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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张明义

　　[摘　要 ] 武当道教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 ,突出 “忠孝仁义 ”,宣扬 “善恶承负 ”,提倡 “诚

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 ,以 “真武神 ”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 ,武当山道教建筑的

风水格局 ,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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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 ,已是古代宗教重要

的活动场所 ,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

朝时 ,由于社会动荡 ,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

仕 、或弃家出走 ,云集武当辟谷修道 。同时 ,出现了

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 ,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

王的推崇 ,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 。宋元时 ,由于

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 ,使真武神

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 , “以武当山为本山 ,以信仰

真武 —玄武 ,重视内丹修炼 ,擅长雷法及符箓禳 ,强

调忠孝伦理 、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 ”的武当道教最

终形成 ,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 。作为

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 ,武当道教的教理 、教义

与中国道教的教理 、教义同出一辙 ,同时又有着自

己的鲜明特性 。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

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 、互抗互补 。

“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

教。 道̀教 '之称为 `道教 '并不仅仅因为它和 `道

家 '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 `道德

教化 ' 以 `致太平 '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

教。”
[ 1] (Ｐ72)

就伦理思想而言 ,武当道教亦深受儒家

思想影响 ,它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 ,突

出 “忠孝仁义 ” ,宣扬 “善恶承负 ”, 提倡 “诚信不

欺”,并假神道设教 ,以 “真武神 ”的威力驱使信徒

去奉行其伦理道德 。与此相应 ,武当山道教建筑的

风水格局 ,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 。

现将笔者在武当道教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综

述如下 ,以资探讨 。

道教是华夏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 ,它在 “仙

道贵生 ,无量度人 ”(《度人经 》)的教义思想主导

下 ,践行和光同尘 、济世利人的教化 , 将 “长生贵

生” 、“成仙得道”作为广大教徒的最高信仰追求。

作为道教的重要支派 ,武当道教也为信徒们描绘了

一个 “福寿康宁 、成仙得道 ”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

标 ,这一人生理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久视 、福寿康宁 、逍遥达观的人

生境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修炼实现无疾而终 、坐

化升天 、进入天堂的成仙目标。 “福寿康宁 ,成仙

得道”的人生理想 ,汇集了武当道教信徒对自身价

值 、人性内涵以及摆脱外界束缚取得个性自由等的

美好向往和价值取向。为了这一理想得到实现 ,武

当道教将 “慕道明道 ,苦行修炼 ”、“符咒做法 ,祛祸

免灾”、“欲修仙道 ,先修人道 ”等贯彻于全部教化

过程中。首先 ,武当道教以 “玄天真武上帝 ”遣欲

坐忘 、修炼内丹的经历 ,教化信徒只有慕道明道 、苦

行修炼 ,才能实现学道修道的理想目标。其次 ,武

当道教设计了许多套画符念咒 、斋醮科仪的法事活

动 ,为人祈福 ,祛祸免灾 ,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

早日实现 “福寿康宁 ”乃至 “成仙得道 ”的人生理

想 。最后 ,武当道教主张 “入仙道先全人道 ”。 “全

于人道” ,主要是做到忠孝仁义 、行善积德 、诚信不

欺 。只有修好人道 ,才能福寿康宁 ,成仙得道
[ 2]
。

武当道教自宋代成为道教一个支派开始 ,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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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调忠孝仁义。因为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繁荣 ,理

学所推崇的忠君孝亲 、仁义道德等思想 ,亦受到道

教思想家的重视。如宋代流行的真武经典 《北极

真武普慈度世法忏 》《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 》《太

上说真武本传妙经 》等 ,就常常宣扬忠孝仁义等伦

理道德
[ 3]
。元代时 ,武当道教的教主又与净明道

派建立了密切关系 ,吸收并发展了净明道派 “忠孝

成仙 ”的修道思想 ,更是大力提倡孝道 。总体而

言 ,武当道教的孝道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 ,忠孝之

人才与仙道有缘 。要想修道成仙 ,忠孝是基础 ,有

了这个基础成仙才有希望 ,舍此基础是与仙道无缘

的。第二 ,忠孝是修道的前提。如 《玄天上帝说报

父母恩重经》和 《玄帝报恩圣号 》假托玄天上帝真

武口训 ,讲述父母养育之恩 ,要求 “善男信女 ,体玄

天圣训 ,孝道存心 ”,强调修道之人 “读仙经万卷 ,

忠孝为先 ”。第三 ,把 “孝道”作为养生和修炼的内

容 ,从而强调了修道者内修的重要性 。第四 , 给

“孝道 ”加上神秘的外衣 。武当道教宣传 “忠孝成

仙”,进而对忠孝的原因作了富于神秘色彩的论

证。第五 ,为道者要尽忠孝 ,否则神灵必对之进行

惩罚 。武当道教除了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外 ,还强调

对师父的孝道: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事师如事父 。

除了在道经中宣传忠孝 ,武当道教还将孝道思想体

现于建筑形式和神像崇拜之中 ,从而对社会起到了

积极的教化作用
[ 4]
。明清以后各地修建的真武宫

观多雕绘二十四孝图等 ,即与武当道教提倡孝道思

想有关。

“天道承负 ”, 即相信天道有循环 、善恶有承

负 ,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 。在 “承负”之说中 ,道

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武当道教形成后 ,

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 。

例如 《太上真武妙经注》就通过 《真武启圣记 》上的

许多故事 ,作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 “录善罚

恶 ,辅正除邪 ,济拔天人 ,祛妖摄毒 ”的例证 ,劝人

行善积德 ,以获善报。类似内容 ,在 《元始天尊说

北方真武妙经 》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

妙经 》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武当道教不

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 ,而且通过

“法忏 ”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 、得道成仙的思

想。所谓 “法忏 ”,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

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 ,乞求神灵赦罪赐福。由于道

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

的综合反映 ,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 ,可以起到扬善

抑恶 、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

中大力宣扬善恶伦理思想外 ,在宫观建筑 、匾额楹

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 。如紫霄宫龙虎

殿(紫霄山门)楹联 ,上联是 “秉正嫉邪一方平安保

障 ”,下联是 “降魔卫道千年永镇玄门 ”。横批是

“惩恶扬善”。以此劝说人们一心向善 、勤于修道。

总的来说 ,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

方面的内容:天道承负 ,善恶报应;欲修仙道 ,先修

人道;跪诵法忏 ,弃恶从善。值得一提的是 ,武当道

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

呼应 ,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5]
。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

范畴 ,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

为规范。道教形成之初 ,就把儒家的 “诚信 ”思想

引入了道教 ,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武当道

教于宋代形成后 ,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

“诚信”伦理思想 ,认为 “诚信 ”是人与神沟通的桥

梁 ,道士作法要讲 “诚信 ”,世俗阶层要实现自己的

功利目的也必须 “诚信 ”,强调 “诚信”既是学道修

道的基础 ,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具体而言 ,主要

有这么几点:第一 ,有关 “真武 ”神的经典 ,都非常

注重对 “诚信 ”的宣扬。如《玄天上帝启圣录 》卷一

讲述的 “辞亲幕道 ”和 “悟杵成针 ”等故事 ,都强调

正心诚意 、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 , “真武 ”即是诚

信的表率 。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 “心诚则灵 ”,这

在 《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 。与此相

反 ,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 “真武”神保佑 ,还会受到

“真武”神的惩罚 ,如 《玄天上帝启圣录 》卷八记载

的 “假烛烧尘 ”故事 。第二 ,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

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 、欺诈遭罚的教义 ,而且在宫

观建筑 、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

如黄龙洞的对联 ,上联是 “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

是 “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 “神之最灵 ”。第三 ,

武当清微道派把 “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

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 ,心要

正 、意要诚 ,以通过 “存想 ”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 ,

化凡尘为神界 ,化己身为神灵 ,从而具备不可思议

之神力
[ 6]
。

假神道设教 ,以 “神 ”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

其教理 、教义 ,是包括武当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教之

伦理思想的鲜明特征 。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是

“真武”,传说中武当山即是 “真武”修道升天的地

方 。 “真武”原名为 “玄武 ”,其由来古籍的说法不

一 。古人是把 “玄武”视为司命之神 、北方之神 、水

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

真宗为避讳改称 “玄武 ”为 “真武 ”。天禧二年

(1018年), 宋真宗封 “真武 ”为 “灵应真君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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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玄武 ”由 “四象 ”、”龟蛇 ”等自然之神正式上

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 ,并常受玉帝 、太上老君 、

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 《武当福总真

集》《玄天上帝启圣录 》《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 》

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 “真武 ”神格的提

升 ,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 。笔者认为 “真武 ”神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 “真

武”神明察秋毫 、录善罚恶 ,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

有神灵! 不应妄做邪念 ,而应克己节欲 、广积阴德 ,

众善奉行 、诸恶莫做 。(2)奉劝诚信。 “真武”是司

命之神 ,又是 “治世福神 ”, 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

夭 、吉凶祸福等 。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 、荣华富贵 ,

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 “真武 ”神 ,以祈求它实

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 。(3)提倡孝道 。 “真武 ”神

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 《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

经》和 《玄帝报恩圣号 》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

的建筑文化之中
[ 7]
。

道教与风水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民间

的看阳宅风水 、相墓 、镇宅驱邪等活动 ,多由道士来

承担 ,如明代武当山道士张三丰 、丘玄清 、孙碧云等

都是著名的风水大师。道教建筑作为道士布道传

教 、供奉 、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 ,不

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其建筑设计也深深打上

“风水 ”的烙印 。由于明代风水学盛行 ,明成祖在

大修武当山时 ,便十分重视武当道教建筑的风水问

题。同时 ,风水学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颇深 ,

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 ,武当山道

教建筑的风水格局 ,深刻体现出 “君权神授 ”、“皇

权至上”和森严的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主要

表现在:第一 ,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宗法观

念。 “武当道教建筑的选址宏观风水格局是:武当

山祖山为昆仑山 ,少祖山是昆仑山的支脉大巴山

脉;案山是大别山脉 ,左面的青龙山是高大巍峨的

秦岭山脉 , 右面的白虎山是重峦叠嶂的大巴山

脉。”
[ 8]
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天地的支柱 ,故以昆仑

山为众山之宗 。从昆仑山 ,经大巴山脉 ,至武当山 ,

可谓龙脉深远 ,因此武当山的建筑选址正是宗法等

级伦理观念的体现 。第二 ,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

体现君臣观念 。如紫霄宫前朱雀 、后玄武 、左青龙 、

右白虎的风水格局 ,对紫霄宫呈 “众星捧月”之势。

紫霄宫前有大 、小宝珠峰 ,为紫霄宫的案山;其再远

处又有福地 、照壁 、三公 、五老诸峰 ,为紫霄宫的朝

山 ,这样朝拱之山形成 ,对紫霄宫呈朝拜之势 ,体现

出 “皇权至上 ”的观念
[ 9]
。

综上所述 ,武当道教的伦理思想 ,深受儒家伦

理思想的影响 ,同时又自成体系 、特点鲜明。这种

神化了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

常巨大的 ,它历久不衰 ,对净化人们的心灵 、协调人

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独特的作用 ,对我国当

前的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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