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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

詹石窗，何　欣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

一种精神修养模式。“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存在两大根据：首先是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其次，立足于

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思 想 主 张 虽 然 具 有 不 同 侧 重 点，但 把 天 地 万 物 看 作 彼 此 联 系

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 的 基 本 目 标 就 是 保 护 生 命 平 安，进 而 夺 天 地 之 造 化，升 华 人

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 成 了 具 有 深 刻 内 涵 的 义 理 体 系，即 维 护 生 命、保 养 生 命、升 华

生命境界。这个体系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强调了养护环境

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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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道教，源远流长，她的文化传统渊源于将近

八千年前的伏羲氏，肇端于将近五千年前的黄帝轩

辕氏，其发展经过了三大形态。如果把黄帝时期的

道教称作“原初道教”，那么从老子传授《道德经》给

关令尹喜的周朝到西汉严遵作《老子指归》，则属于

“古典道教”①历史时期。此后，道教逐步仪式化，神

明信仰系统建立起来。到东汉末年，西蜀张道陵建

立“正一盟威之道”，东方的张角三兄弟建立太平道，
标志着“制度道教”产生。之后，道教各宗派在神仙

信仰、科仪法 度、组 织 机 构 三 大 层 次 上 都 是 制 度 化

的，因此都属于制度道教。
近百年中，道教经历了社会大变动，也有过许多

磨难，直到１９７８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道教迎来了

恢复、振兴机遇。当今社会，对于道教文化的研究来

讲，可谓处于最佳历史时期了。但是，道教文化要在

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的精神滋养作用，还需

要思想总结，进行一番现代化的理论诠释。经过一

番思考，笔者认为“生命道教”是比较能够反映道教

思想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故而，本文拟围绕这个

命题谈谈管见。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道教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国道教协会就一直相当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道教界领袖就根据社会转

型的大背景，提出了“爱国爱教”的行动纲领。中国道

教协会的历任会长都在各种场合论述了这个问题，体
现了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思想契合。不过，“爱国爱教”
并非是道教的专利，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也都有共

同的情怀，共同的思想立场。所以，提炼出一个能够

表达道教基本精神的核心概念势在必行。
鉴于佛教界早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便由太虚大师

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中国道教界在本世纪初也

不断探讨自身的思想着力点。２０００年，《中国道教》
杂志第一期发表新年祝辞《祝福你，新千年》。这篇

祝辞提出了“生活道教”的概念。作者认为道教的教

义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生活的哲理，对当代人的生活

有积极的启迪意义。提倡“生活道教”，就是要将古

老道教中的 文 化 精 华 和 当 代 人 的 生 活 紧 密 结 合 起

来，将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从各个方面贯彻到人

们的生活中，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一种生存的智慧，引
导人们妥善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获得圆

满的人生；另一方面也使古老道教在立足于生活、裨
益于生活、圆融于生活的过程中，不离生活又升华生

活，从而使自身得到更新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

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发

动道教界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收到了

几十篇论文。当时，笔者也写了一篇名为《论生活道

教》的文章。这次会议的论文汇集成《道教与人生》

一书，于２００２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生活道教”这个主张虽然没有得到整个道教界

的普遍认同，但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那时开

始，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什么概念来表达道教精神

最为简明和贴切这个问题。在写《道教文化十五讲》

的时候，笔者在第一讲里用了两个小标题来表达道

教文化的内涵：一是具有强烈生命意识，这是道教文

化的鲜明特色；二是自觉地运用象征符号来传递生

命意识，这是道教文化的基本形式特征。为了表达

这种理念，笔者在书稿行文中写道：“不论是‘延年益

寿’还是‘羽化登仙’，都体现了道门中人对生命的关

注。”又说：“道教生命意识并非只是反映在神仙故事

之中；如果我们扩展视野，那就会看到，凡是有道教

组织活动留下痕迹的地方几乎都可以感受到生命意

识的强烈辐射力。这种辐射力的作用不是以直接穿

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象征符号来传递的。”

这段话是笔者对道教文化进行了较长时间研究之后

的切实感受，写在《道教文化十五讲》的第一讲中，旨
在凸显其重要性。

２００８年，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在南昌

召开了“道教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期

间，笔者把《道教文化十五讲》所提出的道教生命意

识认知与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交流，他脱口而

出：如果用“生命道教”来概括道教的核心精神应该

更具特色，也 符 合 道 教 的 历 史 文 化 传 统②。牟 钟 鉴

先生真是善于画龙点睛，他一说笔者霎时如打开了

天窗，心里亮堂起来。回到厦门，笔者指导学生谢清

果以《生命道教指要》为题，完成了一本专著。笔者

把这本书编入了“石竹山道院文丛”中，并为之专门

９１１

①

②

笔者所谓“古典道教”就是把通常大部分学者认定的“道家”看作道教理论的奠基者。笔者这样说并非否定学者们关于道家的论述，而只是
从一个不同角度来重新审视先秦道家理论内涵与社会作用。实际上，西汉以前的文化知识都还笼罩在上古宗教背景下，因此古人所称“儒
家”“阴阳家”“墨家”等都具有一定的宗教内涵，“道家”这个概念当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在“古典道教”时期，已对“生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参阅张丽娟：《先秦道家的“生命道学”管窥》，载《老子学刊》第二辑，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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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序言。在序言的开头指出：
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在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背景下，其所蕴藏

着的文化精 神 日 渐 为 世 人 所 了 解、理 解 以 至 认 同。
道教那“君臣民同心”的太平世和谐社会追求、“天人

不相胜”的人与自然和谐旨趣、“见素抱朴”的人生修

养情怀、“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主意识、“道在

养生”的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思想都能为消除道

德危机、生态危机、社会矛盾等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

资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教作为一种文化

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正如“文化中国”的理念有助于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一样，“生命道教”的新观念必将也是发挥

道教文化养 生 护 生、尊 道 贵 德、济 世 利 人 的 优 秀 传

统，进一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

践，从而彰显道教文化所蕴藏着的普世关照、生命关

怀、民众立场的时代精神。
这是笔者揣摩已久的一个表述，它是对以往“神

仙道教”与“生活道教”进行统合之后的结果。根据

这个认知，谢 清 果 以 九 章 的 篇 幅 予 以 论 证，形 成 了

“生命道教”的初步理论系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生命道教”这个概念并没有推开，更没有广泛传播，
其建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发

生作用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都还

需要深入探讨。

二　生命道教的立论依据

如果要按照形式逻辑给“生命道教”下个定义，
我们可以说：所谓“生命道教”就是以生命认知、生命

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

种文化信念，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在这里，“生

命”是对“道教”本质特征的揭示，而非在道教之外再

立一个新的宗教。“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是基于

如下根据：
首先，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
“大生命”是与“小生命”相对而言的。如果说人

类个体是“小生命”，那么运载“小生命”的地球乃至

整个星际环境的整体构成就是“大生命”。
在传统道教看来，不仅人类个体是生命，飞禽走

兽是生命，树 木 花 草 是 生 命，而 且 大 地 山 川 也 是 生

命。这种观念，在将近五千年前以黄帝为代表的原

初道教时期 便 有 了 萌 芽。考《史 记·五 帝 本 纪》有

云：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

川封禅与为多焉”。什么是“封禅”？简单讲，就是古

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举行的大型祭祀典

礼。有学者认为，“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但从《史
记·五帝本纪》这段话来看，作者把“鬼神山川”连在

一起，表明封禅对象并非仅仅是天地，而是包括山川

等比较广的范围。从某种角度看，黄帝祭祀山川，实
际上就是把山川看作有灵生命体。或者说，黄帝是

怀着对山川这种生命体的景仰与敬畏态度来举行特

定礼仪的。
黄帝 之 后，古 典 道 教 的 杰 出 代 表 老 子 在《道 德

经》里将早先朴素的大生命认知赋予哲理内涵。该

书第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
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

明。”这 段 话 的 关 键 词 有 三 个，一 是“万 物”，二 是

“作”，三是“命”，它们在句子中的排序体现了老子的

大生命意识。在这里，所谓“万物”就是由“大道”生

化而成的宇宙万物。作为一个全称概念，“万物”既

包括人与动物，也包括了树木花草之类植物；延伸开

来，“万物”也涵盖了日月星辰等，是一个具有无限包

容 性 的 概 念。“作”是 什 么 意 思 呢？ 在 甲 骨 文 里，
“作”意为工匠用刀斧刻划，形成痕迹。其背后蕴涵

着人的作为，而这种作为的形态特征就是运动。毋

庸置疑，老子是站在万物平等的立场上来看待各种

事物的。在老子心目中，人类以外诸事物也像人一

样能够运作，因此是有生命的。万物的生命存在有

两种形态，一是动，二是静。万物之动，以静为根，动
极之后就要回归于静，这才体现了生命的本质。老

子用了“复命”这个词组，明确表达了天下万物都是

生命存在。他们兴起了，最终又回归了，万物就在这

种动静转化过程中生生不息，这就是“命”。
老子之后，列子、庄子都大谈 天 地、天 下、万 物，

例如《庄子》一书，“天地”出现了９６次，“天下”出现

了２９０次，“万物”出现了１０２次。此外，《庄子》一书

还多次出 现“四 海”“宇 宙”等 大 地 域、大 空 间 概 念。
由此可以发现，庄子及其后学把老子的宏观视野又

加以扩展。《庄子》一书喜欢描述广阔的场景和巨大

的生命体，例如《逍遥游》篇写鲲鹏。在《庄子》的想

象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活生生的，无论是河神、海

神、山神，还是狂风、大雨，都有灵性、人格，甚至“混

沌”这种象征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存在，被凿开七

窍之后也会流血、死亡。庄子描写了“混沌”流血死

亡，恰恰证明了它的生命张力，让我们看到了茫茫寰

宇万物生息的千姿百态。
东汉之际，制度道教不仅继承了先秦古典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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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生命观”，而且注意各种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系。
例如流行于当时的《太平经》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
说：“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

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

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

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
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
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

一面。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
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

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 通，并 力

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
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

道可成也。”①《太 平 经》这 段 话 有 个 叙 说 模 式，这 就

是“三合 相 通”结 构。按 照“三 合 相 通”理 路，《太 平

经》构造了元气到天下家国、社会的化生系列，其间

经历了诸多层级，每一个层级化生下一个层级，都是

由于三合相通，因为相通而有感应，所以能够生化无

穷。行文中，作者用了“并力同心”形容三物的密切

关系。我们知道，“心”这个字在古代汉语中不仅具

有器官的意义，而且具有思考的功能。《太平经》在

每一个层级里，都出现“并力同心”，这就把元气、自

然、太和之气、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以及其他众多事

物都看成如人一样有形态、有禀性、能思考的智慧生

命体。正是诸多生命体的相互连结，组成了大自然

和谐有 序 的 结 构，所 以 天 地 万 物 才 迸 发 出 无 穷 的

力量。
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

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

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

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
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

追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道德经》里已经

有安养天地生命的思想意识。例如第三十五章说：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所谓“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

道。“天下往”是说圣者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往

于大道。不仅归往，而且不会受到伤害。显然，老子

《道德经》不仅具有保护人类生命的意识，而且把保

护的范围延伸到了人类以外的诸多生命存在。
老子《道德经》这种护养生命安全的意识，在其他

道教经典里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黄帝阴符经》说：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也。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 理。动 其

机，万化安。②

《黄帝阴符经》用了“盗”“宜”“安”三个关键词来

阐述天地、万物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在处理相互

关系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结果。《黄帝阴符经》看

到，人的生存环境是多种事物构成的广袤空间，在这

个空间里，天地、人、万物互相汲取物质滋养与能量，
以维持其存在和发展。在《黄帝阴符经》看来，天地、
人类、万物相互汲取物质滋养的时候必须遵循“宜”
的原则，这 就 是 适 度，恰 到 好 处，不 可 过 分，惟 有 如

此，才能保证“万化安”。所谓“万化”就是天地间各

种存在物的演化，既包括演化的过程，也包括演化的

结果。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必须达到“安”的要

求。由此看来，《黄帝阴符经》也具有深邃的大生命

安全的思想观念。
与《黄帝阴符经》“万化安”精神旨趣相一致的是

《太平经》所倡导的“长安”法度。该书卷四十五《起

土出书诀》：
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 天 地，然

后可得长安也。③

《太平经》指出：人命存在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

命存在的环境。其所谓“人命”既指人的个体生命，
也指人类的整体生命。不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整体生

命，都是以天 地 环 境 为 依 托 的，没 有 天 地 这 个 大 环

境，人的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便无从着落了。由此

看来，天地与人构成了一个系统，即大生命系统。所

以，当“天地”与“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也就有“大

生命系统安全”的思想意涵包括其中了。
将上面两个层次归结起来，那就是：从原初道教

到古典道教，到制度道教，虽然对自然、社会与人类

的认知深刻程度不同，但都具有大生命观念。在生

活与修行体验过程中，道教认识到了个体生命要平

安，就必须同时保护环境的平安，而环境的各种组合

物也具有生命的意义，所以追求人类个体生命与环

境平安，这也就是养护大生命系统的整体平安。正

是基于这样 的 情 况，我 们 可 以 把 原 初 道 教、古 典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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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２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１９８８年影印版，第７４０－７４１页。以下凡引用《道藏》
均同此版本。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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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制度道教统称为“生命道教”。

三　生命道教义理体系在当代社会的作用

从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基本追求出发，生命道

教把人类与生存环境都看作生命，从而形成大生命

系统理论。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

刻内涵的义理体系，也就是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

华生命境界的教义教理体系。
（一）五字真言

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义、
礼、智、信”五常，那么生命道教的核心价值观则可以

概括为“道、德、善、静、安”，这就是“五字真言”。

１．道：生命道教之根基

生命从哪 里 来？ 又 到 哪 里 去？ 如 果 进 一 步 追

问，就必然提出生命本元的问题。遵循“观天道以推

人事”的认知路向，生命道教提出了“道”作为生命本

元，也就是宇宙万物发生与存在的本元。
“道”的最初意涵是“道路”，后来被赋予生命哲

学的理趣。按照生命道教的观点，“道”虽然无声无

息，却是万物化生的本根，万古长存。“道”涵盖着人

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人类自己组织的社会，以及尚

未被人类 认 知 的 任 何 界 别，任 何 领 域①。而 所 有 这

些被认识的和尚未被认知的领域都生发于“道”，并

受“道”所 支 配，依 凭“道”而 运 动、发 展 和 变 化 着。
“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通过特殊的修持程

序而感受到，例如斋醮科仪、存想、内丹修炼等方式

都可以感受“道”的恍惚状态，达到与“大道”感通的

效果。

２．德：生命道教之能量

《道德经》说：“道 生 之，德 畜 之。”有 道 必 有 德。
道因德显，德为道存。从字源上看，“德”本来表示凭

借眼睛的巫术灵力来进行厌服的行为。后来，生命

道教将“德”提升为“道”所具有的特殊能量。照生命

道教的看法，“道”因为有“德”才能够辅助万物生生

不息。正如母亲生儿育女，需要养分一样，“德”就是

生育万物的滋养。从人类生存的立场看，“德”是维

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它不仅是社会正常运转的

原则，也是个人养性修真的必须。所以，“以德养生”
就是返朴归真、健康长寿之大本。

３．善：生命道教之方向

如何达到“真”的精神境界呢？生命道教进一步

提出了“善”的 理 念。《道 德 经》第 八 章 说：“上 善 若

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按照老子《道德经》的看法，最好的品德应该像水一

样。水滋润万物，使万物生长，而不去争名、争利，水
总是处在最让人厌恶的地方，这就是“善”。

老子“上善”的理念成为生命道教文化价值观的

基本内容之一，后来的道教学者以老子“上善”精神

为基础，阐述其思想，都是围绕“处下、利物、不争”展
开的。“处下”意味着谦卑，“利物”意味着奉献，“不

争”意味着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这一切，总合起来

就是“善功”，即以善为心，行善为法，至善成功，功成

身退，复归于朴。

４．静：生命道教之法门

生命道教的“善功”论又与“静”的精神相联系。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

定。”老子关于“静”的论述乃兼有两层意涵：一方面，
“静”由“不欲”产生，“不欲”就是去除内心杂念欲望，
由此而达到的“静”即纯洁；另一方面，“天下将自定”
意味着天下社会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老子《道德

经》第 四 十 五 章 谓：“清 静 为 天 下 正。”这 把“清”与

“静”联系起来，进一步佐证了古典道教讲的“静”是

包含了纯洁与宁静两种意涵。
老子的“清静”论说在制度道教中得到了全面发

挥。相传出于葛玄之手的《清静经》谓：“夫道者，有

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
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 之 源；静

者，动之基。人 能 常 清 静，天 地 悉 皆 归。”这 段 话 从

“道体”的 特 征 入 手 阐 述 清 静 理 念。在《清 静 经》看

来，“道”是阴阳协调的整体，体现为现象界，便有清

浊、动静、本末的对应。不过，相对而言，“清静”二字

是最为根本的，所以人的生活应该保持清静状态，这
样天地也就归于大定了。

５．安：生命道教之目标

本文此前 在 论 述“生 命 道 教”命 题 之 所 以 成 立

时，已经引述了《道德经》《黄帝阴符经》与《太平经》
关于维护生命及其环境平安的论说。事实上，整个

道教思想体系处处都充满了“平安”的意识。由于个

体生命的存在与小环境、大环境都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道教进行生命体验和修行，必定要追求平安，包

括个人平安、家庭平安、社会平安、自然平安。这种

思想首先来源于《易经》的“泰卦”。该卦之象，下为

干，三阳上升，上为坤，三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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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

安吉祥。《易经》这种安泰的思想对道教产生了巨大

影响。我们翻开道教的典籍，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平

安意识。如《元始说先天道德经》第五章即称：“恍恍

惚惚，万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灵室。虚无至

大，元居道安。”①这 段 话 的 关 键 是“元 居 道 安”四 个

字，作者将“道”与“安”联 结 起 来，形 成“道 安”的 短

语，其意涵可从两个途径来理解：一是说“道”是“安”
的；二是说“道”可以“安”。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表

明“安”离不开“道”，因“道”而“安”，用“道”以“安”。
从这种情况看，生命道教也可以径直称作平安道教。

（二）十六信条

除了“五字真言”之外，生命道教体系中还有许

多思想原则。经过一番揣摩，笔者把它们提炼出来，
称为“十六信条”：

尊道贵德，和谐大通；善恶感应，累积阴功；
上善若水，海纳广容；敬畏生命，大爱齐同；
护国安民，辅助黎众；孝慈为本，修持守中；
见素抱朴，静养灵空；知足常乐，合真美宏。
这“十六信条”，有的出自道教经典的原文，有的

则是根据道教经典的类似表述，经过加工、概括出来

的。表面看起 来，“十 六 信 条”中 也 出 现 了“道、德、
善、静、安”这五个字，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

种展开和细化。
“十六信条”作为一个义理体系，有其内在的逻

辑关系。前六条，侧重于自然哲学，中四条侧重于社

会哲学，后六条侧重于心灵哲学。
以上的“五字真言”与“十六信条”对于当代社会

是有特殊补益作用的。这种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

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
现代治理，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入手来考虑国

家的体制、组织结构、法令法规等社会管理模式的建

立与完善等，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思考与建制。相

比之下，道教从一开始就是从生命入手来考虑问题。
遵循天人相应的理念，道教把人体比作国家，反过来

又把国家看作人体。君主对应于人的心脏，大臣对

应于人的肝脏，辅佐之官对应于人体的肺脏，特使对

应于人体的脾脏等。当这种对应建立起来，无论是

治身还是治世，都贯彻道、德、善、静、安“五字真言”
和“十六信条”。这对于当代社会的个体生命维护与

国家消除社会疾病、精神疾病，保持旺盛态势都具有

很好的启迪意义。
第二，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
“性命双修”是道教独有的修养法度。所谓“性”，

从“生”，本像地上长出的树木，后来 用 以 指 本 性、思

想、秉性、性格、精神等。“命”原出于“令”，像一个人

跪在地上，接受上天给予的能量。后来加上“口”字，
象征与天神感通，获取物质能量；引申之，则为生命能

量。早在《周易》里便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
将性命问题联通起来思考。道教沿着《周易》的思路，
对性命问题进行扩展性探索。从疾病的疗治与生命

健康角度看②，贯彻“五字真言”和“十六信条”都是性

命双修的基本要求。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健康中国的

口号和目标。如何健康？这是需要针对社会情况采

取具体措施的。因此，我们从性命双修角度看“五字

真言”和“十六信条”，再反过来看性命双修，立足于当

代社会需求，就会发现其现实价值了。
第三，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
在道教看来，生命是特别神圣的，而生命赖以存

在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也同样是神圣的。以“五字

真言”和“十六信条”来看待环境，就愈发感到保护社

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个体生命，给个体生命的

延续、繁衍创造条件。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突

飞猛进，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今天，我们要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包括了环境的治理。如何保护

环境，这得从人类个体的认知与观念着手，而道教具

有的“五字真言”与“十六信条”是要让人在生活中有

所遵循，形成行动的章法，这种章法从修行角度看，就
是工夫。具体来说，如“大爱齐同”就是发爱心于生存

环境，像爱自己那样爱护周边的生存环境，譬如作为

志愿者积极参与保护环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具体的

工夫。当一个人内心上充满对周边环境的爱，从而激

发出具体行动时就是在行工夫，有了结果“工夫”就变

成了“功夫”，累积了善德阴功，个人得到社会赞赏，而
整个社会与自然环境就形成了和谐有序的状态。

３２１

①
②

李嘉谋：《元始天说先天道德经注解》卷五，《道藏》第１册第４４９页。
［日］蜂屋邦夫：《〈老子〉与心灵健康》，《老子学刊》第十辑，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