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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司礼监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初探 

赵 前  

 

《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是中国明代流传至今开本最大的一部雕版画册，书高 76 厘米，

宽 55.4 厘米；版框半叶尺寸为：高 53 厘米，宽 45.8厘米。全书收版画 26幅，赞文 26 篇，

首有当时阁臣顾鼎臣的引文。原藏于清廷内阁大库。 

太和先生即明世宗朱厚熜最初崇信的道士邵元节。邵元节《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有传： 

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

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

靖三年，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

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

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

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

高金论之，帝下金诏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

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壮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

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员

外旼所侮。时上章引罪，旼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

“阐教辅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

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

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

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

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

节秩谥。 

                                                             
  赵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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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传可知，邵元节自嘉靖三年（1524）被召入京后，专司祷祀，极受明世宗朱厚熜崇

信。因“雨雪愆期，祷有验”，嘉靖五年（1526）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

秉诚致一真人”，总领道教。此后又因“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越三年，皇子叠生”。

邵氏屡得赏赐，明世宗还为他在京师建真人府。嘉靖十五年（1536）又拜为礼部尚书，赐一

品服。 

这部《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就是在邵元节八十寿辰时，由当时明内府司礼监下属的经厂

雕印完成的。卷首有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顾鼎臣《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引》，称： 

……太和先生幼诣玄宗，精修静养，而于经传子史有关，于道之精粗者，莫不

该阅而究极焉。久之，潜融默贯，会万于一，据其机要矣。然溷迹流辈中，年逾六

十，未有识者。珠光剑气，尘氛莫翳，终腾霄汉。晚而感遇圣天子，历试以祈禳祷

祠之事，莫不有徵应焉。至如璿杓协瑞，银潢迤润，圣嗣继生，国本奠定。是固圣

天子仁孝诚敬，克享天心，昭受帝眷，而公以道赞襄之，功亦不可少也。由是上之

宠遇日隆，锡予稠叠，诚越寻常，而极光显矣。然何者非体道之妙，行道之神，有

以致之。公几耄念，圣恩隆重，非有以表章之恐，遂泯泯于后世。乃述平生所蒙荣

异之数，命史绘图，凡二十有六，徵文人韵士，按图著赞。予不佞僭引其端，俾后

之人，知公之所以得君而承宠，盖有所本焉！ 

序后是 26 幅图及相赞，图相和相赞名称如下： 

1、图名：钦遣使臣赍敕征聘相 赞名：钦取相赞 

2、图名：内殿宣召初见相 赞名：内殿召见相赞 

3、图名：钦命祷雨相 赞名：钦命祷雨相赞 

4、图名：钦命祀雪相 赞名：钦命祀雪相 

5、图名：钦命开晴相 赞名：钦命开晴相赞 

6、图名：钦命召鹤相 赞名：钦命召鹤相赞 

7、图名：钦升真人相 赞名：钦升致一真人相赞 

8、图名：钦差西湖放灯赈幽相 赞名：钦差西湖放灯赈幽相赞 

9、图名：钦安殿祈求圣嗣相 赞名：钦安殿祈求圣嗣相赞 

10、图名：钦命圜丘陪祀相 赞名：钦命圜丘陪祀相赞 

11、图名：奉天殿庆成宴会相 赞名：奉天殿庆成宴会相赞 

12、图名：钦差还山展视焚修相 赞名：钦命还山展视焚修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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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图名：敕建仙源宫展视望日思君相 赞名：敕建仙源宫展视望日思君相赞 

14、图名：钦遗锦衣卫同抚按三司官催取相 赞名：钦差锦衣卫同抚按三司官促行相赞 

15、图名：钦命近侍太监张家湾迎入京阙相 赞名：钦命近侍太监至张家湾迎入京阙相

赞 

16、图名：钦赐御膳赏恩相 赞名：钦赐御膳相赞 

17、图名：皇储诞生内殿挂彩簪花相 赞名：圣嗣诞生召公内殿挂彩簪花相赞 

18、图名：钦升礼部尚书谢恩出朝相 赞名：钦升礼部尚书谢恩出朝相赞 

19、图名：钦赏御诗庆寿相 赞名：钦赐御诗庆寿相赞 

20、图名：御书楼开读书史相 赞名：御书楼开读书史相赞 

21、图名：钦赏图画观玩相 赞名：钦赏图画观玩相赞 

22、图名：钦赐元宵赏凤灯相 赞名：钦赐元宵赏凤灯相赞 

23、图名：钦赏夏至挥蟒扇相 赞名：钦赐夏至挥蟒扇相赞 

24、图名：钦赐中秋赏月饼相 赞名：钦赐中秋赏月饼相赞 

25、图名：钦赐真人府荣居望云思亲相 赞名：钦赐真人府荣居望云思亲相赞 

26、图名：庆八旬合家欢乐相 赞名：庆八旬合家欢乐相赞 

邵元节八十诞辰的时候，明世宗朱厚熜特为其题诗祝贺，由此可见邵元节受宠的程度，

也可想见他在明世宗朱厚熜心中的位置。诗云： 

人生五福寿为先，寿者还基行德全。 

翊国康民兼济物，定看高寿迈前贤。 

《相赞》对邵元节的种种“异能”，如祷雨、祀雪、开晴、招鹤以及祈求灵验圣嗣叠生

等等，绘图并加以赞颂，图版虽然并算不上精美细致，但作为一种特殊的书，翻翻还是很有

意思的，顺便也了解一下邵元节都有些什么“本事”。 

先说“招鹤”。《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图 6是“钦命召鹤相”，相赞称： 

公之诚可以格天地，可以通神明。彼鹤之为禽，孕天地之粹，得金火之精。吾

与之一太极之统体，同阴阳之流行，招之则来，麾之则去，固公道术之通灵也。况

浮丘仙伯、南岳夫人之所司者，而公致之有不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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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命召鹤相》 

道教认为，鹤是“孕天地之粹，得金火之精”的神鸟，因此认为如果在斋醮的醮坛上有

仙鹤降临，那么斋醮的功力将极为灵验。也以此证明主持斋醮仪式的高功（道士）的道术是

最高的。邵元节的道术真的能“通灵”吗？非也。在道教斋醮法坛的祭祀活动，香是必不可

缺少的，邵元节能够在斋醮的仪式上，招引仙鹤降临醮坛，其中的秘密就在香中。道教斋醮

的开坛，必先烧香。道教认为，作为通真达圣的媒介，使香气上达宫阙，迎请神真下降。香

是通真达灵的信物，道经中多有记载。道教斋醮用香非常讲究，醮坛焚降真香、百和香、茆

香、沉香、龙涎香、清木香等。其中，降真香的品位最高。道教认为降真香是祀天帝的灵香，

因此可以上达天帝之灵所。据《本草纲目》记载，降真香产于黔南（今贵州南部）地区，是

当地名贵物产。邵元节正是在醮坛上用降真香拌和其他杂香，烧烟直达天上，以招仙鹤降临

蘸坛。由此推测，可能是邵元节在香中做了手脚。其实，用降真香招引仙鹤也并不是邵元节

首先发明的，据元人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二十九《降真香》记载：“道家者流，为人典

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业精白者，则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请借仙鹤，或二只，或四只。青

鸾导卫，翔鹜澄空，昭扬道妙，往往亲见之”。降真香果然妙用不凡。 

《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图 9是“钦安殿祈求圣嗣相”，相赞称： 

禋祈郊禖，以祓无子，天笃周祜，衍庆千祀。虔祷玉清，祈承天序，帝锡华胤，

为宋令主。幽明一理，上下感通，前星未辉，睿思忡忡，命公致祷，公单厥心，执

予有恪，上帝既韵。吁！君臣同德，格于冥冥，所以未久而皇嗣绳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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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是“皇储诞生内殿挂彩簪花相”，相赞称： 

上玄降鉴，胤嗣克昌。麟趾振振，绵皇祺之。有秩螽斯，蛰蛰绳祖武之无疆，

故皇嗣之应祷而生也。御札报公，召至内殿，披彩簪花，光华辉绚，迎而劳之，曰

惟卿勋，屡祷之验，其应实神。吁！此公之精诚，所以昭格乎幽明，克立身而扬名

也。 

这两篇相赞都是吹捧邵元节祈求圣嗣如何灵验的。难道建醮祈求真的能使“皇子叠生”

吗？其实，这里大有说法。邵元节虽是道士，但他却也精通医术和本草学。于是，他和另外

一名道士陶仲文，以《云笈七签》中的“老君益寿散”作基础，又从众多滋补药品中取长补

短加以筛选，制成号称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献给皇上。明世宗朱厚熜服用后，果然有效。

五十岁时，已有八个皇子、五位公主，且身体强健。明世宗大喜，遂将此丹取名“鹤龄丹”。

至清代，“鹤龄丹”的名字演变为“龟龄集”。全方多为鹿茸、人参、附子、穿山甲一类补肾

助阳强壮之品。由此可见，并不是因为建醮祈求的结果，而是明世宗朱厚熜服药治疗的结果。 

《赐号太和先生相赞》的赞文先由大臣们撰写，明世宗朱厚熜读后甚不满意，又命光禄 

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顾鼎臣重新修改。因此《赐号太和先

生相赞》，卷末有“嘉靖十八年（1539）岁次己亥孟秋吉旦/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

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顾鼎臣奉/敕更润”四行。 

顾鼎臣，《明史》有传，亦为明世宗朱厚熜的宠臣之一。根据史料记述所知： 

顾鼎臣(1473—1540)，字九和，号未斋。明代苏州府昆山县玉山镇雍里村人。是年(1505)

乙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年间，任左谕德。嘉靖后，历任直经筵讲、礼部右侍郎、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

入参机务。翌年三月，明世宗朱厚熜出巡，特命顾鼎臣留守京师，辅太子监国。不久加少保、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顾鼎臣病死任上，终年六十八岁。死后，

赠太保衔，谥号“文康”。 顾鼎臣文才卓著，尤擅长“青词”。青词是道教设法事时祭告“天

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在明代，朝野上

下频繁的斋醮活动，致使青词撰写极为盛行。明世宗朱厚熜经常在宫内设坛打醮，自然要用

身边的文臣撰写青词。顾鼎臣曾撰写《步虚词》七章，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优诏褒答”。 上

有所好，下必有效，朝中词臣纷纷仿效，争以“青词”取宠。因此《明史》有：“词臣以青

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之说。时人戏称“青词宰相”。 

顾鼎臣一生著作较多，有《未斋集》二十二卷，《文康公集》二十四卷，《文康奏议》一

卷，所辑有《明状元图考》五卷。他善散曲，作品收录于《南北宫词记》中。又工书法，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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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字迹秀媚，酷似赵孟頫，明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中录其书迹。他对医学亦颇有研究，

尤其对眼科病有独到的见解，著有《医眼方论》一卷，《经验方》一卷。 《明史》将邵元节

列入“佞幸”，并称“隆庆初，削元节秩谥”。《［康熙］江西通志》也有关于敕建仙源宫被废

止的记载。可见道士的迷信活动，在隆庆初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邵元节的著作《邵元节集》

等被禁毁。因为《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深藏在皇宫书库，而幸免于难。 

由于有关邵元节的书籍被禁毁，所以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少。《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虽然仅有 26 幅图、赞却可以弥补史书中的不足。如：明世宗朱厚熜题诗为其庆寿、特许进

御书楼读书、钦赏图画观玩、钦赐元宵赏凤灯以及夏至时钦赐蟒扇拂暑等，这些内容虽然在

《明史》中没有反映，但在《赐号太和先生相赞》里却有图象和文字的记载。另外，《赐号

太和先生相赞》开本阔大，可以说是中国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留传至今的最大的一部雕版画册，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明代雕版印刷的技术水平。 

 

《钦安殿祈求圣嗣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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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嘉球著《苏州状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4. 张泽洪著《道教斋醮符咒仪式》， 巴蜀书社 ，1999年 

5.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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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翟銮撰《顾鼎臣墓志铭》： 

嘉靖庚子十月六日，明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顾公逝于京师。

天子悯悼，礼部举恤典以闻，祭诔勤恳，遣使护丧南还，仍命祠祭郎营葬事，赠太保，谥文康。甲辰年十

一月十九日，葬公于吴县潭山之原，礼也。公讳鼎臣，字九和，号未斋，苏之昆山人。昆山古东吴地。三

国时，雍为吴名相，以故昆山有顾氏，世居雍里村，有千十二公者，元之万户也。万户生德辉。德辉八子，

其季讳士恭，于公为高祖。曾祖讳大本。祖讳良，号耕乐道人。父讳恂，号桂轩。以隐德列祀乡贤，三世

俱累赠以公官。曾祖母蔡氏、祖母吴氏、嫡母吴氏、生母杨氏，亦俱赠一品夫人。公生而敏慧，数岁能文

章。稍长，学业益进，游邑庠，声称籍甚。居家孝爱，桂轩公五十有七始诞公，既长，恐不待养，每夜必

焚香祝天，愿减己岁以益父寿。弘治辛酉，举应天乡试。乙丑举会试，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第一人，授

翰林院修撰。桂轩公时尚耄耋康壮，得报而喜日：“吾儿之愿谐矣！”寻以父母丧，去国十年。储灵磨励，

蕴利饱和，沉毅信直，克称良吏。今上皇帝入继大统，开文华讲读，以公为经筵日讲官，音吐畅达，启沃

敷陈，每称上意。嘉靖改元，复家居养澹者数季。丁亥，公为翰林学士。进讲范浚《心箴》，遂能感动人主，

赞成大业。至发明洪范，忠诚剀切。上谕公免朝参，竟入讲殿。自是谕间优至，足称疑丞。上尝令公陈述

经义，以辅君德治道。公撰《中庸》首章讲义一篇进呈，其意以图治者期于圣神功化之极，无以小康自阻，

语意激励，上益嘉纳。辛卯，上再幸太学，取孔、颜、孟三氏，子孙从幸陪祀。公因上言：“孔子之道为万

世帝王法。当时弟子唯曾参独得其传。观《大学》一书，纲领条目，昭然可见。二千年以来，未有能表章

之者。我皇上崇儒重道，远迈帝王，盍访曾氏子孙，与孔、颜、孟一体录用，则吾道幸甚。”上是之。公以

东南财赋重地，积弊滋甚，遂条陈四事。皆究极利害，纤悉不遗。是岁，京师大水，沉灶坏屋，民多压溺。

天下郡县亦多水灾。公上疏，宜修人事以格天心，纾民困以消隐祸，极论伤夷困苦之状。公两司相馆，数

典文衡，崇雅黜浮，为国储材，程率训励，简在帝心，札谕尝赉，联属不绝，制饵问疾，恩眷有加。是岁

八月，上御平台，敕吏部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公既入拜，益明慎恭肃，尽

心辅治。上亦恩予申锡，冠于群臣。上尝召对便殿，论经史，欲集儒臣类纂。公奏请皇上，宜如汉宣帝时，

开白虎观，召诸儒讲论五经同异，称制临决。明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博，进阶武英殿，召入启祥宫，入

见室太子。上以是月十六日南巡承天，乃命公居守京师，上益眷谕逾切。是日，公疏上七事，皆机宜要典。 

上以倚托隆重，款寄腹心，宣谕百司，悉归总摄。车驾既发，公振肃百度，和豫严正，问安密疏数诣

行在，军国要务，无不具闻。上回，深慰劳之。公益见知明主诚信，流通家人，父子莫之或逾。适事方泽，

公以病噎闻，上遣医视疾，中使温问，相望于道，恳乞归休，上犹慰留。公忽伏枕草疏，从容慨叹，犹事

吟咏天下大事，笔画指算，猷虑节当，鉴龟不易，裨补老成，典刑具在。十月五日病革，乃陈遗疏，劝上

亲贤图治，颐养圣躬，茂登万寿。六日午时，卒于正寝。於戏!公以经学立身，文章德业卓建于时，居翰苑

三十年，蹽擅史籍，权贵嘱利，貌若稚竖，讲筵耆旧，论道经邦，启沃君心，操治平之大本者，公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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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嘉靖中兴相业者，当有所归也；留守居重，伊、周而下，莫之再见。非肃慎忠贞者，不足以语此，然而

垂殁之志，拳拳于天下国家之大计，闻之使人兴起，而况公亲身欲为之者乎!公生于成化癸巳二月廿五日，

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朱氏，有贤行，亦以公封贵。四子二女，长子履方，夫人所出，乡贡进士；次履祥、

次履贞，荫国子生；履吉尚幼，皆庶出。婿归本、朱端禧，皆国子生。孙男三，长谦亨，尚宝司司丞；次

谦益，四译馆译字生；谦福，尚幼。女二，适国子生王世业、周允怀。曾孙男五：咸和、咸平、咸康、咸

宁、咸彰，俱幼。公之历官次序，圣谕敕诰，文章语录，当备国史。予与公好笃年谊，志同国事，然生死

冥绝，辄形寤叹，斯文未丧其得以续明去也，窀穸纪章用证山灵云耳。铭曰：维天眷命，明祚洪昌。笃生

元老，忠尽贞良。林莽蓄茂，词苑奋光。中兴圣主，讲幄明扬。翼匡启沃，帝业皇皇。燮和大政，海宇平

康。惟帝南巡，公实居守。赞隆储化，鞠恭稽首。振饬利弊，志加民疚。继绝道绪，斯文崇右。天旷元造，

箕尾蕴耀。遗言大计，国家蓍宝。东吴之山，云雨兴焉；东吴之水，蛟龙灵焉；维公融结，岳神征焉。是

以有杰人焉。（引自《苏州状元》第48-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