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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 “生活”：理解道教学说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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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对 “生命道教”与 “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进行了梳理，认为 “生命”概念多

与传统道教之 “治身”“度己”“仙道” “出世”等说法相关，而 “生活”问题则属 “治国” “度人”
“人道”“入世”诸论范围，且道教之 “度己”（仙道）乃与 “度人”（人道）紧密相联、难以分割，实

为其成仙学说之一体两面，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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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学说

或许是受民国以来佛教提倡 “人生佛教”和

“人间佛教”的影 响，近 些 年 来 也 有 人 提 出 “×
×道教”之说，例如中国道教协会曾于２１世纪

初提倡 “生活道教”，而 近 年 四 川 大 学 道 教 与 宗

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会议则多以 “生命道教”作为

主题。之所以用简短的词语来修饰 “道教”，我

想可能是为了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旨，或表达对

道教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依据本人对道教的研

究和理 解，我 觉 得 无 论 “生 命”还 是 “生 活”，
都是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道教发

展需要重视的两个方面，不应简单地凸出其中一

面而忽视另外一面。以下，试对 “生命道教”与

“生 活 道 教”两 种 说 法 的 来 历 略 作 梳 理，并 对

“生 命”与 “生 活”在 道 教 学 说 中 的 关 系 进 行

说明。

一、由 “生命哲学”到 “生命道教”

事实上，“文革”后中国学界对于道教的认

识，大致 是 从 重 视 其 有 关 “生 命”的 内 容 入 手

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大家都承认道教的核心

信仰是 “长生成仙”有关，因为这一信仰主要解

决的就是生命长存的问题，如早期研究道教的权

威学者卿希泰、李养正等都曾在其上世纪８０年

代的著作中强调这一点①，我本人也曾于１９８８—

１９９１年 间 在 卿 希 泰 先 生 的 指 导 下 完 成 了 有 关

“长生成仙信仰”的 硕 士 学 位 论 文，随 后 还 公 开

发表过 一 系 列 相 关 文 章。② 只 是，明 确 地 以 “生

命”一词来凸显道教的信仰或学说，却应是从冯

国超于１９９１年发表 《析道教生命哲学》一文开

始的。冯 国 超 在 《析 道 教 生 命 哲 学》一 文 中 认

为，道教的核心或实质乃是其 “生命哲学”，亦

即 “道教建立的关于生命的结构、生命的价值和

实现这种生 命 价 值 的 途 径 的 系 统 理 论”。③ 此 后，
以 “生 命”一 词 来 谈 论 道 教 学 说 逐 渐 流 行，如

１９９４年四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一 套 “中 华 道 学

文化系列”丛书，其中就有一本专门讨论 “道教

生命伦理”④，而当时的 《宗教学研究》《中国哲

学史》等刊物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关 “道教生命

伦理”和 “道教生命哲学”的文章⑤，颇使道教

之 “生命”问题受人关注。

１９９９年，李 大 华 出 版 《道 教 生 命 哲 学 本 体

论 研 究》一 书⑥，加 上２０００年 日 本 又 出 版 了

“讲 座 道 教”第 ３ 卷 《道 教 的 生 命 观 与 身 体

论》⑦，更令从 “生 命”角 度 来 讨 论 道 教 之 风 兴

盛，如当时的期刊 《中国哲学史》曾连续刊载了

几篇有关道教 “生命”问题的文章，包括李大华

《关于道教生 命 哲 学 基 本 特 征 的 思 考》、葛 兆 光

《宇 宙、身 体、气 与 “假 求 于 外 物 以 自 坚

固”———道教的生命理论》、詹石 窗 《道 教 生 命

伦理与 现 代 社 会》⑧ 等。此 外，当 时 的 其 他 刊 物

和学术会议也发表过不少这类作品，如萧萐父先

生关于 《道教 生 命 哲 学 本 体 论 研 究》一 书 的 评

介、李刚 《道 教 生 命 哲 学 的 特 性》以 及 盖 建 民

《从道教生命哲学看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等⑨。



不过，此后各界有关道教 “生命哲学”和 “生命

伦理”的讨论热情似有减弱，这可能与 “生活道

教”的提出和影响有关 （详下）。

２００９年，詹石窗主编的 “石竹山道院文丛”
出版，其 中 收 有 谢 清 果 著 《生 命 道 教 指 要》一

书，再令 相 关 问 题 的 讨 论 得 到 延 续。据 该 书 的

“内容简介”言：“生 命 道 教”是 继 “神 仙 道 教”
“生活道教”观念之后新兴的一种道教文化理念，
它旨在张扬道教养生智慧的独特魅力，高扬道教

“我命在我不在天”的 生 命 自 觉 精 神，发 扬 道 教

“生道合一”的价值理性，阐扬道教 “道法自然”
的实践 理 性，倡 扬 道 教 关 注 人 与 自 然、人 与 社

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

界，从而为人类的健康、自由、和平、幸福提供

弥足珍贵的 思 想 文 化 资 源。⑩ 近 两 年 四 川 大 学 道

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举办以 “生命道教”为主题

的学 术 会 议，其 “生 命 道 教”的 含 义 大 约 亦 与

此同。

二、“生活道教”的提出及其内容

“生活道教”一说，乃与中国道教协 会 的 提

倡有关。早在１９９８年，中国道教 协 会 就 曾 在 江

西庐山仙人 洞 举 办 过 一 次 “道 教 文 化 研 讨 会”，
会议主题是 “道教与 现 代 文 明”，彰 显 了 当 代 道

教欲与现 代 文 明 结 合 的 愿 望。２０００年９月，庐

山 再 次 举 办 “道 教 文 化 研 讨 会”，并 明 确 地 以

“生活道教”为会议 主 题，时 任 中 国 道 教 协 会 副

会长、全国 政 协 常 委 的 张 继 禹 道 长 在 会 上 作 了

“践 行 生 活 道 教，德 臻 人 间 仙 境”的 主 题 发 言，
相关学者也提交了１０余篇阐发 “生活道教”的

文章。２０００年底，《中国道教》正式刊发了张继

禹撰 《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关于道

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一文，以及著名学者

牟钟鉴、詹 石 窗 等 人 的 相 关 文 章，令 “生 活 道

教”一说在道教界、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张继禹的文章认为道教是一种 “富于理想而

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并本着 “承继传统、
面向当代”的 原 则 而 提 出 了 “生 活 道 教”的 理

念。其所谓 “生活道教”，就是 “要在发扬爱国

爱教、仙道贵生、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等优良教

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道教关爱现实、利益人群、
传扬真道、福臻家国、修道成仙的价值理想，将

道教信仰落实于生活，将道教精神圆融于生活，
运用道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从

而觉悟人生、升华人生、圆满人生”。瑏瑡 牟钟鉴撰

《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赞同张继禹提出的 “生

活道教”理念，认为这是 “继民国年间陈撄宁大

师 ‘新仙学’之后，道教理论上又一新的进展”，
并从 “生命宗教”“仙道内含人道”“神仙信仰新

理解”等角度对 这 种 理 念 作 了 进 一 步 阐 释。瑏瑢 詹

石窗撰 《论生活道教》则辨析了 “生活”一词具

有 “生存”“活计”等 “民生性”含义，并在此

基础上认为 “所谓生活道教，乃是根植于现实生

活并且因民众的现实需求而存在的道教”，以为

这种提法 “既有坚实的文化历史根据，也符合现

实需要”，且从 “思想品格”“功能走向”两大方

面对 “生 活 道 教”进 行 了 阐 扬。瑏瑣 不 仅 如 此，上

述两次会议的论文集还于２００２年以 《道教与人

生》的名称出版瑏瑤，使得 “生活道教”的说法在

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虽然不时有人从 “生活”的角度来谈

论道教瑏瑥，但有关 “生活道教”的讨论却未见有

太多文章。直到２０１６年底，“华夏老子学研究联

合会”又以 “理解与运用：老子及道家和道教的

生活之道”为主题召开成立大会。不过，该会是

否欲以 “生活”为主旨来弘扬道家文化，尚待进

一步观察。

三、“生命”与 “生活”是道教学说的一体两面

事实上，无论 “生 命”还 是 “生 活”，皆 属

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乃是道教学说之一体

两面。这两个方面，亦是理解道教学说缺一不可

的维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传统

道教在引导人们追求 “成仙”的同时，也要求信

徒必须践行 “人道”，在标榜远离红尘的 “出世”
隐遁之同时，也鼓励有道之士 “入世”济民，其

思维 具 有 很 强 的 辩 证 性 与 圆 融 性。简 单 地 说，
“出世”之 “仙 道”大 致 与 “生 命”问 题 有 关，
而 “入世”之 “人道”则涉及世俗的 “生活”问

题；只不过，“仙道”与 “人道”不可截然分离，
“出世”与 “入世”也 非 背 道 而 驰，如 清 代 道 士

傅金 铨 言：“人 道 是 仙 道 之 阶，仙 道 是 人 道 之

极。”瑏瑦我 近 年 也 曾 发 表 过 一 些 文 章，对 道 教 的

“仙道”与 “人道”、“出世”与 “入世”、“度己”
与 “度人”等问题进行讨论，以为这些貌似 “对
立”的倾向在道教中并不矛盾。瑏瑧

如果我们考 察 “仙 （僊）”这 个 字，可 知 其

本义为 “迁 （遷）”，有 长 生 不 死、远 离 世 俗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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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 《说 文 解 字》释 “僊”言：“长 生 僊 去，
从人从 。”《释名》又言：“老而不死曰仙。仙，
迁也，迁入山也。故 其 制 字，人 旁 作 山 也。”后

世道教典籍更多描述 “仙”之生命长久、神通广

大，如 《太平经》推崇 “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

周返始”瑏瑨， 《神 仙 传》又 说 神 仙 可 以 “出 入 水

火，移易山 川，变 化 之 事，无 所 不 能”瑏瑩，总 之

神仙乃是 “失人之本”瑐瑠而 “变质同神”瑐瑡 的灵体，
与一般的世人有着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仙

信仰似乎多与生死问题有关，而与世俗生活关系

不大。但需要说明的是，汉代以后的道教与先秦

流行的 “方仙道”并非一回事，作为一种宗教组

织的道教不仅需要回答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而

且需要考虑其教团成员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维系

这个群体在现实中的存在，故貌似远离世俗的道

教也难免涉足现实生活的一些领域。况且，“成

仙”一事的承担主 体 乃 是 “人”，而 在 由 芸 芸 众

生组 成 的 社 会 中，能 够 顺 利 “成 仙”者 仅 是 少

数，所以处理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解决芸芸众

生的 “生活”难题，亦是道教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道教学说中既有 “仙道”，同时也有 “人

道”，其 典 型 者 如 晋 代 葛 洪 《抱 朴 子 内 篇》言：
“欲求仙 者，要 当 以 忠 孝、和 顺、仁 信 为 本。”瑐瑢

宋元净明 道 更 是 声 称 其 教 “大 概 只 是 学 为 人 之

道”，要求信徒 “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 世 间

上品好人”。瑐瑣

道教之 “仙道”与 “人道”并重，实来自早

期道家兼顾 “治身”与 “治国”的做法。先秦以

来的道家 一 直 兼 顾 “治 身”与 “治 国”两 个 问

题，如陈 鼓 应 《关 于 先 秦 黄 老 学 的 研 究》言：
“治身与治国是 道 家 两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老

子》主要谈治国，兼谈治身，庄子承杨朱而谈治

身，尤重于 个 人 精 神 境 界 的 提 升……”瑐瑤 这 里 所

谓 “身”，即 与 “生 命”相 关 的 人 体，而 “国”
则指人们 “生活”的社会。汉代河上公注解 《老
子》“道可道，非常道”句时，亦明确以 “自然

长生之道”为 “常 道”，而 以 “经 术 政 教 之 道”
为 “可道”，其兼顾 “治身” （生命）与 “治国”
（生活）之 意 显 然。道 家 思 想 这 种 兼 顾 “治 身”
（生命）与 “治国”（生活）的态度，在后世道教

的信仰中又表现为 “度己”与 “度人”并重。所

谓 “度 己”，即 个 人 追 求 得 道 成 仙，而 “度 人”
则是帮助他人脱离苦难。汉代 《太平经》在宣扬

“要当 重 生，生 为 第 一”瑐瑥 时，仍 不 忘 要 求 信 徒

“周穷救急”瑐瑦，魏晋道教更是以行善度人为获得

“天仙”之必要条 件，如 《太 上 洞 玄 灵 宝 本 行 因

缘经》载仙公葛玄回答诸位地仙 “吾等学道至今

已六百年，尚散迹于山林间”之问曰：
子辈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

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

信大 经 弘 远 之 辞，不 务 斋 戒，不 尊 三 洞 法

师，好乐小乘，故得地仙之道，然亦出处由

意，去来 自 在，长 生 不 死，但 未 得 超 凌 三

界，游乎十方，仰瞻太上玉京金阙。子欲使

法轮速升、飞行上清诸天者，当更立功，救

度国土民人灾厄疾苦。大功德满，太上锡迎

子矣。瑐瑧

正因为行善度人乃是获得 “天仙” （度己）之必

要条件，所以此时的 《灵 宝 无 量 度 人 上 品 妙 经》
（简称 《度人经》）曾提出了 “仙道贵生，无量度

人”瑐瑨的口号。不仅如 此，唐 末 五 代 “灵 魂 成 仙”
之说兴起后，道教的内丹修炼还曾专设 “炼道入

圣”阶段，要求修炼成功者继续留在人间行善积

德、济世度人，如 《西山群仙会真记》引 《洞天

语录》言：“夫修养真气，真气既成，而 煅 炼 阳

神。阳神既出，得离尘世，方居三岛。功成神迁

弃壳，须传流积行于人间。行满功成，受紫诏天

书，而居洞天 矣！”瑐瑩 对 此，我 曾 撰 文 认 为：“度

己”与 “度人”（度他）乃是 “成仙”信仰的一

体两面， “度人” （度他）是 为 了 “度 己” （成

仙）， “度己” （成仙）也是为了更好地 “度人”
（度他）。瑑瑠

总之，我认 为 无 论 是 “治 身”与 “治 国”，
还是 “仙道”与 “人 道”，或 是 “度 己”与 “度

人”、“出世”与 “入 世”等，俱 与 所 谓 “生 命”
和 “生 活”问 题 相 关，实 为 道 教 学 说 的 一 体 两

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难以分割的，如果

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
前述一 些 学 者 似 乎 也 看 到 了 这 点，故 曾 专 门 对

“生命道教”和 “生活 道 教”概 念 进 行 过 补 充 说

明，如 《生命道教指要》声称 “（生命道教）倡

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

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主张将各种

关系之 “全面和谐”纳 入 “生 命 道 教”的 范 围，
并以 “生命道教追求社会和谐”作为其书的一章

内容；而詹石窗 《论生活道教》则以 “宏观的生

命伦理”作 为 “生 活 道 教”成 立 之 前 提，主 张

“将个 体 的 人 格 完 善 与 社 会 的 整 体 和 谐 统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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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牟钟鉴 《关于生 活 道 教 的 思 考》也 以 “生

命宗教”来说明 “生活道教”之内涵和特征，以

为：“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教导人们热爱生命，
尊重生命，炼养 生 命，以 证 成 大 道。”因 此，我

以为如果作为某项学术研究之关注焦点，当然可

以使用 “生命”“生活”或其他词语来修饰、限

定道教，但如果是欲以此来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

旨，或表达对道教在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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