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历史研究：五斗米道及其道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9_81_93_E6

_95_99_E5_8E_86_E5_c34_44085.htm 在于吉等人布道的同时，

巴蜀一带兴起了张道陵①开创的五斗米道。考二者源流，太

平道与五斗米道皆出自黄老道，且以神仙崇拜及方术为教义

特征。不过五斗米道出现于巫觋盛行的区域，与巫道有所融

合，因而巫术祭礼色彩更浓一些，即更偏重于宗教仪礼。而

且由于太平道的领导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不能在社会上

公开传播，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不断发展壮大，遂成为道

教正统。后世论及道教的创立，一般都认为是从张道陵开始

。 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是在东汉顺帝年间(126一144)。《

三国志张鲁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说：顺帝时，张陵在

四川鹤(鹄)鸣山中学道，“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

，出五斗米”，故世称为“五斗米道”。一说张陵自称“天

师”，故后世道教徒又称五斗米道为“天师道”。张陵死后

，其子张衡及其孙张鲁继续传教。 五斗米道的壮大和发展，

是在张鲁时期。《后汉书刘焉传》说，益州牧刘焉“任鲁以

为督义司马”，张鲁因此掌握了兵权，于是他杀了汉中太守

，既得汉中，在刘焉死后又袭取了巴郡，遂雄居巴汉之地，

一直到建安二十年(215)投降曹操为止，前后28年。这一时期

他在统治区内，大行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

在他降曹之后，曹操对他“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

，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王子皆为列侯。”张鲁的女儿

还嫁给了曹操的儿子燕王曹宇(亦名彭祖)。所以五斗米道并

不因张鲁失势而中掇，并且随着张鲁东迁，更广泛流传在江



东一带地方。 五斗米道信奉的经典，在历史上有一些记载，

如《魏书释老志》: 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宫章本)千有二

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其书多有不秘，非其徒也，

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

。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 《法苑珠琳》六十九《

妄传邪教》条: 后汉时张陵造(灵宝经)及章醮等道书二十四卷(

《太平广记》引《神仙传》作“篇”)。 《云笈七签》卷六：

汉末，有天师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

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

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诀"，重为三天

法师正一真人。 孟安排《道教义枢七部义》及《云笈七签》

卷六均言: 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

卷。此经并盛明治道、证果、修因、禁忌、众术也。⋯汉安

元年，太上亲授天师(张陵)，流传兹日。 经学者考证，此处

《太平洞极经》与今本、《太平经》内容基本一致，说明《

太平洞极经》与《太平青领书》有一定关系。同时张衡、张

鲁传教的一些措施，如教人有病思过、置义舍、禁酒等等，

都与《太平经》经义相符。《典略》也说“衡法略同张角”

，因此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者当同出一源。《三国志张鲁传

》注引《典略》说烹平中《173一177》，张衡(据《三国志张

鲁传》裴松之注说，原文张衡误作“张修”)在汉中传道: 又

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

奸令。 可知五斗米道曾以《老子五千文》作为他们信奉的主

要经典，所谓《老子五千文》，是经张鲁(或谓为张陵)所定

本为五千字。近代又在敦煌发现了六朝人所写的《老子想尔

注》残卷，基本是《道经》部分的注本。系当时五斗米教祭



酒宣讲《老子五千文》的注解本。近人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

张天师道陵(老子想尔注)校笺)认为，张氏(老子想尔注)多处

演说"太平"、"守一"，实乃提倡其太平思想，以《太平经》之

意旨解释《老子》。可知《老子想尔注》与《太平洞极经》

确为五斗米道的重要经典。上面引文有言，五斗米道“其书

多有隐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老子想尔注》《太平

洞极经》应当属于这样的秘典之一。 另外，据《道藏洞真黄

书》称:《黄书》于东汉汉穿元年老子授张道陵，本有8卷。

北周甄鸾《笑道论》亦提及五斗米道之"黄书合气"。其道为

男女合炼之本，五斗米道不敢公开宣讲，故《黄书》亦为五

斗米秘典之一(其书符文以黄色书写之，故名)。 综上，五斗

米道的主要经典应有《天宫章本》、(灵宝经八《正一盟威妙

经》）、《太平洞极经》、《老子五千文》(或称《老子想尔

注》)、《黄书》及章醮等道书。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指出

，《正一经》中，最主要者为《正一盟威录》，所以劝召鬼

神。又指出，此录盖出张陵，依托太上。《道藏》收《太上

三五正一盟威录》1卷和《太上正一盟威法录》1卷，内容相

类，皆为张陵的《正一盟威录》。 《老子想尔注》2卷，本

己亡佚，后在敦煌遗书中被发现。可惜残阙过半，即《道经

》部分缺开首部分(第一、二章)，《德经》部分全佚。 陈国

符《道藏源流考》认为，《道藏》所收《赤松子章历》卷三

至卷六所录章表，尚是三张古科。但其百分八、九十已经亡

佚。已是残卷，并经后人整理。根据此书内容，证明五斗米

道已具初步的宗教科仪。 《黄书》8卷今已不传，但是《道

藏》之中有《洞真黄书》、《上清黄书过度仪》、《洞真太

微黄书天帝君石景金阳素经》等卷。《洞真黄书》现仅存一



卷，或为《黄书》之节本。《上清黄书过度仪》讲说行道仪

法，《太上洞渊神咒经》谓“人以《黄书》受来经久不得过

度，日日有考，令人多病，田蚕虚耗，宅中不利，不终年寿

，中道而天。”可见《上清黄书过度仪》是与《黄书》并行

的过度仪法。《洞真太微黄书天帝君百景金阳素经》卷末按

语说:“《太微黄书》本有8卷，真人昔于赤城山中，以大篆

交带真文授许远游明君所有者是也。君所以未飞腾上清，掺

驾云龙，正由不睹《石景八素》之篇第，⋯⋯今以《石景金

阳文》相付行，令尽睹八卷之首也。”其书讲说服符升仙之

道，乃配合《黄书》而行之道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