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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
_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使得各家各派几千年来争论不休。
两干多年前，在中国一个小乡村的河边，一位睿智的老人驻足而立，望着苍茫大地，仰天长叹：“死
生，命也！
”这一随顺生死的喟叹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一个学派——道家——的根本思想。
他就是庄子，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开创了道家学派，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思想就是基于
此发展而来的。
　　道教生死思想，在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后，又于汉代形成、完善了它的宗教体系。
并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吸收中国民间传统祭祀思想和佛教的因果轮回观点，最终形成了一套内容独特
、体系完备的道家生死理论，其思想和仪式体系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祭祀指南和道家规范。
《图解中国道教生死书》的出版，正是为了从中探寻中国古人对生命认知的求索轨迹，以及重树我们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道”是道教生死思想亘古不变的法则。
“道”主宰了事物的生灭变化，事物统一于气，万千事物的变化不过是气的变化。
因此，生生死死又如何，我们始终还是生活在宇宙中，随顺生死才是最好地迎接生死的态度。
基于此，道教形成了具有道家特点的生死观。
整体分析起来，可以从“生”、“死”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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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死认识，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认识是什么呢？
自家自创的道教，在吸收了民间和外来佛教两种思想之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死认识，深深地
扎根在人们的脑海里。
道教的生命关怀是十分独特的，其根本思想是对生命的极度热爱与追求。
道教中恢弘的养生体系，以及对死亡的种种设想，都是为了提醒人们要把握好现在的生命：顺应自然
、通过养生以祛病强身；了解死亡，智慧地面对自己的衰老，在平和宁静中充分的实现自己生命的价
值。

《图解中国道教生死书》从纷繁复杂的古文资料中，理出清晰的脉络，用形象的图解方式，解释抽象
难懂的生死关怀。
并通过精美逼真的手绘图，为读者展示一个灵魂在阴间的漫长旅程，如同游历日记，带你一步步探索
神秘的地狱鬼国。

　　◆ 鬼门关 进入地府的第一道关卡
　　◆ 奈何桥 过桥可以简简单单，也可以胆战心惊，全看自己的善恶行为
　　◆ 三生石 可以看出前世今生的玲珑石
　　◆ 彼岸花 阴森森黄泉路上的唯一色彩
　　◆ 十殿阎王 地狱里深受爱戴的公正清官
　　◆ 孟婆汤 喝一碗就能忘却前生所有事的神奇汤药
　　死亡不能闭口不谈，如果能领悟死亡的意义，那我们对生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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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死亡给予的指引
本书内容导航
第一章 回避死亡与超越死亡：传统道教生死观
1. 集儒释二教生死论之大成：道教生死观
2. 不知生，焉知死：孔子对生死的看法
3. 死得其所：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
4. 死而不朽的千秋功业：人生三不朽
5. 无奈而坦然的宿命：生死有命
6. 视死如生：庄子超然看生死
7. 道教生死思想的传承：重生养生
8. 没有死亡的成仙梦想：长生久视
9. 挑战生死大限：导引求长寿
10. 对长生不死的外在寻求：求仙与服药
11. 成就不死的“金身”：内炼成丹
12. 无生无死得解脱：涅成佛
13. 不死的灵魂：轮回转世
第二章 魂归何处：道教中的阴曹地府
1.人死后灵魂的归所：阴曹地府
2.仙人升天和灵魂归天是不同的：阴间机构出现
3.先秦时期中国人最早的冥界：黄泉
4. 汉代流行的地府信仰：泰山治鬼
5.魂与魄的安置：魂去梁父，魄到蒿里
6.由泰山府君到东岳大帝：泰山地府的最高统治者
7.东岳大帝的地府机构：七十二司
8.东岳大帝的主要助手：五道将军和东岳十太保
9.繁盛的东岳信仰：东岳庙与东岳庙会
10.唐代佛教“地狱观念”传入：泰山冥府地狱的诞生
11.泰山冥府地狱系统（1）：地狱界河——奈河
12.泰山冥府地狱系统（2）：丰都庙与丰都大帝
13.泰山冥府地狱系统（3）：蒿里山阎王殿
14.从泰山到四川丰都鬼城：宋代鬼都的“迁址”
15.道教丰都鬼城系统（1）：丰都天子殿
16.道教丰都鬼城系统（2）：冥府十殿
17.最终的道教地狱系统：十殿阎王
18.清官死后为阎王：民间四大阎王
19.阴间的另一版本：十八层地狱
20.总结：越来越细化的道教地狱
第三章 当死亡来临那一刻：流连尘世的亡灵与招魂仪式
1.生命终结时：魂飞魄散
2.亡灵开始了漫游：黑白无常来拘魂
3.魂见土地爷：注销人间户口
4.上报城隍处：领取阴间路引
5.假设灵魂暂时离开：家人招魂以挽留亡灵
6.来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惊人发现（1）：帛画的主题是招魂
7.来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惊人发现（2）：招魂图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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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慰亡灵：停灵以复魄
9.亡灵入地府前最后的回首：煞神陪同返回故宅
10.对待亡灵回家的礼仪：接煞.赶煞和回煞
第四章 痛苦的“炼狱”：亡灵在阴间的历程
（一）进入地狱
1.真的死了：亡灵开始了阴间历程
2.进入阴间的必经关卡：过鬼门关
3.跨过忘川河：奈何桥上生死两重天
4.照见前世今生的缘分：奈何桥边的三生石
5.亡灵最后一次向亲人告别：望乡台上遥望阳间
6.通向幽冥之狱：黄泉路上彼岸花
（二）地狱审判
1.来自佛教的地狱精神：道教地狱的赏善罚恶
2.亲人可为地狱亡灵所做的祭祀：“七七斋”超度亡灵
3.进入秦广王第一殿：计算此世功过善恶
4.进入楚江王第二殿：在活大地狱受刑罚
5.进入宋帝王第三殿：在大黑绳大地狱受刑罚
6.进入五官王第四殿：在合大地狱受刑罚
7.进入阎罗王第五殿：在叫唤大地狱受刑罚
8.进入卞城王第六殿：在大叫唤大地狱受刑罚
9.进入泰山王第七殿：在焦热地狱受刑罚
10.进入都市王第八殿：在大焦热地狱受刑罚
11.进入平等王第九殿：在阿鼻地狱受刑罚
（三）投胎转世
1.进入转轮王第十殿：核定罪福轻重而投生
2.跨过不同的桥：转世的不同身份
3.喝下孟婆迷魂汤：忘却前生所有事
4.堕落簿：人身难得而成畜
5.魂归处：重回人间换了样
第五章 寄托哀思：道教追思仪式
1.给死者打扮：沐浴更衣
2.丧事的公开化：报丧
3.收尸入棺：大敛
4.披麻戴孝：丧服
5.送亡灵上路：出丧
6.让亡灵安息：处理尸体的种种葬式
7.选择风水宝地：阴宅
8.视死如生：厚葬
9.为亡者请求赦免生前过失：拜忏
10.为死者往生天界的超度：诵经
11.为亡魂照亮升天的路：灯仪
12.帮助亡魂脱离苦难：炼度仪
13.从地狱到仙境的跨越：度桥仪
14.生者为死者结亲：冥婚
15.慎终追远：祭祀
附录 道教斋醮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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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回避死亡与超越死亡：传统道教生死观　　1. 集儒释二教生死论之大成　　道教生死观　
　道教的生死观吸取了儒、释二教，其基本观点是重生恶死，相信人死后会转世轮回，所以追求此世
的价值，渴望得道成仙，长生不死。
　　◆儒家生死观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大。
儒家的生死观是重视生的价值，回避死亡之后的事。
儒家认为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任何想从肉体上达到永生的企图都是徒劳
的。
‘因此，人们只能在生前努力于建功立业，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与人格的塑造。
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创造不朽，超越死亡，亦即在个体之我的肉体死亡、腐朽之后，仍然能以精神
价值的形态而存在于世，对社会、众生、国家、民族产生经久不衰之影响，从而达到永恒。
　　◆佛教生死观　　印度的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生死观方面，佛教认为人生在世就是一苦海，所以生是不值得留恋的，而更注重死后来世的解脱，
这就是佛教所提倡的涅槃成佛，脱离苦海。
除此之外，对于芸芸众生，佛教认为如果没有涅槃成佛，就只能在六道中轮回，一世一世，没有穷尽
。
佛教的生死观点，尤其是轮回转世思想对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人开始更注重今
生的行为，以超出轮回，解脱生死。
同时，印度佛教也渐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中国道教生死书>>

编辑推荐

　　生的尽头是什么？
死亡之后我们将遇见什么？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对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说。
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更是提出了独特的、深具本土特色的生死观。
 道教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在发展过程中，道教吸收了儒家思想及佛教理论，衍生出一套内容独特、体系完备的生死理论，对灵
魂的存在、形与神的关系、死后的救度⋯⋯进行了一一阐释。
 在《图解中国道教生死书》中，我们以现代的人文思想重新解读道教文明，去芜存菁。
同时，我们采用了图解这种独特的编辑手法，以300多幅精美而生动的插画，将“灵魂”、“死亡”等
抽象的理论具象呈现，令您在轻松的心情中了解道教的生死关怀。
更有详细流程图，引领您游历道教的地狱鬼国，让您真正“看到”那些只存在于文字描述中的黄泉路
、鬼门关、三生石、奈何桥、十殿阎王、十八层地狱等。
 希望这本《图解中国道教生死书》能帮助读者引发对生命的思考，亦从“死亡”中获得感悟，从而找
到自我生命价值和方向，更好地把握当下的一切。
　　破解道家最核心的长寿长生秘诀，对抗疾病与衰老，提升自我身体与精神机能　　解决你对死亡
的焦虑与困惑，洞悉道教给予的生命指引，更畅快地享受人生　　300幅精致手绘图，第一次系统展示
可媲美《神曲》的中国式地狱游历　　金蟾：天国里吉祥的象征，天门：灵魂通往天国之门，金乌：
天国中的太阳，蛇形女神：镇守天门，侍者：侍卫天尊的神仙，地狱中的太乙救苦天尊：解救受苦的
亡灵，康元帅：阎王的助手，太乙救苦天尊：普度人间众生，温元帅：阎王的助手。
　　以现代手法揭示中国人的生死梦想 中国人的成仙之道和亡灵旅程　　最绚丽的古代文化，最神秘
的生死奇境。
　　太乙救苦天尊　　在道教传说中，太乙救苦天尊为救度一切众生，而化身为地府十殿真君，这十
殿真君最后演变为地府十殿阎王。
　　太乙救苦天尊居于地狱时，化身为鬼王形象，样子虽然吓人，却可以解救受苦的亡灵。
降于人间时，天尊身后布满神光，手执杨柳净水，脚踏莲花，座下一头狮子，普度人间受苦受难的众
生。
　　天尊旁边是地府十大元帅中的温元帅和康元帅，他们协助阎王处理各种地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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