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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全真教关于道教起源、分期的讨论及申论



张 广 保

提　要：关于道教起源及分期的问题，近年以来在道教研究界引起热议。这一问题意识不仅关涉

道教，以此连带还涉及对道教精神的重新理解。本文以元代全真教对诸如道教起源及分期、道教与道

家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展示道教历史上关于上述问题的看法，并指出应摆脱近代以来以西

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对道教的理解，重新探讨道教的起源及分期。
张广保，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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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尤其民国以降，由于中国文化在

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遭受暂时的挫折，国人一度

丧失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在西方文化的强势

冲击下，学术界对中国精神传统的认知完全笼罩

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之下，没有体察出中华精神传

统的独创性。其典型表现就是以西方近代学科分

类标准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予以重新分类。其结

果直接导致中国精神传统的肢解，完全割裂了中

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对此，少数

具有睿智的前辈学者已有清醒认识，并表达了深

切的忧虑。例如蒙文通 （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就曾以传

统经学为例，论述经学之自成体系，不可以西方

知识体系予以裁割：“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

之经 学 一 科 遂 分 裂 而 入 于 数 科，以 《易》入 哲

学，《诗》入文学，《尚书》 《春秋》 《礼》入史

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

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

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故也。其实，经

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 有 其 对 象，非 史、
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

先导者也。”① 此外，熊十力在 《读经示要》中针

对民 国 传 统 经 学 的 衰 落，也 痛 心 疾 首 地 指 出：
“自庚子乱后，吾国见挫于西人，即在朝在野守

旧之徒，畴昔自信自大之念，已一旦丧 失 无 余。
是时思想界，一方面倾向排满革命，欲移植西方

之民主制度于吾国；一方面根本诋毁固有学术思

想。不独六经 束 高 阁，且 有 烧 经 之 说。”② 又 说：

“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

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

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

蔽，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

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

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 家 店，号 召 一 世。
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③ 这都是非常

有卓识的见解。可惜其时曲高和寡，未能引起学

界的重视。
学术界对道教历史的认知，也像人文社会科

学其它领域一样，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

影响，以 西 方 文 化 对 宗 教 的 定 义 为 蓝 本，从 教

义、教理、教规、教主、教堂、教仪等诸因素为

标准，以检讨道教的起源，划定道教史 的 分 期，
进而分判道家、道教的关系。这一最典型的表述

就是漠视道教传统对教史起源的叙事，将道教的

成立确定于东汉中后期，其典型的创始道派为五

斗米道、太平道。不顾道教术道合一、体用一如

的根本立教原则，强行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

准分割道教精神传统，将道家判为哲学，道教则

归属为宗教。此种关于道教史的叙事模式在今天

几成标准叙事，充斥国内外各种道教著述。这种

对道教史 的 新 认 知 并 没 有 得 到 来 自 新 史 料 的 支

撑，仅是根据西方的宗教观念来重新理解道教，
充其量只有解释学的意义。

其实，孕育于中国文化大传统下的宗教，尤

其是以道教、中国化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有



着与西方一神教很大不同的精神维度。不少学者

都囿于西方文化传统对宗教的认知，只看到它的

宗教信仰属性，看不到其中更重要的文化属性，
看不到 中 国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文 性、此 岸 性、功 效

性，以至于认为宗教就等同于封建迷信。这种对

中国宗教的认知是缺乏文化传统自信、以西方宗

教观念来剪裁中国宗教的表现，其结果将导致文

化虚无主义，是很不可取的。众所周知，中国古

代讲三教，讲儒、释、道，这个教与西方对宗教

的理解的 “教”有很大不同，这个教的意思除了

信仰意义上的宗教之外，主要承担政治、道德等

社会教化之责，此即教化之道。与儒家、佛教相

比，虽然同为中国社会中的教化之道，但道教还

是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即它是以道为标识，以体

道、证道为终极归依的一套综贯信仰、思想、仪

式、法术、典籍为一体的独特教化体系。与西方

文化传统的宗教诸 如 基 督 教 （包 括 天 主 教）、伊

斯兰教等一神教相比，道教在神灵信仰方面有自

己的特色，它既具有自己的神灵谱系，例如以元

始天尊 为 主 位 的 三 清 神 谱，其 神 灵 构 成 有 主 有

次，层次分明，职事明确，绝非 单 一 神 灵 崇 拜，
也非多神混同，杂乱无章。然而，道教又具有超

神论的向度，《老子》第２５章曰：“道大，天大，
地大，人 亦 大。”④ 讲 域 中 有 四 大，道 居 四 大 之

首，四大最 终 都 从 属 于 道。庄 子 说 道 “神 鬼 神

帝”，这就是说道是唯一、至上、最根本 的 终 极

存在，居于鬼神之上，元始天尊之所以是道教最

尊位的神，乃是因为是道的化身。因此，从这一

角度看，道教又是超神论宗教，是以道为根本信

仰的。这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宗教完全不同，与东

方文化孕育的佛教较为接近。有神论与超神论的

分判，表明道教的立教精神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的

一神教。因为道是贯通神与人、灵与肉，统合形

而上与形而下，打通人与自然，指向一个具有连

续性、整体性、贯通性的独特精神传统。而这是

人类文明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主流精神传统，相比

之下，西 方 文 明 传 统 孕 育 的 一 神 教 反 而 是 个

特例。
因此，只有正确把握道教立 教 的 独 特 精 神，

才能对诸如道教起源及分期、道教与道家的关系

等问题有合理的认识。以下我们将以元代全真教

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看看历史上前辈高

道、士大夫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这戓许有助

于将道教的另外一个面貌呈现给我们。

一、元代全真教对道教起源、分期的认知

关于道教起源及分期的问题，近年以来在道

教研究 界 引 起 热 议。这 一 问 题 意 识 不 仅 关 涉 道

教，以此连带还涉及对道教精神的重新理解、对

道教区别于西方一神教传统的特点、道教与道家

的关系、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处的地位等。
道教自身对其起源的解释，以 《魏书·释老志》
的解释最为典型：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

地生，以资万类。上 处 玉 京，为 神 王 之 宗；
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

德，随感应物，厥 迹 无 常。授 轩 辕 于 峨 嵋，
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

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

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

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

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

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

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

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

事大行。齐 祠 跪 拜，各 成 法 道。有 三 元 九

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⑤

这里论列道教起源、道教教祖、帝王道教以及道

教教义、经典、仪式、传承等一 系 列 重 要 问 题。
文中提到的道教教祖老子为先天地存在的道的化

身，是一无生无灭、应世化现的神格。《魏书·
释老志》对于道教历史的这一认知在道教内部具

有深远影响，乃是道教界经典的教史叙事模式。
蒙元时期以全真教高道为主体，道教内外对

诸如道教的起源、分期等关涉道教史的一些重要

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其参与者在教内主要有毛养

素、姬志真、李鼎、朱象先等教史家，在教外则

主要有徒单公履、辛愿、宋子贞、赵孟頫等士大

夫，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全真教的外护。这次讨论

涉及的 论 题 有 道 与 教 的 分 判，道 教 与 法 教，宫

观、道士的起源，道教不同时期的特点等重要教

史问题。虽然此次道教史大讨论并没有某一个特

定的组织者，但讨论的确围绕上述问题意识来展

开。当然蒙元时期全真教对这些道教教史问题的

讨论并非仅仅出于对道教史的知识兴趣，其主要

用意乃在使全真教这一新道教顺利接续道教的大

传统。然而这次讨论的结果无疑反映时人对道教

历史的独特认知，有些观点或许对我们今天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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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道教的历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先来梳

理一下全真教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一）元代全真教论道教起源、分期

依据现存全真教文献、碑铭，全真第四代高

道毛养素是较早对道教史提出系统看法者。毛养

素 （１１７７—１２５９），字 寿 之，道 号 纯 素 子。蒙 古

国时期曾被加封颐真冲虚真人号。元李国维专门

为他撰写 《颐真冲虚 真 人 毛 尊 师 蜕 化 铭》，此 文

收入全真教 史 家 李 道 谦 所 编 《甘 水 仙 源 录》卷

７。毛养素家族与全真教渊源很深，其祖父毛麾

系马丹阳同学兼好友，并为几部重要全真教文集

如 《重阳全真集》撰写序言。毛养素师事丹阳法

嗣田无碍，属马丹阳一系。他曾参与蒙古国时期

《玄都宝藏》的编纂，对 道 教 的 性 理 之 学 有 深 刻

领悟：“师于性理之学，克意终世，斯须 无 少 间

断，故能透脱融贯，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为不

深。”⑥ 毛养素对道教的历史颇有研究。在撰于太

宗十三年 （１２４１）的 《金莲正宗记序》中，他将

道教的历史追溯至轩辕黄帝，并总结黄帝、老子

以来，下至周、秦、汉、唐道教发展的历史，概

括出各时段道教发展的特点。就中特别区分道与

教的不同，以体用一对概念分判道与教：“道无

终始，教有后先。或曰：道与教不同乎。曰：不

同。湛寂真常，道也；传法度人，教也。道之为

体，虽经无数劫，未尝少变。教之为用，有时而

废，有时而兴。”⑦ 这是以体用来分判道与教，以

道为体，以教为用。道体无动 无 变，湛 然 常 寂。
教则有兴有衰，有先有后。这其实已触及道家与

道教的关系。论及道教之创始，毛养素认为应溯

源至黄帝，以黄帝荆湖铸鼎作为道教创始的标志

性事 件。其 云：“或 曰：教 之 兴 也，自 何 而 始？

曰：轩辕黄帝铸鼎之后，乘火龙而飞升太虚，然

后知有长生久视之说。虽有其说，知而行之者七

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现于濑

阳，东临魏 关，西 度 流 沙，演 化 者 九 百 九 十 六

岁，乃跨白鹿，升苍桧，超碧落，游玉京。虽有

如此显异，而人犹颜顶而未知信向也。及汉天师

张静应之出世也，亲受正一法录，战鬼狱而为福

庭，度道士而为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继

之以寇、吴、杜、叶，袪妖馘祟，集福禳灾，佐

国救民，代天行化，历数十世，宫观如林，帝王

崇奉。及正 和 之 后，林 天 师 屡 出 神 变，天 子 信

向，法教 方 兴，而 性 命 之 说 犹 为 沉 滞 而 未 之 究

也。及炎宋之讫录，挺生重阳，再弘法教，专为

性命之说，普 化 三 州，同 归 五 会，以 金 莲 居 其

首，东游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谦下为表，以

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

权，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纳甲。”⑧ 这一段论

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毛养素勾勒的道教史

将道教区分为道教与法教，道教源于轩辕黄帝，
历七十二传，始至太上老君，然后再经汉天师正

一之宏传，寇谦之、吴猛、杜子恭、叶法善之嗣

续；而法教则始于北宋徽宗政和时期，高道林灵

素是法 教 之 代 表。毛 养 素 认 为 王 重 阳 创 立 全 真

教，实际上也是传承林灵素所开创的法教传统，
不过全真教倡导性命之说，以九还七返之内丹学

更新林灵素以来的法教传统。毛养素对道教历史

的这一叙述很有创新性，为前此所未见，对蒙元

全真教关于道教史的认知影响深远。就中尤其是

对全真教史家姬志真的道教史观有很大影响。
姬志真 （１１９３—１２６８），俗名姬翼，字辅之，

自号紫微野人、夷山老人、知常子，元世祖至元

四年 （１２６７），元廷宣诏赐予 “文淳德懿知常真

人”号。姬志真是蒙元时期全真教重要教史家，
为金元时 期 全 真 教 史 的 书 写 与 编 纂 做 出 重 要 贡

献。他传承郝大通、王志谨宗系，并于元世祖中

统二年王志谨逝后，接任该宗宗主之位。生平著

作除 《云山集》见于 《道藏》之外，另还有 《周
易直解》 《道德经总章》 《冲虚断章》 《南 华 解

义》，今均 已 佚 失。 《云 山 集》今 存 于 《道 藏》。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道藏》本 《云山集》分为

８卷，收入太平部。实际上这是一个残缺本。国

家图书馆收藏并影印元仁宗延祐六年 （１３１９）李

怀素 所 刻 《云 山 集》，该 版 框 高２３４毫 米，宽

１６１毫米，题５卷，现残存３卷，即卷３至卷５。
这个版 本 的 刊 刻 距 离 姬 志 真 仙 逝 仅５１年，比

《道藏》本 《云山集》早１２５年，具有非常重要

的价值。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姬 志 真

６８岁，是年撰 作 《玄 教 袭 明 论 并 序》一 文。该

文 《道藏》本 《云山集》佚失，仅见于元仁宗延

祐六年 （１３１９）李怀素所刻 《云山集》。此文对

道教史尤其是全真教史做了系统而独到的勾勒，
是一篇很重要的全真教史文献。可惜此前学界研

究全真教史时，均未提及此文。此文在建构道教

史时，溯源于传说中的龙汉时期，文中 称：“原

夫龙汉纪初，玄中道祖，三洞 启 关。赤 明 而 下，
众真垂训，异代殊时，师师相授，明明相袭，浩

浩万 古。源 源 而 来，以 及 于 今。”⑨ 其 “玄 教 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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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语，即源于此，系指道教传承之意。值得

注意的是，《玄教袭明论并序》一文叙述道教传

承的历史，始于三皇时期。由伏羲时的 郁 华 子，
历神农 时 大 成 子，黄 帝 时 广 成 子，颛 顼 时 赤 精

子，帝喾时录图子，帝尧时务成子，商汤时锡则

子，直到商武丁时的老子。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

一份最古老的道教史建构，该文当源于令狐璋、
史志经等人编著的 《老 子 八 十 一 化 图》，也 是 继

承自东汉以来道教一脉相承的太上老君变化说。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以 “法箓符篆，祭醮斋科”
概括汉唐道教，可谓独具卓识。又姬志真论述老

子之后道教史，继承毛养素的看法，把道教史分

为两大时段，即道教与法教两大不同的时段。道

教始于秦汉以前，由老子———关尹子———亢仓子

———辛文子———列子———庄子，此为传道袭真之

教。两汉之际，道教变为法教。法教之传，肇始

于全真教五祖之一少阳帝君，少阳帝君传正阳子

钟离权，再 传 纯 阳 子 吕 洞 宾，然 后 依 次 为 刘 海

蟾、王重阳。这就是全真教的五祖。这与毛养素

上述以北宋林灵素开法教之教统有所不同，更未

提及自汉以来，道教的其它派别例如天师道。这

说明姬志真更重视全真教独开教统的贡献，予以

全真教在道教史中一个颇为独立的地位。我们再

联系全真教在蒙古国时期李志常掌教期间曾被汗

廷封为玄门正派，说明其时全真教是以道教正统

自居的。此外，还有一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姬

志真在 《玄教袭明论 并 序》中 列 王 重 阳 传 承 时，
只依次列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

玉阳、郝广宁，而未像稍前全真教史家秦志安在

《金莲正宗记》中列 女 真 孙 不 二。这 说 明 承 自 郝

大通、王志谨一系的姬志真对早期全真教史的建

构有自己独特的思路。
此外，蒙元时期全真教参与道教史讨论的还

有最 长 寿 的 教 史 家 虚 舟 道 人 李 鼎 （１１８６？—

１２９８？），他传承刘处玄、宋德方法脉，撰有多通

全真教碑铭，并系 《全真大传》的主要撰作者。
他在 《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中对道教传承

从全真教角度予以概述：
昔自玄元 （老 子）、文 始 （尹 喜）契 遇

于兹，抉 先 天 之 机，辟 众 妙 之 门，二 经

（《道德经》《文始真经》）授受而教行矣。世

既下 降，传 之 者 或 异。一 变 而 为 秦 汉 之 方

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

禳禬，其余曲学小数，不可殚纪，使五千言

之玄 训 束 之 高 阁，为 无 用 之 具 矣。金 大 定

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

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⑩

李鼎此处 论 及 道 教 史 重 点 在 于 以 秦 汉 之 方

药、魏晋之虚玄、隋唐之禳禬概括各历史时期道

教的特点。并认为全真教的创立具有返本开新，
重新接续老子创立的清净淳朴之真源道统。据此

他认为全 真 教 在 道 教 史 具 有 绍 承 千 载 绝 学 的 意

义。这与上述姬志真高扬全真教的道教史观可互

相发明。
以上全真教史家均系出自原金朝统治区的北

方全真教。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来自江南茅山的全

真教史家朱象先对道教史的认知。他是元代少数

有意识地对诸如道教宫观、道士发源等道教史问

题进行思考的教史家。一虚子朱象先 （１２２７？—

１３１９？）原系茅山道士，南宋灭亡后皈依全真教，
仁宗时出任古楼观大宗圣宫三洞讲师，并担任楼

观说经台住持。他于仁宗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撰作

《大元重修泾阳县 北 极 宫 记》一 文，此 碑 文 对 道

教及 宫 观 之 渊 源 明 确 予 以 思 考，并 提 出 解 答：
“窃尝因是而思之，教曷从而兴乎？自黄帝问道

于空同，教之所由生也。宫观曷从而兴乎？自尹

喜结 草 为 楼，观 星 望 气，此 宫 观 之 所 由 始 也。
《关 尹 内 传》云：‘穆 王 追 访 草 楼 真 迹，为 建 楼

观，度道士七人，此为道家者 流 之 权 舆 欤？’以

是而言，曰教、曰宫、曰道士，其来远矣！……
谓 （道 教）盛 于 近 代 则 可，谓 始 于 近 代 则 非

也。”瑏瑡 朱象 先 在 此 也 像 上 述 北 方 全 真 教 史 家 一

样，将道教的创始溯源于黄帝。他还征引 《关尹

内传》所记穆王访草楼真迹以建楼观并度道士之

载述，认为制度化道教宫观、道士应始于周穆王

（前１０５４—前９４９）之时。而 活 跃 于 北 宋 哲 宗 朝

（１０８５—１１００）的高道 贾 善 翔 编 《犹 龙 传》考 索

道观起源，将其溯源于黄帝：“（广成子）又 传

《二仪真形图》与帝 （黄帝），帝受讫，乃置像于

高观，以异香名花，千珍万宝，晨夕供养，虽后

妃宰辅，莫得睹焉。观之上常有异色云气，加之

天香芬郁，谓之道观。道观之号，自兹始也。”瑏瑢

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朱象先讨论宫观、道士的

由来，这就涉及到制度化道教的起源。
（二）元代士大夫论道教起源

众所周知，蒙元时期全真教史的书写、建构

除全真教史家充当生力军之外，不少亲近全真教

的士大夫如徒单公履、元好 问、王 鹗、宋 子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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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琰等也积极参与。从这方面看，全真教之所以

能在金元异军突起，与这些教外的外护大力支持

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接近全真教的士

大夫也不约而同在所撰全真教碑铭中探讨道教起

源诸问题。而他们对此问题的解答又受到流行于

北方的蜀学尤其是苏轼对道教史认知的影响。
金末经义进士、曾任世祖忽必烈翰林侍讲学

士的徒单公履，为丘处机高徒、十八大士之一的

潘德冲撰写 《冲和真 人 潘 公 神 道 之 碑》，此 文 被

收入李道谦所编全真教史名作 《甘水仙源录》卷

５。在这篇碑铭中，徒单公履对道教的发端及演

变历史予以勾勒：
自黄帝问 道 于 广 成，而 神 仙 之 说 始 兴。

老氏跨殷历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极要妙，其

教被于万世。降 秦 及 汉，代 有 显 人，安 期、
赤松、张 道 陵 之 流，或 出 而 不 常，神 奇 之

征，昭揭于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

晋隋唐以来，蜕迹圜嚣，凝神碧落者，其名

不可殚纪。瑏瑣

此文虽然是阐述神仙家的演变，然而看得出

他眼中的神仙家与道家是一回事。与上述全真教

史家一样，他也将道家的发端溯至黄帝。在金元

文人中，持这种看法者绝非只有徒单公履一人，
而是金元 文 士 拥 有 的 对 于 道 教 史 认 知 的 一 种 共

识。如女几野人辛愿 （？—１２３１）在其所撰 《大
金陕州修灵虚观记》也有相似的说法：

谨按道 家 源 于 黄 帝、老 聃，至 列 御 寇、
庄周氏，廓而大之，乃与孔子之道并立，为

教于天下而不废。盖其一死生，齐物我，会

群有于至虚，而取其独为最妙者，而其秕糠

之余，犹降而为天地神明内圣外王之业。瑏瑤

相形之下，元朝名臣、曾出任世祖朝平章政

事的宋子贞 （１１８５—１２６０）则相对谨慎地推老子

为 道 家 之 祖。在 他 撰 作 的 《顺 德 府 通 真 观 碑》
中，他论述说：

夫道 家 者 流，推 老 氏 为 始 祖。老 氏 之

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无有，以冲虚恬

淡养其内，以柔弱谦下济其外，盖将使人穷

天地之始，会万物之终，刳心去智，动合于

自然。以之修身则寿而康，以之齐家则吉而

昌，以之治国平天下则民安而祚久长，非有

甚高 难 行 之 论，幻 怪 诡 异 之 观 也。世 既 下

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

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 为 隋 唐 之 禳 襘，

使五 千 言 之 玄 训，束 之 高 阁，以 为 无 用 之

具矣。瑏瑥

在此文 中 他 也 是 以 秦 汉 之 方 药、魏 晋 之 虚

玄、隋唐之禳襘等概述各期道教的特点。这与上

述全真教史家李鼎的描述如出一辙。
以上诸人均生长于原金朝统治区。接下来我

们看看来自南宋的士大夫是如何看待道教起源及

分期的。我们以赵宋宗室、在元代享有盛名的赵

孟頫 （１２５４—１３２２）为 例。他 在 《重 建 万 寿 宫

记》一 文 中 也 对 道 教 的 起 源、各 期 的 特 点 作 了

勾勒：
道家者流，出于黄帝、老子，以清净虚

无为宗，颐神养性 为 事，长 生 久 视 为 著 效，
神仙飞升为极致。自秦皇、汉武，闻方士之

说，问蓬莱之津，求不死之药，举世核然玄

风。厥后其徒支 分 派 别，为 符 箓，为 斋 醮，
为炼丹石，为饰土木，抑皆事乎其末。瑏瑦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将黄老以下道教区分为符

箓、斋醮、金丹等派别。其对道教历史的认知与

上述金统区士大夫并没有太大不同。那么为什么

在南北隔绝的时代，士大夫对道教历史的认知呈

现惊人的相似？他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对

此，我们认真研究之后，发现应与北宋大文豪苏

轼 （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对道教 历 史 的 认 知 密 切 相 联。
在传世名篇 《上清储祥宫碑》中，苏轼对道教的

历史及其与儒家的关系作了经典的论述：
臣谨按 道 家 者 流，本 出 于 黄 帝、老 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

慈俭应物为行，合于 《周易》 “何思何虑”，
《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

汉以来，始用方士 言，乃 有 飞 仙 变 化 之 术，
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

号，延康、赤 明、龙 汉、开 皇 之 纪，天 皇、
太乙、紫微、北极 之 祀，下 至 于 丹 药 奇 技，
符箓 小 数，皆 归 于 道 家。学 者 不 能 必 其 有

无。然臣尝窃论 之：黄 帝、老 子 之 道 本 也，
方士之言末也……瑏瑧

东坡在此首先将道家的历史追溯至黄帝，虽

然他也以本末区分黄老之道与方士之言，但毕竞

承认丹药奇技、符箓小数也归属于道家。这就实

际上将道家等同道教。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对道

家、道教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刻意予以分别。苏轼

对道教的这一论述对北宋以后士大夫有关道教的

认知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他们不少人在学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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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都有规摹苏文的经历。

二、黄帝为道宗

由上所述我们得知，蒙元时期无论是全真教

史家还 是 士 大 夫，普 遍 都 将 道 教 的 开 端 溯 至 黄

帝。这一对道教起源的认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知

识阶层一度丧失对自己精神传统的自信，出现矮

化传统、质疑古史的思潮。在此思潮的 影 响 下，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受到嘲笑，中国古代的历史被

大大缩短，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一律被判为神话人

物。如此，道教创始于黄帝自然也是神 话 叙 事，
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今天当大量古代文明遗址

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

等被挖掘出来，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应该重

新评估中国传统历史叙事。而道教由于师徒秘密

传授的原因，保存更多的私人授受传统，因而传

承了不同于正史的史源。因此，我认为讨论上古

历史时，更应该借鉴道典的叙事。道教的确不仅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保存其

中最古老的部分。
南宋道教教史家陈葆光在其所撰 《三洞群仙

录》曾言 “盘 古 物 祖，黄 帝 道 宗”瑏瑨，称 黄 帝 为

道宗。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普遍承认战国时

期曾存 在 黄 老 学 派，只 不 过 认 为 该 学 派 托 名 黄

帝。那么道经关于黄帝与道教的叙事具有何等独

特视角，其 与 正 史、外 典 的 记 载 有 着 怎 样 的 关

联？我们先看正史的记载。
《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为五帝 之 首，其

下依次为颛顼、帝喾、尧、舜。值得注意的是司

马迁笔下的黄帝形象虽然主要呈现为人帝，但已

颇关涉神仙之事，与修道长生颇相关联。如其文

中说：“（黄帝）获宝鼎，迎日推 。”“顺天地之

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瑏瑩

又 《史记·封禅书》也记述黄帝骑龙上天的

传说，其文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 帝，黄 帝 上 骑 龙，
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黄帝得仙上天，群

臣葬其衣冠。”瑐瑠

司马迁记载黄帝骑龙上天之事，重点关注黄

帝铸鼎、骑龙等事件。按司马迁在撰写 《黄帝本

纪》时，曾游历相传为黄帝的遗迹，并有选择地

采纳有关黄帝的口传历史。其关于黄帝铸鼎成仙

之事，在后世持续受到关注。如三国曹植 《黄帝

三鼎赞》曰：“鼎质文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
以像太一。能轻能重，知凶知吉，世衰则隐，世

和则出。”瑐瑡 又 晋 曹 毗 《黄 帝 赞》亦 云：“轩 辕 应

玄期，幼能总百神，体炼五灵 砂，气 含 云 露 津。
掺石曾城岫，铸鼎荆山滨，豁焉天扉辟，飘然跨

腾鳞。仪 辔 洒 长 风，蹇 裳 蹑 紫 宸。”瑐瑢 马 啸 《绎

史》引 《汉书》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
人。”引 《鼎录》说：“金华山，黄帝作一鼎，高

一丈三尺，中如十石瓮。作龙腾云，百神螭兽满

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瑐瑣 这都是将

鼎视为 通 天 神 器，似 乎 鼎 并 不 仅 是 合 炼 外 丹 的

器物。
司马迁之后，班固在 《汉书》中也记载黄帝

修仙之事。根据班固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西汉以前诸子百家多尊黄帝为宗，其著书往往依

托黄帝。例如道家有 《黄 帝 四 经》４篇、 《黄 帝

君臣》１０篇、《黄帝泰素》２０篇；小说家有 《黄
帝说》４０篇；阴阳家有 《黄帝十六篇》；天文家

有 《黄帝杂子气》３３篇；历谱家 《黄帝五家历》

２３卷；五行家 《黄帝阴阳》２５卷；杂占 家 《黄

帝长柳 占 梦》１１卷；医 家 《黄 帝 内 经》１８卷；
房中家 《黄帝 三 王 养 阳 方》２０卷；神 仙 家 《黄

帝杂子步 引》１２卷、 《黄 帝 岐 伯 按 摩》１０卷、
《黄 帝 杂 子 芝 菌》１８卷、 《黄 帝 杂 子 十 九 家 方》

２１卷。瑐瑤

关于黄 帝 的 种 种 神 异 之 迹，外 书 中 除 上 述

《史记》《汉书》所述外，出于西汉哀、平以前的

纬书也多有记载，不过纬书多记黄帝感生、受图

（即河图洛书）、玄 女 授 符 等 事。瑐瑥 另 外 现 存 中 医

经典 《黄帝内经》也记载黄帝学仙升天之事，该

书 《上古天真论篇》说：“昔在黄帝，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瑐瑦

《黄帝内经》还记载黄帝从岐伯、雷公、鬼臾区

等学习摄生、医病之道。由此可见，正史、外典

广泛记载黄帝修习仙道，传承各种方 术。总 之，
一致肯定黄帝与神仙家具有密切关联。

我们再来看看道家的知识传统关于黄帝修道

的叙事。我们发现道书系统关于此事传达的信息

远较外书中丰富，就中重点突出黄帝修道证仙的

叙事内核。《庄子》一书最先记载黄帝师承广成

子修道。此书 《在宥》《天地》等篇都载述黄帝

修道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其中 《在宥》篇载述的

“黄帝问道于广成”是 一 例 经 典 记 载，在 后 世 为

世人所 乐 道，成 为 道 教 史 中 帝 王 修 道 之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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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话。
又东晋 高 道 葛 洪 在 其 所 撰 名 作 《抱 朴 子 内

篇》中，对 黄 帝 与 道 教 的 关 联 作 了 总 结 性 的 论

述。在 《抱朴子内 篇》之 《地 真 篇》 《极 言 篇》
中，葛洪综合东晋以前道典世籍中有关黄帝求道

的各种载述，从而对黄帝与道教的关系作了一次

总结。其 《地真篇》云：
昔黄 帝 东 到 青 丘，过 风 山，见 紫 府 先

生，受 《三皇内 文》，以 劾 召 万 神；南 至 负

陇，荫建木，观百 灵 之 所 登，采 若 干 之 华，
饮丹峦之水；西宄中黄子，受九茄之方；过

崆峒，从广成子受 《自然之经》；北到洪堤，
上具 茨，见 大 隗 君、黄 盖 童 子，受 《神 芝

图》；还陟王屋，得 《神丹金诀记》；到峨眉

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瑐瑧

这里提到黄帝传道之师除广成子外，还有紫

府先生、中黄君、大隗君、黄盖童子、天真皇人

等；所受道经有 《三皇内文》《九茄之方》《自然

之经》《神芝图》《神丹金诀记》等。
又 《抱朴子内篇·极言》更广衍其说，称黄

帝：“入金谷而谘涓子，论导养则资玄、素二女，
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

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

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

金冶之 术。”瑐瑨 这 是 将 房 中、推 步、占 候、中 医、
外科、兵法、风水、厌咒等古代各种方技之术都

与黄帝牵联起来，如此则黄帝就成了古代世界名

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极言篇》还征引 《神仙经》，称黄帝与老子

奉事太乙元君，受外丹要诀，引 《荆山经》《龙首

记》记黄帝因服神丹而骑龙升天等。这些都是外

典、史籍中没有提到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葛洪上述记载，是全然向壁虚构，还是另有史源

依据？对此，我 们 仔 细 推 敲 《抱 朴 子 内 篇·遐

览》，发现其中载录的道经很多都不见于正史 《艺
文志》的著录。这说明道教经籍的传承自有其统

系，并不完全归属正史著录系统。因此，对道典

所记黄帝修道证仙之事应予以重视，不能只简单

判为神话叙事。当然，其中肯定也有附会之说。
依据现有资料，唐王瓘所撰的 《广黄帝本行

纪》是现存最全面的一种记载黄帝修道成仙的传

记文献。此书 收 录 于 《道 藏》瑐瑩。又 《云 笈 七 籤》
卷１００ 《纪传部》收 录 的 《轩 辕 本 纪》即 系 转 录

此文，略有 变 动，文 前 并 有 北 宋 真 宗 皇 帝 御 制

《先天纪叙》。此外元赵道一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卷１亦载有一种黄帝传记，大体也是以此文为基

础予以改写。由此可见王氏这部书在道教中具有

很高的权威性。虽然此书只录黄帝修道部分，然

据 《七籤》本可知此书原先当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述黄帝施政理国之事，尤其注重载述黄帝的

各项文化创造，诸如服牛乘马、筑宫室、建城邑

等。其取材可以考出源于 《庄子》《史记》《列子》
《世本》《帝王世纪》《黄帝内经》、纬书等各种文

献。作者将散见于唐以前诸书有关黄帝的记载综

合起来，使之条理化。第二部分着重载述黄帝寻

真修道之事，系综合 《庄子》《山海经》《列仙传》
《神仙传》《抱朴子内篇》《遁甲开山图》及各种道

经有关黄帝的记载。可以看出，他采用了 《抱朴

子内篇》之 《极言》《地真》的主体叙事，予以补

缀，追记唐 以 后 传 世 的 《阴 符 经》，综 合 《列 仙

传》《神仙传》的相关叙事，这样就将本来互不关

联的叙事，揉合成一整体，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完

整的有关黄帝本行的叙事。
考之于道典，葛洪、王瓘有关黄帝修道证仙

之叙事都是有来历的。道教文献中，将黄帝与炼

丹之事相联，最迟应始于东汉，《正统道藏》收录

一种 名 为 《黄 帝 九 鼎 神 丹 经 诀》的 典 籍，共２０
卷，论者均谓首卷出于东汉之前，是 《道藏》收

录出世年代最早的外丹文献之一。此书卷首称黄

帝受还丹之道于玄女，丹成服之登仙。《黄帝九鼎

神丹经诀》卷１云：“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玄

女者，天女 也。黄 帝 合 而 服 之，遂 以 登 仙。”瑑瑠 又

云：“黄帝以传玄子，诫之曰：此 道 至 重，必 以

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

勿以此道泄之也。得一足仙，不必九也。”瑑瑡

《抱朴子内篇》引用 《荆山经》《龙首记》，也

称黄帝系服丹登仙。此外葛洪之前西晋崔豹 《古
今注》也 认 为 黄 帝 系 服 丹 之 后，神 龙 下 迎 而 升

天。瑑瑢这些记载都说明至少在晋以前，民间已广泛

流传黄帝合炼外丹、服之升天的传说。
北宋张 君 房 《云 笈 七 籤》卷１００ “纪”，系

摘录唐代王瓘 《广黄 帝 本 行 纪》，此 书 记 载 黄 帝

于鼎湖铸鼎炼丹之事，并考证出炼丹具体地点：
“黄帝 铸 鼎 于 此，旧 曰 鼎 州 弘 农 郡， 《地 理 志》
云，冯翊 怀 德 县 南 之 荆 山 是 也。是 鼎 神 质 文 精

也，知吉 知 凶，知 存 知 亡，能 轻 能 重，能 息 能

行，不灼 而 沸，不 汲 自 满，中 生 五 味，真 神 物

也。黄帝炼九鼎丹服之。逮至炼丹成后，以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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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诫之。帝以 《中经》所

纪，藏于九嶷山东，号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盘

石。其书金简玉字，黄帝之遗 谶 也。夏 禹 得 之，
亦仙化去。又云藏之于会稽覆釜山中也。”瑑瑣

又称 婺 州 金 华 县 缙 云 山 也 有 黄 帝 炼 丹 的

遗迹：
黄帝往练石于缙云堂，于地练丹，时有

非红非紫之云见，是 曰 缙 云，因 名 缙 云 山。
在婺州金华县，一云永康县也。瑑瑤

据汉刘向 《列仙传》所记，黄帝还修尸解之

道。《抱朴子内篇·极言》引 《列仙传》说：“黄
帝自择亡日，七十日去，七十 日 还，葬 于 桥 山，
山陵忽崩，墓空无尸，但剑舄在焉。”瑑瑥 又北周出

世的 《无上秘要》广引六朝以前道书，堪称 “小
道藏”，亦称黄帝修剑解法得道，其书云：“黄帝

轩辕姓公孙，行步纲之道，用剑解之法，隐变桥

陵，驾龙玄圃，乘云阆风，得道。”瑑瑦

有趣的是，唐以前道教还给成仙之后的黄帝

安排不止一种仙位。此种安排依经典所属宗派的

不同亦呈现差异。如 《中山玉柜服气经》称黄帝

为 “大黄帝 君”瑑瑧，称 太 一 真 君 以 《玄 元 内 景 气

诀妙经》授大黄帝君。又 《云笈七籤》卷６４之

《金丹诀部》称黄 帝 为 “太 极 元 真 帝 君”，玄 女、
元君 授 黄 帝 外 丹 合 炼 术。瑑瑨 另 外 同 书 卷１００引

《轩辕本纪》称黄帝上仙后，“升天为太一君，其

神为轩 辕 之 宿，在 南 宫”瑑瑩。这 些 都 是 唐 以 前 道

经授予黄帝的各种不同仙位。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南北朝道经中，三洞

中的每一洞述其授受源流时都列黄帝为本宗经书

的重要传人，其中尤以洞玄灵宝、洞神三皇为甚。
兹分述如次：

首先，洞真部。《云笈七籤·三洞经教部》记

襄城小 童 授 轩 辕 黄 帝 《七 元 六 纪 飞 步 天 纲》之

经瑒瑠，此经即南北朝上清一系主要经典之一。
其次洞玄灵宝部。同书引南北朝以前出世的

《四极盟科》说：“洞玄经万劫一出，今封一通于

劳盛山。昔黄帝于峨眉山诣天真皇人，请灵宝五

芽之 经；于 青 城 山 诣 宁 封 真 君，受 灵 宝 龙 之

经。”瑒瑡 这说明黄帝在灵宝系经典的传承中扮演重

要角色。同书卷３又称元 始 天 尊 及 众 仙 真 下 降，
授黄帝 《灵宝五符真经》，帝乃依文解义，造作宫

殿城台，制作礼乐。瑒瑢 这就进一步认为黄帝的各种

发明制作都源于灵宝等三洞经文的启示。又元陈

致虚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注》序，

认为灵宝部的核心经典 《度人经》上卷亦经黄帝

传承：“寻 详 是 经，元 始 天 尊 于 龙 汉 初、天 地 始

分，玉字且出，乃撰此经。时以紫笔书于空青之

林，字皆广长一丈，以授玉晨道君。玉晨授玄一

真人，玄一授天真皇人。皇人细书其文，以为正

音，秘而藏之。轩辕时，皇人与太清三仙王会峨

媚山，黄帝再 拜 问 道，皇 人 授 以 五 牙 三 一 之 文，
并 《度人经》上卷。黄帝修之上仙。”瑒瑣

最后洞神一系。其核心经典是 《三皇内文》，
又称 《三皇经》，或 《三坟》。 《云笈 七 籤》卷６
引晋鲍靓 《序目》说：“《小有三皇文》本出 《大
有》，皆上古三皇所受之书也。作字似 符 文，又

似篆文，又 似 古 书。”瑒瑤 前 引 葛 洪 《抱 朴 子 内 篇》
就提 到 黄 帝 过 风 山，紫 府 真 人 授 《三 皇 内 文》。
然而 道 经 又 说 “黄 帝 登 南 霍 山，有 朱 灵 神 人 以

《三皇内经》授”瑒瑥。

三、黄帝家族与帝王道教

与史籍不同，南北朝道经还记载了黄帝后嗣

修道 成 仙 之 事。按 《史 记·五 帝 本 纪》称 黄 帝

２５子，得 姓 者１４人，五 帝 中 的 其 他 四 帝：颛

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后嗣。另外大禹为三

王之首，亦系黄帝之后。正史外典中很少有他们

修道活 动 的 记 载，只 有 与 道 教 密 切 相 关 的 谶 纬

书，间或提及。然而道经却记载不少他们修道传

经的经历。北周出世的 《无上秘要》载帝颛顼受

道经之事云：“玄帝颛顼，黄帝之孙，游行四海，
埋宝鼎于洞山，受灵宝五符得道。”瑒瑦 又同书载黄

帝曾孙王子 “受 《灵 宝 五 符》，又 诣 钟 山 受 《九

化十变之经》，以隐遁日月，游行星辰，修 剑 解

之道”瑒瑧。《云笈七籤》卷６ 《三洞经教部》称九

天真王下降牧德之台，授帝喾 《灵宝经》，“帝行

之得道，遂 封 秘 于 钟 山”瑒瑨。同 书 卷３ 《灵 宝 略

记》亦载此 事。瑒瑩 《太 上 灵 宝 五 符 序》亦 述 黄 帝

曾孙帝喾于牧德之台受 《九天真灵经》 《三天真

宝符》，帝喾不能明了天书经义，于是将其埋藏

于钟山之下：“其时有天人神真之官降之，乘宝

盖玄车而御九龙，策云马而发天窗，自称九天真

王、三天真皇，并执八光之节，佩景云之符，到

于牧德之台，授帝喾以 《九天真灵经》 《三天真

宝符》。……然其文繁盛，天书难了，真人之言，
既不可解，太 上 之 心，众 叵 近 测，自 非 上 神 启

蒙，莫见发髴。是以帝喾自恨其才下，徒贵其书

而不知其向。帝喾乃祭天帝北河之坛，藏于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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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峰，封以青玉之匮，以期后圣有功德者令施其

幽滞。”瑓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颛顼、帝喾传授的都是洞

玄灵宝系的经典。这说明灵宝派强调本系经典传承

的帝王法系。此外，据灵宝系经典记载，三王之首

的大禹也传承灵宝派经典，并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

成功，是因为得到 《灵宝五符经》的启示。
《云笈七籤》卷３ 《灵宝略记》载大禹于治水

时在阳明洞天感降太上，获授 《灵宝五符经》，禹

以之治 水，檄 召 万 神，开 山 疏 浚，遂 大 获 成 功，
“后得道为太极紫庭真人”。瑓瑡 又称大禹：“乃巡狩

于钟山，祀上帝于玉阙，归洪勋于天后，还大成

于万灵。然后登彼玄峰，于绣岭之阿，琼境之上，
忽得此书 （《灵 宝 五 符 经》）。禹 乃 更 恭 斋 罄 林 幽

岫，请奉佩身。真人告禹曰：汝功德感灵，天人

并助，而年命向雕，崄矣哉。乃口诀以长生之道，
示以真宝服御之方，分擿而别。还乃计功劳于会

稽之野，召会 群 神 于 东 越 之 山。是 时 四 气 温 隆，
清风既鼓，玄功妙畅，虚心内治。思退身以灭迹，
惟藏景于 幽 绪，睹 九 天 之 灵 奥，观 三 天 之 宝 囿，
动以全生 为 大 顺，静 以 舍 精 为 久 视，上 览 天 经，
幽而难缕，下愍群生，不知其纪，乃复凤翔南山，
龙峙海岛，更撰真灵之玄要，集天宫之宝书，差

次品 第，分 别 所 修，行 五 色 定 其 方 面，名 其 帝

号。”瑓瑢 据文中提到 “更 撰 真 灵 之 玄 要，集 天 宫 之

宝书，差次品第，分别所修”云云，则禹王不仅

传承道经，还撰作整理道经。
灵宝经还引孔子答吴王阖闾之语，称大禹所

得灵宝经系传承黄帝、帝喾等所藏。据此再联系

上引颛顼受灵宝五符得道之载述，那么按灵宝系

道经所记，则自五帝之黄帝、颛顼、帝喾，直至

三王 之 大 禹，存 在 一 个 帝 王 道 教 传 承 的 法 脉：
“昔夏禹治水，拓平山川，功举事讫，巡 狩 于 钟

山之阿，得黄帝、帝喾等所受藏，上三天太上灵

宝真经。后游会稽，更演解灵宝玄文，撰以为灵

宝文，藏一通于名山石硕，付一通于水神，当有

得道道士，得之而献王者。”瑓瑣

至于尧、舜，道书也记载他们传承道经，不

过不是灵宝系经书，而是其它道派的经书。《云

笈七 籤》卷３ 《灵 宝 略 纪》载 虚 无 先 生 传 唐 尧

《正一经》。瑓瑤 最 后 帝 舜， 《太 上 老 君 开 天 经》说

“帝舜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尹寿子，作 《太

清经》”瑓瑥。我们再联系六朝高道陶弘景在 《真灵

位业图》中，将历史中的人间帝王列入神仙谱系

诸如在第三左位列轩辕黄 帝、颛 顼、帝 喾、尧、
舜、夏禹、周穆王，瑓瑦 第七左位列夏启、周文王、
周武王、齐恒公、晋文公、秦始皇、汉高祖、魏

武帝、晋宣 帝 等。瑓瑧 据 此 可 知，对 于 帝 王 传 承 道

教，上清派 也 是 认 同 的。瑓瑨 灵 宝 经 对 于 帝 王 传 承

道经的记载，在其后道教中也还有沿袭。唐末高

道杜光庭在 《太上黄箓斋仪》卷５２开列出一份

更为全面的帝王授受道经名单：
老君授黄帝 《道德经》
天真皇人授黄帝 《三一经》《龙蹻经》
老君授颛顼 《微言经》三十卷

老君授天老 《天元经》
老君授帝喾 《黄庭经》五十卷

老君授帝尧 《玄德经》
老君授帝舜 《政事离合经》
老君授夏禹 《德戒经》
老君授殷汤 《长生经》四十卷

老君授文王 《赤精经》
老君授武王 《虚无经》
老君授昭王 《八天隐文经》
老君授宋王 《六甲经》
老君授始皇 《鬼林经》瑓瑩

我们看到杜光庭的这份帝王传授道经名单除

五帝三王之外，又增加后世的商汤、周文王、周

武王、周昭王，直至秦始皇。
这些都是道经中载述的黄帝家族修道成仙之

事。其中可以看出，在道教各派中灵宝派最热衷

于在黄帝家族与道教之间牵线搭桥。

结　语

道教渊源悠久，以独特的叙事保存中国文明

最古老的集体记忆，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道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宗教，它

对 “教”、“神”等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解与西方一

神论宗教有着很大不同。道教思想在世界观、物

质观、生命观方面具有整体性、连续性、贯通性

及有机性等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对道教存在的独

特性有深刻理解，才能正确解答道家与道教的关

系、道教与神仙家的关系，进而探讨道教的起源

等道教史问题，真正走出全盘西化的阴影，从而

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传统自信。
（责任编辑：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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