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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建构
!

刘湘兰

摘
!

要!敦煌遗经
TF##"O

(老子变化经)数次出现白鹿意象"既是基于东汉人以白鹿为祥

瑞的宗教文化心理"也有造经者故意将老子神迹指向蜀中天师道的目的#(老子变化经)

中老子分身应化$为帝王师等神话元素"是早期天师道为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树立

老子的教主地位$强调老子的治国理念而进行的建构#(老子变化经)对老子与道混一$出

生异相$变化神通$为帝王师等情节进行了系统叙述"建构了较为完整的老子神话体系"开

启了后世道教徒神化老子之风气"在老子神化史$道教发展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老子变化经%神话%天师道%白鹿

从道家到道教"老子形象经历了重大变化#由一个历史上的哲学宗派开山祖"转化为

先天地而生$与道合一的创世祖#老子形象的渐变过程也是中国道教萌芽$发展并最终形

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子如何被神化/ 老子神话体系何时得以形成/ 老子神化过

程与道教的成立具有怎样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敦煌遗经
TF

##"O

(老子变化经)

"的重新面世"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对于这

部经书"历代史志目录$私家著述以及道藏皆未收录#该经书卷末自题经名曰&老子变化

经'"有&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复校"装潢人"秘书省

写'字样"是隋朝写本#该写本首部残缺"现存
"O

行"每行
!(

字"约
!$&&

多字#此经面世

后"学界对之进行了多方考证"认为(老子变化经)成书于汉桓帝统治时期的公元
!OO

年至

!$O

年#

(老子变化经)对老子形象进行了高度神化"建构了老子神话体系#后世虽然对老子

的尊神地位及神异能力不断地进行敷衍$补充"但终不出(老子变化经)之藩篱#本文将分

析(老子变化经)对老子神话的建构"解决在老子神化过程中存在的悬疑问题或断层现象"

揭示其宗教意义#

一$&白鹿'意象及其宗教指归

(老子变化经)多次出现了&白鹿'意象"既隐伏了作者的宗教思想"也是对(老子变化

!

"

目前学界对老子神化的研究成果有!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载(金陵学报)第
'

卷第
#

号*

!")O

年+%刘昭瑞

(&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载(历史研究)

#&&O

年第
#

期%晁天义(老子长寿神话的文化学分析)"载

(史学集刊)

#&&"

年第
)

期等#以上文章皆未从(老子变化经)的角度考察老子神话之渊源#目前学界对(老子

变化经)的研究重在文献考证#代表作品有苏晋仁(敦煌逸书2老子变化经3疏证)*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

究)第
!)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马承玉(敦煌本2老子变化经3思想渊源略考)*载(宗教学研

究)

!"""

年第
'

期+$刘屹(敦煌本2老子变化经3研究之一!汉末成书说质疑)*载(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

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
#&&&

年+$(敦煌本2老子变化经3研究之二...成书年代考订)*载(敦煌研究)

#&&!

年第
'

期+"等等#

李德范!(老子变化经)"载(敦煌道藏)第
'

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年"第
#!'!

&

#!'$

页#

下文所引(老子变化经)文"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刘湘兰!敦煌本(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建构

经)的宗教指归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该经记载老子骑白鹿而西行"曰!&国将衰"王道崩毁"则去楚国"

北之昆仑"以乘白鹿"讫今不还#'但是"据(列仙传)记载"老子是&乘青牛车去入大秦#'

!可见"在两汉时

期"老子出关有骑青牛"或骑白鹿这两种传说#(老子变化经)中老子骑白鹿出关的记载"或有所本#桓

帝永兴元年*公元
!O)

年+"谯县令长沙王阜撰有(李母碑)"对老子的生平进行了神化#魏崔玄山(濑乡

记)引(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以见于李母#'

"就目前已知文献而言"这是对老子乘白鹿的最早记载#

(李母碑)距离(老子变化经)的成书时间只有十年左右"(老子变化经)中的白鹿意象可能是受(李母碑)

的影响改编而成#不过(李母碑)与(老子变化经)也可能存在共同的素材来源"即民间传说#

事实上"东汉社会将白鹿视为吉祥物#白鹿是汉代祭祀中的祭牲#(汉书,郊祀志)记载!&已祠"胙

余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

#而且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皆将白鹿的出现视为祥瑞#(东观汉

记)记载章帝时有白鹿出现"特载于史官$

#同书又记载安帝三年&颍川上言白鹿见'

%

#谢承记载!&行

春天旱"随车致雨#白鹿方道"侠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曰!1鹿为吉为凶/0国拜贺曰!1闻三公车霤画

作鹿"明府必为宰相#0'

(白鹿又是长寿的象征物"食鹿肉可得长寿#(述异记)曰!&鹿千年为苍鹿"又五

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

之寿二千岁#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岁矣#'

)

随着汉代神仙学说的盛行"白鹿又成为隐士$仙人的坐驾"频频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如淮南小山

的(招隐士)有&青莎杂树兮?草髉靡"白鹿
&

颭兮或腾或倚'

*之句#严忌(哀时命)曰!&下垂钓于溪谷

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

骑白鹿而容与#'

+

(张公神碑歌)曰!&乘?轺兮驾蜚龙"骖白鹿兮从仙童"游北岳兮与天通#'

,-.在这种文

化背景下"(老子变化经)的作者将老子的坐驾&青牛'改为&白鹿'正体现了时人的宗教$文化思想#

(老子变化经)除了建构老子骑白鹿出关的形象外"文中还多次出现了&白鹿庙'$&白鹿山'等意象#

经文曰!

阳加元年始见城都"为颣爵鸣山%建康元年化于白禄山托 涧%大初元年复出白禄庙中"治

崔"号曰仲伊%建和二年于崩山卒"出城都左里城门"坏身形为真人#汉知之"改为照阳门#楚

国知之"生司马照%永寿元年"复还白禄山"号曰仆人"大贤问"闭口不言"变化卅年"建庙白鹿为

天传#

上文三次提到&白禄山'$&白禄庙'#文中又有&建庙白鹿'之句"可见&白禄'乃&白鹿'之误写,-/

#(元和

郡县志,剑南道)记载"白鹿山在蜀郡彭州九陇县&西北六十一里'

,-0

#九陇县即在道教重地阳平治内,-1

#

(续高僧传,释静蔼传)载静蔼&入白鹿山"逖观黄老广摄受之途"庄惠诡驳标寓言之论'

,-4

#可知白鹿山

乃西蜀道教重地#

为什么作者在这段经文中频频提到蜀地的白鹿山$白鹿庙/ 这体现了(老子变化经)的宗教归属#

此段经文记载自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
!)#

年+至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
!OO

年+

#&

多年内"老子于白鹿

山$白鹿庙中出现了三次化身#据(三国志)注引(典略)称"早期天师道由张鲁之父张衡成立于汉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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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晋仁(敦煌逸书2老子变化经3疏证)$马承玉(敦煌本2老子变化经3思想渊源略考)皆持同样观点#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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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年间"信奉(老子)五千文!

#而张衡于光和二年*公元
!("

年+正月十五日在阳平治内升仙"

#据此

推算"阳嘉元年至永寿元年这段时间内"正是张鲁之祖张陵$父张衡在蜀中宣扬$创立五斗米道的时期#

(老子变化经)中又两次提及&城都'"云老子于阳嘉元年见身于城都&颣爵鸣山'"建和二年又现身城都左

里城门#城都即成都"颣爵鸣山即鹄鸣山"为张陵成仙之处#(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祖父陵"客蜀"学

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

#纵观历代佛道文献"自魏晋以后"老子乘青牛的形象更为流行"乘白

鹿的形象却极少见#即使偶尔出现老子乘白鹿的记载"也与早期天师道的活动有关#如(云笈七签)曰!

&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

治也#'

$这条文献也可与(老子变化经)中老子于&永寿元年"复还白禄山'的记载相印证#可见"(老子

变化经)中反复出现白鹿意象"除了顺应当时社会的宗教$文化心理外"还喻示了老子与蜀中天师道的密

切关系#这正是(老子变化经)中多次出现&白鹿'意象的宗教指归#

二$老子&分身应化'与&十三帝师'之建构

先秦时期"老子是以一位博学的哲人身份为世人所接纳#自西汉以来"道家思想逐渐被神学化"老

子因善养生而得长寿的神仙形象为世人所认同#桓谭(新论)曰!&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

%王

充(论衡,道虚)云!&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老子行之"?百度世"为真

人#'

(到王阜(李母碑)"老子已成为与道合一的神灵#其文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

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故其出生时呈现异象"

&起乘白鹿"下托于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于楚国淮阳苦县濑乡曲仁里#'

*而且老子还统治仙界"管理仙

人"&把持仙录"玉简金字"编以白银"纪善缀恶#'

+

然而"(李母碑)早已残缺不全"难睹碑文之全貌#目前可见最早对老子神话体系进行了完整建构的

作品是(老子变化经)#(老子变化经)为老子神话建构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情节!一是老子分身应化"有九

个不同的名字%二是老子为十三帝师#经文曰!

老子无生九重之外"形变化自然"于知吾九人何忧仙#夫为生道甚易"难子学吾生道"无如

中止卅日"共月道毕沧#第一姓李名老"字元阳%第二姓李名 "字伯阳%第三姓李名中"字伯

光%第四姓李名石"字子光%第五姓李名召"字子文%第六姓李名宅"字子长%第七姓李名元"字子

始%第八姓李名愿"字子生%第九姓李名德"字伯文#

(老子变化经)中分身应化的思想在东汉比较普遍#(诗纬)云!&风后"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

良#'

,-.应劭(风俗通义)说!&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

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变化无常#'

,-/诸如种种皆与老子有所关联"但老子并

不是变化的主角"而是风后$东方朔等仙人的化身之一#而在(老子变化经)中"老子具有九个化身"有九

个名字"老子是实施神通变化的主体#

(老子变化经)对老子九个化身的描写"是为抬高老子之地位"宣扬老子与道同体$生生不息的宗教

思想"同时也为&十三帝师'的情节打下伏笔#经文又云!

老子合元"?元混成"随世沉浮"退则养精"进则帝王师#皇苞羲时号为温荚子%皇神农氏

时号为春成子"一名陈豫%皇祝融时号为广成子%帝颛顼时号曰赤精子%帝喾时号为真子"一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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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兰!敦煌本(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建构

%黄帝时号曰天老%帝尧时号曰茂成子%帝舜时号曰廓叔子"化形"舜立坛"春秋祭祀之%夏禹

时"老子出"号曰李耳"一名禹师%殷汤时号曰斯宫%周父皇时号曰先王国柱下吏%武王时号曰卫

成子%成王时号曰成子"如故#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而言"这是对老子为帝王师的最早记载#在(老子变化经)中"老子为帝师的神迹"结

束于周康王#此后"老子虽然不断分身应化出现于尘世中"但皆不再为帝王师#这一漫长时段为春秋战

国至汉桓帝时期#结合此经&老子合元"?元混成"随世沉浮"退则养精"进则帝王师'的思想"可以推知

作者将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视为乱世"故老子&退则养精'"成为一位隐世的仙人#这样的叙述隐含了对

时政的批判#

尽管老子的养生思想在东汉社会得到肯定"但其治国理念却在当时存在争议#延熹八年八月"桓帝

&梦老子"尊而祀之'"命陈相边韶撰写(老子铭)#边韶认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老子抑为孙子$孟

子之下"与&好道者'对老子的评价判若云泥"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边韶也认为&老子劳不定国"

功不加民"所以见隆崇于今"为时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禄处微"损之又损之之余胙也'

!

#其观点与(老子

变化经)完全对立#可见在东汉桓帝时期"(老子变化经)对老子为&十三帝师'的建构并未得到世人的普

遍认可#

在老子的治国思想不被世人接受的时代"(老子变化经)为何还要建构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呢/

这与早期天师道的道派性质有关#早期天师道派在蜀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势力#(三国

志)记载"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1米贼0#陵

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1师君0--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

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又据(典略)记载"光和年间"张修

在汉中为五斗米道"&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

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

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1五斗米师0'#据以上文献"汉末民间兴起的五斗米道已然是具有完整结构的宗

教团体#在张鲁的率领下"雄据巴蜀近
)&

年"成为脱离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独立政权#这种政教合一的

宗教教派"为稳定其统治"首要任务便是在宗教教义中寻找治国理念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而他们的治政

思想自然要迥异于中央集权的统治理念#黄老学正适应了他们的需求#因此"旁落了两百多年的黄老

治国思想"再次在天师道的宗教政权下得以重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老子变化经)作为早期天师道的

重要经典"建构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是必然且必要的事情了#更何况这十三帝是自古以来人们公认

的神帝$圣君"其代表的理想社会不言而喻#

三$(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确立

(老子变化经)对老子神话的构建已相当完整#后世史志$道经对老子的神化"基本不出(老子变化

经)之藩篱#(魏书,释老志)(老子十六变经)(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记)等皆是如此#刘国钧认为!&老

子之神化"盖肇于西京"衍于洛下"盛于魏晋"极于六朝"而成于唐宋#贾善翔之传"谢守灏之纪"盖不啻

为此千余年来神话之集团焉#'

#事实上"北宋贾善翔(犹龙传)$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中的老子神话皆

在(老子变化经)中就已有端倪#(犹龙传)$(混元圣纪)只不过是踵事增华"后出转精而已#

老子与道之关系"是确立老子教主地位的重要问题#虽然在王阜(李母碑)中"就已将老子与道合为一

体"但是(老子变化经)作为早期天师道的经书"其将老子与道的关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经文曰!

立于太眇之端"行乎太素之原"浮游幽虚空之中"出入窈冥之先门#亲于皆志之未别"和清

浊之外"仿佛之与功古"恍惚之廓然#阅托而之像"同门之先"边匝步宙天门#其生无早"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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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伦#行乎古昔"在天地之前"乍匿还归"存亡则为先#成则为人"恍忽天浊"化变其神#此

皆自然之至精"道之根 "为乘之父母"为天地之本根"为生梯端"为神明之帝君"为阴阳之祖

首"为万物之魂魄#条惕虚无"造化应因"挨帝八极"载地悬天"游聘日月"回走星辰"呵投六甲"

(

此乾巛"幻易四时"推移寒温#手把仙锡"玉简今字"称以银人#善初凤头?"圣父制物"屋命

直父"为之生焉#

(老子变化经)以叙事的方式对道家思想进行了具象性改造"在强调老子与道合一的前提下"衍生出老子

为天地万物之创造者的神话#在(老子变化经)中"老子与道合一"具有回移日月星辰$变幻四时$推移寒

暑等神力"是创造$掌控世界的创世祖#这种思想在东汉末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边韶(老子铭)认为老

子&显虚无之清家"云先天地而生'"乃是因为其&守真养寿"获五福之所致也'

!

"强调的还是老子善养

生$得长寿的特点#此后"对老子与道合一的思想进行重申并进一步敷衍的是晋代道徒葛玄#其在(老

子道德经序)中说!&老子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

乎无穷"极乎无极"故无极也#与大道而伦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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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禀以得生"乾坤运以吐精#'

"葛玄对老子与道合一$创造天地世界的

认同"确立了老子的教主地位#以后谈及道教者皆持此观点#如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直云!&道家

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

#贾善翔(犹龙传)更是对此进行了充分渲染#其开

卷&起无始'$&禀自然'两部分将历代关于老子与道合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迹进行了整合叙述#(犹龙

传)云!&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立乎不疾之途"游乎消遥之墟"御空洞以升降"乘阴阳以陶

埏"分布清浊"阖辟乾坤"悬三光"育群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运行"四时得之以代谢"五行得之

以相生#'

$行文思想和内容与(老子变化经)有惊人的相似#

老子既然等同于&道'"其转托人世"出生时当然也是非同寻常#老子出生神话是其神话体系中重要

的一环#(老子变化经)如是描述老子的出生%

托形李母胎中"易身优命"腹中七十二年"中见楚国李
(

#肩颊有参午大理"日角月玄"鼻

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午"手把天关!!元康五年老子化入妇女腹中"七十二年乃生"托母

姓李"名 "字伯阳"为柱下吏#

老子出生的情况在先秦文献$(史记)$(列仙传)中皆无记载"王阜(李母碑)首次对之进行了描述#这说

明老子的出生神话在东汉时才开始流传#随着佛教传入中土"佛$道二教相互激荡"后世道徒对老子的

出生进行了更为荒诞奇异的编造#葛玄云!&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

%

贾善翔(犹龙传)在&起无始'内"将老子$道$气之关系进行了叙述"文曰!

夫道"自然之妙本也#于微妙之中而生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无也#从此一气

而生上三气"三合成德"共生无上也#自无上而生中三气"三合成德"共生真老也#自真老而生

下三气"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乃生前三气"三合成德"共生老君也#自老君化成后三

气"三气又化生真妙玉女#自玉女禀三气"混沌凝结"变化五色玄黄"大如弹丸"流入玄妙口中"

吞之有身"凡八十一年"乃从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号老子#老子即老君也"乃大道之身"元气

之祖"天地之根也#夫大道微妙"出于自然"生于无生"先于无先"挺于空洞"陶育乾坤#

(

(犹龙传)将道$气$老子三者的形态转化进行了详细叙述"李母被塑造成了由三气化生而成的真妙玉女#

文中还增加了混沌化为五色玄黄弹丸进入玉女口中而生老子的情节"更是荒诞离奇#但是"老子出生神

话的内涵并没改变"依然重在强调老子与道合一的本质#

(老子变化经)中首次出现了老子具有九个名字$多种化身及为帝王师的神话元素#这些神话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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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兰!敦煌本(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建构

在东晋时依然备受质疑#葛洪(神仙传)认为老子的多个化身$代代为帝王师&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

经"未可据也#'他认为老子之所以具有九个名字"是因为"&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

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

以名稍多耳#'

!这种解释实有把老子拉下神坛的嫌疑#事实上"葛洪就明确指出&老子盖得道之尤精

者"非异类也#'&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考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它若俗说"多虚

妄#'

"

然而愈到后世"(老子变化经)首创的九名$化身及为帝王师的神话"越为道教徒们所接受"并一再得

到强调与升华"成为老子神话体系的主干#谢守灏(混元圣纪)以九卷的篇幅对老子为天皇$地皇$人皇$

祝融$神农$黄帝等帝师的神迹进行了多方考证与详细叙述"又作有(太上混元始略)$(太上老君年谱要

略)"对老子历代之化身进行了简编#(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云!

老君在天皇时降世"号通玄天师"一号玄中大法师!!地皇时降为师"号有古先生#人皇

时降为师"号盘古先生#伏羲时降于田野"号郁华子#祝融时降于恒山"号广寿子#神农时降

于济阴"号大成子#黄帝时降于崆峒"号广成子#少昊时复降崆峒"号随应子#颛帝时降于衡

山"号赤精子#帝喾时降于江滨"号绿图子"帝尧时降于姑射山"号务成子#帝舜时降于河阳"

号尹寿子#夏禹时降于商山"号真行子#殷汤时降于潜山"号锡则子#帝纣丁卯老君降于岐山

之阳"号燮邑子!!成王时号经成子"康王时号郭叔子"仍柱下之职#

#

谢守灏对老子为帝王师的记载"虽与(老子变化经)在名号上有很大不同"但行文风格却极为相似"表述

形式也高度一致#虽然很难说(老子变化经)对谢守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其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

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在佛道二教进行生存竞争的时期"一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又为老子神话体系增添了新元

素#其实早在汉桓帝时期"就已有老子化胡的传闻#(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上桓帝书云!&或言老

子入夷狄为浮屠#'

$在(老子变化经)中虽然没有记载老子化胡的传闻"但为老子化胡说的形成打下了

伏笔"提供了想象空间#经文记载老子因&平王乔蹇"不从谏"道德不流"则去楚而西度咸谷关"以五千文

上下二篇授关长尹喜%秦时号曰蹇叔子%大胡时号曰浮庆君#'老子西出关"寓意老子向西行#而老子又

在大胡时化身为浮庆君#此&大胡'虽不是特指天竺"却涵盖了中国西部及西域各国的广大地域#这无

疑为老子化胡的传闻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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