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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观的角度看汉传佛教与 

中国道教思想的融合 

耿会武 

(云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道教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本土、来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思想曾与经西域传入 

内地的印度佛教 互相碰撞 、冲突，彼 此融合、吸收 ，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 了深远 的影响。本文试从 “三界 ”说展 示两教 思想的融 

合 ，并 简要分析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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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与道教的起源 

佛教为公元前五世纪 的古代 印度迦 毗罗卫 国(今尼 泊尔 

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创立。这位王子 

后来被尊称为释迦 牟尼 ，意 思是释 迦族 的圣者 。“释迦牟 尼 

去世百年后，佛教传持者之间逐渐出现不同意见和争论 ，形 

成部派佛教。后来又有大乘佛教获得急遽发展，并出现密 

教。约在十三世纪，由于伊斯兰教的传人，情势丕变，佛教在 

印度被消灭了。”⋯佛教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难以考定，但 

“目前 比较普遍的看法 ，是 西汉哀 帝元 寿元 年(公元前 2年) 

传人说。”⋯佛教传人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一方面调整 

自身，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 

生了相 当的影 响。 

道教是起 源 于我 国本 土 的宗教 ，“产 生 于 东汉 顺 、桓 之 

际，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其基本标志。”_2 道教创立 

时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奉老子为教主。道教的产生有着 

丰富的思想渊源 ，它 吸收了古代巫术 、神 仙思想 和方术 、黄老 

思想、谶纬神学以及墨家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 

都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产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孕育的 

结果。作为近两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曾发生 

过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医学、天文、哲 

学等多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 的影响 。 

二、佛教与道教的修行及宇宙观 比较 

佛教与道教都对人 的生 与死这 一根本 大事 给予 了深切 

的关注。“道教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是长生不死和即身成 

仙”[引。旧道派大都认为，经过修炼，形 、神皆可不死，其信仰 

是肉体和精神一起长存，即所谓“白日飞升”，而全真道在成 

仙信仰上则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 

神”升天，同时全真道还援引禅宗的“见性成佛”学说来做内 

省功夫 ，以便顿 见真性 ，超 出生死 。三 十六天 即是道教根 据 

道生万物 的创世理 论 ，构想 出来 的神仙所 处 的空间 ，它为 学 

道成仙提供了教义依据。据宋代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谶》 

卷二十一“天地部”称 ，道教构 想 的地 上之 天共 有三十 六层 ， 

由下至上依次为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共计三 

界二十八天，三界之上又有四种民天(四梵天)、圣境四天合 

计三十六天。南北朝编定的《无上秘要》收有《三界品》，《三 

界品》称“欲界，阴阳胎生，年积万岁”，“色界，阴阳有色，与欲 

界同 ，不相交 接 ，人 皆化 生 ，年积亿 岁 ，不 夭不 伤”，“无色 界 ， 

阴阳有形，身长数百里，不以为累，能隐形人微，无复色欲，唯 

真相知，年积岁劫，虽不事学 ，而能行善，福报所毕”。_4 可见 

道教的“三界”及其解释明显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道教三 

界名称以及三界内诸天的数量完全同于佛教 ，而诸天的名称 

则与佛教不同(参见《云笈七谶》与《楞严经》之天界对照表)。 

《云笈七谶》与《楞严经》之天界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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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笈七谶》 《楞严经》 

界 界 

天 名 天 名 名 
特 征 名 称 称 特 征 

阴阳有 形．身 秀乐禁上天 非想非非想处天 

长数百 里．不 

以为 累，能隐 身 心 灭 尽
， 无所有处天 无 形入 微

，

无复 翰宠妙成天 无 定 性
现 前， 色 色欲

，唯 真相 色 
界 知 ，年 积 岁 渊通元洞天 界 无 业 果 色， 

劫 ，虽 不 事 从此速终 识处天 

学 ．而 能 行 
善 ，福报所毕 皓庭霄度天 空处天 

无极县誓天 色究竟天 

上揲 阮乐 天 善见天 

无思 江由天 善现天 

太黄翁 重天 无热天 

始黄孝芒 天 无烦 天 

显定极 风天 无想 天 

阴阳有 色，与 太安皇崖 天 广 果天 

色 欲界同
．

不 相 元载孔升天 色 福爱 天 

交接 ，入 皆化 太焕极 瑶天 独 行 无 交 ， 福生 天 

界 生，年 积 亿 玄明恭庆天 未尽形累 遍净天 

观明端靖天 界 无量净天 岁
，不夭不伤 虚明堂曜天 少净天 

竺落皇笳天 光音天 

耀明宗飘天 无量光天 

玄％恭华天 少光天 

赤明和阳天 大梵天 

太极蒙翳天 梵辅天 

虚无越衡天 梵众天 

七曜摩夷天 他化 自在天 

欲 元明文举天 欲 乐变化天 

阴 阳胎生 ，年 玄胎平育天 形 虽 出 动， 兜率陀 天 

积万岁 清明何童天 心迹 尚交 须焰摩天 
界 太明玉完天 界 忉利天 (三十三天) 

太皇黄 曾天 天天王天 

道教三十六天的说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度人经》(约成 

书于晋代)首先提 出三十二天说 ，认为是按 东 、西 、南 、北 四个 

方向各八天以平面方式 分布的。到 了南北 朝的时候 ，道士严 

东注《度人经》时引进佛教三界和三天 、大罗等说法，把《度人 

经》三十二天分为欲界六天、色界十二天、无色界十天、无色 

界上 四天 四个层次 ，并在三十二天之上 ，再加黄 、苍 、青三天 ， 

成三十五天。严东注“色界”、“无 色界 ”时使用 了垂直配置 的 

方式 。在 以后 的发 展过程 中，受佛 教三界说 的影响 ，垂直 配 

置的天界说逐渐代替了横向配置。在注《度人经》时，唐代道 

士成玄英提到 ，三界有二十八天 ，其上为 四种 民天，最上 三天 

玉清、上清、太清天。而唐代李少微又说，三界之上还有四 

梵 、三清 、大 罗 天。至此道 教 三十 六天 的设 置 已基 本 完成 。 

据《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载，道士潘师正关于天尊名号答唐 

高宗 时说道 ：“道有 三清 、三界。其三 清境者 ，则 玉清 、上 清 、 

太清 ；三 界 者，则 欲 界 、色界 、无 色 界。其下 ，欲界 ，有 六 天。 

其中 ，色界 ，有十八天 。其上 ，无 色界 ，有 四天。三界之上 ，复 

有四种人 天，合有三十二天。从 四人 天已下 ，三界之 中，犹未 

免于三灾劫坏。从无色界以上，则三灾所不及，劫会所不干。 

其三清境中，各有一天，则清微天、禹余天 、大赤天。此三清 

三界各有诸天帝皇 、真仙品格，僚属极 多，非可具 述。又有大 

罗天弥复三清之上。合三清、大罗、三界等为三十六天。”潘 

师正称“初从 凡学 ，受 持法 戒 ，行 无缺 犯，则 名 系仙 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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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灵 山洞 府 ，然后逐 步“进道 ”，登上 诸天 ，最后 登上大 罗天 ， 

“与道 同真 ，常湛极 乐”。可见无色界以上类似 与佛教 的涅 

境界，而且道教修行次第是逐步“进道”，最后登上大罗天。 

这与《楞严经》所述修行次第也颇为相似。 

佛教把现实人生断定 为“无常 ”、“无我 ”、“不净 ”、“苦 ”。 

认为“苦”的根源既不是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于社会环 

境 ，而是 由每人 自身 的“惑”、“业 ”所致 。“惑”指贪 、嗔 、痴 等 

烦恼 ；“业”指身 、口、意等 活动。“惑”、“业”为因 ，造成 生死 不 

息之果 ；根 据善恶行 为 ，轮 回报应 。摆脱痛苦 的途径在于 ：依 

据经、律、论三藏，修持戒 、定 、慧三学，彻底转变 自己世俗欲 

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佛教修行最高目标，叫做“涅 

檗”或“解脱”。 

佛教对 人 和 一切 有 情 识生 物 通称 为“众 生”、“有 情 众 

生”，包括天、人、阿修罗、地狱 、饿鬼 、畜生六种，也称“六道”。 

其中的“天”分为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 四天，《楞严 

经》对三界及各天的修行次第有详细的阐述，如卷八讲到欲 

界六天“形虽 出动 ，心迹 尚交，自此已还 ，名为欲 界。”就是说 

欲界六天对于男女之事 ，形 体上虽 然有 出离 的动向 ，但心 中 

尚且有交合的欲念 ，虽然轻 重有别 ，到底 都没 有完全 抛却 男 

女的情爱，所以自他化 自在天以下，都名为欲界。卷九讲到 

色界十八天“独行无交 ，未尽 形累，自此 已还 ，名为色界”。即 

色界十八天的特征是清净没有伴侣，但是仍然有化生身，还 

没有完 全脱离 身形 的负累 ，有 色质可 寻 ，所 以称做 色界。而 

无色界 四天则是“身 心灭尽 ，定性现前 ，无业果色 ，从此逮终 ，。 

名无色界”。也就是说 四空天是身心灭 尽 ，只有定 性现前 ，随 

化依正二报 ，自在受用 ，已经没有业果的 色相 ，所 以从 空处至 

非想非非想处天，都叫做无色界。佛教中的二十八天是依据 

“断惑证真”的修行次第依次排列的 。 

值得一提的是《楞严经》中提到十种仙人 ，似乎来源于道 

教 。这 十种人 ，“不依正觉修三摩地 ，别修妄念 ，存想 固形 ，游 

于山林人不 及处 ，有十种仙。彼诸 众生 ，坚固服饵而不休息 ， 

食道 圆成 ，名地行仙 。坚固草木而不休息 ，药道圆成 ，名飞行 

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 

不休息 ，气精 圆成 ，名空 行仙 。坚 固滓液 而不 休 息 ，润德 圆 

成 ，名天行仙 。坚固精色而不休息 ，吸粹 圆成 ，名通行仙 。坚 

固吼禁而不 休 息，彳木 法 圆成 ，名 道 行仙 。坚 固思念 而 不休 

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 

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 ，名绝行仙。”_5』他们 

都来源于人中，只是恐惧生死无常，希望长生不死 ，而自练妄 

心，不知本心真常，生死不二 ，舍正觉而不修 ，故别得到延生 

的妄理与之相应 ，也可 以寿年到千万 岁，息心幽栖 于深山 ，或 

大海中的孤岛上，为人迹所不能到之处。但他们仍然在轮回 

之中，依妄想而流转，如果不修三昧，仙报结束后，仍然要改 

头换面，随业散入六道。而且，《楞严经》中因此而有七趣之 

说：地狱、饿鬼、出生、人、天、神仙以至阿修罗等七趣(道)，精 

研穷究起来 ，其 所以升沉往返 ， (下转 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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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 、最积极 、最为奔放 ，是音 乐情 调描绘方 面可能达 到的顶 

峰。”其实，嵇康所强调的不过是自然之声无涉人的情感，如 

雷鸣、松涛之类天籁，如高山流水 、丛林鸟呜之类地籁，嵇康 

所以有意无意地把 自然之声与人化的声音、即有组织的乐音 

— — 音乐混为一谈的“声无哀乐论”不过是带诡辩性的过激 

之词，抨击儒家的音乐教化说。汉斯利克的形式美学也不过 

是为冲击注重情 感的浪漫主义美学 ，而 片面强调 声音的物质 

性的不无偏颇的说法而已 。 

就音乐的社会本质而言，音乐美存在于音乐内容与形式 

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之中，缺一不可。有人把音乐的内容 

的构成总括为三个层次 ：感性 因素 、情感 因素 、理性 因素。音 

乐不能仅仅为满足于人的直觉美，而单纯成为娱乐的工具， 

应当重视音乐的理性内蕴，使音乐成为陶冶人们崇高品格的 

手段。生活情感通过音乐创作升华为音乐情绪，音乐情绪通 

过音乐欣赏转化为内心体验，产生共鸣，其中中介便是音乐 

作 品 ，基础则是审美心理。 

所谓音乐审美，是指人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通过对音 

乐内容与形式的感知，体验和创造的一种主体实践活动 ，音 

响感知、情感体验、想象创造是互为关联，不可或缺的三个环 

节。它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 

手段来领悟音乐的真谛，得到精神愉悦和理性升华。有人把 

这种审美艺术活动划分为两种情况：集音乐创作与音乐欣赏 

于一身的，称之为“自娱性”；音乐创作供他人欣赏的，称之为 

“他娱性”，两者有所侧重，但也不能截然分开。音乐审美通 

过审美认识、审美创造 、审美判断达到审美享受，提高人们的 

精神境界。“寓教于乐”即通过引起愉悦而达到道德的、伦理 

舀字’ 

的、认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艺术和科学所不能替代的。 

音乐美学的价值论包括客观性和相对性两个方面，音乐 

作品审美价值的客观性表现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民 

族 、不同层次的群体对同一音乐作品有较为一致的认同和审 

美判断；音乐作品审美价值的相对性则表现为在不同的历史 

背景、不同的民族、不同层次的群体对一音乐作品会产生不 

同的感受 和认知 ，即产生 不同的审美判断 。音乐 因此跨越 民 

族与国度 ，具有 永恒 的艺 术魅力和音乐审美的差异性 。 

在我国古代即已认识到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孔子在 

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昧”。音乐创作与音乐欣赏 

是审美教育的重要范畴，音乐美的本质力量使人的感觉、情 

感、意志、品格、思想在音乐的审美实践中得到陶冶，升华。 

音乐与人类 、与社会 关 系极 为 密切 ，音乐 的本质 是从人 

类的本质中诞生出来的，因而现在出现了音乐人类学学科 

(ethnomusicology)，从音乐 文化 入手 进行 人类学研 究 ，或 以人 

类学方法来研究音乐文化。音乐人类学亦称音乐民族学、比 

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着重研究音乐与民族地理、历史、文 

化 的关 系。音乐社会 学 (sociology of music)着重研 究社 会与 

音乐之间的关系。音乐与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进步密切相 

关 ，这就是它的社会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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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 24页)无不是 因惑造 业 ，随业 受报 ，妄 想受 生 、妄想 

随业；就妙净圆明、无作无为的本有真心来说，都像水中月、 

空中花，当处显现 、当处消失，本来就没有着落可寻，不过一 

虚妄的名相而已，哪有什么根源可以探究。可见，《楞严经》 

虽然援引了道教“神仙”而成“七趣”，但认为修仙属于不依正 

觉修行，持不赞同的态度。 

三、佛教与道教融合的根源分析 

(一)佛教传入中国早于道教在中国的产生，其间有约几 

十年至上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些外国僧人在中国进行 

的宗教活动可能会给中国当时的方士以某种启示，促使他们 

利用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资料去创造 中国的宗教。 

佛教传入在刺激中国道教产生的同时，有可能对中国道教思 

想产生影响 ，比如在宇宙观方面。 

(二)道教是根植于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并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调整 自身以适应社会的。佛教传入后为了能在 

中国传播和发展，也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同一种类型的 

文化背景为佛教与道教提供了思想融合的社会基础。 

(三)历史上佛教与道教曾有过多次斗争，而斗争的过程 

也促使双方取长补短，吸收对方的思想来完善 自身，长期的 

一 28 一 

交流使得佛教与道教思想融合有了现实可能性。 

(四)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 日常生 

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 

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从反映论的角度讲， 

既然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 

们头脑中异化的反映，第一，“支配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对人类来讲有相 似之处 ，也就是 说被 反映 的信 息近 似于 

同一来源，第二，作为同类，人类的“头脑”及头脑的“反映”方 

式有相似之处，那么，佛教与道教思想就有着共同的认识论 

基础 ，有融合 的可 能性 。当然 ，“异化”的方式及 程度会 有不 

同，这一点也许导致了两种宗教思想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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