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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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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六朝至唐代 ,长江上中游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道教是中国土

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神与仙继承了中国原始宗教 、古代神话 、古代宗教所崇拜的诸神 ,又容

纳了民间信奉的众神 ,吸收并发展了得道成仙的思想。因道教诸神来源于民间 ,对信仰者来说

并不陌生 ,因此道教在长江流域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崇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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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神与仙继承了中国原始宗教 、古代神话 、古代宗教所崇拜的诸

神 ,又容纳了民间信奉的众神 ,吸收并发展了得道成仙的思想 。因道教诸神来源于民间 ,对信仰者来说

并不陌生 ,因此道教在长江流域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崇奉 。

人所共知 ,道教的前身是五斗米道 ,创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华阳国志》卷 2《汉中志》载:

汉末 ,沛国张陵 ,学道于蜀鹤鸣山 ,造作道书 ,自称太清玄元 ,以惑百姓。陵死 ,子衡传其

业。衡死 ,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 ,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 。鲁母有少容 ,往来焉家 。初平

中 ,以鲁为督义司马 ,住汉中 ,断谷道。鲁既至 ,行宽惠 ,以鬼道教 。立义舍 ,置义米 、义肉其中;

行者取之 ,量腹而已 ,不得过。过多 ,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平 ,亦然。犯法者 ,三原而后行刑 。

学道永。信者 ,谓之鬼卒 。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 。多便之 。其供 ,通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

“米道” 。

张陵之所以在蜀中创教传教 ,是因巴蜀之地有适应其传教的环境 。巴蜀百姓“俗好鬼巫” 、“好鬼妖” 、“俱

事鬼神” ,这应当是本地的鬼神信仰或各种原始宗教。这些鬼神信仰或原始宗教的流行 ,为道教的创立

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另外 ,成都平原西部山区 ,当时还有大量的羌人 ,大邑鹤鸣山本是邛崃山脉

的一支 ,往前是广阔的成都平原 ,往后则是起伏绵延的山区 。这里是当年羌人的活动区。张陵选择鹤鸣

山作为创教传教之地 ,很可能与羌民的原始宗教有关。据《广弘明集》卷 8《二教论》道宣引《蜀记》载:

张陵避病疾于丘社之中 ,得咒鬼之术书 ,为是 ,遂解使鬼法。

则张陵以西蜀为根据地 ,为当地人驱鬼去病 ,不采用本地的巫术是不行的。所以他很可能在“五斗米道”

中融合了这些巫术的内容 。而山区的少数民族诸如“山僚”等 ,也就会有大量的五斗米道的信徒。

张陵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之后 ,信徒发展很快。他在二十四治中各设祭酒作为首领 ,以符录 、医

药 、导引等术为众治病 ,按条制进行管理 ,强调思过悔过 ,乐善好施 ,又组织众人开山修路 ,发展生产 ,以

信徒所交的五斗米设立义仓 ,互助济贫 。他的教义很受广大民众的拥护 ,祭酒俨然成为一方之主 ,每个

治已经具有政教合一的内容。而五斗米道作为一种宗教 ,在不断地发展中逐渐完善与严密 ,如《魏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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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释老志》载:

及张陵受道于鹄鸣 ,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 ,弟子相授 ,其事大行 。斋祠跪拜 ,各成法道 ,

有三元九府 、百二十官 ,一切诸神 ,咸所统摄。

张陵死后 ,其子衡与其孙张鲁继其业。因张陵被称为“天师” ,五斗米道也多被称为“天师道” 。张鲁占领

汉中后 ,推行政教合一。张鲁攻占巴郡之后 ,又在巴郡搞政教合一。《三国志》卷 8《魏书 ·张鲁传》 :

鲁遂据汉中 ,以鬼道教民 ,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 ,初皆名为“鬼卒” 。受本道已信 ,号“祭

酒” 。各领部众 ,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 ,有病自首其过 ,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

酒皆作义舍 ,如今之亭传。 ……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 ,民夷便乐之 ,雄据巴 、汉垂三十年。

张鲁后因兵力不强 ,降于曹操 。由于靠镇压黄巾军 、太平道起家的曹操 、刘备等都对宗教势力加以打击 ,

对良士加以禁锢 ,天师道一度有所沉寂 。到了西晋时期才逐渐活跃。在巴蜀地区 ,犍为人陈瑞是天师道

的重要领袖 , 《华阳国志》卷 8《大同志》载:

咸宁三年春 ,刺史浚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 。其道始用酒一斗 ,鱼一头 ,不奉他

神。贵鲜洁 。其死丧 、产乳者 ,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 ,不得抚

殡 、入吊 ,及问乳 、病者。后转奢靡 ,作朱衣 、素带 、朱帻 、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 。

十六国时期的李氏成汉政权 ,其主体巴賨似大多是原来张鲁天师道的信徒 。史称李氏为略阳临渭人 ,祖

世本巴西宕渠賨民 ,且“众党劲勇 ,俗好鬼巫” ,后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
①
,先后统治巴蜀 30年 。成汉

政权被东晋攻灭后 ,该地的天师道也受到打击 ,但其作为民间宗教仍在当地长期存在 。

荆楚地区也是道教的重要基地之一 ,道教在民间的影响长久不衰。道教在本区的兴盛有其特定的

思想基础和历史条件 。1993年 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老子》 ,据考是迄今所见道家典籍《老

子》的最早文本 。此简共 86枚 ,分三册 ,各册竹简长短不一 ,保留有《老子》佚文 ,与马王堆帛书《老子》和

传世本《老子》不相同 。竹简《老子》在荆门的出土 ,再次印证了《史记》关于“老莱子”的记载。老莱子可

能是被称为老子的人物之一 ,而荆门保存了有关老莱子的传说和相关建筑物。据传 ,老莱子曾隐居于荆

门蒙山(今象山),并有“老莱山庄”传世 ,后世又修建了“孝隐亭” 。竹简《老子》的发现 ,又一次使《老子》

与荆门发生了同一地域的关系 。我们还知道 ,老子后百年又在楚地产生了庄周 ,所著《庄子》一书 ,代表

了当时道家哲学的最高水平。

我们知道 ,道教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老庄之学 。老庄之学起于南方 ,与荆楚巴蜀的神仙学说相

互影响 ,逐渐与神仙思想 、阴阳数术相结合 ,老子也被神化 。其道家思想在经过改造之后成为创立道教

的指导思想。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将荆楚一带视为道教的重要基地之一并非夸大之言 。隋唐时期特

别是唐代 ,大力提倡道教 ,视老子为始祖 ,企图借此抬高李氏皇族的地位。道教徒也受到优先厚待 ,道

士 、女冠与皇族 、宗室均隶属宗正寺 ,位在亲王之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区的道教也相应地获得新的发

展。当然 ,史籍中有关荆楚地区道教发展的记载较为缺乏 ,但也有若干迹象值得重视 。

其一是有不少的高道在荆楚一带活动 ,如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曾游历江陵 ,并与李白相见 ,女道士鱼

玄机也曾留居江陵 ,并写下著名的《江陵愁望寄子安》诗。唐玄宗开元 、天宝时期 ,出自随州的道士胡紫

阳被誉为“仙风道骨” 。紫阳道士俗姓胡 ,随州人 , 9岁出家 ,20岁游衡山 ,访寻真人 ,密修真经 ,回到随州

后 ,建餐霞楼 ,谈经修道。所谓“餐霞” ,意思是服食朝霞之气 ,是道教丹鼎派的一种立功修炼术 。紫阳先

生修道 ,声名远播 ,李白居安陆时 ,特慕名来随州 , “入神农之故乡 ,得胡公之精术”② ,在李白看来 ,“汉东

之国 ,圣人所出” ,但自神农 、季梁以后 , “无物可记” ,直到紫阳先生才算弥补空缺 。他在餐霞楼《题随州

紫阳先生壁》一文中 ,把修道与神农联系起来;“神农好长生 ,风俗久已成 。”而道教信仰的正是这一“风

俗” ———长生不死。

其二是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结合 。道教的灵验传说与这一地区固有的鬼神信仰相互交杂 ,进一步影

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如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道教灵验记》 、《神仙感遇传》等灵验或仙传作品中有

不少与巴蜀和荆楚一带有关。我们相信这些传说有着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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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 ,著名的武当道教在六朝至唐初步形成 。武当位于“荆襄襟带 ,雍豫咽喉”的均

州 ,又名太和山 ,魏晋时期太和山已开始形成为道士修炼之所 , “学道者常百数 ,相继不绝” 。武当道教的

逐渐形成和初步发展 ,当然并不是偶然的 ,它应是长江中游荆楚一带民间道教信仰的结晶。唐宋以后 ,

武当地位逐渐上升 ,迄至明朝 ,由于封建帝王的特殊扶植 ,武当山成为道教的一大圣地 ,对荆楚一带及邻

近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　释:

①　参见《华阳国志》卷 9《李特雄期寿势志》 。

②　《旧唐书》卷 9《玄宗纪》载:天宝十三载(754 年)“二月癸酉 ,上亲朝献太清宫 ,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

阙玄元天皇大帝” 。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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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 o f the Yangtze Rive r w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gions fo r

the spreading of Taoism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Taoism w as a native relig ion in

China.The gods and supernatura———being s in Taoism inherited the ones in primitiv e religions ,

ancient my thes and ancient religions , and w ere combined wi th the ones embraced by the masses.They

also abso rb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 of becom ing immortals.As the gods were f rom the masses ,which

were no t st range to the believers , so Taoism w as soon embraced by the masses in the Yang tze River

basin.

Key words:Tang dynasty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 tze River;T aoism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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