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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正�道教、�范道教��，新加坡道教

�会将于2010年4月24、25日（庚寅年��

三月十一、十二日）首次�行“�度大典”。届�，

道教祖庭中国江西�虎山道教�会的�位高道，将前

来主持是�大典�式。

“�度”是信仰道教者正式入道的�式。�年，

新加坡道教�会都携�参加中国江西�虎山�海外

弟子�行的�度及授 大典。今年，未免本地道教

徒舟���，�赴中国接受�度，新加坡道教�会

特��合江西�虎山道教�会，首次于本地�� 

“�度大典”。

�迎信仰道教并且愿意�入道教的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度大典”。欲参加此�大典者，可到新

加坡道教�会索取申�表格，填妥后�同身���

印件及手��120新元，交到道�秘��。

����：6242 2115。

地址：新加坡道教�会（三清�二楼）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注：�度大典是道教徒的入教�式。

新加坡道教�会主�首届

“�度大典”“�度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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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其微 

袁
其微：1927年生，原籍河北省徐水

�，著名�法家，�法教育家，�

法理�家。中国�法家�会初�期会�，

曾任北京市�法家�会常�理事，理�部

副部�，��内刊主�，��委�会委�，

北京市老年�画��会会�等，��北京市

����，北京市老年�画��会名誉会

�。2002年被��“��双馨”��家。

在�法���作上主��古不泥古，既

注重���的广博�承，又追求一�融�个

性和�美�富性的化境，尤其在70�以后，

��探索更加活�，在篆、隶、草、行各体

兼能的基�上，�展出多�多�的�作�

格，其篆隶多追求朴厚自然，行草追求清和

雅逸，其小字行�尤�方家所珍，誉�道心

�融之妙品。

在北京及一些省会城市���7次个

展，出版有《袁其微�法作品集》，出

版、�表了《�道微言》、《八分清源》、 

《�法四性》等理�著述，并参加��和�

�撰写了北京地方志的《�法�篆刻志》。

曾作�中国�法家代表�成�赴日本��

交流。2004年10月又至新加坡参与了四人

�画展�。2005年5月在�来西�参与�法

交流活�。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

台及�多媒体�袁其微先生及��均有�

��道。

著名�法家，�法教育家，�法理�家

“

与

�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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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嗣
�
天
�
府

嗣
�
天
�
府

�
天�”，是五斗米道�立者�陵及其后代世�嗣

教者的通称。�末�期，�陵�教之�，称太上

老君命之�天�，因此世称�“�天�”，并称�教

�“天�教”。�一称号在正一道内世代相�，至20世

�中叶共�了63代。

根据《�史真仙体道通�》卷十八，�陵是沛�邑

人，是�良的八世�，道教徒一般称他�“�道陵”。

�道陵七�已�能�《道��》，�了十几遍便能�

其要旨。他非常好学，�天文、地理、河洛等都皆�其

妙，�“通��典，所�无�”。

有��天�其人其事的��非常多。在�些��之

中，�天�往往被塑造成神通广大的神仙形象，一般身

着道袍，五雷出手，并且以虎�坐�。�天�不��以

符 除“五毒”碎瘟消�，�民�消�解厄，�能通�

天上人��化玄机，并能以五雷�“五鬼”霹妖�邪，

�有�遣鬼神妖邪的巨大神通。

从�道陵�一脉�承下来的天�道，以符 ��，

故世称符 派，也叫正一派。“正一”就是太�虚道的

�称，同�也含正宗、正�、�整的意思。�家所�的

正一派道士，与常人一�可以婚娶，不必出家，因此其

道�也称作“子��”。

正一道的祖庭，就是位于中国江西省的�虎山。�

虎山被奉�道教的第三十二福地，是�道陵最初修道�

丹的所在，也是�代天�承�道�、宣�道教的�地。

�虎山上的嗣�天�府，始建于1105年，以“八卦”形

�建筑布局，有廿三个殿堂，全府占地面�5.7万平方

米，�江南道教��之冠，有“南国无双地，江西第一

家”的美名。

�至今日，�虎山嗣�天�府已不�是�代天�修

真起居之所，国内外道�朝�、游客向往的�地，更是

海外包括�南�各国甚至西方国家正一道�奉道受 、

�度授�的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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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狮城道教》自发刊至今已经5

年，著名书法家袁其微先生为此特别

提了“承传道教文化，倡扬社会和谐”，

本刊在此致谢之余，也承诺在未来继

续为新加坡道教服务，务必将本土的

道教文化发扬光大，同时提倡种族、宗

教之间的和谐。

成立至今已经2年的新加坡道教

学院在今年再次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

碑——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定期课程“一

年制道教文化课程”，并吸引了逾70名

学员报名参加。为迎接新生入学，道教

学院特别举办了“开学典礼暨道教论

坛”。有幸邀得海外著名道家道教研究

学者卿希泰教授及陈耀庭教授为论坛

嘉宾，在此特别刊登两位道学研究泰

斗的发言稿，与大家共勉。

新加坡道教总会今年将首次主办 

“传度大典”，届时中国江西省龙虎山

嗣汉天师府的诸位高道将到新加坡，

为信仰道教者主持传度仪式。有兴趣参

加此项仪式的道教徒，可以参阅本刊的 

“道教资讯”一栏。

堪舆、风水学在道教文化里占有一

席重地，尤其阳宅的风水学更是其中颇

受欢迎一门学问。阳宅风水学相信居家

环境对宅第主人的运势、未来发展能

起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许多华人在购

置房产时对风水特别讲究。这一期特

别介绍三清道教图书馆里一些有关阳

宅风水学的书籍，希望有助于大家的阳

宅风水研究。

本刊编委会

名家书道

袁其微书法作品......................................................................................封二

目录，编委会，卷首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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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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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新加坡道教学院举办“新学年开学典礼”，我表

示热烈地祝贺。据我所知，“新加坡道教学院”

目前乃是在海外创办的第一所道教学院，在此之前只有

港台和内地才办有道教学院，在国外创办的道教学院，

我过去还没有听说过。所以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创立，表

明道教学院已经在国外诞生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非

常重大意义的大事情，是值得我们祝贺的一件大喜事，

它不仅表明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华民族

的传统宗教，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还为

它在国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道教

事业要发展，道教文化要弘扬，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过

去道教人才的培养，都完全是靠师徒传承的办法，这个

办法当然也很好，但是很慢，它是一种手工业的方式，

赶不上今天时代发展的需要。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

蓬勃大发展，民族的日益大振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日益

大繁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道教文化，也必

须跟上这种形势，适应当今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采

取多快好省的方式，培养出大批能够担当起推动道教文

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光荣任务的优秀人才，显然

仅仅依靠过去那种师徒传承的手工业方式是不行的，必

须采取一种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式，这就是学院式的

方式。特别是你们这个学院的办学方针，完全是采用开

放式的办学方针，招生的对象是既招收各个宫观的教内

徒众，也招收社会上对道教文化感兴趣的社会人士，授

课的教师既有各个地方资深的道长，也有中国内地和港

台等各大学的教授，所以现在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创立，

便完全适应了道教文化事业大发展的需要，符合时代发

展的要求。这样就可以让很多的道教学子和道教文化的

爱好者，走进规范性的课堂，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在

比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所以我相信，

这所新加坡道教学院在陈添来院长的领导下，在海内外

一大批道教大师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道教

学院必将办成一所人才辈出的世界华族的共同的精神家

园，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

献。

下面我想就“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鲁迅

先生于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段

话谈起。他在这封信中曾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

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

解。”[1]我认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这一句话，就是用极其简洁的语言说明了道教在中国传

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一句话，过

去有些不同的理解，现在基本上完全一致了，根据鲁迅

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就在道教。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呢？这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方面，道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

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

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

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份，同时使之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

一部分。这里可以举几个主要方面的例子：

第一，道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先秦道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哲学派别，而

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

家哲学乃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

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把

它规定为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

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

源，既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

模糊不清，“玄之又玄”，不同的人可以对它作出不同

的解释。在《庄子·大宗师第六》中，更把“道”解

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无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

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	

“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

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

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2］这种以	

“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

神仙的思想，为后来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	

“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

灵而有信”［3］，“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4］，

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学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

新加坡道教学院

卿希泰教授发言稿
“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开学典礼”暨“道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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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

其微无内”［1］，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	

“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2］，宇宙、阴阳、

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还把老子也看成是由	

“道”化生的，这种思想在道教正式成立之前就有

了，东汉明帝(57—75年在位)、章帝(76—88年在位)

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其中便有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

前，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

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3］把老子与道合而为

一。道教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道教的早期经典	

《太平经》中便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明所共

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

住，常无不在。......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

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4］传为张陵所著

的《老子想尔注》(一说为张鲁所著)中，也把老子作为	

“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

形为太上老君。”［5］《云笈七签》卷一《道德部》之	

《总叙道德》引葛玄《五千文经序》说：“老君体自然

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无地，终始不可

称载，穷乎无穷，极乎无极也，与大道而轮化，为天地

而立根，布气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纯，浩浩荡荡，不可

名也。......堂堂乎为神明之宗，三光持之以朗照，天地

禀之得生......故众圣所共宗。”［6］其后南宋谢守灏所

撰编的《混元圣纪》、《太上老君年谱要略》、《太上

混元老子史略》等著作中反复地说：“太上老君者，大

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

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

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

世立教，应视之迹，昭昭然若日月。”［7］又说：“太

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本根也。....化生诸天，	

成就世界，莫知其大，强目曰‘太’；莫知其高，强目曰	

‘上’；首出无极，仰之曰‘老’；宰而无我，主之曰‘君’，

故曰‘无上三天玄元始三 太上老君’焉。”［8］又说：	

“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万道之宗，乾坤之

根本，天地之精源。”［9］又引唐尹文操的话说：	

“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应之

身或异也。”［10］并称他“秉生成之柄，镇造化之

原，故在天为众圣之尊，在世为万教之主。谓之老

子者，道之形也，应既不一，号亦无量，或三十六

号，或七十二名。”［11］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

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的根

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	

“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

君”。说明哲学家老子与哲学范畴的“道”，在道教中

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

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它的核心，其他

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

的。它之所以命名为“道教”，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是	

“道”有关密切的关系。上述一切，都说明道家与道教

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道家虽是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一

个哲学派别，但在东汉以后就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了，

从道教产生时起，研究老庄思想的，相当多的人都是道

教徒，阐述和注释老庄的许多宝贵著作，都集中在道教

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这些道教徒对老庄思想的阐

述和注释，虽然不免带有一些宗教性的曲解成份，但其

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精华，不可忽视。老子及其学说之所

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

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

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如

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另一回事了，正因为

道教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如此密

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

家。

第 二 ， 儒 家 的 伦 理 纲 常 思 想 。 这 种 伦

理 纲 常 的 核 心 是 “ 三 纲 五 常 ” 。 所 谓 “ 三

纲 ” ， 《 白 虎 通 义 · 三 纲 六 纪 》 说 ： “ 三 纲

者，何谓也 ? 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1 2 ］	

唐孔颖达《礼记·乐记》疏引《礼纬·含义嘉》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13］。	

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

范。二者合起来统称“纲常”。南宋朱熹说：“其张之

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14］，又说：“纲常千万年，

磨灭不得。”［15］儒家把这种伦理纲常思想看作是维护封

建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道德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

变的“天理”，谁也不能违反。这种伦理纲常思想，也

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在道书中，虽然很少提到“三纲

五常”的名称，但却大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道教

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和它的长生成仙思想

结合起来，所发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葛洪在《抱

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

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

长生也。”［16］《天师教诫科经》说：诸欲修道者，务必	

“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道教的许多

戒律，都有不少类似的规定。特别是在道教的早期经典	

《太平经》里，还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17］	

这在当时的儒家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

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甚为深远。《太

平经》还将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与它的“承负说”联系

[1]	 吴筠《玄纲论》上篇《道德章第一》，《道藏》第23册，第674页。
[2]	 吴筠《玄纲论》上篇《道德章第一》，《道藏》第23册，第674页。
[3]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版。
[4]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页。
[5]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载营魄抱一

能无离”注。
[6]《道藏》第22册，第4页。
[7]《道藏》第17册，第780页。
[8]《道藏》第17册，第793页。

[9]	《道藏》第17册，第895页。
[10]《道藏》第17册，第805页。
[11]《道藏》第17册，第900页。
[12]	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13]《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2页。
[14]《朱文公集·读大纪》。
[15]《朱子语类》卷24。
[16]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17]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

p4_10_BW_02.indd   5 4/14/10   2:31:24 PM



[1]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5—406页。
[2]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6页。
[3]	 章太炎：《章氏丛书检论》第三。
[4]	 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四库全书》本。
[5]	 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辑《纬书集成》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6页。

6

狮
城
道
教

7

起来。它认为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如果	

“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

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

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

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1］又说：“子不孝，弟

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

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

行也。”［2］由此可见，道教不仅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

想吸收过来，而且把它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维护

封建的社会秩序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

第三，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

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3］墨子提倡尊天明鬼，

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这方面无须多加说明。

此外，墨子还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

和互助互利。这些思想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影

响，也是明显的，王明先生对此作过专文的论述。本书	

《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和拙著《道教文化新探边》

中，也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还有，道教的有些神仙方

技和变化方术，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内篇·金

丹》篇记有《墨子丹法》，《遐览》篇记有变化之术的

《墨子五行记》，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

下，隐沦无方”。葛洪还把墨子列入《神仙传》，说他

外治经典，内修道术，精思道法，想像神仙，后得神人

授书，“乃得地仙”。可见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

是不小的，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墨家学说在秦汉以后就

中绝了，失传了。实际上，它并未中绝，也并未完全失

传。到那里去了呢?被道教吸收进去了，它的许多内容，

特别是尊天、明鬼之类的宗教内容，在被道教所吸收以

后，仍在社会上流传。

第四，《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易》本来就是

一种卜筮之书，这种占卜之术，为后来的道教所承袭。

《易经》里由卦象的推演，其中蕴含着变化的观念和朴

素的辨证法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

里作了很好的发挥。宋代学者邵雍就说过：“老子知	

《易》之本。”［4］说明道家和《易》早有密切关系。

东汉时候，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就是“以阴阳

五行为家”。而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周易爻

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甚

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

五行思想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更是络绎不

绝。

第五，谶纬之学。阴阳五行思想起于先秦，汉代从

董仲舒起，就开始萌发以这种思想解经，逐步形成谶纬

之学。西汉末至东汉初，谶纬之学盛行，儒生与方士

合流，以阴阳五行推验灾异祯祥。这种谶纬思想，许多

都为道教所吸取。道书中，有些是直接从谶纬书中搬用

过来，连文字都未作多少改变。如《河图纪命符》说：	

“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 纪。......又

人身中有三尸......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

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纪。故求仙之人，先去三

尸。”［5］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道书所

引用。其他如《龙鱼河图》中关于天人相互感应和呼神

(五岳神、四海河神、五官神)可以防病却鬼，《河图稽

耀钩》与《河图帝览嬉》中关于星象预示吉凶之说，以

及《河图括地象》与《尚书帝验期》中关于昆仑山是圣

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引修道之神等

等，皆为道教所承袭。

第六，古代鬼神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将日

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视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

和祈祷等崇拜活动，由此逐渐形成了天神、地祗和人

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神鬼思想，并不断将其

中的许多神灵纳入道教的神灵之中，成为道教崇奉的神

灵。

第七，巫术和神仙方术。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

决疑惑，断吉凶，巫师能交通鬼神，这种依仗巫术祈福

禳灾的方式遂为道教所吸收。战国以后神仙方术渐盛，

神仙思想在《庄子》和《楚辞》里已屡见不鲜。稍后，

在燕齐一带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士，利用战国时齐

人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

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郑伯

侨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以后

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演

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方术士亦逐渐演化为道士。

第八，黄老思想。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他们同

时尊奉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至汉初，文

景以黄老之术治天下，治黄老之学者蜂起。黄老思想包

含很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治黄老之学的学者中，本

来就有许多方士，他们以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

对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

相结合，而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

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神化

后的老子，逐渐形成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

仙道逐步合流，成为道教的前身，当时道教的一个主要

派别太平道，其创始人张角，最初就是属于黄老道的信

徒。

以上事实，说明了道教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它

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

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

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

下来，得以流传至今。这便是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

根柢在道教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对我国古

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

杂的幅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

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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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概括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

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

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

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

端、陈景元、白玉蟾，元代的俞琰、杜道坚、张雨、雷

思齐，明代的张宇初、赵宜真、陆西星，清代的王常

月、李西月，当代的陈撄宁等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

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

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

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另一

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

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譬如被称为儒学发展最高峰的宋

明理学的形成，即是儒学家吸收了道佛二家思想影响的

结果。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所倡导的守静去欲理论，

本身既吸收了儒释的思想，后来又为宋儒所吸取。北宋

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学说，都渊源于道士陈

抟。早在南宋初，朱震在《汉上易解》中已具体指出了

这种传承关系。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写过一篇《陈

碧虚与陈抟学派》并《附：陈图南学谱》［1］，更加系统

地论证了宋代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

学术思想都来源于道士陈抟，并指出陈抟对整个宋代的

学术思想都有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

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

士邹诉”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也作

过考订。尝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

对研读道教经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

图式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

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可以说，宋明理学乃是道、儒、释三家思想的结晶。所

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

很难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发展和演变

的规律。

第二，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

学艺术，也有非常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信仰的理

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

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作

品，充满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

式之中，数量甚多，作者亦不少。魏晋南北朝的“游仙

诗”，是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种诗歌，以郭璞为著名

的代表，在《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之一，以后不断

有人为之。唐代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

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伟大诗

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其部分

诗作堪称神仙诗门的代表，人们称他为“诗仙”，他也

以“谪仙人”自居。李白晚年，就北海高天师受道箓于

齐州紫极宫，正式成为道士。在宋代词作当中，反映道

教活动题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而且不少规定作词体制

的词牌，其得名即来源于道教的有关神仙故事。例如，

《凤凰台上忆吹箫》，因《列仙传》萧史与秦穆公女弄

玉吹箫引凤故事而得名；《解佩令》因江妃二女解佩与

郑交甫的故事而得名；《惜分钗》因道士杨通幽于蓬莱

仙山见杨贵妃，取回金钗之半给唐明皇的故事而得名。

从这类事例当中，可以看出道教对宋词的影响是广而深

的。在元代戏曲当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戏曲特别突

出，文学史家称之为“道剧”。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

在《太和正音谱》中分元曲为十二种，“神仙道化戏”

为其中之一，专门演述神仙度化和飞升的故事。例如，

《张天师夜祭辰钩月》、《张天师断岁寒三友》，皆是

写张道陵故事的；《黄梁梦》，是写钟离权度化吕洞宾

的；《岳阳楼》、《城南柳》，是写神仙人物吕洞宾故

事的；《铁拐李》、《蓝采和》、《升仙记》等，都是

写八仙故事的；《陈抟高卧》，是写道士陈抟故事的；

《任风子》，是写马丹阳度人故事的。这类神仙道化戏

的作品数量很多，影响很大，作者以元代著名戏曲家马

致远为代表，被称为“万花丛里马神仙”。明代的神魔

小说中，属于道教神仙人物故事的也不少。除散见于 

“三言两拍”中的若干短篇之外，长篇以道士陆西星所

作《封神演义》(一说为许仲琳所作)为最著，此外，还有

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北游记》，邓志谟的 

《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等。上面是就

道教神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来说的。道教对文学的影

响，不仅反映在题材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文体上。如 

《步虚词》这种文体的来源，据《异苑》的记载，乃陈

思王曹植游山，忽闻空中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

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文学家和道

教学者又根据步虚声，进而作《步虚词》。唐吴兢《乐

府古题解》谓：“《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

缈轻举之美。”道士斋醮赞颂时，常以道家法曲腔调，

讽颂步虚词。还有一种文体叫“青词”，亦称“绿章”，这

种文体为道教举行斋醮时，呈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青

藤纸书朱字，故谓之“青词”。明代道教盛行，道士写

青词，文人亦写之，明世宗时大臣词臣争以青词邀宠，

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

郭朴等，皆先后以青词得宠，卒至入阁，以至有“青词

宰相”之讥。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

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重要影响。例如，道教

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顷向就有重

大影响，为传统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

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道教为了实现其长生

成仙的理想，从其开创时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

试图通过各种方术，来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虽然这只

不过是一种幻想，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客观

上却在中国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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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例如，丹鼎派的道士们，为了企图炼制出长生不死

之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丹术进行了认真的探

讨。在这方面，他们所留下的著作甚多，在这些资料

里，虽然科学思想与神仙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其

中合理的菁华是绝不能否认的。而且正是这种炼丹术的

发展，为近代实验化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它是

近代实验化学的前驱。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便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为

我国古代化学、气功学、养生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关于物种变化的一些

论述，还具体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对化学和生物学

都是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

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

术”［1］，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医学专著。唐代道教

学者孙思邈，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医学、药

物学方面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道教的养生术与预

防医学紧密结合，作为却病延年的重要手段，在道书中

的论述颇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导引、行气、服食、

房中、按摩、居处、养性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包含的合

理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整理。道教的内丹修炼方

术，专讲人体内精、气、神的修炼方法，在宋、元时

期，这种方术特别盛行，名家辈出，论著甚多，为我国

气功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总而言之，道教在我

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的独特作用，并给我们

留下了大量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

上也是罕见的现象，有待我们认真地总结。

第四，从政治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更为广

泛。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常

常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因而道教很容

易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参与了统治

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位出

谋划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

的道教徒虽“身在山林而心存巍阙”，甚至还有“山中

宰相”之称，有的以“终南”为仕途之捷径，担任朝廷

重要官职，出入宫廷，辅佐王政，道教遂成为上层统治

阶级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

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利用

道教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

汉末的黄巾起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证，此后利用道

教起义的络绎不绝，甚至还建立了地方政权，统治一个

地区几十年，如汉末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在汉中地区所

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了巴、汉一带将近三十

年，史称“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在当时社会

动乱、四处都是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汉中成了人民避难

的“乐土”，不少人都投奔这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又如

西晋时李雄在成都地区所建立的成汉政权，凡经六世四

十六年(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起兵，至东晋穆帝永和三

年为桓温所灭，即从公元301年至347年)，主要也是靠天

师道的支持。这个政权在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辅佐下，

刑政宽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拥护，“由是夷夏安

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

寻。”［2］所以，道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也是非常

广泛而深刻的。由此可见，道教与过去中国的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道教所产生的社会

影响也很突出。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

教，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

包括功过格等，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合理

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

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

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各种劝善书，在社

会上流传很广，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也对它赞不

绝口，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六，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这些领域来看，道教

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道教是以道为最

高信仰，以得道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人生哲学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传统，

历史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道，自觉抛弃人世间的

一切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恬淡素朴的生活，安贫

乐道，刻苦磨炼，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

磨。这种传统，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形式，长期传

播于社会，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起了

重大作用。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隐

士”风范的人物，莫不以安贫乐道、唯道是求作为自

己的人生哲学，他们立身行事，本着“是道则进，非道

则退”的原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视富贵

如浮云。他们的言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风气。

尽管他们所追求的道，与道教徒所追求的道，并不一定

完全一致，但这种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的根源，与道

教却有密切的关系。其次，道教是以长生成仙为其最

终目的，因此，它竭力倡导重生、贵生、热爱现实的人

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篇说：“求

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

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

天乎?”［3］他确信人的寿命长短，不是上天所决定的，

人们通过修炼可以达到长生不死，并在同书卷十六《黄

白》篇中引《龟甲文》说：“我命在我不在天”［4］。	

《老子西升经》亦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5］

这些思想表明了道教长生不死信仰的特点，既与佛教

悲观厌世思想不同，又与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的听天由命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鼓励人们积极征服

自然、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思想经过道教的

长期宣传，深入人心，不能不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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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民族性格，使人定胜天的信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再次，道教还奉行《道德经》里“知常容，容乃

公”［1］的准则，主张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

矜、自足、自大、自伐，反对骄傲自满，这种精神集中

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态度，融摄百家，像海纳百

川一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没有儒家那种视自己为正

统、别人为异端邪说的排他性。这种文化心理的发扬，

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怀，容易吸收各种先进文

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够

经久不衰，而且愈来愈繁荣昌盛。

第七，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看，道家

和道教文化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例如，我们大家

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这个思想的渊源，就和道家

与道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儒家的创始人孔

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的，他并不谈论黄

帝，也没有说自己是黄帝子孙。儒家所信奉的最古的史

书是《尚书》，或者叫做《书经》，儒学家说它是由孔

子亲自整理而成的，当然可以代表儒家的历史观。这部

书的开头第一篇是《尧典》，然后是《舜典》，可见儒

家讲历史是从尧舜讲起的，这与孔子“祖述尧舜”的思

想是完全一致的。相反，道家讲历史，则是从黄帝讲起

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史记》。《史记》的作者

是司马迁，他是属于道家学派的学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司马迁自己的叙述为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

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所谓	

“黄子”，《集解》徐广注说：“《儒林传》曰黄

生，好黄老之术。”《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他在

汉景帝时与儒林博士辕固生当着汉景帝的面为汤武是

否受命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辩，他坚决反对儒生的

观点。可见，司马迁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老师，都是

属于道家学派的学者。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

中，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批评“墨者

俭而难遵”，批评“法家严而少恩”，批评“名家使

人俭而善失真”，唯独对道家最为推崇，说“道家使

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

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

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3］至于司马迁本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

后六经”［4］，讲历史，则“自黄帝始”［5］。《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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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宗明义第一篇就从黄帝的本纪说起，认为尧舜都

是黄帝的后代，与《尚书》所讲的历史完全不同。在

《史记·封禅书》中又说：“黄帝且战且学仙”，后

来乘龙上天。所以黄帝历来是道家和道教所崇拜的人

物，正统儒家对这些说法是很难接受的。因而历来总是	

“黄老”并称，从来还没有人把黄帝与孔子联系在一

起而并称“黄孔”的。在道家和道教的著作中，往往

大肆宣扬黄帝，为黄帝树碑立传。仅《庄子》一书的

许多篇章中，如《在宥》、《天地》、《天运》、《

箧》、《大宗师》等等，都讲述过黄帝的事迹，且不

用说后来稷下黄老学派了。而道教更明确是以黄帝为	

“道家之宗”，故道教的《道历》，其所用的纪年，即

是从黄帝开始来计算的（今年是4707年），道教典籍中

有关黄帝的记载，那就更不胜枚举了。《道藏》第五册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就是以《轩辕黄帝》开

头，该册第32－－35页还另有《广黄帝本行记》，《藏

外道书》第18册又收有《轩辕黄帝传》，其他托名黄

帝所撰的道书也很多。相反，在正统儒家的经典中，谈

到黄帝的时候则比较少。而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尧舜之

道，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其影响甚微，

不像黄帝的影响那样广泛，广大同胞和海外侨胞不分男

女老少，莫不以自己同是黄帝子孙而彼此心心相印，互

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以黄帝为祖

宗，这是家喻户晓的事。这个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强

大的凝聚力，“血浓于水”的这种民族感情比什么都珍

贵，它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越过无数险阻、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强

大的生命力。

第八，从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方面来看，在道教的

长期发展过程中，还不断地将民间所信仰的各种神灵，

包括对历史上一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崇拜，都纳入道教

所崇奉的神灵之中，如道教所崇奉的三官、灶神、城隍

神、土地神、财神、雷神以及八仙、关公、妈祖等等，

均是如此，因此，道教对民风民俗和民间信仰也有重要

的影响。

懂得了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

全在道教的道理，也就不难明白了，这便说明了道教文

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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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新年，对新加坡道教界来说，非常突出，我们

有了新的喜悦，新的希望和新的挑战。今天，我们

相聚在这里，举行道教学院的一年制道教课程的开学典

礼，见证我们学院一个重要的跨越。

这一刻，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兴奋的。首先，感谢杨

荣文部长莅临主持仪式。杨部长是一位儒雅君子，文质彬

彬，在担任部长职务的同时，对于促进文化，尤其是宗教

文化，身体力行，不留余力；他的莅临是给我们最大的鼓

励。谢谢您，杨部长。

其次，我看到新加坡道教学院的长足进步。学院在

2008年12月成立，在2009年中，我们开办了五期的短期

课程，也举办了三次的专题讲座。新加坡道教学院经过

一年的摸索、进步，终于跨进一大步，开设一年制的长

期课程。从无到有，从不定期到定期，从零散到组合，

这是我们一年来的成长。

新加坡道教学院长期课程的开设，标志着我们开始

从制度化的道教教育、从学理的层面，培养新加坡的道

教人才，提升新加坡道教文化的水平。这是新加坡道教

进入理性化历程的开始。

秉承着这样的目的，我们的学院是以学理、教育和文

化来定位。我们不是狭隘的宗教学校，不只是孤立地培养

道教学生。我们的课程是围绕着道教与中华文化，道教在

新加坡，道教文化与新加坡社会而设置的。在符合新加坡

社会的需求下，提升宗教文化水平，传播正信道教。

今年的课程，我们开设了道教通史、道教科仪、道教

经典选读、道家思想、书法五项定期课程。为了进一步扩

大学员的学习范围，学院也将邀请国外专家在假期开设各

种以道教为主题的短期课程。我们也将请本地学者，为我

们的“文化大讲堂”主讲有关中华文化的课题。

道教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绝对不是

任何阶段性课程所能完成的。在这项一年课程后，我们将

继续开设定期性的课程。除了继续开设道教科仪、经典

外，道教修行、道教文学选读、道教医药与养生、道教神

仙列传、道教人物研究等，都是我们的开课范围。

为了增强学员的中华文化与宗教理论基础，一些课程

如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比较宗教、宗教人类学等，也

是我们今后开设课程的选项。此外，为了更能符合新加坡

社会的需求，庙宇管理、庙宇应用文（华文）、社团法令

等也将是我们筹划的课程。

任何宗教都有一种哲学作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作为主

体思想的道教，秉承道家的包容、柔韧、谦卑、不争，并

配合新加坡的社会需要，肩负起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慈

善、福利与教育事业上默默地作出巨大的贡献。自从建

国以来，我们的包容、谦卑，为新加坡的宗教和谐所做

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将继续通过道教学院，

灌输正确的宗教哲学，破除迷信，杜绝虚妄。

我要在这里重申，不论是道教学院，或是新加坡道教

总会、三清道教文化中心，我们一定会自始至终，矢志不

渝地坚持“互信互重，共存共荣”的信念，和新加坡的各

个主要宗教，携手同进，共同创造永恒的宗教和谐，丰富

新加坡的“多元宗教橱窗”的美誉。 

《德道经》六十四章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以后的道路是漫长的，也可能是不

平坦的。因此，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扶持，请诸位多为新

加坡道教学院提供宝贵的意见。我坚信，在诸位的爱护

下，新加坡道教学院一定能够不断地进步。

谢谢杨荣文部长，谢谢各位。

新年总是带来欢乐、希望和祝福。
现在还是新年期间，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
会恭祝杨部长和在座各位，虎年虎威，

祝愿大家新同喜同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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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陈添来BBM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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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上午好。今天，是道教学院开办“道教文化

课程”的开学典礼，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

个盛会。道教学院在2008年12月正式成立。去年，

就开办了五期有关道教文化的短期课程。这次的新

课程，将在下个月开课，为期一年。对道教学院来

说，开办这么一个一年制的课程，应该是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

新课程的内容有：道教哲学、道教通史、道教

经典、斋醮科仪和书法。自从开始招生以来，已经

有超过60名学员报读这项课程，反应可说是十分的

热烈。

为了配合今天的开学典礼，道教学院也将同时

举行“道教论坛”。世界知名的道教学者将针对 

“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与海外华族的精

神生活”等课题，进行讨论。

道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作为哲学，道教对华

人思想，以及华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

济、兵法、武术、养生、风水、沟通和艺术等等，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道教学院所服务的对象不

单只是对道教有兴趣的人士，同时也包括那些不是道

教信徒、但对道家思想感兴趣的其他宗教的信徒。所

以，我们可以说，道家思想是华人思想与华族文化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本身是天主教徒，但我从中学时期就对道家的

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我觉得，读了道家学说，我对待

人处世之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华族文化蕴含了很多智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

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并努力将它发扬光大，

让各族群、各宗教的国人都能从中受益。道家思想

教导我们，在应对挑战时，要保持心理平衡、态度

谦和，我们的社会才能更进步，遇到困难时，才能

更经得起压力。

在这里，我要祝贺道教学院成功开办“道教文

化课程” ，同时，也希望贵学院在发扬道教和道家

思想方面，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谢谢大家。

I am delighted to join all of you this morning for the 
launch of a new one-year course on Taoist teachings here 
at the Taoist College.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2008, the 
College offered five series of short-term courses on Taoist 
culture last year.  This one-year course which will begin next 
month is a major new development.

It will cover five major aspects of Taoism – Taoist 
Philosophy, Taoist History, Taoist Scriptures, Taoist Rituals 
and Liturgy,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course has 
received good response and more than 60 students have been 
enrolled for various modules.

A Taoist forum has been organi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fficial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course. World-renowned 
Taoist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will be presenting papers and 
discussing topics like “Tao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lifestyle and spirit of overseas Chinese”.

Taoism is both a religion and a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y, Taoism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including politics, warfare and 
the martial arts, medicine and health, economics and business,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human relations and all 
forms of art.  The Taoist College therefore serves not only 
those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Taoist religion but also others 
of other religion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aoist philosophy.  
Taoist philosophy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For myself, I am a Roman Catholic from birth but, 
from an early age, I took an interest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aoist philosophy and find it very helpful in my own attitude 
towards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There is great wisdom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our 
precious inheritance in Singapore.  We should treasure it 
and build upon it for the benefit of Singaporeans of all races 
and religions.  The Tao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culture 
teaches us to approach challenges with a sense of balance and 
humility and makes our society richer and more resilient.

I congratulate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Taoist College 
on the launch of the one-year course and wish the College 
success in foste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aois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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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27日早上10点，新加坡道教学院迎来了逾70名师

生，共同参加简单而隆重的首届“一年制道教文化

课程”的开学典礼暨道教论坛。

新加坡道教学院正式成立于2008年12月。成立迄

今短短一年多，道教学院有幸邀得多为来自海内外的学

者及同道，前来主讲五项的短期课程及多次的“文化大

讲堂”活动，并获得各界人士的热烈回响。而今年首次

举办的“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也获得各界的踊跃参

加，促成了开学典礼。

这项“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是本地唯一的道教文

化课程。课程分为五个科目，即“道教经典选读”、“道

“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
新加坡道教学院

开学典礼暨道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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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讲师苏新鋈教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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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通史”、“斋醮科仪”、“道家道教哲学”以及“道教

书法”，全方位教授道教历史、哲学、教义、艺术和科仪

等，让学员对道教文化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开学典礼随着大会贵宾，即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

生的莅临而拉开序幕。首先是道教学院院长陈添来BBM

先生的致词，紧接着是大会贵宾杨荣文部长的致词。之

后，院长陈添来BBM、副院长陈志城PBM及林金发先生

连同杨荣文部长一同为道教学院的开学典礼主持了揭幕

仪式。随着帷幕的揭开，昂扬的音乐也同时响起，不仅

使现场笼罩了隆重的气氛，也激励了现场的学员。

2008年，道教学院在开幕之时，有幸聘请了著

名的道教及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教授（台湾大学

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聘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兼

职教授）、陈耀庭教授（卸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

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特聘研究员）及张钦教授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

学道教养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为道教学院的学

术顾问。而在这次的开学典礼，道教学院也荣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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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顾问卿希泰教授(右)	 学术顾问、特聘讲师林纬毅博士(右)	 特聘讲师黄信成道长(右)

请了两位新的学术顾问，即四川大学宗

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兼四川大学文科杰

出教授卿希泰教授以及一直以来为道教

学院的创办及成立出谋策划，同时为道

教学院的发展和课程设置提供许多建议

和方案的林纬毅博士。

接下来，道教学院也一一介绍了 

“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的特聘讲师，

包括了教授“道家道教哲学”苏新鋈教

授、教授“道教经典选读”的林纬毅博

士、教授“斋醮科仪”的黄信成道长、

讲授“道教书法”的潘永强老师。“道

教通史”一门则由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学

术主任徐李颖博士负责。

杨荣文部长及新加坡道教学院院

长陈添来BBM先生共同颁发了聘书给道教学院的学术顾

问以及特聘讲师。为感谢杨部长拨冗莅临道教学院，院

长陈添来BBM先生也颁发了纪念品予杨部长。之后，杨

部长也在院长及两位副院长的陪同下参观新加坡道教学

院及三清道教图书馆。

开学典礼告一段落后，即开始了“道教论坛”。此项

论坛邀得卿希泰教授、陈耀庭教授、苏新鋈教授及林纬毅

博士担任嘉宾，论坛主题为“道家和道教思想同中国人以

及海外华人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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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总会参与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RCC)活动
族群与宗教互信圈组织(IRCC)于1月9日在基督教圣约

教会堂举行宗教论坛，道教总会获邀参与该项论坛。道教

总会代表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出席了该项活动，并作有关

各宗教之间的互信、和谐以及合作方面的主题演讲。

中央医院病患要求道总派员辅导
1月28日，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

联同黄信成道长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一名病人的要求下为他

进行辅导。该名病人通过医院里的护士联络道教总会，希

望道总能派出道长到医院为他进行有关道教与人生方面的

辅导。两名道长为该名病患讲解了有关道教信仰、人生

观、生死观等问题，希望借此解开该名病者的疑惑。

任何人若有关于道教与人生方面的问题需要道长为

他进行辅导，可以致电道教总会秘书处做有关安排。联

络电话：6242 2115

道总派员到新加坡监狱

新加坡监狱于2月8日首次邀请道教代表到监狱

为监狱辅导官进行有关道教知识方面的讲解。庄光栋

道长作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出席了是项活动，并

为监狱辅导官讲解道教知识，演讲内容包括了基本的

道教知识、道教的人生观、道教对死亡观及死后世界

的看法等。

新加坡道教总会新春团拜

道总青年团参与
      本地年度盛事妆艺大游行

道教总会青年团于2月19日及20日参与了本地年度

大型游行活动——妆艺大游行。恰逢游行于农历新年期间

举行，道教总会青年团因此扮演深受新加坡人所欢迎的

道教神明财神爷，向观众派发红包，添加农历新年气氛

之余，也祝福所有观众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财源广

进。这是道教总会首次获邀参加妆艺大游行。

踊跃出席，道总除了派发新年礼包，并准备了多项节

目，包括舞狮助兴、财神爷派红包、抽奖活动等营造

热闹及欢乐气氛。

新加坡道教总会于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期间举

行了新春团拜活动，与众多理事欢庆新年，同时促进

理事间的情谊。团拜活动在三清宫举行，众多理事都

为辅导官讲解道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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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联合会邀请道教总会青年团参与该协会举办的

第十届香港道教节，共同欢庆道祖诞。是项道教节由3月14

日开始，直至5月27日结束，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道

教文化艺术展览、多项专题讲座、祈福法会及巡游活动等。

道教总会青年团代表于3月19日抵达香港，参与的项目包括

了“祷天祈福法会”、香港道教节十周年巡游活动，并与当

地道教组织包括蓬瀛仙馆、省善真堂以及圆玄学院进行交流

后，于21日启程返新。

英华自主中学组团参观三清宫
基督教学校英华自主中学(Anglo-Chinese School)的中

三学生于2月23日组团参观道教庙宇三清宫。道教总会青年

团负责接待该团，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并为该团30多名学

生讲解了基础的道教知识，包括道教信仰的由来及道教在

新加坡的发展等。

新加坡肃毒协会于1月12日到三清宫，与新加坡

道教总会青年团代表进行成立辅导小组的会议。肃毒

协会希望通过道教总会青年团的加入，除了为信仰道

教的吸毒者提供辅导，协助信仰道教的戒毒者回归社

会以外，也能够借此在信仰道教的青少年之间宣传毒

品的害处，使青少年远离毒品。

肃毒协会与道总青年团
协商成立辅导小组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副

会长林金发先生以及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

于1月26日会见板桥医院总裁梁友铭。

此项会面，梁总裁与道教总会探讨了

道教徒的精神卫生问题。板桥医院并且为

道教总会特别安排了有关精神卫生的讲

课，希望道总在将来对精神卫生问题

能有更深的认识。

道总领导人
与板桥医院总裁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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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除夕，庙里人山人海，挤满了参加“接财神”仪式的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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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芭城隍庙主办“庚寅年春节庙会”，活动

内容丰富多彩，除了道教仪式如接财神、拜太岁、

玉皇上帝圣诞，还有歌舞节目、戏剧表演、杂技表

演、南仙龙狮体育会高桩南狮表演、中国福建南音

女子演唱团等娱乐节目。这场年度庙会在2月11日

农历（农历十二月廿八）由马林百列集选区（芽笼

士乃）国会议员兼 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名誉顾问花

蒂玛医生主持亮灯仪式，为喜气洋洋的春节庙会揭

开序幕。

洛阳大伯公宫则特别准备了数万个“发财红

包”及“虎威金币”发送给信众。此外，该宫也在

除夕夜请来了舞狮、舞龙，在响彻云霄的锣鼓声中

迎接财神。该宫也举办了拜太岁爷仪式，并在元宵

节前夕准备上万份本地风味小吃，免费招待各界善

信。该宫的新春庆典一直延续至正月廿一拜虎爷公

的仪式后才拉上帷幕。

芽笼联合宫也举办了“迎春接福、供拜财神接

财库”庆典，并准备了“天宫祈福灯”，供善信献

多间庙宇举办庆典
喜迎农历新年

灯祈福。该宫也在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八）庆祝天

公诞，并聘请歌台呈现“芽笼联合宫之夜”，并于

元宵节请红包、糖狮仪式后结束。

菜市巷的菜市联合宫设有十二生肖虎年运程及新

春习俗展览，供善信参考。该宫举办的新春庆典活动

有拜财神、拜太岁、初八晚拜天公、补运仪式、庆祝

元宵节及虎爷诞辰。期间，菜市联合宫也聘请了剧

团，敬演两天助兴。

         善财坛庆祝善财爷
东狱大帝大二爷伯千秋

位于义顺的善财坛于3月5日至8日（农历正月廿

日至廿三）举办庆典，庆祝善财爷东狱大帝大二爷伯

千秋。庆典节目包括了舞狮舞龙助兴、诵经祈福以及

筱凤闽剧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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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庙宇在惊蛰日举办拜虎爷仪式

受到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影响的锡安

路百年古庙水显宫，在新加坡道教总会的

协助下，与建屋局达成协议，获准呆在原

址至2011年，惟期间需每月缴付6000元，

且不得拖欠租金。

水显宫占地约560平方公尺，早在1907

年就已存在，主要供奉“大宋三忠王”，

即南宋三位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

杰，同时也奉祀“广泽尊王”、“普庵佛

神”、及观音等神明。

由于庙宇的信徒不多，资金来源短

缺，因此庙宇管理人表示，该庙可能无法

在宽限到期以前搬迁，或将在宽限到期后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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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3月20日（农历二月初五）为“大伯

公”宝诞，奉祀大伯公为主神的洛阳大伯公宫

及大士伯公宫都举办了盛大的庆典。

洛阳大伯公宫在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二）

就举行了万人过平安桥盛典，希望通过此项仪

式祈福。3月20日（农历二月初五），该宫也

举办了“洛阳大伯公宫圣诞联欢晚会”，现场

准备了万人各族传统美食，免费招待善信与各

族同胞，并颁发助学金给区内38名各族学生。

当晚，该宫还特别聘请了佳佳舞台灯光音响呈

现精彩歌舞助兴。

大士伯公宫也在3月20日举行“敬老乐龄

联欢千人宴”，庆祝福德正神“大伯公”的圣

诞。这项宴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扬敬老尊贤的

优良传统。当晚，该宫也颁发助学金和社会福

利金给邻近地区的10间福利团体、10间小学和9

间中学。该宫也在3月21日（农历二月初六）请

来潮剧团助兴，并免费提供自助餐招待各界。

多间伯公宫

庆祝大伯公圣诞

3月6日（农历正月廿一）为惊蛰日，许多庙

宇纷纷举办拜虎爷仪式。“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之

一，指立春以后，天气开始转暖，是万物复苏，各

种动物包括害虫开始从冬眠中苏醒的时节。老虎作

为万兽之王正好可以压制害虫。因此人们在这一天

到庙里拜虎爷，祈求虎爷在新的一年里保佑他们的

平安，同时远离各种危害人们的“害人精”。

三巴旺财神庙、洛阳大伯公宫、天慈宫等纷

纷举办多项仪式，让善信在这一天祈求来年事事

顺利，贵人扶助，小人远离。

举办拜虎爷仪式

获准继续留在原址至2011年

惊蛰日庙宇纷纷

百年古庙水显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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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学院

道
家和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

化，历来被称为有三家组成，就是儒释道，有人

称为儒道释。这三家犹如一只鼎的三只脚。这只鼎就是

中华传统文化，三只脚就是儒释道。大家都知道，三点

连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面，因此，也只有三只脚才能支

撑起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鼎。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

华土地上的人的思想和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由这样三家

组合在一起才得以完成。离开了哪一家，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土地上的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都会成为跛脚，就不是

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一个中华血统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大陆本土的，在香

港、澳门地区的，在台湾地区的，乃至远渡重洋变成生活

在海外的华族。几乎没有人不深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

响。我现在大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澳大利亚，将来也可能

成为华族的一员，对于这一点感受很深。中国人在本土

是“尊师重教”的，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原因很多，这

可能人口太多、孩子竞争激烈有关，可能同本土升学和

就业竞争有关，当然也同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

教育思想有关。海外的华族比起当地的白人对于孩子的教

育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我的外孙女今年升入小学5年级

了，5年级就有一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全省精英考试，考什

么呢？考小学的精英班。我外孙女考进了取分最高的小学

精英班，North Rock Public School 的精英班，一个班级

30人不到，全是黑头发，其中除了一个中澳混血儿以外，

绝大多数都是华族的子女。澳洲并没有大陆本土的高考和

就业竞争，但是，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一样带到了澳洲。我

看到后很感慨，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远在南半球的华族

的思想影响真是深刻，深远。真像烙印一样。

儒家思想对华族人的思想影响深远。佛教思想和道教

思想对华族人的思想影响同样深远。这种深远的影响烙印

在华族的民族精神之中。

华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说就是历史形成的华族的集体

的潜在意识。这种潜在的意识，有人概括为十六个字，就

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十六个

字，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内涵，又衍生出一系列的新

的精神内涵，例如：创新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自

由精神、平等精神、竞争精神、兼容精神、理性精神、

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等等。海外的华族把这种民族精

神也带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发扬光大，也有新的

创造，丰富了这种精神。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

国家。不同民族共同努力创造了新加坡的辉煌。其中，

无可否认的是华族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没有华族

发扬这种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新加坡不可能有光辉的今天和明天。华族的民族

精神和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的精神自然是有区别的。不

过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今天的多样的民族和多彩的世

界。在华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道家和道教的思

想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至今仍然是民族的时代的

精神内容的一部分。

当代的中国人和海外华族的精神生活中有没有道家思

想的影响？回答是肯定的，有道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现在

嘴里常说的一些话，有很多就来自道家。例如：“天长地

久”、“长生久视”、“功成身退”、“深根固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国寡民”，“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大器晚成”，“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都

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或者原文的思想，文

字稍稍有些变动。还有一些词语和成语是根据《老子》 

(《道德经》)中的思想形成的，例如：“无为而治”、 

“为而不争”、“海纳百川”、“与时俱进”、“轻诺寡

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这些词语和成

语，我们经常使用，它包含的思想则是道家思想。

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

伦理上，乃至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可

以说比比皆是。

这里，我想说一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大陆的经济发展到今天，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

的经济体，靠的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前，改革开放

的第一步是从农村开始的，就是改变人民公社的管理模

式，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这个政策

的核心就是政府少干涉或者不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不

下达计划指令，在农产品市场中，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

性。与民休息，土地承包，家庭自主经营，这是中华传

统的无为而治在当代运用的一种新形式。无为而治，导

致了汉唐二代盛世的出现。秦末刘邦和项羽起义，推翻

秦朝。国家和人民都伤了元气。汉初的丞相曹参和窦太后

都是道家，到了汉景帝和汉文帝的时代，出现文景之治，

于是才有汉武帝时代国家的强大。唐代初年的贞观之治也

是历史上的著名的无为而治成功的典范。有了贞观之治，

道

教

论

坛

陈耀庭教授发言稿

“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开学典礼”暨“道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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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唐代的强盛。我在参加国际道德经论坛的时候，在西

安看了歌舞《梦回大唐》，许多外国汉学家都说，中国人

做梦也想回到唐代的盛世。做梦也想恢复大唐盛世。文化

大革命结束，当时的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要想渡过

难关，怎么办？只能在经济上采取“无为而治”，政府少

干预或者不干预经济的发展。说老实话，当时根本没有想

到过大陆会发展成今天那样，只是想有饭吃，有衣穿，不

要再过短缺经济的生活，那时什么都要票，粮票、肉票、

家禽票、糖票、香烟票、豆制品票、布票，等等，等等。

无为就是道家思想，以无为来治国，正是道家在政治和经

济层面上的治国理念。

《老子》就是《道德经》说，“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三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我无

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对于“无为”，人们有很

多误解。例如认为道家的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干，就是放

任自流，无所作为，甚至就是不作为。其实，这是对于

道家思想的曲解或者误解。所谓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

不管。把无为解释为消极的什么也不做，是违背道家思

想的。因为道家历来认为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的。无为，相对的就是有为，也就是无不为。无为而无

不为，才是道家思想的全部。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顺应事

物发展的自身的规律，而不去做违背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的

事情。我是一九五六年进北大的，亲身经历了五十年代的

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整社运动和小四清运

动。因此，对于那段历史时期我们的农村政策是亲身经历

过的。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政策，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

发，太理想化，太计划化，干预太多，什么都要管起来，

种什么，种多少，都要管起来。甚至连农民家里养多少鸡

都要管，养三只允许，养第四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

整社的时候就要批判。这样的做法就是丢掉了无为，违背

农村发展的必然规律，太“有为”了。这样的农村政策怎

么可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早晨起来等生产队敲钟，

然后懒洋洋地朝田里走。到了田头分配任务。分好任务就

在田垄上抽个烟袋。然后扛着农具下田。二垄走过，又要

蹲在田边闲聊，直到太阳直晒。一天干不了多少活，拿个

工分也只值几毛钱。农业上不去，于是粮要粮票，油要油

票，布要布票，什么都要票。经过三十年改革，农村面貌

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现在农村连几千

年来一直收取的农业税也取消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历

史上农民就要交赋税，现在将农业税都免除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自然就进一步提高，这就使得中国在世界粮食

危机中始终稳如泰山。有了农业稳定增收，中国的经济就

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而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的思想渊

源，可以说，就是道家思想，以及历史上以道家思想治

国成功的历史经验。大炼钢铁，也是太有为了，完全不

考虑经济发展的规律，瞎干预，瞎指挥，弄得老百姓砸

锅卖铁，敲掉门窗，多少年不得安生。

下面，我再说一件中国的政治上的事情。有一件事，

我的印象非常深。二十年前，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瓦

解。当时，我是宗教研究所所长，立刻被院里召去学习

中央文件。那个文件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苏联瓦解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只能由中国来扛了。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运动只能指望中国了。外国共产党人也都希望

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带路人，带头人，等等，

等等。这个文件大概只学习了2次就停止了，接着，过了

一段时间就传来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指示，并

且听说原来学习的文件被收回了。现在知道，这又是邓

小平的决策。邓小平的决策是28个字：“冷静观察，稳

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四个字一句，一共七句二十八个字。听到

这个指示，我们这些参加学习的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

感觉。为什么？因为，

第一，我们都明白，当时我们的国力，无论是军事

上、经济上都远远不能挑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扛旗帜的

人这样一副重担。

第二，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们勉为其难地去挑起这

副重担，势必会引起国际范围反华势力的围堵，势必会

有大量的“国际主义援助”的支出，势必会影响国内改

革开放步伐和进程。

第三，我们都意识到，原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模

式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正确，有没

有效果，都必须重新思考，重新估价。

现在，“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指示下达了，那么

这些担忧就没有了。

“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就是道家思想。

韬光养晦，古书也称“韬晦”。韬就是掩盖起来。晦

就是晦暗，而没有耀眼的光辉。《老子》说，“圣人方而

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

意思就是有道的人，有光亮，但是不刺眼，不炫耀。道家

思想并不否定有光芒，有成就，有成绩。道家思想是主张

把自己的光亮“韬”起来，“养”起来，也就是自觉的、

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光辉掩盖起来。

“决不当头”也出于《道德经》。《老子》第六十七章

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

天下先。”当头就是为天下先。不当头就是不为天下先。

对于“光而不耀”和“不为天下先”，也有一些误

解和曲解。

误解之一就是认为这是道家的阴谋诡计，是一种策

略。认为道家骨子里是想当天下先的，只是伪装自己不

为天下先。误解之二是不为天下先，是当不了先，是吃

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表现。

其实，道家思想中“光而不耀”和“不为天下先”是

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部分，是真诚的，而不是阴谋诡

计的策略。人在“无不为”以后取得了成就，自然会发出

光芒。有光然而从主观上不去炫耀，这是一种谦卑的人生

态度，同时也是为了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光芒。因此，道

家的“光而不耀”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一种自觉的人

生态度。《老子》说的“慈”、“俭”和“不为天下先”

的三宝，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不为天下先只是三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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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慈，慈就是慈爱。慈是对别人。慈就是爱人，爱人

民，要像兄弟一样爱别人。第二是俭，俭就是俭朴。俭

是对自己。俭就是要节约，做任何事情都要节省，要严

格，要不作无谓的浪费。“不为天下先”是在前二个基

础上的不为天下先。慈爱了，民众就能同心同德，勇敢

地面对一切。“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俭朴了就

能积蓄财富，俭朴了就能够精力旺盛，民众就能够聚集

在周围，国家就会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不能

自以为是，而应该谦虚谨慎，忍让不争，也只有这样才能 

“故能成器长”，也就是说，能够得到万物的拥护，成为

万物的首长。换句话说，不为天下先，是一种胸怀，也

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主观上永远不去争夺做万物的首

长。即使自然地成为万物的首长了，也不要自居首长，

摆什么万物之首的架子。记得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演

说，说到中国永远不称霸，今后即使强大了，即使在经

济上、军事上、整体国力上成为世界的前几名了，也永

远不称霸。即使已经有了称霸的实力，也永远不自以为

是“霸”，不用“霸”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这就是不为

天下先，就是决不当头。记得，当时有文件说到，我们

决不当头，但是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自己的事情搞好

了，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最大的贡献。我们不

争当头，也不自称是头。也只有这样，才成得了大事，

才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

这次来新加坡之前，我读了一点李光耀的传记。知

道了邓小平和李光耀之间的一点谈话内容。李光耀传记

里说到，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向邓

小平提出要求“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

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据说，二年后，中国在 

“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

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这个举动让李光耀十分

感慨，因为邓小平和华国锋截然不同。而这样的行动正

是充分表明了邓小平的道家思想。

以上说的二点，都是道家思想在经济层面上、政治

层面上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哪里，大家不

言自明，来自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里

我想引用一位美国人的话。著名美国华裔学者杨炳章对

邓小平研究多年，写过《小平大传》（1998年英文版）,

在国际上很流行。他说：“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

化来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毛泽东是法家的，邓

属于道家的，无为平淡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从文化背景

上去了解他。”认为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的思想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远不止杨炳章一个人。我曾

经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起过同样的话题，他

也认为如果要研究邓小平的传统思想背景，那么，邓小

平肯定属于道家思想的背景。香港道教界甚至有人公开

写书称，太上老君不断降生于人间，为人师表。老子是

太上老君降生的，为道家之师。太上老君降生于当代，

那就是邓小平。

至于说道家思想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生活的影响，我

想大家也是随处可见的。现在，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

外，海外华人的报纸经常登载关于中国政坛上的腐败的

消息。对于像我这样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我深知

中国政权机构的庞大，登载出来再多，在中国政坛里毕

竟还是少数。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好的，不

然中国早就完了。回国以后，我看得最多的电视节目是

上海电视台的“情感世界”和“新老娘舅”。这些节目

都是天天看得见的普通百姓家里的事情，就是那些“清

官难断家务事”的家务事。所有普通家里的矛盾事情，

说来说去都是“钱”、“房子”和“感情”的问题，关系

到私人利益和男女纠葛。一年365天，不管电视里天天在

播，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庭和个人还是感情健康的，家庭

和睦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还是有

道家思想的根子，那就是知足常乐。

现在我们面对的各种罪恶问题或者家庭不和睦的问

题，关键是人的欲望，人的私欲的恶性膨胀，个人的不

知足。今天和过去不同，今天是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度发

展着，而且，今天又是多元的社会。对于个人的欲望并

没有行政上的限制，只有法律的制约和道德的约束。于

是，少数人如果对于法律的无知，又缺乏道德观念，那

么，欲望的无限制膨胀就成为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根源。 

《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源。道家并不绝对地反对有欲，

只是要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少一点虚伪矫诈，少

一点为自己着想，少一点欲望。我很欣赏电视节目中的主

持人和调解员，他们解决一个个典型问题，不是用说教的

方法，也不是用大道理，而是用“亲情”、“友情”、 

“爱情”、“合情合理”的角度说理，从要求双方都能

够“退一步海阔天空”，也就是从克制自己欲望和要求

切入，求得道德上的完美，求得矛盾问题的解决。这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来自道家思想。

在世界文明越来越现代化过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现

代化过程中，道家还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多人

都关心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首先，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本土不论怎样发展，现代化程度不论有多么高，中

华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未来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不会

动摇，也不可能动摇。换句话说，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

面仍然会长久存在。

其次，道家文化的核心是“道”，道是与时俱进的。

道是开放的，不是闭锁的。道是变化的，不是凝固的。因

此，道家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发

生变化。这就是说，道家文化也会参与现代生活、增加现

代内容，并且，继续发挥维系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

第三，道家文化将会帮助我们华族子子孙孙，在强大

以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不当头，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去侵犯别的国家，永远不当世界警察；在遇到困难的

时候，始终怀有必胜的信心，始终能够转危为安，始终把

握天人合一的方向；在个人生活中，始终清静淡泊、清心

寡欲、积极有为、与世无争；在人际关系中，宽以待人，

睦邻友好，积极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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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

道教图书馆

《建筑艺术阳宅风水装潢大观》
蔡天财著，国家出版社，2004年1月

众所周知，“阳宅风

水”蕴含着宇宙间大自然

循环变化之理与天体运行

现象，是先圣先贤知识的

累积与体现，也是历史长

流所蕴酿的沉淀与验证，

绝对是门值得探迹索隐的

科学而非无所根据的迷

信。作者凭着对艺术的认

知及对阳宅科学的涉猎，

再以一种对周遭环境的敏

锐知觉及细心观察，让读

者确实、简单的学习建筑艺术与阳宅风水的相关知识，以

浅显易懂的文字，提供了建筑房屋从无到有所应注意的大

小事项，巨细靡遗的分章节叙述，除了可以让读者对建筑

工程有一完整全盘的认识之外，也教导读者如何在家中利

用摆饰来镇宅、利用灯饰来招财，更让读者在详阅全文

后，从中学习应用方法与论点，通过家庭的装潢摆饰自

己DIY来改善磁场，对整个居家的环境美化及气氛营造

很有益处，是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参考书籍。

《阳宅科学论》
周建男著，国家出版社，2000年11月

   风水学范围包括

阴宅（墓葬地理）及阳宅

（宅第地理），研究阳

宅的学术称为阳宅学，符

合时代意识又叫环境学，

应视为一门学科。历经几

千年来的风水学，经过宅

地环境、人类行为之变迁

后，应再更进一层的科学

探讨，摒弃不合时宜的玄

异怪谈，采用科学实证后

的理论定义，进入风水学的真正核心。本书着重于帮助

读者建立完整的阳宅风水知识，以现代化的理论系统就 

“空间方位”和“峦头理气”加以阐述说明，让读者了解

宅第内空间位置的作用力和宅第外在环境的生克吉凶，

将原本错误、累赘的观念一一筛选去除。除了对风水精

义有深入解说之外，并实务列举家居摆设，动线流通对

居住者之行为影响及吉凶应验，对有心研究阳宅学术者

必定大有帮助。

《阳宅方位学》
周建男著，国家出版社，2000年11月

阳宅教育的核心学术就

是“方位学”，即鉴定阳宅

要以测度的方位为基准，才

不会误导方向。方位学的主

要理论是“波”、“辐射”；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辐射”

这个名称，也没有仪器可以

用探测，先贤用苦证方法了

解，像座向、空间位置等，

而感觉到有吉凶。这些辐射

线间接来自于地球的固定磁

场及自转公转，配合四季节

气的变化，反复地影响着人的祸福吉凶。因此，了解方

位，善用方位，生活将更吉祥安宁。

周建男的《阳宅方位学》极尽辛苦，研究各种不同特

质的方位波以及宅第的磁极，奠定了阳宅方位学理论。本

书将阳宅方位分为内、外两部分，详细说明方位理论及测

度法则，并举实例加以分析验证，让读者实际应用于日常

生活当中，借此趋吉避凶、消灾解难。

《阳宅格局选》
周建男著，国家出版社，2002年1月

好的运势配合好的宅第，就是人生成功的契机。阳宅

学实证合乎科学，本书作者特提供多幅宅第格局典型，

方便读者实地认识各种阳宅格局的利与弊，知所趋避之

道。居家环境是与家人日常生活最有关系的空间，多少

古圣贤投注毕生的精力，希望趋吉避凶，使人生更加吉

利。本书作者不尚空谈，以百处阳宅作实证，先点出研

究主题，再提出每一格局的五项心得：宅主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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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宅风水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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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症结透视、阳宅鉴定

报告、调整因对方法、有

效观察记录，最后再提出

综合评论。本书的研究主

题突显了一些住居常遭逢

的缠、镇、磁、冲、托、

射、对、积、败、煞、

孤、阴、噪等，而煞的探

讨尤其周全，如棺木煞、

盖棺煞、孤寡煞、角射

煞、天斩煞、穿心煞、无

情煞、反弓煞、丁字煞、

乱流煞、龙虎煞等，让居家主人知所警省。

《阳宅古今谈》
周建男著，国家出版社，2002年2月

在阳宅学逐渐演进的过程中，有许多口耳相传的风水

观念及民间风俗被普遍运用在阳宅风水理论中，如果不求

甚解，极易为迷信、灵异

所附会。本书针对风水理

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

到的实际问题，如防盗、

防风、防水、防土、防梁

等观念，加以分析，古今

参见，希望读者阅后能理

清这些观念，活学活用。

二十世纪的阳宅风水，不

仅停留在空间吉凶，整体

的全球环境，都与之休戚

相关，作者特别提出现阶

段阳宅新概念，增进实用性，并就一些日常发生在周遭

的风水时事，作者以其睿智的眼光、犀利的观念、智慧

的判断，让您辨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道教风水理论与实践：

 <黄帝宅经> 探究》
谢耀德著，新文艺出版公司，2009年3月

中国传统风水学是建立在“河图洛书”与“易经”的

基础理论上。河图洛书的基本内容是数理运用，而易经的

核心内容即是占卜预测。古代道士多精于易经预测，运用

风水术行道，因而在此领域有不凡的成就。这也使得风水

学与道教联系在一起，而成为道教思想与法术的一部分，

有些人遂称此学为道教风水理论。

《黄帝宅经》收录于《正统道藏》中，是现存最早

的风水著作，虽无明确提到各种风水用法，但却用哲

学的论述方式来表达风水的意境，即顺应自然、师法自

然、因借自然，让后来的

风水书籍能依循这个原

则，来建构各自的风水操

作领域，实功不可没。  

    本文有鉴于此，即以

《黄帝宅经》为研究对

象。采多方面分析与该书

相关的种种论述，包含学

者研究、成书渊源、版本

比对、术数基本观、择吉

观、天文地理观、相宅四

法等方面。除了书中相关

风水内容的探究外，还试图展现该书所隐含的风貌，如

人文气息、哲学思想等。期能让道教风水文化逐渐走向

学术化的领域，传承古老经验的当代学术价值。

《玄空风水学理秘诀·基础篇》

《玄空风水学理秘诀·学理篇》

《玄空风水学理秘诀·断法篇》
清鸿山人编著，久鼎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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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独门秘诀将之隐藏起来，不外传是自古至今，许

多堪舆、风水学派的通病，但这对于堪舆、风水之学术研

究，无疑是一种伤害。清鸿山人在无师自通之状况下，整

理三元地理无常派及中州派之理气资料，将玄空风水的学

理秘诀用白话易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安星诀、

城门诀、排龙诀、收山出煞诀、正神零神、阴阳相配、九

星的生旺衰死，入中阴阳顺逆法则等做了清晰、全面的诠

释，并将沈氏、无常派（孔氏派）、广东派、中州派的经

典名诀比较异同，让读者方便学习。

玄空风水博大精深，理论深奥难明，很多研究者都随

师学习多年，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更别说是看书自学者，

再加上一些伪诀有许多都易学好用，故深受其害，为数不

少。作者有鉴于此，将所知秘诀奉献出来，希望能对阅读

本书的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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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上士”听见了“道”的道理，
赶快照着实施；
“中士”听见了“道”的道理，
将信将疑；
“下士”听见了“道”的道理，
就认为空洞，而加以诽笑，不笑那才希奇！
所以，古人说得好：
“明显的‘道’，好似黯昧，
前进的‘道’，好似后退，
平坦的‘道’，好似崎岖，
崇高的‘德’，好似卑下的川谷，
最光彩好似卑辱，
最大的‘德’好似不足，
刚健的‘德’好似怠惰，
质朴真纯好似不能坚持，
最方正，反没有棱角，
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制成，
最大的声音，听来反而稀声，
最大的形象，看来反而无形。”
“道”，它幽隐而“无名”，
而只有“道”，善于开始，并使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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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1
When the scholars of the highest class hear the TAO (truth),
They put it into practice earnestly.
When scholars of the middle class hear the TAO,
They waver between belief and disbelief.
When the scholars of the lowest class hear about TAO,
They will give out loud laughter.
If it were not laughed at, it would not be fit to be called the TAO.
Therefore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mottoes:-
Who understands TAO appears to look like a fool.
Who is progressing in TAO seems to walk backward.
Who is in accord with TAO speaks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words
Persons with highest virtue appear like a receptive valley.
A man with purified mind does not care much about honour and 
disgrace.
A person of distinct nature and character seems to be incapable and 
keeps humble.
A virtuous person seems to look like simple and ordinary despite his 
meritorious deeds for the people
His firm virtue appears simple and he acts in accord with the Nature.
Great space (heaven) has no corners.
Great talent takes time to become mature.
Great sound generated during the rotation of heavenly planets is 
inaudible to men on earth.
Great TAO is formless.
And TAO is hidden and nameless.
However, it is this TAO that is best to give out power and energy for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of creatures and things.

�(连载)

第41、42章

同异第四十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闻道，自
勤苦竭力行之也。中士闻道，若存若
亡；中士闻道，治身以长存，治国以
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见财色荣誉，
惑于情欲，而复亡之也。下士闻道，
大笑之。下士贪狠多欲，见道柔弱，
谓之恐惧，见道质朴，谓之鄙陋，故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不为下士
所笑，不足以多为道。故建言有之：
建，设也。设言以有道，当如下句
也。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昧无
所见，知也。进道若退，进取道者，
若退不及。夷道若 。夷，平也。大
道之人不自殊别，若多比类。上德若
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浊也。
大白若辱，大洁白之人若污辱，不自
彰显。广德若不足，德行广大之人，
若顽愚不足。建德若揄，建设道德之
人，若可揄引使空虚也。质真若渝，
质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浅不明。大方
无隅，大方正之人，无委屈廉隅。大
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不
可卒成。大音希声，大音犹雷霆，待
时而动，喻当爱气希言也。大象无
形，大法象之人，质朴无形容。道隐
无名。道潜隐，使人无能指名。夫惟
道善贷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禀贷
人精气，且成就之也。

p24_25_BW �.indd   24 4/14/10   9:47:04 AM



24 25

狮
城
道
教

道

经

注

解

白
话
文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道德经注解� �

第四十二章

“道”产生统一的事物，
统一的事物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
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新生的第三者，
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
万物内涵着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
它们(阴阳)在看不见的气中得到统一。
人们所厌恶的
就是“孤”、“寡”、“不谷”。
而王公却以这些字眼儿称他们自己。
所以，一切事物
有时贬低它，它反得到抬高；
有时抬高它，它反遭受贬低。
人们所互相教导的，
我也用这一原则教人：
“强暴的人不得好死”，
我要把这一事实作为教人的开始。

Chapter 42
The Tao produces one.
One produces two.
Two produces three.
Three produces all creatures and things.
The created world carries the YIN at its back and the YANG 
in front.
Through the union of the vital force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nature has been so produced.
To be virtueless, the lonely and the worthless is what people 
dislike.
Yet the rulers humbly call themselves these names.
For sometimes things are benefited by being diminished and 
suffer harm by being increased.
Others have been enlightened by this motto,
Which I shall also teach:
"The violent and strong persons do not die naturally". 
The above motto will be used by me as the basis of my 
teaching. 

(连载)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

阴与阳。二生三，阴阳生和气清浊三气，

分为天地人也。三生万物。天地人共生万

物也，天施地化，人长养之。万物负阴而抱

阳，万物无不背阴而向阳，回心而就日者

也。冲气以为和。万物之中皆有元气，得以

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

空虚和气，潜通，故得长生也。人之所恶，

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孤寡不毂者，

不祥之名也，而王公以为称，处谦卑，法

空虚和柔也。故物或损之而益，引之不得，

推之必还。或益之而损。夫增高者致崩，贪

富者致患。人之所教，谓众人所教，去弱为

强，去柔为刚。我亦教之。言我教众人，去

强为弱，去刚为柔也。强梁者，不得其死。

强粱者，谓不信玄妙，皆叛道德，不从经

教，尚势任力也。云不得其死者，谓天命

所绝，兵刃所加，王法所杀，不得以寿命

死。吾将以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强梁

之人为教，戒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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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其微 

袁
其微：1927年生，原籍河北省徐水

�，著名�法家，�法教育家，�

法理�家。中国�法家�会初�期会�，

曾任北京市�法家�会常�理事，理�部

副部�，��内刊主�，��委�会委�，

北京市老年�画��会会�等，��北京市

����，北京市老年�画��会名誉会

�。2002年被��“��双馨”��家。

在�法���作上主��古不泥古，既

注重���的广博�承，又追求一�融�个

性和�美�富性的化境，尤其在70�以后，

��探索更加活�，在篆、隶、草、行各体

兼能的基�上，�展出多�多�的�作�

格，其篆隶多追求朴厚自然，行草追求清和

雅逸，其小字行�尤�方家所珍，誉�道心

�融之妙品。

在北京及一些省会城市���7次个

展，出版有《袁其微�法作品集》，出

版、�表了《�道微言》、《八分清源》、 

《�法四性》等理�著述，并参加��和�

�撰写了北京地方志的《�法�篆刻志》。

曾作�中国�法家代表�成�赴日本��

交流。2004年10月又至新加坡参与了四人

�画展�。2005年5月在�来西�参与�法

交流活�。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

台及�多媒体�袁其微先生及��均有�

��道。

著名�法家，�法教育家，�法理�家

“

与

�
天
�

�
天
�
嗣
�
天
�
府

嗣
�
天
�
府

�
天�”，是五斗米道�立者�陵及其后代世�嗣

教者的通称。�末�期，�陵�教之�，称太上

老君命之�天�，因此世称�“�天�”，并称�教

�“天�教”。�一称号在正一道内世代相�，至20世

�中叶共�了63代。

根据《�史真仙体道通�》卷十八，�陵是沛�邑

人，是�良的八世�，道教徒一般称他�“�道陵”。

�道陵七�已�能�《道��》，�了十几遍便能�

其要旨。他非常好学，�天文、地理、河洛等都皆�其

妙，�“通��典，所�无�”。

有��天�其人其事的��非常多。在�些��之

中，�天�往往被塑造成神通广大的神仙形象，一般身

着道袍，五雷出手，并且以虎�坐�。�天�不��以

符 除“五毒”碎瘟消�，�民�消�解厄，�能通�

天上人��化玄机，并能以五雷�“五鬼”霹妖�邪，

�有�遣鬼神妖邪的巨大神通。

从�道陵�一脉�承下来的天�道，以符 ��，

故世称符 派，也叫正一派。“正一”就是太�虚道的

�称，同�也含正宗、正�、�整的意思。�家所�的

正一派道士，与常人一�可以婚娶，不必出家，因此其

道�也称作“子��”。

正一道的祖庭，就是位于中国江西省的�虎山。�

虎山被奉�道教的第三十二福地，是�道陵最初修道�

丹的所在，也是�代天�承�道�、宣�道教的�地。

�虎山上的嗣�天�府，始建于1105年，以“八卦”形

�建筑布局，有廿三个殿堂，全府占地面�5.7万平方

米，�江南道教��之冠，有“南国无双地，江西第一

家”的美名。

�至今日，�虎山嗣�天�府已不�是�代天�修

真起居之所，国内外道�朝�、游客向往的�地，更是

海外包括�南�各国甚至西方国家正一道�奉道受 、

�度授�的神�道�。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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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正�道教、�范道教��，新加坡道教

�会将于2010年4月24、25日（庚寅年��

三月十一、十二日）首次�行“�度大典”。届�，

道教祖庭中国江西�虎山道教�会的�位高道，将前

来主持是�大典�式。

“�度”是信仰道教者正式入道的�式。�年，

新加坡道教�会都携�参加中国江西�虎山�海外

弟子�行的�度及授 大典。今年，未免本地道教

徒舟���，�赴中国接受�度，新加坡道教�会

特��合江西�虎山道教�会，首次于本地�� 

“�度大典”。

�迎信仰道教并且愿意�入道教的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度大典”。欲参加此�大典者，可到新

加坡道教�会索取申�表格，填妥后�同身���

印件及手��120新元，交到道�秘��。

����：6242 2115。

地址：新加坡道教�会（三清�二楼）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注：�度大典是道教徒的入教�式。

新加坡道教�会主�首届

“�度大典”“�度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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