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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教九流”是“三教”与“九流”的合称。
“三教”的说法起自三国时代，指的是儒、释、道三教派。
儒教，孔子所创，并非宗教，只是其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与宗教相通。
释，即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年深日久，与中
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演变成为中国佛教。
道教于东汉时创立，是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
它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博采各家之长，融合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为一体。
　　在中国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地位非常重要。
儒是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而且成为国家管理和人们生活依照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对社会结
构、典章制度、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道教和释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统治阶级的官方尊崇，深入中国民众内心，是传统文化多元结构
中的重要部分。
　　“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杂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
在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各种思想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交相争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
象。
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在辩驳交锋的过程中优势互补，融合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根基。
　　后来，“三教九流”逐渐演变为对古代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拆分。
这时候，“三教九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特指封建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人们把“九流”分为三等：　　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举子、郎中、巫士、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
　　古代职业的形成源远流长，个个都有一个独特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也因此
，成为一种超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九流”呈现给我们一幅鲜活的社会历史画卷，反映出中华文化中的平民色彩和士人特色相互交
融的独特风貌。
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获得更多的社
会文化知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满足读者对这方面知识的渴求，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三教九流大全集
》。
　　本书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儒、释、道三教的起源、教义、重要人物及其影响’，详细介绍了帮会
、商贾、娼妓、宦官、赌徒、优伶、风水先生与算命先生、师爷、乞丐、土匪盗贼、流氓、私塾先生
、郎中、画工、武侠与镖师等十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封建社会职业。
书中摈弃了将三教与九流截然分开、旧九流分等级的观点，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三大宗教的起源、
教义、重要人物及其影响；同时，选取了十几个最典型的古代职业，描述了这些职业的产生、发展、
主要职业特征以及这一行当的著名人物，以客观的态度来探讨社会职业的文化内涵，集知识性和趣味
性于一体，雅俗共赏。
另外，编者还精选了100余幅契合文意的插图，图文并茂，让读者耳目一新，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
精神上的愉悦体验。
本书力求通过通俗流畅的叙述语言，结合科学的体例、丰富的图片、简约的版式以及别具匠心的设计
，呈现给读者一份新鲜的文化大餐，希望能对读者的人生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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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翟文明编著的《三教九流大全集》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儒、释、道三教的起源、教义、重要人物及其
影响’，详细介绍了帮会、商贾、娼妓、宦官、赌徒、优伶、风水先生与算命先生、师爷、乞丐、土
匪盗贼、流氓、私塾先生、郎中、画工、武侠与镖师等十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封建社会职业。
《三教九流大全集》中摈弃了将三教与九流截然分开、旧九流分等级的观点，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
三大宗教的起源、教义、重要人物及其影响；同时，选取了十几个最典型的古代职业，描述了这些职
业的产生、发展、主要职业特征以及这一行当的著名人物，以客观的态度来探讨社会职业的文化内涵
，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雅俗共赏。
另外，编者还精选了100余幅契合文意的插图，图文并茂，让读者耳目一新，既学到了知识，又获得了
精神上的愉悦体验。
本书力求通过通俗流畅的叙述语言，结合科学的体例、丰富的图片、简约的版式以及别具匠心的设计
，呈现给读者一份新鲜的文化大餐，希望能对读者的人生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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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儒学自汉代成为官学后，由于其学说中维护宗法制度的本质内涵从根本上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经过不断的继承与发展，儒学逐渐演变成为儒教，成为国家宗教。
在此后两千余年里，儒教思想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儒教的地位也因此上升，并超过佛教、道教，
成为位居第一位的宗教。
　　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位居“三教之首”的儒教也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认为儒教不能算作是一种宗教，而只能算作一种学说派别。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宗教？
宗教有很多定义，比较复杂。
但一般认为，相信且信仰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就是宗教。
宗教本身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承认并且信仰神，认为世上万物由
他创造和主宰。
人们对神只能虔诚崇拜，一切依赖、听命于他，不能有任何不敬和违逆。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儒教不能算是一种宗教，因为儒家并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一个类似
基督教的“天国”或者佛教的“极乐净土”那样的彼岸世界，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
儒教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师相
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
也有人说儒教的“教主”是孔子，这也不符合实际，鲁迅就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
起来的。
”其实在中国，无论是传授儒家学说的教师或是学习儒家经典的生徒，虽然敬仰孔圣人，但自觉地认
知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绝没有像一般宗教徒那样，把孔子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灵、上帝。
　　除了上述条件，这些学者还列举其他一些特点以证明儒教不是宗教。
第一，没有神仙派系。
道教除有“三清”、“四御”等天神之外，还有天仙、地仙、散仙，等等；佛教的神灵更为复杂；儒
教庙宇中虽然也有“四配”、“十二哲”等，但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堂。
第二，神秘成分少。
佛教有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相比之下，儒教的神秘成分少得多。
第三，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
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都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还有严格的等级和不同称
谓，入教有一定的程序、仪式。
儒教信徒则无须举行仪式，也没有专职祭司的神职人员。
　　当然，相对于不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们，更多的学者认为儒教就是一种宗教，这也是中国两千
多年来封建正统的一个共识。
儒教之所以可以称为宗教，是因为有如下几条：　　首先，儒教有自己的宗教仪礼。
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
两千年来，儒教最重要的宗教典礼是天子祭祀天地的郊社，其中又以泰山封禅级别最高、最隆重。
再者，儒教有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和祭祀社稷为代表的诸物百神祭祀。
在祭孔大典中，东汉时期章帝还专门制“六代之乐”，作为祭孔的专用乐章，现在人们在祭孔大典中
逐渐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使祭孔大典在发展中日臻完善，宗教色彩也愈加浓厚。
此外，儒教还有祭祀祖先的宗庙祭祀及其他忠烈志士等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
　　其次，儒教有祭祀的场所。
凡是宗教，均有供教徒活动的祭祀场所，儒教也不例外。
天子举行郊社时，会在国都南郊筑圆形祭坛，称“圆丘”；在北郊筑方形祭坛，称“方丘”。
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明清时期天子举行南北郊社的场所。
而儒教最高的宗教典礼封禅的场所位于山东泰山，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在泰山附近的梁父山筑坛祭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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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的场所则更多，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就将孔子的三间故宅保护下来，作
为祭祀场所。
从汉代起，孔庙不断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座孔庙，总数达到两千左右。
不仅在中国，在外国，随着儒教的传播也出现了许多祭祀孔子的孔庙。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均有祭祀孔子的孔庙，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深受儒教的影响，在
其礼堂中放置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
此外，儒教祭祀的土地庙、海神庙、山神庙等百神庙，以及为忠烈之士、节义之士所立的专祠更是遍
地开花。
　　再次，儒教有自己的教义。
儒教以“三纲”、“五常”为教义，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十三经”（即《周易》、《尚书》
、《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是儒教经典。
儒教实际上是把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这种信仰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中，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
儒教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如在《论语》中就承认人死为鬼，要人敬事鬼神，
这也更容易使儒家学说宗教化。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儒教的教义，或者说儒学的观念主张，已经深深植根于几千年
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成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根基所在。
无论是王侯将相、平民百姓，还是现在那些不承认儒教是宗教的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
化的熏陶和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于儒教已经渗透到了每个家庭，所以再争论儒教是不是宗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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