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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對於臺灣正一派靈寶道壇的研究成果，大多著重於臺南地區，或與臺南

道法有相關傳承者；對於清代所屬臺灣南路鳳山縣靈寶老道壇的傳承與道法的專

門研究，仍相對不足。經過筆者多年田野調查發現，此靈寶南路區域的老道壇，

大多指稱其祖先曾受教或交往過一大人宮翁姓道壇（今高雄市小港區大人宮已無

道壇存在）；且核對這些老道壇目前仍保存著部分清雍正、乾隆以降古科儀抄本，

的確留有一些翁姓抄手所落款題署的文字、印鈐與壇號等相關資料。終於在持續

的追蹤與考察後，筆者找到了翁家道壇後人，以及流落在外的、原本存留於翁家

的《翁家族譜》與 116 本清初至光復前的科儀抄本：翁姓抄手 50 本、非翁姓抄手

39 本與尚不知抄手者 27 本。以現存的資料中有款識者，最早的是清雍正 2 年

（1724），抄手署名為翁定獎（1693-?）；最晚的是日據昭和庚辰年（1940）9 月翁

癸本（1909-1956）。這一批珍貴的老道壇抄本史料，蘊藏著三百年來臺灣正一派

靈寶道壇南路道法來源與傳承的豐富資訊，等待著我們加以解開與深入的詮釋。

因此筆者藉助大陸安溪、嘉義義竹與大人宮三份翁姓祖譜，與能找到的相關翁家

神主牌、日據時代戶籍，以及所有相關抄本的時間、款識和鈐記的考證；再結合

泉州安溪與臺灣的田野調查，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探究，和現在道壇科儀抄本的

詳細比對後，希望能重建部分三百年來正一派靈寶道壇南路道法的來源與傳承體

系，為臺灣道教史增添新的歷史證據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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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以〈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初探〉為題，發表於 2008 年 12 月 27-28 日，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主辦的「道教經典與儀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承蒙李豐楙、黎志添與丸山宏等教授，

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又筆者再利用 2009 年農曆春節南下 10 天時間，繼續追考相關線索，進一步補

充與修正後寫定本文；投稿本刊後，續得到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改正意見，特此一併誌謝。

本文為國科會〈大人宮翁家道壇源流與影響考述〉（計畫編號：NSC98-2420-H-003-049-MY3）計畫

補助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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