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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Ｓ：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Ｐ：巴黎法国
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Ｂ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编号。

二、录文对原卷释读不出的字，或字有残损者，用“□”表示，每个□
表示残缺一字。不确知多少字者，上缺则标示为 ，中缺标示为
“ ”，下缺标示为 。

三、原文字迹不全或不清的，但据残存笔画能确知为某字者，补全
后在外面加方框表示；无法补全者，作为缺字，直接用□表示；字迹清
楚，但不识者照描，导致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表示。

四、原文缺、漏、脱字据意补者，用［□］（　）表示，并在（　）中补入
相关文字。

五、为排版方便，原卷繁体字、俗体字、异体字全部改用通用简化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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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道教讲经文目前仅存于敦煌文献中，它是以皈依道教、广泛布
施、修功建德等为内容的综合性文书，记录了在斋会上举行的道教讲
经活动及其他活动，如受戒、布施、发愿等。

王卡先生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四个卷号、三份道教讲经文，加上
笔者发现的一个卷号，目前共有五个卷号、四份道教讲经文。虽然数
量不多，但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 《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与Ｐ．３８９９
号 《道教讲经文 （拟）》记录了发生在初盛唐时期的道教讲经活动。

前者出现在唐玄宗开元三年 （７１５），是一次比较正式的讲经活动，讲
经内容则通俗易懂。后者长期被误认为是 《道经义疏》，笔者经过多
方面考察，初步判定其为道教讲经文，大约出现在天宝元年至天宝十
四年 （７４２—７５５）之间，其内容与 《本际经》有着密切关系。

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１９／北８４５８）与ＢＤ７６２０号 （皇２０／北８４６９）反
映了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状况，其具体年代有待于进
一步确定。ＢＤ１２１９号记录了一次由民众自发组织的黄箓斋斋会，具
体包括举行斋戒、建立讲经法会和延请天尊法像等内容，还保留了一
些传授 《十戒经》的记载。

ＢＤ７６２０号反映出在归义军时期道教徒仍然在进行讲经活动，讲
经的场所转移到人口密集区。

从讲经步骤来看，道教讲经并不严格遵循特定的仪轨，每次讲经
都会因为法事活动的不同而略有变化。从讲经法事来看，讲经斋会的
法事活动各有异同。从讲经故事的程式看，这四份道教讲经文中运用
“改编”程式、“譬喻”程式、“实例”程式等进行创作。初盛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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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教讲经文重视三教问题，《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认为
佛道两教同源异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道优于佛。《道教讲
经文 （拟）》在对以前的佛道论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持质同末异
论。

笔　者

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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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道教讲经文的界定及特点

（一）研究回顾

在藏经洞所发现的数万份文献中，道教讲经文仅有五个卷号、四
种文本，分别是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１９／北８４５８） 《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ＢＤ７６２０号 （皇２０／北８４６９）《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

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 《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与Ｐ．３８９９号
《道教讲经文 （拟）》①。它们是当今仅见的道教讲经文文本，是十分
珍贵的文献。近几年来，学界开始关注道教讲经文，并作了一些相关
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卡先生于２００４年出版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

索引》一书。在该书中，他对所发现的四个卷号、三种文本的道教讲
经文作了如下的工作：①对文书的特征、品貌作了详细的介绍；②对
文献的年代、内容做出了合理的推测，并以此为基础对文献进行了命
名；③结合时代背景，对道教讲经文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作了初步评
估。② 这些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周西波先生汲取王卡先生之成果，对 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１９／北

８４５８）《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进行了研究，形成 《敦煌写卷

３００

①

②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将之命名为 《道经义疏》。王重民先生命名为 “残佛书”（背
有开元十四悬泉府牒太残）。黄永武、樊锦诗等人将之命名为 《道经义疏》。本文依据该文
书之内容并与已经确定为道教讲经文的其他文书参照，将之命名为 《道教讲经文 （拟）》。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ＢＤ１２１９之道教俗讲内容试探》一文。他对该文书所涉及的相关术语
进行了考订，并对其所反映的十戒传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写卷
中的灵应故事，对各个故事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总结了该文书
的内容，对其所反映的思想进行了介绍。① 这是学界针对道教讲经文
的第一份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对本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李小荣先生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 《敦煌道教文学研究》一书中，结
合其他相关材料，从道教讲经步骤、讲经场合、讲经目的、讲经职事
人员的变化、道教讲经仪轨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 “道教讲经程式”进
行了分析；并运用自己总结出来的 “道教讲经的四个步骤”，分析了

ＢＤ７６２０ 《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的讲经仪式。他在论证道教
讲经活动对佛教思想的融摄时，通过分析ＢＤ１２１９中所使用的佛教术
语，得出 “此表明敦煌地区的道教俗讲在思想上已有三教合一的态
势”的结论。②

总体来看，学界针对道教讲经文某些卷号和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
的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

（二）道教讲经文的界定

学术界对讲经文有比较多的关注，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
是，因为忽略了道教讲经文的存在，故而经常把佛教讲经文笼统地称
为讲经文。③ 讲经文也因此成为佛教讲经文的简称。④ 研究表明，佛
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随着其影响的扩大，佛教讲经活动蓬勃兴

４００

①

②

③

④

周西波：《敦煌写卷ＢＤ１２１９之道教俗讲内容试探》，见程恭让主编 《天问》，第

３３１～３４６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李小荣：《敦煌道教文学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

详见本章附表：目前学界所认定之讲经文一览表。

参见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编 《敦煌变文集》，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郭在贻、黄征、张涌泉 《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１９９０年；周
绍良 《唐代变文及其它 （代序）》，周绍良主编 《敦煌变文作品选》，第１２～１６页，中华书
局，１９８７年；潘重规 《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黄征、张涌泉 《敦
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张锡厚 《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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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针对僧人及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士人的正式讲经———僧讲也广泛开
展。因其所讲之内容深奥、义理精深，无法为一般民众接受，限制了
其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加快，针对下层人士，佛
教讲经的新形式———俗讲开始出现。它是以通俗的语言，由俗讲僧向
世俗大众讲解深奥的佛经教义，并有意识地增加故事成分，使枯燥乏
味的经文变为优美动听的歌词，因而受到民众的欢迎，在唐、五代时
期极为流行。俗讲所依据的底本，就是讲经文。

道教讲经文虽是讲经文，但与实质上是佛教讲经文的 “讲经文”

有很大差别①。目前学术界对道教讲经文没有定义，这给我们认识这
一类文书造成了困难。从格式来看，道教讲经文都是以 “敬语道场大
众”“敬白道场大众” “敬白道场众”等开头，用语比较通俗，故事
性、趣味性很强。但要彻底地认识这类文书，我们必须先了解其具体
情况。

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 《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是一次发
生在唐玄宗开元三年 （７１５）七月十五日的讲经会的记录。讲经者年
纪很大，对道教教理、教义有深刻的理解。来听讲的人也很多，大多
数来自讲经会场附近地区。鉴于众人是第一次听这种讲经，讲经人担
心他们无法领悟深刻的义理，所以没有讲解高深的经义，而是讲了一
些足以使众人开悟的故事和譬喻。他计划在这次讲经之后给众人受
戒，再给愿意受戒的人传授戒文，并希望有人能够布施一些钱粮。他
告诉听众，过一两天他会再举行一次讲经法会，专门讲解 “因缘”。

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１９／北８４５８）《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记载
了一次发生在归义军时期的讲经斋会。这次斋会是由民众自发组织
的，目的是为其九祖忏悔，即为亡人修德，属于黄箓斋。其内容有三
项，分别是举行斋戒、建立讲经法会和延请天尊法像等，所有的活动
都是以发愿为始的。这次斋会的讲经人是民间道士，周西波先生说：
“从写卷中宣说的经法内容，可以发现是以 《定志经》、《本际经》等
经典为依据，这与唐代重玄之说盛行的道教思想发展情形是一致的，

５００

① 请参看本节之 “道教讲经文与佛教讲经文的比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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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民间道士的讲说经法，可能是切割相关经典文字，照本宣科，故
其思路脉络显得有些杂乱，而理论深度的阐扬自也无法与李荣、成玄
英等人的著作相提并论。”① 但从讲经人佩戴的道教饰物 “灵文”“玉
简”“金篇”“龙章”“凤篆”等可以看出，其品级是比较高的，可能
属于 “三洞法师”级别。另外，这一文书中还有一些传授 《十戒经》

情况的记载。

ＢＤ７６２０号 （皇２０／北８４６９）《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记载
的也是发生在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会。该文书首先是发愿，随后才
是讲经。这次讲经没有出资人，也没有具体的活动内容，而是一个不
知名的道士，自己选择时间、地点，甚至自己演播音乐来吸引听众，

以求得布施。因此，其性质与讲经道士的品级等均无法判定。韩愈在
《华山女》一诗中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
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②

研究韩愈的人把这首诗的年代定为公元８２０年。③ 该讲经文所记载的
讲经会应该就是这种。该讲经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了解归义
军时期敦煌地区道教的存在状况、道士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等提供了重
要的文献资料。

由上可见，道教讲经文有以下特点：第一，道教讲经文大都与斋
会有关，是举行斋会时所做的讲经文本；第二，其活动内容都涉及受
戒；第三，大都是在讲经开始前发愿，来表达斋意；第四，其内容是
皈依道教、广泛布施、修功建德等。因此，笔者尝试定义道教讲经
文：道教讲经文是以皈依道教、广泛布施、修功建德等为内容的综合
性文书，记录了在斋会上举行的道教讲经活动和其他活动，如受戒、

布施、发愿等。

６００

①

②

③

周西波：《敦煌写卷ＢＤ１２１９之道教俗讲内容试探》，见程恭让主编 《天问》，第

３３１～３４６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六，四部丛刊缩本初编，第６１页。

参见冉云华： 《俗讲开始年代的再探索》，见饶宗颐主编 《敦煌文薮》 （上），第

１１５～１３１页，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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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教讲经文的由来

顾名思义，道教讲经文源自道教讲经，而讲经是道教宣传自身教

义，争取民众信仰的重要手段。早在道教产生之初，就有讲经活动，

并且听众已经超出单纯道教信徒的范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创立者
张陵及张角等就经常针对民众进行讲经活动。《三国志·张鲁传》载：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扣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

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

如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
以 《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① 表明太平道也从事讲经

活动。许多祭酒都讲解 《老子》，最后由张陵总结成 《老子想尔
注》②。只是这一时期的讲经没有形成制度，史书对其内容缺乏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进行了自身的改造与重组。由于玄学昌

盛，这一时期经常有宣讲 《老子》的活动。《陈书·马枢传》载：梁
邵陵王伦 “自讲大品经，令枢讲 《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

题，道俗听者两千人”③。《陈书·张讥传》载： “讥性恬静，不求荣
利，常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 《周易》、《老》、《庄》而

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

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④ 《陈书·陆瑜传》载： “瑜幼长读书，

昼夜不废，聪敏强记，一览无复遗失。尝受 《老》、《庄》于汝南周弘
正，学 《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⑤ 这些表明 《老子》在

社会上被广泛宣讲。随着道教宫观的出现，道教讲经作为宫观的基本
活动延续下来，面向非道教徒的活动也开始出现。只是由于历史记载

的缺乏，笔者仅发现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孟景翼的相关资料。孟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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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２６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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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天监二年 （５０３）被任命为大道正。“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①，

曾经向非道教徒宣讲道经。

隋唐时期，道教进入兴盛期，讲经活动更加频繁。 《续高僧传》

卷九 《僧粲传》记载了隋朝道士褚揉讲道经的事：“时李宗有道士褚
揉者，乡本江表，陈破入京。既处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辩妙，拟阐
三玄。学鲜宗师，情无推尚，每讲 《庄》、《老》，粲必听临。或以义
求，或以机责，随揉声相，即势沉浮，注辩若悬泉，起啭如风卷。故
王公大人，莫不解颐抚髀，讶斯权变，常下敕令揉讲老经。公卿毕
至，惟沙门不许预坐。粲闻之不忍其术，乃率其门人十余，携以行床
径至馆所。防卫严设都无畏惮，直入讲会人不敢遮。揉序王将了，都
无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词若俳谑，义寔张诠。既无以通，

讲席因散。”② 《隋书·经籍志》云： “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

其所以讲经，以 《老子》为本，次讲 《庄子》及 《灵宝》、《升玄》之
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③ 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
玄元皇帝，极为崇尚道教。郭湜 《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七
月，太上皇 （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庭院，芟
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④ 《资
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天宝五年 （７４６）四月，“以门下侍郎、崇玄馆
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讲 《老》、《庄》得进，专
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⑤。《旧五代史》卷三十七 《唐书·明宗纪》记
载：“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

从近例也。”⑥ 当时不仅国内盛行道教讲经活动，而且向国外宣传道
教。唐高祖武德七年 （６２４），李渊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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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丽，并令道士前往讲 《道德经》。① 由此可见，道教讲经活动在隋唐
时期极为盛行。

宋元之际，道教讲经仍在进行。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宋徽
宗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诏大会道士两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徽宗亲率
吏民万众，听林灵素讲玉清神霄王降生记及道经教义；另一次是金世
宗大定二十八年 （１１８８），世宗召丘处机赴京，为世宗讲解全真道教
理。

由此可见，道教讲经出现得很早，道教讲经文也有很悠久的历
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道教讲经文出现在唐
玄宗开元三年 （７１５），最晚的到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时期。

（四）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

王卡先生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进行了评估，他说：“唐宋之
际中国佛寺道观盛行俗讲，用通俗口语对信众宣讲经书义理及神异故
事。记录俗讲内容的文本称作变文，对宋元话本、弹词等民间文学的
发展有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迄今发现的变文，多为佛教讲经文或民
间世俗故事的变文，道教变文已知者仅有话本 《叶净能诗》。以上抄
本的发现，可弥补道教讲经文空白，是研究唐宋之际道教宫观信仰活
动的珍贵资料。”② 笔者认为，道教讲经文的价值还包括以下几项：

首先，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能够完善我们对讲经文的认识，尤其
是通过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敦煌讲经文不仅有佛教的，也
有道教的。以前学术界提及讲经文，往往局限于佛教讲经文，而忽略
了道教讲经文。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道教的研究不够深
入。近年来，随着对敦煌道教研究的重视，道教讲经文的重要价值正
逐渐被学术界认识。周西波先生的 《敦煌写卷ＢＤ１２１９之道教俗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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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试探》，标志着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的开始。① 事实上，敦煌文书
中所有的讲经文，依据其宗教属性，可以分为佛教与道教两种。两者
都以宣传其教义为主要目的，且都将抽象的义理融入故事或譬喻中，

以便于民众理解。

其次，由于这些讲经文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而且大多是归义
军时期的抄本，这为我们了解归义军时期道教的状况创造了条件，对
认识归义军时期的佛道关系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前文所引ＢＤ７６２０
讲经文记录了道士靠街头讲经、祈求布施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反映出
这一时期的道教失去了开元年间政府的扶植，也没有得到归义军政权
的重视。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１９／北８４５８）《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

记载的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斋会，表明正统道教在民间已经失势。

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的道教已经衰落，道士处于散居状态，生活状
况不好。

再次，道教讲经文涉及佛道交融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文书中
有明确表述，在其所借用的佛教义理、术语中也都有所体现。在

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 《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中，讲经人把
三教比喻成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小鸡，意思是说三教同源；又说鸡有不
同的颜色，比喻三教异流。他还认为，任何 “谤道而信佛，谤佛而信
道”的人都是没有领悟佛道二教的精髓。ＢＤ１２１９号 （列０１９／北

８４５８）《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 （拟）》在敦煌佛教化社会的背景下流
行，自然不能免于佛教的影响，其所使用的大量术语如三界廿八天、

四梵天宫等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借用了
佛教的仪式。在这份讲经文中，讲经人说：“重白大众，贫道向来欲
为施主等受戒。即今意者，还复未能。何故如此？为施主等未有真
心，所以得贫道劝施主合掌当心，合者少，不合者多。又举手弹指，

弹者小少，不弹者亦多。”合掌本来是印度自古以来所行的礼法，佛
教沿袭使用。印度人认为右手为神圣之手，左手为不净之手，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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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分别使用两手的习惯；而如果两手合而为一，则为人类神圣面与不净
面的合一，所以通过合掌来表现人类最真实的面目。

（五）道教讲经文与佛教讲经文的比较

道教讲经文自成一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大体上，其与佛教讲经
文的区别如下：

（１）道教讲经文大都与斋会有关，是举行斋会时所做的讲经文
本。比如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文书是为皇帝祈福的金箓斋讲经文，

ＢＤ１２１９号文书是由民众自发出资为九祖修功德的黄箓斋讲经文。佛
教讲经文则主要是对某一佛经的讲解，与斋会无关。

（２）道教讲经文活动内容都涉及受戒。比如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
文书记载，讲经人计划在讲会之后，为众人受戒；ＢＤ１２１９号记载，

则是先由戒师给众人受戒，然后由经师讲经。佛教讲经文则无此内
容。

（３）道教讲经文用语通俗，故事性、趣味性、通俗性很强。比如

Ｐ．３０２１＋Ｐ．３８７６号文书中讲了二三十个小故事或譬喻；ＢＤ１２１９号
文书中讲了幸乐夫人、后母、阿赵、母猪报仇等四个灵应故事；

ＢＤ７６２０号文书中也讲了一个故事，内容是慈母因爱子患病而给他吃
药，爱子见到要吃药就跑开了。她只好用果子来引诱爱子，趁机抓住
爱子，灌下苦药。佛教讲经文的世俗性也很强，但是没有如此通俗的
故事性情节。

（４）从内容上看，道教讲经文虽以 《定志经》《本际经》等个别
道教经典为依据，但主要宣讲的是皈依道教、广泛布施、修功建德等
内容。佛教讲经文以依经解文为特征，所讲之内容因经而异。比如
《说三归五戒讲经文》讲的就是佛教的三归五戒， 《父母恩重经讲经
文》讲的就是佛教的孝道思想。

（５）从仪式上看，道教讲经文依据的是道教的仪式，如 《洞玄灵
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虽然实际活动中与经典所载有差别。而佛
教讲经分僧讲与俗讲两种。僧讲的仪式是打钟、入堂、礼佛、登
座———作梵———唱经题、散花———开题讲经———誓愿———论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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