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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经》到《九幽忏》
———简论道教忏仪思想及其心理意义

姚　 冰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道教忏仪思想，是受到中国古代道德反思和神学礼拜传统的影响，以及在与佛教忏仪的相互借鉴中发展

并成熟起来的。 通过对比早期道教的礼忏仪式———《太平经》中的“首过”到《九幽忏》的忏仪思想发展，可以进一

步认识道教忏仪中对罪、道德和欲望的思考，及其心理修行的某些内容，并对现代人心理调适和人格重塑仍然有所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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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忏仪，是向神灵或神职人员述说、忏悔罪

过，以求消灾祈福的仪式。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

自己相应的忏仪，它是实现宗教功能必不可少的内

容。 道教是以斋醮科仪见长的宗教，礼忏仪式自然

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同其它宗教忏仪一样，道教

忏仪也有着沟通神人、消灾祈福、慰藉心灵、重塑宗

教人格的作用。 在其消灾祈福的仪式功能之外，道
教忏仪思想中对于罪、道德和欲望的思考，及其心理

修行的某些内容，对于现代人反思自身和进行心理、
人格调适仍会有所启示。 本文拟对早期道教忏仪思

想的发展及其心理意义做初步探讨。
一　 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

（一）道教忏仪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道德

反思和神学礼拜传统的影响

在先民的时代，人与自然力量相比显得相当弱

小，人们不能了解灾祸的原因，也常常无力防止灾祸

的发生，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和行

为，于是在他们朴素的信仰里，认为有可能是自己的

行为不当触犯了上天或神灵，降下灾祸以示惩罚，于
是礼拜天神，请求恕罪，这应该是将道德、罪与罚思

想联系起来的最初萌芽。
到了文明时代，这种思想被进一步意识化和理

论化。 《尚书 · 周书》 认为 “皇天无亲， 惟德是

辅” ［１］１１１，因此王者应以德配天。 《论语》说“获罪于

天，无所祷也” ［２］１８１；《左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

召” ［３］３册，１０７９；汉代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
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

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凡灾异之本，尽生

于国家之失” ［４］２０５册，３４０。 道德自省、改过消灾的思想

被用于国家治理，也内化为自觉的个人修养要求。
儒家思想讲求“君子”之道，称“吾日三省乎吾身”，
即显现了强烈的道德人格追求意识。 中国古代早期

的道德反思传统，与天人感应、善恶报应等信仰观念

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之

一。
同时，来源于远古的礼拜上天和神灵，希望借助

神灵的神秘力量以除病消灾的思想和行为，也在民

间的鬼神崇拜、巫医方术中继续流传和存在着。 如

《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重病，遍招巫医不愈，“游
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 上召置祠之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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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及病，使人问神君。 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
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
病良已。 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

一” ［５］２４３册，６４４。 太一神是后来道教的尊神，这种礼拜

神灵消除灾病的传统也是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之

一。
宗教亦源自于人们对自我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的认识和生活主张，在汉末形成的早期道教中，人们

也依据自己的宗教道德理想来设计自己的教义教

理，供信徒们遵守和施行，一旦有所违犯，则用神学

的方式令人悔过改正。 《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
是早期道教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其中有关于“首过”
的规定。 汤用彤先生说：“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

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 汉末黄巾亦教人

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

道教之一中心理论。” ［６］５８２这是道教类似忏仪的较早

规定，并且在早期道教的生活实践中得以实施。
《魏书·释老志》云：“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

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

法。” ［７］２６２册，８８７又据宋代志磬《佛祖统纪·法运通塞

志十七之二》记载：“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师印绶雌

雄二纫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人有疾患官灾

随事，输米以赎罪，疏过悔谢。” ［８］４９卷，３３７ａ 跪拜神灵、
首过祛病，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化宗教，吸收了

中国古代传统中的道德自省、礼拜消灾等思想特质，
形成了自己的礼忏思想和仪式。

（二）道教忏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与佛

教忏仪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据学者研究，唐玄宗末年出现的道教忏法《太
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是模仿佛教《梁皇宝忏》
而成，“二者在程序及忏文上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性”；道教忏仪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也影响了佛教礼

忏，“佛教与道教，从义理上说，佛教远远地超过道

教；但是，从科教礼仪来说，道教却比佛教丰富，所
以，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道教的礼仪是必然

的” ［９］前言４。 外来佛教精致的教理使道教忏仪理念

和程序得到深化，而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忏仪思想，
如呈章表文书以上章首过、礼拜神灵以消灾等丰富

的仪式观念也影响了佛教忏仪道教和佛教忏法的相

互影响是深刻的，但基于不同的教理，它们又形成了

迥然不同的传承和忏法著作。
二　 从《太平经》到《九幽忏》的忏理发展

从道教早期的《太平经》 “首过”到唐代著名道

教忏仪《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我们可以看到

道教忏仪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太平经》的“首过”、“承负”思想

《太平经》相传是东汉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构
筑了一套以道教神学体系支撑的太平统治之术，天
人相感、善恶报应是其中的重要观念。 经中还制定

了一系列教徒的生活和修行方式，如斋戒、祈禳、叩
拜、辟谷、食气、服药、养性等，反映了早期道教的修

炼特征。 《太平经》的“首过”说，是与其贯穿全书的

“承负”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太平经》认为，天道扬

善惩恶，“故使神随恶行人之后，司其不当所为，辄
以事白，过无大小，上闻于天。 是自人过，何所怨天

书。 书 有 戒 而 不 用 其 行， 得 病 乃 惶， 岂 可 免

焉？” ［１０］６１９－６２０人遭受疾病灾祸乃至死亡，并不是上天

的故意安排，而是由于自己或先人犯了罪过，须承负

其恶果所致，上天只是派遣神灵将人的不当行为报

告上去。 人犯了错误，如果能向上天和神灵自首自

己的罪过，诚心悔改，可能会得到上天的喜欢和谅

解，解除或减轻自己和后人所承负的恶果，这就是

“首过”。 但是，若罪恶承负累积太多，或首过后又

犯，则可能罪无可恕，再自搏叩头首过也无益。
在《太平经》的承负和首过说中，有三点是值得

注意的。
１ 与后世源于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说不同，这

里罪恶的承负有在家庭的代际中延续的作用，不是

仅仅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身”、“口”、“意”三业：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

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 力行善反得恶

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
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

此人也。 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
不能及此人也。［１０］２２

个体得恶得善，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
于先人的行善与积恶。 先人的善恶，会转移到后代

子孙中，子孙要承负先人的善恶报应。 但也特别提

出，个体自身“能行大功”，则先人的善恶就不能影

响子孙的得恶与得善了。 在这里，就为个体自身可

以通过某些重大改变，如“首过”等方式，来转化、改
变自身的命运，同时，也为后世更加成熟化、系统化

的忏仪提供了理论支持。
２ 在《太平经》中，人们纵欲失道是天灾人祸的

４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因：
　 　 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

流。 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竞兴，
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

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 致二仪

失序，七曜违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纶。 神鬼交

伤，人物凋丧，眚祸荐至，不悟不悛，万毒恣行，
不可胜数。［１０］３

这里，家族成员之间及个体自身的不合天道之

行为，会影响“天道”，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

秩序，搅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

些内容，继承了天人感应、善恶报应的古代思想，但
关于罪与灾的起因的描述相对较为概括简单。

３ 《太平经》中体现了道教的“身中神”观念，道
在万物之中，万物亦有神主宰，人身器官也为各种

“身中神”所看护，故人的善恶即使不必为外在的神

灵所知，自身体内的“身中神”如“心神”早就知道

了：
　 　 为善不敢失绳缠，不敢自欺。 为善亦神自

知之，恶亦神自知之。 非为他神，乃身中神

也。［１０］１２

在这里，“身中神”的观念，显现了心理学意义

上的道德自律思想，虽然这是以神学理论形式表现

的。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的经典，其“首过”说为

五斗米道、太平道所实施，他们利用符水咒法为人治

病以传播道教，在其中，即要求有病之人跪拜首过，
认为叩头思过即可解罪，并可治病；也有张道陵的五

斗米道供米以赎罪悔过的方式。 可以看出，存在于

早期道教和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首过”仪式，有
跪拜、自缚叩头、以物赎罪、上章首过等方式，思想内

容和表现形式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质朴，体现了道

教忏仪的早期形态，也为后世道教忏仪的系统化与

复杂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它呈现了特定时代

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以及人们的心理状况，其中

家族承负说和以“天道”为核心来衡量罪过的道德

内容，与儒家学说有近似之处，这种中国本土传统的

礼忏形式对后来中国宗教包括道教和佛教的忏仪发

展都有长足的影响。
（二）《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对《太平经》

忏仪的发展

《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署名“太极左仙公

葛玄纂集”，实为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著名道士李含

光所纂集。 《九幽忏》共 １０ 卷 ４３ 品，集中了道教三

洞经书中有关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法，并吸收佛教

思想，是各家忏法思想集大成者。
比之于《太平经》的首过仪式，《九幽忏》的忏仪

思想、内容和形式都是成熟化的道教斋醮仪式。 忏

仪的主旨在于“若人礼拜尊圣，忏悔冤愆，即得离三

恶道中，得转九清境内” ［１１］１０册１９，仪式的人员是忏主

和道场大众，忏仪中悔罪过程可概括为四个步骤。
———广发志愿，礼拜天尊。 在忏法中，首先要广

发志愿，愿一切众生能有机会得闻正道，行善归道，
得觉悟解脱，这是慈悲心和道心的起始；此外，归依

道经师三宝，迴向庄严也是检束身心、正心诚意、礼
尊大道和神灵的表现，这个过程使人心从轻慢、狂
傲、杂念等状态转向诚和敬的心理状态。

———听闻正法，了解因缘。 听法师说经，《九幽

忏》所说经文以《升玄经》为主，广说因果报应，罪业

根源。 借鉴佛教三业六根和地狱之说，《九幽忏》认
为人们来到世间，未闻正法，而沉溺于“六根”的声

色香味触之中，造出求淫纵细滑的“身业”，心猿意

马、杂念无尽的“心业”，绮言妄语恶口两舌的“口
业”三业和诸罪，导致飘浪爱河，轮回生死，乃至受

尽丰都、九幽等地狱之苦；而法本空寂，六根构造的

色、声、味、身体淫欲和欢娱等实是转瞬即逝的浮假

和虚幻之物，要解除烦恼痛苦，忏主须借忏法之机，
听经法开示善恶因缘，醒悟到一切苦恼轮回皆由人

虚妄执着于六根三业而起，自思往业宿缘，于尊神前

诚心忏悔，去除罪过，犹如拂拭明镜，使其明净如初，
得清静智慧。 这本来是借用佛教的说法，却也合于

道教除情去欲、清静心地、反归道本的心性修为。
———观照罪过，诚心忏悔。 令人归礼十方天尊

真人，就妄想、疑惑、心火、烦恼、障碍、杀生、偷盗、邪
淫、放荡、铿贪、嗔怒、愚痴、颠倒、绮言、妄语、恶口、
两舌、嫉妒、饮食酒肉、违犯经戒、毁坏尊像、不持斋

法、不敬师尊、背真就伪、信邪倒见、骂詈鬼神、不奉

三宝、訾毁唝高、轻慢虚诞等诸罪过逐个检视，在慈

尊像前自首罪孽，一一忏悔，除三业六根和一切罪

过。 经过这样一番自我的剖析和忏悔，忏主之心地

和品性无疑得到净化和提高。
———最后，忏主祈愿慈尊显验忏法、证实因缘，

结意满愿，并祈国泰民安。
忏仪内容和程序非常规范和完整，总结起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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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尊言，欲求免三恶道者，但当于我应化真圣

像前，先广发志愿，次除三业六根，后归依三宝，然后

迴向庄严，叙问忏悔，即证人神，会天仙道。” ［１１］１０册１９

受到佛教义理的影响，《九幽忏》的忏仪理论更

进一步地系统化，引入了佛教的如“法本空寂”、“因
缘果报”、“轮回”、“三业”、“六根”、“迴向庄严”等
思想内容并与道教仙道思想融合；《太平经》中五代

“承负”说与三世因果说结合起来，而“首过”思想、
以“身中神”为原型的道德自律思想与实践，在这一

历史时期的忏仪中得到深化；以“天道”为核心的判

断罪恶的标准有所发展，如关于罪过的规定就比

《太平经》更加详细和明确；而广发志愿，为一切众

生的幸福与解脱，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而行忏仪的思

想与实践，一方面深化了“天道”的内涵，另外，也丰

富了《太平经》本身的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把个人“会天仙道”的解脱与

人类社会整体的道德进步、心灵净化有机地结合起

来。 而这些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内容，被其后的

道教忏仪吸收并成为主流。
三　 道教忏仪作为修行方式及其心理意义

从《九幽忏》及其后的道教忏仪可以看出，其消

灾解罪的目的，一方面，要通过道场中行净坛、皈依、
诵咒、步虚、散花、礼拜、上章、颂尊神名号等斋仪法

事，请天尊派遣众神降临斋坛、灭罪除灾来达到，另
一方面，它还需要通过行忏人自身忏悔罪恶，清静心

地的内在修行才能完成，因此，道教的忏仪不仅是一

种就事论事的忏悔，它更注重事理的明白和了悟，通
过在宗教意义上的法理领悟、开启智慧和修炼心性

来达到除罪消灾的目的，是靠神灵的庇佑和开示之

他力、以及自身忏悔和觉悟之自力的结合共同完成

的。
道教修行的根本目，是为了体道悟真，只有净除

杂念、消灭罪业，才能返归道本，合道升仙。 道教忏

仪正是将这种体道合真的终极理想和修行原理，深
切地融入到整个忏仪之中，通过心性上的修炼最终

达到除罪消灾目的。 因此，道教忏仪不仅是以消灾

祈福为目的的专门性斋醮仪式，它也是清罪除障、回
归道本的必要的修行方式。

道教忏仪中的悔罪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讲

述（宣泄）罪过—诚心忏悔—心灵净化—人格提升

的心理修行过程，能起到心理调节和人格重塑的作

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罪恶和过失的认识往往

处于混沌状态或沉潜于无意识的深层，对自我的认

识也往往处于朦胧不清的状态，在心理学上，这些不

被认识或不被承认的罪过或人格缺陷并没有消失，
它们常常通过深层的无意识发生作用，以罪感或缺

陷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和行为，这可以说是心理

学上罪与灾的关系，也颇似《太平经》中“身中神”的
说法。 忏仪的忏罪过程，给人一个认识自我、道德自

省的机缘。 人们通过听经开示，得闻正法，对比忏仪

中对罪的定义，反思自身，发现自己所犯罪过和人

格、道德上的缺陷，并就此一一忏悔。 按现代和后现

代的心理学说，忏悔的过程实质是一个通过将无意

识的内容语言化、符号化，达到更清楚的理性认知的

过程，同时通过罪过的宣泄、忏悔，使心灵得到净化、
整合和重构。

忏仪中关于罪的范畴，超越了世俗社会对于罪

的定义，而扩大到世俗所判定的属于道德的区域，实
质上更多是指心理意义上的人格和道德的完善。 在

生活中，道德、人格和思想上的不完善以及所犯罪、
过、“业”，可能是导致人们不快乐、不幸福的缘由，
如恶口和两舌可能导致自己在人际关系中遭遇不

快，也可能导致自己偏离工作中正确的方向。 通过

认知和诚心改正，人们可以重塑自己的道德人格和

心灵，获得心灵上的净化、整合和行为上的得当，从
而获得心理上的健康发展。 借用佛教“有罪当忏

悔，忏悔则安乐”的说法，忏悔的过程是一种理性认

知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学、美学意义上的宣泄和净

化的过程，安乐不仅是解脱罪过的结果，也是心灵上

祥和平安的表示。 总之，通过认知－宣泄－净化－整
合－升华的忏罪心理机制，并通过在归依、敬信、为
国为民祈福、结意满愿等仪式中，获得诚敬、慈悲、安
宁、清静等美好的心理体验，忏主心理得到转化、人
格道德得到提升，这是要达到道教修行的终极目的

和消灾祈福的仪式目的的必由之路。
此外，道教忏仪思想中关于欲望的观点值得我

们注意，这是其悔罪思想的出发点。 《太平经》认为

导致天下不平、灾厉横流的原因是“皆由亿兆，心邪

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而《九幽忏》借用佛教

的说法认为法本空寂，六根滋生出的欲望是转瞬即

逝的浮假和虚幻之物，是诸业诸罪的起因，这些都是

道教哲学经典《道德经》中《检欲章》关于欲望的观

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６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１２］１１册，４７５

的发挥，也同唐五代后兴起的内丹心性学除情去欲

的修持思想相吻合。 忏仪中关于欲望的观点虽然是

以宗教的视角在看待问题，却也揭示了欲望的短暂

性、空幻性等局限和放纵欲望对身心的危害。 正确

对待欲望，会进一步促进人心灵的健康发展。
虽然道教忏仪仪式和心理过程都是宗教神学化

的，但是，忏仪思想对于道德、欲望、罪的认识，忏罪

过程对心理的调适、净化和升华的功能，展现了宗教

不止是对于神灵和神秘性的宗教本体的关注，其中

也隐藏着对于人类自身心灵和命运的深切关注。 所

以，现代道教礼忏仪式要将对人学的理解及其心理

意义突出出来，力图走出形式化、商业化的方向，以
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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