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的劝善思想及实践
<p>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劝善思想贯穿于自身的哲学理论中，并与
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外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善 ”、 “
恶 ”观，影响着儒释道三教在善恶伦理观方面的发展。但道教的 “善 
”、 “恶 ”观已不仅是简单的伦理观念，道教已经把 “善 ”、 “恶 
”提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去思考，《道德经》第二十章中就提出 “善
之与恶，相去几何？ ”众多道教典籍中也包含了深刻的道教劝善思想，
特别是一批被人称之为 “善书 ”的经典，将深邃的哲学思想变化成通
俗易懂的文字，使之能在民间广泛传播。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
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宋元以降，道教伦理逐渐出现
了世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趋势，并产生了专门劝人去恶从善的书籍，
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
《太微仙君功过格》等。道教善书建立了一种朴素的伦理系统，他所具
有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伦理重建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其中，《太
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在道教中影响深远，同《文昌帝君阴骘
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传播。而善书在民间的传
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劝善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传播善书也是
老百姓行善积德的重要形式。《太上感应篇》的内容与《抱朴子 •内篇
》的部分相类似，可以推测《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在当初撰写该书时对
《抱朴子 •内篇》进行了参考，其中有关禁忌的文字同《抱朴子 •内
篇• 微旨》如出一辙。这些禁忌多是百姓日常生活所见，其作用也多影
响民间生活，而不是单为道团内部适用。而这也正反映出《太上感应篇
》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又一原因，即道教与民间生活、风俗习惯的紧密
关系。 《太上感应篇》传世刻本有很多，并在后世多有人为其作序加注
。现存最早的注释是《道藏》中所藏的李昌龄注与南宋郑清之的赞语的
刊刻。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的人中有很多是非
道，他们依据各自的信仰立场去对《太上感应篇》加以理解和注释，有
些已经失去了道教原有的意义。其中包括：儒家的伦理观、释家的因果



观、及其一些民俗信仰，这些全都容括在了《太上感应篇》一本书中。
从这一角度来看《太上感应篇》正契合了宗教扬善惩恶的需要。  劝善
思想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已经出现，《太平经》是道教形成之初的主
要著作之一，它代表的是道教早期的善恶报应观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
是承负报应的思想，即天道承负说。其主要含义是后人承担前人的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前人作恶、后人遭殃,前人行善、后人享福。《太平经》
中渗透着浓厚的伦理道德精神，堪称道德宗教化与宗教道德化的杰作。
《太平经》的劝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 “融道入儒 ”的重要特征。《太
平经》以 “孝忠为先 ”、 “尊师如父 ”、 “诚信为急 ”为道德教育
内容，通过“ 趋正去邪” 、“ 悔过迁善” 、“ 为天陈法”的道德教育
方法，达到 “人格完善 ”、 “成就贤才 ”、 “德治天下 ”的道德教
育目的。《太平经》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伦理思想的
核心内容值得世人批判性地继承与借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性
社会道德的不足。对后代道教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上
感应篇》就将其劝善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劝善内容
。一、以人为中心的自律思想 《太上感应篇》开篇便言： “祸福无门
，惟人自召 ”。人是决定祸福的主体。由此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问题：行
善或行恶可以自己选择，但二者的结局是完全不同，这又如何选择呢？
善人能够得到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
 ”。这些都给予行善者精神上的支持，也描绘了恶人悲惨的下场，使得
世人能选择去做一个行善之人，而加以自律，以免做了恶事招来祸害。 
 自律是将道德伦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或动机。《太上感应篇》中以人的
自我来审视自身的一言一行，其标准就是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
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
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
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这些
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提倡的道德风尚，与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
是相适应的。这种和谐涵括了三个方面：  首先，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平



静。只有内心的和谐才会认清我们真正应该走的道途， “是道则进，非
道则退 ”，不会心存侥幸，得一时痛快，失千古清白。历史上众多道教
高功都以此为修行法要，身体力行，并立下规矩。邱长春祖师的《律坛
执事行为榜》云： “窃闻云水大众，原系四海同居。既入坛下，必须通
知模范。功行悉备，不异先贤。自今云水相逢，烟霞集会，倘得道遇师
，师边得旨，恒心觉悟，了却出世家风；竭志修持，堪作升仙活计。如
若不谨，后悔何及，凡诸执事各宜勉之 ……以上条款，伏望人人著意，
个个留心，倘有推托依靠等情，大众自有真实公举。两堂功课宜持，五
品皇经莫怠，十方有志高人住者自当恭敬，不可独善其身。倘外明而内
暗，或口是而心非，或阳奉而阴违，或公入而私出，十方檀越视我为贪
鄙之徒，灵官自有分明报应。宁教诸人负我，不可我负诸人 ”。  其次
，人与自然的和谐安宁。人不但要内心平静，对待他物也要 “慈心于物
 ”，不论“昆虫草木”。人生存的世界是由万物所构成，这个世界是万
物生存的家园，人类不可以生出贪婪之心，过分地去向大自然掠夺。水
灾、沙尘暴、干旱 ……就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惩罚。道教历来就非常
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处理人工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张
天人、万物一体，因地制宜、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对人生命的尊重
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爱护，并由此形成了珍视现实生命价值的积
极的原始生态理念。以崂山太清宫为例，至今保护下来的树木共有2 1 0
 0年以上的古柏2株、千年古银杏树2 1株、古侧柏2株、古朴树4株，1 
1 0 0余年的糙叶树1株、古黄杨7株、古乌桕树1株、古黄连木3株、古
楸树1 3株、古山茶花5株、金桂和银桂等桂花类1 0余株、古紫薇树2株
，还有许多上百年的木瓜树、紫玉兰、辛夷、木笔、棕榈、石榴树等。 
再次，人在社会中和谐共处。社会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构成的，而《
太上感应篇》中对善行讲的最多的也是关于与他人的相处。忠孝友悌、
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
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
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与我们社会现在呼唤人们的诚信
意识，重新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社会风尚殊途同归



。二、以神为监督的他律思想 将道德自觉内化的过程极其艰难，《太上
感应篇》中还有诸位神仙查人过失、奖善除恶的生动例证。人活着的时
间以 “纪算 ”计之，冥冥中有神灵在监督世人的一言一行，作恶者必 
“夺其纪算 ”。这些神灵在《太上感应篇》中具体介绍的有：三台北斗
神君、三尸神、灶神。神能称之为神必有其灵异之处。三台北斗神君高
高在上，俯视人间万象；三尸神暗藏内，感应心神；灶神终日与人同室
而居更是一言一行逃不过他的耳目。传说，唐朝名臣娄师德，受到唐高
宗皇帝的宠信，对朝廷也有很大的贡献。一日，娄师德忽见星官，星官
告诉他： “你曾经误杀了两条人命，这个罪过应当减除你十二年的寿命
，你头顶上的星光将快要灭尽了啊！ ”这一天，娄师德倍感昏沉，就告
诉身旁的人说： “我一生向来行事谨慎，只是因为误杀了两条人命，今
天遂要我早死十二年啊！ ”没多久，娄师德就过世了。所以神给人以畏
惧之感，成为世人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人的行为受到神的支配和节
制，虽然达不到道德自律的思想境界，但也取得了明显劝善的效果。 三
、道教 “承负 ”学说的威慑  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就出现了 “承负 
”说，曰：“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在前后积来害此人
也。 ”这是道教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道教报应观念的表现。前辈行善
，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前人的行为对后世人与自然环境、
社会产生蝴蝶效应。当然，其前提是本人首先在有生之年承担自己的善
恶报应。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现在是过去的总结，未来是现在的投射
。这就是事物源头与后来的事物要对产生的现象承担负责。承负说与佛
教因果学说是相区别的，它解释了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而得恶报，行恶
而得善报的不一致性。《太上感应篇》虽没有把承负作为重点来讲，只
提及 “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这已经能很好地回答为
什么会承负先人的恶报了。正因为如此承负作为道教中一重要的论点，
其教化世人的力度甚强，也就把它作为劝善的手段之一。四、民俗俚语
生动教化 《太上感应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世人行善避恶，但古代社
会文明程度不能普及到普通老百姓，所以《太上感应篇》应用俚语讲述
劝善的道理就通俗易懂，加以民俗比喻生动形象地举出一些事情需要禁



忌，这在该书中所举事例甚多，如：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
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以灶火烧香、秽
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
、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杀龟打蛇等等，这些都是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
。我国古代许多文人的笔记小说都对民俗中的道教劝善思想有过记载，
比如：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潘荣
升的《帝京岁时纪胜》、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道教劝善思想对
民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民俗活动
中也表现出道教劝善思想。例如，旧时在陕西关中地区，每逢庙会便搭
起高台，登台唱诵各种劝人从善的历史典故或谶语，以高台教化，警醒
世人。这种活动称为 “劝善 ”，其所唱的曲调谓之“ 劝善调” ，唱者
则被称谓“ 善人” 。戏剧虽然在各地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说唱表达
方式，为其劝善服务，带有明显的祭祀性和浓郁的宗教色彩。道教劝善
思想不仅是弘道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统美德的积淀，劝
人以善为本、求善、行善。至今还保留了大量具有道教劝善色彩的剧目
，如：《双还魂》《南华授书》《钟馗救驾》《桃木剑》《铁冠图》《
蜃中楼》《玉祖寿》《天官赐福》等。 总之，在善的背后是忠孝仁义，
是对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是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
谐平等的生存状态；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道教劝善不但
将善刻画在世人的心灵深处，还不遗余力地在世人的生活中进行实践，
对人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谐
平等的生存状态，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劝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慈善观念，成为古代中
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其实践也成为慈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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