司考召法”瑓瑢 “正一吽神灵官火犀

大仙考召 秘 法”瑓瑣 “东 岳 温 太 保 考 召 秘 法”瑓瑤 中，
“罗睺”出现在迷魂法术的咒语中。《灵宝领教济

度金书》中，“罗睺”转而被用在 “行神布炁咒

水治疼痛咒”中瑓瑥。而在 《鬼谷子天髓灵文》出

现的 又 是 “齿 神 罗 睺 清 元 君”的 称 谓瑓瑦，可 见，
“罗睺”的身份与职能多有变化，并不统一。再

如宋路时中编 《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存

思十一曜是 “治 尸 虫”法 术 的 一 个 重 要 环 节瑓瑧。
在 《上清北极天心正法》中， “计都”则变身天

心派法术 “天心总咒”的一部分瑓瑨。
南宋以降，道教内丹之法盛行，十一星曜因

之也出现在叙述内丹机要的口诀、诗词之中。南

宋白玉蟾作、留元长编集的 《海琼问道集》中载

录 《乌兔经》一首，其中提到 “嫦娥配罗睺，阳

黎妻月孛”瑓瑩。金代侯善渊述 《上清太玄集》卷５
“大张仙问十二颂 四 言 绝 句”有 阐 述 “隐 显”一

诗：“土宿 见 罗 睺，擎 天 跨 火 牛。剑 光 无 血 污，
斩下赤 龙 头。”瑔瑠 元 代 林 辕 所 述 《谷 神 篇》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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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药还丹诗》：“啜 摸 罗 睺 吞 玉 决，温 存 月 孛 守

珠囊。黄庭炼就金鱼袋，绝胜官封田舍郎。”瑔瑡 在

这些诗文中，月孛、罗睺演化成内丹术语，以隐

晦的语言阐述着道教内丹的奥秘。
随着宋元真武信仰的逐渐兴起，十一星曜与

真武的关系也逐渐密切。元代道士刘道明编撰的

《武 当 福 地 总 真 集》卷 下 记 载 有 宋 嘉 祐 二 年

（１０５７）天中节 （端午节），十一曜、北斗等星宿

经纬阴阳、功 齐 天 尊 之 事。瑔瑢 在 此 书 之 后，约 出

于延祐 元 年 （１３１４）至 后 至 元 二 年 （１３３６）瑔瑣 的

《玄天 上 帝 启 圣 录》卷５ “折 应 计 都”条 专 门 记

载了至和三年 （１０５６）八月初一日夜张贵妃祈应

计都星君的故 事。瑔瑤 及 至 明 代 《许 真 君 玉 匣 记》，
计都星已完全脱离其原本凶恶的身份特征，转而

成为人间祈请的福神。瑔瑥

综上所述，随着道教的发展，十一星曜的天

文本意不断淡化，进而演变成为一种象征符号，
辗转于不同的道法之中。这一流转变迁过程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十一星曜中的 “紫炁”
“月孛”是后发明出 来 的 星 曜，本 就 缺 乏 清 晰 明

确的意涵；另一方面，在道教漫长的历史中，不

同人物、不同法派对于十一星曜的认知程度也参

差不齐，这些因素无疑加剧对十一星曜进行诠释

的可能性，因此 “象征化” “符号化”成为十一

星曜在道教内部发展、演变不可避免的结果，也

正因为此，十一星曜才可以更加灵活地辗转流传

于不同时代。
（责任编辑：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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