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真

清
規
丙

辰

年
　

冬

抱

道

堂

重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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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禮

不

忘

忠

聖

訓

道

慈

常

順

孝

經

言

堂

構

功

成

天

賜

福

九

如

恩

蔭

壽

延

年

德

厚

仁

施

行

信

惠

行

端

節

戒

以

亷

虔

箴

諷

相

劻

歸

正

義

規

章

始

立

守

前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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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真

清

規

目

錄

規

矩

須

知

學

道

須

知

戒

食

銘

紫

清

白

真

人

清

規

榜

長

春

邱

真

人

清

規

榜

長

春

邱

真

人

執

事

榜

清

規

榜

執

事

榜

全

真

派

單

全

真

清

規

京

都

白

雲

觀

原

本

湖

州

金

蓋

山

重

刊
　

歸

安

壺

隱

子

凌

來

蘇

校

字

規

矩

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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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府

考

校

仙

裔

法

派

道

有

宗

源

。

仙

有

法

派

。

法

派

不

明

。

並

人

不

真

。

宗

源

不

清

。

其

教

不

正

。

所

以

全

真

參

訪

。

必

稽

法

派

宗

源

粵

維

我

東

華

帝

君

一

脈

五

傳

之

下

。

至

於

北

宗

王

重

陽

祖

師

。

全

真

啟

教

。

一

度

七

真

。

各

有

名

號

派

詩

。

凡

屬

血

脈

滴

傳

。

必

知

派

目

。

一

曰

龍

門

丘

祖

。

二

曰

隨

山

劉

祖

。

三

曰

南

無

譚

祖

。

四

曰

遇

仙

馬

祖

。

五

曰

華

山

郝

祖

。

六

曰

嵛

山

王

祖

。

七

曰

清

淨

孫

祖

。

以

上

七

真

分

派

相

傳

。

道

譜

具

存

。

𠪾

𠪾

可

攷

。

凡

與

方

外

萍

水

相

逢

。

言

起

派

脈

不

真

。

若

非

外

教

傍

門

。

卽

屬

詐

偽

匪

類

。

名

為

冒

食

鬼

。

倘

遇

此

輩

。

必

須

盤

問

。

審

其

道

學

傍

雜

。

言

語

支

離

。

定

是

溷

跡

玄

門

。

擯

之

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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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全

真

雲

遊

。

有

隨

身

七

寶

物

件

。

一

蒲

團

。

方

外

煉

魔

也

。

二

衲

衣

。

攝

伏

心

性

也

。

三

簞

瓢

傚

賢

飲

食

也

。

四

棕

笠

。

備

禦

風

霜

也

。

五

棕

扇

。

拂

開

塵

事

也

。

六

青

囊

。

秘

藏

丹

經

也

。

七

扁

拐

。

彰

明

大

道

也

。

如

果

全

備

。

問

之

有

答

。

言

無

虛

誑

。

謂

之

博

士

。

然

其

中

尚

恐

有

藉

此

遊

食

之

徒

。

或

有

被

套

包

裹

鋪

程

脫

衣

而

睡

者

。

必

是

詐

冒

元

門

。

來

歷

不

明

。

不

可

不

加

細

察

也

。

一

凡

全

真

所

戴

之

巾

有

九

式

。

一

曰

唐

巾

。

二

曰

沖

和

。

三

曰

浩

然

。

四

曰

逍

遙

。

五

日

紫

陽

。

六

曰

一

字

。

七

曰

綸

巾

。

八

曰

三

教

。

九

曰

九

陽

。

所

謂

唐

巾

者

。

惟

唐

朝

呂

純

陽

祖

師

之

派

裔

可

戴

。

其

或

老

者

戴

沖

和

。

少

者

戴

逍

遙

。

或

冷

時

用

幅

巾

。

雪

夜

用

浩

然

。

平

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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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陽

一

字

。

各

從

其

宜

。

上

等

有

道

之

士

。

曾

受

初

真

戒

者

。

方

可

戴

綸

巾

。

偃

月

冠

。

中

極

戒

者

。

三

教

巾

。

三

台

冠

。

天

仙

戒

者

。

沖

虛

巾

。

五

嶽

冠

。

巾

皆

用

元

色

布

緞

所

置

。

蓋

元

為

天

。

頭

圓

象

天

。

天

一

生

水

。

水

色

屬

元

。

元

機

於

道

。

以

元

色

頂

於

首

。

遵

道

也

。

凡

戴

九

陽

等

巾

。

異

色

綢

綾

所

置

。

斯

乃

九

流

外

教

。

火

居

門

徒

。

定

非

焚

修

之

士

。

有

等

鬔

頭

丫

髻

。

或

清

風

綉

頭

箬

冠

。

或

身

穿

百

衲

衣

。

與

夫

混

元

三

皇

。

千

針

書

本

。

二

仙

懶

衲

等

衣

。

或

腰

繫

九

股

縧

。

或

手

提

風

火

棕

拂

。

或

手

拏

五

明

降

鬼

扇

。

或

跣

足

。

或

多

耳

麻

鞋

。

或

草

鞋

棕

履

。

此

中

真

偽

難

辨

。

須

察

其

威

儀

規

矩

。

學

問

修

持

。

叩

其

踪

跡

法

派

。

經

典

功

課

之

事

。

少

或

不

全

。

其

來

必

假

。

外

貌

旣

或

不

全

。

內

修

焉

能

通

曉

。

如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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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衣

小

帽

。

盤

辮

素

珠

。

乃

愚

昧

下

人

。

齋

公

之

類

。

更

恐

內

有

異

端

邪

教

。

亟

應

察

究

嚴

防

。

一

凡

全

真

掛

單

。

始

進

名

山

叢

林

。

宮

觀

寺

院

。

全

憑

規

矩

。

先

將

蒲

團

放

於

客

堂

門

首

。

與

知

客

稽

首

坐

談

。

茶

罷

問

對

。

何

處

發

足

。

今

欲

何

往

。

言

真

語

實

。

觀

其

動

靜

送

單

。

次

日

清

晨

梳

洗

畢

。

謁
　

聖

。

沐

手

整

衣

。

調

息

緩

步

。

恭

對

並

足

參

壇

。

不

得

正

中

參

拜

。

若

或

壇

心

拜

者

。

傍

觀

識

為

斗

子

。

卽

無

殿

主

言

責

。

究

屬

自

大

。

大

衆

輕

之

。

若

因

長

途

衣

履

不

潔

。

止

宜

壇

外

傍

參

。

或

有

八

字

立

腳

。

雙

手

合

掌

。

以

至

頭

如

沖

罐

。

臂

若

大

扒

。

或

跪

叩

四

五

。

或

立

揖

二

三

。

凡

若

此

者

。

定

是

庸

蠢

之

漢

。

一

凡

全

真

朝

謁

。

外

則

尊

重

威

儀

。

內

則

冥

心

誠

敬

。

注

想

凝

神

。

端

拱

對

闕

。

鞠

不

過

眉

。

躬

如

滿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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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體

投

地

。

拜

不

疾

起

。

必

待

氣

足

。

然

後

興

身

。

須

俟

神

清

。

如

前

再

拜

。

更

有

三

皈

九

叩

之

禮

。

稽

首

之

儀

。

若

進

鉢

堂

。

行

十

方

禮

。

始

從

左

旋

而

進

。

終

從

右

旋

而

退

。

與

大

衆

作

揖

。

堂

主

都

管

作

揖

。

次

揖

典

座

茶

頭

。

此

必

上

士

。

卽

有

知

賓

來

陪

於

客

堂

。

先

茶

後

飯

。

靜

室

安

單

。

其

或

禮

貌

不

全

。

任

其

閑

散

。

隨

堂

茶

飯

。

可

於

十

方

堂

歇

宿

以

下

士

禮

待

之

。

一

凡

全

真

行

住

坐

臥

。

俱

有

約

規

。

問

答

講

談

。

胥

有

起

止

。

要

必

坐

如

鏞

鐘

。

卧

如

彎

弓

。

行

如

清

風

。

立

如

蒼

松

。

出

聲

如

病

夫

。

肇

動

如

雅

士

寒

儒

。

問

一

答

一

。

須

按

故

典

而

談

。

導

暗

指

迷

。

莫

攙

無

據

之

說

。

若

或

行

如

風

柳

。

坐

如

垂

蓮

。

或

擅

言

邦

國

之

事

。

訕

謗

釋

氏

之

學

。

或

求

問

大

道

。

拉

雜

傍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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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誑

惑

愚

人

。

自

尊

飽

學

。

其

必

無

師

指

授

。

道

聽

途

說

之

流

。

冒

充

全

真

。

出

於

化

外

之

類

。

此

之

謂

三

教

毛

。

四

不

像

若

或

衣

冠

禮

貌

。

不

合

規

矩

者

。

名

曰

兩

頭

蠻

。

或

有

著

相

異

端

。

裝

魔

做

㨾

者

。

此

不

肖

之

妄

人

也

。

一

凡

全

真

服

色

。

惟

青

為

主

。

青

為

東

方

甲

乙

木

。

泰

卦

之

位

。

又

為

青

龍

生

旺

之

氣

。

是

以

東

華

帝

君

之

後

脈

。

寓

有

木

青

泰

之

喻

言

。

隱

藏

全

真

性

命

雙

修

之

義

也

。

一

朝

參

公

服

頂

黃

冠

。

戴

玄

巾

。

服

青

袍

繫

黃

縧

。

外

穿

鶴

氅

。

足

纏

白

襪

。

腳

納

雲

霞

朱

履

。

取

五

行

俱

備

之

故

耳

。

若

宗

律

兩

師

。

加

中

單

禮

足

。

方

謂

合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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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全

真

初

會

之

時

。

必

宜

二

三

日

後

。

乃

可

問

其

來

踪

去

跡

。

或

從

那

座

名

山

出

家

。

或

常

住

那

一

省

。

那

府

那

懸

。

那

宮

那

觀

。

那

一

派

恐

其

只

知

七

真

宗

派

。

而

不

知

許

真

君

有

靜

明

派

。

薩

真

君

有

西

河

派

。

有

老

君

混

元

派

。

玄

帝

派

。

茅

山

靜

一

派

。

洞

庭

金

丹

派

。

乾

元

觀

閆

祖

派

。

尹

真

人

樓

觀

派

。

張

三

峯

新

宗

派

。

牢

山

。

孫

祖

。

徐

祖

。

清

微

。

靈

寶

。

正

一

。

寶

田

等

派

。

此

數

派

。

俱

有

聞

人

於

方

外

。

參

學

道

法

二

事

。

尋

訪

高

士

名

人

。

或

遙

謁

宗

師

教

主

。

旣

慕

名

而

至

。

進

謁

時

。

問

答

不

偽

。

真

修

無

虛

。

或

行

師

生

之

禮

。

當

設

筵

會

。

以

盡

賓

主

之

儀

。

兩

德

俱

全

。

乃

不

乖

教

而

吾

山

亦

以

之

名

傳

四

海

矣

。

或

問

時

不

知

法

派

源

頭

。

妄

談

雜

事

。

此

乃

詐

偽

之

徒

第 1 1 頁                全 真 清 規



。

非

為

參

訪

道

法

而

來

也

。

一

凡

全

真

內

修

者

。

有

五

經

四

書

至

要

之

典

。

猶

儒

者

之

學

。

不

可

缺

一

也

。

五

經

者

。

陰

符

經

。

道

德

經

。

黃

庭

經

。

清

靜

經

。

龍

虎

經

是

也

。

四

書

者

。

參

同

契

。

悟

真

篇

。

三

皇

玉

訣

。

青

華

秘

文

。

又

有

道

藏

全

集

。

一

切

真

人

諸

品

丹

經

仙

書

。

講

起

皆

知

。

隨

時

能

悟

。

析

義

無

差

。

釋

文

有

據

。

此

為

留

心

參

學

大

道

之

通

士

。

然

止

宜

默

默

自

修

為

上

。

若

或

好

談

爐

火

。

燒

茅

煉

汞

。

彼

家

採

戰

。

服

食

按

摩

。

存

想

搬

運

。

或

守

頑

空

。

或

執

口

誦

諸

等

術

數

雜

學

者

。

為

三

千

六

百

傍

門

。

九

十

六

種

外

道

。

更

有

不

通

經

義

。

呼

牛

作

馬

。

不

明

道

理

。

以

黑

為

白

。

見

高

明

者

。

妬

忌

百

般

。

見

老

弱

者

。

欺

壓

萬

狀

。

祖

師

云

。

此

為

敗

教

之

魔

軍

。

地

獄

之

種

子

。

二

枝

𧢲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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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或

無

。

一

條

尾

千

定

萬

定

。

一

凡

全

真

必

先

功

行

。

乃

可

漸

入

仙

源

。

所

以

外

修

者

。

亦

必

習

五

經

四

書

為

至

要

之

典

。

不

可

缺

一

。

五

經

者

。

玉

皇

經

。

度

人

經

。

玉

樞

經

。

三

官

經

。

斗

母

經

。

此

外

修

之

五

經

是

也

。

四

書

者

。

生

神

章

。

祭

煉

科

。

祈

禱

儀

。

千

金

方

。

此

外

修

之

四

書

是

也

。

更

有

諸

品

經

懺

。

俱

宜

習

學

精

通

。

誦

之

必

應

。

禱

之

必

靈

。

為

國

為

民

。

水

旱

蟲

蝗

。

瘟

邪

疫

厲

。

行

藥

治

病

。

濟

困

扶

危

。

普

度

存

亡

。

是

為

修

真

之

本

務

。

如

或

妖

言

揑

怪

。

師

巫

邪

術

。

偽

法

禱

魔

。

指

化

騙

俗

。

假

經

索

利

。

違

科

棄

典

。

飲

酒

食

肉

。

五

辛

三

厭

不

斷

。

此

為

民

閒

耗

鼠

。

教

內

魔

軍

。

陰

陽

律

所

不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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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全

真

樂

天

知

命

。

終

日

如

愚

。

心

境

泰

然

。

清

虛

澹

泊

。

或

處

洞

府

。

或

棲

山

林

。

或

隱

市

廛

。

或

遊

勝

境

。

全

在

慈

悲

為

本

。

方

便

為

門

。

清

靜

為

道

。

正

直

為

德

。

利

濟

為

功

。

操

持

為

行

。

若

或

貢

高

我

慢

。

妒

賢

嫉

能

。

誇

己

謗

人

。

廢

公

毀

善

。

言

清

行

濁

。

內

偽

外

恭

。

此

不

足

以

言

大

道

也

。

一

凡

全

真

敬

謁
　

佛

像

則

合

掌

和

南

。

或

頂

禮

問

訊

。

參

禮
　

儒

聖

。

則

擎

拳

拜

揖

。

或

叩

首

興

身

。

此

本 

太

上

所

云

。

道

尚

圓

通

。

見

相

呈

相

之

義

也

。

一

凡

全

真

見

父

母

官

。

行

庭

參

禮

。

其

禮

節

。

兩

手

打

拱

。

鞠

躬

揖

下

。

以

額

叩

手

上

。

兩

膝

一

曲

為

一

叩

。

如

是

三

揖

三

叩

。

參

昤

口

稱

某

觀

道

人

參

見

父

母

爺

。

參

畢

。

退

侍

左

右

。

端

拱

而

立

。

官

命

坐

。

則

又

一

揖

。

降

而

隅

坐

。

有

問

答

。

則

必

肅

然

起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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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坐

問

坐

答

。

此

本
　

太

上

禮

以

自

卑

。

尊

人

乃

亨

之

義

。

然

尤

貴

能

雍

雍

合

度

。

舉

止

自

然

。

切

戒

有

跼

踳

不

安

之

容

。

並

忌

有

輕

浮

隨

便

之

態

。

一

凡

全

真

誦

經

以

和

為

尚

。

以

誠

為

宗

。

一

心

不

二

。

如

身

入

皓

月

之

中

。

空

空

洞

洞

。

不

見

不

聞

。

字

字

句

句

。

皆

由

心

出

。

如

不

出

聲

。

對

經

默

看

。

必

要

字

字

從

天

目

中

印

出

。

方

為

合

法

。

苟

惟

音

調

動

人

聽

聞

。

此

係

應

門

腔

派

。

尤

非

全

真

所

尚

也

。

一

凡

全

真

上

殿

。

惟

獻

香

一

刻

。

不

論

賓

主

。

皆

就

爐

前

中

跪

。

其

禮

節

。

盥

手

捧

香

。

向

上

跪

拱

。

繼

以

左

手

獻

插

爐

內

。

香

不

離

寸

。

且

要

齊

勻

平

直

。

或

以

左

手

結

止

鶴

訣

。

啣

獻

上

香

。

以

天

目

書

一

心

字

。

此

初

上

香

也

。

嗣

以

左

手

。

結

行

鶴

訣

啣

獻

。

以

天

目

書

一

誠

字

。

此

次

上

香

也

。

又

復

以

右

手

加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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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印

。

安

於

胸

前

。

上

香

也

。

每

進

上

香

。

皆

宜

默

念

祝

香

咒

。

上

香

事

畢

。

苟

非

觀

主

。

須

卽

退

歸

本

位

。

竭

誠

叩

禮

。

一

凡

全

真

供

水

。

忌

汲

井

泉

。

須

於

夜

半

子

時

。

取

溪

河

中

潔

淨

水

。

或

用

淨

布

作

帳

。

收

取

天

泉

。

此

更

潔

淨

也

。

一

凡

全

真

供

花

。

忌

獻

梗

生

鑱

剌

。

如

月

季

茶

䕷

之

類

。

其

最

上

者

。

莫

如

蓮

梅

蘭

桂

。

其

次

則

桃

杏

菊

棠

。

牡

丹

芍

藥

。

以

外

皆

非

上

品

。

但

以

其

臭

不

惡

。

而

其

味

堪

以

服

食

者

。

亦

許

採

供

。

一

凡

全

真

香

禁

燃

檀

。

違

者

罪

重

。

其

條

不

獨

載

於

女

青

。

而

其

說

不

一

。

崑

陽

律

師

謂

檀

出

海

南

。

今

古

宮

中

。

嘗

以

上

供

薰

沐

。

按

今

禁

中

。

歲

以

檀

末

塗

壁

。

謂

之

香

泥

。

一

歲

一

更

。

故

凡

京

鋪

所

市

線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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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色

黃

。

其

臭

濁

者

。

疑

是

宮

泥

所

製

也

。

又

按 

太

微

律

註

亦

云

。

燃

檀

之

禁

。

由

來

久

矣

。

然

所

禁

者

。

宮

遺

穢

檀

。

非

謂

淨

檀

亦

禁

。

查

自

唐

玄

宗

後

。

其

禁

愈

嚴

。

因

有

天

師

葉

法

善

。

悞

用

宮

檀

。

致

受

七

孔

流

血

之

罰

故

耳

。

今

如

用

檀

。

可

不

慎

加

選

擇

乎

。

一

凡

全

真

宴

客

。

菜

豐

不

過

五

簋

。

未

昏

卽

散

。

讓

菜

以

茶

。

至

敬

以

露

。

如

玫

瑰

荷

花

女

銀

松

柏

苗

葉

菊

葉

等

露

是

也

。

一

凡

全

真

過

鹹

不

食

。

菜

毋

兼

味

。

食

時

不

語

。

食

後

忌

坐

。

尤

忌

飯

飽

時

卽

誦

經

禮

拜

。

故

凡

欲

誦

經

禮

拜

者

。

須

刻

線

香

半

炷

為

度

。

一

凡

全

真

有

三

不

起

。

齋

堂

受

齋

不

起

。

經

堂

誦

經

不

起

。

圜

堂

打

坐

不

起

。

不

起

者

。

客

來

不

起

立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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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以

律

不

當

起

而

起

。

恐

錯

因

果

。

况

心

無

二

用

。

客

且

未

見

。

何

有

起

立

。

今

雖

修

未

到

此

。

教

相

宜

全

。

故

三

不

起

戒

。

不

可

不

知

也

。

一

凡

全

真

未

習

戒

本

。

不

得

習

經

法

。

求

戒

受

戒

。

不

得

躐

等

。

已

入

戒

。

閱

戒

本

。

須

焚

香

禮

拜

。

不

得

草

率

展

閱

。

不

得

容

人

盜

看

戒

本

。

不

得

盜

聽

真

師

說

法

。

禮

誦

功

課

。

宜

敬

謹

三

時

勿

簡

。

不

得

矯

飾

威

儀

。

要

人

恭

敬

。

不

得

奓

談

因

果

。

希

人

布

施

。

不

得

非

時

禮

拜

。

欲

禮

拜

當

白

觀

主

。

總

宜

於

人

靜

時

默

拜

也

。

凡

非

觀

主

。

禮

拜

不

得

占

殿

中

央

。

中央

是

常

住

位
　

凡

主

殿

上

香

燈

供

具

。

宜

細

行

。

不

得

粗

率

。

凡

焚

香

時

。

微

默

咒

曰

。

常

焚

心

香

、

得

大

清

淨

、

上

燈

燭

微

咒

曰

。

破

除

重

暗

、

洞

照

十

方

、

不

得

專

揀

應

赴

經

典

習

學

。

或

遇

貧

難

不

堪

。

當

安

命

自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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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得

怨

天

恨

地

。

不

得

見

士

俗

便

當

布

施

作

福

。

不

得

對

外

教

談

道

法

。

不

得

強

化

施

主

財

物

。

亦

不

得

囑

託

豪

貴

親

知

募

化

。

不

得

貨

殖

營

利

。

不

得

假

託

緣

事

。

募

財

為

私

用

。

不

得

無

故

入

他

宮

觀

及

僧

院

。

不

得

無

故

至

俗

家

。

或

有

事

至

俗

家

。

事

畢

卽

返

。

不

得

久

留

。

不

得

與

親

俗

小

兒

等

笑

談

獻

謔

。

不

得

以

衣

物

寄

頓

俗

家

。

遠

近

出

入

。

不

得

失

儀

。

同

事

或

失

儀

。

不

得

非

笑

。

一

凡

全

真

事

師

。

朔

望

見

師

當

禮

拜

。

問

師

道

法

當

禮

拜

。

聞

師

飲

食

時

。

坐

功

時

。

誦

經

時

。

不

進

見

。

不

問

道

。

見

師

欲

禮

拜

。

師

止

之

。

當

順

師

命

。

師

與

人

禮

拜

。

不

得

與

師

同

禮

拜

。

師

前

不

得

受

人

禮

拜

。

侍

師

講

論

道

法

。

師

身

心

倦

教

去

應

去

。

凡

出

入

。

當

先

白

師

。

製

衣

服

冠

巾

等

物

。

當

先

白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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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衆

事

。

如

雲

遊

守

山

聽

講

興

緣

事

等

。

當

先

白

師

。

人

從

已

借

物

。

當

先

白

師

。

師

許

。

然

後

與

。

欲

從

人

借

物

。

當

先

白

師

。

師

聽

。

然

後

去

。

欲

習

經

懺

。

當

先

白

師

。

若

人

以

物

施

。

當

先

白

師

已

。

然

後

受

。

己

物

欲

施

人

。

當

先

白

師

。

師

聽

。

然

後

與

。

凡

事

白

師

。

師

聽

與

否

。

皆

當

作

禮

而

退

。

不

得

含

慍

。

師

有

疾

。

宜

盡

心

看

視

。

不

得

懈

怠

。

師

令

澣

褻

衣

。

不

得

現

裏

。

師

令

滌

溺

器

。

不

得

嫌

不

淨

。

師

唾

涕

。

當

卽

除

去

。

燈

月

下

不

得

履

踐

師

影

。

師

教

戒

嚴

切

不

得

還

逆

語

。

人

問

師

名

諱

。

答

云

上

某

下

某

。

問

號

。

答

云

某

師

。

增

不

得

濫

招

生

徒

。

一

凡

全

真

視

聽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閱

經

典

。

當

端

坐

體

認

。

不

得

輒

指

日

月

虹

霓

。

不

得

久

視

日

月

雲

漢

。

不

得

視

外

教

書

。

不

得

視

小

說

傳

奇

閒

雜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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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坐

師

側

。

及

對

賓

客

。

宜

正

視

。

不

得

上

視

。

不

得

下

視

。

不

得

流

視

。

不

得

注

視

亂

色

。

嘆

羨

奇

豔

。

隨

師

登

高

眺

遠

。

視

師

所

視

處

。

不

得

他

視

。

隨

師

出

入

。

不

得

左

右

顧

盼

。

當

低

頭

隨

後

。

入

城

市

。

遇

一

切

戲

幻

聚

衆

事

。

不

得

注

目

視

。

歸

不

得

侈

談

城

市

風

景

奢

華

。

傳

達

師

友

書

信

。

不

得

私

折

窺

視

。

入

師

友

房

。

不

得

亂

將

經

籍

翻

視

。

入

城

市

。

不

得

顧

視

女

人

。

不

得

睨

視

女

人

。

不

得

盜

聽

說

法

。

不

得

傾

耳

聽

法

。

不

得

聽

淫

樂

。

不

得

聽

笑

談

雜

話

。

不

得

聽

唱

歌

曲

。

不

得

隔

垣

傾

聽

人

語

。

師

誦

經

講

道

。

當

起

敬

諦

聽

。

不

得

雜

聽

一

切

。

一

凡

全

真

言

語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入

法

堂

。

及

侍

師

席

。

不

得

高

聲

言

語

。

亦

不

得

大

聲

欬

嗽

。

不

得

多

言

。

不

得

疾

言

。

不

得

效

市

語

隱

謎

。

師

不

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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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言

。

師

語

未

了

不

得

言

。

不

得

言

人

過

失

。

不

得

言

士

俗

家

務

。

不

得

言

朝

廷

官

府

事

。

不

得

言

閨

閫

事

。

不

得

言

為

媒

為

保

事

。

不

得

非

時

言

道

法

。

不

得

與

婦

人

低

聲

密

語

。

不

得

與

少

年

子

弟

笑

談

戲

語

。

飲

食

時

不

得

言

語

。

寢

息

時

不

得

言

語

。

有

親

友

來

訪

。

不

得

在

法

堂

久

坐

交

談

。

當

在

林

下

水

邊

。

方

可

傾

心

講

論

。

質

疑

詢

道

。

當

禮

拜

致

敬

。

師

有

問

。

當

禮

拜

敬

對

。

不

得

強

不

知

以

為

知

。

執

己

見

以

為

是

。

如

問

家

常

事

。

不

必

禮

拜

。

當

據

實

對

。

對

士

俗

。

不

得

言

爐

火

黃

白

術

。

不

得

言

彼

家

術

。

不

得

言

符

咒

幻

術

。

不

得

訶

風

駡

雨

。

不

得

言

一

切

傍

門

邪

術

。

不

得

言

外

教

優

劣

。

一

凡

全

真

盥

潄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盥

潄

吐

水

。

當

徐

徐

引

下

。

不

得

高

聲

嘔

吐

涕

唾

。

夏

月

盥

器

當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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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令

生

蟲

。

棄

不

淨

水

。

不

得

當

路

。

當

低

低

潑

下

。

不

得

高

手

揚

潑

。

濺

人

衣

上

。

不

得

熱

湯

潑

地

。

內

衣

宜

頻

澣

。

有

蟣

虱

宜

先

捫

去

。

髮

宜

多

櫛

。

積

髮

多

。

乃

焚

僻

靜

處

。

不

得

頓

房

內

壁

縫

。

法

堂

中

。

聖

像

前

。

不

得

盥

潄

。

剌

齒

唾

涕

。

當

在

僻

靜

處

。

亦

不

得

對

北

唾

涕

。

有

瘡

癬

當

避

人

。

不

得

盥

潄

共

器

。

有

可

畏

瘡

痏

。

不

得

剌

人

目

。

一

凡

全

真

飲

食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凡

齋

會

。

先

致

敬

供

奉
　

聖

真

。

大

衆

端

莊

齊

立

。

誦

靈

書

中

篇

。

畢

末

座

出

生

於

衆

生

盤

內

。

誦

偈

云

。

汝

等

鬼

神

衆

我

今

施

汝

供

、

一

粒

遍

十

方

、

河

沙

鬼

神

共

、

菴唵
　

哄吽 

靈

娑

訶
三遍
　

出

生

飯

不

過

七

粒

。

麵

不

過

一

寸

。

饅

頭

不

過

指

甲

許

。

餘

飲

食

蔬

菜

不

出

生

。

食

時

微

咒

曰

。

五

星

之

炁

、

六

甲

之

精

、

三

真

天

倉

、

清

雲

常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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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父

赤

子

、

守

中

無

傾

、

飲

時

微

咒

曰

。

神

水

入

腹

、

五

臟

清

明

、

凡

飲

食

時

。

不

得

笑

語

。

不

得

含

食

語

。

不

得

呵

食

好

惡

。

不

得

搔

首

。

不

得

剌

齒

。

欲

剌

齒

以

袖

掩

口

。

不

得

嚙

食

有

聲

。

不

得

作

口

容

。

不

得

咂

舌

有

聲

。

不

得

不

遜

恣

食

。

不

得

已

歷

己

口

復

反

盤

內

。

飯

中

有

穀

。

當

去

皮

食

之

。

不

得

棄

地

。

飲

食

中

有

蟲

螘

。

宜

密

去

之

。

不

得

令

衆

知

。

食

竟

不

得

更

離

座

食

。

放

碗

箸

不

得

有

聲

。

不

得

偏

衆

食

。

不

得

見

美

味

貪

心

恣

食

。

凡

同

衆

食

。

不

得

太

遲

。

不

得

太

速

。

舉

箸

放

箸

。

不

在

師

長

前

。

行

食

未

至

。

不

得

生

煩

惱

。

不

得

大

聲

呼

喚

。

時

常

飲

食

。

不

得

失

儀

。

有

失

儀

者

。

不

得

非

笑

。

飲

食

畢

。

擊

磬

。

聽

大

衆

經

行

。

增

不

得

吸

食

鴉

片

烟

。

一

凡

全

真

出

行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入

法

堂

。

行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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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詳

舒

徐

。

有

人

閱

經

。

不

得

在

彼

案

前

經

行

。

有

人

禮

拜

。

不

得

近

彼

頭

前

經

行

。

入

觀

宇

。

不

得

行

中

央

。

當

緣

或

左

或

右

行

。

隨

師

行

。

當

低

頭

隨

後

。

不

得

左

右

顧

盼

。

不

得

在

道

傍

久

共

人

語

。

不

得

馳

行

。

不

得

掉

臂

行

。

不

得

與

少

年

道

俗

談

笑

同

行

。

不

得

在

女

人

前

後

互

隨

行

。

不

得

與

醉

漢

狂

夫

前

後

互

隨

行

。

隨

師

行

若

偶

分

行

。

期

會

處

。

不

得

後

時

。

凡

遇

官

府

。

不

論

大

小

宜

廻

避

。

年

少

戒

行

未

堅

。

不

得

遠

方

遊

行

。

必

欲

參

師

訪

道

。

當

擇

賢

侶

。

不

得

與

不

肖

匪

人

同

行

。

一

凡

全

真

起

立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立

。

不

得

偏

任

一

足

。

及

倚

桌

靠

壁

。

侍

師

。

不

得

對

面

立

。

不

得

高

處

立

。

不

得

遠

立

。

立

師

後

。

不

得

倚

師

座

。

見

師

長

起

立

。

見

賓

客

起

立

。

除

誦

經

作

務

患

病

時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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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立

。

侍

師

。

師

命

坐

方

坐

。

師

有

問

當

起

。

儒

禮

云

。

君

子

問

更

端

。

則

起

而

對

。

一

凡

全

真

坐

臥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如

看

閱

經

典

。

不

得

箕

踞

。

當

焚

香

正

襟

危

坐

。

不

得

當

像

坐

。

坐

功

依

師

傅

授

。

按

時

靜

坐

。

不

得

失

次

。

對

師

長

不

得

坐

功

。

對

賓

客

不

得

坐

功

。

夜

中

宜

多

坐

少

臥

。

不

得

近

婦

人

坐

。

不

得

與

女

冠

同

坐

。

如

女

冠

來

問

道

。

開

示

畢

。

卽

遣

歸

。

不

得

久

留

坐

。

與

人

並

坐

。

不

得

橫

胘

。

不

得

架

腿

豎

膝

交

股

搖

身

。

靜

坐

約

一

時

。

或

經

行

。

或

臥

。

凡

臥

宜

側

體

屈

足

。

醒

則

舒

。

不

得

偃

仰

臥

。

不

得

與

俗

友

同

房

臥

。

或

同

房

。

不

得

同

榻

臥

。

師

未

臥

。

不

得

先

臥

。

不

得

無

故

輒

移

他

房

臥

。

已

臥

不

得

言

語

。

不

得

脫

小

衣

臥

。

不

得

於

非

處

臥

。

臨

臥

攜

火

入

房

。

須

與

同

房

者

知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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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入

。

欲

熄

火

。

亦

與

知

云

。

更

用

燈

否

。

大

暑

不

得

伏

地

臥

。

不

得

露

臥

。

不

得

晝

臥

。

不

得

飽

食

便

臥

。

不

得

置

火

枕

邊

。

不

得

攜

穢

器

從

法

堂

前

過

。

晨

起

先

左

足

下

牀

。

臨

臥

時

呪

曰

。

太

真

玉

女

、

侍

真

衛

魂

三

宮

金

童

。

來

守

生

門

、

臥

醒

時

呪

曰

。

當

願

衆

生

、

以

迷

入

覺

、

一

旦

豁

然

、

下

牀

時

呪

曰

。

化

惡

反

善

、

上

書

三

光

、

使

我

長

生

、

乘

景

駕

雲

、

一

凡

全

真

作

務

。

各

有

威

儀

戒

忌

。

凡

作

務

。

不

得

辭

勞

苦

。

平

日

當

愛

惜

常

住

物

件

。

不

得

狼

藉

米

穀

粉

麵

食

。

凡

洗

菜

。

當

三

易

水

。

凡

汲

水

。

當

先

洗

手

。

又

當

諦

視

有

蟲

無

蟲

。

絹

濾

過

方

用

。

嚴

冬

不

得

早

濾

水

。

須

待

日

出

。

爨

不

得

燃

腐

薪

。

凡

作

食

。

當

三

澡

水

。

不

得

帶

爪

甲

垢

。

埽

地

當

先

灑

水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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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五

尺

作

一

次

。

不

得

揚

塵

埽

。

不

得

逆

風

埽

。

不

得

聚

灰

土

於

門

扇

後

。

以

上

十

則

出

王

崑

陽

祖

師

玄

門

持

戒

編

元

始

靈

書

中

篇
出

度

入

經

亶

婁

阿

薈
　

無

惒

觀

音
　

須

延

朙

首
　

法

攬

菩

曇

稼

那

阿

奕
　

忽

訶

流

吟
　

華

都

曲

麗
　

鮮

菩

育

臻

答

落

大

焚
　

散

煙

慶

雲
　

飛

灑

玉

都
　

朙

魔

上

門

無

行

上

首
　

回

踱

流

玄
　

阿

陀

龍

羅
　

四

象

虛

員

右

東

方

八

天

南

閻

洞

浮
　

玉

眸

辛詵
　

詵
　

梵

形

落

空
　

九

靈

推

前

凙

落

菩

臺
　

綠

羅

大

千
　

眇

莽

九

醜
　

韶

謠

緣

邅

雲

上

九

都
　

飛

生

自

騫
　

那

育

郁

馥
　

摩

羅

法

輪

霐

持

無

境
　

攬

姿

運

容
　

馥

朗

廊

奕
　

神

纓

自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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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南

方

八

天

刀

利

禪

猷
　

婆

尼
音

皋
咎

　

通
　

宛

藪

滌

色
　

犬

眇

之

堂

流

羅

焚

萌
　

景

蔚

蕭

嵎
　

易

邈

無

寂
　

宛

首

少

都

阿

繿

郁

竺
　

華

莫

延

由
　

九

開

自

辨
　

阿

那

品

首

無

量

扶

蓋
　

浮

羅

合

神
　

玉

誕

長

桑
　

柏

空

度

仙

右

西

方

八

天

玃

無

自

育
　

九

日

導

乾
　

坤

母

東

覆
　

形

攝

上

玄

陀

羅

育

邈
　

眇

炁

合

雲
　

飛

天

大

醜
　

總

監

上

天

沙

陀

劫

量
　

龍

漢

瑛

鮮
　

碧

落

浮

黎
　

空

歌

珍

𠈃

惡

奕

無

品
　

洞

妙

自

真
　

元

焚

恢

漠
　

幽

寂

度

人

右

北

方

八

天

九

天

紫

府

真

官

督

理

玉

清

內

相

府

鍊

司

司

丹

真

宰

兼

理

桂

香

上

宮

分

校

士

籍

事

臣

石

有

恆

謹

奉

師

相

鈞

諭

嗣

後

倘

有

在

本

山

殿

內

或

懺

壇

中

吸

食

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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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者

照

女

青

天

律

以

擅

焚

穢

檀

律

治

罪

陽

律

淮

以

大

不

敬

論

可

也

特

諭年

正

月

初

九

日

恭

錄

學

道

須

知

夫

學

道

高

賢

。

希

仙

烈

士

。

旣

慕

全

真

大

教

。

須

知

性

命

雙

修

。

若

不

參

訪

明

師

。

豈

得

天

機

玅

訣

。

跳

出

凡

籠

。

拋

離

火

宅

。

除

情

割

愛

。

捨

妄

歸

真

。

黃

冠

鶴

氅

。

為

太

上

之

門

人

。

羽

扇

芒

鞋

。

作

東

華

之

分

子

。

操

持

戒

行

。

磨

煉

身

心

。

覩

諸

邪

道

。

如

覩

冤

仇

。

避

諸

愛

慾

。

如

避

水

火

。

飡

風

宿

雨

。

滅

富

費

之

身

心

。

戴

月

披

星

。

絕

奢

華

之

妄

念

。

單

瓢

隻

笠

。

不

辭

萬

里

之

遙

。

野

鶴

孤

雲

。

惟

尋

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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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樂

。

安

貧

而

積

德

。

知

命

以

待

時

。

琢

磨

塵

垢

。

修

養

性

天

。

或

至

名

山

而

挂

褡

。

或

投

洞

府

以

安

單

。

或

進

鉢

堂

而

演

學

。

或

入

叢

林

以

訪

賢

。

須

知

忍

辱

離

垢

。

切

宜

謹

言

慎

行

。

心

存

柔

遜

。

志

戒

剛

強

。

莫

襍

是

非

之

見

。

務

忘

物

我

之

私

。

絕

巧

棄

智

。

為

立

德

之

基

址

。

含

光

守

虛

。

乃

進

道

之

權

輿

。

動

靜

云

為

。

遵

五

祖

範

圍

而

約

束

。

行

住

坐

臥

。

依

七

真

規

矩

以

修

持

。

所

閱

丹

經

。

道

德

陰

符

龍

虎

。

欲

聞

玄

玅

。

悟

真

金

碧

參

同

。

至

要

於

三

皇

玉

訣

。

至

顯

於

青

華

祕

文

。

規

中

指

南

。

字

減

而

言

徹

。

黃

庭

內

註

。

理

直

以

竅

明

。

南

華

則

文

深

義

奧

。

覽

之

達

觀

。

清

靜

則

性

見

心

明

。

得

之

了

悟

。

博

學

審

問

。

苦

心

殷

勤

。

求

道

若

軒

轅

之

走

膝

。

問

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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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尼

之

虛

衷

。

不

憚

進

履

之

勞

。

休

惜

斷

臂

之

痛

。

自

感

明

師

之

指

教

。

必

得

至

人

之

心

傳

。

引

證

性

命

之

宗

。

而

搜

尋

根

蔕

。

深

窮

死

生

之

旨

。

以

明

辨

本

來

。

盟

天

方

談

魁

斗

。

歃

血

乃

示

台

罡

。

要

知

大

道

。

當

究

一

炁

二

儀

三

才

。

四

象

五

行

六

合

。

七

政

八

卦

。

九

宮

十

極

。

須

言

言

而

省

悟

。

欲

知

丹

法

。

必

曉

十

轉

九

還

八

闕

。

七

返

六

通

五

明

。

四

門

三

元

。

二

弦

一

竅

。

宜

字

字

以

參

詳

。

探

陰

陽

昇

降

於

圜

中

。

審

水

火

反

還

於

身

內

。

知

止

方

明

造

化

。

誠

意

始

覺

妙

音

。

守

真

抱

一

。

對

景

忘

情

。

湛

然

萬

緣

不

染

。

自

然

一

旦

貫

通

。

性

天

瑩

徹

。

實

際

悟

明

。

斯

懷

一

襟

之

朗

月

。

堪

舞

兩

袖

之

清

風

。

或

擇

洞

天

而

入

室

。

或

選

福

地

以

閉

圜

。

預

交

雲

朋

霞

友

。

以

為

道

伴

。

次

結

茅

菴

草

舍

。

以

作

丹

房

。

調

琴

理

性

。

飛

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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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魔

。

驅

龍

就

虎

。

則

會

合

風

雲

。

提

兔

擒

鳥

。

則

交

接

鉛

汞

。

轉

地

軸

。

則

復

通

乾

谷

。

撥

天

關

。

則

姤

返

坤

宮

。

鼓

𢁉

風

而

煅

煉

。

運

離

火

以

烹

煎

。

加

減

進

退

之

有

時

。

溫

養

沐

浴

之

無

錯

。

則

太

乙

壺

中

。

滿

飲

長

生

之

酒

。

黃

庭

宮

內

。

永

結

不

老

之

丹

。

停

工

罷

戰

。

混

俗

和

光

。

或

隱

塵

寰

而

積

行

。

或

棲

廛

市

以

立

功

。

德

滿

人

間

。

名

題

天

上

。

靜

待

玉

京

之

詔

。

早

朝

金

闕

之

尊

。

宴

賜

瑤

池

。

勅

遊

閬

苑

。

眷

屬

皆

超

於

極

樂

。

仙

友

同

上

於

蓬

瀛

。

此

係

清

修

之

結

果

。

卽

大

成

之

標

榜

也

。

茲

外

或

有

纔

離

俗

網

。

乍

入

元

門

。

未

滌

已

往

之

愆

。

懸

思

將

來

之

福

。

或

根

鈍

智

淺

。

豈

究

天

機

之

妙

訣

。

或

業

深

德

薄

。

難

逢

聖

道

之

明

師

。

性

隨

物

轉

。

意

被

情

纏

。

致

使

一

心

著

於

二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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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毒

擾

於

四

非

。

因

其

五

蘊

不

空

。

故

爾

六

賊

難

伏

。

七

情

牽

動

。

八

識

分

攻

。

九

竅

之

邪

。

永

干

於

真

境

。

十

惡

之

業

。

滋

蔓

於

靈

臺

。

加

雲

迷

皓

月

。

似

霧

掩

青

天

。

慧

光

不

耀

。

聖

智

難

明

。

靈

機

因

而

閉

塞

。

妄

欲

由

以

㬪

生

。

斯

無

神

氣

之

凝

。

焉

有

返

還

之

妙

。

正

所

為

身

不

勞

而

功

不

天

神

未

佑

。

行

不

廣

而

心

不

死

。

仙

聖

難

容

。

學

者

莫

負

清

靜

之

虛

名

。

休

執

無

為

之

假

相

。

雖

甘

衣

草

食

木

。

徒

自

苦

己

勞

形

。

若

頑

坐

存

思

。

必

著

於

魔

景

。

但

妄

行

搬

運

。

定

結

於

幻

丹

。

恐

致

恩

中

生

害

。

有

始

鮮

終

。

叮

嚀

學

者

。

微

細

參

詳

。

勿

錯

修

持

。

須

尋

正

道

。

勇

猛

精

進

。

宜

尊

九

節

之

功

。

奮

勉

修

行

。

漸

進

三

乘

之

路

。

合

身

心

而

並

煉

。

兼

內

外

以

交

修

。

靜

則

窮

理

盡

性

。

動

則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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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累

功

。

須

行

時

時

之

方

便

。

務

存

種

種

之

慈

悲

。

濟

幽

拔

亾

。

葛

仙

翁

由

是

以

成

道

。

扶

災

施

藥

。

薩

真

人

因

此

以

登

仙

。

除

害

蕩

妖

。

許

旌

陽

功

圓

拔

宅

。

保

民

福

國

。

陶

弘

景

行

滿

飛

昇

。

𢟍

古

至

仙

。

悉

從

苦

行

而

超

越

。

迄

今

末

學

。

豈

離

積

德

以

成

真

。

懃

滌

障

緣

。

慇

生

定

慧

。

常

含

默

默

之

光

。

每

存

綿

綿

之

息

。

則

善

芽

增

長

於

三

田

。

而

靈

根

培

植

於

寸

地

。

此

係

漸

修

之

法

門

。

卽

上

乘

之

階

級

也

。

要

之

漸

頓

雖

有

二

途

。

至

道

皆

原

一

本

。

凡

慕

道

英

賢

。

矢

志

參

訪

。

俱

當

體

此

前

修

。

庶

不

溺

於

旁

術

。

故

著

斯

論

。

以

照

昏

渠

堪

為

修

真

寶

鑑

。

進

道

靈

梯

。

卽

參

訪

之

關

憑

。

亦

雲

遊

之

路

引

。

遵

我

教

者

。

執

為

符

卷

。

尋

海

岳

可

契

矣

。

天

誡

云

。

纖

毫

失

度

。

卽

招

暗

黑

之

愆

。

霎

頃

邪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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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犯

禁

空

之

醜

。

天

神

耳

目

。

咫

尺

非

遙

。

克

告

行

人

。

自

當

覺

察

。

倘

言

行

無

愧

。

陰

德

周

隆

。

自

有

神

仙

作

汝

師

。

至

此

何

憂

身

不

度

。

戒

食

銘

凡

入

齋

堂

。

嚴

整

衣

冠

。

雲

㕑

煮

粟

。

非

是

等

閑

。

無

內

無

外

。

粒

米

同

飡

。

先

學

齋

食

。

後

學

成

仙

。

匙

鉢

展

轉

。

飯

可

重

添

。

揚

言

宜

忌

。

並

坐

側

肩

。

行

尊

道

氣

。

休

看

衣

衫

。

莫

論

主

客

。

一

體

皆

安

謹

慎

檢

點

。

務

要

心

堅

。

道

氣

常

存

。

一

體

同

觀

。

粒

米

莖

薪

。

工

夫

一

年

。

念

頭

若

錯

。

孼

累

儘

填

。

披

毛

帶

𧢲

。

骨

肉

奉

還

。

紫

清

真

人

清

規

榜

天

地

神

人

鬼

五

仙

。

盡

規

矩

。

定

方

圓

。

逆

則

路

路

生

顛

倒

。

順

則

頭

頭

合

自

然

。

夫

此

聖

賢

息

肩

之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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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惟

神

仙

養

素

之

軒

。

晨

昏

焚

香

頂

祝

。

頌

皇

王

聖

壽

以

無

疆

。

朝

暮

聖

號

宣

揚

。

保

宰

官

士

庶

而

有

慶

。

是

以

凡

聖

同

居

。

隱

顯

莫

測

。

隻

履

單

瓢

。

作

壺

中

之

活

計

。

孤

雲

野

鶴

。

為

物

外

之

閑

人

。

恬

惔

無

為

。

逍

遙

自

在

。

黃

粱

夢

覺

。

安

然

一

枕

清

風

。

金

汞

爐

開

。

不

覺

半

窻

明

月

。

功

成

行

滿

。

體

妙

神

靈

。

伏

龍

虎

而

出

昏

衢

。

跨

鸞

鶴

而

歸

洞

府

。

或

其

初

離

塵

俗

。

乍

入

元

門

。

心

地

尚

迷

。

性

天

未

徹

。

切

須

遵

守

清

規

。

行

持

莫

犯

。

侍

師

敬

友

。

念

道

思

真

常

在

性

命

上

留

心

。

莫

向

利

名

中

挂

念

。

行

須

緩

步

。

語

要

低

聲

。

勿

歌

妖

豔

之

詞

。

休

講

是

非

之

事

。

公

私

出

幹

。

不

許

燈

火

而

回

。

打

坐

絕

言

。

只

等

鐘

鳴

而

起

來

時

明

向

挂

褡

去

時

對

衆

抽

單

。

倘

有

違

犯

。

量

情

究

責

。

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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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油

茶

餅

。

重

則

竹

篦

下

山

。

偷

盜

杖

逐

。

燒

燬

衣

鉢

。

賭

博

葷

酒

。

不

許

在

堂

執

事

。

邪

淫

姦

騙

。

撒

骨

揚

灰

。

有

違

同

衆

倍

罰

。

故

茲

榜

示

。

各

宜

知

悉

。五

湖

雲

水
　

混

居

一

堂
　

旣

集

徒

侶

須

明

紀

綱
　

或

凡

或

聖
　

時

隱

時

彰

神

化

無

定
　

道

規

有

常

長

春

真

人

清

規

榜

夫

處

山

者

。

清

虛

冷

淡

瀟

灑

寂

寥

。

修

心

為

體

。

養

性

為

用

。

柔

弱

為

道

。

謙

和

為

德

。

慈

悲

為

本

。

方

便

為

門

。

在

衆

者

常

居

低

下

。

處

靜

者

勿

起

凡

情

。

所

有

塵

勞

。

量

力

運

用

。

不

可

過

度

。

每

一

衣

食

。

不

可

過

用

。

每

計

錢

糧

。

不

可

積

剩

。

治

身

衣

服

。

不

可

貪

求

。

或

常

住

之

物

有

餘

者

。

濟

贍

往

來

經

過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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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之

士

。

或

於

他

處

行

緣

。

或

以

備

齋

設

會

。

十

二

時

中

。

不

著

於

假

。

常

要

明

真

。

埽

除

塵

垢

。

刷

釜

汲

水

。

担

薪

炊

膳

。

除

己

私

意

。

勿

起

瞋

心

。

各

處

一

室

。

澄

心

辨

道

。

各

分

局

次

。

當

占

一

科

。

或

以

互

換

。

調

煉

真

性

。

不

得

執

著

為

用

。

不

得

遞

相

是

非

。

謹

要

降

心

。

削

除

人

我

。

泯

於

聲

色

。

離

形

去

智

。

湛

然

無

欲

。

見

三

教

門

人

。

須

當

平

等

。

不

得

怠

慢

驕

心

。

無

事

不

得

出

觀

。

早

晚

照

看

門

戶

。

寅

旦

灑

埽

殿

庭

。

倘

有

送

供

者

。

平

常

接

待

。

無

施

與

者

。

勿

起

二

心

。

凡

有

遊

𢟍

之

士

。

但

過

三

日

。

是

高

明

者

。

舉

進

住

坐

。

無

志

氣

者

。

他

處

去

行

。

次

驗

腳

冊

。

分

記

詳

察

緣

由

。

若

不

分

明

。

其

間

恐

有

隱

匿

詐

偽

之

人

。

不

當

穩

便

。

防

一

等

野

道

疲

頑

之

輩

。

奸

詐

之

人

。

以

言

相

惑

。

玷

污

徒

衆

。

破

除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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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

常

談

是

非

。

便

合

遣

出

。

若

有

投

觀

出

家

者

。

不

得

擅

便

引

進

。

先

觀

道

氣

。

次

探

道

心

。

或

祖

上

家

風

善

惡

。

又

自

己

德

行

淺

深

。

高

明

者

攜

之

。

愚

蠢

者

抑

之

。

或

於

觀

中

幹

辨

等

事

。

先

問

觀

主

。

次

與

合

堂

衆

評

論

。

出

家

無

論

早

晚

。

不

擇

老

幼

。

但

能

達

理

明

心

者

。

堪

為

上

人

也

。

凡

有

化

導

。

不

得

詐

偽

師

家

名

目

。

若

使

心

指

託

觀

舍

。

要

取

檀

越

等

物

。

自

己

用

度

。

便

是

私

瞞

常

住

。

上

天

鑒

察

必

無

輕

譴

。

故

茲

榜

示

。

長

春

真

人

執

事

榜

竊

聞

人

生

天

地

之

間

。

如

白

駒

過

隙

。

忽

然

而

已

。

來

之

不

可

御

。

去

之

不

可

止

。

及

其

六

八

變

滅

。

四

大

分

離

。

身

尚

不

存

。

生

非

我

有

。

觀

其

所

以

然

者

。

莫

若

體

乎

至

道

。

察

其

所

以

修

者

。

莫

若

明

乎

本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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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心

卽

是

道

。

道

卽

是

心

。

心

外

無

道

。

道

外

無

心

。

唯

在

吾

人

一

默

會

耳

。

故

作

凡

作

聖

。

皆

由

我

做

。

悟

真

悟

道

。

不

出

他

行

。

先

須

領

解

。

次

須

進

修

。

運

水

搬

柴

。

無

非

這

個

。

誦

經

禮

懺

。

只

在

些

兒

。

各

請

具

眼

同

觀

。

勿

得

當

面

錯

過

。

自

今

雲

水

相

逢

。

煙

霞

集

會

。

倘

得

道

逢

師

。

師

傳

得

旨

。

恆

心

領

悟

。

了

知

出

世

之

家

風

。

立

志

修

持

。

堪

作

昇

仙

之

活

計

。

毋

虧

功

行

。

當

悟

本

來

。

所

有

玄

憲

清

規

。

凡

諸

執

事

。

條

陳

於

後

。

一

都

監

者

。

總

括

玄

綱

。

糾

諸

執

事

。

一

都

管

者

。

宰

制

道

範

。

監

齋

督

戒

。

二

者

乃

天

人

之

眼

目

。

仙

聖

之

規

模

。

以

道

德

存

心

。

以

仁

慈

利

衆

。

向

父

母

未

生

前

。

悟

本

來

面

目

。

在

聖

賢

經

教

內

。

發

性

地

光

明

。

先

調

中

和

命

脈

。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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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竅

妙

真

機

。

造

化

爐

中

。

擒

龍

制

虎

。

乾

坤

鼎

內

。

取

坎

填

離

。

以

升

堂

入

室

之

旨

。

就

裏

提

撕

。

以

明

心

見

性

之

功

。

意

外

領

悟

。

導

引

福

善

。

開

化

賢

良

。

動

靜

肅

恭

。

威

儀

誠

敬

。

稍

有

過

差

。

倍

衆

公

罰

。

一

左

堂

執

。

提

轄

侍

者

。

一

右

堂

執

。

協

理

茶

司

。

二

者

。

實

大

衆

之

綱

紀

。

作

後

學

之

筌

蹄

。

運

轉

法

輪

。

輔

佐

玄

範

。

出

入

巡

香

。

恆

加

敬

畏

。

上

下

止

靜

。

務

要

純

和

。

糾

察

輕

躁

之

失

儀

。

公

舉

怠

違

之

越

理

。

言

語

莊

重

。

氣

色

溫

柔

。

有

犯

元

規

。

跪

香

罰

拜

。

一

龍

虎

二

單

者

。

誠

心

辨

道

。

立

志

修

身

。

除

欲

念

以

觀

心

。

息

思

慮

而

盡

性

。

調

神

攝

靜

。

玄

功

常

蘊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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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田

。

舉

步

經

行

。

戒

律

每

存

於

赤

窟

。

須

守

元

憲

。

勿

犯

清

規

。

違

者

跪

香

。

一

日

月

二

單

者

。

誦

經

禮

懺

之

際

。

以

戒

慎

恐

懼

而

注

想

尊

容

。

以

齋

莊

中

正

而

昭

事

上

帝

。

同

音

讚

禮

。

一

志

皈

依

。

倘

朝

奏

失

儀

。

誦

念

忽

略

者

。

同

衆

罰

香

。

一

侍

香

燈

殿

主

者

。

侍

奉

香

燈

。

陳

設

品

供

。

誠

心

潔

淨

。

勿

令

厭

穢

。

觸

犯

靈

壇

。

從

事

精

虔

。

要

當

恭

敬

。

同

臨

法

會

。

倘

有

缺

誤

。

供

品

不

齊

者

。

跪

香

。

一

典

座

飯

頭

者

。

為

大

衆

之

司

命

。

叢

林

中

根

本

。

辨

上

賢

齋

饈

。

宜

清

宜

潔

。

勿

怠

勿

疎

。

六

味

調

和

。

三

餐

齊

備

。

戒

餕

餿

之

為

害

。

防

器

皿

之

不

全

。

以

之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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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真

而

歆

享

。

資

道

衆

以

養

生

。

倘

有

忽

略

不

精

。

罰

香

。

一

茶

頭

水

頭

者

。

潔

備

清

泉

。

烹

煎

玉

露

。

齋

天

供

聖

。

款

客

迎

真

。

生

冷

勿

攙

茶

湯

。

人

我

必

戒

穢

濁

。

倘

有

怠

忽

者

。

罰

香

。

一

火

頭

司

靜

者

。

早

則

開

靜

先

起

。

晚

則

止

靜

方

眠

。

竃

房

火

燭

加

謹

防

護

。

階

庭

灑

掃

。

須

蠲

潔

。

違

者

跪

香

。

一

庫

頭

者

。

執

掌

錢

糧

。

經

手

出

納

。

錙

銖

布

施

。

乃

衆

善

之

脂

膏

。

顆

粒

齋

糧

。

實

諸

緣

之

血

汗

。

勿

欺

勿

昧

。

此

心

方

可

對

青

天

。

若

染

若

侵

。

他

日

究

竟

沉

黑

獄

。

務

要

登

記

明

白

。

收

放

得

宜

。

倘

有

差

失

隱

匿

等

情

。

許

大

衆

直

言

表

出

。

輕

者

罰

齋

。

重

者

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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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買

辦

者

。

務

得

正

大

光

明

。

勿

欺

暗

室

。

凡

屬

備

用

齋

糧

供

品

。

蔬

菜

油

燭

等

伴

。

俱

入

庫

登

簿

。

買

辦

物

件

。

照

依

實

價

。

勿

得

沾

染

脂

膏

。

有

壞

道

心

。

倘

有

私

隱

情

弊

者

。

重

罰

。

一

化

主

者

。

導

引

賢

良

。

開

化

福

善

。

募

緣

於

貴

人

君

子

。

積

功

於

聖

境

靈

壇

。

當

思

利

物

利

人

。

勿

得

狥

得

狥

己

。

倘

有

瞞

移

偏

向

。

倍

罰

設

齋

供

衆

。

一

知

賓

。

為

常

住

之

儀

表

。

先

存

謙

和

敬

讓

。

次

須

禮

貌

端

嚴

。

迎

送

勿

失

清

規

。

酧

答

必

合

元

範

。

虛

懷

應

客

。

正

己

待

賢

。

或

驕

慢

不

恭

者

。

重

罰

。

一

書

記

者

。

乃

叢

林

出

類

拔

萃

之

流

。

超

羣

軼

倫

之

士

。

程

式

藏

於

胸

中

。

元

機

隱

於

句

內

。

申

奏

文

䟽

。

俱

要

端

楷

精

誠

而

感

格

。

上

帝

發

回

圅

信

。

亦

當

辭

章

恭

敬

。

而

會

答

高

賢

。

閙

第 4 5 頁                全 真 清 規



中

取

靜

。

而

默

運

身

心

。

忙

裡

偷

閑

。

而

窮

參

妙

道

。

務

求

證

聖

成

真

。

勿

令

轉

凡

入

趣

。

倘

或

字

意

差

訛

。

同

類

宜

當

面

較

。

如

抅

慢

故

違

。

重

則

辦

齋

。

輕

則

跪

香

。

一

知

觀

者

。

總

理

常

住

一

應

大

小

事

務

。

為

叢

林

之

表

率

。

作

大

衆

之

領

袖

。

以

道

德

蘊

乎

心

胸

。

以

仁

義

彰

於

事

理

。

松

霜

節

操

。

水

月

襟

懷

。

四

威

儀

內

。

慎

獨

恆

修

。

萬

行

門

中

。

忍

辱

培

養

。

以

責

人

之

心

責

己

。

恕

己

之

念

恕

人

。

寬

以

待

衆

。

廉

以

持

身

。

扇

真

風

於

海

宇

。

闡

元

化

於

諸

方

。

名

重

當

時

。

德

流

遐

邇

。

不

負

素

位

之

任

也

。

稍

有

文

飾

。

加

倍

罰

齋

。

一

副

觀

者

。

亦

叢

林

之

棟

樑

。

大

衆

之

綱

領

。

必

以

道

德

齊

備

。

仁

義

兼

行

。

儀

型

可

師

。

規

模

是

式

。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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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

以

謙

為

主

。

款

客

以

禮

為

尊

。

敬

神

聖

儼

然

在

上

。

視

將

帥

如

列

殿

庭

。

導

衆

名

題

玉

籍

。

先

人

字

隸

神

京

。

闡

太

上

之

教

法

。

宣

三

洞

之

經

文

。

鄉

閭

仰

德

。

衆

庶

蒙

休

。

稍

有

怠

弛

。

倍

罰

齋

供

。

一

靜

主

者

。

道

德

兼

全

。

仁

義

並

著

。

坐

靜

安

圜

。

惜

精

養

氣

。

以

清

靜

為

本

。

而

以

定

慧

為

宗

。

脫

俗

中

之

境

界

。

作

物

外

之

生

涯

。

朝

暮

朝

真

祝

延

聖

壽

。

專

持

超

凡

入

聖

。

惟

務

靜

志

凝

神

。

煉

二

寶

作

金

丹

。

守

一

真

為

大

藥

。

斡

開

元

竅

。

反

復

陰

陽

。

燦

百

焰

於

九

鼎

之

中

。

聚

萬

化

於

一

壺

之

內

。

三

千

功

滿

。

名

列

仙

班

。

八

百

行

成

身

超

塵

劫

。

如

此

則

自

度

度

人

。

上

昇

霄

漢

。

天

真

攜

手

。

仙

聖

比

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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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有

公

私

人

我

一

例

罰

齋

供

衆

。

一

巡

照

。

乃

叢

林

鑒

察

都

司

。

統

轄

一

堂

大

小

執

事

。

代

天

宣

化

。

替

祖

闡

揚

。

提

拔

有

道

高

人

。

而

修

真

養

性

。

巡

察

犯

規

羽

士

。

而

按

律

施

行

。

倘

有

失

察

。

公

罰

。

一

收

供

者

。

辦

大

衆

之

齋

糧

。

實

常

住

之

根

蔕

。

雖

珍

饈

美

味

可

除

。

而

黃

韲

淡

飯

難

免

。

常

存

釋

迦

有

餵

虎

之

心

。

須

念

墨

子

以

身

磨

利

世

。

不

辭

勞

苦

。

毋

起

悔

心

。

如

或

懈

怠

失

遺

。

而

文

飾

崛

強

者

。

罰

香

一

園

頭

者

。

宜

當

懇

懇

勤

勤

。

勿

致

疎

缺

。

四

時

之

菜

蔬

不

失

其

時

。

一

歲

之

吃

用

有

餘

有

剩

。

如

或

應

用

有

缺

。

竊

取

私

賣

者

。

重

罰

。

一

凡

諸

文

武

職

事

。

各

有

其

德

。

不

得

互

相

爭

競

。

有

害

道

風

。

文

有

燮

理

紀

綱

。

宣

揚

正

法

。

導

引

愚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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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誘

善

信

武

有

除

暴

安

良

。

奮

身

護

道

。

寒

暑

無

閒

。

晝

夜

不

倦

。

皆

可

謂

太

上

之

法

器

。

而

不

媿

祖

師

之

苗

裔

正

當

上

下

相

照

。

內

外

相

和

。

各

宜

其

埽

塵

情

。

同

證

妙

果

。

凡

諸

執

事

。

盡

心

竭

力

。

雖

未

見

道

庶

幾

近

焉

。

倘

若

文

職

自

恃

才

能

蓋

衆

。

視

武

職

為

愚

蠢

。

武

職

自

謂

勇

幹

立

功

。

議

文

人

為

無

用

者

。

此

皆

非

有

智

之

士

也

。

如

或

各

恃

其

能

。

而

生

傲

慢

者

。

知

過

謝

罪

。

以

上

數

條

。

務

望

人

人

留

意

。

各

各

省

心

。

倘

有

推

託

倚

靠

等

情

。

大

衆

自

有

真

實

公

論

。

兩

堂

功

課

宜

持

。

五

品

皇

經

莫

怠

。

十

方

有

志

高

人

。

住

者

自

當

恭

敬

。

不

可

獨

善

其

身

。

倘

外

明

而

內

暗

。

口

是

而

心

非

。

或

陰

多

而

陽

少

。

公

來

而

私

去

。

十

方

檀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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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

我

為

貪

悋

庸

徒

。

護

法

真

官

。

自

有

分

明

報

應

。

咦

甯

教

諸

人

負

我

。

不

可

我

負

諸

人

。

須

知

榜

者

。年
　

　

月
　

　

日
　

　

立

本

觀

住

持

謹

白

清

規

榜

伏

以

道

居

象

帝

之

先

。

萬

殊

一

本

。

無

為

純

朴

之

後

。

三

教

同

源

。

居

塵

出

塵

不

易

。

在

欲

無

欲

實

難

。

每

見

愚

蒙

。

常

沉

苦

海

。

日

流

污

下

。

惟

願

高

明

。

宜

加

警

策

。

勿

墮

迷

津

。

太

上

開

不

二

法

門

。

忍

辱

第

一

。

長

春

演

鉢

堂

之

教

。

規

模

為

先

。

天

上

不

容

無

禮

神

仙

。

人

間

豈

有

犯

規

羽

士

。

此

修

心

煉

性

之

所

。

非

醉

生

夢

死

之

場

。

如

談

說

人

我

。

講

第 5 0 頁                全 真 清 規



論

是

非

。

如

此

存

心

。

焉

能

出

世

。

茲

者

其

居

福

地

。

爰

立

聖

堂

。

聚

千

里

而

來

之

善

友

。

合

十

方

有

道

之

良

朋

。

務

要

互

相

警

覺

。

共

悔

前

非

。

莫

起

絲

毫

妄

念

。

休

生

纖

芥

邪

思

。

戒

凜

水

霜

。

心

持

砥

礪

。

所

有

清

規

。

臚

列

如

后

。

一

凡

姦

盜

邪

淫

。

敗

太

上

之

律

法

。

壞

列

祖

之

宗

風

者

。

架

火

焚

身

。

一

凡

拐

帶

欺

騙

者

。

炙

眉

燒

單

。

一

凡

攪

擾

清

規

。

不

遵

律

法

者

。

杖

責

革

出

。

一

凡

賭

博

耍

錢

者

。

杖

責

頂

清

規

。

一

凡

談

講

燒

丹

煉

汞

。

哄

騙

迷

人

者

。

杖

責

逐

出

。

一

凡

飲

酒

茹

葷

食

肉

。

攪

亂

常

住

者

。

杖

責

逐

出

。

一

凡

毀

傷

父

母

。

詈

罵

大

衆

者

。

杖

責

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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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不

拜

師

長

。

不

知

宗

派

者

。

逐

出

。

一

凡

常

住

辦

事

尅

衆

利

己

。

隱

瞞

大

衆

者

。

罰

打

齋

。

一

凡

倚

恃

官

執

俗

黨

。

欺

壓

道

衆

者

。

合

堂

公

義

。

杖

責

逐

出

。

一

凡

妄

語

獻

謔

。

不

遵

規

矩

行

事

者

。

輕

跪

香

。

重

杖

責

遷

單

。

一

凡

大

衆

上

堂

公

事

。

俗

衣

小

帽

者

。

跪

香

。

一

凡

私

自

募

緣

不

通

衆

。

不

入

常

住

者

。

遷

單

。

一

凡

妒

嫉

賢

良

。

欺

謾

後

學

。

驕

傲

自

誇

者

。

逐

出

。

一

凡

上

殿

登

壇

。

笑

談

諠

嚷

。

背

立

呼

童

。

邪

目

曲

視

。

吃

煙

唾

痰

。

不

依

臣

禮

。

拜

跪

不

恭

者

。

跪

香

。

一

凡

各

殿

神

祠

。

早

晚

香

燈

供

桌

。

穢

污

不

潔

淨

者

。

跪

香

。

一

凡

朝

暮

功

課

。

轉

天

尊

不

到

者

。

跪

香

。

有

公

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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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

一

凡

朔

朢

聖

誕

。

大

衆

朝

賀

。

雲

集

不

到

者

。

跪

香

。

有

公

事

者

。

免

。

一

凡

上

齋

堂

。

言

語

衣

冠

不

正

。

碗

響

䈛

子

落

地

者

。

跪

香

。

一

凡

掛

插

袋

荷

包

。

上

齋

堂

吃

煙

。

不

遵

道

規

者

。

跪

香

。

一

凡

常

住

食

物

私

自

待

賓

。

不

上

客

堂

者

。

跪

香

。

一

凡

常

住

赤

體

露

臥

。

不

穿

小

衣

。

不

紥

褲

管

者

。

跪

香

。

一

凡

烹

餁

供

獻

。

污

水

穢

柴

作

食

。

竈

前

獻

笑

不

虔

敬

者

。

跪

香

。

一

凡

竈

火

燒

香

。

小

衣

上

殿

。

失

帶

冠

巾

不

恭

者

。

跪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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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出

門

不

告

白

。

不

領

籤

者

。

跪

香

。

一

凡

叢

林

私

食

。

不

供

衆

者

。

罰

打

齋

。

一

凡

出

坡

動

靜

。

不

隨

衆

者

。

跪

香

。

有

公

事

者

。

免

。

一

凡

公

私

出

幹

。

燈

火

回

者

。

跪

香

。

有

公

事

者

。

免

。

一

凡

開

靜

不

起

者

。

跪

香

。

一

凡

止

靜

不

吹

燈

闡

者

。

跪

香

。

一

凡

私

自

開

看

藏

經

。

不

鳴

衆

者

。

罰

打

齋

。

一

凡

夜

寢

言

語

驚

衆

者

。

罰

香

。

一

凡

㕑

房

拋

棄

米

穀

。

損

壞

什

物

家

伙

者

。

跪

香

。

一

凡

常

住

有

大

公

事

。

不

帮

助

者

。

罰

香

。

一

凡

巡

照

。

知

犯

清

規

容

隱

。

大

衆

察

出

。

同

罰

打

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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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戊

禁

。

乃

指

六

戊

。

卽

六

申

日

也

。

餘

戊

不

忌

。

其

所

禁

六

日

。

凡

法

官

道

士

俗

人

。

有

開

靜

燒

香

。

上

章

進

表

。

關

申

天

曹

者

。

滅

身

。

知

而

故

犯

者

。

殃

及

九

祖

。

風

刀

萬

劫

不

原

。

非

佩

籙

者

減

三

等

。

赤

文

天

律

章

。

女

青

天

律

同

。

以

上

三

十

六

條

告

白

大

衆

。

各

依

法

律

。

共

遵

元

範

。

故

三

人

同

行

。

必

有

我

師

。

一

堂

共

居

豈

無

資

藉

。

常

住

大

衆

。

各

加

覺

察

。

毋

致

違

誤

。

勿

犯

清

規

。

依

此

禁

戒

之

儀

。

莫

起

恣

縱

之

念

。

當

思

十

方

飲

食

難

消

。

須

惜

一

寸

光

陰

易

過

。

時

常

謹

慎

修

持

必

得

神

仙

可

冀

。

謹

榜

。

執

事

榜

夫

大

厦

非

一

木

能

支

。

必

須

衆

材

資

𦔳

。

叢

林

豈

孤

身

可

立

。

還

期

分

職

共

襄

。

使

其

用

必

量

其

材

。

尊

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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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序

。

食

其

祿

而

執

其

事

。

小

大

無

虧

。

我

等

旣

沐

皇

恩

。

不

織

不

耕

。

恆

存

素

餐

之

恥

。

克

勤

克

慎

。

毋

虛

白

日

之

過

馬

公

移

瓦

課

經

。

良

有

以

也

。

龐

氏

擔

柴

運

水

。

豈

徒

然

哉

。

由

是

定

規

立

矩

。

固

已

先

乎

一

己

。

輪

管

分

職

。

是

所

望

於

羣

公

。

今

將

職

事

。

開

列

於

左

。

都

監
　

　

都

管
　

　

知

觀
　

　

副

觀
　

　

書

記

知

客
　

　

司

庫
　

　

典

座
　

　

買

辨
　

　

貼

案

飯

頭
　

　

行

堂
　

　

火

頭
　

　

水

頭
　

　

茶

頭

值

歲
　

　

廵

山
　

　

田

莊
　

　

園

頭
　

　

圊

頭

西

序靜

主
　

　

高

功
　

　

都

講
　

　

監

齋
　

　

知

磬

表

白
　

　

經

師
　

　

堂

主
　

　

香

鐙
　

　

殿

主

廵

照
　

　

侍

者
　

　

啟

閑

門
　

　

雜

務
　

　

知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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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子

年
　

　

月
　

　

日
　

　

立

本

觀

住

持

謹

白
　

浙

江

湖

州

府

金

蓋

山

雲

巢

梅

花

觀

傳

經

宗

壇

純

陽

宮

全

真

派

單

省
　

　

　

　

奉

道

弟

子
　

　

　

皈

依

太

上

混

元

門

下

秉

東

華

紫

府

全

真

演

教

嗣

龍

門

正

宗

第 

代

派

名

本

命
　

　

宮
　

　

月
　

　

日
　

時

建

生

上

叨

中

天

北

斗

第
　

宮
　

　

星

君

注

照

經

師
　

　

　

先

生

上
　

　

下

籍

師
　

　

　

先

生

上
　

　

下

度

師
　

　

　

先

生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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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進

師
　

　

　

先

生

上
　

　

下

保

舉

師
　

　

　

先

生

上
　

　

下

自

皈

依

道

道

無

奇

行

倫

常

日

用

學

步

完

人

自

皈

依

經

經

在

心

中

時

時

持

念

感

應

無

窮

自

皈

依

師

師

有

薪

傳

改

過

遷

善

仙

聖

齊

肩

輕

雲

沈

祖

誥

太

虛

真

境

。

無

極

金

仙

。

昔

胚

丹

於

極

樂

。

枯

柏

重

生

。

繼

遊

學

於

江

南

。

祕

書

市

授

。

慕

東

籬

之

道

行

。

皈

依

金

鼓

。

羨

西

河

之

法

力

。

往

則

周

仙

。

稟

至

誠

至

信

之

資

。

修

無

倚

無

偏

之

道

。

三

年

面

壁

。

十

載

忘

言

。

位

無

極

以

朝

真

證

金

容

而

濟

世

。

性

光

普

照

。

洞

徹

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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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之

妙

諦

。

非

空

非

色

。

法

力

難

名

。

陰

符

造

化

之

玄

功

。

無

作

無

為

。

以

清

靜

心

而

宏

道

德

。

以

中

正

教

而

度

愚

頑

。

呪

棗

書

符

。

濟

羣

生

於

苦

海

。

祈

晴

禱

雨

。

完

本

誓

於

塵

寰

。

功

圓

八

百

。

行

滿

三

千

。

澹

泊

齋

頭

題

逝

偈

。

嬾

雲

窩

裡

現

真

容

。

大

悲

大

願

。

大

孝

大

慈

。

生

生

為

三

教

之

嚴

師

。

世

世

作

萬

仙

之

主

宰

。

涵

冶

中

庸

胚

聖

子

。

究

參

大

學

出

金

丹

。

在

在

尋

聲

扶

妙

道

。

心

心

相

印

錫

通

靈

。

龍

門

真

種

子

。

泗

水

大

勳

臣

。

證

果

南

無

性

光

大

定

菩

薩

。

真

空

無

礙

大

真

人

。

消

災

解

戹

。

錫

福

延

生

。

摩

利

支

天

宰

輔

。

玉

清

師

相

。

總

領

萬

天

司

鐸

。

慈

悲

無

量

天

尊

。

懶

雲

閔

祖

誥

太

妙

天

史

。

西

竺

真

仙

。

降

生

承

德

行

家

聲

。

修

己

證

道

宗

師

表

。

度

人

度

神

度

鬼

。

宏

開

選

仙

道

場

。

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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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性

復

元

。

大

參

還

原

密

諦

。

贊

文

尼

而

醫

世

。

陰

扶

造

化

之

玄

功

。

返

無

極

以

朝

真

。

特

晉

瑤

天

之

右

相

。

大

悲

大

願

。

大

惠

大

仁

。

東

華

密

部

。

開

科

初

祖

。

太

乙

心

法

。

啟

化

祖

師

。

中

天

救

劫

大

仙

。

雷

酆

嶽

瀆

都

廵

按

。

定

梵

妙

行

真

人

。

玉

清

師

相

。

經

綸

演

政

司

使

。

神

璣

明

德

真

君

。

大

慈

救

劫

天

尊

。

撥

雲

費

師

誥

瓊

宮

逸

士

。

玉

局

仙

班

。

直

接

淵

源

。

闡

周

孔

之

遺

緒

。

洞

明

玄

妙

。

悟

黃

老

之

真

傳

。

判

四

十

六

曹

。

立

萬

五

千

善

。

至

真

至

孝

。

大

悲

大

慈

。

文

昌

左

宮

。

輔

議

仙

卿

。

判

中

元

考

校

曹

。

安

仁

全

德

。

貞

元

應

化

。

至

道

真

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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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助

翻

印

全

真

清

規

壹

仟

本

善

長

芳

名

錄

戴

銘

修

壹

佰

元

鄭

佩

蓮

叁

拾

元

老

蕃

蓮

弍

拾

元

黎

勝

修

壹

拾

元

盧

益

修

壹

佰

元

張

紫

蓮

叁

拾

元

李

福

蓮

弍

拾

元

麥

培

祺

壹

拾

元

何

陶

修

伍

拾

元

馮

肖

蓮

叁

拾

元

麥

文

修

弍

拾

元

麥

圓

修

壹

拾

元

葉

綿

修

伍

拾

元

陸

廉

修

叁

拾

元

劉

尚

修

弍

拾

元

蔡

標

蓮

壹

拾

元

林

勝

修

伍

拾

元

劉

現

修

叁

拾

元

余

燊

泉

弍

拾

元

李

華

蓮

壹

拾

元

林

矗

修

叁

拾

元

謝

劍

修

叁

拾

元

梁

信

蓮

弍

拾

元

麥

道

明

壹

拾

元

何

協

修

叁

拾

元

李

萬

修

叁

拾

元

李

萁

蓮

弍

拾

元

簡

通

明

壹

拾

元

許

貴

修

叁

拾

元

黃

女

酒

家

叁

拾

元

朱

石

蓮

壹

拾

元

蘇

錦

垣

壹

拾

元

陸

燕

修

叁

拾

元

廖

永

修

弍

拾

元

楊

錦

蓮

壹

拾

元

戴

景

浩

壹

拾

元

林

膆

修

叁

拾

元

胡

慧

通

弍

拾

元

李

慧

和

壹

拾

元

玄
　

默

壹

拾

元

李

繼

宗

叁

拾

元

吳

優

蓮

弍

拾

元

陳

慧

本

壹

拾

元

辛

坤

蔭

弍

拾

伍

元

黃

葆

基

叁

拾

元

謝

舜

良

弍

拾

元

麥

慧

貞

壹

拾

元

廖

趣

蓮

捐

伍

元

以

上

䦉

拾

捌

位

樂

助

港

幣

合

計

壹

仟

弍

佰

圓

正

交

德

信

印

務

公

司

承

印

全

真

清

規

壹

仟

本

印

刷

費

港

幣

壹

仟

弍

佰

圓

正

（

數

目

收

支

比

對

平

衡

）
（

非

賣

品
）

全
真
清
規
　

　

抱

道

堂

有

限

公

司

翻

印

北

角

書

局

街

廿

三

號

美

輪

大

厦

十

八

樓

Ｄ

，

Ｅ

，

座

電

話

：

六

三

二

六

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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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禮不忘忠聖訓

道慈常順孝經言

堂構功成天賜福

九如恩蔭壽延年

德厚仁施行信惠

行端節戒以亷虔

箴諷相劻歸正義

規章始立守前賢





全真清規目錄

規矩須知

學道須知

戒食銘

紫清白真人清規榜

長春邱真人清規榜

長春邱真人執事榜

清規榜

執事榜

全真派單



全真清規

京都白雲觀原本湖州金蓋山重刊　歸安壺隱子凌來蘇校字

規矩須知

天府考校仙裔法派

道有宗源。仙有法派。法派不明。並人不真。宗源不清。其教不正。所以全真參訪。必稽法派宗源粵維我

東華帝君一脈五傳之下。至於北宗

王重陽祖師。全真啟教。一度七真。各有名號派詩。凡屬血脈滴傳。必知派目。一曰龍門丘祖。二曰隨山劉祖。三曰南無譚祖。四曰遇仙馬祖。五曰華山郝祖。六曰嵛山王祖。七曰清淨孫祖。以上七真分派相傳。道譜具存。𠪾𠪾可攷。凡與方外萍水相逢。言起派脈不真。若非外教傍門。卽屬詐偽匪類。名為冒食鬼。倘遇此輩。必須盤問。審其道學傍雜。言語支離。定是溷跡玄門。擯之可也。

一凡全真雲遊。有隨身七寶物件。一蒲團。方外煉魔也。二衲衣。攝伏心性也。三簞瓢傚賢飲食也。四棕笠。備禦風霜也。五棕扇。拂開塵事也。六青囊。秘藏丹經也。七扁拐。彰明大道也。如果全備。問之有答。言無虛誑。謂之博士。然其中尚恐有藉此遊食之徒。或有被套包裹鋪程脫衣而睡者。必是詐冒元門。來歷不明。不可不加細察也。

一凡全真所戴之巾有九式。一曰唐巾。二曰沖和。三曰浩然。四曰逍遙。五日紫陽。六曰一字。七曰綸巾。八曰三教。九曰九陽。所謂唐巾者。惟唐朝

呂純陽祖師之派裔可戴。其或老者戴沖和。少者戴逍遙。或冷時用幅巾。雪夜用浩然。平常用紫陽一字。各從其宜。上等有道之士。曾受初真戒者。方可戴綸巾。偃月冠。中極戒者。三教巾。三台冠。天仙戒者。沖虛巾。五嶽冠。巾皆用元色布緞所置。蓋元為天。頭圓象天。天一生水。水色屬元。元機於道。以元色頂於首。遵道也。凡戴九陽等巾。異色綢綾所置。斯乃九流外教。火居門徒。定非焚修之士。有等鬔頭丫髻。或清風綉頭箬冠。或身穿百衲衣。與夫混元三皇。千針書本。二仙懶衲等衣。或腰繫九股縧。或手提風火棕拂。或手拏五明降鬼扇。或跣足。或多耳麻鞋。或草鞋棕履。此中真偽難辨。須察其威儀規矩。學問修持。叩其踪跡法派。經典功課之事。少或不全。其來必假。外貌旣或不全。內修焉能通曉。如若俗衣小帽。盤辮素珠。乃愚昧下人。齋公之類。更恐內有異端邪教。亟應察究嚴防。

一凡全真掛單。始進名山叢林。宮觀寺院。全憑規矩。先將蒲團放於客堂門首。與知客稽首坐談。茶罷問對。何處發足。今欲何往。言真語實。觀其動靜送單。次日清晨梳洗畢。謁　聖。沐手整衣。調息緩步。恭對並足參壇。不得正中參拜。若或壇心拜者。傍觀識為斗子。卽無殿主言責。究屬自大。大衆輕之。若因長途衣履不潔。止宜壇外傍參。或有八字立腳。雙手合掌。以至頭如沖罐。臂若大扒。或跪叩四五。或立揖二三。凡若此者。定是庸蠢之漢。

一凡全真朝謁。外則尊重威儀。內則冥心誠敬。注想凝神。端拱對闕。鞠不過眉。躬如滿月。五體投地。拜不疾起。必待氣足。然後興身。須俟神清。如前再拜。更有三皈九叩之禮。稽首之儀。若進鉢堂。行十方禮。始從左旋而進。終從右旋而退。與大衆作揖。堂主都管作揖。次揖典座茶頭。此必上士。卽有知賓來陪於客堂。先茶後飯。靜室安單。其或禮貌不全。任其閑散。隨堂茶飯。可於十方堂歇宿以下士禮待之。

一凡全真行住坐臥。俱有約規。問答講談。胥有起止。要必坐如鏞鐘。卧如彎弓。行如清風。立如蒼松。出聲如病夫。肇動如雅士寒儒。問一答一。須按故典而談。導暗指迷。莫攙無據之說。若或行如風柳。坐如垂蓮。或擅言邦國之事。訕謗釋氏之學。或求問大道。拉雜傍門。誑惑愚人。自尊飽學。其必無師指授。道聽途說之流。冒充全真。出於化外之類。此之謂三教毛。四不像若或衣冠禮貌。不合規矩者。名曰兩頭蠻。或有著相異端。裝魔做㨾者。此不肖之妄人也。

一凡全真服色。惟青為主。青為東方甲乙木。泰卦之位。又為青龍生旺之氣。是以

東華帝君之後脈。寓有木青泰之喻言。隱藏全真性命雙修之義也。

一朝參公服頂黃冠。戴玄巾。服青袍繫黃縧。外穿鶴氅。足纏白襪。腳納雲霞朱履。取五行俱備之故耳。若宗律兩師。加中單禮足。方謂合式。

一凡全真初會之時。必宜二三日後。乃可問其來踪去跡。或從那座名山出家。或常住那一省。那府那懸。那宮那觀。那一派恐其只知七真宗派。而不知許真君有靜明派。薩真君有西河派。有

老君混元派。玄帝派。茅山靜一派。洞庭金丹派。乾元觀閆祖派。尹真人樓觀派。張三峯新宗派。牢山。孫祖。徐祖。清微。靈寶。正一。寶田等派。此數派。俱有聞人於方外。參學道法二事。尋訪高士名人。或遙謁宗師教主。旣慕名而至。進謁時。問答不偽。真修無虛。或行師生之禮。當設筵會。以盡賓主之儀。兩德俱全。乃不乖教而吾山亦以之名傳四海矣。或問時不知法派源頭。妄談雜事。此乃詐偽之徒。非為參訪道法而來也。

一凡全真內修者。有五經四書至要之典。猶儒者之學。不可缺一也。五經者。陰符經。道德經。黃庭經。清靜經。龍虎經是也。四書者。參同契。悟真篇。三皇玉訣。青華秘文。又有道藏全集。一切真人諸品丹經仙書。講起皆知。隨時能悟。析義無差。釋文有據。此為留心參學大道之通士。然止宜默默自修為上。若或好談爐火。燒茅煉汞。彼家採戰。服食按摩。存想搬運。或守頑空。或執口誦諸等術數雜學者。為三千六百傍門。九十六種外道。更有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明道理。以黑為白。見高明者。妬忌百般。見老弱者。欺壓萬狀。祖師云。此為敗教之魔軍。地獄之種子。二枝𧢲或有或無。一條尾千定萬定。

一凡全真必先功行。乃可漸入仙源。所以外修者。亦必習五經四書為至要之典。不可缺一。五經者。玉皇經。度人經。玉樞經。三官經。斗母經。此外修之五經是也。四書者。生神章。祭煉科。祈禱儀。千金方。此外修之四書是也。更有諸品經懺。俱宜習學精通。誦之必應。禱之必靈。為國為民。水旱蟲蝗。瘟邪疫厲。行藥治病。濟困扶危。普度存亡。是為修真之本務。如或妖言揑怪。師巫邪術。偽法禱魔。指化騙俗。假經索利。違科棄典。飲酒食肉。五辛三厭不斷。此為民閒耗鼠。教內魔軍。陰陽律所不原。

一凡全真樂天知命。終日如愚。心境泰然。清虛澹泊。或處洞府。或棲山林。或隱市廛。或遊勝境。全在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清靜為道。正直為德。利濟為功。操持為行。若或貢高我慢。妒賢嫉能。誇己謗人。廢公毀善。言清行濁。內偽外恭。此不足以言大道也。

一凡全真敬謁　佛像則合掌和南。或頂禮問訊。參禮　儒聖。則擎拳拜揖。或叩首興身。此本　太上所云。道尚圓通。見相呈相之義也。

一凡全真見父母官。行庭參禮。其禮節。兩手打拱。鞠躬揖下。以額叩手上。兩膝一曲為一叩。如是三揖三叩。參昤口稱某觀道人參見父母爺。參畢。退侍左右。端拱而立。官命坐。則又一揖。降而隅坐。有問答。則必肅然起立。不可坐問坐答。此本　太上禮以自卑。尊人乃亨之義。然尤貴能雍雍合度。舉止自然。切戒有跼踳不安之容。並忌有輕浮隨便之態。

一凡全真誦經以和為尚。以誠為宗。一心不二。如身入皓月之中。空空洞洞。不見不聞。字字句句。皆由心出。如不出聲。對經默看。必要字字從天目中印出。方為合法。苟惟音調動人聽聞。此係應門腔派。尤非全真所尚也。

一凡全真上殿。惟獻香一刻。不論賓主。皆就爐前中跪。其禮節。盥手捧香。向上跪拱。繼以左手獻插爐內。香不離寸。且要齊勻平直。或以左手結止鶴訣。啣獻上香。以天目書一心字。此初上香也。嗣以左手。結行鶴訣啣獻。以天目書一誠字。此次上香也。又復以右手加結玉印。安於胸前。上香也。每進上香。皆宜默念祝香咒。上香事畢。苟非觀主。須卽退歸本位。竭誠叩禮。

一凡全真供水。忌汲井泉。須於夜半子時。取溪河中潔淨水。或用淨布作帳。收取天泉。此更潔淨也。

一凡全真供花。忌獻梗生鑱剌。如月季茶䕷之類。其最上者。莫如蓮梅蘭桂。其次則桃杏菊棠。牡丹芍藥。以外皆非上品。但以其臭不惡。而其味堪以服食者。亦許採供。

一凡全真香禁燃檀。違者罪重。其條不獨載於

女青。而其說不一。崑陽律師謂檀出海南。今古宮中。嘗以上供薰沐。按今禁中。歲以檀末塗壁。謂之香泥。一歲一更。故凡京鋪所市線香。其色黃。其臭濁者。疑是宮泥所製也。又按　太微律註亦云。燃檀之禁。由來久矣。然所禁者。宮遺穢檀。非謂淨檀亦禁。查自唐玄宗後。其禁愈嚴。因有天師葉法善。悞用宮檀。致受七孔流血之罰故耳。今如用檀。可不慎加選擇乎。

一凡全真宴客。菜豐不過五簋。未昏卽散。讓菜以茶。至敬以露。如玫瑰荷花女銀松柏苗葉菊葉等露是也。

一凡全真過鹹不食。菜毋兼味。食時不語。食後忌坐。尤忌飯飽時卽誦經禮拜。故凡欲誦經禮拜者。須刻線香半炷為度。

一凡全真有三不起。齋堂受齋不起。經堂誦經不起。圜堂打坐不起。不起者。客來不起立也。蓋以律不當起而起。恐錯因果。况心無二用。客且未見。何有起立。今雖修未到此。教相宜全。故三不起戒。不可不知也。

一凡全真未習戒本。不得習經法。求戒受戒。不得躐等。已入戒。閱戒本。須焚香禮拜。不得草率展閱。不得容人盜看戒本。不得盜聽真師說法。禮誦功課。宜敬謹三時勿簡。不得矯飾威儀。要人恭敬。不得奓談因果。希人布施。不得非時禮拜。欲禮拜當白觀主。總宜於人靜時默拜也。凡非觀主。禮拜不得占殿中央。中央是常住位　凡主殿上香燈供具。宜細行。不得粗率。凡焚香時。微默咒曰。常焚心香、得大清淨、上燈燭微咒曰。破除重暗、洞照十方、不得專揀應赴經典習學。或遇貧難不堪。當安命自慰。不得怨天恨地。不得見士俗便當布施作福。不得對外教談道法。不得強化施主財物。亦不得囑託豪貴親知募化。不得貨殖營利。不得假託緣事。募財為私用。不得無故入他宮觀及僧院。不得無故至俗家。或有事至俗家。事畢卽返。不得久留。不得與親俗小兒等笑談獻謔。不得以衣物寄頓俗家。遠近出入。不得失儀。同事或失儀。不得非笑。

一凡全真事師。朔望見師當禮拜。問師道法當禮拜。聞師飲食時。坐功時。誦經時。不進見。不問道。見師欲禮拜。師止之。當順師命。師與人禮拜。不得與師同禮拜。師前不得受人禮拜。侍師講論道法。師身心倦教去應去。凡出入。當先白師。製衣服冠巾等物。當先白師。作衆事。如雲遊守山聽講興緣事等。當先白師。人從已借物。當先白師。師許。然後與。欲從人借物。當先白師。師聽。然後去。欲習經懺。當先白師。若人以物施。當先白師已。然後受。己物欲施人。當先白師。師聽。然後與。凡事白師。師聽與否。皆當作禮而退。不得含慍。師有疾。宜盡心看視。不得懈怠。師令澣褻衣。不得現裏。師令滌溺器。不得嫌不淨。師唾涕。當卽除去。燈月下不得履踐師影。師教戒嚴切不得還逆語。人問師名諱。答云上某下某。問號。答云某師。增不得濫招生徒。

一凡全真視聽。各有威儀戒忌。如閱經典。當端坐體認。不得輒指日月虹霓。不得久視日月雲漢。不得視外教書。不得視小說傳奇閒雜書。侍坐師側。及對賓客。宜正視。不得上視。不得下視。不得流視。不得注視亂色。嘆羨奇豔。隨師登高眺遠。視師所視處。不得他視。隨師出入。不得左右顧盼。當低頭隨後。入城市。遇一切戲幻聚衆事。不得注目視。歸不得侈談城市風景奢華。傳達師友書信。不得私折窺視。入師友房。不得亂將經籍翻視。入城市。不得顧視女人。不得睨視女人。不得盜聽說法。不得傾耳聽法。不得聽淫樂。不得聽笑談雜話。不得聽唱歌曲。不得隔垣傾聽人語。師誦經講道。當起敬諦聽。不得雜聽一切。

一凡全真言語。各有威儀戒忌。如入法堂。及侍師席。不得高聲言語。亦不得大聲欬嗽。不得多言。不得疾言。不得效市語隱謎。師不問不得言。師語未了不得言。不得言人過失。不得言士俗家務。不得言朝廷官府事。不得言閨閫事。不得言為媒為保事。不得非時言道法。不得與婦人低聲密語。不得與少年子弟笑談戲語。飲食時不得言語。寢息時不得言語。有親友來訪。不得在法堂久坐交談。當在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講論。質疑詢道。當禮拜致敬。師有問。當禮拜敬對。不得強不知以為知。執己見以為是。如問家常事。不必禮拜。當據實對。對士俗。不得言爐火黃白術。不得言彼家術。不得言符咒幻術。不得訶風駡雨。不得言一切傍門邪術。不得言外教優劣。

一凡全真盥潄。各有威儀戒忌。如盥潄吐水。當徐徐引下。不得高聲嘔吐涕唾。夏月盥器當覆不令生蟲。棄不淨水。不得當路。當低低潑下。不得高手揚潑。濺人衣上。不得熱湯潑地。內衣宜頻澣。有蟣虱宜先捫去。髮宜多櫛。積髮多。乃焚僻靜處。不得頓房內壁縫。法堂中。聖像前。不得盥潄。剌齒唾涕。當在僻靜處。亦不得對北唾涕。有瘡癬當避人。不得盥潄共器。有可畏瘡痏。不得剌人目。

一凡全真飲食。各有威儀戒忌。如凡齋會。先致敬供奉　聖真。大衆端莊齊立。誦靈書中篇。畢末座出生於衆生盤內。誦偈云。汝等鬼神衆我今施汝供、一粒遍十方、河沙鬼神共、唵菴　吽哄　靈娑訶三遍　出生飯不過七粒。麵不過一寸。饅頭不過指甲許。餘飲食蔬菜不出生。食時微咒曰。五星之炁、六甲之精、三真天倉、清雲常盈、黃父赤子、守中無傾、飲時微咒曰。神水入腹、五臟清明、凡飲食時。不得笑語。不得含食語。不得呵食好惡。不得搔首。不得剌齒。欲剌齒以袖掩口。不得嚙食有聲。不得作口容。不得咂舌有聲。不得不遜恣食。不得已歷己口復反盤內。飯中有穀。當去皮食之。不得棄地。飲食中有蟲螘。宜密去之。不得令衆知。食竟不得更離座食。放碗箸不得有聲。不得偏衆食。不得見美味貪心恣食。凡同衆食。不得太遲。不得太速。舉箸放箸。不在師長前。行食未至。不得生煩惱。不得大聲呼喚。時常飲食。不得失儀。有失儀者。不得非笑。飲食畢。擊磬。聽大衆經行。增不得吸食鴉片烟。

一凡全真出行。各有威儀戒忌。如入法堂。行要安詳舒徐。有人閱經。不得在彼案前經行。有人禮拜。不得近彼頭前經行。入觀宇。不得行中央。當緣或左或右行。隨師行。當低頭隨後。不得左右顧盼。不得在道傍久共人語。不得馳行。不得掉臂行。不得與少年道俗談笑同行。不得在女人前後互隨行。不得與醉漢狂夫前後互隨行。隨師行若偶分行。期會處。不得後時。凡遇官府。不論大小宜廻避。年少戒行未堅。不得遠方遊行。必欲參師訪道。當擇賢侶。不得與不肖匪人同行。

一凡全真起立。各有威儀戒忌。如立。不得偏任一足。及倚桌靠壁。侍師。不得對面立。不得高處立。不得遠立。立師後。不得倚師座。見師長起立。見賓客起立。除誦經作務患病時不起立。侍師。師命坐方坐。師有問當起。儒禮云。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一凡全真坐臥。各有威儀戒忌。如看閱經典。不得箕踞。當焚香正襟危坐。不得當像坐。坐功依師傅授。按時靜坐。不得失次。對師長不得坐功。對賓客不得坐功。夜中宜多坐少臥。不得近婦人坐。不得與女冠同坐。如女冠來問道。開示畢。卽遣歸。不得久留坐。與人並坐。不得橫胘。不得架腿豎膝交股搖身。靜坐約一時。或經行。或臥。凡臥宜側體屈足。醒則舒。不得偃仰臥。不得與俗友同房臥。或同房。不得同榻臥。師未臥。不得先臥。不得無故輒移他房臥。已臥不得言語。不得脫小衣臥。不得於非處臥。臨臥攜火入房。須與同房者知云。火入。欲熄火。亦與知云。更用燈否。大暑不得伏地臥。不得露臥。不得晝臥。不得飽食便臥。不得置火枕邊。不得攜穢器從法堂前過。晨起先左足下牀。臨臥時呪曰。太真玉女、侍真衛魂三宮金童。來守生門、臥醒時呪曰。當願衆生、以迷入覺、一旦豁然、下牀時呪曰。化惡反善、上書三光、使我長生、乘景駕雲、

一凡全真作務。各有威儀戒忌。凡作務。不得辭勞苦。平日當愛惜常住物件。不得狼藉米穀粉麵食。凡洗菜。當三易水。凡汲水。當先洗手。又當諦視有蟲無蟲。絹濾過方用。嚴冬不得早濾水。須待日出。爨不得燃腐薪。凡作食。當三澡水。不得帶爪甲垢。埽地當先灑水。每方五尺作一次。不得揚塵埽。不得逆風埽。不得聚灰土於門扇後。

以上十則出王崑陽

祖師玄門持戒編

元始靈書中篇出度入經

亶婁阿薈　無惒觀音　須延朙首　法攬菩曇

稼那阿奕　忽訶流吟　華都曲麗　鮮菩育臻

答落大焚　散煙慶雲　飛灑玉都　朙魔上門

無行上首　回踱流玄　阿陀龍羅　四象虛員

右東方八天

南閻洞浮　玉眸詵辛　詵　梵形落空　九靈推前

凙落菩臺　綠羅大千　眇莽九醜　韶謠緣邅

雲上九都　飛生自騫　那育郁馥　摩羅法輪

霐持無境　攬姿運容　馥朗廊奕　神纓自宮

右南方八天

刀利禪猷　婆尼咎音皋　通　宛藪滌色　犬眇之堂

流羅焚萌　景蔚蕭嵎　易邈無寂　宛首少都

阿繿郁竺　華莫延由　九開自辨　阿那品首

無量扶蓋　浮羅合神　玉誕長桑　柏空度仙

右西方八天

玃無自育　九日導乾　坤母東覆　形攝上玄

陀羅育邈　眇炁合雲　飛天大醜　總監上天

沙陀劫量　龍漢瑛鮮　碧落浮黎　空歌𠈃珍

惡奕無品　洞妙自真　元焚恢漠　幽寂度人

右北方八天

九天紫府真官督理玉清內相府鍊司司丹真宰兼理桂香上宮分校士籍事臣石有恆謹奉

師相鈞諭嗣後倘有在本山殿內或懺壇中吸食鴉片者照

女青天律以擅焚穢檀律治罪陽律淮以大不敬論可也特諭

年正月初九日恭錄

學道須知

夫學道高賢。希仙烈士。旣慕全真大教。須知性命雙修。若不參訪明師。豈得天機玅訣。跳出凡籠。拋離火宅。除情割愛。捨妄歸真。黃冠鶴氅。為

太上之門人。羽扇芒鞋。作

東華之分子。操持戒行。磨煉身心。覩諸邪道。如覩冤仇。避諸愛慾。如避水火。飡風宿雨。滅富費之身心。戴月披星。絕奢華之妄念。單瓢隻笠。不辭萬里之遙。野鶴孤雲。惟尋一心之樂。安貧而積德。知命以待時。琢磨塵垢。修養性天。或至名山而挂褡。或投洞府以安單。或進鉢堂而演學。或入叢林以訪賢。須知忍辱離垢。切宜謹言慎行。心存柔遜。志戒剛強。莫襍是非之見。務忘物我之私。絕巧棄智。為立德之基址。含光守虛。乃進道之權輿。動靜云為。遵

五祖範圍而約束。行住坐臥。依

七真規矩以修持。所閱丹經。道德陰符龍虎。欲聞玄玅。悟真金碧參同。至要於三皇玉訣。至顯於青華祕文。規中指南。字減而言徹。黃庭內註。理直以竅明。南華則文深義奧。覽之達觀。清靜則性見心明。得之了悟。博學審問。苦心殷勤。求道若軒轅之走膝。問禮如

仲尼之虛衷。不憚進履之勞。休惜斷臂之痛。自感明師之指教。必得至人之心傳。引證性命之宗。而搜尋根蔕。深窮死生之旨。以明辨本來。盟天方談魁斗。歃血乃示台罡。要知大道。當究一炁二儀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政八卦。九宮十極。須言言而省悟。欲知丹法。必曉十轉九還八闕。七返六通五明。四門三元。二弦一竅。宜字字以參詳。探陰陽昇降於圜中。審水火反還於身內。知止方明造化。誠意始覺妙音。守真抱一。對景忘情。湛然萬緣不染。自然一旦貫通。性天瑩徹。實際悟明。斯懷一襟之朗月。堪舞兩袖之清風。或擇洞天而入室。或選福地以閉圜。預交雲朋霞友。以為道伴。次結茅菴草舍。以作丹房。調琴理性。飛劍降魔。驅龍就虎。則會合風雲。提兔擒鳥。則交接鉛汞。轉地軸。則復通乾谷。撥天關。則姤返坤宮。鼓𢁉風而煅煉。運離火以烹煎。加減進退之有時。溫養沐浴之無錯。則太乙壺中。滿飲長生之酒。黃庭宮內。永結不老之丹。停工罷戰。混俗和光。或隱塵寰而積行。或棲廛市以立功。德滿人間。名題天上。靜待玉京之詔。早朝

金闕之尊。宴賜瑤池。勅遊閬苑。眷屬皆超於極樂。仙友同上於蓬瀛。此係清修之結果。卽大成之標榜也。茲外或有纔離俗網。乍入元門。未滌已往之愆。懸思將來之福。或根鈍智淺。豈究天機之妙訣。或業深德薄。難逢聖道之明師。性隨物轉。意被情纏。致使一心著於二念。三毒擾於四非。因其五蘊不空。故爾六賊難伏。七情牽動。八識分攻。九竅之邪。永干於真境。十惡之業。滋蔓於靈臺。加雲迷皓月。似霧掩青天。慧光不耀。聖智難明。靈機因而閉塞。妄欲由以㬪生。斯無神氣之凝。焉有返還之妙。正所為身不勞而功不

天神未佑。行不廣而心不死。

仙聖難容。學者莫負清靜之虛名。休執無為之假相。雖甘衣草食木。徒自苦己勞形。若頑坐存思。必著於魔景。但妄行搬運。定結於幻丹。恐致恩中生害。有始鮮終。叮嚀學者。微細參詳。勿錯修持。須尋正道。勇猛精進。宜尊九節之功。奮勉修行。漸進三乘之路。合身心而並煉。兼內外以交修。靜則窮理盡性。動則積行累功。須行時時之方便。務存種種之慈悲。濟幽拔亾。葛仙翁由是以成道。扶災施藥。薩真人因此以登仙。除害蕩妖。許旌陽功圓拔宅。保民福國。陶弘景行滿飛昇。𢟍古至仙。悉從苦行而超越。迄今末學。豈離積德以成真。懃滌障緣。慇生定慧。常含默默之光。每存綿綿之息。則善芽增長於三田。而靈根培植於寸地。此係漸修之法門。卽上乘之階級也。要之漸頓雖有二途。至道皆原一本。凡慕道英賢。矢志參訪。俱當體此前修。庶不溺於旁術。故著斯論。以照昏渠堪為修真寶鑑。進道靈梯。卽參訪之關憑。亦雲遊之路引。遵我教者。執為符卷。尋海岳可契矣。

天誡云。纖毫失度。卽招暗黑之愆。霎頃邪言。必犯禁空之醜。天神耳目。咫尺非遙。克告行人。自當覺察。倘言行無愧。陰德周隆。自有神仙作汝師。至此何憂身不度。

戒食銘

凡入齋堂。嚴整衣冠。雲㕑煮粟。非是等閑。無內無外。粒米同飡。先學齋食。後學成仙。匙鉢展轉。飯可重添。揚言宜忌。並坐側肩。行尊道氣。休看衣衫。莫論主客。一體皆安謹慎檢點。務要心堅。道氣常存。一體同觀。粒米莖薪。工夫一年。念頭若錯。孼累儘填。披毛帶𧢲。骨肉奉還。

紫清真人清規榜

天地神人鬼五仙。盡規矩。定方圓。逆則路路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夫此聖賢息肩之地。亦惟神仙養素之軒。晨昏焚香頂祝。頌

皇王聖壽以無疆。朝暮

聖號宣揚。保宰官士庶而有慶。是以凡聖同居。隱顯莫測。隻履單瓢。作壺中之活計。孤雲野鶴。為物外之閑人。恬惔無為。逍遙自在。黃粱夢覺。安然一枕清風。金汞爐開。不覺半窻明月。功成行滿。體妙神靈。伏龍虎而出昏衢。跨鸞鶴而歸洞府。或其初離塵俗。乍入元門。心地尚迷。性天未徹。切須遵守清規。行持莫犯。侍師敬友。念道思真常在性命上留心。莫向利名中挂念。行須緩步。語要低聲。勿歌妖豔之詞。休講是非之事。公私出幹。不許燈火而回。打坐絕言。只等鐘鳴而起來時明向挂褡去時對衆抽單。倘有違犯。量情究責。輕則香油茶餅。重則竹篦下山。偷盜杖逐。燒燬衣鉢。賭博葷酒。不許在堂執事。邪淫姦騙。撒骨揚灰。有違同衆倍罰。故茲榜示。各宜知悉。

五湖雲水　混居一堂　旣集徒侶

須明紀綱　或凡或聖　時隱時彰

神化無定　道規有常

長春真人清規榜

夫處山者。清虛冷淡瀟灑寂寥。修心為體。養性為用。柔弱為道。謙和為德。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在衆者常居低下。處靜者勿起凡情。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食。不可過用。每計錢糧。不可積剩。治身衣服。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者。濟贍往來經過貧寒之士。或於他處行緣。或以備齋設會。十二時中。不著於假。常要明真。埽除塵垢。刷釜汲水。担薪炊膳。除己私意。勿起瞋心。各處一室。澄心辨道。各分局次。當占一科。或以互換。調煉真性。不得執著為用。不得遞相是非。謹要降心。削除人我。泯於聲色。離形去智。湛然無欲。見三教門人。須當平等。不得怠慢驕心。無事不得出觀。早晚照看門戶。寅旦灑埽殿庭。倘有送供者。平常接待。無施與者。勿起二心。凡有遊𢟍之士。但過三日。是高明者。舉進住坐。無志氣者。他處去行。次驗腳冊。分記詳察緣由。若不分明。其間恐有隱匿詐偽之人。不當穩便。防一等野道疲頑之輩。奸詐之人。以言相惑。玷污徒衆。破除觀舍。常談是非。便合遣出。若有投觀出家者。不得擅便引進。先觀道氣。次探道心。或祖上家風善惡。又自己德行淺深。高明者攜之。愚蠢者抑之。或於觀中幹辨等事。先問觀主。次與合堂衆評論。出家無論早晚。不擇老幼。但能達理明心者。堪為上人也。凡有化導。不得詐偽師家名目。若使心指託觀舍。要取檀越等物。自己用度。便是私瞞常住。

上天鑒察必無輕譴。故茲榜示。

長春真人執事榜

竊聞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來之不可御。去之不可止。及其六八變滅。四大分離。身尚不存。生非我有。觀其所以然者。莫若體乎至道。察其所以修者。莫若明乎本心。蓋心卽是道。道卽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唯在吾人一默會耳。故作凡作聖。皆由我做。悟真悟道。不出他行。先須領解。次須進修。運水搬柴。無非這個。誦經禮懺。只在些兒。各請具眼同觀。勿得當面錯過。自今雲水相逢。煙霞集會。倘得道逢師。師傳得旨。恆心領悟。了知出世之家風。立志修持。堪作昇仙之活計。毋虧功行。當悟本來。所有玄憲清規。凡諸執事。條陳於後。

一都監者。總括玄綱。糾諸執事。

一都管者。宰制道範。監齋督戒。

二者乃天人之眼目。仙聖之規模。以道德存心。以仁慈利衆。向父母未生前。悟本來面目。在聖賢經教內。發性地光明。先調中和命脈。後觀竅妙真機。造化爐中。擒龍制虎。乾坤鼎內。取坎填離。以升堂入室之旨。就裏提撕。以明心見性之功。意外領悟。導引福善。開化賢良。動靜肅恭。威儀誠敬。稍有過差。倍衆公罰。

一左堂執。提轄侍者。

一右堂執。協理茶司。

二者。實大衆之綱紀。作後學之筌蹄。運轉法輪。輔佐玄範。出入巡香。恆加敬畏。上下止靜。務要純和。糾察輕躁之失儀。公舉怠違之越理。言語莊重。氣色溫柔。有犯元規。跪香罰拜。

一龍虎二單者。誠心辨道。立志修身。除欲念以觀心。息思慮而盡性。調神攝靜。玄功常蘊於丹田。舉步經行。戒律每存於赤窟。須守元憲。勿犯清規。違者跪香。

一日月二單者。誦經禮懺之際。以戒慎恐懼而注想尊容。以齋莊中正而昭事

上帝。同音讚禮。一志皈依。倘朝奏失儀。誦念忽略者。同衆罰香。

一侍香燈殿主者。侍奉香燈。陳設品供。誠心潔淨。勿令厭穢。觸犯靈壇。從事精虔。要當恭敬。同臨法會。倘有缺誤。供品不齊者。跪香。

一典座飯頭者。為大衆之司命。叢林中根本。辨上賢齋饈。宜清宜潔。勿怠勿疎。六味調和。三餐齊備。戒餕餿之為害。防器皿之不全。以之格

天真而歆享。資道衆以養生。倘有忽略不精。罰香。

一茶頭水頭者。潔備清泉。烹煎玉露。齋天供聖。款客迎真。生冷勿攙茶湯。人我必戒穢濁。倘有怠忽者。罰香。

一火頭司靜者。早則開靜先起。晚則止靜方眠。竃房火燭加謹防護。階庭灑掃。須蠲潔。違者跪香。

一庫頭者。執掌錢糧。經手出納。錙銖布施。乃衆善之脂膏。顆粒齋糧。實諸緣之血汗。勿欺勿昧。此心方可對青天。若染若侵。他日究竟沉黑獄。務要登記明白。收放得宜。倘有差失隱匿等情。許大衆直言表出。輕者罰齋。重者逐出。

一買辦者。務得正大光明。勿欺暗室。凡屬備用齋糧供品。蔬菜油燭等伴。俱入庫登簿。買辦物件。照依實價。勿得沾染脂膏。有壞道心。倘有私隱情弊者。重罰。

一化主者。導引賢良。開化福善。募緣於貴人君子。積功於聖境靈壇。當思利物利人。勿得狥得狥己。倘有瞞移偏向。倍罰設齋供衆。

一知賓。為常住之儀表。先存謙和敬讓。次須禮貌端嚴。迎送勿失清規。酧答必合元範。虛懷應客。正己待賢。或驕慢不恭者。重罰。

一書記者。乃叢林出類拔萃之流。超羣軼倫之士。程式藏於胸中。元機隱於句內。申奏文䟽。俱要端楷精誠而感格。

上帝發回圅信。亦當辭章恭敬。而會答高賢。閙中取靜。而默運身心。忙裡偷閑。而窮參妙道。務求證聖成真。勿令轉凡入趣。倘或字意差訛。同類宜當面較。如抅慢故違。重則辦齋。輕則跪香。

一知觀者。總理常住一應大小事務。為叢林之表率。作大衆之領袖。以道德蘊乎心胸。以仁義彰於事理。松霜節操。水月襟懷。四威儀內。慎獨恆修。萬行門中。忍辱培養。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念恕人。寬以待衆。廉以持身。扇真風於海宇。闡元化於諸方。名重當時。德流遐邇。不負素位之任也。稍有文飾。加倍罰齋。

一副觀者。亦叢林之棟樑。大衆之綱領。必以道德齊備。仁義兼行。儀型可師。規模是式。待衆以謙為主。款客以禮為尊。敬

神聖儼然在上。視將帥如列殿庭。導衆名題玉籍。先人字隸神京。闡

太上之教法。宣

三洞之經文。鄉閭仰德。衆庶蒙休。稍有怠弛。倍罰齋供。

一靜主者。道德兼全。仁義並著。坐靜安圜。惜精養氣。以清靜為本。而以定慧為宗。脫俗中之境界。作物外之生涯。朝暮朝真祝延

聖壽。專持超凡入聖。惟務靜志凝神。煉二寶作金丹。守一真為大藥。斡開元竅。反復陰陽。燦百焰於九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三千功滿。名列仙班。八百行成身超塵劫。如此則自度度人。上昇霄漢。天真攜手。仙聖比肩。倘有公私人我一例罰齋供衆。

一巡照。乃叢林鑒察都司。統轄一堂大小執事。代天宣化。替祖闡揚。提拔有道高人。而修真養性。巡察犯規羽士。而按律施行。倘有失察。公罰。

一收供者。辦大衆之齋糧。實常住之根蔕。雖珍饈美味可除。而黃韲淡飯難免。常存釋迦有餵虎之心。須念墨子以身磨利世。不辭勞苦。毋起悔心。如或懈怠失遺。而文飾崛強者。罰香

一園頭者。宜當懇懇勤勤。勿致疎缺。四時之菜蔬不失其時。一歲之吃用有餘有剩。如或應用有缺。竊取私賣者。重罰。

一凡諸文武職事。各有其德。不得互相爭競。有害道風。文有燮理紀綱。宣揚正法。導引愚迷。開誘善信武有除暴安良。奮身護道。寒暑無閒。晝夜不倦。皆可謂

太上之法器。而不媿

祖師之苗裔正當上下相照。內外相和。各宜其埽塵情。同證妙果。凡諸執事。盡心竭力。雖未見道庶幾近焉。倘若文職自恃才能蓋衆。視武職為愚蠢。武職自謂勇幹立功。議文人為無用者。此皆非有智之士也。如或各恃其能。而生傲慢者。知過謝罪。

以上數條。務望人人留意。各各省心。倘有推託倚靠等情。大衆自有真實公論。兩堂功課宜持。五品皇經莫怠。十方有志高人。住者自當恭敬。不可獨善其身。倘外明而內暗。口是而心非。或陰多而陽少。公來而私去。十方檀越。視我為貪悋庸徒。護法真官。自有分明報應。咦甯教諸人負我。不可我負諸人。須知榜者。

年　　月　　日　　立

本觀住持謹白

清規榜

伏以道居象帝之先。萬殊一本。無為純朴之後。三教同源。居塵出塵不易。在欲無欲實難。每見愚蒙。常沉苦海。日流污下。惟願高明。宜加警策。勿墮迷津。

太上開不二法門。忍辱第一。

長春演鉢堂之教。規模為先。

天上不容無禮神仙。人間豈有犯規羽士。此修心煉性之所。非醉生夢死之場。如談說人我。講論是非。如此存心。焉能出世。茲者其居福地。爰立

聖堂。聚千里而來之善友。合十方有道之良朋。務要互相警覺。共悔前非。莫起絲毫妄念。休生纖芥邪思。戒凜水霜。心持砥礪。所有清規。臚列如后。

一凡姦盜邪淫。敗太上之律法。壞列祖之宗風者。架火焚身。

一凡拐帶欺騙者。炙眉燒單。

一凡攪擾清規。不遵律法者。杖責革出。

一凡賭博耍錢者。杖責頂清規。

一凡談講燒丹煉汞。哄騙迷人者。杖責逐出。

一凡飲酒茹葷食肉。攪亂常住者。杖責逐出。

一凡毀傷父母。詈罵大衆者。杖責逐出。

一凡不拜師長。不知宗派者。逐出。

一凡常住辦事尅衆利己。隱瞞大衆者。罰打齋。

一凡倚恃官執俗黨。欺壓道衆者。合堂公義。杖責逐出。

一凡妄語獻謔。不遵規矩行事者。輕跪香。重杖責遷單。

一凡大衆上堂公事。俗衣小帽者。跪香。

一凡私自募緣不通衆。不入常住者。遷單。

一凡妒嫉賢良。欺謾後學。驕傲自誇者。逐出。

一凡上殿登壇。笑談諠嚷。背立呼童。邪目曲視。吃煙唾痰。不依臣禮。拜跪不恭者。跪香。

一凡各殿神祠。早晚香燈供桌。穢污不潔淨者。跪香。

一凡朝暮功課。轉天尊不到者。跪香。有公事者。免。

一凡朔朢聖誕。大衆朝賀。雲集不到者。跪香。有公事者。免。

一凡上齋堂。言語衣冠不正。碗響䈛子落地者。跪香。

一凡掛插袋荷包。上齋堂吃煙。不遵道規者。跪香。

一凡常住食物私自待賓。不上客堂者。跪香。

一凡常住赤體露臥。不穿小衣。不紥褲管者。跪香。

一凡烹餁供獻。污水穢柴作食。竈前獻笑不虔敬者。跪香。

一凡竈火燒香。小衣上殿。失帶冠巾不恭者。跪香。

一凡出門不告白。不領籤者。跪香。

一凡叢林私食。不供衆者。罰打齋。

一凡出坡動靜。不隨衆者。跪香。有公事者。免。

一凡公私出幹。燈火回者。跪香。有公事者。免。

一凡開靜不起者。跪香。

一凡止靜不吹燈闡者。跪香。

一凡私自開看藏經。不鳴衆者。罰打齋。

一凡夜寢言語驚衆者。罰香。

一凡㕑房拋棄米穀。損壞什物家伙者。跪香。

一凡常住有大公事。不帮助者。罰香。

一凡巡照。知犯清規容隱。大衆察出。同罰打齋。

一凡戊禁。乃指六戊。卽六申日也。餘戊不忌。其所禁六日。凡法官道士俗人。有開靜燒香。上章進表。關申天曹者。滅身。知而故犯者。殃及九祖。風刀萬劫不原。非佩籙者減三等。赤文天律章。女青天律同。以上三十六條告白大衆。各依法律。共遵元範。故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一堂共居豈無資藉。常住大衆。各加覺察。毋致違誤。勿犯清規。依此禁戒之儀。莫起恣縱之念。當思十方飲食難消。須惜一寸光陰易過。時常謹慎修持必得神仙可冀。謹榜。

執事榜

夫大厦非一木能支。必須衆材資𦔳。叢林豈孤身可立。還期分職共襄。使其用必量其材。尊卑有序。食其祿而執其事。小大無虧。我等旣沐

皇恩。不織不耕。恆存素餐之恥。克勤克慎。毋虛白日之過馬公移瓦課經。良有以也。龐氏擔柴運水。豈徒然哉。由是定規立矩。固已先乎一己。輪管分職。是所望於羣公。今將職事。開列於左。

都監　　都管　　知觀　　副觀　　書記

知客　　司庫　　典座　　買辨　　貼案

飯頭　　行堂　　火頭　　水頭　　茶頭

值歲　　廵山　　田莊　　園頭　　圊頭

西序

靜主　　高功　　都講　　監齋　　知磬

表白　　經師　　堂主　　香鐙　　殿主

廵照　　侍者　　啟閑門　　雜務　　知隨

童子

年　　月　　日　　立

本觀住持謹白　

浙江湖州府金蓋山雲巢梅花觀傳經宗壇

純陽宮全真派單

省　　　　奉

道弟子　　　皈依

太上混元門下秉東華紫府全真演教嗣龍門正宗第　代派名

本命　　宮　　月　　日　時建生上叨

中天北斗第　宮　　星君注照

經師　　　先生上　　下

籍師　　　先生上　　下

度師　　　先生上　　下

引進師　　　先生上　　下

保舉師　　　先生上　　下

自皈依

道道無奇行倫常日用學步完人

自皈依

經經在心中時時持念感應無窮

自皈依

師師有薪傳改過遷善仙聖齊肩

輕雲沈祖誥

太虛真境。無極金仙。昔胚丹於極樂。枯柏重生。繼遊學於江南。祕書市授。慕東籬之道行。皈依金鼓。羨西河之法力。往則周仙。稟至誠至信之資。修無倚無偏之道。三年面壁。十載忘言。位無極以朝真證金容而濟世。性光普照。洞徹幽微之妙諦。非空非色。法力難名。陰符造化之玄功。無作無為。以清靜心而宏道德。以中正教而度愚頑。呪棗書符。濟羣生於苦海。祈晴禱雨。完本誓於塵寰。功圓八百。行滿三千。澹泊齋頭題逝偈。嬾雲窩裡現真容。大悲大願。大孝大慈。生生為三教之嚴師。世世作萬仙之主宰。涵冶中庸胚聖子。究參大學出金丹。在在尋聲扶妙道。心心相印錫通靈。龍門真種子。泗水大勳臣。證果南無性光大定菩薩。真空無礙大真人。消災解戹。錫福延生。摩利支天宰輔。玉清師相。總領萬天司鐸。慈悲無量天尊。

懶雲閔祖誥

太妙天史。西竺真仙。降生承德行家聲。修己證道宗師表。度人度神度鬼。宏開選仙道場。復命復性復元。大參還原密諦。贊文尼而醫世。陰扶造化之玄功。返無極以朝真。特晉瑤天之右相。大悲大願。大惠大仁。東華密部。開科初祖。太乙心法。啟化祖師。中天救劫大仙。雷酆嶽瀆都廵按。定梵妙行真人。玉清師相。經綸演政司使。神璣明德真君。大慈救劫天尊。

撥雲費師誥

瓊宮逸士。玉局仙班。直接淵源。闡周孔之遺緒。洞明玄妙。悟黃老之真傳。判四十六曹。立萬五千善。至真至孝。大悲大慈。文昌左宮。輔議仙卿。判中元考校曹。安仁全德。貞元應化。至道真君。





樂助翻印全真清規壹仟本善長芳名錄

		戴銘修壹佰元

		鄭佩蓮叁拾元

		老蕃蓮弍拾元

		黎勝修壹拾元



		盧益修壹佰元

		張紫蓮叁拾元

		李福蓮弍拾元

		麥培祺壹拾元



		何陶修伍拾元

		馮肖蓮叁拾元

		麥文修弍拾元

		麥圓修壹拾元



		葉綿修伍拾元

		陸廉修叁拾元

		劉尚修弍拾元

		蔡標蓮壹拾元



		林勝修伍拾元

		劉現修叁拾元

		余燊泉弍拾元

		李華蓮壹拾元



		林矗修叁拾元

		謝劍修叁拾元

		梁信蓮弍拾元

		麥道明壹拾元



		何協修叁拾元

		李萬修叁拾元

		李萁蓮弍拾元

		簡通明壹拾元



		許貴修叁拾元

		黃女酒家叁拾元

		朱石蓮壹拾元

		蘇錦垣壹拾元



		陸燕修叁拾元

		廖永修弍拾元

		楊錦蓮壹拾元

		戴景浩壹拾元



		林膆修叁拾元

		胡慧通弍拾元

		李慧和壹拾元

		玄　默壹拾元



		李繼宗叁拾元

		吳優蓮弍拾元

		陳慧本壹拾元

		辛坤蔭弍拾伍元



		黃葆基叁拾元

		謝舜良弍拾元

		麥慧貞壹拾元

		廖趣蓮捐伍元





以上䦉拾捌位樂助港幣合計壹仟弍佰圓正

交德信印務公司承印全真清規壹仟本印刷費港幣壹仟弍佰圓正（數目收支比對平衡）（非賣品）

全真清規　　抱道堂有限公司翻印

北角書局街廿三號美輪大厦十八樓Ｄ，Ｅ，座

電話：六三二六七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