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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 的 道 教 思 想 及 其 养 生 之 道

管 林

郑观应 ( 1 84 2 一 19 2 1 )
,

本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学道后
,

吕纯阳祖师赐号曰
“
虚空

” ,

陈抱一祖师赐号曰
“
一济

” ,

张三丰祖师赐号日

“
通济

” 。

他不仅是我国清末民初的思想家
、

实

业家
、

文学家和教育家
,

而且也是一位道家弟子
。

他从小好道
,

相信得道成仙之说
。

他说
: “

余

夙慕真宗
,

广求仙诀
,

博览三教经书
,

知古今得

道而成仙者代不乏人
,

或岩栖谷隐
,

或尸解飞升
,

遂夏然与世隔
。 ”

①由于他
“
性本凡庸

,

质又屏

弱
。

睹光阴之易逝
,

悲生死之靡常
” ,

从而潜心

学道
, “

丹财圈措
,

求缘访侣
,

入室同修
” 。

②

他求道
、

学道
,

不仅多方寻求
,

而且到晚年
,

可

说达到了入迷的程度
。

他 自己 曾说
: “
官应弱冠时

樱疾病
,

自念
`

人为万物之灵
,

岂有寿不如龟鹤
, 。

锐志学道
,

凡三教经诗
、

诸子百家
、

占 卜术数之

学
,

靡不研究
。

及长
,

谋食市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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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所遇非兀坐孤修
,

即涉于采补
,

甚有以符篆黄

白之术愚人
。 ” “

至晚年
,

幸遇至人
,

始明真汞
、

真铅
、

火候
、

法度
、

炼地
、

元须
、

真种诸妙旨
。

虽年届古稀
,

亦不惮心劳跋涉
,

觅侣求铅
。

人多

自以为痴者
。 ”

③他初学道教的南派
,

后究心北

派
,

又兼读东西各派之书
,

认为如得真传
,

均可

成道
。

他在七十六岁时
,

曾给一道友的信中指出
:

“
弟求道五十徐年

,

曾读南派
、

北派
、

东派
、

西

派各真人之书
,

并得名师训示
,

始知南
、

北
、

东
、

西各派如得真传
,

均可成道
。 ” “

其实道无二致
,

异流同归
,

惟教法不同耳
。 ”

④据说
“
道家亦 自

吕纯阳
、

张紫阳以后
,

主要分为四派
:

明嘉靖间
,

新兴东派
,

从陆潜虚等为主
,

以双修为尚 ; 清咸

丰间
,

又有西派产生
,

以李涵虚为主
,

以性命为

宗 ; 南派则远承张紫阳
,

旁出多门 ; 北派 自丘长

春 以后
,

即成为北宗龙门派的砒柱
。 ”

⑤郑观应

从小学道
,

爱读仙经养生之书
,

固然因为少年多

病
,

希望通过学道延年益寿
,

同时也有实现成仙

救世的志愿
,

他给五弟的信中曾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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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符篆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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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致学校以育人才
。 ”

⑥他也认为儒
、

道
、

释
“
三

教虽异
,

其实同源
。

儒曰存心养性
,

道曰修心炼

性
,

释曰明心见性
。

均于心上做起
,

于心上收功
,

诚彻始彻终工夫
。 ”

⑦晚年更幻想筹办七教修真

院
,

使
“
人人崇道德

,

民安国亦泰
” 。

⑧成为一

名
“

宗教救国
”
论者

。

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
,

吸收
、

融合

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
,

而逐步形成的我国本土的

宗教
。

东汉顺帝 ( 12 5一 14 4在位 ) 时
,

张道陵倡导

的五斗米道
,

奉老子为教主
,

以 《道德经 》 为经

典
,

于是道教逐渐形成
。 “

道
”

在道教中是唯一

的理论基础
,

是以清静为宗
、

虚无为体
、

柔弱为

用的一种
“
道

” ,

这种
“
道

”

是宇宙的本源与主

宰者
,

它无所不包
,

无所不在
,

它是一切的开始

与万事万物的生化者
。

而所谓
“
德

” ,

就是
“
道

”

之在我者
,

它是从
“
道

”
中分化出来的

,

而万物

化生都必须有
“
德

” ,

因为
“
道

”

是总体
, “

德
”

是个体
, “

德
”

是指万物所含有的特性而言
,

“
道

”

和
“
德

”

有着共性与特性的关系
。

道教要

求信徒一定要重视
“

修道养德
” ,

并将
“
道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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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

作为最根本的信仰和行动的总准则
。

道教

主张修道者要
“
积善养德

” ,

乐人之吉
,

憨人之

苦
,

周人之急
,

救人之穷
,

手不伤生
,

口不劝祸
,

不自贵
,

不 自誉
,

不嫉妒
,

不候馅
,

如此乃为有

道
。

道教主张以
“
清静

, , 、 “
无为

” 、 “
柔弱

” 、

“
不争

, , 、 “
抱一

, , 、 “
寡欲

, , 、 “
自然

” 、 “
玄

妙
”

等作为处世与修养之方法
。 “

清静
”
即清心

寡欲
、

无为和静
。 “

无为
”
即不要妄 自作为

,

要

与世无争
,

慎行远祸
。 “

柔弱
”

即不要逞强
。 “

不

争
”

并非束手徒置
,

万事无所作为 ; 而是不与世

人争俗世的功名利禄
、

贪求财色等
,

对于合天道

自然运行法则的事
,

则要尽力而为
,

以彰显
“
天

理
” 。 “

抱一
”

也称
“

守一
” ,

这是道教中基本

的修养功夫
,

简单地说
,

就是在静坐的时候要做

到
“

神气混然
”

的境地
。 “

寡欲
”

即修行和处世

都应严格节制个人的私欲
。 “

自然
” ,

道教认为

宇宙一切都是 自然而然的
,

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

然
,

不可有意作为
。 “

玄妙
”

是指
“
非有非无

” 、

“

合于中道
” 。

郑观应学道六十徐年
, “
曾览 《道藏全书》

、

《道藏辑要》 及未入 《全书 》
、

《辑要》等书
。 ”

⑨

对于道教的教理
、

教义
,

颇有深刻的体会
。

在他

现存的诗文中
,

不时流露出上述提及的道教思想

和主张
。

而又特别集中表现在 《盛世危言后编》

卷一 《道术》
、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 和 《待

鹤山人晚年纪念诗 》 中
。

下边试举两例即可窥见

一斑
。

他在 《致张君弼士书》 中说
: “

大道以无心

为体
,

忘言为用
,

以柔弱为本
,

以清净为基
。

若

施于人
,

必节饮食
、

绝思虑
、

静坐以调息
,

安寝

以养气
。

心不驰则性定
,

形不劳则精全
,

神不扰

则丹结
。 ” “

然所谓无心者
,

非同木石一般
,

务

存心于清净之域
,

而无邪心也
。 ” “

必须行
、

住
、

坐
、

卧不得少顷不在道
。

行则措足于坦途
,

住则

凝神于太虚
,

坐则匀鼻端之息
,

睡则抱脐下之珠
。

久而调息
,

无有间断而终日如愚
,

方是端的工夫
。

当法天之道
,

斡运 自己
,

造化十二时中
,

常清常

净
,

不起纤毫尘念
。

故谓修行者但清净无为
,

逍

遥 自在
,

不染不着而己
。

无为则不思不虑也
。 ”

“
吾济既然学道

,

尤当薄滋味以养气
,

去慎怒以

养性
,

处污辱低下以养德
,

守一清净恬淡以养道
。

名不著于簿籍
,

心不系于势利
。 ”

L

他在 《闻道漫成》 诗中也唱道
: “

浮生若大

梦
,

富贵无穷期
。

知儿师范暴
,

冲淡慕希夷
。

名

与身孰亲
,

殉名良可悲
。

爱身为天下
,

藏器姑待

时
,

清为浊者源
,

静为动之基
。

知白守其黑
,

雄

刚播于雌
。

归根复天命
,

常德不可离
。

处中而制

外
,

无为无不为
。 ”

@

从上述两例当中
,

己可窥见郑观应
“
清净

” 、

“
无为

” 、 “
柔弱

” 、 “
不争

” 、 “
抱一

” 、 “

寡

欲
”

等道教思想
。

郑观应不仅把这些道教思想用

于处事待人
,

而且也用于养生防病
。

《抱朴子
·

黄白篇》 说
: “

我命在我不在天
,

还月
一

成金亿万年
” 。

意思是个人的生命
,

同天地

一样
,

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
,

故若修道守气
,

返本归根
,

就可 以与道同在
,

寿比天长
,

强调个

人的生命
,

能由自我决定
,

不由天地掌握
。

道教

以生为乐
,

重生恶死
。

所以强调
“
重生贵术

” ,

重视养生
,

相信通过人自身的努力
,

可以改变常

规的自然事物和现象
。

郑观应祟道
、

学道六十徐

年
,

所以也特别重视和实践养生之道
。

其养生之

道
,

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

(一 )
“
以不伤为本

”

和
“

绝其致病之源
”

郑观应在 《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

中说
: “

盖人定可以胜天
。

摄养之法以不伤为本
。

伤之一字包括甚广
,

非独五味七情过多为伤
,

即

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为伤
,

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为

伤
,

汲汲所欲之为伤
,

久谈言笑之为伤
,

寝息失

时之为伤
,

沉醉呕 吐之为伤
,

饱食即卧之为伤
,

跳走喘乏之为伤
,

勉强色欲之为伤
。

是以养生之

家唾不及远
,

坐不至久
,

卧不及疲
,

先寒而衣
,

先热而解
。

不宜极饥而食
,

食不过饱 ; 不宜极渴

而饮
,

饮不过多
。

凡过食则结积聚
,

过饮则成痰

癖
。

不宜甚劳
、

甚逸
,

不宜起晚
,

不宜汗流
,

不

宜多睡
,

不宜多吠生冷
,

不宜饮酒当风
,

不宜时

时沐浴
。

冬不极寒
,

夏不穷凉
,

不露卧星下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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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中见肩
。

大寒大热不宜冒之
。

故善养生者
,

卧

起有四时之早晚
,

兴居有至和之常制
。

利筋骨有

堰仰之方
,

杜疾病有吞吐之术
。

流行营卫有补泻

之法
,

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
。

忍怒以全阴气
,

抑

喜以养阳气
。

然后先服草木以救亏损
,

后服金丹

以定无穷
。

长生之理尽于此也
。 ”

L 他还从
“
摄养

之法以不伤为本
”
出发

,

进一步提出防病重要于

治病的主张
。

他在 《中外卫生要 旨序》 中写道
:

“

《素问》 云
: `

先圣不治己病
,

治未病
。

”
, “
陈

修园云
: `

世人死于病者少
,

死于药者多
。 ’

至言

破的
,

实深感叹
。

夫欲求治未病之方
,

必先绝其

致病之源
。 ” “

故西医格致之士
,

培养精神
,

以

绝病源
,

有六要理
:
曰光

、

曰热
、

曰空气
、

曰水
、

曰

饮食
、

曰 i感力
。

细绎其理
,

颇得养生之法
。 ”

L 这

种杜绝病源和重视日常修炼的主张
,

也正是我国

中医学特别强调的预防思想
。

( 二 )
“

慎起居
、

节饮食
,

寡欲清心
,

存神

养气
”

郑观应曾听中西医说过
: “

人能 自保其身
,

较易于医者之治病
,

而保身之法大要
,

慎起居
、

节饮食
,

寡欲清心
,

存神养气而已
。 ”

@ 他非常重

视起居养生
。

他认为
: `

旧兴夜寐
,

此其常也
。

如能以寂静而安眠
,

与日光以俱起
,

夏季稍早
,

先呼吸其清凉 : 冬季稍晏
,

略待和于日光
,

斯于

身体上最为有益
。 ” “

至于睡卧时间通常宜达八

小时之久
,

少则精力尚未回复
,

多则脾气反生困

倦
。

日间居处惟以清洁为第一
,

几案四壁勿蒙尘

垢 ;
户精洞辟

,

若无狂风暴雨
,

门窗不宜严扁
,

即在寒冬
,

亦当开豁数小时以通空气
,

倘至盛暑
,

窗户更宜早开迟闭
,

收逗清凉之气
,

以退屋内暑

热也
。 ”

L 对于饮食
,

他提倡
: “

餐有定时
,

食毋

过饱
。

无论膏粱之美
,

黎蕾之粗
,

悦于心而适于

口者
,

固无所谓禁忌
,

惟常食八分以留徐味
,

庶使

胸腹通灵
,

胃气不败
,

应酬宴会
,

俱守此意
。 ”

L他

认为
“
物之成形而不坏者

,

以其至神
,

聚则成形
,

散则成气
,

如天地之久
,

日月之恒焉
。 ”

L所以
,

特别强调
“
寡欲清心

,

存神养气
” 。

那么
,

如何
“
养气

”
呢 ? 他认为一要

“
戒怒

” ,

二要
“
自

然
” 。

他在 《致许奏云道友书》 中说
: “

张三丰

仙师云
:

涵养中有大学问
,

和平处有真性情
。

要

容人之所不能容
,

忍人之所不能忍
,

则心修愈静
,

性火愈纯
。

… …故养气以戒忿患为切
。

欲戒忿患
,

仍以养心
、

养神为切
。

读书所以研理
,

养气所 以炼

性
。

性理功夫就在读书
、

养气
,

并行不悖也
。 ”

L他

又在 《复吴剑华道友书》 中说
: “

先哲有言
: `

凡

有所为
,

顺听 自然
。

事若未至
,

不生妄念
; 事若

过去
,

释同冰化
。

务令此心常若无事
,

则心静矣
。 ’

心静则 自定
,

独处静室
,

塞兑垂廉
,

回光返照
,

存其心若婴儿
,

如法内观行造 自然而然方是其心

真况
。

既造真况
,

方可与意归元海
。 ”

L郑观应的

上述主张
,

今天仍为许多长寿老人所认同
。

(三 )
“

凝神调息
, , 、 “

按摩导引
”

郑观应非常重视
“

凝神调息
” 、 “

按摩导引
”

的功夫
。

他认为
: “

内丹工夫
:

积精累气为初

候
” 。 “ 求之大抵清心寡欲

,

先闭外三宝
,

养其

内三宝而已
。

惟
`

凝神调息
,

调息凝神
’

八字是下手

工夫
,

须一片做去
,

分层次而不可断
。

凝神者收

已清之心
,

而入其 内也
。

心未清时眼勿乱闭
,

先

要 自劝 自勉
,

劝得回来
,

清凉恬淡
,

始行收入气

穴
,

乃回凝神
。

… …调息不难
,

心神一静
,

随息 自

然
,

我守其自然
,

加以神光下照
,

即调息也
。 ”

L他

还指出却病养年之法
,

除了汤药
、

针灸之外
,

还

有按摩导引
。 “

盖按摩
、

导引朝夕行之
,

犹如柔

软体操
,

使其血气流通
,

精神坚固
,

自然无病

矣
。 ”

@ 郑观应这里强调的养生之法
,

就是气动的

功法
。

据 《中国大百科全书
·

体育卷 》 载
,

气功

是中国独特的一种健身术
,

其特点是通过练功者

主观努力对自己身心进行意
、

气
、

体结合的锻炼
,

以达到健身和防治疾病的目的
。

它的内容广泛
,

主要有调身 ( 姿势 )
、

调心 (意念和松静 )
、

调

J

息 ( 呼吸 )
、

自我按摩和肢体活动等
。

郑观应非

常重视练功
,

在他的著述中有不少反映练功情况

的文字
。

如 《静坐》 二首
: “

如醉如痴物我空
,

杳冥恍惚气冲融
。

憧憧来往魔千状
,

低首无言拜

下风
。

中宵复至天开子
,

五鼓平明人在寅
。

要退

睡魔盘膝坐
,

垂帘塞兑静凝神
” 。

@ 又如在 《述怀



.
文 化 论 坛

.

寄同门诸道友 》 诗中
,

更形象地描绘出自己进入

气功状态的情况
: “

回光时返照
,

垂帘如入定
。

万籁声俱寂
,

日出浮云净
。

阴极阳自生
,

归根以

复命
。

昔曾遇此境
,

快乐言难罄
。

始信坎离交
,

周身酥且兴
。 ”

@ 中医学认为
,

人生病的原因
,

一

般来说
,

主要在于人体 内部
。

道教的内丹功也充

分体现了重视内因的思想
,

这将大大地增强人们

养生延年的信心
。

( 四 )
“

先积阴功
,

后学神仙
”

郑观应认为
“

大道无亲
,

惟与善人
。

无论贤

愚贵贱
,

但矢志不回
,

诚求师友
,

积德累功
,

即

可超凡入圣
。 ”

函因而他
“

廉正自矢
,

志在先积阴

功
,

后学神仙
。

曾在名利场中四十徐年
,

见义勇

为
,

扶危救急
,

如筹贩
、

设善堂
、

施医药
、

保婴
、

救溺 皆惮心竭力相助
。

凡有利可兴
、

有弊 可除
、

事关大局者
,

均不避嫌怨
,

条陈当道
,

并登报章
,

布告同胞
,

协力维持
。

是以数十年来
,

公尔忘私
,

以直待人
。 ”

L做善事
,

积阴功
,

过去曾一度被认

为是迷信活动
。

其实不然
,

多做好事
,

能增进人

的健康
,

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

有学者经实验证

实
,

人们做好事后唾液中免疫蛋白A的含量大大增

加
,

这是一种抵御感染性疾病的抗体
。

经常做好

事的人
,

心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低
,

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
。

(五 ) 祈求祖师
, “

准赐神丹
”

郑观应年逾古稀之后
,

不仅事业上屡遭挫折
,

而且身体也一直多病
,

老态 日增
,

哮喘日重
,

便

血未除
,

加之长子润林的去世
,

对修道更为迷恋
,

并
“

遵谕入室修道
” 。

在对 自己身体的康复失去

信心之时
,

他只好寄希望于祖师
“

准赐神丹
” ,

或
“
传授长生不老

、

符水治病之法
” 。

如 《上张

三丰祖师疏文》 中就诉述
: “

现日暮途穷
,

室人

交滴
,

哮喘益剧
,

病势难堪
。

伏乞大发慈悲
,

垂

怜待鹤求道数十年之苦志
,

准赐神丹
,

立除宿病
,

并授南宫秘法以符水活人之术
。 ”

L又在 《焚香祷

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 中
, “

伏乞老祖师垂鉴

后学数十年访道好义
、

变产力行及屡受室人交滴

之苦衷
,

大发慈悲
,

传授长生不老
、

符水治病夕

法
,

伸继祖传
,

普救众生
,

荡邪卫生
,

报答鸿

慈
。 ”

L郑观应晚年从
“
少私寡欲

、

见素抱朴
”

的

道教养生理论的中心点
,

转变到迷信神丹和符水

治病之术
,

实属很大的倒退
。

综观郑观应 的养生之道
,

我认为是以道教养

生理论为中心
,

融入儒家
、

佛家的养生之术
,

并

吸收西方卫生知识
,

结合 自己多年的实践而形成

的
。

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的真知卓见
,

可供我们

学习
、

借鉴
,

也有一些缺乏科学根据的东西
,

则

必须加以剔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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