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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文化终极价值的文字学阐释:

兼论｢大巡｣｢道通真境｣之人文意涵

도(道) 문화의 궁극적 가치에 대한 문자학적 해석: 

‘대순’과 ‘도통진경’의 인문적 함의에 대한 논의

64)曾勇 *

쩡 용

中文摘要

 

文化的核心主旨凝結為其價值意涵，｢羽化登仙｣集中反映道教文

化的終極價值訴求。從文字學視閾探究｢羽｣、｢化｣、｢登｣、｢仙｣，有助

於我們透視道教神仙信仰這層神秘面紗背後的生命理念、體知功夫與

境界追求，以及生命修為與精神超越之間特有的內在理路。其中，｢神
仙｣可謂玄門修士的人生信念，｢羽化｣指代其煉養功夫，｢登真｣表徵生

命能級攀越。｢羽化登仙｣寓道教文化價值目標、煉養功夫與生命境界於

一體，乃玄門修士至上價值追求與生命終極鵠的之完美集結。与之相

较，｢大巡｣｢道通真境｣，既主张道人｢身心改造｣｢精神开辟｣，更强调个

人修道服务、服从于｢地上天国建设｣，二者统一于｢后天仙境｣生命价值

理想之中。

关键词 : 羽化登仙, 價值預設, 功夫煉養, 生命境界, 道通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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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羽｣｢化｣｢登｣｢仙｣之生命意蕴

二、丹道修炼与仙真品阶

三、｢羽化登仙｣之内在统一

四、｢道通真境｣之人文意涵

五、结语  

有关｢羽化登仙｣思想的研究，以往有学者或从殷商墓葬品｢玉羽人｣
视角进行释义，或从汉代傩仪驱鬼及其生命信仰视阈展开剖析，或直

接从道教生死观涵蕴着手探究，这些研究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先民生前

死后关于生命不朽的共同理性观照与情感诉诸，也为本文研讨提供了

有价值的文思启示。本文试图从广义道教文化视野，以文字阐释学方

式，梳理｢羽｣、｢化｣、｢登｣、｢仙｣等概念群的生命意涵及其内在关

联，阐发文字学现象背后之古老生命宗教的终极人文价值。在此基础

上，延伸论及韩国大巡真理会｢道通真境｣思想之人文意涵，探究其间

大道文化基因的流变新生。

一、｢羽｣、｢化｣、｢登｣、｢仙｣之生命意蕴

道教文化的基本宗旨，概括起来无非八个字：｢延年益寿、羽化登

仙｣。所谓｢延年益寿｣，意即延长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存在时限；所谓  

｢羽化登仙｣，乃指通过一定的修养方式来变化气质，使修行者达至｢长
生久视｣、老而不死的终极价值。1) 客观地说，｢延年益寿｣的本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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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康长寿，这几乎适用于常态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并非玄门修士所

独具，即便合于道门修行，也只是其人生之初级向往，而非高级目

标；在｢延年益寿｣的基础上，进而｢羽化登仙｣方为修道者之至上价值

追求。后者可谓玄门人生之终极生命鹄的。假如没有前者，后者便无

从说起；倘若没有后者，道教亦不足以冠之为｢生命的宗教｣。以下我

们从文字学视阈解析道教文化这一终极价值的原初意涵及其流变轨

迹，探究一下道教之｢羽化登仙｣，依次梳理｢羽｣、｢化｣、｢登｣、｢仙｣
等字词的生命意蕴。

（一）｢羽｣：生命之存在与状态

我们来观察一下｢羽｣字。关于｢羽｣，《说文解字》云：｢鸟长毛

也。象形。凡羽之属皆从羽。王矩切。｣2)

在《说文》此论之前，从书写上看，｢羽｣就已几经变体：甲骨文

中羽字，有的写作 ，像鸟类体表轻韧防水、护身保温的器官——这种

写法画出了羽轴 和羽枝形状 。有的甲骨文中写成 ，像鸟的正羽，

用羽枝形状 代替羽毛形状 ，将羽枝 高度简化为 ，并在羽轴下端画

出植入鸟类皮肤的羽根 ——重复结构 ，表示鸟类身上有大量这种轻

韧防水的器官。有的甲骨文之羽字写法较为简洁，省去羽根形状 ，直

接写作 。可见起初造字本义：｢羽｣为名词，表示鸟的翎毛，覆盖体

表的器官，其轻韧防水，有护身保温作用。嗣后，楚简之 、篆文之

基本承续甲骨文之 ，只是字形开口方向发生了变化，这就与现代汉

语的羽字接近。

除对《说文》有关｢羽｣之｢鸟长毛｣｢五音之一｣加注外，《说文解字

注》还作出另一番新解。如云：｢羽，鸟长毛也。长毛、别于毛之细缛

1)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11—12。

2) [汉] 许慎，[宋] 徐铉，《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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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引伸为五音之羽。晋书《乐志》云：羽、舒也。阳气将复。万物

孳育而舒生。《汉志》曰。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尔雅》。羽谓

之桺。象形。长毛必有耦。故并 。 部曰。 新生羽而飞也。羽、并

也。｣3)｢鸟长毛｣亦即今人所言｢羽毛｣，可谓｢羽｣的本意。从｢阳气将

复。万物孳育而舒生｣可见，羽与生命之繁殖孳生相关，其直接表现为

阳气回复，而阳气代表生发，与阴气象征衰死相对，也可以说，羽与

生命存在状态改变——生与死——密切关联。在道文化传统中，重阳

贵生，一直是价值主线。

（二）｢化｣：生死之流变与过程

我们来考察一下｢化｣字。｢化｣，甲骨文写作 ，实为 （一个头

朝上站立的｢人｣）与 （一个头朝下入土的｢人｣）的组合，表示由生到

死的改变。造字本义： ，动词，由昂首挺立到向下入土，表示自然

而然的生死变化及其过程。 

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化｣字表征生育现象，如《殷周文字释丛》

谓，｢化像人一正一倒之形｣，这与母产子情形相符，｢化｣与生育直接相

关。｢在词义上，‘生’与‘育’可以互释，‘生’就是‘育’，而‘育’也具有生养

之义｣，｢‘化’便是‘生’的一种标志｣。4)再如《周易ㆍ系辞下传》之｢天地

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意即，｢天地缠绵交密，万物

化育鸿醇；男女交合其精，万物化育孕生｣5)。也就是说，从天地到万

物（含人），其生命皆属因化而生。

这一正一反的两个人字，无论是标示同一个人的两种生存状态，抑

或是指代同一生活现象中两人的不同存在方式，然而，都无一例外地直

观反映出生死轮转、阴阳互涵之意象；引申开来，万象变化无常，彼此

3) [汉] 许慎，[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2006），页138。

4)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2003），页10。

5)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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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迭流转，却无不与人关联起来，或者说，其核心主旨在于描述人的状

态。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化乃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生命活动与生活现

象，化的体知主体也是人。因为只有人不仅知道观察周遭物象之转化，

调整自己与周遭之应和，而且懂得筹划自己向更好、更优的方向、维度

之｢进化｣，从而，不断地优化生命状态、升华人生境界。

道学文献不乏对｢化｣的生命状述。如庄子〈逍遥游〉篇之｢鲲鱼化

鹏｣，再如其〈齐物论〉篇之｢周梦化蝶｣，以及郭象《庄子注》所谓｢独
化｣，虽有物（人）之际的生命转化，或个体生命自身流变之殊异，但

无不肯定生命之变动不居。更有唐末五代道士谭峭撰《化书》六卷，

细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将天地人神、古往今来纳入大化

循环之中，在他看来，能够洞察｢虚｣与｢物｣的转化关系，操之有道，便

可进入｢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的永生境界。

（三）｢羽化｣：生命文化之多重寓意

接下来再谈谈｢羽化｣。在古人的意象中，仙人能飞升变化，于是有

人就把成仙称为羽化，貌似人长出羽毛翅膀，可以轻盈飞升。如宋ㆍ苏

轼《前赤壁赋》谓：｢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其中｢登｣，亦

即｢升腾｣｢飞升｣之意，表示层级的抬升与提高。6)｢化｣置于名词或形容

词之后，表示转变成某种状态或性质。如｢绿化｣｢异化｣｢美化｣等皆属此

类用法。｢羽化｣，便是使原本无羽毛无翅膀的凡人转变成有羽毛有翅膀

从而能够飞升的｢羽｣人。如此看来，｢羽化｣一方面直观形象地描述了

｢羽｣人异于常人之处——身披羽毛、展翅而飞，另一方面也刻画了一种

6) ｢登｣之｢豆｣，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盛器。登，甲骨文 = （双脚）＋ （豆，

盛器）＋ （两手），表示双手捧着装满祭品的豆器走上祭台，｢豆｣ 中加一横指事符

号，表示豆器内盛满食物。有的甲骨文 省去双手 。造字本义：动词，手捧装满丰

收粮食的盛器，走上祭台敬献神灵。金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 。籀文 、篆文 承

续甲骨文字形 。被誉为｢辞书之祖｣的《尔雅》称： 登，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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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常人突破死亡大限而升华生命的洒脱状态，后者就与神话故事中

的仙人直接接榫起来。

考查《现代汉语词典》之｢羽化｣，可见其含义有三：其一，指昆

虫由蛹变为成虫；其二，特指｢成仙｣——古人认为仙人能飞升变化，因

此把成仙称作羽化；其三，为一婉辞，乃道教徒指称人死。7)于道教文

化，尤其是对于道教修行及其价值目标，词条二更贴近道人之价值理

想与意义世界，然而，此时之｢羽化｣即｢成仙｣，｢成仙｣亦｢羽化｣，｢羽
化｣与｢成仙｣乃同义反复，这与道教｢羽化登仙｣本义仍有些细微差别。

在道教文化中，针对类似古希腊智者的｢哲学三问｣——｢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其回答无不与｢道｣相关联。关于

个体生命｢我｣之何去何从，道教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谢张紫阳

书》即有深思与应答。其文曰：｢父母未生以前，尽有无穷活路。身心

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8)从血缘实体关系而言，现实个我生命直

接源自父精母血；若继续追问，父母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又何在？答

曰：我并非完全不存在，只是不以此在的生命形态而在，却仍有无穷

生命活力。若再三追问：此在这个身体完全化解掉之后，我又在哪

里？答案是，我仍在宇宙大化之内，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态，此态亦

潜藏无限生机——那么，究竟是什么存在、什么力量，让｢我｣｢出生入

死｣，让｢我｣化为此在，又让｢我｣化掉此在？归根结底，其要在｢道｣。
这是因为，｢道为万化之宗｣，｢道在万化而非万化｣，｢万化出乎道而入

乎道｣。9)也就是说，形上之｢道｣是形下万有变化的根据，并通过形下

万象变化表现其功能，但又并非千变万化本身，此｢道｣乃｢不生不灭，

无去无来｣之永恒存在，万千变化本于｢道｣且归于｢道｣——这需要以人

身体悟大道，将功夫贯穿人生，借用白玉蟾之辞，即｢如是而悟之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页
1589。

8)［宋］白玉蟾，《修真十书杂着指玄篇》卷六，《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
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页625。

9)［宋］葛长庚，〈道德宝章〉，《藏外道书》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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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如是而修之谓道｣10)。白玉蟾《性命日月论》对此有进一步的阐

释：｢天地以坎离运行阴阳之道，周而复易，故魏伯阳谓日月为易。陆

德明亦取此义训诂《周易》之字。余窃谓在天为明，明者日月之横

合；在世为易，易者日月之纵合；在人为丹，丹者日月之重合。人之

日月，系乎心肾。｣11)洞察如此生命机理，也就不难知晓着生命存在的

意义与人生发展的方向。｢道｣是化生万物、支配万物生成、发展、变

化的根源，因此必须受人尊崇、敬仰——在道教文化中，一方面｢道｣
进一步被神格化，成为玄门的信仰对象，亦为｢神仙｣这一不朽的生命

符号，代表一种永恒之存在与卓绝之能力；另一方面，为玄门修士指

明一条走向超越的人生价值之路：人生须向道而修，力求｢形神俱妙，

与道合真｣，于是，｢羽化登仙｣遂成为玄门超越凡俗、完善生命之终极

价值诉求。

（四）｢仙｣：个人生命之理想样态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仙｣字。仙之繁体为僊。僊，篆文 =

（人）＋ （｢迁｣，远离），表示远离家园。篆文异体字 =   

（人）＋ （山），表示其人隐居在远离红尘的拂云深山。造字本义：

名词，指的是远离世俗人烟、修炼得道而具备魔法神力、可长生不老

的人。

《说文》云，｢仙｣古亦作｢仚｣，《说文解字注》谓之｢人在山上皃｣，
｢引申为高举皃｣。12)此｢皃｣即｢貌｣。此意既可指修仙者修炼行为——

入山潜修的量变阶段与生命状态，也可指修炼结果——变形飞升的质

变阶段与存在样态。不过，无论动静孰态，总与生命修炼及其气质变

10)《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页625。

11) 萧天石编，《道藏精华》第十集之二，（台北：自由出版社，1994），页409。

12)［汉］许慎，［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2006），页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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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关。另外，｢仚｣，暗含修道之山人之意。其实，玄门隐修者也常

以｢山人｣、｢野人｣自称，以别于凡俗社会生活中的｢常人｣、｢世人｣，
意在表明抛开俗务、致力炼养的价值主张与立世方式，在他们看来，

内修外炼乃超越凡尘的不二法门。

二、丹道修炼与仙真品阶

宇宙世界究竟是什么？天地人生又如何存在？这些不仅是知识探

究的问题，更是生命练达的学问。道教文化于此，有其独到的见解与

作为。

（一）｢顺生 ｣与｢逆炼｣
在玄门修道者眼中，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天人同构一理，皆

为道生气化的存在，同为大化流行的共在—这就是道教天人一体的宇宙

观。而且，细究起来，宇宙万象（含人）之化生流行，可分为两种趋

势，其一乃由隐而显、从无到有的变化运动，所谓｢一无生万有｣；其二

为自显而隐、从有至无的变化发展，所谓｢万有归一无｣。13)前者被称之

为｢顺化｣，后者被称之为｢逆化｣—在道教人生理论中，｢顺｣｢逆｣不仅

关涉体知宇宙社会成毁的认识论，而且也关联玄门印证人生价值大小

的方法论，是关系到生命能否终极解脱的重要法门，故有｢顺则成人，

逆则成丹｣之说。元ㆍ陈致虚《金丹大要》对此如是揭示：｢是以三物

相感，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何谓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故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谓逆？万物含

13)《藏外道书》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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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

炼气合神，炼神还虚，金丹乃成。｣14)玄门修士认为，由太初无形无象

的｢道｣生出真元一气（炁），这元气（炁）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合

成第三体（和气），第三体（和气）又衍生出芸芸万物，此为宇宙世界

的衍生过程，表现为有生有死、生生不息的造化之道，其基本特征是｢
无中生有｣的顺行生就，就个体生命而言，呈现为出生入死的过程性存

在。道门人士不甘心于以死为了的生命结局，大胆发出｢我命在我不在

天｣的生命强音，潜心摸索逆修返本的不朽法门，｢还丹成精亿万年｣15)

的内丹功夫便属此类。内丹功夫意在逆而行修，力使万物合而为三(即

精、气、神)，三复化为二(即铅汞或坎离)，二亦归一(结成金丹)。此

乃陈致虚所谓｢夺尽天地冲和之运，阴阳化机之妙｣，炼就金丹，进而

以丹达道，常住永生。

在修道者眼中，宇宙大化皆以｢道｣为起点与归宿，同时，亦有｢顺道

生人（物）｣、｢逆道成仙｣之分野，白玉蟾以｢顺之则凡，逆之则圣｣16) 

来概括——前者指向宇宙万物（含人）的生成图景，后者言说道门人

士逆修返本的修炼程式。这一修炼程式，依据《老子》｢反者道之动｣的
返本归元原理，逆返宇宙演化次序而修炼，经由｢炼形化精，炼精化

炁，炼炁化神，炼神化虚，炼虚合道｣，乃至｢得道成仙｣，实现道教人

生之终极理想。此过程，亦称为｢修道合真｣，因为｢真｣的｢本义｣即｢僊
人变形而登天也。｣17)在道教文化，仙人又称｢仙真｣之称。由凡俗臻于

仙真，内修外炼必不可少。此乃羽化登仙的操作程式与必要环节。

（二）｢丹法｣与｢仙阶｣
14)《道藏》第2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页16。

1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87。

16)《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页625。

17)［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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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修道合真从何入手、如何行持的问题，内丹家自有一番解

释：所谓精、气、神，乃指人体先天秉赋的元精、元气和元神。其

中，精是基础，气是动力，神是主宰。炼丹第一步是要求以神驭气，

以神炼精，使精、气合而为｢大药｣。内丹家称神为阳，称精、气为

阴；对心、肝、脾、肺、肾等脏器，又分别以火、木、土、金、水名

之。认为心在上，属火，卦象为离；肾在下，属水，卦象为坎。心之

下，肾之上，约在脐下一寸三分处，有一腔，名曰｢气海｣，亦名｢下黄

庭｣｢下丹田｣，这就是炼丹的处所。炼丹大要在于使心肾相交，取坎

中之阳，填离中之阴；以坎水离火，使顺置的火水｢未交｣成顺置的水火

｢既济｣，即｢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生处坎离交。｣此｢甘露｣指先天一

气，从泥丸下降；｢黄芽｣指丹母，从丹田而生；上下交凝，即成圣

胎，此之谓丹熟。

｢以丹成道｣｢得道成仙｣乃玄门修持精义、终极诉求。《修仙辨惑

论》载金丹派南宗四祖陈楠有关｢修仙三等｣、｢炼丹三成｣之论：

修仙有三等，炼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变化飞升也，

上士可以学之。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

在片饷之间，可以凝结。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炼丹之法，本无

卦爻，亦无斤两。其法简易，故以心传之，甚易成也；夫水仙

之道，能出入隐显也，中士可以学之。以气为铅，以神为汞，

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

乃中品炼丹之法，虽有卦爻，却无斤两，其法要妙，故以口传

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也，庶士可以学之。

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

以融结，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炼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

两，其法繁难，故以文字传之，恐难成也。上品丹法，以精、

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

然为运用；中品丹法，以心、肝、脾、肺、肾为药材，以年、

月、日、时为火侯，以抱元守一为运用；下品丹法，以精、

血、髓、气、液为药材，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思升

降为运用。大抵妙处不在乎按图索骥也，若泥象执文之士，空

自傲慢，至老无成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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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丹法，对应不同的仙阶。对于每一炼养者，根据自身条

件，选择适合自己的修道证仙方式，是合道契真、超凡入圣的关键。

道门修士经过长期的炼养实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养生延年方法，包

括守一、存想、导引、太极拳、啸法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服饵炼

丹之法，更是仙道之极——在玄门人士看来，｢服饵｣是因｢上药令人身

安命延，升为天神｣19)；烹制｢外丹｣是因｢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

地相毕｣20)；修炼｢内丹｣在于｢人人本有长生药｣21)。炼养方式虽有殊

异，然而，超凡入圣、与道合真、不死成仙却是玄门共同的终极价值

诉诸。

众所周知，丹道是道教文化区别于其他宗教文化的标志性代表之

一。丹道内具独特而神秘的生命信息与操持原理，故而，很有必要就｢丹｣
字的文化意涵略作梳理。

｢丹｣字，甲骨文写作 。其中 指代矿井，在矿井中间加一指事

符号 ，表示矿井中的矿物。造字本义：丹，为名词，指矿井中采掘

的朱砂。除此之外，其实，丹字意涵也另有所指。

在早期文本中，原始的能量指的就是精液、精华。｢丹｣，除了朱

砂之意，也代表一切红色的东西，比如太阳，它是完全纯粹的能量、

纯洁的力量。在古人看来，每个男子出生时都有一个精子库：人们通

常要耗费能量去繁殖后代，去追求世俗生活世界的目标；然而，修炼

的人也可以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让精液返回去修复大脑｣，此道教

所谓｢还精补脑｣之术——逐渐使自己的原始能量发展或修炼为充盈不

竭状态。22)

在道教文化中的丹，指的是道人修炼的运行在腹部的能量气团。

18)《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页617。

19)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96。

20)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4。

21)［宋］张伯端，《悟真篇浅解》，王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1。

22) [法] 劳格文著，《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蔡林波译，白照杰校释，（济南：
齐鲁书社，2017），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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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炼丹、气沉丹田之类。如前所述，道家炼养丹法有两种：采外药

(草、木、山石、银、砂)配伍，安炉鼎烧炼，合成之物为外丹；与外丹

相对，若以人身为炉鼎，以人身固有的精、气、神为药物，经过阴阳

交会的作用，炼就结丹，此即内丹。白玉蟾称：｢在人为丹，丹者日月

之重合。人之日月，系乎心肾。｣意思是说，心为火为离（日象），肾

为水为坎（水象）；修炼内丹，不必外求，要在抽坎填离，使后天返

回先天，此乃逆修内炼之结丹功夫。从《悟真篇》所谓｢一粒金丹吞入

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便可足见｢丹｣之于｢仙（命）｣之可贵。

（三）｢神仙｣信仰与生死超越

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最基本的也是道教界普遍认同的分类有二：

一类是先天地而存的神灵，此即严格意义上的｢神｣，譬如：三清（玉

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斗姥、玉皇大帝、太

一救苦天尊、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等等，皆为｢道｣之化身；另一类

是天地开辟之后，原为人身，经由修道合真、变化气质而成的仙真，

此即与道合一的｢仙｣，比如：张天师、许真君、萨祖师、吕纯阳、关

帝、陈抟老祖等。后者既神通广大，又长生不死，故被称为｢神仙｣，

意即具备｢神｣妙莫测之法力的超凡入圣之｢仙｣——此｢仙｣，合于《说

文解字注》对｢僊｣之｢长生，䙴去｣之意。23)｢䙴｣即｢迁｣异体，而｢僊｣
乃超凡入圣、长生不死的特殊生命状态——｢长生成仙｣亦即道门的宗

教信仰。有学者对道教神仙信仰作过归纳，指出：｢长生成仙信仰的内

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命的长寿甚至不死，一是人能力的超凡

甚至无限。｣24)

作为一种对生命健康特别关注的宗教，中国道教以得道成仙为其

终极理想，在｢道｣与｢仙｣两个核心范畴关系问题上，玄门首先肯定｢道｣
2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2006），页383。

24) 郭武，〈论道教的长生成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1994），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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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上价值，而后，将其神格化，所谓｢一气化三清｣等，以三清尊神

等代言生命系列之万寿无疆与能力无限，此等神灵实乃｢道｣的化身，

这样在理论上就预设神灵的存在，此等神灵亦即道门人生的信仰对

象；另一方面，道教以｢秉道受气｣概述生命本质，坚信凡人学道修

真，便能变化气质、与道合一而修炼成仙，此时，修道合真便成为道

教人生的不二选择与必然取向，得道成仙即玄门人生的终极理想与价

值皈依。

客观地说，｢神灵｣类的｢仙｣是玄门信仰的对象，修炼得道的｢仙｣
是修道者对自身的信念，二者皆为｢秉道受气｣的生命形态，皆有超越

死亡、了俗脱凡的能力，有了对｢道｣的终极信仰与对｢我｣的终身笃信

——所谓｢我命在我｣——道门人生便既有终极价值的引领，又有当下

发力的基点，精气神的炼养逆化历程，便是人生终极价值的生成获证

过程。当然，道教所谓的｢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含义，汉魏两晋

道教追求肉体长存，唐宋以降就回归老子、庄子讲的道德意涵，旨在

修证有道、有德者之生生不息之精神永存。

三、｢羽化登仙｣之内在统一

道教文化源远流长。詹石窗教授将道家与道教统合而论，提出广

义道教文化史观，认为从发端上看，道教的文化渊源应该追溯到伏羲

氏，至黄帝时期而显教于世。詹教授把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概括为三大

形态——原初道教：渊源于距今约八千年的伏羲氏。他发明了八卦，

开创了中国的《易》学传统，也为原初道教作出思想准备，被后世尊

为人文初祖。原初道教以黄帝拜师崆峒山为标志，其创立者是黄帝。

相传黄帝在位二十八年，天下大治。他广求名师，铸鼎荆山，炼丹养

生，后来有龙下降，迎其升天而去。此为广义道教文化的第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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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而下为道教文化的第二时期——古典道教：春秋时期，老子撰著

《道德经》，标志古典道教诞生。嗣后，尹喜、列子、庄子、鹖冠子

等相继阐发大道。道教文化的第三时期产生了制度道教：先秦黄老学

说，经过战国秦汉的传播，到了东汉末出现了｢正一盟威之道｣，标志

｢制度道教｣的诞生。东汉以来，制度道教不断发展，出现了太平道、

上清派、灵宝派、全真道等不同道派。至今，道教主要有正一道与全

真道并驾齐驱。25) 詹先生此论对我们重新认识道教文化及其核心价值

具有启迪意义。

道教文化｢杂而多端｣，对其产生的起源与阶段的划分，可以有不

同的标准和依据，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一点共识，那就是将

｢羽化登仙｣视为道教文化的生命宗旨——｢羽化登仙｣集中体现了道教

文化的价值诉求，彰显了先民超越人生局限的生命豪情，诠释着玄门

修士对生命境界的执着信念。从价值哲学视阈而言，｢羽化登仙｣内具

丰富的生命意蕴。

  

（一）｢神仙｣：价值目标的理论预设

如前所述，｢仙｣乃｢迁化之人｣，此｢迁化｣指的是由凡及仙的生命

能级的迁移升华。不难看出，｢仙｣之本意是指人之轻举上升或长生久

寿，前者侧重于生命迁化提升的过程，后者侧重于超凡脱俗的结果，

二者皆立足现实生命，从动静二维指向理想人格。而道教思想中的｢仙｣
字已是这两种含义的结合。两晋之际的道教思想家葛洪一再强调｢仙化

可得，不死可学｣；明确指出｢神灵异类，非可学也｣。在他看来，｢神｣
｢仙｣有别——神灵与凡人本质殊异，二者之间有天然不可逾越的界

限，凡人不可能通过修炼之类的途径跻身神灵；而仙与人同类，是凡

人修炼形神、变化气质而达至的完美状态。

25) 詹石窗、何欣：〈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湖南大学学报》6（2018），页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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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黄老学与神仙家学相结合，老子和｢道｣被合而为一。

《老子圣母碑》谓:｢老子者，道也。｣《老子想尔注》进一步把｢道｣的
化身老子衍化为神明，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

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葛洪也

用｢神仙｣一词，其中｢神｣用以修饰｢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仙｣的功

能概述，譬如｢上能耸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之类的超凡本领。

如此以来，｢神仙｣实指具有神奇功能的得道之人。葛洪为那些出世而

又不离世、得道而寿老不死之人编纂而成《神仙传》。

据《四库全书》丛本和《广汉魏丛书》本所载，葛洪《神仙传》

共立神仙99位，其中如老子、尹喜、刘安、魏伯阳、张道陵、孙登、

左慈、葛玄等，皆为历史名人，另有20人成仙前曾有出仕经历，至于

其他仙人亦均有史迹可按。他们证道登仙，各自有因，但都是由凡人

修道所致。葛洪将仙人分为三大类型：｢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

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三种类型的仙

人，无一不是凡人在尘世修炼得道迁化而成。他们突破了凡人的生命

极限，实现了灵与肉的相即不离，能够｢登虚蹑景,云轝霓盖,餐朝霞之

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

遥太清｣，出入于不死的生命境域，获得了真正的逍遥自由。从这层意

义上言，道教神仙实乃人类摆脱生命局限的情感企盼与价值预设，或

曰完美人格典范。

在道教文化中，神仙为人格完善的象征。所谓｢人格｣，通常有两

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人的道德质量；二是指人的气质、能力、性格

等特征的总和。所谓人格完善就是人的品德、气质、性格的完善。道

教神仙可谓人格完善的理想典型。

（二）｢羽化｣：价值生成的证修路径

道教将《老子》中｢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衍化为长生不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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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认为凡人通过一定的修炼可以返本得｢道｣。《太平经》云：｢道乃

万物之师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只要修炼得法，凡俗便可返本还

原，与｢道｣同体。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坐忘论》说:｢夫道者，神异之

物，灵而有性，虚而无象，随迎莫测。｣认为人们只要得道，就可以  

｢形体得之永固｣，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消魔经》说｢真道之业，不

衰不病，不死长生｣，旨在通过修炼而取得与｢真道｣合而为一，从而康

寿无疆。其间就蕴含着一条通往理想人格的证修之路。

葛长庚（白玉蟾）撰《道德宝章》注老子《道德经》，其《同异

章》将｢夫惟道，善贷且成｣一文，注为｢〇，能化其化，而不自化｣26),

阐明｢道｣为｢〇｣，为虚，其特质在于主宰世间万化，却不自化——意思

是说，世间万物皆处于流转生化之中，呈现为阴阳、昼夜、生死等生

命状态，体道合真的修道者就得参透决定阴阳、昼夜、生死等生命现

象背后，促使它们不断此消彼息、相互转化那个真正主宰，也就是要

把捉那个推动了阴阳消息、决定了昼夜转换、支配了生死流迁的那个

存在——玄士参悟的究竟结论是，万物皆化，惟有｢道｣｢能化其化而不

自化｣。此｢道｣不生不灭，却道化万有；万有殊相，却有生有灭，表现

为生长壮老已的过程而存在，并终归于道，复返于道。前者为形上超

然之道体，后者为形下具体之器用，道器相通，体用无碍。

修道之士进而体悟人生为何？人生何为？其答案在于——个人生

命与天地万物一样，皆由道气所化生，而且表现为出生入死的单向历

程；但玄门修士不甘心命随他去，却高倡｢我命在我不在天｣，力行｢还
丹成金亿万年｣，坚信凭借玄思智慧能够洞晓造化之理，通过外炼内

养，加之积功累德，人们可以盗取阴阳造化之机、逆修返本，进而生

与道合、超凡成真——所谓生道合一，寿比天长。这种超越死亡、生

道为一的完美生命形态，亦即道教文化的神仙位格。如道教内炼经典

《黄庭经》云：

26) 《藏外道书》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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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紫霞虚皇前：

太上大道玉宸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

为黄庭曰内篇。琴心三叠舞胎仙，九气映明出霄间。神盖童子

生紫烟，是曰玉书可精研。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

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以却老年永延。

其中｢舞｣、｢咏｣皆为内修功夫；｢霄间｣、｢紫烟｣描述生命若云似

雾轻盈升腾之状态。此间不乏先民对羽翎类自由自在、逍遥洒脱的仿

生训练；正是基于对羽翎类的向往，加之对其的仿生功夫，便有了｢羽
化｣之说。

（三）｢登真｣：价值跃升的符号表征

一般而言，文化的产生，首先来源于人类认识宇宙自然，了解天

文地理、时空变换；其次则是人类通过思维和思想意识，去利用、改

造自然，产生出为人所用的产物。文化，乃｢人文化成｣之简称，它是

一种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和结果：一方面，人是文化的主体，也只有

人方可创造文化，即人文创制；另一方面，文化反过来也塑造人，也

就是将理想的东西付诸现实的生活实践，并通过切实践履把人生理想

实现出来，此所谓｢以文化人｣。
上世纪初，以｢符号形式｣人学学说著称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ㆍ卡

西尔说：｢人的突出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

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

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27)经由人的

劳作、创作，产生了符号。人创作符号并依照创作的符号去过一种有

梦想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道教预设生道合一的｢仙人人格｣，统合形

神，融通福寿，无疑就是为信徒体道合真塑造了一种生命｢符号形式｣。

27) [德] 恩斯特ㆍ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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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西尔看来，人便是在创造活动中，通过现实化｢符号形式｣来实现人

性的圆周，而且｢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28)。道教通过｢神
仙｣｢符号｣既把神的灵性融入俗世的生活，又把人的本性升华到神圣的

境地，构筑生命意义｢符号｣，凝聚人生核心价值。这种｢符号｣，感通

凡仙，交汇神人，极富生命情愫，这或许就是道教超越死亡之真义。

不仅如此，道教还为信徒指明了超越死亡之通途，帮助他们实现不死

梦想，成就生命终极价值，此即合道归真的圆满。

｢真｣与｢贞｣同源，后分化。真，金文 = （卜，神杖）+

（鼎，祭祀神器），表示用神鼎占卜。造字本义：名词，贞卜如验的贞

人，贞卜高人。籀文 将金文字形中的｢卜｣ 写成｢匕｣ ，将金文字形

中的｢鼎｣ 写成 。篆文 则将金文字形中的｢鼎｣ 写成 。隶书

将篆文字形中的｢匕｣ 写成｢十｣ ，将篆文字形中的 写成 ，至此

字形面目全非。

《庄子ㆍ列御寇》称：｢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修行得

道、活出本性的高人，谓之真人。《说文解字》云：｢眞，僊人变形而

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其中，｢八｣表示仙人升天

所乘坐的东西。

《庄子》载渔父对孔子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

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29)意即孔子的仁算是仁了，恐怕不能

保全自己，心与形皆劳累，如此便丧失了天｢真｣本性，与本原之｢道｣非
合而分。在道教文化中，经由逆修返本而生道合一的人格，即为仙真。

28) [德] 恩斯特ㆍ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5。

29) 方勇译注，《庄子ㆍ渔父》（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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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语境下，仙真与天神也有差别。我们不妨借

助考古发掘的画像来谈谈。上图乃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画像石第一层

画面，据研究，此像成于公元二世纪。图中端坐的天神西王母正在仙

境接受仙人拜谒。仙人长着鸟一样翅膀与羽毛，手上持有长生不死的

药草。30)当然，此为古人凭借神话传说与个人理解所描绘的仙人形

象。玄门道士自称羽士，表白修道证仙之志。修炼归真的仙人，在品

级上低于道化而就的神人，于是，羽化而飞的仙人就谒拜高高在上的

神人。在价值序列中，三清是道教最高神。从三清尊神可见道教文化

的时空意识。如《道教义枢》卷十曰：

三天最上，号曰大罗，是道境极地，妙气本一。唯此大

罗，生玄、元、始三炁，化为三清天也…从此三炁，各生三

炁，合为九炁，以成九天…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就

本九天，合三十六天。

客观地讲，各种文化都有其理想人格与终极价值，登升仙班无疑便

30) 巫鸿，《武梁祠》图48（全图），转拍于 [美] 康儒博，《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
社会记忆》，顾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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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教文化的人生理想，而道教神仙可谓浓缩时空结构的符号象征。

三清天尊住三清天境，三天之上，号曰大罗圣境，大罗圣境乃道

境极地。常言｢一气化三清｣，然在｢一气｣之先，更有｢大道｣，｢道｣乃
宇宙天地人神之根本与源头。玄门修道合真，既是凝聚能量，又是返

本溯源；正是在返本归根的逆修过程中，超迈凡尘有限时空，实现人

生境界的登升跃迁。

四、｢道通真境｣之人文意涵

韩国大巡真理会，其前身乃由姜一淳(1871~1909)于1902年创

建的甑山教，此教被认为是最具有朝鲜文化特色的新兴宗教。李能和

将甑山教中的普天教,又称太乙教列入朝鲜道教体系31)，可见，甑山教

内具道文化因子。与甑山教一脉相承的大巡真理会，在传衍道教文化

基因上亦概莫能外，但又不乏自身特色。有鉴于上文所及中国道文化

终极价值之｢羽化登仙｣，我们不妨观照大巡真理会之｢道通真境｣的人

文意涵，以期对二者在终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有深入的探究与揭示。

如前所述，｢神仙｣乃道文化价值目标的理论预设，｢羽化｣实为道

文化价值生成的证修路径，｢登真｣则为价值攀升的符号表征；神仙是

人做，｢丹道｣尤可观——｢以丹成道｣｢得道成仙｣乃玄门修持精义、终

极诉求。简言之，｢羽化登仙｣这一终极价值，标识着生命修为与精神

超越之内在统一。与之类似，｢大巡｣之｢道通真境｣也有其内在的生命

意涵与价值诉求。

31) [韓]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东国文化社，1958）， 页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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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通｣与｢修炼｣
众所周知，大巡真理会信奉姜圣上帝｢大巡天下｣所要启示的真理

——｢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此即大巡真理

会之教义宗旨。在｢大巡｣16字真理中，｢阴阳合德、神人调化｣可以理

解为该教化解｢三界｣困厄的关系机理，｢解冤相生｣可视为解决｢先天｣危
机的关键实质，｢道通真境｣实乃理顺宇宙秩序的｢后天｣理想状态。在

天、地、人三界之中，大巡真理会认为，人界人事之人尤其重要，因

其乃调合阴阳、协和人神的主体性存在，诚如《大巡真理会要览》｢趣
旨｣一章声称：｢以此对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之大

巡真理加以勉修、诚之又诚，以正觉道即我我即道之境界｣32) 。｢勉修｣
｢致诚｣的主词皆为体道行道之道门修士。唯有道人信仰此真理，经由

｢勉修｣｢致诚｣此大道真理，才会达至｢道通真境｣的生命意域。在某种意

义上，｢道通真境｣可谓大巡真理会的终极价值，堪比道文化的理想鹄的

｢羽化登仙｣。
犹如中国道教以｢羽化｣指代炼养功夫，强调修道行道之于价值目

标｢成仙｣的不可或缺，大巡真理会也注重修行功夫，在前期，此功夫

体现为其核心教义之一的｢天地公事｣：｢上帝降临世间,匡定天地度数,

调化神明,解万古冤恨,立相生之道,开启后天仙境,解调神道,确立不可动

摇之度数,其后调和人事,故众人以上帝为天帝,倍加敬仰。｣33)需要说明

的是，惟有教主姜甑山和道主赵鼎山（1895~1958）所行为｢天地公

事｣，其他道人信士皆须遵奉真理，依其度数，潜心修道，而｢修道分

为工夫、修炼、平日祈祷和主日祈祷。｣具体而言，｢工夫｣要求｢在一

定场所，按指定的方法，所定的时间诵读咒文｣；｢修炼｣是指｢不受时

间所限制，诵读祈祷咒或太乙咒｣；｢平日祈祷｣包括｢每日丑时、未时

32)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大巡真理会要览》（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 2017）, 页9。
以下简称《要览》。

33)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 2017）, 页305。以下
简称《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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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祈祷｣，若外出不便｢归家后补充｣；｢主日祈祷｣特指｢每甲、己日

子午卯酉时，在特定场所或自家祈祷｣。34)在大巡思想中，诵读咒文、

平主祈祷，旨在交感人天、体悟正觉，而且｢一旦豁然贯通，三界透明

森罗万象之曲尽理解无所不能，此乃灵通，亦谓道通｣。35)可见，｢道
通｣乃指修道中的心理超常的生命状态。

在大巡思想中，作为修行的道人，其修道要旨在于，｢以潜心静

气，凝聚永侍上帝左右的精神，磨炼于丹田，以灵通为目的，敬之又

敬，诚之又诚，念念自在，念念相续，至诚奉诵｣。36)这种凝神聚气之

个人修养、丹田磨炼，可与中国道教之性命兼修相媲美；然而，道教

修炼之丹道着重于｢以丹成道｣｢得道成仙｣，而大巡之凝炼侧重于精神

常伴九天上帝，｢依据所修成就道通｣，并非个体之超凡入圣。简言

之，前者以道通真境为目的，后者以得道成仙为指向。

无论是中国道教之｢丹道｣修炼，抑或是大巡思想之工夫修道，在

人生终极解救意义上，并非仰赖最高神灵的遴选与｢救赎｣，而是强调

修真个人的主体力行，二者同为｢自力｣型宗教。然而，两教在｢自力｣
的内容与方式上，却又各有侧重。

（二）｢群修｣与｢独行｣
在中国道文化生命理念中，悟道修真、合道证仙，更多的是立足

于个人生命与生命本源之关联，其修炼神仙有一基本主张，即所谓｢师
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中国道门人眼里，人生即修行，修行即人

生。由此衍生出道士闲云野鹤式的生活方式，白玉蟾《道情》37)诗对

这种修行生活有一概述。其诗曰：

34)《要览》，页19-20。

35)《要览》，页9。

36)《要览》，页17。

37) 据中国海南玉蟾宫介绍，《道情》乃祖师诗作，经口耳相传而流布至今。



도(道) 문화의 궁극적 가치에 대한 문자학적 해석 / 쩡용 315

白云黄鹤道人家，一琴一剑一杯茶。

羽衣常带烟霞色，不染人间桃李花。

常世人间笑哈哈，周游四海你为啥？

苦中受尽修正道，不染人间桃李花。

常世人间笑哈哈，争名夺利你为啥？

不如回头修正道，无忧无虑神仙家。

清静无为是吾家，不染凡尘道根扎，

访求名师修正道，蟠桃会上赴龙华。

一般而言，抚琴品茗，仗剑游走，白云黄鹤，万水千山，一心向

道，性命双修，清静无为，更不会招惹人间美色，只求寻师访友，参悟

正道，致力早成正果。这更多的是向道之士的个人逍遥修真方式。道

教这种将神仙信仰日常化、生活化的文化传统，在大巡真理会也有体

现，此即｢以相生伦理之生活化｣，后者突出｢相生之道｣的日常化。与

｢羽化登仙｣相异趣的是，大巡真理会一方面要求道人过｢自省的修道生

活｣38)，｢须知修道的好坏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若｢不反省自己，一味发

泄不平不满，则只能助长相克之势｣。39)故而在修行上也特别强调｢须以

心修炼，身体力行，使身心达到统一｣40)；另一方面，大巡修道更强调

组织的纪律与道众的力量，着眼于诸多关系的相生和顺，达至理想的宗

教社会性目标。

从这层意义上说，大巡真理会主张的日常化修道，凸显了宗教组

织的聚集力量，表现出一种｢一体群修｣的性质；而中国道教人士的生

活化修行，较多的是自由散漫式的个我操持，呈现出某种｢特立独行｣
的气质。

38)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纂，《大巡指针》（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 2017），页80。 
以下简称《指针》。

39)《指针》，页80-81。

40)《指针》，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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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境｣与｢仙境｣
在体道合真、超凡入圣的生命境界上，大巡思想与道教文化，二

者也各有所重。道教文化之｢仙境｣，乃修道主体个人｢羽化飞升｣而进

入的不死之域；此域不在凡尘人间，却指向天庭仙界。与此有别的

是，｢大巡｣理想之｢真境｣，就在人间社会，而非天界乐土；道人信士

于此｢真境｣，只需｢人山｣群修致诚，不必出世逍遥独行。

所谓｢人山｣群修，就是指在人山人海的凡尘之中展开修行，而非离

群索居、入山避世去清修，而且，这种修行更多的是有组织有纪律、讲

帮扶讲共生的团队性修持。在大巡思想中，道人依据｢大巡真理的宗教

性法理改造人｣，促使｢政治上的辅国安民和社会上的地上天国将得以自

然呈现，从而可救济天下苍生｣。41)｢辅国安民｣｢救世济生｣，皆带有强

烈的慈悲天下的社会情怀。不仅如此，大巡真理会建立严格的组织机

构，教化道人｢以道即我、我即道之境界统一心灵，奉献于万化度济

｣42)；建章立制，｢开展布德、教化、修道事业｣，并且以｢连年持续的长

期事业，计划和施行救护慈善事业、社会福祉事业和教育事业｣。43)足

见大巡思想非常看重｢教务｣｢事业｣之于社会文明的人文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巡思想中，道人之｢精神开辟｣｢身心改造｣，服

从于、服务于｢地上天国建设——世界开辟｣。44)贯穿其间的，便是｢大
巡｣真理，而｢道通真境｣即为这一真理的终极价值所在。如果说｢道通｣
侧重于个体修行的超心理能力的话，那么，可以说｢真境｣则着重于宇宙

世界的整体祥和的生命境地。《典经》〈预示〉言及的｢后天仙境｣，可

谓此生命理想的较好注脚：

41)《要览》，页11。

42)《要览》，页17。

43)《要览》，页24。

44)《要览》，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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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曰：在后天，天下如一家，不倚威武，不施刑罚，和

谐调合，依法理治苍生。为政者能以化权施政，将无越权之弊

端；百姓则远离冤屈贪淫之扰，得免生老病死之苦，长生不死；

再无贫富不均，相互自由往来；天地不再高远，可任意驰骋天地

之间；智慧开启，通达于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十方世界，世间

不再有水、火、风三灾，是为无上祥瑞和谐的地上仙境。45)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道文化之神仙信仰背后，有一

套生命逻辑与实践价值体系，可以说，其神秘面纱背后的生命理念、

体知功夫与境界追求，以及生命修为与精神超越之间皆不乏特有的内

在理路。此一特征，在道文化传统中，体现于｢羽化登仙｣之生命价

值。简言之，｢神仙｣可谓玄门修士的人生信念，｢羽化｣指代其炼养功

夫，｢登真｣表征生命能级攀越。｢羽化登仙｣寓道教文化价值目标、炼

养功夫与生命境界于一体，乃玄门修士至上价值追求与生命终极鹄的

之完美集结。

道文化中｢长生不死｣的｢神仙｣，｢凝神聚气｣的｢炼养｣，｢祥瑞和谐｣
的｢仙境｣，在大巡思想中，得以保留与再现。作为二十世纪创立的新兴

宗教，大巡真理会，结合大韩民族信仰与自身习俗，倡导以｢阴阳合

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为内容的大巡真理，强调宗教组

织与个人修行的密切关联，消解了闲云野鹤式修道方式的某些不足，强

化了宗教组织对社会生活、未来文明的聚合影响，尤其是着力于从怨结

冲克等关系的化解入手，要求道人致诚修道，而修道工夫旨在信奉｢相生｣
真理，经由身心改造，臻于｢道通真境｣，实现｢精神开辟｣，进而扩而广

之，建成｢后天仙境｣；其间，个人修得｢道通｣而与上帝精神永伴，生命

45)《典经》，页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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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于和顺｢真境｣，此佳境与道教主张的个人之｢羽化登仙｣似曾相近，却

又并非大巡终极价值所在——大巡思想价值理想在于，教化众道人信

士，践履相生真理，藉由组织力量，走向宇宙整体之｢世界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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도(道) 문화의 궁극적 가치에 대한 문자학적 해석:

‘대순’과 ‘도통진경’의 인문적 함의에 대한 논의

쩡용 중국 강서사범대학교 부교수   

국문요약: 문화의 핵심은 그 문화의 가치로 집결된다. ‘몸에 날개가 돋

아 신선이 되어 하늘로 날아간다’라는 뜻의 우화등선(羽化登仙)에는 도

교 문화의 궁극적 가치가 반영되어 있다. (본 고는) 문자학적 시각에서 

‘우(羽)’, ‘화(化)’, ‘등(登)’, ‘선(仙)’을 탐구함으로써 도교 신선 신앙에 

투시되어 있는 신비적 양상의 배경인 생명이념, 체지공부(體知功夫)와 

경지추구 및 생명수양과 정신초월 사이에 특수하게 내재되어 있는 도

리를 이해하는데 기여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본고에서 다루는) 내용 가운

데 ‘신선(神仙)’은 도교 수행자에게 수행의 목표라고 할 수 있고, ‘우화

(羽化)’는 연단과 양생수련을 대표하며, ‘등진(登真)’은 생명을 초월하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우화등선은 도교 문화의 가치목표, 공부(功夫), 연

단, 양생, 생명 경지와 일체가 된 것으로, 이는 도교 수행자의 최고 가

치추구와 생명의 궁극적 목표의 완벽한 결합이다. 

이와 비교하여, ‘대순(大巡)’과 ‘도통진경(道通真境)’은 도인의 ‘심신

개조’, ‘정신개벽’을 주장할 뿐만 아니라 ‘지상천국건설’에 대한 개인의 

수도 공부 및 종사를 강조한다. 이 둘은 ‘후천선경(後天仙境)’이라는 생

명가치의 이상으로 통일된다.  

주제어: 우화등선, 가치전제(价值预设), 공부연양(功夫炼养), 생명경지 

(生命境界), 도통진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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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ing to Heaven and Becoming an Immortal”: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and Ultimate Value in 

Daoist Culture

Zeng Yong.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embodied by “Ascending to Heaven and Being an 
Immortal” (Yuhua Dengxian in Chinese) implies the core gist of Daoist 
culture as well as its ultimate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each 
word, “Yu”, “Hua”, “Deng”, and “Xian” benefits us through a philosophy of 
life, learning skills, the pursuit of the mysteries of Daoist immortality, and 
the ways of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o become an 
immortal” is becoming adept at life. “Yuhua” refers to learning transcendental 
skills, and “Deng” expresses the promotion of life. “Ascending to Heaven and 
Becoming an Immortal” integrates the goal- oriented values of Daoist Culture, 
learning transcendental skills, and the state of being alive into a unified 
whole. Namely, it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n adept’s supreme pursuit of 
value and zenith of life. By way of contrast, in Daesoon Jinrihoe, the 
concepts of “Daesoon” and “Perfected Unification with the Dao” not only 
advocat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nsformation”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for 
Dao cohorts, but also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service to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an Earthly Paradise.” These are unified 
under the ideal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earthly paradise of the Later World.”

Key Words: Ascending to Heaven and Becoming an Immortal, the expectation 
of value, learning transcendental skills, the state of being alive, 
Perfected Unification with the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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