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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人类不断追求着科技文明带给人们物质上的

富裕和精神上的享受，但同时也无可奈何地接受并且竭尽所能地

抵制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求着，也抵制着；放弃着，

也保留着。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孕育着的矛盾。人类或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到底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现代的科技和历史文

化的遗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课题。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

的发掘、扬弃、更新、继承为出发点，试图在传播的视域下，从

教化的视野对早期全真道的道教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期

望能激起当今道教界的道教教育与世俗界的宗教教育的些许 “涟

漪”，并有所启迪。

从教育、教化的视野去考察道教思想与实践，缘于我的硕士

导师陈德安教授 “道家道教教育思想”的课题。参与课题研究，

习惯上，是选择一个道教人物或一部经书从教育、教化的视角进

行研究。对一个从未涉猎道家、道教思想的人来说，从 “教育”、

“教化”的角度对 “宗教”进行阐释，心里有点别扭，感觉牵强

附会，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之感油然而生！怎么将带有神秘

色彩的道教和科学的教育联系起来了呢？这是否是为宗教进行辩

解呢？说实话，我曾这样怀疑过。但是，当仔细阅读了部分中国

古代哲学书籍后，我慢慢地被中国古代文化所吸引。之后，我便

开始研读道家、道教之类的书籍，同时，也进行着选择。涉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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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选定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这个道教人物作为我硕士毕业

论文的研究对象。王重阳创立了全真教，其道教思想是丰富的，

且对现代的影响也很大。进而，我对道家与道教思想形成了较系

统的了解。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广泛地存在

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风俗

民情。但在学术界，人们更注重研究儒家的治世理论，对于道

家、道教似乎比较淡漠。近几年，学术界对此有所关注，但是仍

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赋予道教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发展过

程中，道教吸取了儒家的忠孝伦理、佛教的轮回报应和明心见

性、墨家的均平思想和刻苦精神以及阴阳家占验数术等方术。这

种由道教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

济、哲学、天文、地理、冶金、化学、医学、药物学以及文学艺

术、养生学、气功学，甚至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等各

个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现在，我国面临着全球化视域下的发展机遇，同时

又要深思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之间、国际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

题。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保存具有民族精神的传统文

化，如何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道教文化，这是值得人们深思

的问题。有人说过，一个民族若失去了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

便没有希望了。此外，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许

多目前人类尚不能解决的难题。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和对生态平衡

的严重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工业文明和快节奏的都

市生活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紧张与压力，等等，所有这一切，迫使

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重新探求人的本性。

正是鉴于以上诸多考虑，笔者选择王重阳，进而选择王重阳

诸弟子的道教思想与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王重阳作为至今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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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大的全真教的祖师，他所主张的三教圆融、性命双修等思

想不仅为当时人们的心灵觅到了一方栖息地，而且对当时社会的

稳定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研究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思想，

对于我们保存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解决

社会难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本书中笔者的研究视域、视野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成仙的目的使它笼罩着虚幻缥缈的面纱，但

是作为人们在心灵压抑、生灵涂炭之际的解脱所寄，又不乏某种

镇静作用，它的某些教义、教规、仪式等具有医药养生和道德教

育的意义。它一方面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质量大有裨益，另

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功能，不同程度地

满足着个体和社会的需求。道教所培养和造就的道徒，在某种程

度上也适应和促进着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取得了某种意义上

的社会、自然和人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教不纯粹

是一种神秘的唯心的宗教，它有着 “大教育”的功能在内。此

外，一个民族也面临着文化传承的问题，将道教合理的、科学

的、对现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部分发展为 “教育”的内

容，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在传播的视域下，从教化的视野对早期

全真道教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研究，也就是挖掘道教思想与实践

活动所涵盖的教育、教化意蕴。其教育意蕴可以指向三个方面：

第一，指向文化传承，将道教的某些教义、思想作为现代教

育的部分内容；

第二，指向道教内部，将道教教理、教义、教规等内容传承

给下一代道教信仰者；

第三，指向道教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方法，有可资现代教育

借鉴之处。

其中，第三点可能是人们理解道教教育的首要之意，也是研

３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究道教之教育性对现代教育的价值所指。实际上，教育系统不是

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兼及

释、道所构成的精神流程，但是，这种精神流程并不意味着儒家

对教育思想、实践活动的垄断，释、道也有其自身的教育系统。

如果说教育活动包括教育者、学习者、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措施、

教育环境等要素的话，那么，儒家教育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通

过学校教育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而释、道与儒家相

比，其教育性也许更具开放性，它们扎根民间，形成自身的教育

体系。因此，笔者所谈的 “道教教育”，并不一定指向道教对于

现代学校教育显性的、直接的作用。

二是本书所谈及全真教早期的理解。本书并没有对早期的界

限进行明确的界定，大略涵盖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嫡系门

人的思想以及实践活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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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真诸子的生平活动与著述

王重阳是全真教的创始人，他主张性命双修，摒弃了早期神

仙道教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思想，而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他

主张儒、释、道三教一家，消融了三教之间的相互争锋，注重三

教之间的相互圆融；他一边宣传与弘扬全真教的理论，一边招收

与教化弟子，使全真教不断地发展、壮大，乃至成为影响至深的

中国道教宗派之一。这不禁让人思考：王重阳是如何宣扬其理

论，又是如何教化全真七子，即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端、王处

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① 从而使其发展出全真教的不同

分支，即后人所称的遇仙、龙门、南无、嵛山、华山、清静、随

山七派。本章对王重阳及诸子的生平活动进行介绍，以此管窥全

５

① 关于全真七子的入门次序，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陈垣先生所著 《南宋初河
北新道教考》言此次序为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
不二；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也言此次序为马丹阳、谭
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后该书 “增订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版本又将此次序改为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刘处玄、

孙不二。卿希泰先生主编的 《中国道教史》也言此次序为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

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郭武教授在其 《全真七子 “入门”次序略考》

中对此又进行了考证，认为次序应为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

孙不二、刘处玄。此后，郭武教授在其新著 《丘处机学案》中对此问题又进行了补
充说明，他认为丘处机在 “全真七子”中的入门次序实为最先。之所以会有不同的
次序观，是因为人们评判次序的角度不同，有的学者是从王重阳遇到 “七子”的先
后顺序来排列其入门次序的，有学者是从 “七子”的掌教顺序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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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的创立、发展与壮大的过程。

第一节　王重阳离乡东迈

宋金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道教出现各种流弊，呈现
衰微之势。王重阳除弊鼎新，开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 “全真”

教门。

一、王重阳出家前后

王重阳 （１１１２—１１７０），陕西咸阳人，原名中孚，字允卿，

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关于

他的生平活动，据金源璹 《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

碑》载：

真人，名喆，字知明，应现于咸阳大魏村，仙母孕二十

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余土气而成真人也。真人美须

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

厚，以粟贷贫，人惠之者半，其济物之心略可见矣。弱冠修

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圣朝天眷间收复陕

西，英豪获用。真人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

雄，其志足可以知。还被道气充余，善根积著。天遣文武之

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会废齐摄事，

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真人家财一空，其大父

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复得

焉。又获贼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

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

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阳、醴泉二邑，赖真人得安。是后，

于终南刘蒋村，创别业居之，置家事不问。半醉高吟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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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于是邻里见真人，曰：“害风

来也。”真人即应之，盖因自命而人云。①

据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知王重阳 “慨然入道”的直接原因

是 “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而引起心理上的苦闷与行为上的转

向。可想而知，一方面，王重阳历经的是 “中原多事，秦陇纷

扰”②。南宋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饥，

人至相食”③。面对这种境况，王重阳便产生了对于国家复兴无

望的 “出尘之志”，“置家事不问”。他自己描述他的烦躁与郁闷

说：“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

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

修身，只凭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

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

灾祸。”④ 另一方面，他却又竭尽所能 “以粟贷贫”，并参与 “收

复陕西”的战争来捍卫民族尊严，并因此 “获用”而成为甘河镇

酒监⑤。然而，酒监一职并不能使他内心得到满足。王重阳担任

酒监之时，正值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用元脱脱的话来形容：

“天下后世称无道君主以海陵为首。”按照金政府规定，酒监需要

完成一定的课业任务或营业数额，若不能完成，则要受到降职夺

俸的处罚。而且在正隆三年 （１１５８），海陵王准备南侵伐宋，他

征全国之丁，调诸州之粮，赋兵甲于百姓，借战马于民间，南粮

北运，西马东输，举国一片骚动。王重阳希望通过做官来辅佐君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

第１９册，第７２３页。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道藏》第３册，第３７１页。

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道藏》第５册。

王重阳：《悟真歌》，《重阳全真集》卷九，《道藏》第２５册，第７３９页。

骆天骧纂修：《类编长安志·宫观》（宋元方志丛刊），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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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实现拯世救俗的宏伟抱负彻底破灭。于是，他 “日酣于

酒”①，甚至 “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②，以酒来自

我麻醉，逃避现实。醉饮之余，他开始收集道教经文。他说：

“害风王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往往来来，眼前事

全然不记，与仁人当街打睡。腋袋头巾，尽皆遗弃，有经文，里

面诀秘。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佩令，报贤好意。”③

王重阳以此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与无奈。秦志安的 《金莲

正宗记·王真人》记载，王重阳 “逮乎四十有七岁也，喟然叹

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

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大愚之甚乎！’遂辞官解印，黜妻

弃子，拂衣尘外，类初狂之放荡焉”。正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的失

望，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对人生无常和死亡的畏惧，他最终走向

宗教，希望到宗教中去寻找生存的意义，求得生命的超越。德国

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

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

间的对立或矛盾。”④ 王重阳 “始于业儒，其卒成于道”⑤ 的经历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与 《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所记不同的是秦

志安的 《金莲正宗记》，其载：王重阳 “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

官，忤意而黜。复试武举，遂中甲科”。这不禁令人疑惑，王重

阳是否参加了 “科考”？是 “武举”，还是 “文举”？是否 “中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６３页。

王重阳：《悟真歌》，《重阳全真集》卷九，《道藏》第２５册，第７３９页。

王重阳：《解佩令》，《重阳全真集》卷十一，《道藏》第２５册，第７５３页。
〔德〕费尔巴哈著，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４６２页。

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１９册，

第７２５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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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论。关于这一点，清代陈铭

珪①，今人陈垣②、南怀瑾③、姚从吾④、郭旃⑤、唐代剑⑥、樊光

春⑦诸先生进行了考证。唐代剑综述诸种观点，经考证得出结论

是：王重阳 “捐文场”和 “应武举”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他认

为，王重阳确实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而且他 “善于属文，才思敏

捷，尝解试一路之士”⑧，他在京兆府路 （今陕西）举行的府试

中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伪齐政府组织的会试中，却因 “献赋春

官，忤意而黜”，没有考中。故麻九畴在 《邓州重阳观记》中说

他 “脱落功名，日酣于酒”。至于 “应武举”，唐代剑则认为王重

阳则根本没有机会。首先，武举未开科。其次，王重阳官职非武

举所授。据此可以看出，王重阳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此外，王重阳由儒入道也深受当时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

他常在半醉半醒间叹吟 “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王重阳所

指的庞居士，是唐代禅宗南宗马祖的弟子，名蕴，号道玄，出生

书香门第，有很高的儒学修养。他从马祖受法后，过着清贫的生

活，“用船载家珍数万縻于洞庭湘右”，一家人参禅问道，“有男

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头，共说无生话”⑨。随着社会与禅

学的发展，庞居士的形象在唐末、五代、宋代，乃至明清不断发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卷一，《中华续道藏》，第７册。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页。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５页。

姚从吾：《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台湾中正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１７９页。

郭旃：《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
期。

唐代剑：《王喆生平事迹考述》，《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樊光春：《王重阳终南遇仙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李道谦：《七真年谱》，《道藏》（本书所引道藏皆为此版本），第３册，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８０页。
《襄州居士庞蕴》，《景德传灯录》卷八，宽永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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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宋延寿 《宝镜录》卷二十二载庞居士命女灵照曰：“吾

当先逝，汝可后来，专候日中可蜕斯壳。”“日中蜕壳”明显带有

道教色彩。可以说，王重阳道教理论的形成，庞居士影响不能说

没有。

王重阳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厌倦使他 “慨然”转向之心理与

行为一目了然，满怀抱负而不得施展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他行

为轨迹由儒转向道。王重阳由儒入道之心理，也许是对当时社会

处境的一种消极逃避，也许是寻找解救普通民众另类出路的心理

表达与自我满足。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①

解释，这是王重阳自我实现的一种心理需求。

据说，王重阳４８岁时，在甘河镇遇到两个神仙，这两个神

仙认为他可以教化，并传授给他内丹修炼的秘诀，让他饮了神

水。此后，他便假托疯癫，抛妻离子，出家修道， “尽断诸缘，

同尘万有，即养浩于刘蒋、南时等处者三年”②。在金大定三年

（１１６３），他于南时村掘了一处数尺深的墓穴，名为 “活死人墓”，

并内挂了牌，上书 “王害风灵位”。此外，他还在墓穴的四角落

各植一株海棠，意即将来要使四海教风为一家。可见，那时，王

重阳便萌生向社会传教的念头。此后，他在墓内修炼三年后，满

口皆尘外语，似狂若癫，酒壶不离，行游且歌且舞，生理和心理

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彻悟了人生真谛。但那时 “乡人唯以害

风谑，而未始询其意”。如他所居刘蒋村近邻袁村有一富户人家，

名为陈知命，被他 “屡化度之”，终不肯从，结果经八九年，王

重阳只收了史处厚、刘通微和严处常三个弟子。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四处碰壁的王重阳，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茅庵，离开故

０１

①

②

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
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序》，《道藏》第１９册，第７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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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东出潼关，浪迹江湖，踏上了游海岛觅友、赴蓬瀛的旅途。

王重阳离乡东迈创立了全真教，“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

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①。他苦费心思地诱导

与劝化 “仙材”以发展、壮大并弘扬全真教；全真七子也立志苦

修，遵照王重阳的遗愿，苦心经营，努力发展、壮大全真教，并

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

二、“全真”之旨及重阳著述

从王重阳 “天遣之进两无成焉”的落寞到 “慨然入道”的坚
决，这其实是当时北方士人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

侯”的真实写照。胸怀壮志而难酬的苦闷使得他只能 “怀玉其

中，同尘于外”，甚而 “囚首丧面”， “佯狂垢污”②，隐遁山林。

然而，正当他苦闷之时，１１４８年金熙宗召见大道教道士萧抱珍；

１１６１年金世宗召见高道刘德仁。这两件事进一步促使他走出终

南山的茅草庵，赴东鲁传教。王重阳的心理路程可见一斑。用宗

教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宗教心理的产生或受社会组织与宗教领导

人的影响，或由于当时处境下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失去意义和目

标，往往采取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威廉·詹姆士和巴森特

认为，改变信仰或皈依之人在此之前总会经历一种深层的个人危

机。③ 王重阳的经历便证实了这种观点。然而，随着时代的发

展，他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当时的道教有所创新。这样，全

真道教便应运而生。我们可以认为，全真道教不仅是宋金之世社

１１

①

②

③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甘水仙源录》卷三，《道藏》第１９册，

第７４０页。

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

第１９册，第７２３页。

麦克·阿盖尔：《宗教心理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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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亦即元代的姬志真和杨奂所谓的 “道与世交

兴”① 的必然之理，也是伴随王重阳个人另觅人生心灵指归的必

然结果。遭受着金王朝的民族歧视，目睹着百姓生活的艰难，他

有救世平天下之志却无处施展，无奈之下，只好走上远离官场和

名利之路，从另一条道路上寻找拯救世俗和解脱心灵苦闷的

光明。

王重阳能够创立全真教，并使之德庇群生，这是多么幸运的

事啊！元代道士赵道一编著 《王重阳传》后的系语，有这样一段

话，他说：

皇不足则帝，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霸，霸又不足，则

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杰生中士，转浇漓以宗太朴，化

顽犷以慕无为。一师倡之，七真和之，猗欤盛哉！时当今之

有国也，力不俾于王朝，德弗逮于拓跋，绵绵之运，信罔有

矣！然天启玄元之教，俾福被于群生。斯道无丧，以至今

日，全真之功也。②

如果说，全真道的创立是幸运的，那么，它的发展与壮大，

则是由于其在原有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改革。换句话说，

它之所以能独立存在并有所发展，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几经变革

的结果。正如 《云山集》卷七 《终南山楼云观碑》所说 “全真之

旨，酝酿有年”。

王重阳以 “全真”作为其教宗旨。《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记

载，金世宗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当王重阳抵宁海州会见马丹阳时，

因 “问答契合，乃筑室于马氏南园”，便题曰 “全真”，并书长

歌，其中云：“堂名名号号全真，寂正逍遥子细陈；岂用草茅遮

２１

①

②

姬志真：《开州神清观记》，《云山集》卷八，《道藏》第２５册，第４２２页。

赵道一：《王重阳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道藏》第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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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亦非瓦屋度春秋。”① “全真”之名，大概由此而始。金元

两代的全真家门对这个名称作过种种解释。金源璹说：“屏去幻

妄，独其全真者”谓 “全真”②。李道纯在 《全真活法》中说：

“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

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点污，便

不真也。”③ 姬志真说： “全本无亏，真元不妄”④， “摭实去华，

还淳返朴”⑤，即是 “全真。”虞集在 《道园学古录》中说： “昔

者汴宋将之，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

世，志之所存则返其真而已，谓之 ‘全真’”。范怿和张宇初进一

步说：“谓真者，至纯不杂，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万殊之大

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纯德，性若婴儿，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

理，其居于于，自适自得，莫不康宁享寿，与道合其真也”⑥，

能 “养其无体，体故全真”⑦。元代儒学家鄂州教授俞应卯和翰

林学士徐琰则解说得更明白。俞应卯说：“祖师重阳以全真名教

者，即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为万善之原

也。”⑧ 徐琰说：“道家者流，其原出于老庄，后之人失其本旨，

派而为方术，为符箓，为烧炼，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远，其来

久矣。迨乎金季，重阳真人，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

起于终南，达于昆山 （今山东东部）。找其同类开导之，锻炼之，

创立一家之教，曰 ‘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重阳：《全真堂》，《重阳全真集》卷一，《道藏》第２５册，第６９７页。

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道藏》第１９册，第７２３页。

李道伅：《中和集·金真活法》，《道藏》第４册，第５０１页。

姬志真：《全真》，《云山集》卷三，《道藏》第２５册，第３８４页。

姬志真：《终南山楼云观碑》，《云山集》卷七，《道藏》第２５册，第４１２页。

范怿：《重阳全真集·序》，《道藏》第２５册，第６９０页。

张宇初：《道门十规》，《道藏》第３２册，第１４８页。

俞应卯：《鄂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甘水仙源录》卷九，《道藏》第１９
册，第７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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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① 综上所述，对 “全真”二字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有的从全真教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等修真方法的角度解释 “全真”之义；有的从当时国政

民生的角度述说 “全真”之旨，以全民族之真，不杂民族之伪；

有的从匡正北宋道教末流荒诞之术误教、祸国殃民的角度理解王

重阳立教本意。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可以说明，王重

阳创立全真教融合道、儒、释三家，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三教合

一思想，由来已久。王重阳生活的时代，正值异族入侵，民不聊

生，于是他感慨颇多，所以立教，欲救民于水火之中，故称其教

为 “全真”，用意可能是多方面的。综合上述诸种说法，我们可

以看出王重阳当时的复杂心境。

王重阳作为全真教一代宗师，被其门人与世人谨记与怀念。

１２６９年，元世祖追封王重阳为 “重阳全真开化真君”；１３１０年，

元武宗又封他为 “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王重阳的主要著作有 《重阳全真集》十三卷、《重阳教化集》

三卷、《重阳分梨十化集》两卷、《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重阳

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及 《重阳立教十五论》等。其主要内容是

论证道体、道教修真秘诀和教化弟子及他个人修道炼性的经验，

文体大多采用诗词、问答形式，简洁、含蓄、隽永。

第二节　王重阳招贤启教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王重阳离开终南山，迈向东海之滨开始

寻求创教、弘道的知音之徒。他所及之处有宁海、登州、莱州、

４１

① 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甘水仙源录》卷三，《道藏》第

１９册，第７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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