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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信仰与中国民间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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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是独立于佛经、道

藏外的另一中国传统宗教的经典。财神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联系紧密。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体系中，不

仅有 《财神宝卷》的流传，财神信仰也与其他民间神明关系密切。民间流传着太上老君化身财神的传

说，江西地区亦将水神萧公视为财神。神明之间的相互转化，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有趣现象。
李志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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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卷仪式

宝卷，是由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

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是独立于佛教 《大
藏经》、道教 《道藏》之 外 的 另 一 中 国 本 土 宗 教

的经典。① 据 统 计，国 内 外 公 私 收 藏 的 宝 卷 约 计

有１５００余种，５０００余种版本。②

中国学界关于民间信仰宝卷曾数次编辑，值

得关注。濮文起与宋军等人出版了４０册的 《宝

卷》，收集了一部分相当珍贵的文献。③ 其后台湾

王见川等人合编的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

编和续编都已经出版，都为１２册。④２００５年由周

燮藩主编，濮文起任分卷主编的 《中国宗教历史

文献集成：民间宝卷》（共２０册）由黄山书社出

版发行。⑤２０１１年，王 见 川、侯 冲、杨 净 麟 等 主

编的 《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由台湾

博扬文化事 业 有 限 公 司 出 版。⑥２０１２年，著 名 学

者马西沙先生主编的大型宗教文献资料集 《中华

珍本宝卷》（第１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发行。⑦２０１４年 《中华珍本宝卷》（第２辑）正

式出版 发 行⑧，２０１５年 《中 华 珍 本 宝 卷》（第３
辑）正 式 出 版 发 行⑨。民 间 宝 卷 与 中 国 民 间 信

仰、佛教、道教、宗教音乐、宗教图像、民间文

学等研究关系重大，值得不同学科学者进行深入

研究。财神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联系紧密。在中

国民间信仰的信仰 体 系 中，不 仅 有 《财 神 宝 卷》
的流传，财神信仰也与其他民间信仰神明关系密

切。这些都值得探讨研究。

一、财神信仰与宝卷的流传

在民间，民众 崇 信 财 神⑩， 《财 神 宝 卷》十

分流行。瑏瑡 据车锡伦先生研究， 《财神宝 卷》，又

名 《路头宝卷》。各种版本文字差别较大。与财

神信仰相关的宝卷有 《财神宝卷》 《五路财神宝

卷》《五路宝卷》《五路天神宝卷》《五福财神宝

卷》《治国兴家增福财神宝卷》《恭敬财神宝卷》
《金龙扇宝卷》《卖耍货宝卷》。其中有４６种宝卷

名为 《财神宝卷》，又有 《财神感应宝卷》，以及

《财源宝卷》。瑏瑢

以上宝卷，以 《治国兴家增福财神宝卷》为

最早，此卷已经收入马西沙先生主编 《中华珍本

宝卷》第２辑第１４册，卷末题：“康熙岁次癸亥

乙卯月 奉 佛 弟 子 郭 祥 瑞 注，奉 佛 弟 子 傅 昌 业

录”瑏瑣。显 而 易 见，此 卷 为 清 康 熙 癸 亥 （二 十 二

年，１６８３）刊折本，流传地区为 河 北 沧 州 一 带。
在著录的 《财神宝卷》中，基本都为晚清民国以

来的抄本，在江浙等江南地区流传最广。在国家

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社科

院文学所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市戏曲

研究室、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

海市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扬州大学师

范学院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高校、科研院所的

图书馆皆有收藏。同时，杜颖陶、谭正璧、吴晓

玲、傅惜华、恽楚才、李世瑜，以及日本学者泽



田瑞穗等私人藏家都收藏有不少 《财神宝卷》。
财神信仰宝卷概况

序号 宝卷名称 刊印年代 收藏者
流传
区域

著录情况 备注

１
《治 国 兴 家 增 福
财神宝卷》

清康熙癸亥 （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刊折本，２册

中国艺 术 研 究 院 戏
曲 研 究 所、杜 颖
陶、泽 田 瑞 穗、中
国社科 院 文 学 所 图
书馆

河北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卷 末 题： 康
熙 岁 次 癸 亥
乙 卯 月 奉 佛
弟 子 郭 祥 瑞
注，奉 佛 弟
子傅昌业录

２ 《财神宝卷》
清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 乐
善堂抄本

泽田瑞穗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 《财神宝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毕涉江抄本

谭正璧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 《财神宝卷》
清同治五年 （１８８６） 郁
凤楼抄本

吴晓玲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５ 《财神宝卷》 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北师大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６ 《财神宝卷》 清同治抄本 傅惜华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７ 《财神宝卷》
清光绪丁丑三年 （１８７７）
上洋三元堂刊本

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８ 《财神宝卷》
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顾
承祖抄 《家 堂 宝 卷》附
载本

苏州市戏曲研究室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９ 《财神宝卷》
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抄本，１册

北师大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０ 《财神宝卷》
清光绪丁亥十三年（１８８７）
抄本，１册

恽楚才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１ 《财神宝卷》
清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
宋春宝抄本，１册

首都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２ 《财神宝卷》
清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抄本，１册

郑州大学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３ 《财神宝卷》
清光绪壬辰十八年（１８９２）
文亮抄本，１册

扬州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图书馆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４ 《财神宝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马伟卿抄本，１册

苏州市戏曲研究室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５ 《财神宝卷》 清仁德堂抄本，１册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６ 《财神宝卷》 清抄本，１册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７ 《财神宝卷》

清 谢 万 抄 本，与 《灶 皇
宝卷》合 订１册。收 入
鹅湖散 人 编 《古 今 宝 卷
汇编》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８ 《财神宝卷》
清 末 抄 本，与 《家 堂 宝
卷》等合订１册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１９ 《财神宝卷》 清抄本，１册 傅惜华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０ 《财神宝卷》
民国癸丑二年 （１９１３）
马大章抄本，１册

吴晓玲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１ 《财神宝卷》
民国 四 年 （１９１５）陈 宣
卿抄本，１册

郑州大学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２ 《财神宝卷》
民国 十 三 年 （１９２４）许
少卿抄本，１册

李世瑜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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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宝卷名称 刊印年代 收藏者
流传
区域

著录情况 备注

２３ 《财神宝卷》
民国 十 五 年 （１９２６）姚
氏抄本，１册

国家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４ 《财神宝卷》
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胡玉亮抄本，１册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５ 《财神宝卷》
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
抄本，１册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６ 《财神宝卷》
民国 三 十 年 （１９４１）黄
佩村抄本，１册

首都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７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首都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８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首都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２９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首都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０ 《财神宝卷》 吴云青旧抄本，１册 谭正璧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１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谭正璧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２ 《财神宝卷》 范云亭旧抄本，１册 郑州大学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３ 《财神宝卷》 沈国兴旧抄本，１册 南开大学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４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中国艺 术 研 究 院 戏
曲研究所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５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国家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６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中国社 科 院 文 学 所
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７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北大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８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上海市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３９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上海市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０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上海市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１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哈尔滨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２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北京师大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３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北京师大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４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苏州市戏剧研究室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５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苏州市戏剧研究室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６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种 苏州市戏剧研究室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７ 《财神宝卷》 旧抄本，１册 吴晓玲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８ 《财神感应卷》
旧 抄 本，１册。附 《弥
勒佛临 凡 化 鹤 偈》 《劝
吃素偈》等

北大图书馆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４９

《财源宝卷》，全
名 《财源福凑苦
中得乐聚宝财源
宝卷》

旧抄本，１册
扬州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图书馆

江苏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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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初 《治国兴家增福财神宝卷》与

华北地区增福财神信仰

如前所述，在 众 多 的 财 神 宝 卷 中，以 《治

国兴家增福财 神 宝 卷》刊 印 最 早，此 卷 上 下 两

册，二 十 四 品，为 清 康 熙 癸 亥 （二 十 二 年，

１６８３）刊 折 本。此 卷 卷 末 题：“康 熙 岁 次 癸 亥

乙卯 月 奉 佛 弟 子 郭 祥 瑞 注，奉 佛 弟 子 傅 昌 业

录。”在中 国 历 史 上，曾 经 出 现 了 多 位 财 神，
汉魏 的 三 天 万 福 君，已 有 赐 财 功 能瑏瑤，宋 代 的

五通神，元 代 的 增 福 相 公，明 代 的 赵 公 明，都

是民间 社 会 以 及 道 教 奉 祀 的 财 神。瑏瑥 在 北 方 地

区，增福相 公 李 诡 祖，曾 被 奉 为 财 神，广 为 流

行。增福财 神 原 名 李 诡 祖，也 称 增 福 相 公、增

福神，元 朝 加 封 为 “福 善 平 施 公”。其 信 仰 中

心为李诡祖的家 乡 山 东 淄 川 县，和 生 前 任 县 令

并殉职 的 河 北 曲 周 县，流 行 地 域 主 要 在 山 东、
河北、北 京、天 津、山 西 等 地，也 传 布 于 西

北、西南，甚 至 华 南 等 地。增 福 财 神 的 诞 辰 最

初为九月十七日，清 代 以 后 又 衍 生 出 七 月 二 十

二、八月二十四。瑏瑦近现 代 以 来，因 赵 公 明、关

公等财 神 的 兴 起，增 福 财 神 逐 渐 被 取 而 代 之，
但并未完全消失。瑏瑧

《治国兴 家 增 福 财 神 宝 卷》对 于 增 福 财 神

的渊源叙述 相 当 独 特， “生 化 根 源 品 第 二”认

为，财神 老 爷 乃 是 太 上 老 君 所 化：“盖 闻 自 家

李老君是也，当初在 上 三 皇 时，化 身 为 万 法 天

师。中三 皇 时，为 盘 古 先 生。下 三 皇 时，号 太

素真人。伏 羲 时，号 郁 华 子。神 农 时，号 大 成

子。轩 辕 时，号 广 成 子。少 皋 时，号 随 应 子。
颛顼 时，号 赤 精 子。帝 喾 时，号 录 图 子。尧

时，号务成 子。舜 时，号 尹 寿 子。禹 时，号 真

行子。汤 时，号 锡 则 子。汤 甲 时，分 神 化 炁，
寄胎于玄妙玉女 八 十 一 年，降 生 李 树 下，指 李

为姓。因吾 夜 观 乾 象，怨 气 冲 于 紫 府，观 看 下

落。是世 间 贫 穷 饥 寒，男 女 老 少，逼 迫 急 紧，
怨天恨 地。吾 不 忍 大 地 众 生，分 身 化 现，通 霑

恩惠。我 有 如 意 宝 珠，一 生 十，十 生 百，百 生

千，千生 万，万 生 无 记 广 数。普 济 万 方 残 灵，
个个离穷得富。释教 称 多 宝 如 来，道 教 称 福 生

无量天尊，儒教称如 意 治 世 福 神。大 地 感 恩 难

报，称扬 不 已。”瑏瑨 关 于 老 子 的 化 身，道 教 史 上

有老 子 化 胡 之 说，老 子 化 胡 说 和 《老 子 化 胡

经》一直是佛 道 之 争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话 题。 “化

胡说”含 义 有 二：其 一，老 子 入 印 度 或 西 域，
化为释迦牟尼；其二，老 子 入 西 域 或 印 度 教 化

胡人，释迦摩 尼 盖 为 老 子 之 弟 子。瑏瑩１３世 纪 上

半叶，出 现 了 《老 子 八 十 一 化 图》，此 图 共 有

８１幅，是以历史人物 老 子 为 原 型，以 《老 子 化

胡经》为蓝本精 心 构 建 的 关 于 老 子 神 化 故 事 的

叙事性图像。瑐瑠 虽然道教史 上 有 老 君 八 十 一 化 之

说，却从来未曾出现 老 君 化 身 财 神，老 君 化 财

神可谓是民间宝卷的创造。
《治国兴家增福财神 宝 卷》 “财 神 传 道 品 第

十八”还将财神 塑 造 为 修 炼 丹 道 有 成 者，化 为

仙长，点 化 乐 修 修 炼 丹 道：“财 神 老 爷 化 一 仙

长，登 门 化 斋。乐 修 问 曰：老 师 高 寿？ 答 曰：
当年无 历，不 计 甲 子。乐 修 即 请 入 舍，求 出 世

之道。师 曰：道 有 三 不 传。问 曰：那 三 不 传。
师曰：不重 者 不 传，杀 生 者 不 传，不 断 恩 爱 不

传。乐修 叩 拜，长 跪 不 起。财 神 知 根 器 非 凡，
即传 口 诀：开 天 门，闭 地 户，留 人 门，塞 鬼

路。直指本 地 风 光，决 然 超 凡 入 圣。老 爷 化 金

光而去，乐 修 不 肯 放 舍，修 炼 作 活。后 来 果 然

成其仙 道。”瑐瑡 马 西 沙 先 生 认 为，道 教 最 根 本 特

点是把深奥的哲 理 与 丹 道 炼 养 实 践 活 动 融 为 一

体，明清时代民间 信 仰 的 宝 卷 深 受 这 种 特 点 的

影响，大量的民间 宝 卷 都 有 内 丹 炼 养 的 叙 述 与

描写。 《普 明 如 来 无 为 了 义 宝 卷》告 诉 信 徒，
必须要 性 命 兼 修，昼 夜 行 功。 《普 静 如 来 钥 匙

宝卷》则说，修行 人 要 保 持 十 二 个 时 辰 的 常 清

净。《古 佛 天 真 考 证 龙 华 宝 经》则 完 全 是 一 部

讲述道教内丹修持 的 宝 卷。瑐瑢 如 此 看 来，内 丹 修

炼是明清民间 宝 卷 的 重 要 主 题。 《治 国 兴 家 增

福财神宝卷》“财 神 传 道 品 第 十 八”，将 财 神 描

写成内丹修炼的高道，则应该是渊源有自。
《治国兴 家 增 福 财 神 宝 卷》为 康 熙 癸 亥 年

（二十 二 年，１６８３）郭 祥 瑞 所 撰。关 于 郭 祥 瑞

的教派传承至今 未 有 学 者 进 行 讨 论。郭 祥 瑞 还

曾经撰写了另 外 一 部 宝 卷，即 《福 国 镇 宅 灵 应

灶王 宝 卷》。此 卷 亦 收 入 于 马 西 沙 先 生 主 编

《中华珍本宝卷》第２辑 第１４册。瑐瑣 此 卷 上 下 两

册，二十四 品。吕 微 先 生 以 为，中 国 民 间 财 神

有正财 神、偏 财 神、准 财 神 之 区 分。作 为 家 财

之主 的 灶 王 爷 属 于 准 财 神。瑐瑤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福国 镇 宅 灵 应 灶 王 宝 卷》亦 可 以 视 为 准 财 神

宝卷。
《福国 镇 宅 灵 应 灶 王 宝 卷》卷 末 载 有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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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河 间 府 沧 州 施 财 助 刊 信 士”海 舟 等３２人，
又载有 “施财 助 刊 众 信 女”安 门 尚 氏 等１５人。
《福国镇宅灵 应 灶 王 宝 卷》“圆 满 集 结 文”记 载

了宝卷 撰 写 者 郭 祥 瑞 的 教 派 传 承 信 息：“伏 以

奉持佛 教，敬 顺 经 文，只 因 观 世 俗 之 更 移，惧

生死之 事 大，故 善 友 而 交，正 教 而 入。自 向 祖

庭近二十载有余，参 师 而 不 惜 勤 劳，访 道 则 何

避寒 暑。事 师 辈 诚 如 父 母，慕 同 气 胜 似 手 足。
惜乎此身未出樊 笼，根 浅 难 成 大 器。虽 然 未 造

诸佛实 际，常 怀 解 脱 真 心。兹 者，弟 子 郭 祥 瑞

览诸 教 卷 宗，真 是 人 间 船 筏 梯 凳。皆 表 显 于

世。惟 有 灶 王 真 君，至 今 未 传 寄 迹。予 心 悬

念，智 力 何 及。偶 于 斯 夜，灶 府 来 临，警 示

曰：既有 高 见，宜 早 发 心。经 题 当 号 《福 国 镇

宅灵应 灶 王 宝 卷》。一 连 三 次，知 以 为 真。因

道力微 小，不 敢 轻 举。才 智 疏 浅，谁 敢 强 为。
次日，向本 教 师 友 彦 公 之 所，共 议 论 之。师 即

许之，曰：赞 神 道 之 高 名，开 凡 愚 之 心 地，功

德无 边。岂 可 见 义 不 为 哉？”瑐瑥 其 后，载 有 唱 词

一段，明 载 郭 祥 瑞 师 徒 传 承：“宝 卷 完 成 以 全

科，聊将前 后 序 规 模。迦 罗 国 佛 出 世。二 十

八代至达摩。六代传 灯 年 深 远，五 宗 芬 芳 贯 娑

婆。只从碧 峰 开 山 后，伏 牛 儿 孙 学 炼 魔。智 板

相传此心印，浮提俗 地 度 人 多。洪 武 开 辟 三 百

载，后出能 人 李 清 波。代 代 不 泯 阐 祖 教，方 方

立教亏檀那。明泉赵 公 吾 师 祖，为 人 名 利 两 解

脱。本师 夏 公 已 辞 世，膝 下 又 出 小 徒 郭。”瑐瑦 由

上可知，宝卷编纂者 郭 祥 瑞 师 承 为：李 清 波→
赵明泉→夏公→郭 祥 瑞。此 支 教 派，自 称 出 于

佛教临济宗碧峰 祖 师 门 下。据 研 究，正 统 佛 教

普遍承认的临济 宗 十 九 代 碧 峰 性 金 禅 师 下 传 六

世至突空智板 禅 师 演 派１６字：“智 慧 清 净、道

德圆明、真如性海、寂 照 普 通”，这１６字 在 佛

教僧侣内部广泛流 传，此 堪 为 临 济 正 宗 法 脉。瑐瑧

《治国兴 家 增 福 财 神 宝 卷》以 及 《福 国 镇 宅 灵

应灶王宝卷》并非向壁虚造。

三、闽浙赣宣卷仪式中的财神信仰

宣讲宝卷 的 仪 式，简 称 “宣 卷”。据 调 查，
赣南闽西宣卷仪 式，所 请 神 明 涵 括 儒 释 道 三 教

以及 “财神 老 爷”等 地 方 神 明 系 统：“天 下 名

山显 应 浮 邱 王 郭 三 仙、熊 刘 二 仙、王 马 元 帅、
五谷 真 仙、五 公 菩 萨、地 母 娘 娘、十 八 位 伽

蓝、天上人间地府三 界 内 外 一 切 有 感 尊 神、财

神老爷、千贤万圣、本 省 本 府 本 县 本 乡 本 村 神

主、社稷 真 官、门 神 户 尉、井 灶 神 君、本 家 历

代先祖先妣一脉宗亲千千诸神万万圣贤。”瑐瑨

浙西南的 仪 式 则 由 一 位 法 师 完 成，以 念 诵

《五部六册》宝卷、《诸 天 宝 卷》瑐瑩 为 主。相 较 而

言，赣南闽西宣卷仪 式 与 浙 西 南 宣 卷 仪 式，与

两地佛道仪式的 兴 盛 程 度 息 息 相 关。浙 西 南 的

无为教法师以 “无 为 大 法 司”自 居，为 人 念 诵

宝卷为生。 “无 为 大 法 司”仪 式 受 到 当 地 散 居

道士 “灵宝大法司”的影响。

浙江西南部 “益经堂”宣卷仪式坛场图示：

　
浙西南嘉庆十年 《诸天宝卷》

我们发 现，财 神 信 仰 在 浙 西 南 “益 经 堂”
的宣卷仪式中，也 随 处 可 见。在 “益 经 堂”宣

卷仪式榜文中，鲜明 的 指 出：宣 卷 用 意 在 于 祈

求信众安居乐业、财 源 茂 盛，即 所 谓 “更 祈 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 黎 民 百 姓 安 居 乐 业，合 境 家 家

清吉户户太平幸 福 安 康 男 增 百 福 女 纳 千 祥，血

财兴旺五谷丰登生意顺遂财源茂盛”：
伏以一泗天下南瞻部洲　　今据

中 华 国 浙 江 省 处 州 府 云 和 县 五 都 渡 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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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内　　益经堂

观音佛母殿前地方居住　　奉

佛 合 众 为 庆 祝 观 音 佛 母 修 成 正 果 设 醮

一昼一夜启建设坛

集福延生保安醮主弟子　　合众人等

　　　　　的于

公元贰零壹柒年九月十九日功成完就

观 音 佛 母 行 位　　韦 陀 菩 萨 行 位　　
迎请

灵 山 佛 祖 受 如 来 嘱 咐 之 音 摩 羯 场 中 证

世尊妙严之品

群 生 有 愿 三 界 高 居 恭 维 光 明 会 上 护 法

诸天菩萨

行 齐 佛 化 德 摄 人 天 高 居 善 恶 随 阎 浮 众

生之感兴悲 运 智 威 慈 等 菩 萨 之 权 妙 证 无 为

功超有漏

伏愿

末 法 众 生 福 德 浅 薄 道 力 衰 微 匪 资 众 圣

扶持曷使诸魔不扰

欣 逢 宝 像 莲 台　卜 取 今 月 今 日 清 晨 为

始虔备净供

启 建 设 坛 集 福 保 安 醮 筵 一 夕　　是 早

谨具文函

申奏

灵 山 佛 祖 门 下 三 八 诸 天 观 音 韦 陀 四 府

帝君当日传送功曹

同 降 醮 筵　回 坛 演 净　水 洒 涤 秽　诚

心拜奉

观 音 佛 母 行 位　韦 陀 菩 萨 行 位　本 境

社主行位　敬请

天地虚空一切神祇菩萨行位

皇 父 主 盟 志 心 立 坛 看 诵 三 八 诸 天 尊 经

咒典拜礼诸天宝忏

仍 午 敬 陈 净 供 奉 献 良 晚 散 坛 自 门 依 科

修设

平 等 甘 露 斛 食 一 筵 召 请 下 界 四 生 六 道

十类孤幽充足饱满法味

更 祈 风 调 雨 顺 国 泰 民 安 黎 民 百 姓 安 居

乐业

合 境 家 家 清 吉 户 户 太 平 幸 福 安 康 男 增

百福女纳千祥

血财兴旺五谷丰登生意顺遂财源茂盛

官非口舌埋藏地府火贼相况

虎豹财狼赤眼痔痘瘟癀疬気远送外境

传 家 富 贵 荣 华　祈 佑 合 众 人 等　男 女

大小均安

万般迪吉诸事行通全赖诸证炳鉴虔均

望思之至　　　谨意以闻

公 元 贰 零 壹 柒 年 岁 次 丁 酉 九 月 十 九 日

具文意百拜上申瑑瑠

祈 求 信 众 安 居 乐 业、财 源 茂 盛 在 “益 经

堂”嘉庆 乙 丑 年 （十 年，１８０５） 《诸 天 宝 卷》
中也得以体现，《诸 天 宝 卷》载 曰：“道 身 内 外

有灾 厄，释 迦 如 来 解 消 除。阴 阳 宫 中 有 灾 厄，
观音老母解消除。灾 舎 兴 旺 有 灾 厄，舍 利 王 佛

解消除。财阜光中 有 灾 厄，宝 王 菩 萨 解 消 除。”
江西宣卷仪式，则 将 源 于 江 西 新 淦 大 洋 洲 的 水

神 “萧 公”视 为 财 神。据 学 者 研 究，萧 公 信

仰，始 于 江 西 新 淦 大 洋 洲，所 谓 “萧 公”，实

际上函括萧氏祖 孙 三 代，即 萧 伯 轩、萧 祥 叔 以

及萧天 任。元 代，萧 公 信 仰 初 步 形 成。明 朝 永

乐年间，萧公信仰完 全 确 立。萧 公 信 仰 的 形 成

与江西新淦地区 的 自 然 环 境，以 及 萧 氏 宗 族 密

切相关。明 朝 永 乐 年 间，以 及 景 泰 年 间，萧 公

先后两次获得朝 廷 的 赐 封，借 此，萧 公 信 仰 由

地方祭祀一跃成为国家 正 祀。瑑瑡 这 是 江 西 宣 卷 仪

式将萧公视为财 神，并 将 之 引 入 “迎 财 神”仪

式中的大背景。江 西 吉 安 永 丰 县 光 绪 年 间 抄 本

宝 卷 《开 香 赞 供》瑑瑢 载 有 “供 财 神 仪 文”，其

词曰：
供 财 神 用，十 方 佛，奉 请：大 洋 洲 上

萧公祖师，财神会上列位尊神，一体同观。
金炉焚起妙真香，奉请财神大法王。
青山底处金灯现，红藕开时闻水香。
神 坛 土 地，神 之 最 灵。通 天 达 地，出

入幽 冥。为 吾 传 奏，不 得 留 停。有 功 之

日，诚心 叩 请。谨 运 真 香，虔 诚 拜 请△△
财帛 星 君，赵 公 元 帅，大 洋 洲 上 萧 公 祖

师，招财童子，进 宝 郎 君，财 神 会 上 列 位

尊神，古 今 老 少，前 传 后 度，特 申 启 请，
伏启来临 （口意）。

大洋洲上立功勋，修真悟道佛神通。
度人无量施恩惠，生财有道救众生。
士农工商沾恩泽，有求必应如愿从。
今日信人酬恩愿，全赖财神赐恲懞。
稽首礼谢，众神一同。
神功庇佑，财源兴隆。
无量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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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香赞供》“供财神”仪文

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外

迁现象，明代江西商人势力也迅速壮大，不仅如

此，政府与 地 方 官 员 也 借 萧 公 信 仰 推 动 地 方 教

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萧公信仰日益走 出 江 西，

在全国其他 地 区 流 行 开 来。瑑瑣 随 着 江 西 商 人 的 迅

速崛起，供奉 “萧公祖师”的 “江西会馆”遍及

全国许 多 地 区，江 西 商 人 与 萧 公 信 仰 的 紧 密 结

合，也促成了萧公向财神信仰的转化。这也就是

《开香赞供》宝卷里，出 现 以 萧 公 信 仰 为 核 心 的

“供财神”科仪的原因。《开香赞供》宝卷载有赞

颂诸神仪文多种，如 “点烛祀香”仪文、“供关

圣帝君”仪文、“参娘娘庙”仪文、“供祖堂”仪

文、“参老官”仪文、“参祠堂”仪文、“参社神”
仪文、“参福神”仪文、“参三官堂”仪文、“参

许仙真君”仪文等。其中，“参老官”仪文实上

就是供萧公财神仪文的另外一个版本，其词曰：
炉前焚起妙真香，奉请财神受供养。
青山底处金灯现，红藕开时闻水香。
此间土地，神之最灵。通天达地，出入

幽冥。为吾传奏，不得留停。有功之日，特

伸叩请，财神会 上，先 贤 后 圣，老 幼 尊 神，
一切祈请，望降来临。

大洋洲上得道萧君化主顺天法王合会众

真，一齐受供养。
大洋洲上立功勋，修真悟道佛神通。
度人无量施恩惠，生财有道救万民。
士农工商沾恩泽，有求必应如愿从。

今日信人酬恩愿，全赖财神赐恲懞。
做买做卖光明现，劈拨拦草现金身。
用时万镜光明现，略说光明大众听。
千变万化谁得知，亮亮堂堂透玄机。
无影寺里常说话，这个便是好消息。

清清亮亮好纵横，明明郎朗胜如灯。
万般变化都广盛，普润乾坤显金身。

据研究，江 西 吉 安 县 水 神 庙，旧 称 “英 佑

庙”，俗 称 “老 官 庙”，老 官 为 当 地 对 他 人 的 敬

称。瑑瑤显而 易 见， “参 老 官”仪 文 与 “供 财 神 仪

文”大体类似，都是将盛行一时的水神萧公视为

财神。所谓 “参老官”，即 “参萧公”，亦即 “参
财神”。

显而易见，正是通过宣卷仪式的展演，民间

文化得以代代相续。当代民俗学者研究表明，在

当代民间社会，秧歌戏、书会、音乐会等一些生

命力很强的民间文艺通常与民间宣卷仪式相互影

响。如上所述，闽浙赣的宣卷仪式与岁时风俗紧

密结合，仪式常常在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日，即农

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等举行。宣卷

仪式中，往往将民间信仰诸神一同供奉。这些神

明涉及儒释道三教以及地方神明、家族祖先等神

明系 统。而 江 西 抄 本 宝 卷 《开 香 赞 供》尤 为 特

殊，《开 香 赞 供》记 载 了 民 间 宣 卷 的 “参 老 官”
仪式，江西 民 间 兴 盛 的 萧 公 信 仰 文 化 正 是 通 过

“参老官”仪式得以 广 泛 传 播 开 来。在 活 态 的 宣

卷仪式中，宝卷是心理的、行为的、仪式的传承

文本，宝卷与口头叙事传统、民间信仰、民间音

乐等关联密切。瑑瑥

结　语

总体而言，财神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联系紧

密。在中国 民 间 信 仰 体 系 中，不 仅 有 《财 神 宝

卷》的流传，财神信仰也与其他民间信仰神明关

系密切，这些都值得探讨研究。在历史上， 《财

神宝卷》类型多样，一些财神宝卷与道教关系密

切，比如康熙年间的 《治 国 兴 家 增 福 财 神 宝 卷》
就有太上老君化身财神的叙述，且更有财神教导

民众修炼道教内丹的记载。更有意思的是，在闽

浙赣的民间宝卷中，财神更是与地方的民间诸神

关联密切。在江西宝卷 《开香赞文》中，广大信

众将江西一带水神萧公视为财神，流传着祭祀萧

公的 “供财神”仪文。凡此种种，皆可证明财神

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广泛流传，以及财神信仰与中

国民间宝卷的紧密关联。
以此为基础，我们不难看出，在活态的宣卷

仪式中，民间宣卷仪式与一定的基层社会组织黏

合在一起，附会了区域性的岁时风俗和民间祭祀

信仰等活 动，全 方 位 地 融 入 了 地 方 社 会。瑑瑦 宝 卷

·３５２·　 　　　　　　财神信仰与中国民间宝卷 　



不仅仅是宗教文献、民间文学文献，更具有文化

传播的意义。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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