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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名校名牌课程100种，内容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自16所重点大学的
重量级学者，深入浅出传授各门学科知识，让更多的学子亲炙名师教泽，拓展学术眼光，增益人格素
养，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优选教材也是高品味的学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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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石窗，哲学博士，1954年生，福建厦门市同安人。
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持人，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客座主持人、福建
省闽台交流学会高级学术专员、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等职。
 
    主要著作有《道教文学史》、《南宋金元的道教》、《道教与女性》、《生命灵光》、《易学与道
教文化》、《道教与戏剧》、《道教术数与文艺》等；主编有《道教文化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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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 三 讲　　枝繁叶茂的道教派别　　从《太平经》到符箓派道教　　《周易参同契》与金丹派
道教　　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道教　　隋唐社会政治与道教的发展　　宋元以来北方新道派　　宋
元以来南方新道派　　【学习目的】探讨《太平经》与早期符法道派的关系、《周易参同契》在金丹
派道教中的地位；了解道教的发生、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认识各个时期道教派别组织的形成过程
与原因，了解其基本特点。
　　上一次课．我谈了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
课后有人告诉我：“老师，道教思想渊源头绪很多，不好理顺。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清理一下线索？
”经了解，这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到底如何来清理线索呢？
如果将目光一直盯在“渊源”问题上，对道教的整体了解将是困难的，对渊源本身的认识也不可能深
入。
要理清线索，还必须追溯道教的组织状况。
　　从某种角度看，道教组织机构是以“道派”的形式出现的。
换一句话来说，道派就是道教的一种组织形式。
当然，广义的道派还具有比“组织”更多的意义内涵。
譬如，不同的道派间往往秘传本门的经书、典章制度。
这些内容是附着于组织之内的。
　　由于道教思想渊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道教的派别组织也形成了多元的复杂局面。
本次课，我要与大家一起来探讨道教组织派别的形成与发展情况。
　　一 从《太平经》到符箓派道教　　我在前面的两次课中多次引述《太平经》这部书。
由于侧重点的问题，我当时还没有对这部书的由来与内容作具体阐述。
因为时候未到，我不能增加太多枝节。
现在，是到了应该进一步解释的时候了。
《太平经》这部书可以说是道教符箓派组织的前导，有了这部书就像有了思想武装一样，组织机构就
逐渐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讲道教派别的产生不能不稽考《太平经》的来历与流传情况。
在阐述了这部书之后，我将进一步说明道教符策派组织的形成问题。
　　(一)《太平经》与符篥派的名义　　《太平经》这部书在早期道教中是很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奠定了道教的宗教思想基础。
《太平经》或称《太平清领书》，它的前身是齐人甘忠可所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
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大约在汉成帝年间，《汉书·李寻传》记载了这个历史事件。
甘忠可力图建造一个秉承天意的宗教哲学体系，把真人奉命传达天意与君权神授的思想结合起来，以
解救当时的政治危机。
　　但是，甘忠可的主张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
到了汉顺帝时，于吉(或称干吉)以此书　　为蓝本，扩展成《太平清领书》，这就是道教相传的《太
平经》。
该书按照天干系列划分10部，每部17卷，总计170卷，每卷若干节。
每节前有小标题，或称“法”，或称“诀”、“诫”、“条”不等。
该书继承《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企求太平世道的意愿，以天帝使神仙下凡教化世人的手法来宣扬道法
。
每节基本上以“真人”向“天师”讨教为始，“天师”则代天传言，就宇宙天道、政治、社会、个人
修行种种问题详为解答教导。
　　《太平经》的思想博杂多端。
基于先秦道家关于宇宙天道观，《太平经》倡导一种“太平”政治理想与“三通相合”的自然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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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它说：　　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
平者，乃言其治大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
⋯⋯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气致也。
[1]　　显然，《太平经》是以天道观为基础来阐述它的太平政治理想的，它强调“和”是有一定的针
对性的，正是因为汉末社会存在“不和”的情况，所以《太平经》特别说明“和”的价值。
　　与此同时，《太平经》大力宣扬生的意义，以此激励人们努力修行。
它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2]。
要逃脱死亡，就必须努力修行。
只要努力修行，不但可以成为“种民”，还有望长生成仙：“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
；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人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人不止人真
；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
”[3]《太平经》将成仙与为善、孝慈等德行联系起来，认为不孝不能久生，积德可以长寿，等等。
《太平经》还介绍了房中术、符篆及针灸、生物方、草木方等治病方术，具有明显的法术意味，这为
后来形成符篆派组织提供了思想导向。
　　什么是符篆派呢?这就是以符篆[4]作为传教布道主要形式的道教组织。
“符”的本义是相合，后被作为帝王下达旨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拥有“符”就拥有权力，《说文解
字》：“符，信也。
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
道教中人认为天神有符，授给道士后，道士就拥有了驱使鬼神的权力。
一般地说，道教的“符”是用朱笔或墨笔所画的一种点线合用、字图相兼、且以屈曲笔划为主的神秘
形象，被认为有驱使鬼神、治病禳灾等众多功能。
而“策”的原义指记录用的簿书。
道教中的策是通神的一种符号表征。
《太上赤文洞神三篆》引陶弘景日：“篆者，本日赤文洞神式。
”所谓“赤文”即经朱笔书写，“洞”与“通”相合，故“洞神”即通神，篆正是以赤文与神相通的
方式。
由于符、篆书写方式和基本性质大体相似，后来的道门中人将之合为一类而用之，合称“符策”。
早期创立的道教组织太平道、五斗米道均属符篆派。
　　(二)太平道与黄巾起义　　作为汉末一个有影响的道派，太平道因信奉《太平经》而得名。
太平道的建立，除了受《太平经》政治理想的启迪之外，还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这就是各种不平事
物的存在。
“不平”既表现为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
而太平道就是要“除尽不平方太平”。
太平道的创始人是巨鹿人张角，时间约在公元168一172年间。
　　太平道为符策派道教，这有大量之资料可以证实。
《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
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从这一条资料可知，太平道吸引民众的方式就是以符水咒说为人治病。
关于这种情况，在《后汉书·皇甫嵩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
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这个记载反映了当时用以治病的手段是有一定效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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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从1992年开始到1998年，前后多年，我曾经花费了相当精力，与业师卿希泰先生一起组
织编写了《道教文化新典》一书。
从名称上看，《道教文化新典》好像是一部辞书，其实这是一部专题性的论著。
这部著作是集体编写的，篇幅较大，偏重于学术性，因此一般读者恐怕比较难于理解。
这次撰写《道教文化十五讲》，我尽可能穿插各种轶闻趣事，其措辞也尽可能通俗，但愿能够雅俗共
赏。
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遵循道教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由源及流，逐步展开道教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
，希望这能够对于人们了解传统道教文化有所帮助。
　　本书是在台湾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陈鼓应先生的推荐和鼓励下撰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任温儒敏教授对本书的具体撰写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为了尽可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前贤和时人大量的论著，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童蒙斋　　200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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