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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教神學

 陳耀庭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人神同源」和人神區別，構成

了中國人對於神靈的心理和態度。這樣

一些心理和態度，有和其他文化背景中

生存的民族對神靈的心理和態度相通的

一面，也有一些是中國人特有的心理和

態度。就其相通的一面而言，例如，有

對於神靈的崇敬心、畏懼心、祈願心、

護佑心，等等；就中國人特殊的心理和

態度而言，例如，有對於神靈的溝通

心、授受心、結交心、為伍心，等等。

道教徒同神靈的敬畏和祈求溝通

的心態，最常見的是表現在對於道經的

崇敬和誦讀道經之中。

道教經典的神性

道教經典是神聖的。見到過明版

《道藏》原件的人都知道，明版《道

藏》每一冊經夾本的經典都用黃色的

錦緞作為經本的封面，一些另本的道教

重要經籍也有用黃色錦緞作為封面。經

面用黃色，一方面表示經文刊印受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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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另一方面也表示經文的珍貴。放

置在壇場上誦讀的道教經典，平時一般

也都使用錦繡的「經蓋」覆蓋在經本

上，其目的一是防止受到污穢，二是顯

示道經珍貴。民間自己刊印的道教經

典，一般也都有藍紫色的函套或者封

皮，裝幀十分嚴肅。所有這些都表示道

教徒對於道教經典的崇敬和愛護的心

態。

道教徒對於道教經典這種態度，

是因為道教徒認為道教經典是神聖的，

而經典的神聖性則來源於道教神靈的神

聖性，因為道教經典同道教神靈有密切

的關係。

《雲笈七籤》卷一〈道教三洞宗

元〉說到，「三洞者謂洞真、洞玄、

洞神是也。天寶君說十二部經，為洞真

教主。靈寶君說十二部經，為洞玄教

主。神寶君說十二部經，為洞神教主。

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1 。這段話

就是說道教經典來源於最高神靈的說話

和傳授。

道教的神靈是無所不能、無所不

在、無所不包的，同時也是無所不知

的。由於道教的經典來源於神靈所說的

話，因此，這些凝聚在經典中的神靈話

語自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智慧，具有神

聖性。就拿《道德經》五千言來說，

那是太上老君留給人世的一部具有最高

智 慧 的 經 典 。 其 中 提 出 的 超 出 「 有

無 」 、 高 於 「 虛 實 」 的 「 道 」 的 概

念，是涵蓋宇宙和人間社會的發生、發

展和演化的普遍規律。可以說，對於這

部經典的偉大意義，怎麼評價也不會過

份。因此，《道德經》就是一部具有

神性的經典，其神性來源於太上老君的

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包的神

性。現代社會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

的學者，都在努力探索《道德經》深

邃的含義，但是，就像人永遠無法企及

神靈的智慧一樣，《道德經》的含義

恐怕永遠無法完全探究明白。這正如

《道德經》開卷告誡人們的，「道可

道，非常道」所包含的意義。

正因為道教的經典具有神性，所

以，道教經典也像神靈一樣具有神力。

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有《道教靈

驗記》，其中載有許多道教經典靈驗

的 故 事 。 例 如 ， 〈 崔 晝 度 人 經 驗 〉

稱：「崔晝者，漢汶陽侯仲牟之後。

嘗謁白雲先生，學修真之術。先生曰：

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

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

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

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

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

晝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

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將

此謝汝。言訖，使者寂然不見。於是，

啟緘熟，果備認得考君輕劄，云：感

汝唸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

祖，盡得生天。自後，崔公一家，至今

唸誦。 」2 《度人 經》是元 始天尊說

授的經典，也是明《道藏》收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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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經典，一直受到唐代以來道門的重

視。誠心誠意地誦讀《度人經》就可

以感應神靈，使得自己歷代祖先亡靈都

得 到 昇 天 ， 這 就 是 《 度 人 經 》 的 神

力。

《道教靈驗記》還有一則〈尹言

陰 符 經 驗 〉 稱 ： 「 尹 言 者 ， 修 德 坊

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

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

《陰符經》，至誠諷唸為其常，少記

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唸逾萬

遍，頓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

香，唸三十餘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

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

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瞭。與

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

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

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

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

寇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3《陰符

經 》 世 稱 《 黃 帝 陰 符 經 》 ， 其 開 卷

稱 ： 「 觀 天 之 道 ， 執 天 之 行 ， 盡

矣。」這就是說明《陰符經》具有洞

察天道奧秘的內容，掌握《陰符經》

就能夠掌握天道運行的功能。誠心誠意

地誦讀《陰符經》就可以了知前世、

今生和未來。

《道教靈驗記》還有一則〈陳太

清度人經驗〉稱，「陳太清者，天台

觀道士也。年五十餘，捨家入道，持

《 度 人 經 》 ， 晝 夜 不 倦 。 雖 行 坐 執

役，未嘗輟於口焉。太清素獷悍凶狡，

鄉里惡之，及其入道，已髮禿齒落。持

經十餘年，白髮載黑，齒落更生，筋力

強盛，步驟輕疾。雖少壯者，與知登山

道，不能及也。」4 這裏記載了誦讀

《度人經》的神力，這一改換人身、

變換人性的神異事跡，也是誠心誠意誦

讀道教經典的神力體現。

道經的神性特點

道教經典的神性體現在以下四個

方面：

神聖性。道教中人對於道教經籍

的搜集和整理，起自於南朝劉宋時期的

高道陸修靜，陸修靜撰有《三洞經書

目 錄 》 ， 第 一 次 將 道 教 經 書 區 別 為

「 三 洞 」 。 《 雲 笈 七 籤 》 卷 六 「 三

洞 」 引 《 道 門 大 論 》 解 釋 「 三 洞 」

的含義稱：「三洞者，洞言通也。通

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

真 ， 第 二 洞 玄 ， 第 三 洞 神 。 」 又 引

《本際經》云：「洞真以不雜為義，

洞玄以不滯為名，洞神以不測為用。故

洞言通也，三洞上下，玄義相通。洞真

者，靈秘不雜，故得名真。洞玄者，生

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

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

此三法皆能通凡入聖，同契大乘，故得

名洞也。」5 洞是通達的意思，通玄達

妙。三洞經書，內容各有側重，各具不

同的功能。洞真者，「靈秘不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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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真」；洞玄者，「生天立地，功

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者，「召

制鬼神，其功不測」。這裏說的正是

道教經典的神聖功能。前引〈道教三

洞宗元〉明確說到「三洞」來自於天

寶君、靈寶君、神寶君等神靈的授受。

明代第四十三代張宇初在《道門

十 規 》 的 〈 道 門 經 籙 〉 中 也 說 到 ：

「太上三洞諸品經典，乃元始天尊、靈

寶天尊、太上道德天尊金口所宣，歷劫

相傳，諸師闡化。為若元始說經，當以

度人上品為諸經之首；靈寶說經，當以

定觀、內觀為要；太上立教，當以道

德、日用為規。內而修己，則虛皇四十

九章經、洞古、大通、生天、清靜諸

經，最為捷要。外而濟世度幽，則黃帝

陰符經、玉樞、北斗、消災、救苦、五

廚、生神諸經，玉樞、朝天、九幽諸

懺，是皆入道之梯航，修真之蹊徑。」

6 張宇初說的是道教經籍的發生和傳

授。根據張宇初的說法，道教三洞經典

都是神仙「金口所宣」，然後，「歷

劫 相 傳 ， 諸 師 闡 化 」 ， 成 為 學 道 人

「入道之梯航，修真之蹊徑」。

正因為道教的經典都是神仙「金

口 所 宣 」 ， 具 有 各 種 神 異 功 能 ， 所

以，道教的經典是神聖的。神靈是無所

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因此由

神靈授受的經典也是無所不能、無所不

在、無所不知的。《度人經》即《太

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就

是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

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無鞅數眾說

的 道 經 。 這 部 《 度 人 經 》「 斯 經 尊

妙，獨步玉京，度人無量，為萬道之

宗」，誦讀這部經典，可以使得一國

男女「皆受護度，咸得長生」。

概括性。道教經典的概括性，指

的是經典的內容概括了天地宇宙和人類

社會的各個方面以及它們的運行規律。

《太上老君開天經》，從經名就可以

知道，這是一部講天地開闢、萬物生成

的 經 典 。 《 太 上 老 君 虛 無 自 然 本 起

經》，也是一部概括從「道」發端，

天地宇宙和人類萬物產生和發展的經

典 。 《 陰 符 經 》 的 經 名 「 陰 符 」 ，

陰者暗也，符者合也。陰符就是行事必

須合符天機的意思，也就是人們常說的

做事必須符合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的運

行規律。《陰符經》全文就是講天道

運行，講天地運行和人類社會運行的規

律，概括了人和天地運行相「盜」和

相「宜」的關係，還概括了「天人合

發，萬變定基」的規律。這樣一種對

於宇宙、社會和人事的高度概括，對於

社會和道教徒自身的修煉，無疑具有極

其重要的意義。人只要深刻領會《陰

符經》的內容，在生活和修煉中按照

《陰符經》的教導去做，就能夠掌握

天道運行的規律，掌握宇宙和人類社會

的運行。全真祖師馬丹陽在〈聯珠〉

二首之一中說：「觀天之道執行端，

端正無私性識寬。寬大包容如法海，海

清澄湛定心觀。」7 馬丹陽說到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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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符經》的神力。誦經人只要端正

無私，寬大包容，就能夠掌握宇宙天地

的運行。

指導性。道教的經典，具有強烈

的 指 導 性 。 因 此 ， 經 稱 「 夫 守 道 之

法，當熟讀諸經」，就是因為經文對

於修道和學道的人具有指導意義。例如

《清靜經》，即《太上老君說常清靜

經》，據稱是太上老君西遊龜台時，

為西王母說的經文。後來經過神仙間傳

授，為葛玄所得。葛玄將它筆錄下來傳

之 於 世 。 《 清 靜 經 》 的 思 想 來 自 於

《道德經》第四十五章「清靜為天下

正」。《清靜經》的經文很短，全文

只有401字，但是，內容豐富。經文首

先闡述大道無形、無情、無名，具有生

育天地，運行日月，長養萬物的功能。

道有清、濁、動、靜。而「清者濁之

源，靜者動之基」，因此清靜是動濁

的根源。人如果「能常清靜，天地悉

皆 歸 」 。 而 妨 礙 人 的 清 靜 的 則 是 貪

求、妄想和煩惱，只有遣欲澄心，才能

達到清靜的境界。認為「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

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

空」。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如此清

靜 ， 漸 入 真 道 ， 既 入 真 道 ， 名 為 得

道」。《清靜經》指導學道的人為人

處世要「清靜」，只有「清靜」了，

「天地」才會歸於正常的運作。修道

的人按照清靜經來修煉，就可以使得修

道人遣慾澄心，達到得道的境界。全真

祖 師 馬 丹 陽 在 〈 贈 解 劉 仙 〉 中 說 ，

「奉勸須看《清靜經》，脫仙模子好

搜尋，湛然常寂理幽深。常處真常常應

物，自然無欲亦無心，運行日月作知

音。」8 馬丹陽說的就是誦讀《清靜

經》能夠指導修道的人，以「清靜」

的態度處世應事，就能夠「運行日月

作 知 音 」 。

教化性。道教的經典，也是神仙

教化信徒的媒介和工具。因此，熟讀道

教經典，並且按照經典的要求去做，就

是接受神靈的教化，實現修道學道成真

成仙的目的。《度人經》中元始天尊

在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神、上聖高

尊、妙行真人、無鞅數眾說經。經文教

化人們要修齋持戒，「咸行善心，不

殺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盜，不貪不

欲 ， 不 憎 不 嫉 ， 言 無 華 綺 ， 口 無 惡

聲」。這裏說到的十個「不」，就是

教化人不能做的行為。經文還要求誦經

立功，「誦之十過，諸天遙唱，萬帝

設禮，河海靜默，山嶽藏雲」，「誦

之十過，則五帝侍衛，三界稽首，魔精

喪眼，鬼祅滅爽，濟度垂死，絕而得

生」，通過戒惡從善，實現道教的理

想，使得一國男女「齊同慈愛，異骨

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皆

受護度，咸得長生」，使得「死魂受

煉，仙化成人，生身受度，劫劫長存，

隨劫輪轉，與天齊年，永度三徒，五苦

八難，超凌三界，逍遙上清」。反復

誦讀《度人經》，信眾就能夠領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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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教化，達到淨化自己心靈，端正自己

行為的目的。

對「道經」類別的現代分析

道教的經籍很多。世稱道教經典

總集的明代《道藏》就收有各種經籍

達到 5485 卷，大約有 1100 種以上。從

現代文獻學的觀點來分析明《道藏》

的經籍，人們不難發現，各種經籍的內

容和形式很不一樣，其中：

有的可以稱為是經典，例如《道

德 真 經 》 、 《 南 華 真 經 》 、 《 黃 帝

陰 符 經 》 、 《 靈 寶 無 量 度 人 上 品 妙

經》等，這些經典或者是神仙降授於

世的，或者是神仙寫作流傳於世的，其

內容都是有關道教信仰的真理；

有的則是經注，例如《道德真經

廣聖義》、《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黃帝陰符經集注》等，這些經注都

是歷朝歷代的學道人體悟經典內容，為

了方便後來的修道學道人而對於經典所

作的注解；

有的則是經籍，例如《三天內解

經 》 、 《 太 上 玄 靈 北 斗 本 命 延 生 真

經 》 、 《 太 上 老 君 開 天 經 》 、 《 太

上妙始經》等，這些經籍都沒有明確

的神仙傳授的歷史記載，它們可能是後

世得道的高道根據道教的基本信仰，針

對某個問題而編寫的經文，以方便後世

之人學道。由於這些經籍都是代天立

言，代神立言，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神

性；

有的則是經論，例如《抱朴子內

篇 》 、 《 玄 珠 錄 》 、 《 海 瓊 白 真 人

語 錄 》 等 ， 這 些 經 論 大 多 並 不 稱 為

「經」，大多是後世得道的高道根據

道教的基本信仰所作的論述，以便後世

學道者體悟學習；

有的講道門的規戒，可以稱為經

戒或經律，例如《玄都律文》、《女

青鬼律》等，這些戒律類的道書，大

多是後世得道的高道根據道教的基本信

仰對於學道人的行為作出的規範，以便

學道人遵守執行；

有的則是某種道教法術的用書，

例 如 符 法 科 儀 用 的 科 書 《 道 法 會

元》、《上清靈寶大法》等，外丹和

內 丹 修 煉 的 用 書 《 太 清 金 液 神 丹

經》、《黃庭經》、《養性延命錄》

等。概而言之，這些道書或許可以稱為

經法類道書。這些經法類道書，有的雖

然也稱為「經」，但是只在科儀或者

修煉中誦唸。

因此，從現代人的觀點來分析，

一般人說的「道經」，實際上包含著

很多不同的內容。我們僅僅將有神力的

道 教 經 典 局 限 於 由 「 神 仙 降 授 於 世

的，或者是神仙寫作流傳於世的」，

或者是由歷代高道「代神立言」的那

一部份經籍。它們的內容都是有關道教

信仰的真理。也就是說，只有誦讀這一

類道教經典才能夠感應神靈，具有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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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關係的神力，也只有這一部份經典

才具有神性。

認真誦讀道經是修道的第一要務

道士都要唸經，信仰道教的人也

要唸經。儘管唸經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

一樣，但是，他們唸經或者學習經典，

按照經典的內容為人處世、修道立身，

卻是一致的。

道教宮觀的住觀道士早晚都要上

殿做早晚課。早晚課的內容就是每天誦

讀一組道教的經典和眾神的寶誥。早期

道教沒有早晚功課的記載，至南北朝

時 ， 道 教 的 宮 觀 道 士 有 了 「 常 朝

儀 」 。 《 洞 玄 靈 寶 三 洞 奉 道 科 戒 營

私 》 卷 六 「 常 朝 儀 」 稱 ， 「 四 眾 三

洞，可旦夕常行，所以謂之常朝」9 。

常朝儀的核心部份是禮十方，同後來的

早晚功課不同。但是，以常朝儀必須天

天早晚舉行這一點而言，它們同早晚功

課 又 十 分 接 近 。 明 代 正 續 《 道 藏 》

中，沒有早晚功課的經籍。

道教的早晚功課制度，可能受到

佛教禮儀的影響，大約形成於明代的中

晚期。明末清初，道教的主要宮觀，特

別是全真派道觀，已經普遍地以早晚功

課作為一種進行信仰教育和日常修持的

主 要 形 式 。 清 代 全 真 派 道 士 編 纂 的

《道藏輯要》收有《清微宏範道門功

課》和《太上玄門功課經》等兩種。

道教宮觀道士的早晚功課的內容

大致是相同的，主要是經、誥和咒等。

但由於各道觀所屬宗派不同，加上所在

地區的差別、時代的變遷，因此，全真

派道觀和正一派道觀的早晚功課的內容

略有差異，同一宗派的過去和現在的內

容也會有差異。

當今北京白雲觀的早課內容有：

誦神咒（淨心神咒、淨口神咒、淨身

神咒、安土地咒、淨天地咒、祝香咒、

金 光 神 咒 、 玄 蘊 咒 ） ， 誦 經 （ 清 靜

經 、 消 災 護 命 妙 經 、 玉 皇 心 印 妙

經 ） ， 誦 寶 誥 （ 玉 清 寶 誥 、 上 清 寶

誥、太清寶誥、玉帝寶誥、天皇寶誥、

星主寶誥、后土寶誥、南極寶誥、北五

祖師寶誥、南五祖師寶誥、七真寶誥、

普化寶誥），唸懺悔文，迴向（靈官

咒、土地咒、大皈依），三皈依，等

等。北京白雲觀的晚課內容有：誦神咒

（玄蘊咒），誦經（救苦拔罪妙經，

昇天得道經，解冤拔罪妙經），誦寶

誥 （ 斗 姥 寶 誥 、 三 官 寶 誥 、 玄 天 寶

誥、呂祖寶誥、丘祖寶誥、薩祖寶誥、

靈官寶誥、救苦寶誥），誦寶誥（報

恩 寶 誥 ） ， 迴 向 （ 土 地 咒 ） ， 三 皈

依，等等。

當今上海市道教協會編的《太上

正一早晚功課經》，其中早課的內容

有：香讚，誦神咒（淨心神咒、淨口

神咒、淨身神咒、安土地神咒、淨天地

解 穢 咒 、 祝 香 咒 、 金 光 神 咒 、 玄 蘊

咒），誦經（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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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昇玄消災護命妙經、無上

玉 皇 心 印 妙 經 ） ， 誦 寶 誥 （ 玉 清 寶

誥、上清寶誥、太清寶誥、彌羅寶誥、

天皇寶誥、星主寶誥、后土寶誥、南極

寶誥、雷祖寶誥），十二願，誦王帥

誥、土地咒，三皈依。晚課的內容有：

香讚，誦神咒（開經咒），誦經（太

上洞玄靈寶十方救苦妙經、元始天尊說

昇天得道真經、太上道君說解冤拔罪妙

經、元始天尊說功德法食往生經、太乙

救苦天尊說拔罪酆都血湖妙經），誦

寶誥（斗姥寶誥、三官寶誥、玄天寶

誥、祖天師寶誥、葛仙翁寶誥、許真君

寶誥、薩祖寶誥、三茅真君寶誥、東嶽

寶 誥 ） ， 十 二 願 ， 誦 王 帥 誥 、 土 地

咒，三皈依，等等。如果同北京白雲觀

的早晚課內容相比較，可以發現，早課

部份少了「北五祖師寶誥、南五祖師

寶 誥 、 七 真 寶 誥 」 以 及 「 報 恩 寶

誥」，多了「彌羅寶誥、雷祖寶誥」

以及「王帥誥」。晚課部份，則少了

「呂祖寶誥、丘祖寶誥、靈官寶誥、救

苦 寶 誥 」 以 及 「 報 恩 寶 誥 」 ， 多 了

「祖天師寶誥、葛仙翁寶誥、許真君寶

誥、三茅真君寶誥、東嶽寶誥」以及

「王帥誥」。以北京和上海的二部早

晚功課作比較，人們自然會想到，不同

宗派的道士的早晚功課的內容是有差別

的。其差別並非是教義思想上的差別，

而是由宗派起源和祖師不同引起的。即

使是同一宗派的道士，也因為崇奉的神

明和祖師差別，在誦經中也有本地的特

殊內容，例如龍虎山道士的早晚課有頌

讚祖師的「祖天師寶誥」和「虛靖天

師寶誥」，茅山道院道士的晚課中有

「三茅真君寶誥」，等等。

不過，無論是甚麼派別或者不同

地區，早晚課誦讀的經典都是具有神性

的經典。

道士在早晚功課誦經的目的是為

了 修 道 。 柳 守 元 《 清 微 宏 範 道 門 功

課 》 的 〈 序 〉 稱 ， 「 金 書 玉 笈 為 入

道之門，寶誥丹經乃修仙之路。得其

門，可以復元真之性；由是路，可以煉

不壞之身。是故羽士住叢林，奉香火，

三千日裏行持，十二時中課誦。朝夕朝

禮，期上接夫聖真；夙夜輸誠，祝永綿

夫國祚」。誦經的另一目的是為了養

生，柳守元稱「不勤持誦，何以保養

元和」。道士作早課時，多在卯時，

此時，陽氣初升，陰氣未動，飲食未

進，氣血未亂。通過早課，會產生心平

氣和、脈通竅利的保健功效。晚課時間

一般在酉時，此時人已疲倦，陽氣衰

微，陰氣漸旺，邪氣遊蕩，通過晚課，

能消除疲勞，平靜焦躁，產生精力振

奮、有益睡眠的功效。因此，柳守元

云：「若能矢志專誠，二六時中，猛

勇精進，永無退轉，在世端能出世，居

塵自可離塵，出入虛無，逍遙宇宙，自

由自在，無滅無生，方寸不染，一塵妙

用，直超三界。若此者，了自心一念之

塵根 ，脫世上三途之苦厄，履長生之大

道，渡苦海之洪濤，禳災而災消，祈福



弘道 2007 年第 4 期 / 總第 33 期44

而福至，無求不應，有感皆通。」10

目前，各道觀舉行早晚課的時間

安排，根據各地實際情況，是不盡相同

的。全真道觀，特別是山居道觀和叢林

道觀，大多在晨曦微現，早飯以前，開

始早課。晚飯以後，日落之時舉行晚

課。正一派道觀由於道士大多不住在廟

內，因此，大致在開山門之後開始早

課，關山門以前舉行晚課。但是，不論

是正一派或者全真派道觀，每逢「六戊

日」都不舉行早晚課和誦經儀式。所謂

六戊，是指戊子、戊寅、戊辰、戊午、

戊申、戊戌等六天。據《九天神霄戊日

禁忌》云：「昔漢武帝好道求仙，於元

豐元年七月望日，感西王母降臨，帝問

曰：世間蟲蝗、水旱之災緣何而至？王

母曰：此皆下民無知，四季之內，六戊

之日，犁除田地，冒犯陰陽之禁忌，致

使水澤不降，百穀不收，民遭饑饉。帝

曰：戊禁最重，如何禳解，可免此災。

王母曰：戊禁最重，無法禳解。不惟蟲

蝗水旱之災然，四時所犯，各有災殃，

當禁之。戊日不可澆灌肥糞，觸穢地

靈。春犯六戊，則令人促壽絕嗣，動

土，犯帝星。夏犯六戊，則令人眼目失

明，飛災橫禍相侵，動土，則犯土府星

辰。秋犯六戊，則令人遭瘟時病，動

土，則犯五嶽四瀆。冬犯六戊，則令人

官非口舌，耗散財物，動土，則犯后稷

皇社。世人能畏天地，不犯六戊禁忌，

即得時和歲稔，衣食自然。」11 正因為

如此，每逢六戊之日，道士都不誦經和

早晚功課。

道觀的日常誦經禮儀，除了早晚

功課以外，一般指的是在早晚之間，道

士 在 殿 堂 上 還 要 舉 行 的 誦 經 禮 儀 。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私》卷四

「誦經儀」的記載，誦經儀至少包含

三個部份，即開經，誦經和結經等。開

經部份在入壇以後，二次行三上香禮，

禮道經師三寶，然後薰經，讚詠咒和

偈，叩齒，存想。其中有「開經偈」

稱，「寂寂至無宗，虛峙劫刃阿。豁

落洞玄文，誰測此幽遐。一入大乘路，

孰計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蓮

華。超陵三界塗，慈心解世羅。真人無

上德，世世為仙家」。誦經部份首先

要請法師昇高座，執簡禮經，然後眾道

士誦經。結經部份要行灑淨儀，三上

香，禮經，由高德一人，歎經啟願，上

奏「甲等今為某事轉某經若干卷若干

遍」等，以三願結束。 1 2

由此可知，道觀的誦經儀禮，有

的是應信眾的要求舉行的，不過，即使

沒有信眾的要求，每逢初一、十五或者

節慶之日，道士也要加誦有關的經文。

日本學者吉岡義豐在記載二十世紀四十

年代的北京白雲觀道士的生活時說到：

「每逢陰曆初一、十五和諸神聖誕，道

士們要加唸《玉皇經》、《三官經》、《真

武經》和其他經卷。天師道的道觀只加

唸《玉皇經》和《三官經》兩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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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弘道事業，學習解經和講經

道教的經文，傳承至今大多已有

一千年以上了。一千年來，中國的社會

生活以及民眾熟悉的語言都發生了很大

的變化。修道學道的人要理解神靈傳授

的經文，首先要熟悉那個時代的生活和

語言習慣，如果不能熟悉這些東西，有

時候就很難理解神靈傳授的內容，也無

法從中得到體悟和指導。因此，誦讀經

文的人，必須首先解釋經文。歷代高道

為了方便後學，對於經典曾經做過一些

解釋，只是這些解釋也已年代久遠。今

天，人們不得不又對這些解釋做一些必

要的解釋。把經典的意思都弄清楚明白

了，這才算是誦讀經文的第一步。

神靈將這些經典降授於世，就是

為了使經典發揮教化世人的積極作用。

因此，學道和修道的人有必要在不同的

場合向信眾講解經典的含義，使得經典

能夠不斷發揮溝通神人關係的作用，充

份發揮教化民眾的作用。

現在已經有不少地區道觀的道長

們開始在做為信眾解經和講經的工作。

這無疑是積極的、有用的。在相當一段

時期裏，道門中人曾經片面地理解「道

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神學思想，

消極地、聽之任之地對待解經和講經的

弘道工作。其實不然。道法自然的自然

是無為的，而無為只是順應天道的意

思，不是消極不為的意思。無為而無不

為，因此，無為本身就是順應天道的無

不為即有為的意思。所以，道法自然的

自然也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積極

有為的自然，而不是消極無能的不為。

現在道門中人開始對信眾講經弘道，正

是這個正確的認識的體現。

給信眾講解道教經典，對於講經

的道長來說，就是為了弘揚道教經典神

力，因此，這是弘道勸善、積累功德的

大事，當然要認真對待。講經要注意解

說的正確和通俗，並且要注意聽講的當

代人的接受習慣，講究說經的方式和方

法，以達到代天說教、代神教化的神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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