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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巡真理會《典經》之宗教醫療研究

52)鍾雲鶯 *

◾中文摘要

本文乃以韓國大巡真理會《典經》為主，探討姜甑山的宗教醫療。

姜甑山的醫療原理建立在｢身心一體｣的整體觀，意即醫治疾病，必

先醫心，也就是他所說的｢大病之藥，安心安身｣。
按摩是姜甑山經常運用的物理治療，他運用按摩消除病患因氣鬱不

順所導致腿部與腹部的諸多疾病；而四物湯、小柴胡湯、木瓜、生地

黃是他常用的藥劑與藥材。

道法醫療是姜氏宗教醫療的特色，根據《典經》的記錄，有正氣祛

病、驅除精怪、代病與轉病、更衣除病、用藥於地等，結合符咒，藉

以醫治百姓，尤其用藥於地是他獨創的道法醫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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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典經》之｢身心一體｣的醫療觀

三、姜甑山常用的物理治療與藥劑

四、姜甑山的道法醫療與特色

五、結論

一、前言

2019年底，由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的生活狀

態因之受到嚴重影響，至今，疫情越來越嚴重，全球人類飽受傳染病

的威脅，即使已有疫苗出現，但病毒不斷變種，讓科學家與醫學家無

法保證疫苗的全然有效性與保護力。這樣的狀態，讓人不禁想要探

討，宗教界如何透過信仰從事疾病醫療？宗教如何透過信仰的力量安

定信眾的心靈？宗教如何藉由神秘的力量醫治信眾外在的疾病與內在

的心病？

十九世紀的韓國，飽受外族的侵略與戰爭的迫害，導致民不聊生，

生靈塗炭，底層百姓不僅生活艱困，還需面臨各種疾病與傳染病的威

脅。許多窮苦的黎民，一旦身染各類疾病，根本無力到正式的醫療院

所醫治，只能求助於民間具有醫療背景與神秘能力的奇人。這些奇人

雖說不受官方認可，然因他們醫治了許多黎民百姓的疾病，解決了老

百姓身體的苦痛與生活上的災厄，在口耳相傳的效應中，累積了許多

追隨者，並因此而創立新宗教。而在新宗教傳播的過程中，許多人神

合作的奇蹟，教主藉由｢以醫傳道｣、｢借醫弘道｣，輔以符咒，傳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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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濟民、勸善積德的思想，擴展其宗教傳播。1) 韓國大巡真理會之九天

上帝姜甑山(一淳，1871~1909)即是以其醫術與神力而聲名遠播。

《典經ㆍ行錄ㆍ第三章》第37條即記載姜氏以｢行醫｣做為身分認同，2)

可見他是自覺以醫者的角色行腳天下，許多人也因姜甑山的醫術而成

為他的追隨者。

我們閱讀《典經》，姜氏在世之時，即憂心｢病劫｣造成百姓傷亡，

《典經ㆍ公事ㆍ第一章》第36條即記錄了當時他對信眾的訓示說：｢ …

今後病劫之禍將覆蓋世間，寰宇慘不忍睹，更無拯救良方。因此，不

必珍惜一切奇方和名藥，應通曉醫統。吾行公事以來，在此東土朝鮮

消除了其他諸災劫，唯病劫尚未消失，在人們無暇顧及間，病劫猶如

洪水席捲而至。｣3) 並令其信徒開設藥局，救治百姓，可見解除百姓的

疾病之苦，消滅｢病劫｣是姜甑山當年傳教救人的核心理念之一。

當然，我們就姜氏在世之時所進行的｢天地公事｣，希冀調和天、

地、人三界的混亂狀態，可知病劫之起，不只是人界的疾病，還有許

多緣自三界氣場不合與人心沉淪失德所引起的無形病因，無法單以藥

劑就可以醫治，是以道主趙鼎山(趙哲濟，1895~1958)才會以｢陰揚

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做為大巡真理會的行道

宗旨。4) 藉此可知，姜氏認為，有形可見之病容易醫治，無形冤結之病

難醫，因此如何根治有／無形之病，從整體的角度，結合宗教修行以

醫治世人之身病與心病的｢身心一體｣醫療觀，成為他醫療理論的重要

核心，是以本文首先探討一核心概念，次而論述他的醫療行為；由於

1) 早期的道教也是透過醫療行為發展，參蓋建民，《道教醫學導論》，(臺北：中華道統
出版社，1999)，頁12。

2) 《典經ㆍ行錄ㆍ第三章》第37條記載，車京石第一次與姜甑山見面時，即問姜氏： ｢敢問先生所執何業？上帝微微一笑道：行醫。｣，見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編
纂，《典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42。

3) 《典經》，頁106-107。

4)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大巡真理要覽》，(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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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經》刊載了姜甑山行醫救人的事蹟，故而記錄了許多他經常使用的

藥劑與醫療方式，姜氏醫治信眾不只是以醫理藥方從事醫療行為，並

以其神聖與神秘力量診治病患，筆者稱之為道法醫療，本文擬就這幾

個面向，探討姜甑山的醫療方式與其特色。5)

二、《典經》之｢身心一體｣的醫療觀

宗教醫療與一般醫療最大差異在於醫人之病與醫病。一般醫療的醫

病意謂以診治疾病為主，療愈身體為目的；宗教的醫人之病則重視患

者的生理需求、心理變化、精神狀態與社會文化背景所產生的影響，

也就是以全人的觀念從事醫療行為，6) 因之，身體的治療只是其中一部

分，是以宗教醫療不僅醫治患者身病(身體病痛)，更重視醫人之心病

(觀念、思想、價值觀的偏差)，探究身／心之病源，乃是宗教醫療最

大的特色。

姜甑山論疾病的產生，也是首論｢病｣的根源。《典經ㆍ行錄ㆍ第五

章》38條，記錄了姜甑山化天後，門人發現他生前所寫之｢病劫｣與｢醫
統｣，成為大巡真理會的特色。7) 文中姜氏特別強調｢大病無藥，小病或

有藥｣的觀念，亦即真正的病是無法醫治的，他進而說明疾病之起，源

於｢無道｣：

5) 大巡真理會的醫療思想，可參車瑄根，〈大巡真理會的醫療思想──以人類個體的生
物學疾病為中心〉收入《東方文化與醫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
377-401。

6) 林本炫、莊豐吉，〈宗教醫療與信仰改變──以法輪功煉功者為例〉，《新興宗教現象
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02年3月29-30日)，頁239。

7) 大真大學李京源教授對姜甑山的病劫與醫統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乃參考李秀賢，〈關
於韓國本土新興宗教的末世觀：以韓國大巡真理會為例〉，｢台灣宗教學會2020年會 靜／境的力量學術研討會論文手冊｣(2020年10月16-17日)，頁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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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其父者無道

忘其君者無道

忘其師者無道

世無忠　世無孝　世無烈　是故天下皆病

病勢

有天下之病者　用天下之藥　厥病乃癒

…

大仁大義無病8)

我們就其所謂病根｢無道｣的內容觀察，乃立基於儒家的人倫道德，

特別是為人子的孝道、為人臣民的忠道、人我往來之間的義道與為人

學生的敬道。9) 因此，他所說的｢天下皆病｣乃指當時的社會風氣丕變，

西潮東進，導致時人的價值觀不在乎孝父、忠君、義行與敬師的綱常

倫理，傳統的道德正面臨崩解之中，集體不重視綱長倫理的行為，導

致國家社會的集體病劫。為了重建儒家倫常之道，10) 他強調｢大仁大義

無病｣，希冀挽救因｢無道｣而引發的｢病劫｣。我們就其所論因｢無道｣而
產生的｢病劫｣，病源乃在｢心｣。醫治心之歪邪不正的方法，就是效法先

聖先賢，所以他要後學效法關聖帝君之忠義正氣、孔孟仁義、西學、

東學中教化百姓之聖人，聖人之職為｢醫｣，不僅醫治身體之病，更要醫

心；聖人之業乃｢統｣古／今、東／西之學教化百姓，修道以德，藉以消

褪病劫。可知若欲拯救集體｢無道｣意識所引發無藥可醫之病，唯有從勸

善教化的｢醫心｣開始。

就上述可知，一切的病根在｢無道｣，是以姜甑山行醫救世的核心信

念在於矯正世人的觀念與態度，而不只是醫治身體的疾病，也就是本

8) 《典經》，頁90-91。

9) 《典經ㆍ公事ㆍ第三章》 40條的 ｢天地鬼神咒文｣內容即說：｢所願人道，願君不君。
願父不父，願師不師。有君無臣其君何立？有父無子其父何立？有師無學其師何
立？大大細細天地鬼神垂察。｣(頁142)

10) 雖說姜甑山對於朝鮮李朝以儒家為名之性理學派所建立的兩班與階級制度十分不
滿，但他仍然看重儒家的道德倫理，因此我們可以說，姜氏反對的是李朝的制度而
不是儒家的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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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強調的｢醫心｣。就此而言，姜甑山治療病患，重視身與心雙管齊

下的診療方式。姜氏所要醫治者，不只是有形的疾病，還包含矯治時

人的錯誤觀念，引導人們邁入正確價值觀的生活方式，達到身心一致

的存在狀態，《典經ㆍ教法ㆍ第三章》即說明了姜甑山教導信眾，唯有

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擁有健康的身體，若觀念錯誤，不僅容易患病，還

會遭受天神的懲處：

上帝教訓道：｢人欲不得滿足，不勝憤懣與悲痛，則罹患重

病。而今先立亂法，後降眞法，解世間萬法，託付於自由意

志，因此，應對諸事萬象須端正其心。邪為一切罪過之根本，

眞為萬福之根源。如今吾令神明降臨於每一個人，以眞邪準繩

量其內心眞邪，以雷光電火辨其邪正之心。不能端正內心、作

奸犯科者，至氣天降時，心臟爆裂、骨節俱散，運數雖好，卻

難渡險關。｣11)

姜甑山認為，過多的人欲使人心失去正道。一般人只要欲望無法滿

足，就會產生憤恨傷心沮喪的負面情緒，負面情緒積累過多，就容易

罹患重病，這樣的狀況即是古人所說的氣鬱病生，《呂氏春秋.恃君覽. 

達鬱》即說：｢血脈欲其通也，精氣欲其行也，若此則病無所居而惡無

所生矣。病之留，惡之生，精氣之鬱也。｣可知氣鬱不順將導致百病叢

生；《呂氏春秋ㆍ紀春紀ㆍ盡數》更指出：｢形不動則精不流，精不流則

氣鬱。鬱處於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聾；處目則為目蔑為盲；

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脹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12) 據此可知，

因人欲無法滿足所產生的憤懣與悲痛的負面情緒，容易導致身體的病

痛，而姜甑山的醫治之道並非立刻給予藥方，而是告訴信徒應從｢端正

其心｣入手，這才是養生的基礎；心歪曲不正，不僅是身體病痛的肇

端，更是一切違法與犯罪行為的開始。姜氏告訴信眾，為了警惕世

11) 《典經》，頁268。

12) 林品石，《呂氏春秋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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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已令天神降臨於每一人，並以是否正心與真邪做為衡量的標

準，若心不正、行為不軌，則將心臟爆裂、骨節散亂。姜甑山所說即

是俗語之｢舉頭三尺有神明｣精神，要求信眾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遵守

道德行為，也就是說，｢正心｣是一切的根本。

〈濟生〉第17條，記載了辛元一父親背信爽約，不願履行答應支付給姜

甑山師徒的千兩銀子，最後導致未有任何魚獲的下場；第24條則敘述鄭

泰文為答謝姜氏為他治病，在酒樓敬酒致謝，沒想到泰文竟不付酒錢，

文中描述｢上帝道：飲酒不付賬，不如不飲。泰文回稟：明日一定還

清酒錢。酒錢共七兩。翌日，上帝要離開井邑，泰文想推遲結付酒

錢，卻突然腹痛，這才回心轉意，決意盡快結賬。隨後腹痛有所減弱，

便前去結清了酒錢。｣13) 這些事件即是訓誡信眾｢誠信｣的重要。也就是

說，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觀，才有可能擁有健康身體，養心勝於養

生療病，就此可見姜甑山｢身心一體｣的醫治觀念。我們就此可知，道主

趙鼎山(哲濟，1895~1958)、都典朴牛堂(漢慶，1917~1995)何以視 

｢誠、敬、信｣與｢無自欺｣為修道的核心理念，14) 中國漢代的道教《太平

經》亦云：｢真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邪偽文多，則邪惡氣

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然之法也。｣15) 古今醫者都是從身心一

體的理念根除病源。

身心一體是東方宗教醫療極大的特色，從這個角度切入，即可理解

姜聖何以說｢大病出於無道，小病出於無道｣的深層意義了，更可以明

白姜氏以｢得其有道，則大病無藥自效，小病無藥自效｣的立論觀點，

他闡述了藥劑不是治病的關鍵，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內外一貫的身

心一體觀才是治病的最佳解藥。

13)《典經》，頁308、311。

14) Tae-Soo Kim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ewon-sangsaeng”(解冤
相生) in Daesoon Thought: With Focus on Its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臺灣宗教研究》 20:1 (2021)，頁
153-182；鍾雲鶯，〈韓國大巡真理會對《大學》思想的解釋與轉化〉，《大巡思想論
叢》 34 (2020)，頁141-164。

15)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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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姜甑山常用的物理治療與藥劑

雖說姜甑山強調｢大病之藥，安心安身｣，並不表示他不運用一般醫

療，他反而積極使用各種醫療方式，減緩與治療患者的病痛，並以符

咒療法解除信眾的病苦與憂心，16) 如他教金允根每天早上誦讀侍天咒

七遍，療癒其長年的痔疾；或是誦讀《大學ㆍ經一章》醫治金甲辰的痲

瘋病浮腫與酒館店家的腹水病等，17) 這些屬於姜甑山所擁有神人能力

的非常療法。本節將先介紹姜氏所運用一般常態的治療法與其藥方。

｢按摩｣是姜甑山最常用的一般理療方式之一，而這種方式多運用於

腿部，或藉由按摩腹部而醫治其他疾病。

《典經ㆍ濟生》記載姜甑山以按摩方式治癒患信眾的腳疾：

… (李)京五患病之事稟告了上帝，並懇請上帝往診。上帝察

看了他的病情，發現左腳趾酸疼，腿從午後至清晨一直腫脹宛

如粗大木柱。早晨消腫有所減退，到中午恢復原樣，下午又重

新腫起來。此病已持續三四年之久，如今已寸步難行，幾近癱

瘓。…於是上帝親手按摩，全身乃至腳尖…果然患疾很快便痊

癒了。

朴順汝左腿浮腫，腫若抱柱，寸步難行，懇求上帝救治。…

上帝親手為其揉搓腫腿，…後來順汝腿腫消失了，可以下地走

路。18)

我們就李京五與朴順汝的腿部腫脹，即可知二人所患之病乃今日所

說的血液循環不順與漢醫所說的氣滯不通。腿部屬於血液循環的末端

之處，若血氣不順，必將導致腿部壓力過高而導致腫脹，這種疾病通

16) 有關《典經》之符錄醫療法，可參蓋建民、劉浩然之〈大巡｢濟生醫世｣宗教救治特色
及其與道教思想關係探微〉，《大巡思想論叢》 第34輯 (2020年4月)，頁35-36。

17) 《典經》，頁303、306-307、314。

18) 《典經》，頁301-3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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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於年紀較長者，或者長期需站立工作的人。姜聖以按摩促進血

液循環通順，使其血氣通暢，疏解腿部壓力，患者只要遵照姜氏囑咐

的療養方式，自然就可以恢復行走的能力。

透過腹部按摩而病癒者，《典經ㆍ濟生》的記錄有三則：

張孝淳出嫁的女兒患蛔蟲病，… 上帝將夫人的病轉移到丈夫

的身上，然後開始按摩丈夫的腹部，如此就醫治好張孝淳女兒

的病。

上帝在銅谷時，村中開酒館的金士明之子成玉暴病而斃…母

親將兒子的屍體放在上帝面前…上帝見狀，微笑著將其子平放

在自己的膝蓋上，手撫其腹，朝空中喊道：｢著眉叟患尤庵來。｣
又向已死的孩子口中吐了口唾沫，其子的肛門立刻噴出黃腐水，

隨即發出聲音甦醒了過來。其子喝下幾口糊粥便站起來，自己走

回家去了。

住在銅谷的金昌汝，多年來為滯食不化而困擾，一日找到上

帝求治。上帝命其躺臥在平床上，撫摸其腹…昌汝的滯食便痊

癒了。19)

第一則張孝淳之女轉病至其夫之身，這是姜甑山非常人之神力的展

現，下文再詳述，然其以按摩治癒張氏之女的蛔蟲病是事實。

第二、三則因姜氏撫按病患的腹部，並施以道術，讓金成玉起死回

生、金昌汝的滯食症痊癒。這兩則的病例的共同處都在排洩系統阻

塞，無法順利排洩，導致穢物深藏體內而產生毒素，因而危及身體健

康。20) 二位患者經過姜氏以按摩處理後，金成玉將腹內排洩物排出，

排除了身體因受到的阻塞而無法順利運作的障礙，當體內的各個循環

系統可以通暢運轉，起死回生的奇蹟就發生了；金昌汝的滯食症類似

今日的胃脹氣與便秘，也是無法排洩產生的疾病，故姜氏以按摩讓其

19) 《典經》，頁303、304、304。

20) 許多癌症病者，至末期時多無法順利排洩，需要透過藥物或人工方式協助病患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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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氣通便，恢復健康。

我們看到姜甑山以按摩理療病患，主要在於治｢滯｣，無論是血氣不

順或排洩系統阻塞，也就是《呂氏春秋》所說的｢氣鬱｣，因之古之醫書

十分強調精氣流動通順是一切的養生根本。古時醫療器材不發達，因

此醫者經常運用按摩方式，協助病患調理血氣循環，促進腸胃蠕動以

順利排泄體內多餘的空氣與穢物，達到排解體內毒素的功效。按摩至

今仍是民間經常使用的養生與調理方式之一，而甑山正是以此方式治

癒病患身體滯悶所產生的疾病。

《典經》也記載了姜甑山常用的藥方與食物療法。

筆者認為，姜氏的食物療法較不是針對食物的特性，21) 而是主治患

者營養不良的問題：

上帝…為苦於肺病的金落範之子診治。上帝將其子金碩背至

廂房後放到地上，腳踏其腰，問道：｢何處疼痛？｣說罷又抓其

手，令其起身走進屋廬，並命人煮一隻雞餵食。此後，金碩的

肺病便痊癒了。

…村裡有來自平壤的一家人。這一家的五歲孩子突然癱瘓，

便來找上帝治病，上帝道：｢餵食牛肉、香油，明早抱來見吾。｣
因家境艱難，家人只給孩子餵食了香油，第二天抱來見上帝，上

帝一言不發地躺臥下來不予理睬。… (父母)便在上帝面前打孩

子。孩子疼得亂哭，爬起來就想逃走…

…公信在古阜的獄中染疾，出獄後病又復發，在家中臥床不起

…上帝道：｢ …讓他儘快取九升糯米煮飯食之。｣應鐘回去依囑

行事，公信亦聽從。從此病情便大為好轉，終於痊癒下床。22)

21) 如中國從六朝之後，嶺南、閩粵一帶居民或移民會嚼食檳榔防治瘟疫，《本草綱
目》就記錄了檳榔可以治療傷寒、熱病、瘟疫、霍亂、痢疾、瘧疾、瘴癘、諸蟲
等病。參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8), 
頁16。

22) 《典經》，頁310、3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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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則雖可以看到姜氏另類的行醫方式，但其中所運用的食物並不

是特殊或地域性的食材，而是一般性的食材，但就當時的背景，平民

百姓較難得食用，如肉類、香油、糯米等，可見主要乃要透過食物，

增加患者的營養補充，故而吃了這些較具營養成分的食材後，增強抗

病體力，加上姜氏的醫術與道術，治癒了許多病患。

而在藥劑的使用上，姜甑山明確表示｢小病之藥，四物湯八十帖｣，

可見四物湯是他最常用的藥方。

四物湯由當歸、地黃、川芎及芍藥四味基本藥組成，具有補血、行

血、活血、去瘀的功效，因此常被中醫視為治療各種與｢血｣相關疾病

的基礎藥劑。臺灣中醫師陳玉娟解說四物湯的原始效用說：｢在中國古

代起初是針對筋骨痠痛、手腳冰冷、記憶欠佳、大便乾燥、頭髮乾枯

分叉等｢血虛｣病人的身體調理的基礎方劑。在中醫觀點，肝是身體最

大血庫，肝血又是女性身體的根本，由於女性多有｢血虛｣體質，所以

宋朝以後，四物湯才慢慢變成｢婦科聖藥｣，用來處理女性月經失調、

痛經、血虛等問題。｣23)可見四物湯原本並非女性專用的藥方，而是就

身體的血虛所引發的各種疾病所開立的藥劑。我們藉此可知，當時多

數百姓因營養不良或不均衡所引發血虛的身體諸多疾病，故姜甑山以

四物湯做為藥劑基底，醫治病患。他也在四物湯的基礎中，添加其他

藥材，醫治不同的病症，如〈濟生〉第37條言：

上帝為患痢疾者開出一方，即在四物湯原方子上再加木瓜三

錢，做成製劑讓患者服用，上帝喜用這一方劑。24)

木瓜的藥效主要在於消解、調和體內過多的水分與濕氣，中醫師多

運用於除濕利痹、緩急舒筋、消食(幫助消化食物)、腳氣、吐瀉過多

而導致轉筋攣痛等病症。25) 姜聖以四物湯調配木瓜，既調理病者血虛

23) 參邱雅雯，〈四物湯不是專治婦科！男性飲用可治療｢雄性禿｣〉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9/post/20200714
0028/四物湯不是專治婦科！男性飲用可治療「雄性禿」)，2021年7月15日。

24) 《典經》，頁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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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質，又醫治患者痢疾腹瀉不止之疾，兼具滋養與治病之效。

小柴胡湯也是姜氏喜用的藥劑，〈濟生〉第42條記載：

…治安染疾，病情十分嚴重…上面寫著｢小柴胡湯兩劑｣的字

樣。服此藥後，其父便立刻痊癒了。26)

小柴胡湯出自中國東漢張仲景(150~219)的《傷寒雜病論》，由柴

胡、黃芩、人參、甘草、生薑、半夏、大棗等藥材組合。根據今日中

醫的解釋，此藥方主治｢少陽症｣，屬於傷寒的一種，其病症有：忽冷

忽熱、胸悶、鬱抑寡歡、嘔吐、厭食、口苦、咽乾、頭暈目眩、耳聾

等諸症。27) 這種病屬於體內循環失調，由於體氣無法流通，寒氣鬱結

在體內無法發散體外，外在的陽氣無法進入體內，導致體溫忽冷忽

熱，引發各種病症。小柴胡湯的主要功能乃調節體內／體外的循環失

衡，恢復身體自主的調節功能，故也被運用於流行性感冒，因之臺灣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解釋其用途屬於｢和解劑｣，主治｢往來寒熱、胸脅

苦滿｣，28) 可知其主要乃要進行身體之表／裡、外／內、陽／陰的調

和。古時傷寒與流行性感冒每在寒暑交替之際盛行，且經常致人於

死，故姜甑山以小柴胡湯治療之。

除了內服藥方，姜氏也運用生地黃汁治理外傷。〈行錄ㆍ第三章〉第

7條載姜氏父小妾張氏無故遭張興海肆意毆打，他告訴家人｢用生地黃

汁，塗抹傷處｣，29) 當天張氏的傷口便痊癒了。

生地黃除了用於內服，古時也被運用於外傷。如生地黃曾用於從高

處墜落所導致的瘀血損傷以及骨折傷、內傷，現在的藥理學已證實生

25) 參中醫醫典詳述，｢木瓜｣(http://www.twtcm.com.tw/codex-content.php?id=263), 
2021年7月15日。

26) 《典經》，頁318。

27) 參雲端中醫，｢小柴胡湯｣(https://cloudtcm.com/formula/43)，2021年7月16日。

28) 參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小柴胡湯｣
(https://www.tph.mohw.gov.tw/?aid=61&pid=56&page_name=detail&iid=35), 
2021年7月16日。

29) 《典經》，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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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黃煎劑藥水，具有抗炎、抑菌、促進傷口癒合功能，30) 可以證實姜

甑山的醫術十分堅實。

上述乃姜甑山常用的物理治療與藥方，藉由《典經》所記錄姜甑山所

醫治的疾病與醫療方法，對於十九世紀韓國的疾病與醫療史的建立，

將有重大的意義。

四、姜甑山的道法醫療與特色

姜甑山常用的物理治療與藥劑，雖可展現他的醫術與藥理能力，然

而能夠樹立他在行醫生涯中的特異能力，則是道法醫療。關於姜甑山

的宗教醫療，學者較重視符咒、術數與信仰等層面，31) 這些面向，較

注重信眾心理層面的治療。筆者擬從姜氏乃以｢九天上帝｣之神聖身分

降世，故具有非常人的道法能力，藉以醫治病患，這些道法除了常見

的符咒、數術，許多乃具有民俗與儀式意義，以及神力仙術的展現，

筆者稱這些醫療方式為道法醫療。早在中國晉朝時期，葛玄(約

284~364)的《神仙傳》即有以仙術從事醫療的記載，故有道法即醫術

之說。32) 本文擬從正氣祛病、驅除精怪、代病與轉病、更衣除病、用

藥於地等面向，探討姜氏的道法醫療與其宗教意義。

姜氏正氣祛病的事例，如下所述：

…朴公又搬動巨石時腰部受傷，痛苦不堪…一日，隨上帝前

行時，上帝忽然大怒道：｢腰將斷矣。｣不久腰傷便痊癒了。

30) 參黃醫師手記，〈地黃功效作用與使用禁忌介紹，生地黃與熟地黃有什麼區別？〉
(https://www.juduo.cc/health/798714.html)，2021年7月16日。

31) 蓋建民、劉浩然，〈大巡｢濟生醫世｣宗教救治特色及其與道教思想關係探微〉,《大
巡思想論叢》 34 (2020)，頁35-37。

32)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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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落范雖深受天皰瘡之苦，然上帝在龍頭里時，始終對上帝

竭盡至誠。…上帝責斥落范道：｢汝豈能如此怠慢。｣落范不明

緣由，無從應答，只想退到一邊。只見上帝更加怒斥道：｢長輩

責斥，汝欲逃往何處？｣落范越發糊塗，只好蜷坐一旁，任憑數

落，頭上汗流如注，…後來，所生的天皰瘡逐漸痊癒了，這才醒

悟，原來上帝的震怒與斥責乃是良藥。33)

在此可見，姜甑山並沒有從事任何診療行為，只是勃然大怒，斥喝

兩位信徒，他們的病症竟全然痊癒。可知，他乃集中天地的正氣，以

震怒的方式驅除信眾身上的病氣與濁氣，這種以正氣祛病的道法醫

療，成為他展現神力仙術的特殊醫療方式之一。

精怪纏(附)身作遂，使人失常或生病的傳說，充斥於中國的六朝小

說之中，精怪成為這時期小說的特色，後人也以｢志怪小說｣稱謂。迄

今，民間面對無法醫治的病症，仍然存在｢精怪纏身｣的傳說，老百姓

通常求助於宗教的治療方式。

人因精怪纏身而生病或失常，由於不是常態的身體狀況，只能以道

法醫治，34)《典經》陳述了姜甑山驅除精怪的經過：

張成遠的兒子白日如常人，然一到夜晚就渾身發燒，咳嗽不

止，無法入睡。…上帝見狀，深為憫之，便對其父道：｢此乃飛

鱉，飛鱉晝出於身而嬉戲，夜則入孩兒身入眠。不將此移至他

處，病將不得痊癒。吾欲將其遷入山中，然禽獸亦為生命；欲遷

入海中，魚類亦是生命，故不得已只好移至電線。汝找兩尺電線

來，先置於病兒頭部上方，然後棄之於電線杆下面。｣成遠就按

照吩咐去做，其子終於夜晚可以入睡了，不久再也不發燒咳嗽。

亨烈之女染疾。上帝聽說後，到門外吹了三聲口哨，又喊了

三聲｢萬修｣。只見天空突為烏塵所壟罩，伸手不見五指。上帝

見狀，說道：｢此物將使眾人患疾。｣說罷，即向空中哈出一口

氣，烏塵被驅散上揚，藍天重現。又刮起一陣風，將其完全吹

33) 《典經》，頁288、314-315。

34) 李豐楙，〈六朝精怪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
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1)，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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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天空一片晴朗。隨之，亨烈之女的病得以治好。35)

飛鱉於夜間附於人身，合乎夜間(陰)是精怪活動時間的民俗說法。

張成遠的兒子因飛鱉於夜間纏身，導致孩子數月以來發燒、咳嗽而無

法成眠，此時唯有將飛鱉驅除才能根治其病。然此飛鱉精怪不只附身

於人，也會附身於其他有生命的物種，導致牠們無法正常生存，姜聖

不忍其他物種受到迫害，因之只能以電線捆綁飛鱉，限制牠的行動。

姜聖要張氏將電線放在孩子頭部上方，筆者認為，因百會穴位居頭

頂，一般認為百會穴是全身氣流交匯之處，也稱為｢萬能穴位｣，36) 在

道教中，百匯穴又稱天門，若精神不濟或氣運不佳，精怪容易從此穴

出入，故姜聖由此圈綁精怪之靈，使牠不再擾亂世間。

｢萬修｣是哪一類精怪，無法得知，只知幻化為一團烏塵黑氣，遮蔽

陽光害人致病。因亨烈之女染病，才知萬修作祟並四處散播疾病。姜

聖則以呼喊的道法，收攝、聚集精怪萬修的邪氣，並以哈氣道法驅

除，使其不再傳播邪氣，危害百姓。

在華人的民間信仰中，有｢替身｣儀式，用於解厄與改運，通常以草人

或紙人做為替身，將當事人之疾病或災厄轉移至草人與紙人身上，經過

儀式之後，再焚燒草人與紙人，代表當事人之疾病與厄運皆已被消除，

這樣的儀式通常由正一派道士、法派法師與廟宇乩同執行儀式。37)

姜甑山的轉病治療法與華人信仰之｢替身｣不同，他乃是將患者的疾

病移轉至有生命的人或動物，藉此進行道法醫療：

張孝淳出嫁的女兒患蛔蟲病，久治不癒，瀕臨死境。… 上帝

將夫人的病轉移到丈夫的身上，然後開始按摩丈夫的腹部，如

此就醫治好張孝淳女兒的病。

35) 《典經》，頁313-314、316-317。

36) 參林昕潔整理編輯，〈認識百會穴有多實用！百會穴防中風失智9救命功效〉
(https://www.edh.tw/article/13100)，2021年7月17。

37) 參全國宗教資訊網，〈替身〉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98), 202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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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泰文深受風土病之苦，懇請上帝為其治療。上帝應允

…作符一張交與泰文，並道：｢將此置於房中枕上入睡，明早醒

來，打開房門，將會有一犬朝著房門伸出兩隻前爪，口吐血

痰，汝病將轉於此犬。｣泰文遵命行事，次日，果然所言，令他

驚歎不已！38)

由於張孝淳女兒的身體太過虛弱，姜聖無法幫她理療，所以將她的

蛔蟲病轉移至丈夫身上，張女的丈夫成為她的病身，故姜聖透過按摩

張女丈夫的腹部，治癒她的蛔蟲病。鄭泰文則是身染風土病，風土病

是指在某個地方內，不必經由境外輸入便能在社區內長年持續出現的

疾病。39)

姜聖以符咒藉由泰文夜睡，將病轉移至狗身上，而狗吐血痰代表體

內之病已全然排出體外，泰文的風土病也因之痊癒。

姜聖也以自己的身體代替信眾與百姓染病，解除他們的病苦，筆者

稱之為代病，代病最能看出姜聖苦民所苦的救民悲心。他為信眾個體

代病的例子如下：

金落范之子永祚雙眼生血絲患眼疾，被血絲覆蓋的雙目不能

睹物。上帝瞭解此情後，就將其病情轉移至自己的雙眼，以此

解除了金落范之子的眼疾。40)

他不忍金永祚因眼疾而幾乎失明，將其眼疾轉至自己的眼睛，承受

永祚的眼疾病苦，醫治他的雙眼；姜聖也以己身承受百姓的集體病劫

之苦，他因不忍清州、羅州百姓染病遭染瘟疫，透過更衣儀式(詳見下

文)，一人承受所有老百姓的病苦，保全百姓不受流行病侵襲，解除他

們內心的恐慌與身體上的病苦。

38) 《典經》，頁303、311。

39) 參抗疫攻略，〈什麼是風土病？新冠肺炎會變成風土病嗎？〉
(https://podcasts.apple.com/podcast/id1526792961?i=1000494592358), 
2021年7月17日。

40) 《典經》，頁303、3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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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新衣施法治病是姜聖特殊的道法，其儀式意義雖需再深探，卻

因《典經》而讓後人得知更換新衣的治療意義。

服飾代表一個人新的角色與身分，這是漢字文化圈科舉制度下所展

現禮儀的身體觀，因之轉任新職就會更換新的官服。姜聖則將此世俗

觀念轉為道法醫療，〈權智ㆍ第二章〉28條首見此一醫治方式：

…鄭重端坐其後說道：｢數年前突患急症，精神恍惚，徘徊於

生死之際，有人乘四抬大轎而來，對我道：｢換上新衣，出門後

向著東天看去，若見一紅衣使者端坐雲端，可向其行四跪禮，

如此病可得痊癒。｣我照此而行，果然病得痊癒。41)

文中所說的紅衣使者，即是姜甑山。紅色在五行中在東方屬火，在

此則象徵以火燒燬病毒，這當中應有儀式的意義，因不是本文重點，

留待日後再行探究。他要鄭氏換上新衣，｢新衣｣象徵新的健康身體，

舊衣則代表舊的染病身體，因之更換新衣意謂捨棄病身，就此而言，

更換新衣乃有除舊病換新身的意義。

《典經ㆍ濟生》第23條另有姜甑山更換五套新衣為民驅除怪病的記載：

當時，清州、羅州一帶流行一種怪病，人心惶惶。上帝道：

｢怪病南北互發，將有無數生靈陷於塗炭。｣遂對怪病之神寫字

符，責令道：｢胡不犯帝王將相之家，犯此無辜蒼生之家乎！｣
又道：｢吾代償矣。｣又令亨烈急速製來五套新衣。上帝著新衣

後腹瀉不止，遍換了五套新衣後，道：｢虛弱者滅亡矣。｣從此

以後，怪病蔓延之勢得以控制，最終銷聲匿跡。42)

就上述引文可知，清州、羅州曾有瘟疫產生，無數百姓遭受這種不

知名的流行怪病感染，姜聖不忍心百姓身染怪病之苦，以他的神力，

將眾生的病苦攬至自己身上，代替百姓忍受病苦。這當中值得我們關

注者是｢五套新衣｣的宗教意義。筆者認為因當時瘟疫橫行南北，姜聖

41) 《典經》，頁296-297。

42) 《典經》，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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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五服乃要驅除五方的瘟疫，以代替百姓染病的方式驅除瘟疫。道

教經典《太平經》即有｢守一思神法｣，遣使五方之神鎮守各地，不讓鬼

魅魍魎作怪，威脅百姓：

順用四時五行，外內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懸象而思守，行

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政治鬼神，令使不得望行害人。…

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 其神吏青衣 … 令人病消。… 立夏

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千里。…

季夏六月 … 王氣轉在西南 … 其神吏黃衣。… 立秋日盛德在

金，王氣轉在西方 … 其神吏白衣 … 可除病。… 立冬之日，盛

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

氣，內可治身，外可治邪。43)

姜聖是否運用守一思神法，《典經》沒有說明。然而我們就他要亨烈

準備五套新衣，筆者認為他為了代替五方百姓染病，運用更換新衣的

道法祛病除疫，因他替百姓染病，故此時他的身體即是五方百姓之

身，是以他的染病之身更換新衣後成為健康之身，形同百姓皆是健康

之身。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姜聖應有令請五方神吏驅魔治病，最終

瘟疫得以控制且被消滅。再者，五套衣服應是青、紅、黃、白、黑五

種顏色，即他請五方神去邪除疫，都會身穿配合五行方位顏色的新

衣，運用道法滅魔除瘟。

用藥於地是姜聖所使用極為特殊的道法醫療方式：

朴順汝…其母已年過六旬，病入膏肓，便令家人為其準備後

事。上帝聞知後，到順汝家…上帝熬一劑四物湯，距病房外的院

子十二步處，如掘墓般刨地埋入了熬製的四物湯。上帝道：｢既是

沉屙，當用藥於地。｣ …順汝母親的病很快便痊癒了。

金京學身患重病，病情十分嚴重。上帝命京學將四物湯煮好

後埋到地下，並仰視月色。不到半個時辰，病就完好了。44)

43) 王明，《太平經合校》，頁721-722。

44) 《典經》，頁305-3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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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湯是姜聖經常使用的藥方，然朴順汝之母與金京學二人皆屬重

症，而姜聖所使用的是｢用藥於地｣的特殊方法，尤其他說：｢既是沉屙，

當用藥於地。｣這種醫療方式並不常見，需是擁有仙術道法者才具備的能

力，且患者需是罹患重病才是會使用，所以屬於特殊的道法醫療。

筆者認為｢用藥於地｣應與東方重視居住場所之地理位置的風水觀念

有關。若所居住的地方觸犯鬼魅禁忌，或遭受鬼魅入侵而罹患疾病，

則需治病於地。中國隋朝醫官巢元方(550~630)奉命撰寫的《諸病源候

總論》即有類似的說法：

夫五行金木水火土，六甲之辰，並有禁忌…其所禁忌，尤難

觸犯。人有居住穿鑿地土，不擇便利，觸犯禁害，土氣與人血

氣相感，便致疾病。其狀，土氣流注皮膚，連入，骨節沉重，

遍身虛腫，其腫自破…。45)

巢元方主要告訴世人，土氣與人氣緊密相連，因此，需流意所居住

地區的地理禁忌，若需動土掘地，或改造土地用途，需避免觸犯禁忌

而招致疾病，這種說法是華人在動土前需有祭拜安土儀式的文化。然

姜聖極為特別的，是用藥於地，藉此解除土地禁忌以醫民之病，只是

此法現已失傳，實是遺憾。

正氣祛病、驅除精怪、代病與轉病、更衣除病、用藥於地是姜甑山

所運用的道法醫療，因需具有仙術道法，故一般醫生所無法使用。而

道法醫療之所以有效，關鍵在於信眾對他的｢信｣，｢信｣是道法醫療最

重要的信仰因素，如同臺灣學者張珣所說：｢宗教醫療不是對治生理的

病因，而是對治文化的病因，宗教醫療對疾病的看法是受文化所制

約，醫療觀念本身也是一種信仰，當相信它時，整個人身心便完全配

合它行動。｣46) 可見全然的相信，促使姜聖的道法醫療全然見效。

45)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臺北：宇宙醫學出版社，1975)，頁14。

46) 張珣，《疾病與文化──臺灣民間醫療人類學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1989)，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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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乃研究大巡真理會《典經》之宗教醫療，藉以探討姜甑山在行道

過程中所採用的醫療方式。

姜甑山認為，病劫的根源在於集體｢無道｣，因之勸善教化的｢醫心｣
才是根治之道，他的醫理建立在｢身心一體｣的理念，是以他行醫救

世，不只是醫治身體的疾病，更重視矯正世人的觀念與態度，也就是

他所說的｢大病之藥，安心安身｣。
甑山常用的物理治療是按摩，他運用按摩消除病患因氣鬱不順所導

致腿部與腹部的疾病，並以食物調理時人營養不良的問題。四物湯是

他喜用的藥方，主治因血虛所導致的各種疾病，並以此為基底，增添

其他藥材，治療諸多疾病。他以小柴胡湯治療傷寒與流行感冒，並運

用生地黃汁醫治外傷，可見姜氏精通內外科，透過他的醫術，拯救底

層百姓免於病苦之中。

道法醫療是甑山宗教醫療最具特色的部分，根據本文的研究，《典

經》記錄的道法醫療有正氣祛病、驅除精怪、代病與轉病、更衣除病、

用藥於地等，結合符咒，藉以醫治百姓。正氣祛病乃以震怒與斥責之

非常理的方式醫治信眾；他也療癒了被精怪纏身的怪病，讓信徒恢復

正常生活；姜氏藉由轉病的方式，將病轉至他人與他物，醫治病人，

而代病是他代替百姓生病與染疫，可見其以蒼生為念的仁慈之心；更

衣除病是姜甑山透過道法，以舊衣代表病身，以新衣象徵健康的身

體，更換新衣法成為他宗教醫療的特色之一；用藥於地乃以四物湯為

藥引，埋入於地，這種罕見醫治病患的方式，就筆者所見，應是姜聖

獨創的道法醫療法。

姜甑山以醫者的身分行道救人，深深影響了十九世紀韓國的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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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的宗教醫療安定了當時深受疾病所苦的韓國百姓，若今日能夠

重現他的道法醫療法，相信對於西方醫學無法處理的疾病，將有難以

言喻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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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요약

대순진리회 전경의 종교의료(宗敎醫療) 연구

47)쫑윈잉*

본 논문은 대순진리회 전경을 중심으로 증산의 종교의료(宗敎醫療)

에 관해 논한 것이다. 증산의 의료 원리는 ‘심신일체(身心一體)’의 전체

론적 관점에 기반을 두고 있다. 말하자면, 질병을 치료하려면 반드시 

먼저 마음이 치유되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이를 ‘대병지약, 안심안신(大病

之藥, 安心安身)’이라 하였다.

안마(按摩)는 증산이 자주 사용하는 물리적 치료법으로서 그는 안마

를 사용하여 환자의 기울(氣鬱) 불순으로 인한 다리와 복부의 여러 질

병을 제거하였다. 사물탕(四物湯), 소시호탕(小柴胡湯), 목과(木瓜), 생

지황(生地黃)은 증산이 흔히 사용한 약재이다.

도법의료(道法醫療)는 증산의 종교의료의 특징이다. 전경의 기록

에 따르면, 정기(正氣)로 병을 물리치거나 정괴(精怪)를 쫓아내고, 자

신이 대신하여 병을 앓거나 그 질병을 다른 곳으로 옮기기도 하며, 옷

을 갈아입음으로써 병을 제거하고, 약을 땅에 묻는 등, 주문과 부적을 

결합하여 사람들을 치료하였다. 특히 땅에 약을 묻는 것은 증산의 독

창적인 도법의료 방식이다.

주제어: 대순진리회, 전경, 강증산, 종교의료, 도법의료

* 대만 원지대학교 교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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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Religious Medical Treatment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of Daesoon Jinrihoe in Korea

Chung Yun-y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igious medical 
treatments performed by Kang Jeungsan as recorded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the main scripture of the Korean new religion, 
Daesoon Jinrihoe.

　The unity of mind and body is the core principle underlying 
Kang Jeungsan’s religious medical treatments. He believed treating 
the mind of his patients was more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han 
treating their diseases. As such, he believed the only way to treat 
critical illness was to keep preserve the mind-body unity of his 
patients.

Massage was a physical therapy often used by Kang Jeungsan.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that he commonly used were the Four-substance 
Decoction (四物湯 samultang), Minor Bupleurum Decoction (小柴胡湯 
soshihotang), quince (木瓜 mokgwa *Pseudocydonia sinensis; not 
papaya), and rehmannia (生地黃 saengjihwang).

Kang Jeungsan’s religious medical treatments wer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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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oist healing methods. His Daoist style healing methods 
included multiple techniques such as treating diseases through 
correcting Qi, exorcising malevolent entities, transferring diseases 
to a different host, removing a disease through the changing of 
clothes, pouring medicine into the ground, combining the usage of 
talisman and incantations, and treating the common people. Among 
these techniques, Jeungsan’s pouring medicine into the ground was 
especially innovative.

Keywords: Daesoon Jinrihoe, Kang Jeungsan, religious medical treatment, 
Daoist heal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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