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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國本土宗教：道教  (學員筆記) 

引言： 
1. 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是後來成立的道教。   
2. 道教 Taoism是中國的宗教，成立雖晚，但起源卻很早。 

「道」字有「首」(指主腦、方向)，有「辵、辶」(指行走、途徑)。 
即有「總路線」「最高真理」的意思。       

3. 教祖張陵(張道陵)，於後漢 公元 147-167 年間創下。傳說他是張良第八世孫，早年
的歷史不詳。    

4. 道教的本質是方士巫術的迷信，最初與莊子的思想也沒有關係。 
行巫術的人稱為方士，方士是道士的先驅。  

  

一.  道教的出現    
1.  在漢書藝文志所載的書目中，「神仙家」即有十家。 
2.  戰國時代的齊威宣王、燕昭王，皆信神仙之說。 
3.  史記封禪書，記有幾個方士之名。 
4.  秦始皇差遣方士徐福選童男童女五百人出海求三山不死之藥。 
5.  海中仙藥難求，方士又想出燒煉金丹服食而可長生不死之說。 
6.  漢武帝尊信方士少君，少君教他學黃帝，行封禪之祀，即可不死。 
7.  漢成帝時的大儒劉向，也學起燒煉之術。 
8.  王莽是「符命」的利用者，是方士的信徒，希望成仙。 

古代陰陽家的術數鬼神，以及長生不老，白日升天等的神仙信仰，十分盛行於社會，道教
即於此時興起。 

二. 道教的起源    
1.  當漢朝時，古代陰陽家的術數、鬼神、以及長生不老、白日升天等的 
     神仙信仰，流行於當時的社會，道教就在此時興起。 
2.  教祖(道教祖師) 張陵，又名張道陵 (道字是後人所加)，於後漢桓帝 (公元 147-167) 

生於江蘇省沛縣。張陵之早年歷史不詳，據傳說他博通五經，曾入蜀 (即四川) 之
鵠鳴山學長生不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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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教初時，要入門者交五斗米，故稱「五斗米道」。當時凡有病者，先令他在靜室
懺悔，然後將病人姓名作成三通文書，以奏天帝，一埋地中，以訴地祗，或一沉
於水底以告水神，也令病人飲符水，並以祈福。 

4.  張陵死後，傳給子張衡、孫張魯，勢力日增。 
 

三. 道家與道教    
1.  道家思想，是以老、莊為首的一種個人修養哲學，因為人渺小而道是無窮，所以

要虛靜無為。 
2. 道教則變老莊為神靈，在彈性極大的「道」的旗幟下，拉雜原始信仰中種種天象、

靈物和鬼神敬拜、巫術、加上燕齊方士陰陽五行之說、儒家的倫理守則，又攙雜了
佛教的理論與神靈 (包括因果報應、業報輪迴、偶像敬拜、神秘咒語等等。又不斷加
入新概念，列出新變，便構成一個非常複雜的多神甚至泛神的宗教。 

 
 道  家 道  教 

本質 純粹是哲學思想 雜會式泛神宗教 

起源 厭畏人生勞累與政治紛擾者 戀惜形軀生命與尋覓特異功能者 
天道觀 形而上學意義 形而上學兼宇宙論意義，又有簡

樸科技性質 
養生論 主在精神，以冀全真 精神(內丹) 而兼肉體 (外丹) 

以求長生 

生死觀 淡泊忘懷 求生避死 

天人關係 「無以人滅天」 「我命在我不在天」 

                                                       
四. 道教的主流    

1.  太平道      
太平道是以太平經而得名。太平經是蜀人于吉所造，為張角兄弟利用，畜養弟子，
以符水咒語治病，病人頗多治癒。十年間信者幾十萬人，連結八州，置立三十六
方(將軍)，以神奇之經來改良政治，以黃巾繫頭，造反失敗，被稱為「黃巾之亂」。
太平道雖不受後代重視，卻是道教最早一部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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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斗米道    
   張陵博通五經，曾入蜀之鵠鳴山學長生不老之道，他著道書 24 篇。 
   初創教時，要入門者須繳五斗米，故稱五斗米道。 

3.  天師道   
     張陵死後，子張衡，孫張魯，三世修張陵之術。「以鬼道教民」、主張禁酒、不犯時
令、撫養流民，結果一呼百應，信者眾多。 

 

五. 道教的經典     
1. 道教的經典總稱「道藏」。中國藏有 5485 卷，日本藏有 4808 卷。道藏分三洞、四輔、
十二類。 

2. 「道德經」分道經 37 章，德經 44 章，共 81 章。 
 

六. 道教的主要教義 
    很多宗教是以「死」為休息及解脫，但道教的目的卻想要保存肉身不壞，(變成神仙)。
概言之，外用煉丹服藥之法，內用呼吸法，再加上修心養性，行善積德等法，以達到
在肉體和精神上獲得最高的理想。 
    人想成仙有很多禁忌。 
                                                     

七. 道教的神 
數目極多且複雜，道教是多神多靈多鬼崇拜的宗教。 
                                                                                     

八.  「丹鼎」與「符籙」                                                                              
1. 「丹」 

是巴蜀雲南、貴州山中穴井所產的赤石，在爐鼎燒煉製成入口丸藥，謂之「丹」。 
2. 「鼎」 

是煉藥之爐鼎，也喻身體為爐鼎。 
3. 「符」 

本是刻劃於竹簡的文字符號訊息，後來道士用於齋醮法事，以交鬼神、鎮邪魔、治
怪病、差靈僕、理事務。所晝線條，基本是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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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籙」 
記錄入教受戒者和神神鬼鬼，稱之「籙」。 

     

九. 基督徒看道家與道教     
引言提過，道教的「道」是指人生要走的路。 
1.  基督徒看道家 

(1)  儒家把人的價值觀歸結於人的社會責任，莊子正逃避這點。二千年來，儒
道互補，長期對峙。 

(2)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老子只知「太初有道」，而不知「道與神同在」，不知
「道就是神」，更不知「神愛世人」。 

(3)  道家的人生哲學，漸漸被利用，附上了神仙不死之說，最後變成為「道教」
之祖。 

2.  基督徒看道教 
(1)  肉體的人 

道家： 人從道來，道不死，肉體的人必死，所以要歸依真道。 
道教： 人從道來，道不死，肉體的人也可以不死，只要想煉丹之法。 

(2)  人之德 
道家： 道之德無窮，人之德有限，所以要謙卑。 
道教： 道之德無窮，人之德也無窮，於是神化了老莊。 

(3)  基督徒的信念，用三節聖經表達： 
•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羅 8:28) 

•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
後 12:9) 

•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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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道教是唯物論者。 
2. 道教以齋醮符籙來形迎合民間的迷信。 
3. 道教對醫藥有相當的貢獻。 
4. 道教是多神多靈多鬼崇拜的宗教。 
5. 道教要修煉「形、氣、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