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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易学与黄老思想初探 

——以《太平经》《周易参同契》为例 
 

王艳芬 1 
 
摘要 

朱伯崑曾在《易学哲学史》2中，将汉代易学分为三个流派，其中之一就是以《周易参同

契》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易学学派。“黄老道家易学”的说法虽然有待确证，但是以《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为典型代表的道教易学与黄老道家思想联系密切，这在朱伯崑前后都不乏学

者举证。而现在关于易学的研究中，道教易学与黄老易学关系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将梳理现

有资料成果，以理清当前研究的状貌，希望为学者研究提供概览。 

 
关键词: 道教易学；黄老；太平经；周易参同契 
 

 
道教与黄老道家思想的关系，梁宗华曾指

出，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转折

点，汉初鼎盛的黄老道学转向民间发展，其表

现之一是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化成黄老道。3《后

汉书·王涣传》记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

悉毁诸房祀”，又有《后汉书·皇甫嵩传》称

张角为“奉事黄老道”，可以见出，汉桓帝改

变了汉初以来对于黄老学“好黄老言”“学黄

老术”“喜黄老学”的称呼为“黄老道”。至

此，黄老学与神仙方术完全融合，从一种学术

流派转变为一种宗教信仰、神道。4 
同时从易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朱伯崑在《易

学哲学史》第一卷中也指出，东汉易学的发展

有儒家解易和道家黄老学派解易两个系统。而

黄老学派的学说，在汉末发展为道教。5而《太

平经》作为道教形成之初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学者们已经扒梳出其中显微存在的黄老学派思

想，因此《太平经》可称之为道教易学和道家

黄老之学解易的原初之作。而《周易参同契》

是道教易学的先驱和经典作品，其书的命名就

鲜明地体现了将“易”与黄老相结合的创作态

度，展开汉代道教易学与黄老学派思想解易的

研究，《周易参同契》首当其冲。 
总之，道教与黄老思想关系密切，不仅体

现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多有显现。尤其是，

易学视域中的道教易学里也包含有不少黄老思

想的内容。 
 

I．道教易学与黄老思想的关涉 
 

1.道教易学的概念 
在探讨“道教易学与黄老思想”的关系之

前，需要明确“道教易学”的概念。 
从易学的视角审视，道教易学是易学的一

个分支。目前一些学者为“道家易学”所下的

定义，可以参考。 
章伟文给出了自己对于“道教易学”的看

法。他认为，道教易学是以《周易》卦爻象、

卦数及历代易学中围绕着《周易》经、传及其

阐释而出现的概念、命题等，来对道教的信仰、

教义思想进行解说的一种学术形式。道教易学

主要为解决不同时期之道教教义、信仰中的人

天关系问题而提出，并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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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道教易学形式，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易学内

丹学、道教易老学等。6 
刘国梁总结了道教易学的特点：第一，借

《周易》与汉易学阐发其“法天象地”的宇宙

论。其中《周易》对道教易学宇宙论影响较大

的是太极说与八卦方位说；汉易学与道教易学

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中卦气说、爻辰说、十二

辟卦说、纳甲说、九宫说、六虚说、阴阳五行

说等，奠定了道教易学的理论基础。第二，以

易学思想作为炼丹的理论基础。第三，早期道

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是承袭《周易》的因果报应

论逐渐发展出有自身的因果报应论的。第四，

道教将易学运用于现实的宫观建设、法术等方

面。7 
同时，章伟文也列举出了早期道教中典型

的易学作品。早期道教，一般认为以太平道、

天师道和金丹道为代表。太平道的主要经典是

《太平经》，含有《周易》阴阳五行思想；天

师道的早期经典是《老子想尔注》，它吸收《周

易》谦卦思想，提出“道意谦信”；金丹道教

以《周易参同契》作为代表性著作，它真正系

统地运用汉易思想论述道教的信仰和教义，建

立起真正意义的道教易学。8 
综合以上学者的看法，再从易学的角度考

察，可以得出结论，道教易学首先是易学，具

备《周易》经传的基本思想内容原理，而“道

教”是其易学附加的特色，是易学的一个应用

领域，道教以易学构建自身理论、指导其宗教

实践。在道教易学中，易学是道教的工具，而

发展道教是道教的根本的目的。 
 
2.道家易学与黄老思想的联系 

由于《周易》经传在思想上与黄老道家思

想相近和重叠之处，道教易学作为易学的一部

分，在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周易》经传思想的

同时，也不免与黄老思想产生联系。 
《周易》经传与黄老思想的联系，更多地

体现在《易传》与后者的联系上。因为《周易》

经文基本上是卜筮文字，其哲学思想主要来自

于其注释性文本《易传》。而黄老道家，作为

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首先持有道家的基本思

想主张，如崇尚道的至高和本体地位，有反对、

循环往复、由天道推衍人事、天地人整体性等

思维方式。 
《周易》经传与黄老道家思想联络，目前

较为体系化和代表性的研究来自于陈鼓应，其

著作《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9和

诸篇论文 10详细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关于《周易》经传（含马王堆帛书本《易

传》和传世的韩康伯本《易传》）与黄老道家

思想的联系，陈鼓应总结为：首先，《彖传》

含有宇宙论内容，且在推天道以明人事、天地

人（鬼神）一体观、“天行”的天道运行规律、

尚阳、贵时等学说上，属于黄老道家系统；11第

二，《系辞》的道论与“太极”说，精气说、

道德说、势位思想、革新性、功利取向、开放

性等等，都与兴盛于齐国稷下黄老学有着相通

之处。12第三，《象传》的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行”“法天”与“法地”并举、上下贵贱、

尚阳、贵时、变革等思想属于黄老道家系统。13

第四，《文言》对乾、坤的解释是，乾为天、

坤为地，乾阳坤阴，乾为主导、坤顺从于乾，

天动地静、积善与积不善可以成为祸福的导向

等，都有黄老思想的影子。14 
当然，《易传》还包括出土文献版本。陈

鼓应还指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中

也含有不少黄老思想。一是，帛书《系辞》的

推天道衍人事的思维方式、动静观、刚柔观、

阴阳观、天地人一体观、崇尚功利等等思想与

主张，都与黄老道家代表作品帛书《黄帝四经》

不谋而合；15二是，《二三子问》《易之义》

《要》中的美善丑恶论、贵言（希言、无言）

与重言（慎重、讲究）16、刚柔相济说、务时

说、损益说、“葆常”与“有度”、盈虚进退、

能精能白等概念，有黄老的思想痕迹；三是，

《缪和》《昭力》中的“贵言”“谋于未兆”、

施德不求回报与功成不居、守德得道和不争而

胜、尚谦崇柔、阴阳、动静、名实、财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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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时取福等等，可以看出此两篇帛书《易传》

与黄老作品有较多相类处。17 
当然，由于帛书《易传》的佚失，对于后

世道教的影响也许没有传世的韩康伯本《易传》

巨大，但隐显之别也只好寄寓来者研究。 
概括言之，陈鼓应认为《周易》经传与黄

老道家思想方面的关系密切。 
如此，可以见出早期道教、易学与黄老思

想交叉融合部分的大致状貌。而道教易学和黄

老思想的相似点，借助于《周易》经传的思想

中介，也将在下文所举例证《太平经》和《周

易参同契》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 
 

II．道教易学与黄老道家思想汇通的两个例子 

 
经过上文对于道教易学基本情况的介绍，

现就早期道教与易学关涉的两个例子，即《太

平经》和《周易参同契》的情况进行说明，因

为这两部经典的易学思想中同时带有较多的黄

老色彩，具有典型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两汉《周易》经传

思想在道教思想上的融通时，不能单纯只看道

教经典对于《周易》经传辞章文句的直接引用

情况，也应关照到道教文献对于易学思想的汲

取与发挥上，关照到以《周易》经传文本为核

心衍生出的易学思想对道教文化产生的影响和

改变，简单来讲就是在研究中应综合考虑文本

和易理两方面，进行考察。 
 

1.《太平经》易学中的黄老因素 
《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成书

于东汉，是道教早期的一部经书，能够反映道

教创立之初的面貌，如今较为权威的版本有王

明《太平经合校》。关于《太平经》，早期研

究者有汤用彤（如其《读<太平经>书所见》）、

陈寅恪等，后期的道教研究者有王明、卿希泰、

姜守诚等。整体来看，目前对于《太平经》易

学方面的研究，有连镇标、詹石窗、张涛、高

新民、严一钦等，他们大多指出《太平经》易

学思想与黄老道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为

“《易传》与黄老道家思想研究”又提供了一

条思路，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也相对较少。 
汤用彤对《太平经》研究得较早。赵建永

发现，汤用彤对于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演进的发

掘和阐明有开创之功。汤用彤率先注意到了黄

老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这也是道家向道

教演进的关键环节。汤用彤指出，《庄子·天

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

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黄老之清净无

为曰道家；《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

道；汉末才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道虚篇》

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这是后世天

师道教之始基。18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汤用彤

特别关注黄老学在道教形成中的作用。道教的

产生首先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

果。道教是黄老方术和各家理论的碰撞与融合

而发展壮大的，《太平经》刚好是这时形成的

重要典籍。19 
最近，赵建永通过整理汤用彤和陈寅恪的

信件、手稿，又研究了两汉黄老道家易学中的

“历数学”“刑德”观，发现“推天道以明人

事”是黄老道家和易学的共通特点。赵建永指

出，汤用彤的功绩在于，在梳理黄老学流变时

首次揭示出《太平经》与历数学的渊源，发现

了黄老易学与早期道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

而开创了《太平经》与早期道教、黄老道家易

学关系的研究 20，完善了陈寅恪的有关论断，

并由此判定出《太平经》成书年代。随后，学

界研究黄老学史、道教史、易学史、哲学史或

文化史以及有关专题，都把《太平经》作为东

汉经典来引述。 
《太平经》面世标志着道教的产生，而对

于《太平经》真伪和成书年代的考证，汤用彤

功劳不小。以历数判断《太平经》真伪的方法

更加可靠，所以汤、陈关注到了道教和历数的

关系 21。历数有两层含义：一是，原指观测天

象以推算岁时节候次序的历法，即计算日月运

行经历周天的度数，以确定闰月，调和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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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引申为奉天承运的帝王相应于天象运行

的序位。《太平经》中的历数概念多是融会了

上述两层意思。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

官历包元太平经》(简称《包元太平经》)，将

神仙信仰与历算术数融为一体，其推演历数是

为了尊天法道，息灾去殃，重整社会秩序。《太

平经》袭承《包元太平经》而来，正是藉由汉

代黄老道家与易学合流而发展成熟的历数思想，

他们共通的思维特点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东汉时期出现的这种用黄老学说来解释易学的

思潮，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黄老易学。具体

的，《太平经》有身心兼修、“身国同构”的

思想，是对黄老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和

发展，而从“内圣外王”到“身国同构”，又

可谓黄老学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在以历数刑德说判定《太平经》年代时，

汤用彤指出，历数中的刑德说与汉代黄老学经

典有相合之处，如《汉书·艺文志》有《刑德》

七卷。《太平经》常见刑德之说，且言之甚详

与《淮南子·天文训》《管子·四时篇》《春

秋繁露·阳尊阴卑篇》有相合处，另外《太平

经》“五方之兵”与《淮南子》也相合。在比

较研读《太平经》《淮南子》与钱塘所论刑德

之“七舍”说后，汤又利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的《刑德》篇，印证了与《太平经》一脉相承

的黄老刑德思想，更佐证了《太平经》的成书

年代。具体来看，《太平经》中《案书明刑德

法》《国不可胜数诀》等章，用易卦六爻解释

天地刑德生杀在一年之中的变化。《太平经》

运用具体类比和抽象类比方法，说明社会运行

机制中所需的刑罚、仁德之施行与自然界的气

运具有共同点 22。其刑德说的理论根基，是黄

老学和易学中天地人三才相通的观念，以刑为

阴杀，以德为阳生，附会五行制化之说。23 
关于易学，汉代易学中广泛运用阴阳五行，

史料《后汉书·襄楷传》中评论《太平经》“以

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这点也为学者

们所注意到。 
李刚认为《太平经》是儒道结合的产儿，

它所谓“贤儒”实即方士化的儒,与黄老道是相

通的。东汉儒生特别是今文派儒生多已方士化，

东汉方士化(即黄老化)儒生的特征是多通谶纬

又精通黄老道,这展示了东汉谶纬与黄老的结

合。因此,《太平经》称道的“儒”即是这类黄

老化的儒。24 
连镇标和詹石窗指出，《太平经》受到了

汉代孟、京易学的深刻影响，如把阴阳理论作

为指导思想，贯穿于宇宙发生论、物种起源论、

自然变化论等方面，用五行说阐释事物变化过

程，感应思想。25 
余明光、谭建辉认为，《太平经》“太平”

二字出自《黄帝四经·经法·六分》：“天下

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

私也，故王天下。”其“承负”说源于黄老学，

即行善积恶，子孙必食其果。其阴阳五行灾异

说部分来自《老子》《黄帝四经》，但是《太

平经》用意在于宣教，认为只要通晓顺应阴阳

之理，社会才能太平，人也能长生久视。另外，

如“守一”“气化”等和黄老思想也有关。道

教创始初期，《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都反

应了黄老思想。同时，余明光、谭建辉指出对

黄老偶像的膜拜和祭祀才是走向黄老道教的关

键步骤。26据考证，张角信奉的是“黄老道”而

不叫“太平道”，“太平道”是后来才出现的

如《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在张角黄巾起义

后，史家认为“黄老道”是上层统治者所信奉

和提倡的，故为尊者讳，就把张角的“黄老道”

改为“太平道”。27 
张涛在前人基础上，又论及了《太平经》

易学中使用的八卦方位、爻辰说，指出《太平

经》在著作宗旨和治学风格上深受《易传》浸

染，并且他认为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

是当时文化的融会者，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

和重要资源。28之后，他又撰文，指出道教学

说一开始就对易学十分重视，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道教易学。《太平经》吸收、改造《易传》

的太极说（，运用元气说解释宇宙生成、万物

起源），阴阳变化、物极必反思想，继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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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三才”成卦思想等，形成了“三一为宗”

的思想理论；继承《易传》中正、太和观念，

整体和谐理论以及尚贤、养贤和重德思想，提

出致太平的社会政治理想。29当然，张涛还没

注意到《易传》的兼容并蓄、融汇百家的方式，

和阴阳变化等思想，兼备着黄老道家的特征。 
高新民进一步总结，认为《太平经》的治平思

想、刑德思想、伦理思想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易

学倾向。《太平经》引易论理文句多达数十条，

且广泛吸收了汉易的卦气说、八卦方位说、五

行相生说、阴阳灾异说等学说。30 
在刑德思想上，于涛曾指出《太平经》的

刑德观中刑德的阴阳属性和四时表现与《黄帝

四经·十六经》的表述相一致，这是继承了黄

老道家的思想成果。31 
以上诸观点的总结文章，可以参考严一钦

《〈太平经〉易学思想渊源考论》一文。值得

一提的是，文中他还详细地统计和分析了《太

平经》中 38 处直接引用《周易》经传原文或化

用了易理的内容，指出《系辞》中的天数地数

说是《太平经》中世界构造的理论依据之一。 
综上，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中没有提及黄老，但

这一方面可能是研究视角所限，另一方面也可

能是忽略掉了一些材料，比如出土文献等。但

从学者们例举的论据来看，也不难发现《太平

经》和黄老之学存在思想汇通之处，如阴阳五

行。 
 
2.《周易参同契》中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与易学的关系很紧密，这在道教

经典《周易参同契》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王

明在《周易参同契考证》中指出“终汉之世，

习《京氏易》者，往往兼善图纬及黄老之言”。

黄老学在东汉流于长生道术，讲求治身养性，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就是借助《易》讲述道

教内丹学说的。而《周易参同契》与黄老道家

的关系，可以先从书名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参同契”的是指大易（即易学、易道）、黄

老、炉火三道相通，如合符契。 

关于《周易参同契》形成的时代背景，潘雨廷

指出从汉高祖刘邦元年起至汉武帝建元六年窦

太后卒止（前 206-前 135 年）为汉初崇尚黄老

的时期。汉初，干支术数阴阳五行医书天文等

学问皆可归总于易学与黄老。自西汉武帝（前

140-前 87 年在位）至东汉顺帝（公元 126-144
年在位）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社会学风由兴举

儒学而又转变为兴举黄老。汉武帝灭淮南王（前

122 年）、汉明帝灭楚王英（公元 71 年）时，

是统治者又压制黄老学的时期。汉初的大易黄

老思想，加上方仙道及淮南王安、楚王英等涉

及易学思想的黄老道，与律历医术数相合，成

为黄老道家的理论基础。32 
从易道融合上看，张涛认为《周易参同契》

是易道融合的典型。《参同契》进一步发挥《易

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提出了坎离

为易说，并将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33 
黄河指出，两汉有兼治易学与老子之学的

风气。兼习和融合《易》《老》的风气在汉代

后期、魏晋的学者中蔚然成风，出现了“三玄”

（《周易》《老子》《庄子》）；魏晋时期，

个体追求黄老恬淡生活的理想造就了隐遁之风；

汉末道教逐渐成熟，并将易学思想融入其主导

思想。34 
《周易参同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汉

代易学构筑炼丹理论。35对此朱越利和章伟文

都有表述。《周易参同契》将大易、黄老结合，

以体用方式贯通道体与器用，沟通形上与形下，

从而构建起一个有体有用的独特丹道哲学理论

体系。36这是目前学者们的基本共识。 
总体来看，目前《周易参同契》与黄老之

学的关系已被一些学者注意到，但是研究还不

够深入。 
 

III．总结 
 

经过上述对于道教易学、黄老思想的相关

概念、文献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看出，道教

易学与黄老思想渊源较深：从宗教学上、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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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的角度来看，道教易学与黄老思想的融汇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易学角度，道教易学

是汉代、魏晋易学的一个分支和流派，不容忽

视；再从黄老思想研究的角度来看，道教中的

黄老思想是黄老学的一部分，当前研究尚且不

足。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对于道教易学与

黄老思想关涉的研究领域，材料丰富、思想价

值大，有待深耕。 
《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两部道教经

典中含有不少黄老思想成分。而据陈鼓应 37等

人的研究，《易传》中亦有不少黄老思想成分，

那么道教易学中资取自《易传》中具有黄老思

想的部分，自然也就会成为道教易学作品本身

黄老特征的一部分。这种思想汲取，一方面可

能是直接取自黄老之学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通过吸收《易传》思想而间接资取自黄老的，

而这也有待未来的探索。 
总之，就汉代的情况来看，加大对道教易

学与黄老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

助于梳理汉代思想史、道教思想史和易学思想

史，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太平经》《周易参同

契》有重要意义，对于进一步考量黄老思想与

道家、道教的关系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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