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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关系考略

盖 建 民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

, “
天人合一

” 、 “

身国同治
”
的思维模式

,

天体的崇

拜与敬畏
,

求道证道 的需要等几个方面探讨 了道教与天文学的关联
。

指 出
:

道教神学理论体 系

建构
,

道教各种内外丹养生修仙方术的发展和完善
,

需要道门中人掌握一定的天文学知识
。

道

教神仙谱系的建立是 以天体宇宙的模型为基本构架的
,

而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建构离不开天

文学知识
,

道教神学信仰和思想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达
。

道教科仪仪式的实施
,

特别是蘸

坛 的设计
、

步呈踏斗之类的科仪程式的编排也需要掌握 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识
。

早期天师道教

区组织二十四治
、

二 十八治的设置
,

即运用 了二 十四节气和二 十八宿等天文知识
,

形成 了一个

有严密组织的教 区系统
。

总之
,

道 门出于星 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延年益寿需要
,

仰观天文
、

俯

察地理
,

从而形成了夜观星象的传统
。

关键词
:
道教 天文学 关系

道教素有
“

夜观星象
”

的传统
。

据《楼观本起传 》记载
, “

楼观者
,

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
。

以

结草为楼
,

观星望气
,

因以名楼观
。

此宫观所自始也
。

问道授经
,

此大教所由兴也
。 ” ①道教宫庙称

“

观
”

而不称
“

寺
”

或者
“

庙
” ,

与道教夜观天象的传统或许有最为直接关联
。

受道教
“

夜观星象
”
这一遗风 的影

响
,

道教还以天空的星座
、

星象图案为旗帜
,

如以北斗七星图案的七星旗
,

与太极图一样也是道门的一个

重要标志
。

道教用以召勃鬼神的符筹
,

其符字源起
,

按道门的说法
,

与天空云气星辰 自然形态的
“

天文
”

有关
, “

然此符本于结空太真
,

仰写天文
,

分置方位
,

区别图像符书之异
。

符者
,

通取云物星辰之势
。 ”

(《三

洞神符记
·

符字 》
,

《道藏 》第 2 册
,

第 1 4 3一 14 4 页 )古人认为天有文地有理
,

《易
·

责》云
: “

观乎天文
,

以

察时变
;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 ,《说文 》释云
: “

文
,

错画也
,

象交文
。 ”
《淮南子

·

天文 》 “ 天文训
”

汉代高诱

注
: “
文者

,

象也
。

天先垂文
,

象日月五星及慧李
。 ” ②高诱将天文之

“

文
”
解释为天空之现象

,

即天文术语

中
“
天象

” 。

天空所发生的现象可分为两大类
,

一是星象
,

即关于 日
、

月
、

星辰的现象 ;一是气象
,

即地球大

气层内所发生的现象
。

我国古代天文学知识也主要是由星象和气象这两部分知识构成
。

星空的现象主

要是指表示恒星分布的情况
,

古人用星图来表示
。

现存道教符篆的种类很多
,

有许多带有星 图 ;道门使

用的令牌
、

法尺
、

法剑等法器上常常刻以二十八星宿
、

北斗之类的星象
。

历代有许多高道都精通天文之

学 (简称天学 )
,

如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隋唐的李播
、

李淳风父子
、

《步天歌》的作者丹

①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 》
,

《道藏 》第 19 册
,

第 543 页
,

北京文物出版社
、

天津古籍书店
、

上海书店 1 9 88 年

版
,

下同
。

② 《淮南子 》卷三
,

中华书局 19 8 9年影印本
,

第 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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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子
、

元代道教天文学家赵友钦等等
,

不胜枚举
。

李约瑟博士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 》卷首引弗兰茨
·

屈纳特 (维也纳
,
1 9 8 8) 之语

,

耐人寻

味
: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
,

大概是在于中国竟敢把它们的天文学家— 这在我

们看来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 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
。

这是多

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

然而
,

令欧洲人更吃惊的历代这些身居高位的天文学家们竟有相当多人出自道门
,

仅有唐一代就有

六
、

七位道士先后担任国家最高天文机构的行政首长
-

一太史令 !

关于道教与古代占星术的关系
,

早在上个世纪二
、

三十年代
,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在其著《道教概

说》一书中曾作出四点评述① :

第一
、

因对于北极星及北斗星之想象
,

在道教遂起北斗星之信仰
。

第二
、

因太一巡游之事
,

在道教遂起九星术及其他之迷信
。

第三
、

在道教记述仙宫之状况
,

为金殿玉楼
,

其服装为羽衣霓裳
,

其饮食皆尽善
,

本书 (指《道教概

说 ))) 第四章第四节所述屋气楼现象
,

是取佛教极乐世界观念而起
,

殆无容疑
。

比拟天上世界于宫殿之古

代天文学者
,

已先发表此暗示
,

是彰彰明矣
。

第四
、

既以为天上之星皆有精灵
,

因此信仰
,

遂谓人间与星之转生有关系
。

故《庄子
·

大宗师 》亦谓

殷宰相传说为列星
,

《史记
·

五帝本纪 》注云
:

黄帝为北斗枢星之子
。

感生帝之说
,

亦本于此
。

其他幸福

灾祸
,

归于所谓星宿
,

遂生景星
、

灾星
、

本名星等名称
。

道教利用此迷信
,

诱惑愚民
。

小柳司气太 的这几

点评述
,

带有明显的贬抑色彩
,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
,

其对道教与天文关系的揭示也不全面
,

有相当局 限

性
。

道门中人为什么会热衷于天文之学 ? 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及几方面的因素
。

一
、

先秦道家的遗风

道教重视星象和物候地理的观测
,

首先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
。

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指 》中指出
:

“

道家者流
,

盖出史官
” ,

史官在古代负有执掌天文观测之责
。

道教的直接思想渊源道家
,

就对天道 自然

现象极有兴趣
。

被道教尊为南华真人的庄子
,

惊叹于天地宇宙之神妙
,

《庄子 》外篇专门有 《天地 》
、

《天

道 》
、

《天运 》三篇讨论天地之道
。

其中《天运 》一 口气提出了十四个有关天文宇宙的问题
:

天其运乎 ? 地其处乎 ? 日月其争于所乎 ? 孰主张是 ? 孰维纲是 ? 孰居无事而推行是 ? 意者其

有机缄而不得 已邪 ? 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 云者为雨乎 ? 雨者为云乎 ? 孰隆施是?
、

孰居无是

淫乐而劝是 ? 风起北方
,

一 西一东
,

有上仿徨
,

孰嘘吸是 ? 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敢问何故 ? ②

庄子所提出的十四个问题
,

转换成今天的话语系统就是
:

天是在运转的吗 ? 地是静止在一处吗 ? 日

月争相照耀大地吗 ? 谁在主宰着天地 日月 ? 谁在维持着他们运转或者静处 ? 谁安居无事推动着这一

切 ? 或者是天体系统本身有机关不得已的开闭 ? 或者是天体系统自行运转而不能中止 ? 云气是为着降

雨吗? 降雨是为着云气吗 ? 又是谁在操纵着这一切 ? 谁安居无事为寻求快乐而助长了它? 风从北方吹

来
,

忽东忽西
,

在上空中回旋
,

是谁在呼吸? 是谁安居无所事事而挥动扇子 ? 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天体的

结构和宇宙运转间题
,

在庄子的时代 自然是无法理解和回答的
。

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明了道家
、

道教热衷

〔日〕小柳司气太
: 《道教概说 》

,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中译本
,

第 8一 9 页
。

郭庆藩撰
: 《庄子集释 》第 2 册

,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

第 4 93 页
。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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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观天之道
”

绝非偶然
,

而是素有传统的必然行为
。

但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出于道门 自身

的内在需要
。

二
、 “
天人合一

”
与

“

身国同治
”

“
天人合一

”
与

“

身国同治
”

的思维模式和政治理想必然导致道教重视天文之学
。

道教在人天关系上

主张天人同源
、

天人同构
、

天人相应
。

根据这一人天观
,

人的存在并非只是作为单个个体孤立生存着
,

而

是存在于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天— 地— 人大系统中
。

天中有地
,

人中有天地
,

地中有天
。

正如《阴

符经 》所说
: “
天地

,

万物之盗
;
万物

,

人之盗
;
人

,

万物之盗
。

三盗既宜
,

三才既安
。 ”

( 《黄帝阴符经 》
,

《道

藏 》第 1 册
,

第 8 2 1 页 ) 同时
,

道教还认为
,

在天地人这一社会大系统中
,

人之地位特殊
,

是中枢环节
。 “

人

察天地之气
,

故通天地之气
,

而能运天地之气
,

人气为天地二气之枢纽
” 。

(《 吕祖师三尼 医世说述管窥 》
,

《藏外道书 》第 10 册
,

第 35 7 页 )所以
“

人有转移造化之力矣
。 ”

( 同上 )故可以内功外用
, “

内则用于治身
,

外则用以治世
”

达到
“
医世

”
目的①

。

“

身国同治
”

论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
。

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就有
“

全身治国
” ②的思

想
,

将治身与治国并论
: “
用道治国

,

则国富民昌
,

治身则寿命延长
。 ”

(((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
,

第 1 40

页 )
“

万民归往而不伤害
,

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
。

治身不害神明
,

则身安而大寿也
。 ”

( 同上书
,

第 1 3 9

页 )
“

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身治国也
。 ”

( 同上书
,

第 1 73 页 )道教理论家葛洪对此也作过阐述
: “

内宝养生

之道
,

外则和光于世
,

治身而身长修
,

治国而国太平
。 ” ③道书中身国同治论也很多

: “

一人之身
,

一国之象

也
。

胸腹之设犹宫室也
,

肢体之位犹郊境也
,

骨节之分犹百官也
,

揍理之间犹 四背也
,

神犹君也
,

血犹臣

也
,

犹民也
。

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
。 ”

( 《抱朴子养生论 》
,

《道藏 》第 18 册
,

第 49 2 页 )身国同

治论是道教天人同构
、

天人相应人天观在社会政治
、

医药养生领域的合理推衍
。

既然天地人是处于一个

互感互应的系统之中
,

那么人之身心状况就与天地万物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

换句话说
,

天地

之病 (社会关系中人与人
、

人与自然的冲突失序 )与人体疾病 (人之身心 内外关系失衡 )休戚相关
。

《太平

经 》中就已有这一认识
: “
天地病之

,

故使人亦病之
,

人无病
,

即天无病也 ;人半病之
,

即天半病之
,

人悉大

小有病
,

即天悉病之矣
。 ” ④既然如此

,

对社会人事
“

疾病
”

的治理与人体疾病的疗治就可 以相互借鉴
,

治

国和理身从本质上就统一起来了
。

道教为实现其
“

佐国枯民
” 、 “

身国同治
”
的政治理想

,

必然重视天文星 占
。

道教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

式出发
,

认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
: “

天乃为人垂象作法
,

为帝王立教令
,

可仪以治
,

万不失一也
”

(王明
:

《太平经合校 》
,

第 10 8 页 ) ; “ 圣人制法
,

皆象天之心意也
”

( 同上书
,

第 1 47 页 )
。

观察天象及山川地理的

变化
,

才能推测
“

天意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天意代表了一种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 )
,

从而做到
`

,l]匝

应天意
”

并
“

应天而行
” ,

从而治国而国太平
,

治身而身长生
。

所以
,

通过对
“

妖星
、

晕洱
、

云气
、

虹蜕
”

的观

测来占验人事吉区的占星术
,

对于时时不忘出山辅佐帝王
、

致力于天下太平的道教来说
,

就是一种不可

或缺的手段
。

占星术依据天象的变化来占 卜地上年成丰歉
、

个人祸福
、

战争胜负乃至国家兴亡
,

现存明

代《正统道藏 》所收的《盘天经 》
、

《通占大象历星经》
、

《秤星灵台秘要经 》
、

《太上洞神五星赞 》
、

《灵台经 》就

参见盖建民
: “

阂一得与道教
`

医世说 ” , ,

《世界宗教研究》 20 0 2 年第 1 期
口

王卡点校
: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

中华书局 199 3年版
,

第 242 页
。

王明
: 《抱朴子内篇校释》

,

中华书局 1 98 5 年版
,

第 148 页
。

王明
: 《太平经合校 》

,

中华书局 19 60 年版
,

第 3 55 页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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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关占星术的道经
。

道教对占星术的借重必然促使道门中人积极观测天象
,

推动了道教天文学的形

成与发展
。

三
、

天体的崇拜与敬畏

道教的仙真有天仙
、

神仙
、

地仙
、

人仙
、

鬼仙之层次 区分
,

《钟吕传道集
·

论真仙》就认为法有三成而

仙有五等
:

吕 日
:

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 钟日
:

法有三成者
,

小成
、

中成
、

大成之不 同也
;
仙有五等

者
,

鬼仙
、

人仙
、

地仙
、

神仙
、

天 仙之不等
,

皆是仙也
。

((( 钟 吕传道集
·

论真仙 》
,

《道藏 》第 4 册
,

第

6 5 7 页 )

天仙乃最高级别的神灵
。

羽化飞升乃是道门中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

道教天仙信仰源于原始社会古老的

天体的崇拜
,

道教认为天有日
、

月
、

星
,

人有精
、

气
、

神
。

相对于精
、

气
、

神人体三宝而言
,

日
、

月
、

星乃是天

之三宝
,

具有神圣性
。

元代赵友钦的弟子陈致虚在注释《度人经 》时云
: “

凡有道之士
,

与天地合德
,

与 日

月合明
,

与造化同体
。 ”

(((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 》卷下
,

《道藏 》第 2 册
,

第 4 32 页 )对 日
、

月
、

星等天体的了解与掌握
,

就离不开天文星占
。

《太上洞玄宝元上经 》云
:

存三 一者
,

先观天文
,

次察地理
。

观天 文者
,

依吾上经
。

天 文者
,

三光也
。

名为观者
,

占三光也
。

三 光者
,

日
、

月
、

星也
。

周娣三道
,

推步现衡
,

日往月来
,

回旋无极
,

岁及荧惑
,

太 白辰镇
,

行常为戒
,

示

祸显福
。

北斗九星
,

二 隐七章
,

皎昧相表
,

斟酌玄津
,

润洽含霖
,

生成无央
。

((( 太上洞 玄宝元上经 》
,

《道藏》第 6 册
,

第 2 54 页 )

三一者
,

天一地一人一
。

道教继承了老子《道德经 》中
“

道生一
,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的宇宙化生思

想
,

认为
“

自然源一
,

应乎万物为三
”

( 同上书
,

第 25 2 页 )
,

故形成道教独特的三一思维模式
。 “

道生一
,

元

杰也 ;一生二
,

内曰阴阳
,

外 曰天地也 ;二生三
,

内曰和羔
,

外 曰人也 ;三生万物
,

阴阳交和
。 ”

( 同上书
,

第

25 4一 25 5 页 )道为一
,

生天生地生人构成三才之道
。

因此在道门中人看来
,

天地人具有同源
、

同构
、

同感

的性质和关系
。

由此之故
,

道教徒对 日月星辰充满着敬畏
,

认为有无数的天神飞行其间
,

肩负着赏善罚

恶的职责
。

道教视星为万物之精
,

为日所生
,

故星由 日和生两字组成
。

道教神灵崇拜中专门有一大类型

是星辰和星君崇拜
。

如金木水火土星君
、

二十八宿星君
、

紫微垣众星君
、

太微垣众星君
。

天市垣众星君
、

南斗太帝众真等等
。

其中道门对北斗星辰特别崇拜
,

北斗星是接近北极星的七颗星
,

由天枢
、

天珊
、

天

现
、

天权
、

玉衡
、

开阳
、

摇光组成
,

因此古人称其为北斗七星
。

古人用虚拟的线条
,

将这七颗星联系起来
,

天枢
、

天玻
、

天矶
、

天权指 出斗身
,

称魁
; 玉衡

、

开阳
、

摇光组成斗柄
,

称构
。

整个形成一个有柄的斗
,

因其

居于北方
,

故称北斗
。

道教非常重视北斗
,

有北斗七元星君和北斗九辰 (七星加二隐星 )星君崇拜
,

这有

两方面的原因
:

一方面
,

道人在洞天福地云游时
,

可以利用北斗来确定方向
、

识别季节的交替
。

北斗星靠

近北极星
,

把天枢
、

天漩连成直线
,

并延长五倍的距离
,

就可找到北极星
,

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
。

同时
,

人们也可以根据初昏时斗柄的指向来决定季节
:

斗柄指东
,

天下皆春 ;斗柄指南
,

天下皆夏 ;斗柄指西
,

天

下皆秋 ;斗柄指北
,

天下皆冬
。

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道门中人看来
,

北斗星辰与人间生死大事

紧密关联
, “

北斗居天之中
,

为天之枢纽
,

斡运四时
,

凡天地 日月五星列暇六 甲二十八宿诸仙众真
,

上自天

子下及黎庶
,

寿禄贫富
,

生死祸福
,

幽冥之事
,

无不属于北斗之总统也
。

人若诚心启祝
,

叩之必应
。 ”

((( 太

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 》卷一
,

《道藏 》第 17 册
,

第 10 页 )北斗星辰是专司人间寿数的
,

芸芸众生的

寿夭长短死生大事概由其定夺
。

因此
,

道教专门有拜北斗的科仪
,

其中寄托了道门中人美好的长生的理

想
。

《道藏》中这类道书很多
,

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 》
、

《北斗本命延寿灯仪》
、

《北斗本命长生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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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
、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 》
、

《北斗七元金玄羽章》
、

《北斗七元星灯仪 》
、

《北斗治法武威经 》等等
。

道教

对 日月星辰的崇拜
,

也体现在道教炼养术中
。

道教名目繁多的修炼法末中
,

就有一类存服 日月北斗五星

的法术
,

道书《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精耀三景妙诀 》专述
“

服北斗九星法
” 、 “

服五方五星法
” ,

文中插有北斗

星辰的星图
,

兹节录 ,’I 及北斗九星法
”

如下
:

日月之明谓之光
,

星辰之精谓之耀
,

总日七嚷
,

统日 三景
。

景者
,

明精之象也
,

缘象得明
,

含明纳

耀
,

长生不死…… 常以正月 四月七月十月 四孟之月上旬九 日平旦
,

又 以二月五 月八月十一月 四仲之

中旬十九 日之正 中
,

又 以三 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四季之下旬二十九 日之夜半
,

一月一 日三过行之… …

至行 日时
,

清严入室
,

烧香精思
,

临 ( 琪 ) 目闭气
,

扣齿九通
,

存见九星宫府神君威容端正…… 第一 阳

明神人吐青气之光
,

第二 阴精神人吐黑气之光
,

第三真人神人 吐黄气之光
,

第四玄冥神人吐赤气之

光
,

第五丹元神人吐 白气之光
,

第六北极神人吐绿气之光
,

第七天关神人吐绛气之光
,

第八辅星神人

吐碧气之光
,

第九弼星神人吐玄气之光
。

九气各从星中下
,

吐兆 口 中
,

随次而吐
,

极气吞之
。

黑极微

微通
,

细细吐故气
,

仍渐渐纳新气
。

九色咽之都竟
, “口齿九通

,

坐卧行息
,

动静适人
。

如此九年
,

九皇

神君降授兆诀
,

长生不死
,

上升三天
,

结友众真
,

与道合 同矣
。

(《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精耀三景妙诀 》
,

《道藏 》第 3 3 册
,

第 4 6 6一 4 6 7 页 )

道教认为天弯中充满了神灵
,

居于 日月北斗星辰 中
,

谓之星神
,

有各自的名号
、

服饰
、

职司
。

服北斗九星

法其原理是通过存思五方五星和北斗星辰形象
、

名号
,

配合服气吐纳
、

叩齿来达到养生寿老目的
。

道教

对星辰的崇拜必然促使道门中人对星象进行观测与研究
,

中国天文学史上有许多星象图出自道士之手

也就不足为怪了①
。

,

四
、

求道证道的需要

道教 以道为最高信仰
,

道门中人以求道证道为修行目标
。

在道门人士看来
,

神仙之道离不开天道
、

地道
、

人道
,

天道规律乃是常道的体现
,

因此必须探索天道之规律
,

以便为神道服务
。

元代陈致虚在《太

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 》卷下有一段话对此说的很清楚
:

上阳子 日
:

天地运度
,

以道用言
,

则人之身得天地正中之羔
,

头像天
,

足像地
,

故日
: “
人身一小天

地
。

夫天地之造化生人生物
,

而人身之造化生佛生仙
。

《灵宝毕法 》日
: “

道生万物
,

天地乃物中之大

者
,

人为物中之灵者
。

别求于道
,

人同天地
。

心 比天
,

肾比地
,

肝为阳
,

肺为阴
,

一上一 下
,

仰观俯察

可以啧其机
,

一始一终度数筹算可以得其理
。

( 《太
一

七洞 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 》卷下
,

《道藏 》

第 2 册
,

第 4 6 2 页 )

在道门中人看来
,

天地造化产生了人与万物
,

而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成佛成圣
,

神道与天道
、

人道与天道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故神道
、

人道之理可通过对天道的探啧索隐获得
,

仰观俯察可 以知晓天地之机
,

对

天地周而复始的度量测算可以明其理
。

① 元代赵友钦曾绘制过大型星图
,

并勒石为碑
。

据清人梅文鼎《中西经星同异考
·

序》云
: “

余尝见元赵缘督友钦

石刻图
,

阁道六星在河中作磐折层阶之象…… ”
可见赵友钦绘制的大型星图石刻在清初还存在

。

敦煌莫高窟出

土的敦煌星图甲本和乙本与道教有一定的关系
,

甲本前面抄有《云气杂占》
,

内有李淳风的按语
。

夏鼎先生认为

这两份星图的底本是根据《步天歌 》参照象 (或增删早期星图 )而绘制的《步天歌图 》
。
”

参见潘鼎《中国恒星观测

史》
,

学林出版社 19 89 年版
,

第 1 56 页
。

此外
,

福建莆田涵江天后宫的明代星图 (原件藏莆田文化馆
,

收人《中国

古代天文文物图集 })) 与道教的关系也值得深人研究
。

此外
,

笔者在道观做田野考察时
,

发现一些道观如武汉长

春观也立有天文星图的碑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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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建构
,

道教各种内外丹养生修仙方术的发展和完善
,

也需要道门中人掌握一定的

天文学知识
。

换句话说
,

道门人士出于建构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建构和发展完善各种内外丹养生修仙方

术的目的
,

也必须仰观天文
,

致力于天文观测
。 “

凡学无上之法
,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 ” ((( 太上洞 玄宝元上

经 》
,

《道藏》第 6 册
,

第 2 54 页 )道教的神学本体论
、

神仙创世论和神仙谱系的建立都是以天体宇宙的模

型为基本构架的
,

即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宇宙理论为基础
,

根据道教神学理论建构的需要
,

加以宗教神学

的改造
。

《太上老君开天经 》详细描述 了老君从道教宇宙论认为宇宙创生和演化经历了混元
、

空洞
、

混

沌
、

混洞
、

劫运几个阶段
,

逐步形成道教三十二天
、

三十六天宇宙天层结构
,

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不断建

构和完善
,

最终促成了道教多层次
、

全方位梯级神仙谱系建立和完善
。

道教神仙天层结构模型的建构离

不开天文学知识
,

例如
, 《云岌七皱 》卷二《混元混洞开闭劫运部》在论述宇宙最初的

“

混元
”

阶段时
,

就评

述了
“

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
” :

混元者
,

记事于混沌之前
,

元气之始也
,

元气之始也
,

元气未形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真一生

焉
,

元气运行而天地立焉
,

造化施张而万物用焉
,

混沌厥 中惟虚
,

厥外惟无
,

浩浩荡荡不可名也
,

广大

之 旨虽典册未穷秘妙之基
,

而玄经可见古今言天 者一十八家
,

爱考否藏互有得失
。

则盖混天仪之述

有其言而亡其法矣
。

至 如蒙庄《消遥 》之篇
,

王仲任 (( 论衡 》之说
,

《三 海经 》考其理舍
,

列絮寇书其清

浊
,

汉武王黄道
,

张衡铜仪
,

周牌之书
,

宣夜之学
,

日斤天安天之 旨
,

晃崇姚信之流
,

义趣不同
,

师资各

异
,

所 以虞喜
、

虞耸
、

刘绰
、

葛洪
,

宋有承天
,

梁有祖唯
、

唐朝李淳风 皆有述作
,

庐江句股之术……若夫

定两规之分次
,

明二道之运行
,

经纬不差
、

上下无爽者
,

惟浑天法耳
。

葛稚川言浑天之状如鸡子卵中

之黄
,

地乘天 而中居
,

天 乘气而外运
,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

伴 出地上
,

半绕地下
,

二 十八舍半隐

半见
,

此乃符上清之奥旨
,

契玄象之明验矣
。

((( 云岌七披》卷二
,

《道藏 》第 22 册
,

第 7 页 )

上述列举的
“

古今言天十八家
” ,

乃宋代之前中国古代主要的天文宇宙学说
,

作者认为这些天文理论
“

互

有得失
” ,

并且特别指出晋代葛洪所推崇的浑天说符合道教上清思想
, “

此乃符上清之奥旨
,

契玄象之明

验矣
” ,

有力地说明了道教神学理论与古代天文学理论的密切关系
。

道教神学信仰和思想需要通过一定的科仪形式来表达
。

宗教仪式是宗教的基本构成要素
。

在名 目

繁多的道教仪式实施中
,

道教徒沟通了人与神鬼的关系
,

寄托了 自己的宗教信仰
,

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

感
,

满足了自己的信仰和心理需求
。

道教科仪仪式的实施
,

特别是蘸坛的设计
、

步是踏斗之类的科仪程

式的编排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识
。

例如高功法师步里踏斗时
,

要铺设一种画满二十八星宿图

象的是单
,

以象征天庭
。

道教的修仙方术如外丹黄白术
,

就是在模拟天地宇宙的结构的丹房进行
;
道教

的内丹术也是把人体视为小宇宙
,

其内炼理法也是法效天地宇宙阴阳变化的规律
。

而道教神霄派道士

所施行的雷法
,

要想到达呼风唤雨的效果
,

更是在很大程度要倚仗天文气象学知识的运用
。

《道藏》中所

收《雨霞气候亲机 》就是一部典型的专论雷法的道经
,

其中内含众多天象观测和气候预报的内容
。

道教

的许多养生方术
,

如上所述上清派所传的各种存思北斗七星法
、

存五方神法以及吞食 日气月精星光之类

的服气法
,

无一不是结合一定的天象地理方位知识构建起来的
。

此外
,

早期天师道教区组织建设二十四治
、

二十八治的设置
,

也运用了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等天

文知识
,

张陵
、

张衡
、

张鲁一系的天师道以二十八星宿为模型框架
,

将教区分别与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起

来
,

形成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教区系统
。 “

张天师二十四治图云
:
太上以汉建安二年正月七 日中时下二十

四治
,

上八治
、

中八治
、

下八治
,

应二十四气
,

合二十八宿
,

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
。 ”

((( 云岌七筑》卷二十

八
“
二十八治

” ,

《道藏 》第 22 册
,

第 204 页 )汉末张天师在巴蜀
、

汉 中地区所创立的教区组织二十四治
,

“

下则镇于民心
,

上乃参于星宿
。 ”

((( 要修科仪戒律妙》卷十
,

《道藏 》第 6 册
,

第 9 66 页 )开始是应二十四节

气为模型设立二十四治
,

后来为了使教区划分与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
,

又增加了四个治
, “

天师以汉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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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元年七月七 日出下四治
,

名备治
,

合前二十八宿也
。

(《云岌七筑 》卷二十八
“

二十八治
” ,

《道藏 》第 22

册
,

第 2 10 页 ) 以二十八宿为模型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教区系统
。

据 《云岌七戮 》卷二十八《二十八治 》之
“

二十八宿要诀
”

记述
,

道教二十八治与二十八星宿的对应关系分别为
:

阳平治
,

角宿
;
鹿堂治

,

亢宿
;
鹤鸣

治
,

氏宿
;
漓沉治

,

房宿
;
葛境治

,

心宿
;
庚除治

,

尾宿
;
秦中治

,

箕宿 i真多治
,

斗宿 (以上为上八品无上治 ) ;

昌利治
,

牛宿
;
辣上治

,

女宿
;涌泉治

,

虚宿 ;稠梗治
,

危宿
;
北平治

,

室宿
;
本竹治

,

壁宿
;
蒙秦治

,

奎宿 ;平盖

治
,

娄宿 (以上中品玄老治之 ) ;云台治
,

胃宿
;
烬 口治

,

晶宿
;
后城治

,

毕宿
;
公慕治

,

紫宿
;
平冈治

,

参宿
; 主

簿治
,

井宿
;玉局治

,

鬼宿
;
北邝治

,

柳宿 (以上下八品太上治之 )
;
冈氏治

,

星宿
;
白石治

,

张宿
;
具山治

,

翼

宿
;
钟茅治

,

较宿 ( 以上下四治
,

即
“

天师所立四治
”
)

。

上述道教与天文学交涉的种种因素
,

无疑会促使道

教重视对天文地理现象的观测与研究
。

综上所述
,

道 门出于星 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延年益寿需要
,

仰观天文
、

俯察地理
,

从而形成了夜观星

象的传统
。

历代精通天文的道士比比皆是
。

例如
,

葛洪的师傅郑隐就
“

不徒明五经
、

知仙道而已
,

兼综九

宫三棋
、

推步天文… …莫不精研
。 ”

(王明
:

《抱朴子 内篇校释 》
,

第 33 8 页 )葛洪本人对天文也有钻研
,

撰有

《浑天论 》①
,

推崇浑天说
;
他还注意到月亮运行对地球海洋的影响

,

撰有 《潮说》 (《补晋志 》 )
,

对潮汐现象

进行了研究
。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除了在医药学
、

化学领域有重要建树外
,

他
“

尤明阴阳五行
、

风角 星

算
” ②

,

在天文历算方面也颇有创获
。

陶弘景曾研制过一台浑天象
,

著有《天文星经 》五卷
、

《天仪说要 》一

卷
、

《象历 》一卷
、

《七耀新旧术 》二卷等天文著作
;
他还检效五十家的历书异同

,

撰成《帝历年纪 》
。

由此之

故
,

清末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 》时
,

特补人陶弘景
,

视陶弘景为天算家
。

道教夜观星象的传统在隋唐北

宋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

隋代道士张宾
、

马啧和隋末唐初道士薛颐③都因
“
洞 晓星历

” 、 “

尤晓杂

占
”

受到朝庭重用
,

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
、

郝大通等人也精通天文星历
,

丘处机在西游途中考察了日食与

时差现象④
。

值得重视的是
,

唐初先后五
、

六位道门中人出任太史令
,

司掌国家的最高天文历法机构
。

这五
、

六位道 门太史令依次为傅奕⑤
、

傅仁均
、

薛颐
、

李淳风
、

尚献甫⑥
。

其中张宾⑦
、

傅仁均⑧
、

李淳风影

响较大
,

被清代阮元作为著名天算家列入《畴人传 》中
。

总而言之
,

道教在天文历算方面曾做出过积极贡献
,

涌现了一批象丹元子
、

李淳风
、

傅仁均这样的杰

出天算家
;
元代赵友钦《革象新书》中蕴含了丰富天文物理思想

,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天文

历算思想的发展
。

(作者单位
:

厦 门大学哲学系 )

责任编辑
:

张学智

《晋书 》卷十一《天文志》
,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册
,

第 281 页
。

《梁书 》卷五十一《
J

陶弘景传 》
,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3册
,

第 743 页
。

《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一《薛颐传分云
: “

薛颐
,

滑州人
,

大业中
,

为道士
,

解天文律历
,

尤晓杂占
。

场帝引人内道场
,

函令章酷
。

武德初
,

追直秦府
。

颐尝密谓秦王 曰
: `

德星守秦分
,

王当有天下
,

愿王自爱
。 ’

秦王乃奏授太史承
,

累

迁太史令
。 ”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6 册
,

第 50 89 页
。

参见本书第 8 章
。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云
: “

傅奕
,

相州郑人也
,

尤晓天文历数
。

隋开皇中
,

以仪曹事汉王琼… …高祖为扶

风太守
,

深礼之
。

及践柞
,

召拜太史承… … 遂迁太史令
。
”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8册
,

第 27 14 页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尚献甫传 》云
: “

尚献甫
,

卫州汲人也
。

尤善天文
,

初出家为道士
。

则天时召见
,

起家拜

太史令
,

固辞曰
: `

臣久从放诞
,

不能屈事官长
。 夕

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
,

不隶秘书省
,

以献甫为浑仪监
,

顾问

灾异事
,

皆符验
。

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 ..))
·

… ”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6 册
,

第 5 1 0 0 页
。

《隋书
·

律历志 》
、

《畴人传 》卷十二均记载道士张宾因通晓星历大被隋文帝知遇
、 “

议造新历
”

之事
。

阮元《畴人传 》卷十三云
: “

傅仁均
,

滑州人
。

东都道士也
。

高祖受禅
,

将治新历
。

太史令庚俭承傅奕荐之
。

诏仁

均与俭等参议
,

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术
。

其大要可考验者有七
。 ”

商务印书馆 1 955 年版
,

第 15 9 页
。

①②③

④⑤

⑦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