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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加入我的最爱  

《太上灵宝元阳妙经》的学习思想
 

李中
 
《 太 上 灵 宝 元 阳 妙 经 》 ( 以 下 简 称 《 太 》 ) 是 成 书
于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道 教 经 书 ， 全 文 十 卷 ， 经 文 中 杂
有 大 量 佛 教 教 义 。 《 太 》 以 发 展 道 教 为 目 的 ， 以
度 人 为 教 义 ， 以 人 自 度 为 条 件 ， 提 出 相 当 丰 富 的
教 学 思 想 和 学 习 思 想 。 它 以 道 教 经 书 为 其 教 学 内
容 ， 并 提 出 诸 如 因 材 施 教 、 答 问 、 教 学 相 长 等 教
学 原 则 和 方 法 ； 在 学 习 方 面 特 别 提 出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学 习 思 想 。  

《 太 》 将 热 爱 学 习 道 经 的 行 为 称 作 “ 善 ” ， 认 为
学 习 中 必 须 有 九 善 ， 指 出 “ 心 信 者 是 善 ” ， “ 常
往 法 座 者 善 ” ， “ 礼 拜 者 善 ” ， “ 至 心 听 法 者
善 ” ， “ 思 寻 其 义 者 善 ” ， “ 如 说 行 是 则 为
善 ” ， “ 能 利 益 一 切 众 生 是 则 为 善 ” ， 等 等 ， 认
为 “ 住 是 九 善 ， 即 得 真 于 观 行 。 ” { 1 } 就 是 说 ，
具 有 此 九 种 学 习 行 为 ， 即 是 真 正 的 善 行 。 它 还 认
为 ， 要 获 得 “ 无 上 正 真 大 道 ” ， 除 了 要 有 “ 善 ”
行 ， 还 得 掌 握 修 道 方 法 ， “ 导 行 四 种 修 学 之
法 ” ， 即 ： “ 一 者 从 师 ， 受 于 元 阳 经 典 ； 二 者 从
善 知 识 ， 开 道 深 疑 ； 三 者 思 维 玄 义 ， 得 空 苦 法 ；
四 者 修 行 精 进 ， 志 愿 成 道 。 ” { 2 } 围 绕 着 学 习 道
教 经 书 ， 获 得 真 道 ， 《 太 》 提 出 诸 多 修 学 之 法 ，
分 述 如 下 ：  

１ ． “ 心 力 专 精 ， 嘿 念 洞 思 ”  

《 太 》 认 为 ， 要 学 习 道 经 ， 获 得 大 道 ， 就 必 须 目
的 明 确 、 精 神 专 一 ， 志 向 坚 定 、 勤 奋 努 力 。 目 标
明 确 ， 是 修 成 真 道 的 首 要 问 题 ， 这 就 如 同 为 得 阴
凉 、 花 果 及 木 材 而 种 树 一 样 ， “ 如 人 种 树 ， 为 得
阴 凉 、 为 得 花 果 及 以 材 木 。 ” { 3 } 学 习 也 一 样 ，
就 得 目 标 明 确 ， 专 心 致 志 ， 努 力 不 懈 。 它 说 ：
“ 若 人 修 行 ， 心 力 专 精 ， 嘿 念 洞 思 自 然 ， 广 作 功
德 … … 所 营 在 法 ， 修 如 是 行 ， 则 能 深 解 妙 法 ， 成
于 真 道 。 ” { 4 } 它 认 为 自 然 道 意 ， 如 水 中 之 月 ，
水 动 则 动 ； 如 同 画 像 ， 易 坏 难 成 ， “ 难 发 易
坏 ” 。 所 以 还 须 专 心 一 意 ， 励 志 不 二 ， 一 心 向
道 ， 虽 “ 见 珍 玩 满 此 地 上 、 诸 山 、 大 海 ， 不 生 贪
乐 ， 如 是 粪 秽 ” { 5 } ， 而 “ 唯 欲 求 无 上 正 真 大
道 、 自 然 之 果 ” { 6 } 。 学 道 不 仅 要 目 标 明 确 ， 专
心 一 意 ， 还 须 勤 修 不 懈 ， 唯 此 方 可 见 成 效 。 它
说 ： “ 若 能 按 经 修 行 ， 晨 夕 愿 念 ， 于 家 别 立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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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 方 丈 之 室 ， 烧 香 供 养 ， 积 年 不 退 。 如 此 精
诚 ， 皆 获 自 然 道 果 。 ” { 7 }  

《 太 》 要 求 求 道 者 目 标 明 确 、 精 诚 专 一 、 勤 奋 努
力 要 落 在 实 处 ， 而 非 徒 有 其 表 而 无 其 实 。 为 此 ，
它 提 出 别 具 特 色 的 考 察 之 法 ， 说 ： “ 我 今 虽 见 是
人 专 修 苦 行 ， 无 烦 无 恼 ， 住 于 道 中 ， 其 行 清 净 ，
未 能 信 也 ； 我 今 要 当 自 往 试 之 ， 知 其 真 实 堪 任 荷
负 正 真 大 道 、 自 然 之 重 担 。 ” { 8 } 《 太 》 考 察 学
生 的 目 的 ， 在 于 让 求 道 者 将 其 目 标 转 化 为 终 身 奋
斗 的 信 念 、 达 到 “ 爱 乐 ” 、 “ 思 念 ” 、 “ 护
惜 ” 、 “ 爱 念 ” 、 “ 贪 乐 ” 和 “ 信 敬 ” 的 境 界 ，
使 “ 其 心 悉 皆 尊 重 正 法 、 修 于 大 乘 、 爱 乐 大 乘 、
思 念 大 乘 、 护 惜 大 乘 ” { 9 } ， 使 其 “ 爱 念 真 道 经
典 、 贪 真 道 经 、 乐 真 道 经 、 信 敬 爱 持 、 供 养 礼
拜 ” { 1 0 } ， 最 终 功 成 行 遂 ， 获 得 大 道 。 《 太 》 主
张 人 在 学 习 时 ， 要 将 求 学 目 标 转 化 为 奋 斗 的 信
念 ， 专 心 定 志 ， 精 诚 求 学 ， 坚 持 不 懈 ， 有 其 合 理
性 。  

２ ． “ 书 写 读 诵 ” ， “ 思 惟 其 义 ”  

《 太 》 认 为 ， 学 习 是 学 习 者 积 极 活 动 的 过 程 ， 不
仅 是 一 个 外 部 动 作 操 作 的 过 程 ， 而 且 是 一 个 逐 渐
内 化 为 智 力 的 过 程 。 它 认 为 学 习 会 遇 到 “ 三
疑 ” 、 “ 四 疑 ” 、 “ 五 疑 ” 等 诸 多 疑 惑 ， 如 “ 疑
道 ” 、 “ 疑 法 ” 、 “ 疑 真 ” 、 “ 疑 戒 ” 等 种 种 疑
惑 。 这 些 疑 惑 如 何 得 解 ? 它 认 为 ， 只 有 “ 书 写 读
诵 ， 为 他 演 说 ， 思 惟 其 义 ” 。 它 说 ：  

听 是 经 者 ， 如 是 三 疑 永 断 无 余 。 书 写 读 诵 ， 为 他
广 说 ， 思 惟 其 义 ， 则 能 了 知 一 切 众 生 悉 有 法 性 。  

听 是 经 者 ， 则 得 永 断 疑 惑 之 心 。 书 写 读 诵 ， 为 人
演 说 ， 思 惟 其 义 ， 五 疑 永 断 。 { 1 1 }  

听 是 经 者 ， 断 除 疑 心 ； 思 惟 义 者 ， 断 疑 义 心 。
{ 1 2 }  

若 复 有 人 书 写 读 诵 ， 为 他 广 演 ， 说 解 其 义 ， 则 得
正 直 ， 无 邪 曲 见 。 { 1 3 }  

  它 认 为 ， 通 过 老 师 的 讲 解 ， 明 白 求 道 的 道 理
和 好 处 ， 断 除 疑 惑 之 心 ， 专 心 学 道 ， 然 后 耳 手 口
并 用 ， 进 行 学 习 ， 并 将 所 学 表 达 出 来 ， 即 “ 听 是
经 ” 、 “ 书 写 读 诵 ， 为 他 广 演 ” ； 最 后 ， 积 极 思
考 ， 将 所 学 的 东 西 内 化 为 自 己 的 知 识 结 构 ， 即
“ 思 惟 其 义 ” 、 “ 无 邪 曲 见 ” ， 以 提 高 自 身 的 智
慧 品 质 。  

现 代 教 育 心 理 学 认 为 ， “ 人 的 智 力 活 动 按 阶 段 形
成 ， 即 人 的 智 力 活 动 过 程 是 一 个 从 外 部 的 操 作 动
作 逐 渐 向 内 部 的 智 力 动 作 内 化 的 过 程 。 大 致 经 历
活 动 的 定 向 阶 段 ( 即 知 道 教 师 对 活 动 过 程 与 结 果 的
要 求 ) ， 物 质 活 动 或 物 质 化 活 动 阶 段 ( 即 利 用 实 物
或 可 操 作 的 模 型 等 进 行 认 知 活 动 的 阶 段 ) ， 有 声 言
语 阶 段 ( 即 用 出 声 的 言 语 陈 述 自 己 的 认 识 活 动 阶
段 ) ， 最 后 进 入 无 声 或 内 部 言 语 阶 段 ， 表 明 智 力 动



作 或 智 力 技 能 已 经 形 成 。 ” { 1 4 } 《 太 》 认 为 ， 人
的 智 力 发 展 要 经 过 “ 听 ” ( 定 向 ) ― ― “ 读 诵 ”
( 有 声 言 语 表 达 ) ― ― “ 思 惟 ” ( 无 声 言 语 ) 三 个 阶
段 。 通 过 以 上 比 较 ， 我 们 虽 不 能 说 二 者 完 全 一
致 ， 但 确 有 相 似 之 处 。 笔 者 深 知 “ 求 之 过 新 ， 反
失 其 真 ” 之 理 ， 并 非 刻 意 拔 高 《 太 》 的 思 想 ， 但
是 我 们 无 论 如 何 都 不 能 否 认 其 思 想 与 当 代 教 育 心
理 学 有 相 通 之 处 。 它 的 这 种 思 想 是 留 给 后 人 的 宝
贵 财 富 ， 值 得 后 人 去 挖 掘 。  

３ ． “ 静 定 ” “ 知 见 ”  

道 家 的 创 始 人 老 子 ， 要 人 “ 至 虚 静 ， 守 静 笃 ”
{ 1 5 }  ， 去 欲 无 为 ， 以 修 大 道 。 他 的 这 一 思 想 为
后 来 的 道 教 所 继 承 ， 并 成 为 修 道 之 前 提 。 《 太 》
就 继 承 并 发 展 了 这 一 思 想 ， 它 说 ： “ 见 生 死 中 多
诸 过 患 ， 心 即 退 悔 ， 敛 闭 六 情 ， 绝 除 五 欲 ， 修 于
妙 道 ， 思 念 真 经 。 ” { 1 6 }  它 的 “ 敛 闭 六 情 ， 绝
除 五 欲 ” 便 是 要 人 去 除 各 种 邪 欲 ， 保 持 内 心 平
静 ， 而 “ 思 念 真 经 ” ， “ 修 于 妙 道 ” 。 它 认 为 ，
人 若 品 行 高 尚 ， 行 无 诸 恶 ， 内 心 便 会 安 稳 ， “ 若
见 若 闻 ， 悉 无 诸 恶 。 以 无 恶 故 ， 心 得 安 稳 。 ”
{ 1 7 }  人 若 内 心 安 稳 ， 便 会 心 静 气 定 ， 就 会 得 到
所 学 知 识 的 实 质 ， 就 不 会 为 生 死 恐 惧 所 患 ， 而 得
逍 遥 ， 如 此 则 得 见 法 性 ， 修 成 真 道 。 “ 以 安 稳
故 ， 则 得 静 定 ； 静 定 故 ， 得 实 知 见 ； 得 实 知 见
故 ， 厌 生 死 ； 厌 生 死 故 ， 则 得 追 逐 ； 得 遗 遥 故 ，
得 见 法 性 ； 见 法 性 故 ， 得 于 真 道 。 ” { 1 8 }  “ 静
定 ” ； 是 对 佛 教 概 念 “ 禅 定 ” 改 造 而 来 ， 这 里 是
指 通 过 精 神 集 中 、 精 诚 思 考 而 获 得 对 “ 道 ” 的 悟
解 的 一 种 修 习 活 动 ； “ 得 实 知 见 ” 即 指 得 到 所 思
考 问 题 的 实 质 。 《 太 》 将 人 的 品 德 修 养 与 人 的 情
绪 相 联 系 ， 又 将 人 的 情 绪 状 况 与 学 习 深 度 、 学 习
效 果 密 切 相 连 ， 认 为 良 好 的 心 理 状 态 不 仅 有 利 于
人 更 快 、 更 好 地 获 得 知 识 ， 而 且 会 对 所 学 知 识 有
深 入 理 解 ， 有 利 于 把 握 问 题 的 实 质 。 现 代 心 理 学
亦 认 为 ， 不 佳 的 情 绪 会 让 人 注 意 力 难 以 集 中 ， 难
于 思 考 ， 而 且 持 续 的 情 绪 低 潮 会 影 响 人 的 学 习 能
力 。 人 的 “ 大 脑 边 缘 系 统 与 新 皮 质 ， 杏 仁 核 与 前
额 叶 都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 ， 只 有 “ 彼 此 合 作 无 间
时 ， 情 绪 智 商 自 是 相 得 益 彰 ” { 1 9 }  ， 进 而 影 响
他 的 人 生 态 度 。 《 太 》 认 为 人 要 “ 得 于 真 道 ” ，
就 得 内 心 安 稳 、 “ 静 定 ” 、 “ 得 实 知 见 ” ， 要 人
心 情 平 静 ， 内 心 和 谐 ， 精 诚 思 索 ， 是 有 积 极 意 义
的 。  

４ ． 人 “ 如 灯 柱 ， 唯 籍 于 油 ”  

《 太 》 认 为 ， 人 在 年 少 之 时 ， 身 强 体 健 ， 形 貌 端
正 ； 年 老 之 时 ， 则 容 貌 憔 悴 、 形 枯 体 瘦 。 { 2 0 }
“ 少 则 端 正 ， 形 貌 鲜 洁 ； 老 至 憔 悴 ， 颜 容 枯
瘦 。 ”  年 老 之 人 常 念 少 时 壮 举 ， 充 满 怀 念 、 留
恋 ， “ 既 为 衰 老 所 毁 ， 常 念 少 年 所 为 事 业 。 ”
{ 2 1 }  如 何 防 止 这 种 怀 旧 情 绪 发 生 呢 ? 它 认 为 ， 只
有 经 常 学 习 ， 不 断 给 自 己 加 “ 油 ” ， 它 说 ： “ 譬
如 灯 柱 ， 唯 藉 于 油 ， 油 既 消 尽 ， 势 不 久 停 。 ”
{ 2 2 }  就 是 说 ， 人 生 如 同 灯 柱 ， 灯 依 于 油 ， 人 藉
于 学 ； 灯 要 常 明 ， 必 须 经 常 加 油 ， 人 要 常 明 ， 必
须 勤 学 不 止 。 它 谆 谆 告 诫 人 们 从 年 轻 到 年 老 都 要

 



惜 时 勤 学 ， “ 真 人 道 士 ， 老 亦 如 是 ， 唯 藉 于 油 。
油 既 耗 尽 ， 衰 老 之 柱 焉 得 久 长 ? ” { 2 3 }  为 此 ， 它
倡 导 人 们 若 能 出 家 ， 则 出 家 学 道 ； 若 不 能 出 家 ，
则 于 家 别 立 精 舍 ， 按 经 修 行 ， 晨 夕 不 断 ， 积 年 不
退 ， 无 时 不 学 ， 无 处 不 学 。 “ 善 男 子 若 男 若 女 ，
能 如 是 念 道 者 ， 若 行 若 住 、 若 坐 若 卧 、 若 昼 若
夜 、 若 明 若 暗 ， 常 得 不 离 ， 见 诸 真 道 。 ” { 2 4 }  
就 是 要 人 们 时 时 学 习 、 处 处 念 道 ， 这 样 就 会 使 自
己 不 断 进 步 。 《 太 》 的 这 种 学 习 思 想 ， 不 仅 在 当
时 对 于 培 养 高 素 质 、 高 规 格 的 教 徒 有 积 极 意 义 ，
即 使 在 今 天 仍 有 较 高 的 借 鉴 价 值 。 日 新 月 异 的 科
技 发 展 ， 要 求 人 们 建 立 终 身 教 育 体 系 ， 构 建 学 习
型 社 会 ， 让 人 们 学 会 自 己 学 习 ， 自 我 发 展 ， 要 人
们 时 时 学 习 、 处 处 学 习 ， 不 断 给 自 己 加 油 充 电 ，
以 适 应 不 断 发 展 的 时 代 需 要 。 《 太 》 的 这 种 思 想
正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终 身 学 习 的 经 验 智 慧 。  

《 太 》 作 为 道 教 经 书 ， 以 壮 大 道 教 为 目 的 ， 以 布
经 传 道 为 己 任 ， 编 造 出 诸 多 神 秘 人 物 ， 吹 捧 学 习
道 经 的 作 用 ， 采 用 各 种 方 法 ， 为 其 自 身 生 存 拓 展
空 间 ， 这 是 由 其 宗 教 本 性 和 当 时 佛 道 之 争 的 环 境
所 决 定 的 。 但 是 ， 其 中 一 些 具 体 的 传 道 方 法 还 是
可 取 的 ， 如 其 采 用 的 “ 善 辞 巧 妙 ， 善 喻 方 便 ” 、
答 问 、 “ 非 教 非 不 教 而 亦 是 教 ” 、 因 材 施 教 等 ，
仍 可 为 今 天 的 教 学 所 借 鉴 。 它 重 视 学 习 ， 要 求 人
们 学 习 时 ， 目 标 明 确 、 勤 奋 不 懈 ； 要 人 充 分 利 用
感 知 视 听 器 官 和 思 维 器 官 ； 要 人 保 持 良 好 的 心 理
状 态 ， 充 分 发 挥 自 主 精 神 ， 这 些 对 于 人 们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都 有 参 考 价 值 。 尤 其 是 它 提 出 时 时 学 习 、
处 处 学 习 的 主 张 ， 对 于 身 处 现 代 社 会 的 人 们 有 极
大 的 启 示 和 鞭 策 作 用 。  

注 ：  

{ 1 } { 2 } 《 观 行 品 上 》 。  

{ 5 } { 6 } { 8 } { 1 0 } 《 圣 行 品 下 》 。  

{ 3 } { 4 } { 7 } { 9 } { 1 1 } { 1 2 } { 1 3 } 《 德 行 高 贵
品 》 。  

{ 1 4 } 参 见 邵 瑞 珍 主 编 ： 《 学 与 教 的 心 理 学 》 ， 华
东 师 大 出 版 社 １ ９ ９ ６ 年 版 ， 第 ２ ２ ９ 页 。  

{ 1 5 } 《 老 子 》 第 十 六 章 。  

{ 1 6 } { 1 7 } { 1 8 } { 2 4 } 《 观 行 品 中 》 。  

{ 1 9 } 柏 桦 ： 《 Ｅ Ｑ 情 商 》 ，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１ ９
９ ７ 年 版 ， 第 ６ 页 。  

{ 2 0 } { 2 1 } { 2 2 } { 2 3 } 《 圣 行 品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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