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華人的命運觀之中，「命」、「運」其
實意義並不太一樣。一般民間信眾都相信人一
生下來，他一生的「命」就已成了定局。然而
盡管如此，他們相信人生還是開了一道門，也
就是雖然「命」已成了定局，但是「運」卻仍
有改變的機會。為了嘗試轉變自己的運途，他
們就求助於法師、乩童等，藉由舉行各類補運
祭改之儀式，以求獲得好的運途。 
 
       在各類補運祭改的儀式，必須與鬼煞對
戰，因此儀式裡的許多場景設計，就包含了對
戰的場景。這些對戰的場景，也師法了許多的
軍事思維。這些軍事思維還有層次之分，包含
有心裡作戰的層次、防護的裝備和佈局的層
次、戰術方面的層次，以及妥協求和的層次。 
 
（一）心理作戰 
 
1.呼名法術 
 
        在廟宇之中，有時會看到法師或道士在為
人進行各類的祭改補運法術；在這些法術之
中，有一類型的法術就叫做「呼名法術」。這
類法術在數千年前就已存在，原先是與旅人的
安全有關。這是因著當時的人認為空間裡充滿
了精靈鬼怪，因此人一旦離開了他居住的地
方，就很容易被這些精靈鬼怪所攪擾。為了避
免這些攪擾，在當時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呼
名法術」。 
 
        至於「呼名法術」究竟是什麼？東晉葛洪
就強調人在登山涉水之時，必須帶著各類精怪
的厭勝圖芨，並且熟知天下鬼之名子。則當這
些精靈鬼怪出現時，人們只要能認出這時出現
的精靈鬼怪，那些鬼怪就會退卻，在此時的
「呼名法術」就是與旅人的安全相關。在道教
的發展之中，就將「呼名法術」吸收，應用在
一些祭改的儀式之中。具體表現「呼名法術」
的道經，以《洞淵神咒經》最具典型。 
 
        《洞淵神咒經》是六朝時期天師道派的古
道經，這部經典認為鬼界裡「自有優劣、強
弱、剛柔、善惡，與世人無異」；並且認為疫
病災禍的發生，就是來自於鬼界中的魔鬼，以
及一些歷代的敗軍死將中較殘暴者所導致的。       
這部經典的目的就是要剋制各類凶鬼，因此記
載了剋制凶鬼的方法，通常是藉著一連串的咒
語來剋制這些凶鬼。這些咒語的形式，較客氣
的有「今已知汝名，汝急速去…急急如律令」
以及「吾知汝名，急去千里…急急如律令」等
咒語。比較不客氣的用語，通常就在唸完一堆
凶鬼的名字之後，就警告將「斬之不恕也」。 
 
        這些咒語的用詞和形式，其實就是師法軍
事用語和思維。也就是在兩軍交戰之時，如果
能夠洞悉對方的動員情況，再配合心戰式的喊
話，自然就佔了上風。 
 
2.符令 
 
        流傳在民間的符令，一類是道士畫的，另
一類是乩童畫的。一般而言，道士所畫的符令
與乩童所畫的符令，是有某些相同之處，但也

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處，就是兩者都具有
「瑪那」的神力，並且在傳遞「瑪那」神力過
程之中，都同樣展現出「接觸律」的思維。不
同的地方，在於乩童所畫的符令是龍飛鳳舞，
沒有一定的格式；但是道士所畫的符令，通常
都有一定的格式，並且經常可見的格式就是
「奉（某神祇）令」。 
 
        毫無疑問地，這正是軍事思維的展現，在
此時這符令就猶如將帥所擁有的兵符一般，既
展現了權威，甚而也同樣具有心戰喊話的功
能。除了符令之外，民間神祉的令旗也具有同
樣功能，只是應用方式不同而已。就我們所常
見的，符令是用貼的，但令旗則必須用揮舞
的，並且要在信眾的頭上揮舞而過。 
 
        時至今日，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有些人
相信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具有類似克
服鬼怪的功能，其實反映了相同的心理。 
 
（二）防護的法器、裝備和佈局 
 
        法師在和鬼煞對陣之時，必定事先準備好
防護的法器、裝備和佈局。例如法師基本的法
器，通常有七星劍、師公刀等。此外三奶派的
法師在「押煞」儀式之中，會將二張金紙做成
的祇冠，在洒過淨水之後，就將其插在頭上所
帶的紅巾裡面，以作為護衛用的頭盔。 
 
       在佈局方面，法師所進行的每場儀式，一
開始就必須請來他們所信奉的神祉。如果是較
大的場面,一般還需要調兵遣將，最常見的就
是「調五營」的法術，其實這正反映了中國古
代軍事佈局的方式。在道士和法師的科儀之
中，從壇的佈置開始，以迄調兵遣將，一直到
法師在壇上走動的步伐，都必定遵循「五行八
卦的佈局」。事實上自古以來「五行八卦的佈
局」，同時具有軍事和宗教的用途。藉著這樣
的佈局，他們認為一來可防護自己，再來則可
使凶煞就範。 
 
        此外民間某些較傳統的遊藝陣頭，其中強
調驅除鬼煞的陣頭，也是依循五行八卦的佈
局，來設計他們的舞步。例如在某些近於失
傳，較傳統的「八家將」陣頭裡，並沒有時下
所見的血腥鏡頭。他們陣式的開展，其實就是
以舞蹈形式表現，並且藉此舞出五行八卦的佈
局。其目的主要就是掃除魍魎，以確保他們的
生存空間。此外，中國的風水術，由於是依照
五行八卦來進行佈局，其所內蘊的軍事思維，
也可想而知。 
 
（三）戰術：先禮後兵 
 
1.祭改儀式 
 
        在道教和一些民間宗教的科儀之中，最具
影響力的軍事思維，大概就屬「先禮後兵」這
想法了。以「收內外煞」儀式為例，法師通常
在儀式一開始，就忙於調兵遣將，請來各路神
祇壓陣，並且按著各神祇地位高低，大神就坐
大位，小神就坐小位。請來各路神祇和兵將，
並且準備好各類對戰的器具之後；這時法師就
接著請來各類凶煞，使其與這些神祇和兵將對
坐。法師藉著這些神祇兵將做後盾，接著就要
求這些凶煞不要造成危害，若是聽從就讓其離
去，不聽就以法術將其押解收服。 
 
2.普渡儀式 
 
        除了道教的「收內外煞」科儀以外，經常
可見的普渡儀式，其實也含有「先禮後兵」的
想法。無論是道教醮壇科儀中的普渡儀式，或
是一般民間的普渡儀式，都有一個固定的普渡
期間。在這期間內，人們以豐厚的祭物來祭祀
各類孤魂野鬼；等到普渡期間結束後，如果仍
有留戀不肯離去者，通常人們就會請法師來驅
離這些孤魂野鬼。 

（四）求和妥協 
 
       在台灣南部盛行的「燒王船」儀式，其主
要祭祀對象是王爺。至於這些王爺身分為何？
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王爺中，至少有一部份的原
始身分其實就是瘟王，也就是帶來瘟疫的厲
鬼。然而隨著歷史的演變，這些王爺的原始身
分逐漸被人淡忘。甚至現今這些王爺廟宇的主
事者，都不太願意承認這些王爺就是瘟王。 
 
       如果這些王爺當中，部份王爺的身分就是
帶來瘟疫的瘟王，那麼某些地區王船祭活動的
最原始意義，就是一種求和妥協的祭祀活動。
也就是人們一旦意識到鬥不過這些厲鬼的時
候，最終就只好以隆重的祭祀來妥協了。在整
個祭儀期間，一開始就先請來這些瘟王，請他
們吃、住，並且贈與厚禮，最後再請其離開。 
 
批判與比較 
 
       綜觀以上的類型分析，可以發覺道這些儀
式的設計，就是藉著模仿軍事思維而建構。因
此法師和道士或是心戰喊話，或是佈局攻堅，
或是先禮後兵，或是求和妥協，很明顯就是軍
事思維的展現。 
 
         這些戰爭場景的對象，就是凶煞。就某層
面而言，這些人對凶煞的恐懼厭惡，與基督徒
對魔鬼的厭惡，有類似之處。並且就前述的分
析之中，的確有幾個部份可以和基督徒信仰加
以比較： 
 
1. 道士的符令「奉（某神祇）令」，與基督徒
「奉主的名」，看起來好像類似。但是道士的
符令，不僅是表示某種權威，並且還要施以交
感巫術中的接觸律巫術來附加靈力；然而基督
徒「奉主的名」與此不同，就是當基督徒「奉
主的名」禱告之時，是認知到主的名所具有的
權柄就是最大的，因此不須再以巫術附加任何
靈力。 
 
2. 在與凶煞對戰之時，法師和道士需要防護的
裝備，這點可和基督徒「屬靈的軍裝」（以弗
所書六章 11~17節）比較。一般而言，法師和
道士的裝備，都是從一具體可見的物品，藉由
灌注靈力而成。但基督徒的軍裝卻是由真理、
公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所組
成。因此法師和道士的裝備是物質性的，所以
必須對此物質灌注靈力；基督徒的軍裝卻不是
物質性的，並且每一樣都是真神大能的彰顯。 
 
3. 法師和道士在執行此類儀式之時，經常請來
眾多神祇壯大聲勢，助一臂之力。但這其實隱
含了一項認知，就是法師和道士也擔心神祇若
是請少了，他們也怕鬥不過凶煞，也就是他們
對他們的神祉並沒有十足的信心。甚而在某些
時候，信眾甚至要跟某些凶煞妥協，並且對其
供奉祭祀，也再度證明這些護衛神祇的能力有
限。 
 
4. 這種戰爭的性質，是屬於靈界的戰爭。在儀
式之中，法師和道士面對凶煞所帶來死亡威脅
之時，也必須依靠某個或某些神祇做其後盾，
來與這些凶煞爭戰。然而盡管有神祇做後盾，
這些法師和道士還要另外施行交感巫術，才能
獲取這種得勝的保證。只是對於道教和民間宗
教的信眾而言，若是認為藉著這樣的儀式就可
以勝過凶煞，恐怕是過於一廂情願了。 
 
5. 就基督信仰的觀點而言，帶來死亡的黑暗權
勢，除非是藉著能夠戰勝死亡的耶穌基督才能
戰勝。因為耶穌基督「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為奴僕的人」（希伯來書二章 14-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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