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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劝善书，是宣传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去恶为

宗旨的通俗教化书籍。劝善书产生于宋代

（以道教《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兴盛于

明清时期，当时各种劝善书的流通量“几与四书五

经相埒”，可见其传播之广。劝善书将社会的伦理

道德思想进行了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处理，使民众百

姓易于接受和理解。

在诸多类型的劝善书中，道教劝善书出现的

时间最早，影响较大，数量也较多。尤其是明清时

期的道教劝善书，既与道教的教理教义密切相关，

同时也融汇了儒、释二家思想在内，极具特色，为

后人研究明清时期儒释道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

例证。

一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很多都阐释儒释道

“同理”。比如，《藏外道书》中的《起生

丹》一书说：“圣贤之心，即仙佛之心。仙佛之

言，皆圣贤之言，其理一也。”儒释道三家本是

“一理”。三家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却同此一心。

所谓“儒曰正心，道曰存心，释曰明心。心正则不

乱，心存则不放，心明则不蔽”，尽管侧重点和方

法有所不同，但是劝人为善的目标一致，所以可以

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劝善止恶的目的。

在形式上，宋元时的道教劝善书还主要是以道

教神仙的名义降授，而明清时的道教劝善书则出现

了儒释道的圣、仙、佛都有的情况。在书中，神、

佛之间互相支持、互相补充。道教神仙邀请佛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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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讲道、说法。比如，《藏外道书》中的《照心宝

鉴》，就是吕仙邀请佛门弟子“来坛说法，普设慈

航”所说的内容。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尤

为紧密。尽管也还是围绕神仙的道德设定、监督、

惩恶扬善来进行道德教化，但是所倡导的道德内容

常常与儒家思想一致，实际上，这个时期的道教劝

善书反映的已经是融合儒家思想而形成的社会一般

的道德信条。正如清代大儒俞樾在《太上感应篇缵

义》中所说：“此篇虽道家之书， 而不悖乎儒家

之旨。”尽管他这是对《太上感应篇》的注释，但

却适合所有道教劝善书。比如，出现于清雍正二

年（1724）的《文昌帝君功过格》，其内容共分伦

常、敬慎、节忍、仁爱等8个方面的内容，尽管以道

教文昌帝君为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教化思想为

主。实际上，这与明清时期道教发展的状况有关。

随着道教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结合程度不断加强，明

清时期的道教逐渐转向民间，更注重用道德伦理来

劝化世人，因此伦理色彩更加突出，与儒家思想的

结合自然也更为紧密。

道教劝善书所吸收的佛教内容则主要是因果观

念和善恶报应的理论。比如，流行于明末的《文昌

帝君阴骘文》，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行善积德”，

并且要不事张扬。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

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

则在儿孙。”由于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因此必可得

到神明的护佑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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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儒释道思想融合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

属明清时期著名的道教劝善书《关圣帝君觉

世真经》（又称《觉世宝训》）。这部劝善书秉持

道教度人的要旨，承袭道教自身倡导的惩恶扬善和

积善成仙的修行法则，同时又援引儒释两家的学说

丰富其内涵，也说儒家的忠孝节义，还说佛教的因

果，因此被世人广为接受，被誉为“三圣篇”之一

（其余两篇为出自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文昌

帝君阴骘文》）。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将历来被儒家奉为伦

理要旨的“忠孝节义”予以特殊的强调，并将其作

为道教在世修行的重要内容。书中开篇就说：“人

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之事。”认为儒家所说的

“忠孝节义”是一切的根本、来源。书中强调现实

生活与宗教生活的统一，所谓“凡人心即神，神即

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因

此，儒家倡导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实际上也就

是道教修行的要求。书中所说的大众需要奉行的内

容——“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

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

别夫妇，教子孙”，完全就是儒家的伦理要求。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援引了佛教的因果报应

观念，也就是善恶与祸福具有因果对应关系，所谓

“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

此外，凡人所做的一切，神明尽知，因此会予以相

应的奖惩。所谓“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十目十

手，理所必至。况报应昭彰，不爽毫发。”这些说

法都强调赏善罚恶，关注因果报应，显然是融合了

释道，吸收两者相似的部分。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是通俗的道教伦理教

化书，它既是明清时期道教融入世俗社会的必然产

物，也是当时儒释道融合大背景的展现。这些文献

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宗教的融合特色提供了珍贵的

史料和独特的视角，值得深入探讨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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