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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道教历史上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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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改革不同于西方宗教改革而有自己的特点ꎬ是渐进式、和平性的ꎮ 从

改革的原因和内容看主要是道教本身的问题ꎮ 改革的结果和意义是ꎬ教理教义的日益

成熟ꎬ教规教制的因时而变ꎬ道术科仪的不断丰富ꎬ从而保证道教的发展ꎮ 在改革中高

道的作用重大ꎮ 反思其历史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ꎮ
〔关键词〕道教ꎻ改革ꎻ反思

在学术研究中ꎬ开始使用“宗教改革”主要是指基督教 １６、１７ 世纪前后的宗

教运动ꎮ 事实上ꎬ各大宗教在发展中ꎬ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改革存在ꎬ但是

各有特点ꎬ本文主要讨论道教发展史上的改革ꎮ

一、道教改革的渐进式、和平性

与西方宗教改革的激烈斗争乃至发生宗教战争有所不同ꎬ道教历史上的改

革ꎬ基本是渐进的、和平的演变ꎮ 即便北魏寇谦之有“清整道教ꎬ除去三张伪法”
那样的语言ꎬ也未见有何激烈的行动ꎬ主要是针对过时的、影响极不好的“旧道

法”宣布了新道法«云中音诵新科之诫»ꎮ 所谓“三张伪法”ꎬ除了原五斗米道中

一些不合“大道清虚”之旨的规定和做法之外ꎬ主要是指张陵之后一些被误传、
歪传“渐行民间”的“奸怨非法”ꎬ并无完全否定张天师之意ꎮ “新法”对于改革

内容很具体ꎬ不该做哪些? 应该怎样做? 有不少具体规定ꎮ 如何推行新法呢?
可以说是正面积极的引导、示范、推行ꎬ先是他自己带领一帮弟子实践ꎬ在取得北

—５５１—



魏太武帝信任之后进一步扩大其影响ꎬ«魏书释老志»中记载说:
世祖欣然ꎬ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ꎬ祭嵩岳ꎬ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ꎮ 于

是崇奉天师(按:寇谦之假借“老君”所赐自称天师)ꎬ显扬新法ꎬ宣布天下ꎬ
道业大行ꎮ 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ꎬ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ꎬ重坛

五层ꎬ遵其新经之制ꎮ 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ꎬ齐肃祈请ꎬ六时礼拜ꎬ月设厨会

数千人ꎮ
这种示范影响自然是很大的ꎮ 未见(实际上应该没有)对不遵新法者有何

惩罚ꎬ即使有用“旧法”者(实际上当然会有)ꎬ也会是自生自灭ꎮ 寇谦之以后没

有传人ꎬ成为一大疑案ꎬ但主要不应该是政治原因ꎬ还是道教内部的问题ꎬ如«魏
书释老志»所说:“诸道士罕能精至ꎬ又无才术可高”ꎮ 寇谦之自称天师也未为

后世认可ꎬ但其新法的许多革新内容ꎬ还是为以后道教的发展所认同的ꎮ
东晋南朝是道教史上的重要改革时期ꎮ 上清、灵宝派的出现ꎬ陆修静、陶弘

景等代表人物的活动ꎬ都是道教史上主要的改革内容和活动ꎮ 主要的表现是大

量经书的造作ꎬ实际上新造的经书ꎬ和上述寇谦之的“新法”一样ꎬ是通过新的经

书来改造和发展道教ꎮ 当时新道派的创始人都承认是天师道发展而来的ꎬ不同

的新经书虽各有所重ꎬ但并无根本性的矛盾ꎬ都是道教的经书ꎬ所以才会有“三
洞”、“四辅”七大部类的集中、总汇起来ꎬ实际上也是承认各道派、各种各样的道

教典籍ꎬ后来的«道藏»包罗更多ꎮ 承认差异ꎬ包融一切ꎬ任其自然发展或淘汰ꎬ
这就是改革渐进式、和平演变的表现ꎮ

唐宋以后ꎬ道教的不断改革ꎬ仍然主要表现在新经典(主要有义理阐发、新
规新律等)的不断出现ꎬ以及伴随着各种新道派的产生ꎮ 陆续出现的、长期流行

的、影响较大的新道派ꎬ都是有自己特别尊奉的经典和戒律ꎬ并且各有各的传授

仪式和方法ꎬ但有很多时候是并存发展的ꎬ或者只有传播、流行的主要地区不同ꎬ
没有明显的门户之见ꎮ 唐宋以后ꎬ道教的重大变化ꎬ如外丹与内丹的发展变化ꎬ
如一些新道派ꎬ特别是全真派的出现ꎬ基本上都是渐进的、和平的ꎮ 内丹与外丹

由不同到互相交融ꎬ各种新道派最后归结为正一、全真两大派ꎬ两大派不是对立

的ꎬ只是教义、教制、教规的一些不同ꎬ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又互相吸收融合ꎮ 明初

张宇初及其«道门十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ꎬ正一派第 ４３ 代天师张宇初“尝
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明史方伎传»)ꎬ刘渊然是全真派的高道ꎬ张宇初

曾为全真派弟子ꎮ 永乐年间他又曾两次奉谕于武当山寻找全真一系的隐士张三

丰ꎮ 他的«道门十规»对全真派的“性命双修”特别推崇ꎬ“全真为性命双修ꎬ正一

则惟习科教ꎮ 虽科教之设ꎬ非性命二事而何?”(«道门十规»)甚至于对本派

的符箓祈禳之术持批判态度ꎬ特别是对符箓的滥用予以批判ꎮ 张宇初整顿道教

的纲领ꎬ是融合了全真、正一两大派内容的ꎬ而且他的“派虽不同ꎬ其源则一”的
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ꎬ教派不同ꎬ没有根本性的矛盾ꎬ只不过“凡符箓经教ꎬ斋品

道法之传ꎬ虽传世之久ꎬ各尊所闻ꎬ增减去取ꎬ或有不同ꎬ而原委则一” 〔１〕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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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认识ꎬ可以反映道教改革、发展的渐进式与和平性ꎮ

二、改革不断进行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ꎬ道教改革的需要主要是道教本身的问题ꎬ或者因其某些方面的

不完善ꎬ或者因鱼龙混杂使之失去了社会民众的信任ꎬ因此需要某种形式、某种

程度的改革ꎮ 如前所述ꎬ东晋南北朝是重要的改革时期ꎬ有一系列的改革呈现ꎬ
主要原因就是道教本身的问题ꎬ自身不强ꎬ内外混乱ꎮ 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晋葛

洪的«抱朴子» 〔２〕得到线索ꎮ 如果说葛洪也应该纳入渐进式改革历程中的话ꎬ那
就是他对神仙信仰学说的总结和发挥ꎬ对于道教的核心信仰———神仙信仰的完

善是有重大意义的ꎬ当然关于其他教理教义的阐述ꎬ也有其贡献ꎮ 而他在书中对

于道教发展现实的描述ꎬ又提供了需要改革的线索及社会背景ꎮ 他在书中明确

地提出当时道教界鱼龙混杂的现象极为严重ꎬ他说:
世所谓道率皆妖伪ꎬ转相诳惑ꎬ久而弥甚ꎬ既不能修疗病之术ꎬ又不能返

其大迷ꎬ不务药石之救ꎬ惟专祝祭之谬ꎬ祈祷无已ꎬ问卜不倦ꎬ巫祝小人ꎬ妄说

祸祟ꎬ疾病危急ꎬ唯所不闻ꎬ闻辄修为ꎬ损费不訾ꎬ富室竭其财储ꎬ贫人假举倍

息ꎬ田宅割裂以讫尽ꎬ箧柜倒装而无余如其死亡ꎬ便谓鬼不见赦ꎬ幸而误

活ꎬ财产穷罄ꎮ («道意»)
又诸妖道百余种ꎬ皆煞生血食ꎬ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ꎮ («道意»)
李家道也并不怎么样ꎬ“复未纯为清省也ꎬ亦皆宜在禁绝之列ꎮ” 世间自

有妖伪图钱之子ꎬ而窃言道士之号者ꎬ不可胜数也ꎮ («勤求»)
这是“窃道士之号”的鱼龙混杂ꎬ或者还有“诸虚名之道士”ꎬ“善为诳诈ꎬ以

欺学者”ꎬ甚至“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勤求»)ꎬ制造混乱ꎮ 他还有“今杂

猥道士之辈”(«勤求»)“余亦屡见浅薄道士辈” («杂应») “余昔数见杂散道士

之辈”(«祛惑»)ꎬ从“昔”至“今”“不可胜数”ꎮ 就道教内部而言ꎬ也存在一些混

乱现象ꎮ 由于“方术繁多”ꎬ本应“籍众术之共成长生也”ꎮ 但是:
又患好事之徒ꎬ各仗其所长ꎬ知玄素之术者ꎬ则曰惟房中之术ꎬ可以度世

矣ꎻ明吐纳之道者ꎬ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ꎻ知屈伸之法者ꎬ则曰唯导引可以

难老矣ꎻ知草木之方者ꎬ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ꎮ 学道之不成就ꎬ由乎偏枯

之若此也ꎮ («微旨»)
综上所述这些ꎬ细说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ꎬ大的关乎教义教理ꎬ小的涉

及道士的为人处事ꎬ无一不影响着道教的传播和发展ꎬ势必需要清整改革ꎬ因而

才有东晋南北朝一系列改革的发生ꎮ
以后更多新道派的陆续出现ꎬ乃至全真这一大道派的产生和发展ꎬ无不带有

改革的性质ꎮ 道教大发展时期中ꎬ有明显的榜样ꎬ有一定的管理ꎮ 道教发展“低
潮”时期ꎬ除了时代、政治方面的客观原因之外ꎬ道教本身的弱点、混乱ꎬ始终是

主要原因ꎮ 民间需要宗教、各种朝廷也需要宗教ꎬ所以有新道派不断产生ꎬ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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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现时也是如此ꎬ当时还有太一教、大道教的产生ꎬ实际恐怕不止这两个ꎬ如前

述葛洪所说ꎬ还会有许多妖道、李家道之类ꎮ 最后是全真道长期流传下来ꎬ而且

日益发展ꎬ因为它在教理教义、教制戒律等方面有改革、有新意ꎬ包括儒、释、道三

教合一的思想等新意ꎬ以及修道、修行的新方法等等ꎬ这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

因ꎮ 再以后明清时期ꎬ如前所述ꎬ明代张宇初那样的清整与改革ꎬ也都是在道教

发展中出现问题之时ꎬ他之所以要立«道门十规»ꎬ就是因为:
吾道自近代以来ꎬ玄纲日坠ꎬ道化莫敷ꎬ实丧名存ꎬ领衰裘委ꎮ 

“玄纲日坠ꎬ道化莫敷”应该是道教衰败、混乱的概括ꎮ 他“常怀振迪之思”ꎬ
就是他想要实行改革的主要原因ꎮ 无论统治者重视或不重视ꎬ道教在产生各种

问题时ꎬ都会有各种改革的需求和实行ꎮ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大大小小的改革ꎬ改了些什么? 怎样改的? 起了什么作用? 有何意义? 这

些问题ꎬ可以作一个总的概述:历次改革的意义是ꎬ教理教义的日益成熟ꎬ教规教

制的因时而变ꎬ道术科仪的不断丰富ꎮ
(一)关于教理教义

首先从信仰说起ꎬ没有信仰不成为宗教ꎬ而道教的信仰又极有特色ꎬ学术界

早已概括出:道教最高、最根本的信仰是道ꎬ最核心的信仰是神仙信仰ꎮ〔３〕 但在

历次改革中ꎬ对它们的解释和内容是发展变化ꎬ最后趋于成熟的ꎮ
关于“道”ꎬ根据«老子道德经»的“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的思

想ꎬ逐渐形成道教的创世之说ꎬ一步步地“神化”、“人化”ꎬ从道教早期经典«老子

想尔注»的“道即为一”、“一散形为气ꎬ聚形为太上老君”开始ꎬ道创造了一切ꎬ神
创造了一切ꎮ 但是对于道的含义ꎬ需要进一步解释ꎮ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当然

与«老子道德经»中的玄字有关)ꎬ道教改革者葛洪就在其«抱朴子内篇»中突出

了“玄道”之意ꎬ书中一方面有«道意»篇解释说:
道者涵乾括坤ꎬ其本无名ꎮ 论其无ꎬ则影响犹为有焉ꎻ论其有ꎬ则万物尚

为无焉ꎮ 强名为道ꎬ已失其真ꎬ况复乃千割百判ꎬ亿分万析ꎬ使其姓号至

于无垠ꎬ去道辽辽ꎬ不亦远哉!
这是传统的解释ꎬ另一方面ꎬ葛洪又强调“道”之“玄”意ꎬ称之为“玄道”ꎬ

«内篇»首篇即为«畅玄»:
玄者ꎬ自然之始祖ꎬ而万殊之大宗也ꎮ

文内所言ꎬ全是“玄道”的意义和作用ꎮ 再以后“重玄”学的产生ꎬ当然是道

论的进一步深化ꎮ 这些就不一一详述了ꎮ
关于神仙信仰也是如此ꎬ是日益发展成熟的ꎮ 神仙信仰起源甚早ꎬ先秦«庄

子»等书中有关于仙人、仙境的诸多描述ꎬ人们相信并向往神仙ꎬ秦皇、汉武都曾

迷恋ꎮ 西汉刘向作«列仙传»ꎬ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亦有不少关于神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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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ꎬ神仙思想、神仙方术是道教的重要源头ꎮ 在道教形成以后的发展中ꎬ如
上所述ꎬ葛洪对神仙理论作了重要的总结和发挥ꎬ因而有所谓“魏晋神仙道

教” 〔４〕的形成ꎮ 后来ꎬ葛洪本人也成了神仙ꎬ道教各派信奉的神仙越来越多ꎬ称
为“真人”、“神人”、“仙人”或者“圣人”ꎬ因而有各种各样的总结和记述ꎮ 例如

«云笈七签»卷三«三洞宗元»记载:
太清境有九仙ꎬ上清境有九真ꎬ玉清境有九圣ꎬ三九二十七位也ꎮ 其九

仙者ꎬ第一上仙ꎬ二高仙ꎬ三太仙ꎬ四玄仙ꎬ五天仙ꎬ六真仙ꎬ七神仙ꎬ八灵仙ꎬ
九至仙ꎮ

这只是神仙品位的一种划分ꎬ各品何人ꎬ并无所指ꎮ 类似各种记述ꎬ如葛洪

所引«仙经»中说的“天仙”、“地仙”、“尸解仙”ꎬ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之类ꎮ
无论是虚拟人物ꎮ 或者是真正道教人物成仙的ꎬ总之神仙数量不少ꎬ葛洪写«论
仙»时就说:“况列仙之人ꎬ盈乎竹素矣ꎮ”刘向«列仙传» “仙人七十有余”ꎬ葛洪

«神仙传»８４ 人ꎮ 人们羡慕神仙ꎬ也不断的塑造神仙ꎮ 道教的神仙信仰极有特

色ꎬ也十分有意义ꎮ〔５〕神仙的重要特点就是“老而不死曰仙”(«释名»)ꎬ“长生久

视”(«老子»)ꎮ 这就引出了如何长生的问题ꎬ引出了养生的问题ꎬ因此“养生”
就是教义教理的主题之一ꎮ 再由此引出“丹鼎派”ꎬ外丹、内丹学说的交替、交
融ꎬ“性命双修”、“识心见性”各种理论异彩纷呈ꎬ既是深刻的哲学思想ꎬ又有利

于养生学的发展ꎬ其对社会与人们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ꎮ 所有这些ꎬ都是在历次

各种改革中实现的ꎮ
(二)关于教制教规

教制教规是宗教的要素之一ꎬ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清规戒律和不同的制度ꎮ
从清规戒律来说ꎬ道教和佛教的戒律特别多ꎬ佛教的各种律、论、经、戒构成为

«律藏»ꎮ 道教戒律也很多ꎬ如明代«道藏尊经历代纲目»概述说:
道门戒品一千五百二十七戒ꎬ随法所受ꎬ检制修行ꎻ道门科品三十六卷ꎬ

科令检制所受及传道品格ꎻ道门律品四十卷ꎬ制御鬼神ꎬ条录罪福ꎮ («道

藏»３４ 册第 ５１６ 页)
实际还不只这些数目ꎮ “随法所受ꎬ检制修行”的说法值得注意ꎬ这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因时而变”ꎮ
早期道教中我们就看到了“道诫”ꎬ如«太平经»中就有:«虚无无为自然图道

毕成诫»(卷 １０３)、«贪财色灾及胞中诫»、«衣履欲好诫»(卷 １２０)、«不孝不可久

生诫»(卷 １１４)等等ꎬ“诫”同“戒”ꎬ有时又用“戒”字ꎬ如«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

文»(卷 ７１)ꎬ还有一些“法”(如«禁酒法»)、“诀”(如«戒六子诀»卷 ６８)ꎬ都可视

为戒律ꎮ 被视为五斗米道的经典«老子想尔注»也多次提到“道诫”ꎮ 后来出现

的正式戒条ꎬ被认为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清、灵宝及新天师道等道派所造作ꎬ假
托太上老君或元始天尊下传ꎬ如:«老君音诵戒经»、«太上老君说一百八十戒»、
«太上洞玄灵宝消魔宝真安志智慧本愿大戒»、«太上老君戒经»等等ꎮ “随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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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ꎬ有所谓“三戒”、“五戒”、“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等ꎮ
如前所述ꎬ新道规、戒律的出现ꎬ是历次道教改革的重要标志ꎮ 寇谦之“清

整道教”造作了一个«云中音诵新科之诫»ꎬ王重阳立全真教ꎬ有«重阳立教十五

论»ꎬ张宇初整顿道教有«道门十规»ꎮ
戒律的内容ꎬ主要是针对道门内部的问题ꎬ学道必须受戒ꎬ道教徒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其所戒内容ꎬ大多是:不杀、不淫、不盗、不贪、不得醉酒、不耽著歌

舞等等ꎬ要道徒修善而不作恶ꎬ还有“不得慢老欺人”、“不得呰毁谤人”、“不
得恃威凌物”乃至“不得烧野山林”、“不得妄摘草花”等等ꎮ 无论几戒、几十戒或

一百多戒ꎬ绝大部分是无可非议的ꎬ修行得好ꎬ是利己利人、有益于社会的ꎮ 只有

极少数的戒条与政治有关ꎬ只有个别条文ꎬ可以戴上维护统治利益的帽子ꎬ如
«玉清经本起品»中“十戒”的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ꎬ谋害家国”ꎮ («圣经»中
也有类似不得违抗国王的语言)戒律千百条ꎬ是因时而变ꎬ但也有许多重复的ꎬ
其目的是为了规范道教徒的行为ꎬ当然也影响广大信众ꎬ这就为宗教组织、宗教

生活提供了法规性的保障ꎬ有利于道教的发展ꎮ
教制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宫观制度ꎬ道教的宫观名称较为复杂ꎬ除开常见的某

某宫、某某观之外ꎬ也有用祠、庙、府、洞、道院等等名称的ꎮ 宫观是宗教活动场所ꎬ从
早期的“治”、“静室”等等开始ꎬ由“馆”而“观”ꎬ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ꎬ其内部的管理

等制度也是如此ꎮ 总之ꎬ是日渐完善ꎬ也不时有所变化ꎮ
(三)关于仪礼法术

仪礼和法术是两个大的不同的方面ꎬ因为它们都是外在的、形式的东西ꎬ彼
此间又互有渗透ꎬ二者同为宗教不可或缺的外在要素ꎬ作用是很大的ꎮ 而仪礼与

斋戒也有密切联系ꎬ所以道教中斋醮科仪常常连称ꎬ还配合一些道术ꎮ
先说仪礼ꎬ仪式是宗教必不可少的要素ꎬ否则就不是宗教ꎬ道教有自己一套

独特的仪式ꎬ或者叫做斋醮科仪ꎬ是经过很长时间不断丰富而成的ꎮ 道教研究学

者李养正先生曾有一个很好的很简要的概述:
道教在张道陵创五斗米道时便有三元斋会ꎬ东晋之葛巢甫倡导灵宝斋

法ꎬ到南北朝刘宋的陆修静撰«三箓斋法»ꎬ五代杜光庭撰«玄门科范大全

集»ꎬ道教斋法遂基本完成ꎮ 明«正统道藏»洞玄部戒律类«斋戒录»与«云

笈七签»卷三十七«斋戒»内容同ꎬ这说明颂以后斋法基本沿袭如旧ꎮ〔６〕

这最后两句很重要ꎬ说明宋以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当代ꎬ都会沿用较早

形成的斋法或者仪礼ꎬ但是ꎬ实践当中也会有些变异ꎮ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ꎬ在
“基本完成”之前ꎬ发展演变的过程也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是应该知道的ꎮ 例如ꎬ
独特的斋醮科仪ꎬ是源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的神灵崇拜和巫祝之术ꎬ如«说文»
释“巫”所说:“以舞降神者也ꎮ”敬鬼神必要严肃认真ꎬ所以要“斋戒以告鬼神”
(«礼记典礼»)ꎬ«说文»:“斋ꎬ戒洁也ꎮ”要清洁ꎬ不仅要沐浴、禁酒、禁色、禁乐

等等ꎬ身心都要清洁ꎬ如«庄子»所说的“心斋”后来也纳入了道教的斋法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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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ꎬ在上述五代杜光庭之前ꎬ还有其他人对斋法的整理和阐发ꎬ杜光庭之前ꎬ
唐初张万福、朱法满等人的搜集和整理ꎬ杜光庭以后元、明时期也有新的辑录ꎬ整
理是连绵不断的ꎮ

道教把斋和醮合而成为一种有特色的宗教仪式ꎬ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史ꎬ其
中有祭祀音乐、赞颂辞章ꎬ还有一些外在形式的东西ꎬ如设坛、步罡踏斗、灯仪、法
器等等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内容ꎬ也都是很有意义、值得研究的ꎮ

其次是法术ꎮ «文献通考»所说“道家之术ꎬ杂而多端”ꎬ人们把它应用到对

整个道教的评价ꎬ然而用在“道术”方面更为贴切ꎮ “道术”又可称“法术”ꎬ与
“方术”、“方技”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ꎮ 如«云笈七签»卷 ４５«秘要诀法序事第

一»所说:
道者虚无之至真也ꎻ术者变化之玄伎也ꎮ 道之要者ꎬ深简而易知

也ꎻ术之秘者ꎬ唯符与气、药也ꎮ 符者三光之灵文ꎬ天真之信也ꎮ
术是一种“变化之玄伎”ꎮ 道术的种类很多ꎬ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为画

符念咒的符咒之术ꎬ所谓“占卜、符箓诸术”ꎻ二可以归结为养生之术ꎬ如外丹、内
丹、行气、导引、辟谷等等ꎬ所谓“房中术”亦可归为此类ꎮ 前者有单行也有一些

与斋醮科仪结合在一起ꎬ从心理作用上有时也可起到治病养生的作用ꎮ 后者良

莠杂存ꎬ可以进一步整理、研究ꎬ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ꎮ
道术之“杂而多端”ꎬ也表现在它与民间的一些方术、“巫术”常常分不清ꎬ既

有互相交流、影响ꎬ也有各自独立的传承发展ꎮ 时至今日ꎬ市井街头ꎬ有时也看到

一些看相、算命的ꎬ但他们并不是“道士”ꎬ而有一些道士也长于看相算命ꎮ 还有

各地民间宗教的一些方术ꎬ也有各种各样的独特东西ꎬ他们是祖传秘传的ꎬ据说

现在湖北恩施地区民间还有一些宗教活动(特别是红白喜事之时)ꎬ有他们自己

的秘籍ꎮ 如何区别和对待这些ꎬ也是值得讨论、研究的问题ꎮ
道术杂而多端ꎬ也变化多端ꎮ 养生之术无疑值得继承和发展ꎬ符咒之术作为

宗教生活的形式和方法也是需要的ꎮ 因为良莠杂存ꎬ有些东西会被淘汰ꎬ在历次

的道教改革中ꎬ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淘汰和革除某些道术ꎬ葛洪之批评和反对

房中术是最明显的例子(见«抱朴子内篇»)ꎬ寇谦之除“三张伪法”也包括“男女

合气之术”ꎬ“大道清虚ꎬ岂有斯事”ꎮ 再如外丹、内丹之术的不断修正和发展ꎬ实
际也是细水长流的改革ꎮ

四、高道、道派与改革

道教的发展与改革是离不开领军人物的ꎬ离不开高道ꎮ 如前所述ꎬ道教改革

主要表现在:新经典的造作及整理、注释ꎻ新法规的制定和修改ꎻ新道派的不断出

现ꎮ 所有这些ꎬ都需要高道来完成ꎮ 所谓高道ꎬ就是修道有成ꎬ道行较高的人ꎬ一
般都是饱读诗书之人ꎬ所有著名的道教人物、所有高道莫不如此ꎮ

首先ꎬ高道都有学养ꎬ因而许多人都有自己的道经著作(包括«老子»«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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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释)ꎮ 或阐发道教义理ꎬ如葛洪著«抱朴子内篇»ꎻ或造作道教经典ꎬ如上清

派创始人魏华存、杨羲、许谧等人之造作诸多«上清经»ꎬ灵宝派葛巢甫等人之造

作新的«灵宝经»ꎻ或集录整理并有自己的各种著作ꎬ如南朝的陆修静编«三洞经

书目录»并有«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等多种著作ꎬ又如陶弘

景之作«真灵位业图»及«真诰»等多种著作ꎮ 后来的高道ꎬ也都沿着这些套路撰

著ꎬ或假借太上老君或其他神仙之所授ꎬ如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之类ꎻ或
阐发自己的修道理论ꎬ如司马承祯之«坐忘论»、«修真秘旨»之类ꎮ 还有一些是

通过注疏«老子»、«庄子»而阐发道教义理的ꎬ如成玄英和李荣之注疏«老子»ꎬ
建立了道教的重玄学派ꎮ 总而言之ꎬ历代高道或多或少的都有自己的著作ꎬ有些

水平很高、影响很大ꎬ如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ꎬ王重阳«重阳全真集»ꎬ丘处机

的«长春子磻溪集»等等ꎮ
其次ꎬ开宗立派的高道影响更大ꎮ 如前所述ꎬ新教派的产生是道教改革的重

要表现之一ꎬ大大小小的宗派乃至各种支派都会在教理、教义以及道法上有所改

进或者制作ꎬ就是一种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改革ꎮ 而各种教派都有自己的祖

师、宗师或者真人ꎬ这些宗教领袖就是高道ꎬ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ꎮ 有多少

派别就有多少高道ꎬ同一派别还不只一两位ꎮ 有的学者认为:“道教之分宗派ꎬ
实始于宋元ꎮ 或推之过早者ꎬ我以为不确ꎮ” 〔７〕

这也许是以现存正一、全真两大道派出现时的情况而言的ꎬ事实上宋元之

前ꎬ正一派的前身ꎬ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派别ꎬ如前所举之上清、灵宝等派ꎬ茅山、
龙虎等宗ꎬ北天师道、南天师道等等ꎬ而且都是改革中出现的ꎬ总之数量不少ꎮ

开宗立派之人都是高道ꎬ但高道之中仍有高下ꎬ影响和作用当然也不同ꎬ影
响和作用相对小一点的ꎬ其所创之派会自然消失ꎬ如也曾风行过的一些道派ꎬ早
期的李家道、帛家道ꎬ宋金时期的太一道、真大道等等ꎮ 而作用大的道派及其领

袖就更为引人注目ꎬ如早期的陆修静、陶弘景等人ꎬ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龙门

派的祖师丘处机ꎬ还有“七真”等等ꎮ 影响大的高道ꎬ至少有两条ꎬ一是有自己制

作的有新内容的有影响的著作ꎬ二是有得力弟子、团队ꎬ如陶弘景与陆修静有师

承关系ꎬ而所谓“全真七子”、“南宗五祖”ꎬ都是明显事例的ꎮ 曾经风行而后来消

失的、影响不大的ꎬ就是这两条不够ꎮ
第三ꎬ宗教领袖有一个出身问题ꎬ值得讨论ꎮ 有条件饱读诗书的高道ꎬ家境

一般是还可以的ꎬ有时还先做过朝廷命官ꎬ如葛洪等人ꎬ有的是出身世家大族ꎬ如
陆修静、陶弘景等许多人ꎮ 他们对道教的改革ꎬ曾经被认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ꎬ
从而还衍生出上层道教和民间道教的区别ꎮ 这是颇值得商讨的问题ꎮ 因为出身

而讲为谁服务ꎬ因为出身而分上层与民间ꎬ事实上很多的有关论著ꎬ都或多或少ꎬ
或明或暗ꎬ由此而立论ꎮ 如果以出身而论ꎬ佛祖是王子出身ꎬ耶稣、穆罕默德至少

是出身中上层ꎬ所有宗教领袖、高僧、高道恐怕没有几个是下层出身的ꎮ 五斗米

道如果可以算是民间道教的话ꎬ创始人张道陵是张良的后代ꎬ东晋末年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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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五斗米道被认为是民间道教ꎬ而其领袖孙恩也是名门望族出身ꎮ 总之ꎬ单纯

以领袖人物的出身而讲为某某阶级服务ꎬ区分上层和民间ꎬ不一定符合历史实

际ꎮ 当然这又会涉及另一些问题ꎬ如:宗教是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问题ꎬ今日应

该如何看待? 又如道教内部一定有上层与下层之分ꎬ今日又该如何看待? 等等ꎬ
都是值得反思和讨论的ꎮ

五、反思与启示

首先ꎬ本文主题是论述道教历史上的改革ꎬ如前所述ꎬ道教历史上的改革有

自己的特点ꎬ和平进行ꎬ连绵不断ꎬ使得道教的义理、教规、仪礼、法术不断完善、
丰富ꎮ 每项改革基本面临着相同的原因ꎬ主要是面临道门衰落ꎬ或者因道徒及世

人之各种积弊ꎬ因而有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清整”ꎮ 没有改革ꎬ就没有道教的发

展ꎮ 时至今日ꎬ道教仍为社会所需要而存在ꎬ并有所发展ꎬ同时也面临着几乎与

历史上相同的需要改革的原因ꎮ 那么今天如何改革? 改什么? 谁来改呢? 这是

道教界、学术界乃至政府有关部门都应该关注的问题ꎮ
近现代道教的发展不是很顺利ꎬ从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始ꎬ大陆地区因为政治

变革的原因ꎬ道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ꎬ特别是所谓“文革”时期ꎬ基本上处于

停止状况ꎬ道教的发展出现了断层ꎬ特别是道制、道法受影响最大ꎬ师徒相传的传

统受到极大的影响ꎬ有些地方宫观被占用甚或遭到破坏ꎬ行道布法的场地都没有

了ꎮ 笔者亲见亲历的是武汉长春观一度成为口腔医院ꎬ殿堂成为病房ꎮ 有些地

方好一些ꎬ也有高明的道长利用领袖画像和语录保护宫殿的ꎬ据说武当山的紫霄

宫就是如此ꎮ 场地没有ꎬ人员被遣散ꎬ道士还俗回家ꎬ连起码的传承也无法进行ꎮ
至少有一、二十年的中断ꎬ将近一世(按三十年一世计算)ꎬ对道教的发展是有很

多影响的ꎮ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逐渐恢复ꎬ发展中自然又出现一些新问题ꎬ如传

承问题ꎬ面临新的形势问题ꎬ而且会和过去一样ꎬ面临道内、外的各种积弊问题

(不过因时代不同ꎬ表现形式不同)ꎮ 道教要发展ꎬ也需要改革ꎮ
当前要改的是什么? 首先要从道门内部整顿道风、加强道教良好形象开始ꎬ

然后道规道戒以及宗教生活ꎬ也该适应当代新的形势有所调整ꎮ 这些现在都已

经有所行动ꎬ但力度不够ꎬ道内外有识之士ꎬ都应作进一步的努力ꎮ 另外ꎬ仪礼、
法术也需要继承和整理ꎬ如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ꎮ

根据历史上高道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ꎬ显然当今也需要高道ꎬ现在道门内有

不少道长也在做各方面的努力ꎬ也有了不少道教学院ꎬ还举办过不少培训和研讨

班以及相关会议ꎬ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关心ꎮ 当今道教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合

作ꎬ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现象ꎬ是值得发扬的ꎬ也是有利于道教改革和发展的ꎮ
其次ꎬ谈一谈道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ꎮ 历史上皇帝的信奉道教ꎬ对道教的提

倡、保护ꎬ乃至某些官方化的措施ꎬ这些当然是与政治的关系ꎮ 但是与道教本身

诸问题ꎬ并无多少直接关系ꎮ 然而ꎬ如前面所提到的ꎬ历史上的改革是否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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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服务的问题ꎬ似不应过分强调ꎮ 所谓“服务”ꎬ表现就是为剥削阶级长生、成
仙的需要ꎬ“统治和麻醉人民”的需要等等ꎮ 养生长寿之术ꎬ是人的精神和生理

的需要ꎬ不论什么阶级的人都需要ꎬ不过统治阶级人物的需要表现得明显、突出

一些ꎬ而且被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下来ꎬ如先秦一些国君的信仰ꎬ秦皇、汉武之强烈

愿望ꎬ以后一些皇帝的信奉和提倡等等ꎮ 然而民间实际上也有普遍的强烈信仰ꎬ
不过表现不同罢了ꎬ记载不多罢了ꎬ似非仅仅为统治剥削阶级所需要ꎮ 至于“统
治麻醉人民”ꎬ从教理、教义、教制、教规各方面看ꎬ明确涉及政治统治的条文可

以说只是个别的ꎬ如前所谓“说十戒” 〔８〕 中的“第二戒者ꎬ不得叛逆君王ꎬ谋害家

国”ꎬ其他很难说与政治有直接关系ꎮ 有些关于伦理道德的戒侓ꎬ也不应简单的

冠以“封建”二字ꎮ 从前述改革的原因和内容来看ꎬ主要是道教本身发展的需

要ꎬ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ꎮ 本世纪开始前后ꎬ学术界曾有过宗教长期存在问

题的讨论ꎬ涉及到这个问题ꎬ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待宗教不能片面的以政治意识形

态来看待ꎬ而应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ꎮ〔９〕 我们从前述改革诸内容来看ꎬ道教

也确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联ꎬ改革所指向的也主要是社会文化问题ꎬ而不主要是直

指政治问题ꎮ 道教这种文化和其他宗教文化一样ꎬ社会的上层(或所谓“统治剥

削阶级”)需要它ꎬ下层(民间或者人民)也需要它ꎬ因而如前所述ꎬ上层宗教和民

间宗教这种被广泛写入各种著作中的说法是很不合适的ꎮ 但是ꎬ也不可否认ꎬ道
教之中明显的有上层人物和普通道士、道众之分ꎬ这种区分或多或少也会打上

“等级”的烙印(如同父子、长幼之别一样ꎬ其具体情况这里就不详述它)ꎬ但这并

不是上层道教和民间道教的区别ꎮ
道教和其他宗教一样ꎬ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劝人为善ꎬ做善事ꎬ讲诚信等

等许多义理和戒侓ꎬ绝对是社会所需要的ꎻ道教独特的讲究养生之术ꎬ当今社会

的人们也特别重视ꎻ还有一些内容如环保之类的大问题ꎬ等等ꎬ都是有利于社会

发展的ꎮ 社会需要道教ꎬ我们期待它在继续改革中更好的发展ꎮ

注释:
〔１〕引文均见«道门十规»ꎬ明正统«道藏»相字号ꎮ

〔２〕以下引各篇文均见此书ꎬ参见«抱朴子内篇校释»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５ 年ꎮ

〔３〕参阅李养正:«道教概说»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４〕参阅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５〕参阅拙作:«人皆可以为神仙»ꎬ«道教文化十二讲»ꎬ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６〕 〔７〕李养正:«道教概说»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２７１、３６８ 页ꎮ

〔８〕«云笈七签»卷 ３８ꎮ

〔９〕 参阅吕大吉:«宗教的社会文化作用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ꎬ«理论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ꎻ«长期性

是唯物史观关于宗教未来的重要结论»ꎬ«中国宗教»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责任编辑: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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