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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建于元和九年即公元814年)却证实了此经乃唐 

朝景教经文，而且揭示出其内容的确曾“模仿汉译 

佛经的结构，并频繁使用佛、道、儒及摩尼教的词 

语和表达方式”。(罗熠在2007年3月北京召开的 

“世界汉学大会”论文中的见解，他认为 “ 大秦景 

教宣元本经))是唐朝景教大师景净所造的伪经”， 

其内容主要是模仿佛经而具有佛教表达特色。)这 

样，将敦煌景教文献与洛阳新出土的 大秦景教宣 

元至本经及幢记))加以认真对比、考证，或许又能 

找出一些唐代景教与道教 “对话”、“相糅”的蛛丝 

马迹。不过，在 “道”之表述和理解上，道教与基 

督宗教却似乎更为贴近，颇能给人一种“英雄所见 

略同”之感。而且，基督宗教在其教义传播和理论 

翻译中，亦频频使用了 “道”这一观念，由此使这 

两大宗教的当代对话与众不同、新颖独特而又相 

互呼应。特别是在 道德经))与 圣经))之对照、 

比较上，这种 “求同”感及 “和谐”感乃尤为突出。 

首先，“道”在 “神圣”论层面乃指不可言状、 

不可定名的 “自在永在”之 “超越”‘‘大道”，其预 

示的即 “大道之隐”。于此，“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第一章)，“无名” 

之 “道”乃 “天地之始”，超乎宇宙、“逆乎自然”， 

给人以 “玄之又玄”的敬仰感觉。在此，“道者，虚 

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吴筠： 

玄纲论)))，体现出本源、超越的至上本质。这种 

理解在基督宗教等世界宗教中也可达对其信仰对 

象 “永恒实在”(“天主”、“上帝”)之认知，由此 

构成相关宗教 “神明”观念上的理解 “和谐”。“道” 

作为 “神圣实在”乃“自有永有的”( 圣经·旧约· 

出埃及记))3章14节)，即基督宗教所强调的 “太 

初有道”、“道就是上帝”(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1章1节)，其本体特点按 道德经))的描述即 “独 

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大盈若冲， 

其用不穷”(第四十五章)，按景教 宣元至本经)) 

之言则为 “无元真主”。至于世人对 “道”的认识， 

则只能“强为之”字 “道”、名 “大”(第二十五章)， 

因为实际上人对之乃 “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 

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 

诘，故混而为一⋯⋯绳绳不可名⋯⋯是谓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第十四章)，“绵绵若 

存，用之不勤”(第六章)。这种解释在基督徒中也 

引起了共鸣，他们曾引用 圣经))来加以对照，说 

明 “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新约·马 

太福音))21章42节)。(参见Joseph Petulla：The 

Tao Te Ching and the Christian W ay，Orbis， 

Maryknoll，New York 1998，PP．2-3)有趣 

的是，他们甚至将 道德经))中上述 “夷、希、微” 

三字与希伯来文耶和华 (Jehovah，指“上帝”)的 

发音相比较，认为 “耶和华更早的发音是Yhwh， 

中文译成 ‘耶威’或 ‘雅威’，其始音和尾音与 ‘夷 

希微’更相近”。(袁步佳 (老子>与基督))，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尽管这种解释 

不一定准确，却说明人们在 道德经))中找到了宗 

教认知求同上的 “和谐”。 

其次，“道”在 “宇宙”论层面为自然之和谐、 

万物之有序，其意为“大道之行”。 道德经))指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 

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宇宙天地， 

其中有一根本规律可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 

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三十九 

章)。这里，“道”乃体现为 “顺乎自然”、隐于自 

然之宇宙规律。“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一章)对此，基督宗教亦有 “创世论”意 

义上的求同，恰如 圣经))所言：“这道太初与上 

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 新约 ·约翰福音)) 

1章2节)，“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 新约 · 

启示录))3章14节)这样，自然规律体现出神性之 

维，宇宙乃上帝的 “缩影”和 “复写”，“宇宙乃上 

帝之书”(库萨的尼古拉之语)，通过观察奇妙的宇 

宙乃体悟到 “上帝的荣耀”乃 “充满全地”。( 旧 

约 ·诗篇))72篇 19节)此外，这种规律的追寻和 

回溯，还可在基督宗教神学中关于上帝存在之论 

证中得到印证。从宇宙规律的巨大因果链条中，如 

果一环接一环地回推，则可找到体现为 “最初原 

因”或 “第一推动力”之 “道”。(袁步佳 (老子> 

与基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01页) 

最后，“道”在 “人生”论层面上则是 “生活” 

的“真谛”、“人生”的意义，以为人世存在求得“和 

睦”与 “安宁”，其表达的乃 “大道之言”。从 “道” 

之形而上学意义上，乃是 “不可道”的，有着 “非 

常道”“无言”之深奥。但从认识论和人性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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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子以抽象、象征、比喻、神秘等形式却仍然 

写了 “五千言”，从而对此 “永恒不变之道”加以 

了想象和描述，构成其对 “道”的经典言说。这里， 

“道”则成为与 “人”贴近、关联的 “人生之道”、 

“生活之道”；“道”以 “言”之形式而为世人指出 

了其寻得 “生命意义”之 “路”。当然，“人生之道” 

不只是 “言”出、而更是 “行”出，“孔德之容，惟 

道是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由此而达到“道” 

与 “德”的统一。这里，则有了从 “天之道”到 “ 

圣人之道”的角色转换，认识到 “天之道，利而不 

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的境界。 

闻 “道”与从 “道”乃有其回溯和体认，尽管 “古 

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第十五章)， 

但经过努力则仍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 

始，是谓道纪”(第十四章)。因此，应该有 “上士 

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之举。其实，“生” 

本与 “道”相关联，“生，道之别体也”。( 老子想 

尔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通过领悟且实行 “天道”而达其 “人道”。道教思 

想家葛洪曾对之加以引申，指出：“立天之道，日 

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 ，日仁与 

义。”(葛洪 抱朴子内篇》卷十)只有推行这 “天、 

地、人”之 “道”，才能达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 

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道德经》第二十七 

章)之境。这里，《道德经》的解说也在基督宗教 

圣经 中有着共鸣，反映出其“圣人”、“灵修”等 

“修道”之意蕴。这种 “圣人”在基督宗教中尤指 

“道成肉身”，“形上 ‘大道”成为“人生之道”，“道” 

以 “圣言”之态而成为 “生命”之 “路”，让人感 

触到 “圣灵”的亲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 新约 ·约翰福音》14章6节)，而其 

追随者则成为 “地上的盐”、“世上的光”( 新约 · 

马太福音》5章13-14节)。所以， 道德经》在 “生 

活之道”的意义上，亦为宗教的灵修实践提供了其 

修行意义上的 “和谐”。 

综上所述， 道德经》乃提供了宗教对话与沟 

通上的 “通途”，使人得以找到避免宗教矛盾、消 

除宗教冲突的方便之 “道”。比较基督宗教的 圣 

经》及其教义神学，基督徒亦可以 “原道篇、圣人 

篇、灵修篇”这三个部分来解说、领会 道德经》 

的精髓。(袁步佳 <老子>与基督》，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其 “原道篇”指 “老 

子宣示了大道本体的属性”，与基督宗教的 “上帝 

论”相呼应。在此，“道是自在者，他以自身为法 

度。道是造化者，万物之母，爱养万物。道是超越 

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道是生命者，众妙之门， 

没身不殆。道是启示者，不言之教，以阅众甫。道 

是公义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是拯救者，常 

善救人，有罪以免”。(袁步佳 <老子>与基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其 “圣 

人篇”为 “老子预言了道的化身 ‘圣人”’，与基督 

宗教的 “基督论”相对照。在此，“圣人”作为 “道 

的化身”而生动体现出“圣人的职份”、“圣人的本 

像”、“圣人的使命”、“圣人的降卑与大爱”，以及 

“圣人的受难与功成”。(袁步佳 (((老子>与基督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3-84页)其 

“灵修篇”则说明“老子有精辟的为道、修道之论”， 

与基督宗教的 “圣灵论”相关联。在此， 道德经》 

涉及 “修道的原则”、“修道的功夫”和 “修道的比 

喻”，(袁步佳 (((老子>与基督》，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7年，第84页)从而以“道”在 “人间”、 

在 “人心”之中来形成 “肉身成道”之 “修身养性” 

的系统灵修学及其信仰实践。按这种理解，则可体 

悟到((道德经》之精神已超越其具体宗教之界，为 

各种宗教之和谐共处提供了内在灵魂和丰富资源。 

对于人类和平、世界和谐而言，((道德经》之 “道” 

可以成为 “执大象、天下往”的福音之道、普世之 

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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