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论坛·

宋 代 道 观 经 济 简 论
———以南北宋两京道观经济为主

杨　燕

提 　要 : 宋代是一个道教非常兴盛的朝代 ,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 , 京都的许多重要道观建设都得到朝廷重视 , 甚

至由国家出资修建。从当时“两京”情况看 , 道观收入有多种来源 , 如皇帝赏赐 , 皇族施舍 , 做斋醮法事所得 , 民众

施舍等。同时道观也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 如缴纳僧道免丁钱等。至于宋代的道官 , 虽然有俸银 , 却不属于道观经

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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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前后三百多年 , 虽有战争等因素的干扰 , 但其

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仍属于相当发达的阶段。当时的

统治者对道教也多有崇奉 , 特别是真宗、徽宗二帝 , 更

是大力倡导。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道教获得比较大的

发展 , 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宫观经济 , 都具有繁荣的景

象。学术界多年来对宋代道教的许多内容之研究已取得

重要成就 , 但对道观经济似乎还较少涉猎 , 所以本文打

算对宋代道观经济 , 特别是南北宋两京道观经济 , 做一

个约略考究。

一、宋代道教宫观建设的出资途径

宋代京都的许多重要道观多由国家出资修建 , 无论

南北宋都是如此 ; 但宋代建国初期和南宋偏安后 , 经济

却不如宋代中期强盛 , 所以该朝代在建国初及偏安后 ,

此类重要道观又多由其他建筑改建。这些情况 , 我们可

以通过史料得到佐证。

据《梦粱录》等相关文献记载可知 , 北宋时都城汴

梁 (今开封) 先后共建道教宫观约二十几处。如“崇宁

元年 , 方士魏汉津请备百物之像铸九鼎。四年三月 , 九

鼎成 , 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殿 , 以之名曰九成宫。”、

“大观三年 ⋯⋯诏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 , 总屋七十区”、

“⋯⋯政和三年建 , 初名玉清和阳宫 , 七年改今名 (即

玉清神霄宫)”、“徽宗因林灵素之言建上清宝箓宫 , 密

连禁署 ⋯⋯上下亭宇不可胜计。”①等等 , 北宋真宗后所

建的这些宫观几乎全为奉诏新建 , 只有一两处为改建 ,

这些道观规模巨大 , 做工华丽 , 尤其是始建于景德四

年 , 历时七年方成的玉清昭应宫 , 建筑群庞大精美 , 无

以伦比 , 史载“ (大中祥符七年) 甲子 , 玉清昭应宫成 ,

总二千六百一十区”②。该宫观在仁宗时毁于火 , 仅留长

生、崇寿殿 , 改称万寿观。南宋偏安 , 更须道教来做民

族心理的安慰 , 因此对道教的崇奉 , 不亚于北宋。时临

安 (今杭州) 城内有宫观十数座 , 称为御前宫观。《梦

粱录》记载 : “御前宫观在杭城者六 , 湖边者三 , 多是

潜邸改建琳宫。”③此外临安城外还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宫

观 , 称为外观 , “皆舍俗三清道友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

往来云水高人 , 时有神仙应缘现迹 , 详于志传矣。”④此

时的御前道观正如史料记载 , 大都是改建或重修的。除

了在两京诏建道观外 , 宋朝还在全国诏建道观 , 如 : 大

中祥符二年 , “甲午 , 诏天下并建天庆观。时罕习道教 ,

唯江西、剑南人素崇重 , 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⑤其

它如太平兴国六年“甲午 , 苏州太一宫成。”⑥“大中祥

符元年五月 , 泰山醴泉出 , 诏于其地建醴泉观。”⑦等等。

除了政府出资大量修建道教宫观外 , 宋朝还有不少

道观是贵族官宦出资修建或修葺的。如 : 延庆观就是由

保庆太后出私房钱所修 : “⋯⋯延庆观 , 本王中正旧第 ,

保庆太后出奁中物市其地而建之。”⑧《建炎杂记》: “延

祥观 ⋯⋯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 , 有司不与焉。”⑨天台山

桐柏宫的重修 : “得太师和王杨公并其子敷文阁待制偰

泊仆悉出奉钱 , 扩殿廊基 , 各增阁丈余 ⋯⋯道士唐知章

以钱氏手写金银《道经》出私钱建藏并殿 , 由是内外堂

宇皆备。”⑩从这条历史记录里我们还可看到道教宫观修

建的另一重要出资方 , 那就是道教徒。据《洞霄图志》

载 , 余杭的多处宫观都为道士所修 , 如 : 冲天观“宋咸

淳间 , 住山龚文焕建于德清之青坡”, 洞晨观“宋景定

癸亥 , 住山贝大钦建”, 冲真观“宋咸淳间 , 本宫道士

周国寿以古额兴建 ⋯⋯”�λϖ 。除此之外 , 道教宫观还有一

些应该是民间百姓散修的 , 其规模质量自不可和官家出

资修建的相比。还有一部分道观或许规模较小或许其他

原因而没有相关资料留存 , 至今难于查考。从总体上

看 , 当时道教的确很受朝廷重视 , 许多重要宫观往往由

国家出资修建 , 其规模非常可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



即使如此 , 道教宫观还是无法和佛教寺院媲美 , 《梦粱

录》言 : “释老之教遍天下 , 而杭郡为甚 , 然二教之中

莫盛于释 , 故老之庐十不及一。”�λω笔者对史书所载的当

时东京道观和寺庙数量做了比较 , 寺庙之数差不多为道

观数的一倍。在道教受到皇家重视和大力支持情况下 ,

宫观与寺庙的数量为何仍会出现如此差异 ? 这的确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宋代道教宫观经济来源与义务

以上我们考察了宋代道教宫观建设的几种主要的出

资途径。接下来 ,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宫观的主要经济来

源及它们在国家经济中所承担的义务。

宋代道教宫观经济来源主要有这样几种 : (一) 土

地。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 , 土地是道观经济的主要支

柱 , 宋朝道观土地的主要来源有皇帝赐地 , 宫观常住

地 , 购买所得地 , 当地政府拨给等途径。 (二) 皇帝赏

赐。包括土地、宫观、金银货币及各种实物。 (三) 做

法事及其他活动所得。(四) 道士岁钱和岁粮。

(一) 土地。道观土地有大量是来自皇帝赏赐。宋

朝皇帝除了购买或划拨土地兴建道观外 , 还大量赐田给

全国各地的道观 , 皇帝赐地成为道观土地的一个重要来

源。如“宋真宗祥符五年 , 因陈文惠公尧佐奏改洞霄

宫 , 赐仁和县田一十五顷 , 悉蠲租税 , 并赐钟、磬、法

具等 ⋯⋯”�λξ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也多有宋皇帝对

道教高人及道观的赐地赐物记载 , 如 : 对张继先 : 神宗

“⋯⋯赐缗钱修龙虎山上清宫 , 拨米口庄五万 , 以饭其

众。”张可大“ (嘉熙) 三年四月奉旨 , 召赴行都 ⋯⋯赐

钱重兴先朝元赐真懿观 , 俾为母子同居之地 , 赐以土

田 , 免其租赋 ⋯⋯”�λψ , 《天台山志》中亦有此类记载 :

“时冲太师高惟几辟山度址 , 兴建观宇 , 观妙太师范善

迁同盟助就 , 郡守张候琥奏拨公田 , 以助堂厨 , 御前宣

赐沉香、丰真、钟磬及御书观额。”�λζ除了来自皇帝的大

量赏赐田外 , 宫观还有自己的常住田 : “僧寺常住田者 ,

所在多有之 ⋯⋯二十年春 , 命司农寺丞钟世明往闽中措

置寺观绝产赋租 , 自及常住岁用外 , 岁得羡钱三十四万

缗 , 入左藏库。”�λ{这段史料主要说的是僧寺常住田 , 但

中间亦说到道观 , 可以想见道观其实也有常住田 , 只是

规模不如寺院大而已。

此外 , 宋代道观还有大量购买所得的土地。《宋史》

中载 : “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 , 及寺观勿得市田。初 ,

真宗崩 , 内迁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 , 言为先帝植

福 , 后勿以为例。繇是寺观稍益市田。”�λ| 这段史料记载

了宋时本来是禁止道观市田的 , 禁止的事在禁止之前肯

定是已经有市田这样的情况存在了 , 禁止后可能只是减

少 , 然后朝廷又自己先违了禁 , 再往后 , 就只有限制

了。同书又载 : “ (政和) 七年 , 又诏 : 内外宫观舍置

田 , 在京不得过五十顷 , 在外不得过三十顷 , 不免科

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 , 许执奏不行。”�λ}

宋代道观还有一些土地是地方政府拨给的 : “初 ,

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 : 膏腴者给僧寺、道院。”�λ∼可

见地方政府不仅是给田 , 而且给的还是好田。

通过以上这些途径 , 宋代道观获得了大量的土地 ,

有些道观甚至田地达到数万亩 , 而且大部分是膏腴之

地 ,“期间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 , 颇为民间之患焉。”�µυ

(二) 皇帝赏赐。宋时崇尚道教 , 举国尊奉 , 几乎

每一个皇帝都曾对道教徒或道教宫观进行过种种赏赐 ,

赏赐的东西也是各种各样 : 土地 , 宫观 , 道书 , 古玩 ,

金银 , 香料 , 茶等等 , 还常常通过皇诏免除道观土地的

田租等等。这方面史料甚多 , 皇帝赏赐土地之类 , 前已

多举 , 此不赘述 , 其它方面也仅略举一二。

如《梦粱录》言南宋杭城御前道观 : “御前宫观

⋯⋯属内伺 , 提举宫事 , 设立官司守卫兵士 , 凡宫中事

务 , 出纳金糓 , 日膳道众 , 修崇醮款 , 凡有修整宫宇及

朝家 , 给赐银帛 , 殿阁贴斋钱帛 , 并皆主继给散羽士 ,

但沾恩甚隆 , 外观皆不及也。”�µϖ 依此记载 , 则可见南宋

御前宫观几乎完全依靠皇家赏赐度日 , 而且“但沾恩甚

隆”, 可见赏赐之丰。同书还特别记载皇家对三茅宁寿

观 2 的赏赐 , “观中曾蒙赐三古器玩 , 皆希世之珍 , 一

曰宋鼎 ⋯⋯二曰唐钟 ⋯⋯三曰褚遂良书小字《阴符

经》。”其他的史料如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资治

通鉴》及《宋史 ·方技传》中也多有关于皇朝对道教赏

赐的记载。如 : “贺兰栖真 , 不知其何许人 , 为道士 ,

自言百岁。⋯⋯既至 , 真宗作二韵诗赐之 , 号宗玄大

师 , 赉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药 , 特蠲观之田

租 , 度其侍者。”�µω“柴通玄字又玄 ⋯⋯召至行在 ⋯⋯并

赉以茶、药、束帛。诏为修道院 , 蠲其田租 , 度弟子二

人。”�µξ “林灵素 , 温州人 ⋯⋯帝心独喜其事 , 赐号通真

达灵先生 , 赏赉无算。”�µψ等等。

从上述史料可见 , 皇帝赏赐数额巨大 , 特别是对他

恩宠的道士所住持的宫观更是给予鼎力支持 , 如前文所

说的林灵素等人不仅受到宠信 , 而且得到大量的钱物 ,

以至其权势倾天 , 几欲与皇族争贵 , 甚至他数以万计的

徒弟们也都是“美衣玉食”, 真可谓是皇恩浩荡啊。

(三) 做法事及其他活动所得。道教法事几乎是涵

盖了生活中的所有方面 , 据《道门定制》中记载的就有

几十种 , 从出生到入死 , 从择地安斋到观风水考墓穴 ,

从报恩到悔过、去罪 , 再加上祈雨祷晴 , 几乎没有道教

法事不涉猎的人生问题。既然道教法事涵盖性、适应性

如此之广 , 当时又举国崇信道教 , 皇上甚至钦定了多种

的道教节日 , 每逢这些节日各地都要作法事。在这种宗

教气氛中 , 平时生活中遇到各种难解问题 , 求道士做法

事的情况应该不在少数 , 可惜这一部分缺乏史料 ; 但是

根据当时的情况 , 想来应该是这样的 , 每次做法事都会

有一定的收入 , 而且这些收入应该是当时道教宫观比较

主要、稳定的收入。除此之外 , 道教徒一般又兼通医

术 , 还有一些会占卜的。他们通过治病救人或占卜吉

凶 , 可以获得信众 , 得到信众施舍的财物 , 这些也应该

是道教宫观经济的一个来源。而在一些特殊的地区 , 可

能还会成为道教徒赖以为生的主要手段。

(四) 道士岁钱和岁粮。据《建炎杂记》载 : “万寿

观 ⋯⋯道士岁费悬官钱七百九十二千 , 米百二十斛。”

太一宫“道士官给粮岁为五百斛 , 其后 , 又诏市嘉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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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顷 , 以为道粮。”�µζ太一宫和万寿观都是当时的御前

宫观 , 史书也只记载了这里的道士是有岁钱、岁粮的 ,

至于外观情况如何 , 就不得而知了。但道士岁钱、岁粮

至少可以看做御前宫观的一个经济来源。

以上我们讨论了宋代道观的主要收入途径 , 接下来

我们简单考论一下道观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承担有哪些

义务。

前文所引史料中多有皇帝诏“蠲其田租”、“不免科

差、徭役、支移”的话 , 可见道教宫观按理是有承担田

租、科差、徭役、支移等经济义务的。但实际情况是这

些经济义务常常被免除 , 而且已经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

定的危害。这可以从政和七年的另一诏书推测一个大

概 : “内外宫观舍置田 , 在京不得过五十顷 , 在外不得

过三十顷 , 不免科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 , 许执奏

不行。”我们要特别注意最后一句 : “虽奉御笔 , 许执奏

不行”。可见当时这些义务基本都成了名义上的 , 情况

已很严重了 , 才会有此一说。除此之外 , 宋朝后来还对

僧道征收免丁钱 : “僧道士免丁钱者 , 绍兴十五年始取

之。自十五千至二千 , 凡九等 ⋯⋯于是岁入缗钱约五十

万缗 ⋯⋯初取免丁时 , 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废残疾者听

免 , 后诏七十以上乃免之。然今浙中诸大刹及都城道

观 , 时多有旨免徭役科敷 , 而州县反以其额敷于民间 ,

大为人患。”�µ{可见这些僧道免丁钱也和其他田租之类一

样 , 常常是不能实际执行的 , 尤其是都城道观。同时这

些本应为道观所承担的义务 , 最后却又摊派于民间 , 以

至成为人患。

三、宋代道官制度与道观经济的关系辨析

以上我们简要讨论了宋道教宫观的经济情况及其所

负义务。下面我们就宋代的道官制度和道观经济的关系

做一个初步的辨析。

宋代道官制度已趋于成熟。政府建立了完备的道官

管理机构 , 设有三级道官机构管理道教事务。第一级 :

京师道录院。第二级 : 地方道正司。地方分路、州

(府、监、军) 和县三级。政府在诸州监军设通判、都

道正、都监等道官 , 管理本地区道门公事。第三级 : 基

层宫观。宫观道官的称谓有知宫观事、观主、都监、住

持等。

道官既是国家官吏 , 则必然都有一定的俸银 , 问题

是这些“俸银”是否可以作为道教经济的来源之一 ? 我

们先来看一下史书是如何评说宋代道官制度的 : “宋自

真宗兴崇道教 , 置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 , 使以

宰相为之副使、判官、都监。及集喜观、醴泉观、东西

太一宫提举则以两省、两制丞郎及防御诸司使副为之 ,

掌奉斋醮之事。又有译经润文使 , 亦以宰相为之。熙宁

后增置祠禄之官 , 以佚老优贤。而时 , 相欲以宫观之禄

处不奉行新法之人 , 遂无限员 , 亦无执事 , 而释老之

事 , 则如历代 , 领之祠部郎官 , 又属鸿卢寺。至徽宗

时 , 以道教改隶秘书省。”�µ|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 , 道官

开始是要奉斋醮之事 , 同时还管译经润文 , 有限员 , 后

来就变味了 , 不仅没有了限员 , 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佚

老优贤以及安置不奉新法之人。这里还有另一段史料 ,

可能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宋制 , 设祠禄之

官 , 以佚老优贤 , 先时员数绝少 , 熙宁以后 , 乃增 ⋯⋯

时朝廷方经理时政 , 患疲老不任者 , 废职乃使任宫观 ,

以食其禄。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 , 遂诏宫观毋限员 ,

并差知州资序 , 人以三十月为任 ⋯⋯主管崇道观皆空

衔 , 不必尽住观中。”�µ} 这段史料更清楚地表明宋代道官

的用途 , 不过是些空衔 , 为的是妥善处理政治事件。据

此 , 笔者以为 , 宋代虽然设有道官 , 且制度完备 , 道官

中亦有些是道教学者 , 如熙宁年间的右街副道录陈景元

以及光宗时的左街道录留用光等 , 都是当时著名的道教

学者 , 曾先后在京师道录院供职 , 但由于前面所述的原

因 , 道官之俸银并不属于道观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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