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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 以 来，尤 其 是 新 近 十 多 年 来，宗 教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逐步频繁和活跃起来，在所涉

领域和数量上都有了长足发展，宗教公益慈善正

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公 益 慈 善 事 业 一 支 十 分 重 要

的力量；由宗教团体成立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服务

机构（如宗 教 类 ＮＧＯ）也 应 运 而 生，成 为 宗 教 参

与公益慈 善 事 业 的 新 模 式。然 而，总 体 而 言，目

前，国内的宗教公益慈善事业还处于零星和起步

阶段，学界关于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也 非 常 薄 弱，尽 管

已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前，相关领域的研

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对我国中古时期和

近代民国宗教参与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思 想 和 实 践

的总体研究。这 类 研 究 成 果 既 为 宗 教 参 与 公 益

慈善事业 接 续 了 传 统，又 奠 定 了 较 好 的 理 论 基

础，如王卫平、方 立 天、王 志 远、张 国 刚、刘 元 春、
何建明、李 向 平 诸 先 生 的 著 作 具 有 一 定 的 代 表

性。二是比较多 地 关 注 佛 教 和 基 督 教 参 与 公 益

慈善事业的研究，对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参与也

有相应的涉猎，唯独对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公益

慈善事业关注不够。经检索，这方面的研究几近

空白。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发挥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在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积极作用”。宗教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是其契

入社会的最 好 途 径 之 一。在 贯 彻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构建和谐社 会 的 进 程 中，大 力 研 究 和 发 展 宗

教公益慈善事 业，对 于 组 织 调 动 社 会 资 源，缩 小

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

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

的人际关系；促 进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物 质 文 明、精 神

文明、政治文明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等，具 有 重 要 的

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道教大规模、成系统地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是改善和提升道教自身形象的

重要契机和途径，也可视为传统道教现代转型的

可能向度。通过 对 历 史 上 道 教 参 与 公 益 慈 善 事

业的理念、理论的系统梳理和对改革开放以来道

教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调研总结，能够为道

教乃至其他宗教进一 步 参 与 日 益 扩 大 的 社 会 公

益慈善事业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为

我国各级民宗部门制 定 切 实 可 行 的 相 关 管 理 政

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慈善活动是人类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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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光辉的生动体现。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是我国

宗教共同的优良传统，他们在开展公益慈善事业

方面有着 深 刻 的 理 念、悠 久 的 传 统 和 生 动 的 实

践。中国唯一的 本 土 宗 教 道 教 自 诞 生 之 日 起 就

与公益慈善 事 业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从 早 期 五 斗

米道的“义舍”到金元全真道对战乱灾民的救济，
从道医不分的历史到形形色色劝善书的盛行，从
传统的绿化环境和“德及微命”到 当 代 的 捐 款 捐

物、植树造林，道 教 参 与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传 统 一

直没有中断，而源于道家道教经典著作的劝善思

想其实就是道教积极 参 与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理 论

基石和不竭动力。
道家学派创始 人 老 子 在 他 的《道 德 经》中 就

多次提出了“善”的主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以善意对

待不善良的人，结 果 就 会 使 他 也 变 得 善 良，社 会

就可能会走向至善。再如：“善建者不拔，善抱者

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老子·第五十四章》）
大意是说，对于心怀善意、积德行善的人，即便百

年之后，子孙 后 代 也 是 会 时 时 祭 祀 的。《老 子·
第七十 九 章》径 直 呼 吁“天 道 无 常，常 与 善 人”。
其后，庄 子 也 主 张 济 贫 利 人，“富 而 使 人 分 之”
（《庄子·天地》）观点 的 提 出 就 是 要 求 富 裕 的 人

拿出自己的 部 分 财 产 来 接 济 穷 人。在 贫 富 两 极

分化日趋严峻的今天，这具有现实意义。庄子还

要求为政者应“爱人利物”，应 效 法“古 之 畜 天 下

者，无欲 而 天 下 足，无 为 而 万 物 化，渊 静 而 百 姓

定”（《庄子·天 地》）。以 上 观 点、理 念 和 看 法 经

过进一步的引 申 与 升 华，便 成 为 后 人 劝 善 去 恶、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渊源。

道教早期经典《太 平 经》中 慈 善 思 想 和 理 念

颇为丰赡，为我们研究道教的公益慈善理论提供

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在这部经典中，作者描绘了

一幅太平、同乐和无灾的世道蓝图。为实现该宏

伟蓝图，不 仅 要 求 道 教 徒 们 敬 奉 天 地，遵 守 忠、
孝、慈、仁等 宗 教 伦 理 道 德；还 提 出 了“乐 生”和

“好善”的教义，主张 在 帮 助 他 人、施 助 他 人 中 体

验幸福和得道成仙的美妙境界。《太平经》认为，
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

私人独占。“此 财 物 乃 天 地 中 和 所 有，以 共 养 人

也。此家但遇 得 其 聚 处，比 若 仓 中 之 鼠，常 独 足

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

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其取也，遇
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
皆当得衣食子是也。”［１］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
和“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

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太平经》提

出的“承负说”是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它对道教

慈善活动进行了有效 的 宗 教 规 约。“承 负 说”认

为，任何人的善 恶 行 为 不 仅 在 自 身 遭 报 应，而 且

还流被后 世 子 孙，承 负 前 五 代，流 及 后 五 代。这

种学说、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宗

法社会，对于扬善惩恶尤具特殊意义。
魏晋时期，高道葛洪的《抱朴子》尤其《内篇》

中也蕴含有丰富的慈善思想：“若德行不修，而但

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卷三》）
它告诫道教徒要想长生成仙，不能光靠内修外养

等方术，还需积善立功，为人多谋利益。“欲求长

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在处

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还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

苦”《抱朴子·内篇卷三》，周穷救急，见到别人损

失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

己有所得，推己及人，自觉为求仙而行善。后来，
人们将《内篇》中的《对俗》和《微旨》的内容 进 一

步阐发，改编成 通 俗 的 道 教 善 书，对 后 世 尤 其 民

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道教诸多论著中最能体现道教慈善思想

和理念的恐 数 道 教 善 书。现 在 公 认 为 最 早 的 善

书就是道教率先创制的《太上感应篇》，它初刊于

宋代，奠定了之后近千年道教善书的总基调———
“诸恶莫作，众 善 奉 行”。该 书 通 篇 千 余 字，全 部

借助神道说教 扬 善 止 恶，诸 如，“积 德 累 功，慈 心

于物，忠 孝 友 悌，正 己 化 人，矜 孤 恤 寡，敬 老 怀

幼”，等等。它宣 扬 如 果 人 们 笃 行 善 事，就 会“人

皆敬之，天道佑之”，还告诫人们“施恩不求报，与
人不追悔”，这对注重现世利益、追求福寿的中国

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从内容来看，《太上

感应篇》几乎涵括了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它的问世其实是道教 思 想 与 世 俗 生 活 接 轨 的 一

个重要标 志。道 教 与 日 常 生 活 的 贴 近、融 合，使

得它与民众联 系 加 强，其 自 身 影 响 也 逐 渐 扩 大。
此后，大致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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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格大体沿袭了该书的论调，和《太上感应篇》一

起成为晚近道教和社 会 发 生 互 动 作 用 的 重 要 媒

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联系和加强一方面可视

作道教在日渐衰颓的形势下仍可对社会、民众发

挥着自己的独 特 作 用 和 影 响 的 表 征，另 一 方 面，
也可视为传统道教进 行 现 代 转 型 的 一 个 可 能 且

有效的路径。

二

济世利 人、服 务 社 会 是 道 教 一 贯 的 优 良 传

统，也是道教贴 近 现 实 人 生、积 极 现 代 转 型 的 渠

道和路径。江 苏 茅 山 道 院 自１９８３年 开 放 以 来，
一直把这一优良传统 和 理 念 放 在 各 项 工 作 的 首

位。改革开放以来，茅山道院在服务社会和参与

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几年来，
茅山道院主要从以下 几 个 方 面 从 事 社 会 服 务 和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一是与香港道教一湾圣坛长期合作，以资助

教育为主，重点为全国部分特困地区捐建教学楼

和资助 少 数 民 族 贫 困 学 生。２００１年，首 先 为 茅

山镇中心小学捐资３０万元建教学楼一栋，同时，
资助３８名贫困学生。２００２年，为句容市袁巷中

心小学捐资２０万元捐建教学楼一栋，同时，资助

３８名贫困学生，其中，少数民族贫困学生１５名。
上述两 栋 教 学 楼 命 名 为“一 湾 教 学 楼”。２００３
年，为青海省西 宁 市 城 北 区 双 苏 小 学 捐 资３０万

元建教学楼一 栋，购 置 教 学 设 备 和 体 育 器 材，同

时，资助３８名贫困学生，其中，１６名为少数民族

学生。２００４年，为 湖 南 怀 化 新 晃 侗 族 自 治 县 林

冲乡中心 小 学 捐 资３０万 元 人 民 币 建 教 学 楼 一

栋，同时，资 助３８名 少 数 民 族 贫 困 学 生。２００５
年，为陕西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子 午 镇 南 村 小 学 捐 资

３９万元建教 学 楼 一 栋，并 资 助３８名 贫 困 学 生，
同时，设立“子午镇南 村 小 学 香 港 一 湾 圣 坛 助 学

基金”。２００６年，为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

治县龙舟坪镇石牌小学捐资３０万元建教学楼一

栋，资助３８名 贫 困 学 生。２００７年，为 陕 西 咸 阳

市新兴里 寨 中 心 小 学 捐 资３８万 元 建 教 学 楼 一

栋，同时，资助３８名贫困学生。２００８年，为江苏

省徐州市丰县宋楼镇天师小学捐资３５万元建教

学楼，同时，资助３８名贫困学生。２００９年，为重

庆北碚区三圣 小 学 出 资４７万 元 捐 建 教 学 楼，资

助３８名贫困学生。２０１０年，为江西上清镇城门

小学捐 资３５万 元 建 教 学 楼，资 助３８名 贫 困 学

生。这种以资助 教 育 为 主 的 公 益 慈 善 捐 助 将 一

直延续，每年捐建一栋教学楼，资助３８名贫困学

生，每年每人资助５００元，直至受捐者完成小 学

学业为止。十年来，已在内地捐建小学教学楼十

栋，受资助贫困学生达３８０人。
二是设立茅山道院慈善基金，用于社会各界

的公益慈善事业，如地方建设、道路建设、扶助贫

困学 生 和 帮 助 老 弱 病 残 等。２００２年３月，茅 山

道院设立“茅山道院 慈 善 基 金”，其 宗 旨 为：继 承

和弘扬道教优 良 传 统，发 扬 人 道 主 义 精 神，关 心

社会弱势群体，大 力 倡 导 和 践 行 道 教 教 义 思 想，
博爱弘济，广 施 慈 善。基 金 的 使 用 范 围 包 括：扶

贫帮困，尊老帮残，助学恤孤，赈灾解难，修桥铺

路，解救病患，育林防火和维护治安等。
三是道教教职人员与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目前，江苏 省 茅 山 道 院 共 有１５名 道 长 主 动

与茅山中 心 小 学 的２０名 贫 困 学 生 结 成 帮 扶 对

子，每年向每个贫困学生资助１０００元人民币 直

至其完 成 小 学 学 业。２００７年，茅 山 道 院 与 句 容

市慈善总会签订协议，设立３００万元的慈善救助

基金，冠名为“句容市 茅 山 道 院 慈 善 救 助 基 金”，
冠名基金的本金仍留在茅山道院周转使用，每年

从全部基金中向市慈善总会捐赠６％，定向用于

社会公益慈善救助。
四是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茅山周边乡

镇的敬老院进行节前慰问，为敬老院的每个老人

送上一份慰问 品 和 慰 问 金，并 形 成 制 度，每 年 一

次，持续执行。
主要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形式，茅山道院多

年来在从事社会服务 和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上 做 了 大

量的善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三

江苏茅山道院近几年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

大体可代表改革开放 以 来 我 国 道 教 界 开 展 公 益

慈善事业 的 历 程。总 结 其 特 征，主 要 有 三 点：发

展快、特色鲜明和社会效果明显。但是由于受各

种主客观条件 的 制 约，还 存 在 一 些 问 题，或 许 也

是其他宗教在开展公 益 慈 善 活 动 时 所 面 临 的 共

同问题，值得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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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道教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源于

其“济世利人”的信 仰 内 核。作 为 一 种 令 人 受 益

和令人尊重的社会活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可帮助道教对外宣扬教义，赢得社会的肯定和包

容。我们认为，大 规 模、成 系 统 地 参 与 公 益 慈 善

事业或许 正 是 传 统 道 教 现 代 转 型 的 关 键 路 径。
如此，就必须深入研究如道教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之 间 以 及 社 会 保 障 之 间 有

何内在联系，道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

什么样的制 度 安 排 和 法 律 支 撑 等 相 关 问 题。而

现状是道教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小，形式比

较单一。多数道教团体、活动场所和道教界人士

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 方 式 主 要 是 为 特 定 目 的 自

发或者响应政 府 号 召 而 捐 款 捐 物，投 入 少、范 围

小、形式较单一，尚未能形成规模和机制，社会影

响还比较 有 限。此 外，由 于 各 地、各 道 教 经 济 状

况、组织能力和 主 观 能 动 性 等 方 面 的 差 异，我 国

道教界开展的公益慈 善 活 动 还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地

区、教别差 异。除 少 数 特 例 外，我 国 道 教 界 在 开

展公益慈善活 动 时 总 体 上 缺 乏 制 度 性、长 期 性，
有的甚至是被动应付 各 级 政 府 部 门 的 号 召 和 要

求，而一些开展 得 比 较 好 的 公 益 慈 善 活 动，在 很

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 少 数 积 极 有 为 的 道 教 界 人

士的推动。

２．目前，党和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依法开

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相关的

具体政策和 法 规 还 不 是 十 分 清 晰 和 完 善。宗 教

界从事公益慈 善 活 动 的 相 关 法 规，只 有 准 法 律、
法规性质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宗 教 团 体、宗 教

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这一较为

原则和抽象的规定，没有相应的配套办法或者政

策措施。另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宗教界开展公

益慈善活动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宗教界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还 存 在 一 定 的 顾 虑。这 影 响 了 宗 教 界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我国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

活动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优势和潜力还远远没

有发挥出 来。要 想 改 变 现 状，取 得 永 续、健 康 的

发展，除了党政相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和鼓励外，
宗教界自身也要着重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增强法 制 观 念，依 法 依 规 开 展 活 动。公 益 慈

善活动涉 及 社 会 关 系 的 方 方 面 面，增 强 法 制 观

念，依法依规开 展 活 动，既 是 尊 重 法 律 权 威 的 必

然要求，也是维 护 宗 教 界 自 身 权 益 的 根 本 保 障。
另一方面，找 准 定 位，发 挥 自 身 优 势 和 特 色。宗

教界开展的公益慈善 活 动 是 国 家 公 益 福 利 事 业

的有益补充，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宗

教界包括道教界应当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和潜

力，根据社会需求，统筹规划，找准定位，明确努

力方向，在最能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和 特 色、体 现 自 身

价值的领 域 开 展 活 动，如 重 点 在 扶 贫、济 困、救

灾、助残、安老、支教、义诊、环保、改善 公 共 设 施

等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３．尝试借鉴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体制

机制，以宗教工作部门（包 括 民 政 部 门）为 主 管，
由宗教界代表人士参与管理监督、接收各宗教团

体、场所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捐赠，以公开、
公平、公正为原 则 规 范 运 作，提 高 公 益 慈 善 活 动

的组织管理 能 力。现 代 公 益 慈 善 活 动 不 同 于 传

统公益慈善活动的一 个 重 要 特 征 就 是 活 动 的 经

常性、持续性和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道教界

要想在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

积极作用，就必须致力于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规

章制度，制订和完善工作报告制度、评估制度、信
息披露制度、财产管理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培养和建立专 门 人 才 队 伍，不 断 提 高 自 我 管 理、
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向善的能力

和水平，促进公益慈善活动的长期化、制度化、规
范化。对于宗教慈善基金，主渠道应来自信教群

众和有宗教情结的个人捐献、宗教团体和场所房

产租金收入、有 偿 服 务 收 入，以 及 来 自 境 外 宗 教

组织和个人 的 宗 教 性 捐 赠。这 是 宗 教 慈 善 基 金

的独特性。对境外捐赠，要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

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防范国外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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