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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子贵仁，老子却说“绝仁弃义”。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老子却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的本意究竟作何解，当然还会继续讨论下去，但道家曾经批判儒家，这是无异议的。
《老子》由《道经》和《德经》组成，但没有使用“道德”一词。
儒家的荀子率先将“道”与“德”两个概念合成“道德”一词去赞颂礼，其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于是，“道德”一词就沿用下来，为中国人共享。
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
由“道德”一词的形成和沿用，可以透视道家和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端重要的位置，可以透视二
者既不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家思想在道教那裹得到了延续，道教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儒家的东西。
比如宫观中的科仪、天庭襄的神团，都折射着儒家仪式和等级制的影子。
不过道教从儒家那襄吸收的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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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以倫理思想為主要内容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中產生的道教及其思想，不可能不滲透著倫理精神，其
原因在於：(1)道教崇奉的神仙具有倫理道德的内涵，(2)道教修道中的養神、修性融合了道德修養過
程，(3)道教追求的得道成仙與倫理道德具有密切聯繫，(4)道教“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理念蕴含
著倫理思想。
而且，道教倫理思想有其自身的特點：第一，它具有明顯的神學特徵；第二，它融合了道家、儒家以
及佛教的倫理思想；第三，它以道性論為理論基礎；第四，它具有生命倫理的特徵。
研究道教倫理思想史就是要探討道教倫理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規律，這不僅對於瞭解和研究道教及
其思想，而且對於研究整個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對於今天吸取中國傳統的優秀倫理思想
資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道教倫理思想的發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萌芽的西周初期。
《易經》與周公已經有了初步的宗教倫理思想。
先秦兩漢時期，儒家確立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並進一步建立了儒家的心性論；道家對“道”
舆“德”的關係作了深人探討，並提出了“自然無為”的道德原則。
然而，這一時期的倫理思想一直是在耳期宗教神學的背景下得以發展的，内涵著宗教神學觀念。
先秦儒家、道家的倫理思想雖然已經開始具有較為成熟的理論形態，但伊具有明顯的宗教性；先秦墨
家倫理思想的宗教性則更為顯著。
尤其是兩漢時期，在宗教神學汎濫以及讖緯之學盛行的背景下，無論是儒家倫理或是道家倫理，都浸
透著濃重的神學觀念。
道教倫理思想的形成是在吸收先前諸家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對早期宗教倫理思想的一種延續。
    東漢魏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倫理思想開始形成。
早期道教的經典《太平經》旨在實現天下的“太平”，包含了豐富的倫理思想。
它提出了守道而行的道德準則；強調父、母、子“三人相通”和君、臣、民“并力同心”；把“樂生
”、“好善”看做人生的最高追求；並且提出了善惡報應的思想以及更為精緻的承負說。
《老子想爾注》是早期道教對於《老子》的詮釋，雖然也講“道”，但較多的是把“道”與忠孝仁義
聯繫在一起。
它強調“行道奉誡”，要求“清静為本”，同時又要求為善去惡，“至誠守善”。
魏晉時期神仙道教的重要代表葛洪追求修道成仙，但明確提出“為道者當先立功德”，並且還對善事
和惡事作了具體的規定。
同時，他還認為，修道求仙必須“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因而講忠孝仁義，推崇儒家之“禮”，但
又強調“仁而兼明”，要求重新刪定“三禮”，主張仁政與刑罰並重。
而且他還推崇道家的“不言而化行”，並把道家的修道成仙與儒家的修身養性融合為一體。
此外，這一時期的《西昇經》、《赤松子中誡經》、《黄庭經》以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也包
含了豐富的道教倫理思想。
    南北朝時期，寇謙之和陸修静分别對北方的天師道和南朝地區的天師道進行整頓和改造。
寇謙之提出“以禮度為首”，並以道誡的形式表述倫理道德規範，強調奉守道誡，宣揚神明賞罰。
陸修静提出“行善成德以至於道”，並在其所制定的齋醮科儀中，融人了濟度思想，而且他還認為，
通過齋醮科儀，可以清洗心靈，以行善去惡達於“淨”，以去欲息事達於“静”，以至於“存守其真
”。
南北朝時期，道教戒律發展到了較高的水準，涉及倫理道德領域的諸多方面，其中包括個人的道德修
養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行為規範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行為規範等。
而且，道教戒律中所蕴含的倫理思想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神學性、三教融合、追求長生、可
操作性等特徵。
與此同時，陶弘景在道教倫理思想上提出了“修心即修道”、“修道即修心”；尤其是他關於“道性
”的討論，與這一時期的《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以及宋文明的《道教義》對於“道性”的闡釋
一起，實際上開啟了道教對於心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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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時期，道教心性論得到充分的發展，反映了道教倫理思想體系趨於成熟。
隋唐之際的《太玄真一本際經》提出“眾生性即真道性”，《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則提出“一切眾
生，皆有道性”。
唐代道士成玄英不僅提出“一切眾生，皆稟自然正性”，而且特别強調“率性而動”以復歸於自然之
性。
他還講“心神凝寂”，“兩忘”、“雙遣”，並且要求“绝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
王玄覽既說“道性眾生性，皆與自然同”，又說“眾生無常性，所以因脩而得道，其道無常性，所以
感應眾生脩”，而且還認為，“眾生欲求道，當滅知見”，要求滅盡知見，“無心”、“淨心”。
孟安排的《道教義樞》把“道”界定為“理、通、導”，把“德”界定為“得、成、不喪”，強調二
者一體；而且通過對“十善”和“十惡”的闡述，要求行善止惡；尤其是提出了“自然真空，即是道
性”，主張離界内四染、斷界外氤氲，以復歸清虚自然之道性。
司馬承禎講“真性隨身有，勿於身外求”，因而要求淨除心垢，復歸道性。
他還認為，修道在於“收心離境”，無欲無心，而且強調積習而成，漸而進之，並制定了“修道七階
”。
吴筠既講道家的“道德”教化，又講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且特别強調心静，認為“習静為
契道之階”。
此外，他還要求忘情而率性，主張制惡興善，立功改過。
李筌認為，人兼有巧拙之性，因而需要修煉成聖。
他強調修心，要求“心中納正”，動静合道，又講“上施道德，下行仁義”，融道家的“道德”與儒
家的仁義於一體。
杜光庭講“人之所稟。
真元道性”，並且要求“去欲閉情”，達到“心寂境忘”，從而復歸於道性。
同時，他既主張以道家的“道德”治國，要求“無為白化”，又強調儒家倫理對於治國的重要性，把
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道家的“道德”結合起來。
除了這些著名道士之外，同一時期還有李榮、潘師正、譚峭以及《太上老君說常清静妙經》、《太上
老君内觀經》等道經，也對道性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而把道教倫理思想發展至一個新的高峰。
     宋元時期，道教心性論與道教内丹聯繫在一起。
道教内丹的重要經典《靈寶畢法》、《鍾吕傳道集》倡導性命雙修，並把道德修養融人了修煉内丹之
中。
陳搏、張無夢、陳景元一派，既講性命雙修，又講心性修煉，而且將修道與儒家倫理融合在一起。
金丹派南宗以北宋的張伯端為開派祖師，持“先命後性”，同時也非常重視修性，尤其是強調修心，
要求察心觀性，修心以静，而且還提出“學道之士，當先立身”，吸取了儒家的道德規範。
全真道由金代的王嘉創建，持“先性後命”，講“識心見性”，特别強調心的清静，提出“全真清静
為先”，同時又講“忠孝仁慈”，使道教修仙與儒家的忠孝仁義相為表裹。
後來的李道純、陳致虚中和南、北二宗，講性與命不可分離，修性與修命不可割裂，同時都講清静，
要求忘我忘物、少私寡欲；而且，他們還講正己修德、三綱五常，並強調修德而不言德。
宋元時期的淨明道以“淨明”、“忠孝”為基本教旨，提出“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是扶植綱常
”，並且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推廣，追求“作世間上品好人”的目標。
以北宋《太上感應篇》為代表的宋元時期的道教勸善書涉及倫理道德領域的諸多方面，包括個人品德
修養、家庭倫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以及生態倫理等，並且具有神學教化性、追求得道成仙、定量
化與可操作性等特徵。
在宋元時期道教倫理思想的發展中，還有張繼先、張嗣成、杜道堅、王道淵等著名道士做出了重要貢
獻。
     明清時期，道教開始由盛而衰，道教倫理思想逐漸形成了儒學化的趨勢。
張三丰認為，“大道以修心煉性為首”，並提出“修道以修身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誠意”。
他還大講儒家的人道，要求“忠孝兩全”、“仁義博施”，認為“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同時
，他還要求掃除雜念、清心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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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字初推崇儒家道德性命之學，宣揚“心統性情”，並提出了“以清静為本”的修道原則，同時，他
還要求“由仁義，操禮節”，講“崇德積善”，以求得國泰民安。
王常月提出“命在性中”，並且強調“以見性為主”，要求“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同時，也強調“
清淨身心”、“绝緣捨愛”。
他還提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並且強調“濟度眾生”，以求得“功德圓滿”。
劉一明講性命雙修，但也講道心、人心，要求以道心制人心，同時還提出了“神室八法”，即“剛”
、“柔”、“誠”、“信”、“和”、“静”、“虚”、“靈”，以作為修煉心性、成就大道之法。
他還闡述了學道者在性命修持方面必須打通的五十個關口，並且明確提出“積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務
”。
明清時期，還有陸西星、伍守陽、閔一得、傅金銓、李西月等著名道士對道教倫理有過深入的闡述。
     道教倫理思想有一個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從而構成了一個既有形上學的道教心性論又有
形下學的道德修善論、既有嚴格的道德規範又有可行的踐履方法的思想體系，有著自身的特點以及演
變的規律。
而且，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發展中，道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道教對
倫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詮釋，使之得以強化；其二，道教對倫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補充，使之更加完善；
其三，道教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廣泛深入。
道教對於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展所起的作用，或許可以為我們更好地發揮宗教對於社會主義道德建設
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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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而率性  四、制惡興善與立功改過  第七節  李筌的倫理思想  一、性有巧拙與修煉成聖  二、心中納
正與動静合道  三、上施道德，下行仁義    第八節  杜光庭的倫理思想  一、人之所稟，真元道性    二、
去欲閉情與心寂境忘  三、無為白化與仁義禮智  四、為惡召禍，為善致福    第九節  餘論第五章  宋元
時期道教倫理思想的開新  第一節  唐末宋初内丹道的倫理思想  第二節  金丹派南宗的倫理思想  一、先
命後性，性命雙修    二、察心觀性，修心以静    三、學道之士，當先立身    第三節  金代全真道的倫理
思想  一、識心見性全真覺  二、全真清静為先    三、忠孝仁慈勝出家  第四節  李道純、陳致虚的倫理
思想    一、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  二、清静而忘，少私寡欲    三、正己正天下，修德不言德  第五
節  宋元淨明道的倫理思想  一、淨明只是正心誠意  二、以忠孝為本    三、作世間上品好人  第六節  宋
元道教勸善書的倫理思想  一、道教勸善書概說  二、道教勸善書與倫理道德  三、道教勸善書的倫理特
色  第七節  餘論。
第六章  明清時期道教倫理思想的流變  第一節  張三丰的倫理思想  一、大道以修心煉性為首  二、全於
人道，仙道自然不遠  三、忠孝兩全，仁義博施    四、掃除雜念，清心寡欲．  第二節  張宇初的倫理思
想  一、心統性情  二、以清静為本    三、由仁義，操禮節    第三節  王常月的倫理思想  一、命在性中，
見性為主    二、清静身心，绝緣捨愛    三、欲修仙道，先修人道    四、濟度眾生，功德圓滿    第四節  
劉一明的倫理思想  一、性命雙修，道心常存    二、神室八法，成就大道    三、修道通關，漸次著力    
四、積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務  第五節  餘論結語  道教對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展的作用  一、對倫理道
德作了宗教的詮釋，使之得以強化  二、對倫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補充，使之更加完善  三、為道德教化
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廣泛深入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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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已有的这些学术论著可以看出，以往道教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大都侧重于专题性的研究，并取得了
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专题性研究应当与整体性研究结合起来，并且通过整体性研究进一步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
；当然，整体性研究是以专题性研究为基础的。
因此，在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整体性地研究道教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推动道教伦理思想
史研究的深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没有一部贯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专著。
遣也是笔者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动因之一。
其次，探讨道教伦理思想史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研究道教伦理思想是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也是认识道教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道教伦理思想随着道教的产生和演变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道教伦理思想史就是
要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并且客观而准确地反映造一历史过程。
关于道教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包括历史分期等问题，此前学术界尚未有过深入的讨论，在此暂
做一些尝试性的叙述。
道教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萌芽的西周初期，先秦两汉的儒家、道家等诸
家的伦理思想是道教伦理的思想来源，早期的宗教伦理思想的演变，为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道教伦理思想自东汉开始逐渐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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