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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的主要研究文献，至今已被许许多多的讲究者所研究。有关于

《太平经》的论文也有许多。本研究以 1960年王明整理的《太平经合校》为基础，2013年杨

寄林编著的《太平经》为基础，围绕《太平经》中的天人关系进行。 

   首先是《太平经》中的天思想。我认为《太平经》中的天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对墨子的“天”

思想和董仲舒的“天思想”的承继，还有一部分也保留了早期道家，老庄的天思想的特性。

首先，《太平经》中的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也可以说《太平经》的天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

宗教性的天。这样的天是至高无上的至高神。是神、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者。这样的天

是宇宙的绝对主宰者，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还是人类的祖先，和人在阴阳、形态、性情

等方面有着一致性。天也有意识和感情，因人的行为善恶对人类群体和社会进行赏罚。而天

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的标准则是儒教的伦理和道德。所以说《太平经》中这样的天，或者说

天神又有着和儒家的道德伦理相结合的特性。所属于天的真善美、广哀不伤等性格落实到人

类社会中，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天法即人法。所以说，《太平经》中的天又有着第

二种含义，即道德理法之天。这样的天的运行（天道的运行）是受人类行为的善恶所影响的。

但《太平经》中的天和天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承继了早期道家的天，即自然的天、或者

说是气质之天。这样的天由元气分裂而成。这样的天道的运行是承继了老庄的天道的那种，“自

然而然”“周而复始”的天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经》中，将天和道同一而论的地方也

有多处。天和道有着相同的特性和功能，天与地共同养育了人类，人的思维意识与寿命也受

到天的支配。 

   再说《太平经》中的人。首先，在《太平经》中，人乃天地之子。所以《太平经》及其

强调人类的重要性。《太平经》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因为人是天之子，所以承担了要

延续天统的责任，不得随意堕胎和杀人，要努力繁衍生息来延续天地之统。人更是万物间最

尊贵的存在，是太阴、太阳、中和三气沟通的枢纽。人和天是统一的，其统一的表现性在于，

人和天同样，是由元气构成的。所以人的一切都是法天的。人的形态相貌是仿天而成的。人

的数量也应与天地之数相应，人的兴衰也随天地的兴衰而兴衰。所以人的根本基准的“法天”。

人的行为和意识活动都能对天造成影响。而天的四时阴阳五行之气进入人的身体成为人的五

脏精神。这些身体神在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同时，也有与上天进行沟通的职能。身体神根据

人的行为善恶对天进行汇报，而天根据这些汇报来增加或消减人的寿命。通过身体神，人可

以实现与天的沟通。在这里，《太平经》又吸收了儒教的伦理道德，用“孝道”来制约人的活

动。因为人和天的关系是如同父子一般，所以《太平经》主张作为子女的人，也应当如同孝



敬父母一般积极保护环境。 

   在《太平经》中，人和天之间的感应是由两种形式构成的。第一种是基于《太平经》的

“气化宇宙论”而成立的感应形式。因为人、天地、万物、阴阳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作为同

类物质，根据“以类遥相感动” 的原理，人和天之间可以发生感应。这样的感应形式可以说

以气化宇宙论为基础的目的性天人感应。第二种感应形式是通过各种身体神，或是天吏与天

之间的往来进行的。这样的感应形式可以说是根据《太平经》的神仙系统构建而成的。 

   《太平经》中天人感应的对象指的是人类群体的全体人类。天人感应的对象也不仅限于

君主，一般人也可以与天进行感应和交流。所以《太平经》中的天人感应可以按照感应对象

分为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人”指的是天在人类社会的代表，即人类社会的君主。

在这种情况下，天与人（君主）发生感应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君主执行政治的良好

与否与天进行的直接性的感应。天通过降下祥瑞或灾异来表彰或惩罚君主的直线型的感应方

式。第二种是通过一般人民群众以承负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性的感应方式。第二个方面的天人

感应是指天与一般人之间的感应。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个体的意识、行为活动对天产生影响，

而天发生感应的对象则是包括君主和一般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群体。除此之外，一般人也可以

通过身体内存在的身体神，与天进行直接的感应。这样的感应与个体的寿命、健康状况等，

紧密相关。 

   《太平经》中天人感应的方式，也可以达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灾异说为基础的感应的方

式。这种感应方式大多是继承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日食月食、春夏秋冬的四季更迭、星

宿的运行方式等自然现象的理法是天的意识的表现。人可以通过学习阴阳、五行的知识，把

握自然现象的理法来明白天对人传递的信息。而由于“承负”理论的存在，《太平经》中的天

人关系不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是相成了一种循环性的感应系统。而天对人的行为意识所

发生感应的方式，除了用降下灾异，祥瑞，身体神与天之间的往来等方式来表达以外，还以

祭祀时天精、天吏的出现与否作为天对人的行为是否满意的判断标准的形式进行。《太平经》

认为古来帝王进行祭祀的目的就是召唤出天精、天吏。天精、天吏只有在天对人类的行为满

意的时候才会下凡来享用祭品。 

   综上所述，《太平经》的天人关系除了承继了董仲舒的灾异论的天人感应理论之外，又根

据《太平经》独特的神仙系统构建了根据天精、天吏、身体神来进行交流的天人感应理论。

君主和天之间的感应大多由灾异论的天人感应理论所构建，而一般人与天之间的交流感应则

多是由《太平经》的神仙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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