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生、济世及一统: 郑观应与近代道教

马平安

晚清民初，道教因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日趋式微。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俗家弟子，郑观应力

图振兴道教。在他一生八十年中，访真求道即达六十余载，道教信仰老而弥坚。他希冀通过丹道

修炼追求长生，通过仙剑成道救世度人，通过道教统摄天下各教。他主张改革近代道教所存在的

弊端，积极倡导和举办近代慈善事业，积极刻刊与传播道教典籍，积极倡办修真院、道教会。他

对中国近代道教的传播与转型，具有一定的影响，其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值得学界引起重视。
关键词: 郑观应 道教 长生梦 济世梦 一统梦

作者 马平安，1964 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一提起郑观应①，人们多马上将他与晚清的实业界及思想界联系起来。诚然，晚清近代化实

业的起步，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汉阳铁厂的草创与早期发展，均与郑观应有着

甚大的关系。尤其是他的《盛世危言》一书的问世，“天子嘉叹，海内传诵。当世贤豪士夫无不

知陶斋其人矣”。② 因是之故，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他的身份定格为洋行买办、洋务实业家、早

期改良派、民族资本家，认定郑观应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多年来，学术界在研究郑观应时，却忽视了他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这就是，郑观应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俗家弟子。郑观应说他 “行世七十

八，求道六十年”。③ 一个人孜孜矻矻访真求道六十余年，老而弥坚，道教信仰贯穿一生，这不

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郑观应是晚清民初实业界与思想界中终生服膺道

教，热衷追求仙道，既具有实修经历，又具有自己独到的道教观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士大夫之一。
他“虽蹭蹬仕途，奔驰商界，与当代名流晋接，日不暇给”④，经世却不过是他外在的一种面

相，他是商人兼士大夫阶层的道教徒。另一方面，他又是近代民间道教徒中最能入世、最能适应

社会转型、能用自己经商与学问去弘扬与传承传统道教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道教信仰真实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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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1842 － 1921)，广东省香山县 (今中山市) 雍陌乡人; 本名官应，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

号杞忧生，中年以后别名罗浮偫鹤山人。“偫鹤”，郑观应常写为“待鹤”、“待 ”。(夏东元编《郑观应年

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40 页)

盛宣怀: 《〈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盛宣怀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 外八种)》 ( 下)，中华书

局 2013 年版，第 326 页。
郑观应: 《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同上，第 539 页。
郑观应: 《重刻〈陈注关尹子九篇〉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52 页。



了他的内心世界。
近年来，对于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宗教思想，学界开始有文章进行探讨，① 这是件可喜的事

情。不过，关于郑观应在中国近代道教史上地位及作用的研究与探讨还不尽如人意。纵观目前研

究状况，还多停留在表层阶段，无论是史料的进一步发掘，还是研究的全面、深入等方面都还亟

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纵观目前出版的各种涉及近代道教的学术著作，均未将郑观应置于应有

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缺陷。缘此，将郑观应纳入近代道教史的视野与研究范围，用宗教学、历

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以郑观应为个案来研究士大夫阶层在近代道教传播史上的作

用并总结近代道教衰落之原因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研究意义。缘此，本文拟从郑观

应所追求的长生、济世与一统梦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说明他在中国近代道教史上应该占有之地

位，同时揭示晚清民初道教衰落之原因。

二、长生梦: 实修中的艰涩

晚清以降，传统道教愈发衰落。不仅有欧风美雨的打击、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更重要的

是，清统治者对道教的抑制政策也越来越严。早在鸦片战争前的 1821 年，清政府就停止了历代

天师来京朝觐的活动，中断了中央政府与道教的一切联系。此后的数位统治者，“不废其教，亦

不用其言，听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间。”② 在失去统治者政治、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地位急剧下降

之后，道教传播开始转向民间，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并在少数经济活动活跃的城市和沿海地区

有所渗透。其时，道教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江湖术士乘间混迹其中，扰惑民众。郑观应的

寻道自救救人的思想与实践即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的思想及行为不免留有这个时代的

烙印。
郑观应一生学道不辍。他的同乡黄瑞勋言他 “夙有本末，尤慕神仙，有出世之志。”③ 其晚

年业师万启型亦曾这样评价道: “郑君夙具慧眼，幼知向道，于兹五十载未尝须臾离，所著 《盛

世危言》正续编、《中外卫生要旨》、 《待鹤山房诗钞》，以及道书数十种久已流布寰区，脍炙

人口。”④
1898 年，郑观应 57 岁时，曾经对他半生修仙、追求长生的艰涩历程有过如下总结:

浮生若梦，富贵靡常。风灯草露，石火电光。不修大道，终落空亡。参同悟真，警世谆

详。观应童年，愿学老庄。寻师向善，艰苦备尝。所闻小术，语半荒唐。不入空寂，便是邪

狂。徒劳精力，心命惶惶。初师东海，筹置丹房。未经入室，已致倾囊。⑤

这段文字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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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郑观应与道教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的主要有: 王煜: 《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宗教学研究》1996 年

第 3 期; 杨俊峰: 《改革者的内心世界———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志业》，《台大历史学报》2005 年第 35
期; 张秀莉: 《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史林》2007 年第 6 期; 孙启军、张英姣: 《论郑

观应的求道救世思想》，《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 潘慎: 《清末诗人郑观应的改良主

义与道教信仰》，《太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欧良德: 《郑观应宗教思想刍议》，

《湖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0 期; 吴国富: 《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中国道教》2012 年第 3 期等文。
(清) 黄钧宰: 《金壶七墨》，浪墨，卷七，僧道，《笔记小说大观》第 2 编第 7 册，台北新兴书局 1962 年影

印本，第 3999 页。
黄瑞勋: 《重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下)，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708 页。
万启型: 《万序》，(明) 陆西星著，盛克琦编校: 《方壶外史》(上)，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 页。
郑观应: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自序》，《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487 页。



(1) 作者感到浮生若梦，人生易老，认定惟有早修大道，才可免“落空之”，这是他一生信

仰道教的内在缘由。
(2) 作者很早就与道教结缘。“观应童年，愿学老庄”，就是很好的注释。在后来给家人的

信函中他也多次提到自己 “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① 的事情。
(3) 作者半生以来，一直仿真求道，艰苦备尝，但多所遇非人，大多是江湖术士，因而才

会留下“所闻小术，语半荒唐。不入空寂，便是邪狂”的感叹之语。
(4) 作者“徒劳精力，心命惶惶”，由于半生辛苦追寻无所收获，因而显得心神不定，流露

出不太甘心之意。
郑观应自幼生活在宗教活动浓厚的广东香山地区，并有润物细无声的家庭信道氛围的影响，

他自童年即种下道缘亦在情理之中。香山地近澳门，是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无论西方

宗教或是中土儒释道三教都很早就在这里发生碰撞、对抗与交流。当地开放的文化传统无疑在潜

移默化中渗透于郑观应早年的心灵深处，影响到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同时，郑氏家族的好道环

境也对童年时代的郑观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 “丹铅殆遍，澹于进取，敝屣

科名”“乐善好施”②，热衷道教。他的性格爱好在郑观应早年精神信仰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外部环境毕竟不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到郑观应个人来看，他早年信道

的原因是因为治疗自己疾病的需要。至于寻觅长生仙术，则应是郑观应年长后才渐渐在心中树立

起来的不懈大愿。由于郑观应年少体弱多病，年长后又长期为哮喘病所折磨，因而他为求丹治疗

疾病，很早就开始研习道术。这说明他对于道学的痴迷，与其孱弱的身体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郑观应在《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中曾经提及他早年学道的诱因:

官应弱冠时撄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

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及长，谋食市廛，奔走南北，数十年来，闻有抱道高

人，必厚礼虚心叩以性命之学。③

这说明，治病与追求长生是郑观应早年走上道教信仰与实修之路的重要原因。
成年后的郑观应对道教的痴迷，远远胜过他的幼年时期，这很可能来自下面两个方面的因

素: 一是壮年时期事业上遭遇挫折以及人事上的诸多不顺; 二仍是常年疾病的困扰以及对长生的

持久渴望。事业上的失意，主要是 1883 年因上海经济风潮的冲击以及此后太古洋行案带来的巨

大债务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郑观应访仙求道的欲念，此后他曾经一度隐居澳门，并将道教修行

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寄托。尽管在渡过债务难关后他又回上海投身商界实业，但访仙求真、拜师

求经、护师入室、寻求长生大丹等实修活动从此占据他此后人生的很大部分，而且愈到晚年，这

一比重愈向修道方面倾斜。
但是，郑观应满怀 热 忱、虔 心 修 仙 求 道、追 求 长 生 的 结 果，却 是 不 断 地 “因 求 道 而 受

骗”。④“观应自童访道以来，于兹五十载，遍游海岳，变产力行，”⑤ “所遇非兀坐孤修，即涉

于采补，甚有以符箓黄白等术愚人。其蓄奸行骗者，则巧言如簧，所在皆是。官应迭经护师入室

潜修，丹财不足，复求助于道侣，竭力经营，竟无效果。有如昔贤抱元子破家产、弃妻子，贻亲

友之笑矣。”⑥ 1883 年，郑观应在道观习静时，亲眼目击当时道教宗风扫地的状况，十分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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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33 页。
郑观应: 《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四)，第 1498、1499 页。
郑观应: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74 页。
郑观应: 《致张静生道友书》，同上，第 129 页。
郑观应: 《重刊〈古书隐楼藏书〉序》，同上，第 117 页。
郑观应: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同上，第 74 页。



为此他特作《辨道诗并引》。在《辨道诗》的序言中，郑观应客观记述了他在当时的所见所闻:

癸未习静于道观，往来谈元者甚多，大半习闺丹炉火之术。又有伪托仙传诈称佛降，借

长生为骗局，假财色以愚人，惑世诬民莫此为甚，招灾惹祸到老无成。竟有妄诋名真，狂排

上乘，宗风扫地，一至于斯。①
妻子的不满、亲友的贻笑、求丹梦的不顺、道教界中的江湖术士的欺骗，皆给郑观应以沉重

的打击，这无疑是他在求道过程中心理上布满了重重阴云的重要因素。幸而他 “夙志不回，自

维德薄魔重，逆来顺受，”② 才能够对道教信仰坚定不移，益加勉励向善，“求道之心百折不回，

务达其目的而后已。”③
关于郑观应求道实修的苦涩经历，下面三段史料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上张三丰祖师疏文》。在此文中，郑观应曾有如下较为详细的记述:

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 凡有善事无不尽力倡助，冀

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虽不惮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閩、浙，东至芝罘，西至巴

蜀，曾经护师入室: 江西万先生三次，四川廖先生二次，江苏徐先生潜修十年; 江苏丁先

生，四川陈先生、徐先生，云南杨先生，福建彭先生，敝省苏先生，均已行功数月或年余，
小有应验，无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传所论立竿见影: 行之五月而体貌异，九月而丹成。竟

失所望。更有自称广华山剑侠者，因公受累，所亏数千金追索甚急，求待鹤解救，愿将剑术

等法传授，藉以救世。待鹤力薄，曾邀张道友相助。其所试有形剑术小法，不甚奇异，均不

愿学。彼尚纠缠，贻人笑柄。可知世上借道骗钱者多，岂上苍故令群魔煅炼我心所致耶! 然

年老多病，心益惶惶。久已黄粱梦醒，不贪世间名利; 屡拟出外从师，为病所阻，又苦无真

师提拔，故刊《丹经剑侠图传》。访道曾遇法师云峰山人，许授长生符水活人之术，并携资

代为择地筑室同修，约于乙卯年春，偕耿师祖来传符法，并赐神丹以除喘病。待鹤以为奇

逢，可继宋朝罗浮真人所赐八十老翁苏庠之神丹，服后大病立除，须发再黑。不料逾期已

久，渺无音信，又不知云游何处。④
二是《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在该文中，郑观应同样吐露出其求道过程中的艰辛

和上当受骗的苦酸:

待鹤自幼好道，博览丹经，长复遍游海岳，备尝艰苦……欲以术延命，曾经护师入室，
毫无功效……曾遇两法师，均云仙术治病，以心为法，以神如符，以气为水，斯无投之不

灵。一谓必先为其出资解难而后传，一谓必先出资代为择地筑室而后同修。虽均如所嘱，不

料逾期未临。⑤
三是《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在这首诗中，晚年的郑观应对求仙过

程中上当受骗的一些经历仍然耿耿于怀:

行世七十八，求道六十年……遍处寻仙侣，北还复入川。忆遇两术士，自称道法全。约

我同修炼，索造丹房钱。誓词应无假，如何信渺然。护师三入室，亦非获真诠。自惭德行

薄，叠遇野狐禅。⑥
上述三段史料，无疑是郑观应不平之气抑郁多年的心语吐快，其中内容比较丰富全面，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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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辨道诗〉并引》，《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511 页。
郑观应: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74 页。
郑观应: 《致张静生道友书》，同上，第 129 页。
郑观应: 《上张三丰祖师疏文》，同上，第 60 － 61 页。
郑观应: 《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同上，第 88 页。
郑观应: 《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 外八种)》 ( 下)，第 539
页。



们了解郑观应的求道访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它比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郑观应的习道开始日期。“行世七十八，求道六十年”，说明

郑观应自己认定开始习道的时间是他 18 岁的时候。郑观应的寿数是 80 岁，说明他一生求道学仙

的时间长达六十二年。
(2) 在《上张三丰祖师疏文》中，郑观应说自己求道已经五十年，说明他写作 《上张三丰

祖师疏文》的时间应该是在他 68 岁之期。郑观应 68 岁时是 1909 年，可以推算这篇疏文的写作

时间应该是在 1909 年，此时他已年近暮年，求仙不成，疾病缠身，心情消沉，但对修道长生依

然执着。
(3) 七十八年来，为寻道访真，郑观应的足迹北至北京、奉天，南至福建、浙江，东至山

东芝罘，西至成都、重庆，行迹在空间上几乎遍及中国南北各地。
(4) 说明他的求道之路并不孤单，有一群道友相随相伴，大家经常一起切磋或者书信往来，

共修长生之道。
(5) 求道过程中屡屡上当受骗的辛酸经历深深地伤害了他。
细读《郑观应集》，在郑观应求道访仙的生涯中，有四个人对他影响较大，可以由此清晰地

反映出他在求道过程中心路历程的变化:

一是上海的杨了尘道长。郑观应说: “忆壬午年 (1882 年) 在沪遇杨了尘道人，授 《金笥

宝箓·冲虚外篇》。”① 1882 年，郑观应在上海因缘遇到杨了尘道长，杨了尘赠送郑观应道学宝

典并就自己的修行之法进行传授，这对郑观应影响较大。
二是罗浮山道人彭凌虚。1886 年春，郑观应访道罗浮山，缘遇彭凌虚。彭传授郑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口诀。郑观应曾详细记载下了这件事情:

丙戌岁 ( 1886 年) 游罗浮，遇彭师凌虚，蒙将其师李真人所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三步口诀一并传授。观应犹恐遗忘，复书小本，切嘱珍藏，千万勿泄，要俟自己成

道后，方准传人。并将《慧命经》讲解一遍，谓: 欲修仙、佛之道者，其下手贵在不着尘

缘，一意记住下田，即心下、肾上之中，朗朗彻彻，不有不无，活活泼泼，不即不离，常存

如是而已。且夫仙、佛之所以为仙、佛者，至简至易，无非性命双修。究其源不过一味先天

炁非有他故也。然所以先要不着尘缘者，盖先天一炁，从虚极静笃中而来，与今日何合藏祖

师命卢教智先生所传之先天口诀大旨相同。然卢先生只传炼精化气工夫。曾问年老气衰，活

子不生，如何救护，据说当炼气化神，倘有所疑，嘱问何祖师。②
对于彭凌虚的传授与教诲之恩，郑观应念念不忘，晚年他在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自序》

中还专门提到这件事情。他说: “罗浮访道，复叩彭张。讲活子时，返照回光。先天祖气，药中

之王。”③
三是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戴公复是郑观应求道实修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可谓郑观

应修炼内丹的重要引导师。戴公复在为郑观应 《盛世危言后编》所写的序言中说他自己 “自少

好道，幸遇异人，获授真传于南派，用功已三十余年”。戴公复推崇明人陆西星的道家学说，认

为儒释道三教从根本上看是一个道理，“三教之道一而已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同一道之

所为”。他主张内丹性命双修之功，不赞成烧炼炉火的外丹之道，指出内丹大道核心在于 “性以

道全，命以术延，圣修之能事而性命之极至也”④。他在引导郑观应实修内丹之道同时，对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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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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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郑观应: 《〈还丹下手秘旨〉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211 页。
郑观应: 《〈还丹下手秘旨〉序》，同上，第 211 － 212 页。
郑观应: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自序》，《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487 页。
戴公复: 《〈盛世危言后编〉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7、5 页。



观应热衷外丹烧炼曾给过慎重的提醒。郑观应在《致观妙道人书》(庚戌后稿丁巳补刊) 中提到

了这一点。郑观应说: “前函论点化服食事，未尽所言。查古今来以炉火炼金石为丹，非但不能

点化，而且服食受病，医药莫救，诚如 《妙解录》所云: 实破家戕生之捷径也。 《丹诀论》有

云: 八石三黄非长生之药石，硫硵有软铜铁之功，矾石有杀虎豹之能，岂有服食而不为物所害

哉! 又有用曾黄、雌黄、雄黄杀水银令死成丹，亦非服食之药。元阳子《还丹歌》云: ‘君看前

后烧丹客，误杀千人与万人。’所以往年四川鲍春霆爵帅为方士所惑，曾费十万金大修炉火，已

炼数载无效。”① 由郑观应回函的内容来看，他是同意戴公复的意见的，尽管他愈到晚年愈热衷

渴望获得长生的仙丹。
四是江西丰城人万启型。郑观应晚年曾告诉自己的弟弟和儿子说他终于找到了真人，得到了

真传。他所说的真人就是万启型②。郑观应曾邀万启型为 《盛世危言后编》写序，并特地将它

放在序首以示尊崇之意。万启型在序中言他 “迨甲寅 (1914 年) 季秋，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

先生，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四方之士踵门而求道者纷纷不绝。陶斋先生闻之喜而不

寐，亟托观妙道人为之介绍。乙卯 (1915 年) 春间，陈师降临，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嘉叹无

已，甚惜相遇之太迟。自是先生来扬州受诀，始得一亲德范，而论次之间，倾心吐魄，毫无所

隐，乃知先生直道德中人。”③ 这说明郑观应与万启型结识的原因是因为听闻万得到了仙师陈抱

一的真传，郑观应为得到长生仙诀通过戴公复介绍而与万启型相识。对于万启型所谓以奇缘偶遇

陈抱一获天元秘旨的说法，郑观应深信不疑，晚年把自己得到长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到了万启型的

引导实修上面。在《呈万式一先生》一诗中，郑观应向万启型乞求赐给他神丹妙药，并为他今

后的道修指明方向，其中言语极为恳切。郑观应写道:

清净无功服食难，不得已乞女金丹。昔年承教应如是，老须借此救衰残……非师指示不

能醒。势迫干渎救垂危，故将苦况诉天知。如蒙怜悯无药产，不赐灵丹赐玉芝。④

因为相信万启型得到了陈抱一的真传，郑观应一直视万启型为自己的 “度师”。对于万启型经济

上的所有要求，无论是修造扬州修真院，购置道产、刊印道书或是开坛法事等等，郑观应无不倾

囊相助。但对于郑观应亟想得到的所谓能够治病及延年益寿的 “神丹大药”，万启型却总是以各

种理由不给提供。即使为敷衍塞责而给予的一点符水与丹药，郑观应服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

效果。对此，郑观应不作他想，而是一直虔诚地在自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坚定地认为这一切是

因为自己修行太晚、修炼不够、魔障太多等因素所致。这从郑观应在 《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

友书》及《致张静生道友书》等信函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友书》中，郑观应言:

昨在九江，万师临行手谕: “观应入室两月以来，关窍幸开，玉液已还，可以救护老

残，虽遗精可以采补。此功效之著也。惟龙虎大丹未得，终非上品。”弟心甚急，故屡次用

法行收，而年高德薄，每升火则承受不住，非是遗精即肝火旺，只好缓缓培补，待九、十月

间来扬，当设法图之，并请陈师指示遵行。今接万师自扬来谕: “秋燥不能收丹，须待至冬

至后方可收丹。如即来扬，只可养性”等语。两谕之意，体贴下情，殊深惭感，自应遵谕

循序而行，冀邀天眷，不敢奢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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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致观妙道人书》(庚戌后稿丁巳补刊)，《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03 页。
万启型，字雯轩，道号式一，晚清举人，曾任宝应县、甘泉县知县，民国后卸任修道，自称得到仙师陈抱

一祖师的真传，在扬州创设修真院，广招修道门徒。
万启型: 《盛世危言后编》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3 页。
郑观应: 《呈万式一先生》，《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541 － 542 页。
郑观应: 《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长书》，《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42 页。



在《致张静生道友书》中，郑观应流露出了同样的心情:

前岁幸我度师万雯轩先生怜予苦志，代禀陈抱一祖师，传授玄科口诀，行已三年。今夏

复蒙准予入室，忻幸无极，以为指日可得还丹。不料入室百余日，只通关窍，尚未得丹，不

能追随同学，联袂而上，累师操持，实深惭感。若谓恐非累行积德，动有群魔作障。①
就在郑观应满心希望地追随万启型修道乞求祛病长生之际，万启型却突然于 1919 年暴病身

亡。这位号称得到陈抱一与张三丰两位仙师庇护的且获得真经秘旨能够炼得仙丹的 “度师”，不

但让笃信长生的郑观应在晚年耗费了大量金钱，更重要的是，万启型之死在心理上实际浇灭了郑

观应希望通过性命双修追求长生的梦想。郑观应在《登吕祖阁有感》中苦涩地写道:

访道寻真数十秋，东南西北独遨游。苦心毕竟天开眼，得诀归来雪满头。悟彻色空登彼

岸，难忘花月下扬州。驹光如驶囊如洗，叩罢仙师怅倚楼。②
一个“怅”字，真实地道尽了郑观应在求道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酸甜苦辣。

晚清民初，西风东渐，中土传统文化出现瓦解之势。传统道教活动由大型教团开始转变为松

散的民间信仰活动，道教自身的缺陷更是成为其近代衰落之路的推动力。道教在民间传播的过程

中，一批江湖术士借传道敛财骗钱，这远远背离了传统道教的基本精神与原则，败坏了道教信仰

的神圣与庄严。“今方士假此骗人财宝，且有资身之法，或有一方而能医奇病，或有一银方而造

假银，或推托寻铅觅砂，延捱岁月。其伪术多方……学者谁敢致疑而识其诈?”③ 郑观应学道求

法，本欲长生，却“迭遭狡徒诳谝”，落得个“业经破产，室人交谪，子丧家贫”④ 的窘境。在

这样“旁门外道世何多”⑤ 的大环境下，除了感叹 “感慨寻真受坎坷，旁门曲径何其多”⑥，发

出“自惭德行薄，叠遇野狐禅”⑦，“惟近日邪术借法敛财者颇多”⑧ 的无奈叹息外，他又能做

些什么呢?

三、济世梦: 致力于世间功德

郑观应一生笃信道教，“庄周不仕休征辟，救世心存学剑仙。”⑨ 他不仅希望通过学道延年

益寿，而且更在乎通过修道成就他的成仙救世的恢弘梦想。
郑观应认为，“以剑仙一流于世为宜、于用为切。”⑩为此，晚年他将学道目标寄托在通过求

道学得仙术进而凌虚步高、剑诛妖邪上面。这种宏愿在 《郑观应集》中多处都有表露。他在

《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说: “兄志大才疏，恨无实际，少时有三大愿: 一愿学吕纯阳祖师得金

丹大道，成己成人; 二愿学张道陵天师得三甲符箓之术，澄清海宇; 三愿学张三丰真人得黄白之

术，令各州县多设工艺厂以养贫民，并设格致学校以育人材。”瑏瑡 在 《致万雯轩先生书》中，郑

观应说他的夙愿是: “官应立愿: 继火龙老祖师以符水活人，云游五洲，积德立功。至名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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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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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致张静生道友书》，《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29 页。
郑观应: 《登吕祖阁有感》，《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492 页。
郑观应: 《致观妙道人书》(庚戌后稿丁巳补刊)，《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104 页。
郑观应: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丁巳年元旦上张三丰祖师表同)，同上，第 126 页。
郑观应: 《辨道诗 (并引)》，《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511 页。
郑观应: 《醒世》，同上，第 512 页。
郑观应: 《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同上，第 539 页。

⑩ 郑观应: 《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77 页。
郑观应: 《得罗星潭观察陈次亮部郎手书》，《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439 页。
郑观应: 《致天津翼之五弟书》，《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四)，第 1450 页。



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① 如果说，上述史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话，下面这

段材料则可进一步佐证郑观应的内心深处确实存在以仙剑术济世度人的梦想。郑观应说:

盖时际内哄外侮，是非颠倒，赏罚不公，有强权无公理，趋炎附势，不顾廉耻，无道

德，无法律，视苍生贱如马牛，哀黎遍野，凄惨可怜。且各国杀人火器日出日精，近有四十

二生的大炮，有毒炸弹，有飞行机，有潜水艇，动辄杀人流血千里，伤残惨酷，为自有战史

以来所未见。然欲挽浩劫而靖全球，非应龙沙会之谶，有多数道成法就者广施仙术，不足使

至奇极巧之火器销灭于无形。盖神仙身外有身，散则成器，聚则成形，出入水火，飞腾云

雾，万里诛妖，一电光耳。剑仙虽是符箓之法，亦不缺内功，所谓静则金丹，动则霹雳，凌

虚隐遁，除暴安良。故吕祖师赠剑仙诗有云: “三清剑术妙通灵，剪怪诛妖没影形。飞腾万

里穷东极，化作长虹下北溟。”待鹤下德之士也。太上谓: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有为者以

术延命之谓也。既未能以术延命，自应内养欲，于洞府修炼，学符箓三五飞步之术，以救

哀黎。②
在郑观应的求道之路上，之所以特别青睐剑仙一类人物、存剑仙济世之梦，与他生活的背景

和思想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早年一腔热血，以道德济世，主张商战立国，复又主张变法改

良，冀图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然而现状却是世界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 “政府不知发愤，

各科学不讲，各实业不兴”，“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有强权而无公理。”面对此混乱不堪之时

代，郑观应感到绝望，有“思缓难济急”，用神仙法术快速解决种种乱象，“冀求速效”③ 的想

法自然就不难理解。
对于仙剑救世之道，郑观应是有一定认识的，这在他《致曹一峰先生书》中有清晰的表述:

查剑术源流，考其教略，分三乘: 炼气者为上，谓积累三光，招致五气，以成无形之

剑，可以驶气凌空，顷刻万里，比于飞仙，故为上乘，名曰剑仙; 炼剑者次之，以数寸之

剑，或以小匣祭炼而成，列于中乘，名曰剑侠; 炼艺者下乘，名曰剑客。凡是三乘，古今以

来其得道而成者不知凡几……待鹤夙慕剑仙能除邪扶正，时深向往。④
郑观应的求道济世思想萌芽于 19 世纪后半期内忧外患的年代。他认为求真修仙有助于人心

之向善，人人积善成德，这样就可以拯救社会、拯救人世。在郑观应看来，宗教皆以救世度人为

己任，只是各教深浅难易有别。有的注重修身成己，有的注重济世度人。郑观应曾打算修道成仙

后再入佛门，仙佛修成后再穷究与打通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之理，一统天下各教为一教，

以达到统一天下世道人心的目的。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近代道教的传播与思想发展史上，

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大致而言，郑观应以道济世的途径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 一) 以道教徒的济世之心积极倡导和主办近代化实业

近代以来，列强接踵而至，中国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之危局，如何救亡、如何富强，成

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主要课题，仁人志士无不在用各种方式希冀寻求挽救危亡之道。在这种环境

中，国人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求富强良策上面，却忽视了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内在价值的发掘。二

者不平衡的发展，最终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郑观应则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

仅是一名以道教救世的坚持者，同样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常年潜心钻研经

世之学，将平生经验陶铸为传世名句: “国非富不足以致强，亦非强不足以保富……有国者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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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亟须自强; 欲自强，必先致富; 欲致富，必首在振兴工商; 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

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从郑观应的思想与实践来看，他一生都在崇奉道教、研习道

术，同样，他一生也都在创建中国近代化企业，寻求国家富强的良方。他一边 “言道术，即正

心修身、穷理尽性”，认为它是 “至命之学”，践行、传播中国道教文化，一边又在 “言治道，

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认为此为 “自强之说”，因而极力主张学习西学，引进西方国家的富

强之术。东西方文明在他身上并相体现、互相促进，这可谓近代思想界与道教界的一大奇观。他

认为“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非兵强不足以保国，非商富不足以养兵，而

商战之利器在农工。”他主张 “标本兼治。道德固与富强等量，富强亦与道德齐观，”① 精神文

明与物质文明同时建设。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一生在跻身于道教修行、弘扬传播道教文

化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的许多重要实业的创建。郑观应一生办过多种实业，如商业、
矿业、轮船、铁路、电报等等，其特色皆十分明显，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史上，他有筚路蓝缕、开

拓草创之功。这种经世之念、草创之功，是郑观应对传统道教积修外功在晚清民初大时代下的遵

循与兑现，充分体现了道教文化中的包容、开放、注重实践等优秀品性。
( 二) 针对晚清僧、道界中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郑观应主张汰浊留清，整顿改革

晚清时期，僧、道两门中弊病重重，很多和尚、道士表面上宣称 “明心见性”， “修真炼

性”，“实则利欲熏心，豺狼成性，” “疏懒为真，食色为性。”他们 “失志则打包云水，乞食江

湖; 得志则登坛说法，聚众焚修。”这些逞其才智的不道德之徒或者 “募化十方，轮奂而居，重

裀而坐，膏粱而食，锦绣而衣”，或者 “附托权门，夤缘当路，通声气，市权利。或且聚狂徒，

逞邪说，窝盗寇，干法令”，“只知建醮超幽，敛人财物，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天主教士设

学校以教人、创医院以治疾者。”尤其是 “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
已经构成了社会上极不稳定因素。郑观应认为这是 “弥勒、白莲、金丹诸教匪因风吹火、乘势

蜂兴”，民间动乱的重要原因。对此，他主张 “沙汰僧道”，整顿二门，廓清教风，以利于社会

稳定与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 (1) 对于僧道两界 “年老力衰、多病残疾、
幼弱未成丁者，改各州、邑大寺为恤贫院以处之。” (2) 对 “劝之不改，汰之不去”者，“革其

衣冠，配其男女”，“以布施之庄田，为计亩授耕之用。” (3) 对真心崇奉仙、佛，遵从戒律者，

允许其“深山穴居，茅棚独处，任其高遁”， “惟断不得创宫、观、寺、院，召徒众，募布施，

蓄财货，登台说法，衣冠歧异，以惑斯民之视听。”② (4) 鉴于 “今之道流不从事内功，而徒科

法是恃，且符箓虽真而未获师传，神不守舍，宜其毫无灵应。舍本逐末”的现状以及 “又有学

术未精，借小术以愚人，受其愚者往往至破家亡身而不悟”的现实情况，他 “悯后学不识本末，

因而受害，”③ 特别刊印一系列道教宝典于世人学道者。此问题下面详论，此不赘述。
( 三) 整理与刻版道教经籍

郑观应自幼喜阅道教典籍，求道寻真以来，他有感于自己在求道过程中屡屡遭受那些异端旁

门及一知半解的江湖术士的欺骗，虽虔诚向道却耗费资财而皓首无成的实际情况，发愿广泛搜

求、解读、辨伪与整理出版道家典籍，以便于真心向道的道友们学习与参悟。郑观应云: “余访

道天涯，备尝艰苦，幸蒙师授，语契丹经。自愧福薄，未克下手，敢将秘传先圣所述内外丹药次

序不同之处，备载于此，愿与有道之士同受其福。”④ 对于整理与刻版道教经籍传播道教文化一

事，郑观应在晚年曾经有所总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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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应慕道已六十年矣，曾览 《道藏全书》、 《道藏辑要》及未入 《全书》、 《辑要》等

书，觉所论命理玄奥，语多譬喻，隐而不露，未得诀者莫名其妙。于是凡遇有道之士，无不

虚心请教，证以丹经，始知成道者不外清净、同类、服食三大端……传道者果得真传，则不

索贽金多寡，不论学者贫富。盖大道无亲，惟传善人，否则必遭天谴也。无如异端旁门及得

一知半解以惑人者日甚，致令后学往往倾家荡产，蹉跎岁月，皓首无成。爰将 《黄帝龙虎

经》、《阴符经》、吕纯阳祖师、张三丰祖师、圣僧济祖师诗文及群仙歌诀、金丹真传，分为

八卷，付诸手民，名曰《道言精义》。然读者未得诀，仍然不晓，乃续刊《唱道真言》、《多

心经》、《清静经》、《金华宗旨》、《金笥宝箓》、《三一音符》、《天仙心传问答》、《七真灵

文》、《方壶外史》、《慧命经》、《金仙证论》、《陆约庵就正篇》与 《林奋全书》、陈抱一祖

师《参同契注释》、闵小艮先生《琐言续》、 《古法养生阐幽》、刘止唐先生 《大学古本》、
莫月鼎真人与王天君《内炼口诀》等书，交书肆照本发售。于兹已三十余年矣。①

在总结了出版道学典籍的基本原因及已经刊印的一些主要书目后，郑观应又进一步补充道:

年来蒙陈抱一祖师传授玄科口诀，何合藏仙师传授先天口诀，爰手辑吕纯阳祖师 《百

句章百字篇》、陈抱一祖师《训释道黑幕文》、《咏道诗》、张三丰祖师 《打坐歌》、《道要秘

诀歌》及《删正樵阳经》、 《玉液还丹秘旨》、抱仁子 《重订玉液还丹秘旨》、李含虚真人

《收心法》、希一子《补天随功候篇》、《太微洞主授郑德安玄关口诀》、尹真人 《添油凝神

入窍法》、《神息相依法》、 《聚火开关法》、 《治心法》、 《筑基全凭橐籥说》、 《元性元神

说》、《归根复命说》、邱祖师 《秘传大道歌》、太虚真人 《道程宝则》、止唐先生 《论道四

则》、陆潜虚真人《内外药论》。以上各篇借重人元之学，而所编不厌重复，历引诸真之言，
互相引证，庶免读者疑惑，并录文先生《易学歧途辨》，陈真人《翠虚吟编》为一册，名曰

《还丹下手秘旨》，皆扫除譬喻，直露真诠，用以自镜，并愿与同学者均知尽性以至命，勉

力行善，内外兼修，先行却病延年工夫。②
以上所引仅仅是郑观应在一篇序言中所胪列的由他亲自编辑刊行的道学宝典，计有 40 余种

之多。在这篇序言中，郑观应说他“今已年将八秩”，说明这份材料应是他离世前二、三年时所

为，文中所列的书目显然是经过他精心挑选，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内容宏达精

深，基本上涵盖了道教教义的核心与全部的修炼要点。由此看来，如欲探讨和总结郑观应的道教

人生，对这份史料的深入解读与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十分必要且有一定价值的事情。
除此之外，郑观应还编辑出版有《剑侠传》、《道法纪纲》、《海山奇遇》、《龙门秘旨》、《真

诠》、《梅华问答编》、《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法》、《玉清金笥》、《新解老》、《神功广济先

师救化宝忏》、《陈注关尹子九篇》等重要道学典籍。为了便于女子向道者修炼道术，郑观应还

专门从《古书隐楼藏书》中摘取重印《西王母女修正途》、《女宗双修宝筏》。他在此二书重印

序言中指出: “今因女界中多有殷殷访道者，特择全书中二种合印为一卷，俾修真女子藉此寻师

质证，不致堕入旁门。”“《古书隐楼藏书》全部中《女修正途》、《女宗双修宝筏》二种，专为

女士指引迷途，言简意赅，意精而透，洵为不可不读。”③
作为一名以积德行善为成仙大药的道家弟子，郑观应集后半生之精力，持之以恒地整理与

出版道教宝典，这在晚清民初道教式微的历史大背景下，无疑独树一帜，此举对弘扬、保存、
继承与传播道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近代道教传播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引起学界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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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发道心之力，积极募捐赈济灾民

郑观应对举办慈善事业十分热衷，“凡有公益善事，力为赞助”①，这应是他深受道教文化

中积德立功观念所熏陶的结果。
1870 年，郑观应刊印《陶斋志果》，其重要目的是规劝人们戒恶向善。郑观应认为: “‘志

果’一书，言非无稽，事皆征实，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补，窃愿怀道德之君子广为传播，俾善知

劝而恶知惩，则种花得果，左券可操。”②
1877 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在上海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此后

扩大到河南、直隶等省。郑观应在 “直、东、晋、豫、苏、皖等省灾赈，募资助办，为数甚巨，

最著勤劳。”③ 为了救济灾民，郑观应将友人所写 《十可省歌》、《铁泪图歌》、《广譬如歌》等

诉说灾民苦况的文章汇刻，以事劝募。④
1878 年，郑观应又刊行《富贵源头》、《成仙捷径》，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募集赈灾款项。郑

观应在《成仙捷径》序中大声疾呼: “苟非积德以求，又安能成圣成仙成佛也哉! 夫修道者以能

尽性命为功，而积德者以能救性命为行。欲救人性命则莫大于荒年赈饥。” “愿与天下有志之士

广修至德，以凝至道，相期跃出凡流，同登圣域，洵成仙之捷径，亦仆生平之厚望也。”⑤
在募捐赈灾慈善活动中，郑观应既注意汲取传统宗教中的劝善助弱思想，同时又结合他对西

方社会救济思想的了解，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自己新的救助主张。他不仅十分推崇西方各国

“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认为 “其意美法良，实

有中国古人之遗意”，而且积极将德国工人养老、工伤、疾病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以介绍，认为

“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⑥
郑观应注重践行道教的扶危济困的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尽力对难民、灾

民、流民、失业者、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其他生计艰难阶层积极进行救助。他不满 “哀鸿满中

泽，百日天悠悠”⑦ 的状况，不仅积极参与办理救赈公所，出任善堂、广肇公所董事，而且还兼

任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名誉会员。在郑观应看来，“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

坛设醮为功德，”⑧ 而应当把金钱与力量实实在在地用到该帮助的人身上。针对当时普遍的溺婴

状况，他提出在城乡各地建立保婴会。“其法: 各就乡隅集一善会，或以十里为限。凡地方贫户

生女，力不能留养者，准到局报明，每月给白米一斗，钱二百文，以半年为度。半年之后，或自

养或抱送，听其自便。实则半年之后，小孩已能嬉笑，非特不忍溺，亦必不忍送堂矣。且贫户既

以得所资，而易于留养。彼稍堪温饱之家，亦必心生惭愧，感动必多。此法简便易行，可大可

小，可暂可久。一经提倡，全活必多。愿与天下有心人共起图之。”⑨
( 五) 组织道德会、崇真院、丛林修真院，养育人材

上海道德会是清末民初以宣扬道德为宗旨的一个会社组织。最初由湖南、四川等地的道人为

宣化救世、挽回道德人心而提倡。尔后，经王新甫举荐、郑观应出面号召组织而建立，会所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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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 丁巳年元旦上张三丰祖师表同)，《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

编》(一)，第 127 页。
郑观应: 《重刊〈陶斋志果〉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四)，第 1497 页。
吴尹全: 《偫鹤山人事略》，《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577 页。
夏东元编著: 《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 页。
郑观应: 《〈成仙捷径〉序》，《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四)，第 1318 页。
郑观应: 《善举》，《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 300、302 页。
郑观应: 《筹赈感怀》，《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368 页。
郑观应: 《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上)，第 35 页。
郑观应: 《劝诫溺女》，《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上)，第 39 页。



上海牯岭路延庆里，由杨海秋等主持修真论道事务，兼以符水治病。崇真院、修真院则是郑观应

倡导为专事培养道教人材的机构。二者中较有特色的是七教丛林修真院，这是郑观应在近代社会

发生剧变与转型大背景下企图以道教融合各教以救亡图存的一种新尝试。他的构想是: 集众道友

之力，合力“捐资四十万元，提十万元购地三十亩，分地十亩建设七教丛林一所，分地十亩建

设男修真院一所，分地十亩建设女修真院一所……限取善男子二十人，善女子二十人……既入院

修持，不成道不能出院”。郑观应特地为之拟定简章九条，乞求 “各教主、众仙佛赞成，并蒙玉

旨恩准。”郑观应乐观地设想: “如二十人中得成道者十人，则教昌之五大愿可冀陆续举行，五

大洲可享太平之乐。”① 郑观应希望得到吕洞宾、陈抱一、张三丰、何和藏等仙师的支持来创办

七教丛林修真院、培养人才、挽救衰世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实现，但这种坚定的道教信仰与探索精

神却无疑值得肯定与探讨。

四、一统梦: 以道教融摄各教的乌托邦

晚清以来，道教益加衰微，面对此种种窘境，郑观应忧心忡忡。为此，他不断在理论上进行

思考与探讨，力图打通儒、佛、道三教。他同意道友刘止唐提出的 “三教虽异，其实同源”的

说法，认为三教 “均于心上做起，于心上收功，诚澈始澈终工夫”，② 在终极关怀层面道理相

通，皆旨在“穷理尽性至命”③，从而将人的道德精神升华成为一种普世价值。郑观应认为三教

各有所长，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在继承、总结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基础上，

郑观应提出了“七教统一”的新主张。
郑观应所谓的“七教”，从狭义上是指儒、道、佛、回、耶稣、天主、希腊各教; 从广义上

看则是指天下万国各教派。郑观应把通晓七教教义作为统一各教的起点: “观应原拟仙道成学

佛，佛道成再穷究天主、耶稣、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无边之后，即商前辈高真，会同奏请

上帝施恩饬行。”④ 郑观应从同源、同道、同心三个方面会通中国传统三教，致力在思想和理论

上找到七教统一的契合点。为此，他大量阅读与研究外国宗教书籍，以增强自己对西方各教的认

识和了解。郑观应认为:

泰西基督一教，流派分而为三: 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演也，英吉利、德意志、美

利坚、丹麦、荷兰、瑞典顿、瑙威、瑞士等国从之; 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
意大利、奥斯玛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 一曰希腊

教，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

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略本 《摩西十诫》。
耶稣基督自命为上帝之子，创立新约，以罪福之说劝人为善，其初意未必遽非，而千百年

来，党同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变本加厉，实

非教主始念所及。⑤
郑观应对回教亦有一定的认识。他说: “独不见夫回教乎! 彼族虽奉其教，诵其经，而人伦

执业不异四民，日用衣冠悉遵王制，惟不食猪肉等事，彼教自伸其私禁。故在上者亦安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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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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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见处二氏①者独不可以如是治之耶? 世有通人留心治术者，当不河汉斯言。”②
在近代中国，对西方宗教有所认识者凤毛麟角，有融通宗教各门之愿的志士更是寥寥无几，

郑观应则是其中一名敢于担当者。作为一名道教徒，郑观应能够站在中和的立场，冲破当时人们

对西方宗教片面而又极端的认识，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容纳各种宗教，极力寻找它们与中

国传统宗教上的相同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完全来源于他 “尝读各

教经书有年，颇知各教主皆以救世度人为心。惟所著之书有深浅、有譬喻，或修身、或治世，后

学不知道无二致，各树一帜，互相倾轧”而已。正是认识到宗教有救世度人的价值以及各教具

有共同性特点，郑观应才坚信他能够以道教融摄其他各教，以宗教的统一来实现人类世界的统

一，最终确立“大同之基础”。③
1917 年初，郑观应在《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及 《上张三丰祖师表文》中，提

出了他的气势宏伟的救世五愿。
第一愿: 统一天下万国宗教。 “合各教为一教，除治世行政之书归各国因地制宜自行修改

外，拟即将各教主论道之书，选其精义，分为顿、渐两法，编辑成书，庶学者易于入门。并将未

成道者所著之书合理者存，不合理者毁，免为伪书所惑。”在世界各国 “设圣道总院，供奉各教

主圣像，令人瞻仰。该院监督必须由各教主公举，非已成道有六通者不能胜任。既有法力，又能

前知，则后学自无纷争矣”。
第二愿: 由各国圣道总院培育人材，以适应各国圣道分院传道之需。“各国圣道总院，应招

考是真心修道、誓守院规合格者方准入院潜修。俟道成后，由院监督派往各埠各院当教长……凡

各国各埠有天主堂、耶稣堂、清真堂、孔教堂者须设圣道分院……每星期该教长必须对众演说修

身、齐家、治国之道，使妇孺咸知。”
第三愿: 消灭各种伤人火器。“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凡创造伤人之

火器，即治其罪，以期四海升平，共享大同之乐。”
第四愿: 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以点金术所成黄白，限制若干分交各分院教主，选聘公正

绅商，创设贫民工艺厂、各学校及开矿、开垦等事，务使野无旷土，国无游民。……不分畛域，

不分种族，无论何国一视同仁。”
第五愿: 由得道圣贤管理与监督教育、经济、民生诸事务。“圣道总院之监督，由各教主公

举，而各分院之教长由总院监督选派该处士人已成道而有六通者方合格。”对于经济、教育、民

生诸事，由总院监督派已成道有六通能者，定期到各地工艺厂、学校、矿山、开垦地考察，以决

定奖惩措施。
概括起来，上述五愿，主要集中在 “合各教为一教”这一核心内容上面。郑观应希望用道

教来融合天下万国各教，实现之法，一是求吕洞宾、张三丰、陈抱一等道教仙师广施法力帮助而

成; 一是在世界各国设立圣道总院、各地设立分院，作育人材而成之。
对于自己提出的救世五愿，郑观应充满信心、激情满怀地不断憧憬与设想着未来。他自信

“其第一、第二愿成则圣贤日多，第三、第四、第五愿成则政治良、风俗美、人心正”，如此就

可以“重见三皇以上之世，气象祥和，民安国泰，岂不伟欤!”④ 他在给道友伍廷芳的赠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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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氏，指佛、老两家。郑观应曾言: “二氏者，佛、老之名也。学佛者僧之徒，学老者道之徒。” ( 见《僧

道》，《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 309 页)

郑观应: 《僧道》，同上，第 313 页。
郑观应: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 丁巳年元旦上张三丰祖师表同)，《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

编》(一)，第 125、127 页。
郑观应: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 丁巳年元旦上张三丰祖师表同)，《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

编》(一)，第 125、126 页。



幻想着一统梦实现后的美好情景: “我倡各教统一议，已蒙上帝准行矣。尚祈各教统一心，协力

同心急奋起。大同世界泯战争，民康物阜万国宁。不分畛域无强弱，专崇道德重文明。”①
很明显，郑观应提出的救世五愿，企图用道教来融摄、统一天下各教的主张，带有康有为所

讲大同世的味道，也具有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影子。这种愿望的初衷和目的是明确与

美好的。他认识到宗教具有正面作用并对其正能量给予充分的挖掘，企图凭借这个方案来挽救世

风日下的世道人心，这对于弥补当时道德严重缺失的状况、重振道德精神、改变清末民初道德日

益式微的面貌，无疑尽到了他作为一个虔诚的道教徒该尽的一份责任。不过，郑观应企图通过统

一天下宗教来统一天下人心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的主张与愿望明显有着幻想的成分。各种宗教的出

现，皆有其产生、发展的独特历史，有人文、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背景，各自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与异质性，人为的一刀切的统一模式是不现实的。尤其是郑观应实现五大愿的手段是乞求

吕洞宾、陈抱一、张三丰、何和藏等几位道教历史上的仙师广施法力来实现，用今天科学的眼光

来看，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可能。郑观应的宗教一统梦，只能注定永远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超越现

实的乌托邦之梦。

五、结语: 寻梦的意义

郑观应的一生几乎是与中国近代道教的传播历史同步，他的修道人生可谓晚清民初士大夫阶

层道教活动的一个典型缩影。他的坎坷的求真路以及冀望通过道教来实现他的长生梦、剑仙济世

梦及一统天下宗教梦的破灭，无疑，也是对近代中国道教衰落内在原因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有清一代，道教不受重视。“全国中男子之优秀者，概为八股文所牢笼; 女子之聪明者，又

为旧礼教所束缚。神仙学术，非但不敢验之于身，并且不敢出之于口。”② “上级社会，大都以

儒学为依归，而旁参佛学之哲理; 下级社会，始有神道之信仰，则以释、道、回、基督四教为

著，若犹太教则微末已甚矣。”③ 清人钱咏直言: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
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无非圣人同归于善而已。
孔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
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④ 在这种歧视观念的影响下，

一般士大夫大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信仰道教。郑观应则不然，他敢于公开表明自已的道教信仰，

坦言自己“视富贵如浮云，欲修身以济世。”⑤ 他在世八十年，寻道问真六十余载，行迹几乎遍

及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晚年他还明确宣称自己: “夙慕神仙事业，曾读南派、北派、东

派祖师丹经数十种，遍求丹诀已五十余年。自愧德薄，勉力行善，虽遭魔障、备尝艰苦，仍锐志

向前，不敢稍懈。”⑥ 他的虔诚向道的态度与勤奋务实的修炼实践，即使是一个寻常的在观道士

也往往难望其项背;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道教既有为众生准备

祛病长生的修炼门径，同时又有教化天下的济世利人精神。祛病长生是郑观应追求仙道修炼的一

个重要原因，但在这个原因的背后，潜伏着他济世救人的更高层面的目标与理想。郑观应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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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积德为入道之门，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诚恐前生孽重，故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甚至受人所

累，变产赔偿，宁人负我，我不负人。”① 他将自己修炼道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毫不保留地与

道友进行切磋和交流，“用觅知音，同跻圣域。”② 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搜集、解释、刊行道

教典籍，为传播道教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吸纳与借鉴其他宗教思想与体制

特点，探索改善道教自身组织体系。他积极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增强道教的入世功能与社会影

响。他将道教文化视作当仁不让的救世良药，将道教济世度人的入世功能发挥到极致。他信奉道

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重视做善事、积阴功，劝善抑恶，“筑基炼己求真我，得药还丹论色身。频

刻仙经思普渡，遍求佛法救沉沦。”③ 他 “志在先积阴功，后学神仙”，因而在名利场中四十余

年，能够做到“廉政自矢”，“扶危救急，如筹赈、设善堂、施医药、保婴、救溺、皆殚心竭力

相助。凡有利可兴，有弊可除，事关大局者，均不避嫌怨。”④ 由此可见，在道教济世思想的作

用下，作为商人兼思想家的郑观应，已经实现了高度的道德自律。可以说，正是信奉道教积德行

善和济世利人的圣训，郑观应的访道求仙才具有了值得肯定的可贵价值。他一生虽历任实业界多

种重要职务，但能够始终做到克己奉公、尽职尽责，这与他信仰道教有着重要的关系。信道使郑

观应的个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不仅使得他成为晚清商界、实业界中的一位睿智的思想家，

而且也使他成为晚清思想界中最具有实干精神的实业家。出世与入世、寻仙与济世，在他身上表

现出了高度的协调与统一。晚清状元夏同龢曾这样评价郑观应: “香山偫鹤山人最富于宗教思想

者……崇任侠而明黄老……特神仙家支派有二: 有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汉者，有持救世主义而

自度度人者。如前之说，其人虽仙无裨于世，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 如后之说，大都由任侠而

入于神仙者。纵不即仙，而抱此高尚纯洁之理想，或见之于行事，或著之于寓言，其足以感发当

世之心思，而变化其气质者盖不少矣。偫鹤山人殆其流亚欤? 何其诗之多杂仙心也。”⑤ 盖棺论

定，郑观应正是这样一个人: 道教徒中一名有作为有思想的俗家弟子; 一位一生坚持了六十多年

的仙道实修者; 晚清民初民间道教的一位积极传播者; 一个会做梦、敢做梦，勇于通过丹道修炼

追求长生，希冀通过仙剑成道救世度人并且幻想借助神仙力量来用道教统摄天下宗教，以此达到

天下大同、万国康宁的宗教乌托邦者。他对中国近代道教史的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理应进入中

国近代道教史的“凌烟阁”，并在其上面拥有一席之地。

(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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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郑观应: 《覆苏州刘君传林书》，同上，第 72 － 73 页。
郑观应: 《〈道言精义〉序》，同上，第 124 页。
郑观应: 《感赋七律八章藉纪身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524 页。
郑观应: 《呈张欧冶真人书》，《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第 48 页。
夏同龢: 《〈罗浮偫鹤山人诗草〉夏同龢序》，《郑观应集·救时揭要 (外八种)》(下)，第 33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