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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道教的“杂而多端”
———道教史新思考之一

○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　 道家道教研究中心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马端临所说“道教之术杂而多端”ꎬ可以说是道教的一个突出特点ꎮ 从道

教起源看ꎬ其文化思想多源ꎬ这是明显“杂而多端”的表现ꎬ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信

仰———神仙信仰ꎬ所以成为道教ꎮ 道教在发展中派别林立ꎬ也显得很“杂”ꎬ但是众多派

别之间ꎬ我们可以看到其“共祖”“共生”相互包容的现象ꎮ 道教与中国的民间信仰ꎬ相
互影响ꎬ情况相当复杂ꎬ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ꎬ道教对于民间信仰是起着主导作用的ꎮ
从各方面看ꎬ道教的“杂而多端”ꎬ并非“杂乱无章”ꎬ而是“有章可循”ꎮ “杂而多端”在发

展过程中ꎬ能充分反映道教的包容性ꎮ
〔关键词〕道教ꎻ杂而多端ꎻ包容性

一、马端临论“道教之术杂而多端”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神仙”类之后的按语中写道:
道家之术ꎬ杂而多端ꎬ先儒之论备矣ꎮ 盖清净一说也ꎬ服食又一说也ꎬ符

箓又一说ꎬ经典科教又一说也
这个长达 ５００ 字左右的按语主要是就道教经籍而言的ꎬ但是却含义很多ꎮ
首先ꎬ“道家之术”的“道家”实指“道教”ꎬ古代一般都是“道家” “道教”不

分ꎬ且常以“道家”代“道教”ꎬ马端临也是如此ꎬ他另有“道家”一类ꎬ收录老、庄、
列诸子书ꎮ

其次ꎬ“杂而多端”之术是不同时期不同代表人物所侧重的:
赤松子、魏伯阳之徒ꎬ则言炼养而不言清静ꎮ 卢生、李少君、栾大之徒ꎬ

则言服食而不言炼养ꎮ 张道陵、寇谦之之徒ꎬ则言符箓而俱不言炼养、服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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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杜光庭而下ꎬ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ꎬ则专言经典科教ꎬ所谓符箓者ꎬ特其教

中一事ꎬ于是ꎬ不惟清净无为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ꎬ虽所谓炼养服食之书ꎬ亦
未尝过而问焉矣ꎮ

这表述虽不一定完全准确ꎬ但可以作为“杂而多端”的一种表现ꎮ
第三ꎬ不论专言何“术”之人(准确的说应该是“派”)ꎬ“俱欲冒以老氏为之

宗主ꎬ而行其教”ꎮ 而“黄帝、老子、列御寇、庄周之书ꎬ所言者ꎬ清净无为而已ꎬ而
略及炼养之事ꎬ服食以下ꎬ所不道也”ꎮ 这反映了道教各派以老子为“宗主”的基

本事实ꎮ
除以上几点ꎬ马端临还对各种说法ꎬ主张的“是非”有所评论ꎬ如说:

炼养之说ꎬ欧阳文忠公尝删正«黄庭»ꎬ朱文公尝称«参同契»ꎬ二公大

儒ꎬ攘斥异端不遗余力ꎬ独不以其说为非ꎻ山林独善之士以此养生全年ꎬ固未

尝得罪于名教也ꎮ
还有其他几则不一一列举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马端临的评论有不少是代表宋元时期学界的普遍看法ꎬ如他

所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ꎬ先儒之论备矣ꎮ”他在这个按语前后就引用了“晁氏”
(晁公武著有«郡斋读书志»)、“东坡苏氏”“致堂胡氏”(胡寅人称“致堂先生”ꎬ
著有«读史管见斐然集»)、“朱文公”(朱熹)的大段议论ꎮ

二、文化思想多源与核心信仰的形成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ꎬ有着悠久的文明史ꎬ而且有极为丰富的文献

记载和考古资料ꎬ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ꎮ 我们讲古老的历史ꎬ内容更丰

富ꎬ讲道教的起源也是如此ꎮ
道教与佛教、基督教的起源不同ꎬ是渐进的ꎬ并且文化思想是多源的ꎬ这可说

是“杂而多端”的表现之一ꎬ同时也决定了整个道教“杂而多端”的特点ꎬ以上所

引马端临所言诸“道教之术”ꎬ无一不与道教的文化思想源头有密切关系ꎮ
人类早期思维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图腾崇拜、神灵崇

拜ꎬ乃至原始的宇宙论(如盘古开天地)等等ꎬ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文献记

述ꎬ我们必须说“世界罕见”ꎮ 我们要进一步说的是ꎬ几乎所有异彩纷呈的上述

各方面的传说和想象ꎬ都在后来的道教发展中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保留着ꎮ 这

里可举一个一般不常引的例子ꎬ最早的记载是: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说:

天地浑沌如鸡子ꎬ盘古生其中ꎮ 万八千岁ꎬ天地开辟ꎬ阳清为天ꎬ阴浊为

地ꎮ 盘古在其中ꎬ一日九变ꎮ 神于天ꎬ圣于地ꎮ 天日高一丈ꎬ地日厚一丈ꎬ盘
古日长一丈ꎬ如此万八千岁ꎮ 天数极高ꎬ地数极深ꎬ盘古极长ꎮ 后乃有

三皇ꎮ 
这个传说记载恐怕已经经过许多改造了(«太平御览»卷一、卷二两次引文

略有不同)ꎬ最原始的传说恐怕不是如此ꎬ而“天地浑沌”“阳清为天ꎬ阴浊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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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说又与«老子» 文有一致之处ꎮ 到了后来的“道经” 中ꎬ如«元始上真众仙

记» 〔１〕中就是这样:
昔二仪未分天地日月未具ꎬ状如鸡子ꎬ混沌玄黄ꎬ已有盘古真人ꎬ天

地之精ꎬ自号元始天王ꎬ游乎其中ꎮ 经四劫ꎬ天形如盖复经四劫ꎬ二仪始

分ꎬ相去三万六千里ꎮ 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ꎬ名曰玉京山ꎮ
下文还说ꎬ元始天王与太元玉女通气结精ꎬ生东王公、西王母ꎬ天皇、地皇、人

皇ꎬ伏羲、神农等王帝都是其后裔ꎮ〔２〕元始天王(后来又称元始天尊〔３〕 )是道教的

最高神ꎮ 这就是说ꎬ盘古是人类始祖ꎬ是道教的最高神ꎮ
古老的开天辟地宇宙学说ꎬ成了道教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ꎮ 其他天神、

地神、山神、水神等等莫不如此ꎮ 道教的神灵信仰是杂而多端的ꎮ
然而各种各样的神灵崇拜和信仰ꎬ在中国社会中除了在道教中有明显反映

之外ꎬ也会长期在社会的民俗中有不同形式的存在ꎮ 民间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长

期并存ꎬ二者如何区别呢?
道教之所以成为道教ꎬ就是它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信仰———神仙信仰ꎬ道教神

仙信仰的基本思想是:神灵是应该被敬仰的ꎬ但是人皆可以成神仙ꎬ人可以通过

修炼得道成仙ꎮ
神仙信仰形成之后ꎬ如何成神仙是一个大问题ꎬ而人与神之间的区别还是存

在的ꎬ人神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ꎮ 早期沟通人神的是“巫师”“巫史”或“巫祝”ꎬ
这在殷商时期特别突出ꎮ “巫”实际上是官吏ꎬ而且是权力很大、影响很大的官

吏ꎬ负责奉祀天帝众神ꎬ为人祈福禳灾ꎬ天文、地理、占卜、星历、治病等等政事、人
事无一不管ꎬ巫咸、巫贤就是商代著名的位高权重的大官ꎮ

与巫有关的大事在整个古代都是存在的ꎬ比如祭祀ꎬ古代“国之大事ꎬ在祀

与戎”ꎮ 祭祀是巫师掌管的ꎬ但是以殷商时期最为突出ꎮ 此前逐渐形成ꎬ此后随

着社会的进步ꎬ其职权有所变化ꎮ 从周代开始ꎬ其地位逐渐下降ꎬ走向民间ꎬ后代

乃至近现代ꎬ巫术成为流行于民间的活动ꎮ 人神沟通的职能周代以后巫师被方

士取代ꎬ汉代以后又被道士取代ꎮ 发展历程大体是如此ꎮ
巫地位的变化与古代人们信仰的演变有关ꎬ这里我想借用«礼记表记»中

孔子的一席话作点新的解读ꎬ孔子说:
夏道尊命ꎬ 事鬼敬神而远之ꎬ 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ꎬ率民以事神ꎬ

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ꎬ事鬼敬神而远之ꎬ近人而忠焉
孔子对夏、商、周历史的看法是有一定价值的ꎬ他指出在“敬鬼神”这个问题

上三代有所不同ꎬ殷人尊、事鬼神十分突出ꎬ夏、周则“事鬼敬神而远之”ꎬ这与以

上所说殷人重神重巫的事实吻合ꎮ 夏、周之“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有具体论

述ꎬ历代注释多认为孔子是从三代政教特点不同而论述的ꎮ 但是ꎬ我认为ꎬ在敬

鬼神这个问题上ꎬ反映了三代对“鬼神”不同的认识ꎬ夏代(包括夏以前)人们对

“鬼神”的认识比较模糊ꎬ“认命”了ꎬ模模糊糊的敬而远之ꎬ“尊命”不好解ꎬ孙希

旦曰:“尊上之政教也” 〔４〕ꎬ这很不明确ꎬ唐人孔颖达的正义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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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尊命ꎬ言夏为政之道ꎬ尊重四时政教之命ꎬ使人劝事乐功也ꎮ
“尊重四时政教之命”ꎬ顺其自然ꎬ也有点无能为力ꎬ“认命”ꎬ反映夏及以前

人们对神鬼的认识ꎬ只好敬而远之ꎮ 殷人“尊神”对鬼神认识多了ꎬ努力沟通人

神ꎬ创造出“巫”来试图解决问题ꎮ 周人的敬而远之ꎬ则是文化进步了ꎬ“尊礼尚

施”更注重社会政治诸问题ꎮ 在政教上ꎬ神鬼逐渐淡出人们的政治视野ꎮ 但是ꎬ
神鬼之事不可避免ꎬ因而就有“方士”之兴起ꎬ逐渐的“方士”取代“巫工”ꎬ周代

后期春秋战国开始ꎬ神仙学说流行ꎬ方仙道兴起ꎬ这就是道教产生的历史脉络ꎮ
道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ꎬ但没有核心信仰———神仙信仰ꎬ道教就不能称

之为道教ꎮ 道教的核心信仰———神仙信仰ꎬ究竟具体是如何形成的ꎬ仍值得作进

一步的探讨ꎮ 而且道教的最高信仰———道的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ꎬ也值得进一

步探讨ꎮ

三、大小宗派林立与共祖共生

道教和佛教、基督教等大宗教一样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ꎬ有许多大大小小

的宗派ꎮ 但是道教的宗派发展ꎬ有自己不同于基督教、佛教的特点ꎮ 基督教、佛
教的许多宗派是分化甚至分裂而成ꎬ道教则是融合、师徒繁衍而成ꎮ 正一派可说

是若干小宗派联合成的大宗派ꎬ然后又衍生出若干宗派ꎬ如:上清派、灵宝派ꎬ茅
山、龙虎山、阁皂山符箓三宗ꎬ等等ꎮ 而全真派的发展ꎬ曾有南、北二宗之分ꎬ但各

宗祖师的谱系十分清楚ꎬ所谓北五祖、南五祖ꎬ二宗合一时ꎬ祖师的传系也作调

整ꎮ 宋、元以后曾出现过一些新的道教ꎬ后又分别归入全真或正一ꎬ如宋元时期

出现的“太一道”ꎬ后并入正一道ꎬ当时另一个新的“真大道”ꎬ后并入全真道ꎬ等
等ꎮ

宗派的分分合合ꎬ传衍和发展比较自然、和谐ꎬ不像基督教那样有派别的大

分裂ꎬ有尖锐的对立和斗争(甚至宗教战争)ꎮ 佛教派别之间也有争正统和权威

的“教相判释”(简称“教判”)ꎮ 而道教宗派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ꎬ可以归纳为:
共祖、共生ꎮ

(一)共祖

道教的各宗派ꎬ共同承认的道祖是老子———太上老君ꎮ 当然ꎬ在道教发展史

上ꎬ道祖的共认上是曾有一些变化的ꎬ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把老子排在第四ꎬ
主要是从整个神仙谱系排的顺序ꎬ因为当时创造了许多神ꎬ当然也反映当时有些

人不特别尊崇老子ꎮ 然而ꎬ从总的发展看ꎬ共认老子为道祖是道教之所以成为道

教的主要特征之一ꎬ道教的各派别都是要认祖归宗的ꎮ 概括地说ꎬ即前引马端临

所说:
然俱欲冒以老氏为之宗主而行其教ꎮ

这是他在列举了“清净”“炼养”“符箓”以及“经典科教”各派别之后的总结

之词ꎮ 各派之认祖归宗ꎬ以老子为教主ꎬ为道祖ꎮ
实际的发展情况正是如此ꎬ除了早期的方仙道情况还有待查考之外ꎬ东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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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黄老道、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道派都是如此:“黄老道”之名反映的是对黄

帝、老子的崇奉ꎬ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 〔５〕ꎬ祠祀老子是当时比较突出

的一个现象ꎬ是把老子作为神来敬奉的ꎻ五斗米道之崇奉老子ꎬ三国时鱼豢的

«典略»记载说:
又使人 为 奸 令 祭 酒ꎮ 祭 酒 主 以 « 老 子» 五 千 文ꎬ 使 都 习ꎬ 号 为 奸

令ꎮ 〔６〕

叫信教人学习«老子»ꎬ就不仅仅是敬拜了ꎮ 今有«老子想尔注»发现ꎬ被认

为是张陵所作ꎬ至张鲁最后定本ꎬ饶宗颐先生说是“天师道研读«道德经»所用之

课本” 〔７〕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如上所述ꎬ有时似乎道祖的地位不高ꎬ应该是有些具体变

化的ꎬ当时是一个创造道教经典的时期ꎬ许多经典著作ꎬ不能都归源于老子ꎬ所以

要造出早于老子、高于老子的人ꎮ 这里我想以葛洪的论述来说明ꎬ«抱朴子内

篇金丹»中写道:
故老子之诀言云ꎬ子不得还丹金液ꎬ虚自苦耳ꎮ 
复有«太清神丹»ꎬ其法出于元君ꎮ 元君者ꎬ老子之师也ꎮ 元君者ꎬ

大神(仙之)人也ꎬ能调和阴阳ꎬ天下众仙皆隶焉ꎮ〔８〕

仔细玩味这些文字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第一ꎬ“老子之诀”是哪里来的? 现

在很难考证ꎮ 但也由此可见在葛洪那里ꎬ“老子”并未被否定ꎬ还引用“老子之

诀”来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ꎮ 第二ꎬ大神“元君”是“老子之师”ꎬ这可说明他是要

抬出一个比老子高的人来创造«太清神丹»ꎮ 至于元君是否即上清、灵宝派所尊

崇的“元始天尊”ꎬ有待考查ꎮ 第三ꎬ反映了葛洪属于与符箓派不同的丹鼎派ꎮ
整个«金丹»篇及其他篇ꎬ反映了他的神仙思想ꎬ开宗明义写道:

余考览养性之书ꎬ鸠集久视之方ꎬ曾所披涉篇卷ꎬ以千计矣ꎬ莫不皆以还

丹金液为大要者焉ꎮ 然则此二事ꎬ盖仙道之极也ꎮ 服此而不仙ꎬ则古来无仙

矣ꎮ〔９〕

葛洪相信神仙ꎬ相信人能成为神仙ꎬ“仙道之极”就是服金丹ꎬ因为“服此二

物(药)ꎬ炼人身体ꎬ故能令人不老不死ꎮ”总之ꎬ葛洪是神仙理论家ꎬ属于道教的

丹鼎派ꎬ这些我们都从他的著述中看到了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老子在当时道教界

的地位是值得进一步细寻的ꎬ但是道祖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的ꎬ也许有些派别有

一个认祖归宗的过程ꎮ «魏书释老志»肯定了道祖为老子ꎬ其言曰:
道家之原ꎬ出于老子ꎮ 上处玉京ꎬ为神王之宗ꎻ下在紫微ꎬ为飞仙之

主ꎮ 
此“道家”即是“道教”ꎬ下面接着就有“其为教也”云云ꎮ 北魏的寇谦之ꎬ就

是奉太上老君亲授“天师之位”ꎬ并赐给«云中音诵新科之诫»ꎬ他奉老君之命ꎬ
“宣吾新科ꎬ清整道教ꎬ除去三张伪法”ꎮ 所谓“三张伪法”是有具体内容的ꎬ即
“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ꎮ 大道清虚ꎬ岂有斯事ꎬ专以礼度为首ꎬ而加之以服

食闭练”ꎮ 实际这是一种改革ꎬ或者也与丹鼎和符箓两派之别有关ꎮ 要之ꎬ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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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次确认道祖老子的地位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是如此ꎬ唐宋以后就更不必说了ꎬ对老子再二再三的

加封ꎬ是众所周知的事ꎮ
后起的全真派如何认祖归宗的ꎬ也可作进一步的探讨ꎮ 全真祖师王重阳有

明显的三教合一思想ꎬ也是想对道教进行认真的改革ꎬ但是我曾经论述过ꎬ他虽

有三教合一的思想ꎬ但是“对佛教的‘破釜’ꎬ不屑一顾ꎬ尽力保全道家、道教

之真ꎬ创立具有自己‘家风’的全真道教”ꎬ他“对«老子»确实是恭敬、虔诚之

至ꎮ” 〔１０〕全真道之有道教的最高信仰———道、核心信仰———神仙ꎬ而以老子为道

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ꎬ只需举例证明罢了ꎮ
其他教派莫不如此ꎬ如与全真道同时兴起的“太一道” “传太一三元法箓之

术ꎬ固名其教曰太一”“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 〔１１〕ꎬ后来并入正一

道ꎬ因为道祖是相同的ꎮ 另一个“真大道”ꎬ其创始人刘德仁宣称ꎬ有须眉皓白的

老叟乘青犊牛车过其家门ꎬ摭«道德经»要言授之ꎬ并嘱其“善识之ꎬ可以修身ꎬ可
以化人”ꎮ 然后投笔一支而去ꎮ〔１２〕这当然是认老子为道祖的ꎮ 后来“真大道”并
入了全真道ꎮ

凡属道教ꎬ必以老子为道祖ꎮ 历史上乃至现今ꎬ还有许多民间宗教分别受佛

教、道教的影响ꎬ有些在法术、科仪上多采用道教的内容ꎬ但它们不尊奉老子ꎬ没
有神仙信仰ꎬ虽有时用“道”字ꎬ但不是道教ꎬ不应归入道教ꎬ这与道教内部的派

别不同ꎮ
(二)共生

我这里想说的“共生”ꎬ主要讲道教内派别的关系ꎮ 道教内部虽然派别林

立ꎬ但彼此之间ꎬ和谐相处、交融互补ꎬ无论在教理教义上、科仪法术上、修仙炼养

方面都是如此ꎮ 仅以全真、正一这两大派之间的关系为例即可说明ꎮ 具体可举

武当山道教的发展事例:
武当山在道教史上ꎬ唐宋以前没有其他一些山头有名ꎬ早期道教的洞天福地

中还没有它ꎮ 但唐末以后ꎬ它成为第九福地ꎬ再以后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山”之
称ꎮ 根据记载ꎬ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就有不少人在武当山隐居修炼、求道拜师ꎬ
其中有些有名有姓的道士ꎬ如上清派的谢允、山世远等人ꎮ 唐代的孙思邈、吕洞

宾ꎬ五代的陈抟ꎬ有记载他们都到武当山游历甚至隐居过ꎮ 宋元之前ꎬ武当山的

道士当然是正一派的ꎬ全真道兴起之后很快就有不少全真道士进入武当山ꎬ有相

当长一段时间ꎬ是正一、全真两派道士共处ꎬ和睦相处、互融互补ꎬ这方面的研究

已有成果ꎬ如王光德、杨立志所著«武当道教史略» 〔１３〕ꎬ其中根据史事所作的一些

描述颇能说明我想说的“共生”现象ꎬ兹征引数段文字如下:
宋末元初兵乱之后ꎬ武当宫观荒芜衰败ꎬ道众四处流散ꎮ 直到至元十二

年(公元 １２７５ 年)ꎬ才有在北方访道的武当道士鲁洞云和全真道士汪真常等

人一起回到武当山修复五龙、紫霄等处坛宇ꎮ 不久ꎬ南方盛行的清微派叶希

真也来到五龙宫ꎬ使武当山出现了南北道派交汇融合的新局面ꎮ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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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道派在武当山长期和睦相处ꎬ交叉影响ꎬ且有相互融合的趋势ꎮ 
各道派之间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容易融汇吸收、相互补充ꎬ而且在道法授受上

也互有交叉关联、相互影响ꎮ 武当五龙宫本是全真派兴工修复的ꎬ但清微派

传人叶警云莱、刘道明、张道贵等均居住此宫ꎮ (１３１ － １３２ 页)
还有各派之间互学道法、互拜为师等等ꎬ还有奉旨受理武当宫观教务的道教

领袖ꎬ“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道派兼容并蓄竭尽提携之力ꎬ并不强求一致、让别

人放弃原有宗派ꎮ”(１２０ 页)等等ꎬ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ꎮ
武当山道教的发展ꎬ教派“共生”的特点十分明显ꎮ
正一、全真两大派的交融共生ꎬ还可举出另一个较突出的例子ꎬ正一派张宇

初的思想和作为ꎮ
张宇初(１３６０ － １４１０ 年)其人及其思想ꎬ能充分反映正一和全真两大派交融

共生的密切关系ꎮ 他 １７ 岁就袭为正一道第 ４３ 代天师ꎬ２０ 岁时由朱元璋敕封

“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ꎬ领全国道教了ꎮ 他聪明好学ꎬ喜欢儒家

的五经、诸子ꎬ通晓佛学之理ꎬ有道门硕儒之称ꎬ对于道教正一、全真之理、法均很

熟悉ꎮ «明史方技传»记载说ꎬ“宇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ꎮ”正一天师拜

全真高道为师ꎬ两派往来之关系可见一斑ꎮ〔１４〕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著作中ꎬ反映他

对两派(乃至三教)关系的态度ꎬ及两派交融互补的事实ꎮ 例如他的«道门十

规»ꎬ显出了他对道教各派兼容并包的态度ꎬ其相关文字是:
道之所由立ꎬ出乎太上一也、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ꎬ曰法则有清

微、灵宝、雷霆之目ꎬ非究源以求流ꎬ必忘本以逐末ꎮ
这是总纲上的言语ꎮ

后之阐化ꎬ则有祖天师、许真君、葛仙翁、茅真君诸仙之派ꎮ 世降之久ꎬ
不究其源ꎬ各尊派系ꎬ若祖师之曰正一ꎬ许君之曰净明ꎬ仙公之曰灵宝ꎬ茅君

之曰上清ꎬ此皆设教之异名ꎬ其本皆从太上而授ꎮ 凡符箓、经教、斋品、道法

之传ꎬ虽传世之久ꎬ各尊所闻ꎬ增减去取或有不同ꎬ而源委则一ꎮ 内而修之ꎬ
则有内外丹之传

这是论“道教源派始自”ꎬ难得有如此客观、全面、相当正确的概述ꎬ“分派虽

不同ꎬ而其源则一”ꎬ这是他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ꎮ 与此同时ꎬ他对于道教的符

箓、经教、斋品、道法以及丹道都是肯定的ꎬ甚至说“符箓弥多ꎬ皆所以福”ꎮ 但

是ꎬ他对于“邪道”“邪说”也是坚决反对的ꎬ“覩诸邪道ꎬ如睹仇雠”ꎮ (按:他有

“圆光附体ꎬ降将附箕ꎬ扶鸾照水ꎬ诸项邪说ꎬ行持正法之士ꎬ所不宜ꎮ”这个说法ꎬ
与后来道教之用“扶箕”不同ꎬ应是后来的变化ꎮ)

作为正一天师ꎬ在对全真派的肯定上也表现出他的气魄ꎬ在讲“十规”之“坐
圜守静为入道之本”时说:

近世以禅为性宗ꎬ道为命宗ꎬ全真为性命双修ꎬ正一则惟习科教ꎬ孰知学

道之本ꎬ非性命二事而何? 虽科教之设ꎬ亦惟性命之学而已ꎮ 
这里甚至可理解为全真比正一略高一筹ꎮ

—６７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６学者专论



宋金之初ꎬ重阳王祖师ꎬ遇钟吕之传ꎬ始立全真之教故全真是教ꎬ则
犹以坐圜守静为要ꎬ五祖则七真则

对全真派非常熟悉ꎬ赞赏有加ꎬ并且承认“重阳王祖师”ꎬ 认祖归宗也进一步

发展了ꎮ
以上二例ꎬ应该能说明道教派别交融“共生”的现象了ꎮ
明清以后ꎬ正一派的科仪、法术也一一被全真派所采用ꎮ 两派之间的交流、

互用ꎬ经过了长期的磨合ꎬ时至今日ꎬ见到一个道士ꎬ如果不是在特定的场合ꎬ他
不自报家门ꎬ很难区别全真、正一道士了ꎮ 今后还可以也应该进一步交流互补ꎮ

四、纷纭的民间信仰与道教的整合

民间信仰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ꎬ
其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ꎮ 对于这些问题ꎬ近几十年来学界的研究有较大

发展ꎮ 比较集中的反映是ꎬ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民间信仰

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ꎮ 在这部包含有七本书的系列中ꎬ就有«道教与民间信

仰»一册ꎬ该书的综合和个案研究都很深刻ꎬ值得参考ꎮ 本文想研讨的问题即

“道教与民间信仰”ꎬ主要选取“杂而多端”这个角度作些论述ꎮ
中国的民间信仰不但历史悠久ꎬ而且非常丰富(有不少记载)ꎬ所以上面标

题使用“纷纭”二字ꎬ表明既“多盛”又“杂乱”ꎮ 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ꎬ也具有

“杂而多端”的特点ꎮ
其次要先说明的另一点是ꎬ民间信仰在这里主要讲神灵信仰与神鬼沟通的

法术两个方面ꎮ 本节讲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ꎬ主要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ꎮ
(一)关于神灵信仰

神灵信仰也就是道教的神仙信仰ꎬ包括自然与人两部分ꎬ即天神地祗和修道

成仙之真人ꎮ 天地神祗有长期的发展过程ꎬ最后是形成了庞大的系统ꎮ 历代仙

人更是不断增加且日益壮大ꎬ汉代刘向撰«列仙传»７０ 人ꎬ葛洪«神仙传»录 ９２
人ꎬ葛洪说:

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ꎮ 然神仙幽隐ꎬ与世异流ꎬ世之所闻者ꎬ
犹千不得一者也ꎮ

有名无名的仙人真是很多的ꎮ
道教的神仙信仰是不断发展的ꎬ道教人士也曾多次进行过书面整理和记录ꎬ

如: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正编、续编、后集)
之类的图书ꎮ

道教的神灵本来就是从古代各种民间信仰中综合、改造而成的ꎬ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信仰中的神灵ꎮ 从上天神灵到城隍、土地、灶君、门神等

等ꎬ都源源不断地进入道教神灵系统ꎬ人们喜欢财神ꎬ道教中就会有文财神(赵
公明)、武财神(关公)出现ꎮ 民间信仰的神灵有局部性的ꎬ如沿海一带的妈祖ꎬ
也可以纳入道教的神灵系统ꎮ 甚至于各类精魅、鬼物ꎬ只要潜心修炼、造福于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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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奏明天庭授以正神之职(参见«女青鬼律» «天坛黑律义格»等道教经书)ꎬ
“白蛇传”中的蛇仙应该是这方面的反映ꎮ “民间神祀进入道教ꎬ一方面丰富了

道教神谱ꎬ另一方面ꎬ这部分神祀也得到了提升ꎬ在中国历史上稳固传承ꎮ” 〔１５〕

另一方面ꎬ道教的天神和影响大的神灵ꎬ在民间信仰中有时候有的地方也会

出现ꎬ如玉皇大帝、玄天上帝、太上老君ꎬ乃至八仙中的吕洞宾等人ꎬ都会享有崇

高的地位ꎮ
从整个发展看ꎬ道教的神祗信仰是沿着制度化宗教的方向发展ꎬ而民间的神

灵信仰却一直在散漫而杂乱无章的流传着ꎮ 道教的神灵信仰相对于纷纭的民间

信仰始终居于主导地位ꎮ
(二)关于法术

人们信仰、敬神ꎬ并且很早就是神鬼相联ꎬ如前所述ꎬ夏、商、周都敬事鬼神ꎬ
尤其是“殷人尊神ꎬ率民以事神ꎬ先鬼而后礼”ꎮ 如何“事”? 如何“礼”? 夏、商、
周时期都是由“巫”来执行ꎬ由巫来与神鬼沟通ꎬ这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礼仪和方

法ꎬ形成“巫术”ꎮ “率民事神”ꎬ国家的东西影响到民间ꎬ民间各自发展ꎬ又形成

各具特色的越巫、荆巫、齐巫等地方之巫ꎮ 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关于巫的记载是

很多的ꎬ也是“杂而多端”的ꎮ
道教形成之前就是巫术ꎬ道教形成之后就是道教的法术ꎬ简称“法术”或“道

术”ꎬ道术又称“道法”ꎬ或简称为“法”或“大法”ꎬ也有称为“艺术”的ꎮ〔１６〕而民间

流行的则始终被视为“巫术”ꎮ 学界认为从早期巫术到道教之道术发展过程中

有一个“方仙术”ꎮ 我认为ꎬ方仙道就是早期道教ꎬ〔１７〕 方仙术不必被视为一个独

立的阶段ꎬ但它是一个道术发展阶段ꎮ 这个阶段的内容也是值得研究的ꎬ有人已

经做过较深入的研究ꎮ 郑杰文的«方仙道的方术» 〔１８〕 一文把当时“方士们的方

术”分为三类十四种ꎮ 一类“不死方”ꎬ“不死方有却老术、不死药、祠灶炼丹术、
辟谷术、尸解术五种ꎮ”二类“鬼神方”ꎬ“鬼神方有使物见鬼术、见仙人术、解克

术、神异术、祭祀方五种ꎮ”三类“政治方”ꎬ“政治方有封禅术、谶言术、五德说、大
九洲说四种ꎮ”以上总结颇有意义ꎬ从上到下、从朝廷到民间的各种方术都归类

涉及到了ꎮ 除政治方主要在秦汉时期明显实行之外ꎬ其他二类都是民间长期流

传和发展的ꎮ “不死方”ꎬ长生不死(或长生不老)是与道教神仙信仰密切相关

的ꎬ人人都可以通过修道成仙ꎬ或天仙、或地仙、或尸解仙ꎬ或寻求不死之药(包
括炼丹成药)ꎬ或采用“辟谷术”之类的方法进行修炼ꎮ 这些一直流传下来ꎬ直到

今天(例如“辟谷”)ꎮ “鬼神方”即请神驱鬼或“装神弄鬼”ꎬ此类方术也一直流

传下来ꎬ但却变得五花八门、杂乱得难以言说ꎬ乃至令人难以想象ꎮ
上述这些“方术”在道教法术中都有ꎬ而且是经过历代高道的整理、发展ꎬ更

加系统化、程式化、制度化、理论化的ꎮ 道术中有关道法的记载有很多ꎬ学界的研

究也不少ꎬ如刘仲宇的«道教法术» 〔１９〕就是一部较新的专著ꎬ可以参考ꎮ
我这里想着重提出的一点是ꎬ道教的法术是从历史上的巫术、方术发展起来

并日趋完善的ꎮ 民间巫术的流传ꎬ虽有着自己的渊源ꎬ但在后世的发展中应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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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取法道教的法术ꎮ 无论哪个地区或哪个民族ꎬ因为社会和人事的诸多变动ꎬ
有些巫术可能中断、失传ꎬ重新恢复和建立的“巫术”自然会借鉴和学用根基牢

固、长期广为流传的道教法术ꎮ 由此可说ꎬ道教的法术对民间信仰的巫术起着主

导作用ꎮ
我们研讨道教“杂而多端”的问题ꎬ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ꎬ从很多方面

看ꎬ道教的确有“杂而多端”的特点ꎮ 但是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明ꎬ“杂
而多端”并非“杂乱无章”ꎬ各种“杂”的发展是有序可寻的ꎬ在各种复杂的情况

下ꎬ或有“核心”ꎬ 或有“共性”ꎬ或有“主导”ꎬ 或有“整合改造”ꎬ这样才使得道教

成为了一个有影响的正规的宗教ꎮ 同时ꎬ“杂”的发展又能充分反映道教的包容

性ꎬ与其他宗教相比颇有不同ꎬ这是难能可贵的ꎬ是其特点ꎬ也是优点ꎮ

注释:
〔１〕〔２〕原文见«道藏»第 ２５ 册ꎬ第 ３４０ 页ꎮ
〔３〕不同时期又有不同说法ꎬ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有元始天王、元始天尊二神ꎬ后合而为一ꎬ只提元

始天尊了ꎮ
〔４〕转引自杨天宇:«礼记译注»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９３９ 页ꎮ
〔５〕«后汉书襄楷列传»ꎮ
〔６〕«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后汉书刘焉传»韦贤注均有引用ꎬ引文相同ꎬ而«后汉书张鲁传»

记载则稍有不同ꎮ
〔７〕«老子想尔注校正»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３ 页ꎮ
〔８〕〔９〕«抱朴子内篇金丹»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７１、７６ꎬ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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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参阅李远国、刘仲宇、许尚枢:«道教与民间信仰»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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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嘉　 耀〕

—９７１—

略论道教的“杂而多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