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主要教理教义
<p>道 道教所信奉的神仙，上至三清、四御，下至城隍、灶君，风雨雷 
电、山川社稷均有神灵。而道教最根本的教理教义，是 “道”和“德 
”。 “道”在道教中是唯一的理论基础，是以“清静为宗、虚 无为体
、柔弱为用”的一种“道”。这种“道”就是道教最根本的信仰。道教
认为：“道”是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它是一切的开始；并认为 “宇
宙”是由“道”演化出来的，有了“道”才生成 “宇宙”，由“宇宙”
中的“元气”构成了“天地、 阴阳、四时”，由此而化生万物。有的道
书又认为：先有“元气”，后有 “宇宙”，并将“宇宙”分为“混元、
洪元、太初”三个不同的大的世纪，这是依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的理论而发展的。老子所说的“道”，既是指“宇宙”
的本体，又是指“自然”的规律。“道”又是指太空之“空”而言，缘
它是无形无象的，故经书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教强调
，任何人都可以信仰道教，都能够学道、得道。《老子想尔注》把“道
”说成是“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
然，或言无名，皆词一耳”。《混元皇帝圣纪》也有类似的说法：“老
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这是把
太上老君看成了“道”的化身。 德 “德”和“道”是一个整体，成为
道教教义的核心。《道德经》中所说的“上德”、“玄德”、“常德”
、“道尊而德贵”的“德”指的是这个“德”。道教认为：道之在我者
就是德。《自然经》中说：“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西升经?序
》云：“道之在我谓之德”。《道教义枢?道德义》说：“道德一体，
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可以说，凡是符合“道”的准则的
，便是“有德”；凡是违反“道”的准则的，便是“无德”。所以道一
定要重视“修道养德”，并将“道”和“德”作为最根本的信仰和行动
的准则，必须做到既要修道，而更要积德。道教将“德”区分为“阴德
”和“阳德”二类。所谓“阴德”，是指个人不被他人所知道的德行；
所谓“阳德”，是指个人被大家了解的德行。道教提倡“阴德”密惠，



“大以及于人，小以及于物，修身积德”。 道教主张以“清静”、“无
为 ”、“柔弱”、“不争”、“抱一”、“寡欲 ”等作为处事与修养
之方法，也都是从“道”与“德”的基本原 则中而发挥出来的。《道德
经》里所说的“上德”、“玄德”、 “常德”，其含意就是：自己做了
有益之事而从不居功者为“上德” ，天地对万物抱着听其自然而不主宰
者为“玄德”，能将正义之事坚持而始终不变者为“常德”。老子所说
的“上德不德”，“上德无为而无不 为”就是道教最高的“教义”。必
须理解，所言“无为而无不为 ”，它既是“道”的本性，也是“道”的
现象和所发出来的作用 。 无为 无为的思想，源于《道德经》说：“是
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
无不治”。早期道教以“无为”作为得道意、得天心、致太平的根本。
《淮南子?原道》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
物之所为”。魏晋以后，“无为”逐渐成了道教社会观的基础。河上公
的《老子注》声称：“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
。所谓“治身”的“无为”，应当“无为事主，无为事师，寂若无人，
至于无为，”这样才能全身、去危、离咎。所谓“治国”的“无为”，
应当按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来治理天下，这样才能使黎民百姓得益
。 怎样才能做到“无为”呢？《云笈七签》指出：“欲求无为，先当避
害。何者？远嫌疑、远小人、远苟得、远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处
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又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
鬼神、通时机、通术数。是则与圣齐功，与天同德矣”。可见道教的“
无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应该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通晓自然和社
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说，“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什么事情都
不做；而是应该按“道”行事，处世立命，必须摒弃妄自作为，远祸慎
行，追求朴素节俭、清静寡欲的境界。 清静 道教认为，“清静”是“
道”的根本。万物只有在“清静”的状态中，“道”才会来居。于是，
“清静”成了道教教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种思想，追跟寻源，还是
出自《道德经》。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
正”。道教强调“清静”，目的是为了“真思志道，学知清静”。《老



子想尔注》主张：“人法天地，故不得燥处，常清静为务”。还指出：
“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止”。这是说，学道的人只有“无欲”
而“清静”，才算符合“道”的规律，才有可能得道。道教认为，学道
者只有先做到了“寡欲”和“无为”，才有做到“清静”的可能。 寡欲
 所谓“寡欲”，就是少私欲或节欲。《老子》第十九章，在谈到治理社
会时，要求能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教将“寡欲”作为教义的
一个重要内容，认为道为人处世，应该时时节制个人的私欲。 唐宋以后
，“寡欲”与内修术结合在一起，从而要求修道者，“在物而心不染，
处动而神不乱，无事而不为，无时而不寂”，达到“无欲”的清高境界
。《道德经》所说的“寡欲”，其实并不是“绝欲”、“无欲”的意思
，只不过是应该“去甚、去奢、去泰”，即不极端、不奢侈、不过分。
特别是现代社会，要求学道者绝对“无欲”是不现实的。 不争 在道教
教义中，“不争”则是人们顺乎天理而不强求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是
天地万物的运行以及人的为人处世都必须遵循的。《老子想尔注》说：
“圣人不与俗人争，有争，避之高逝，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并指
出：“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
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云笈七签》有：“太上曰：天
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故与时争之者昌，与人争之者
亡，是以有兵甲而无所陈之，以其不争。夫不祥者，人之所不争；垢辱
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则足矣”。大家都知道，俗人所不争的
事物，一般都是不祥的；俗人所不欲的事物，基本都是垢辱的。道的“
不争”，还不仅仅是谦让，而且还得一心为善，绝不造恶。道教认为，
一个为善的道，即使“不争”，也不会不胜利；即使“不言”，也会有
响应的人。这是因为，“不争”的高尚行为，自然会感动周围的人。“
不争”本身是无声的语言，标志着一个道的思想境界。 精气神 “ 精气
神”，历代的道书在讲修养方法上，总是离不开其“精气神”的研究， 
并且认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乃是顺则生人”；能把修养工
夫做到：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便为逆则成仙。”就修养
工夫而言，这 “精气神”有先天和后天之分，上乘修养工夫所讲的都是



“先天”， 所说“元精”非交感之精，所说“元气”非呼吸之气，所说
“元神”非思虑之神。这也是道教的重要教义之一，对愿意学道的信徒
们来说，是应当作认真研究的。 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道教十分重视人的
生命，因为道教讲的是长生不死，修道成仙。对于生，老子曰：“出生
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说明人的生命非常有限，而且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之中，所以要求人们
“深根固蒂”，追求“长生久视之道”。《太平经》中主张乐生、重生
。总之尊重生命是道教的一贯主张，主要包括：一，尊重人类自身的生
命价值，反对轻生，也反对杀害他人，要求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追求
长生；二，尊重动物的生命，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
，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三，尊重植物的生
命，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也能够成仙；
四，尊重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做到上述四点既度己又度人，
《度人经》云：“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济世利
物是道教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
道教认为济世利物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老子
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洪曾对解释云：你们之
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
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道教修道时
强调“济世利物，齐同慈爱”。</p><p><img src="/static-img/jN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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