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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 十戒经》的形成及流传

朱大星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约在六朝后期至唐初 ,在吸取《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等古灵宝经内容的基础上 ,

“十戒”与“十四持身之品”相互结合 ,并最终形成《十戒经》。道教灵宝派尊崇老子与《道德经》的传统、《十

戒经》自身所呈现出的儒家色彩、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现实的需要等 ,是促成《十戒经》与《道德经》相互结

合并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十戒经》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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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hi j ie j ing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ZHU Da2xing

( Research I nst i t ute f or A ncient B ooks , Zhej i an 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8 , Chi na )

Abstract : Though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S hi j iej ing and Dongx uanlingbaotianz unshuoshi j iej ing

collected in Daoz ang differ in characters , they share the same basic contents in general. Both Shijie and

Shisichishenzhipin in S hi j ie j i n g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a series of Ku2l i n g2Pao2Chi n g .

However , t hey were separate but combined toget her at t he beginning. To meet the Taoist s’ needs

of st udy , recitation , p ublicity and inst ruction , Shijie and Shisichishenzhipin were combined

toget her from around the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aking in contents of Kuling paoj ing like Taishangdongx uanlingbaoz hihui dingz hitongwei j ing and

Taishang dongx uanlingbaoz hihuiz ui genshang pindaj iej ing ,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 hi j iej ing and its recognition as a discipline for the Taoist priests.

In t he Dunhuang Manuscript s , S hi j ie j i n g and D aodej i ng were of ten seen as being copied

toget her during t he time between 709 A. D. and 757 A. D.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the

combination. Since West Han Dynasty , Laozi was constantly being deified and t he stat us of

D aodej i ng also got apparent p romotion. The Taoist school of Lingpao , maintaining more of the

t radition of Tianshidao f rom the Han Dynasty to t he Wei Dynasty t han ot hers , continued to deify

Laozi and revering D aodej i n g which met the needs of t he mass and followers of Taoism.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t he school of Lingpao ( S hi j ie j i n g is part of t he classics of t he Lingpao

school) was one of t he main reasons which prompted t he combin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 hi j ie j i n g and D aodej i n g. Beside t he simple content s of S hi j iej i ng and t he rich color of

Conf ucianism it displayed and Tang dynasty’s worship of Laozi and D aodej i ng out of political

needs in reality , Tang Dynasty in it self and t he chaotic social environment before it , etc. , were

t he main reasons t hat impelled t he combination and wide circulation of S hi j iej i ng and

D aodej i ng.

The combin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 hi j iej i ng and D aodej i ng not only observed Taoism’s

t radition of worshipping Laozi and D aodej i n g , but also satisfied t he Conf ucianist needs for

politics in reality and was also influenced by Buddism. It t herefore endowed t he combin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 hi j ie j i n g and D aodej i ng wit h a t race of a mixture of Conf ucianism , Buddism , and

Taoism.

Key words : Dunhuang Manuscript ; S hi j iej i ng ; completion ; circulation ; D aodej i ng

敦煌本《十戒经》写卷为数不少 ,计有 S. 794、S. 6097、S. 6454、P. 2347/ 2、P. 2350/ 2、P. 3417、

P. 3770/ 1、甘博 017、BD14523/ 3、散 0192 等十件 ;另有吐鲁番本一件 ,即大谷文书 4399。研究者对

此多有论述 ,如大渊忍尔先生著录了其中的八件写卷[1 ]108 - 110 ;杨富学先生等论及其中的七件写卷 ,

并对甘博 017 写卷作了详细讨论[2 ] ;王卡先生则悉数加以著录[3 ]133 - 137 ;楠山春树先生较早对敦煌

本《十戒经》作了介绍[4 ]27 - 30 ;饶宗颐先生对 P. 2347/ 2 写卷也有解说[5 ]221 - 222 。但以上成果大多侧

重对《十戒经》的介绍 ,而对敦煌本《十戒经》的形成及其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等问题似乎关注不

够。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加探讨 ,疏陋之处 ,尚祈方家赐正。

一、敦煌本《十戒经》的形成

目前所知的敦煌本《十戒经》写卷中 ,比较完整的写卷一般在《十戒经》的首部及尾部皆题有“十

戒经”三字 ,其后抄有受持《十戒经》的盟文。其中《十戒经》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兹将 P. 2350/ 2

《十戒经》内容迻录如下 :

天尊言 :善男子善女子能发自然道意 ,来入法门 ,受我十戒十四持身之品 ,则为大道清信弟

子 ,皆与勇猛飞天齐功于此 ,而进心不邂退者 ,则超陵三界 ,为上清真人。

次弟子对师而伏 :一者不煞 ,当念众生 ;二者不婬犯人妇女 ;三者不盗取非义财 ;四者不欺

善恶反论 ;五者不醉 ,常思净行 ;六者宗亲和睦 ,无有非亲 ;七者见人善事 ,心助欢喜 ;八者见人

有忧 ,助为作福 ;九者彼来加我 ,志在不报 ;十者一切未得道 ,我不有望。

次说十四持身之品 :与人君言则惠于国 ;与人父言则慈于子 ;与人师言则爱于众 ;与人兄 ①

言则悌于行 ;与人臣言则忠于上 ;与人子言则孝于亲 ;与人友言则信于交 ;与人夫言则和于室 ;

与人妇言则贞于夫 ;与人弟子言则恭于礼 ;与野人言则劝于农也 ;与沙门道士言则止于道 ;与异

国人言则各守其域 ;与奴婢言则慎于事。

天尊言 :修奉清戒 ,每合天心 ,常行大慈 ,愿为一切普度厄世。慊慊尊教 ,不得忠怠。宁守

善而死 ,不为恶而生。于是不退可得 ,拔度五道 ,不履三恶 ,诸天所护 ,万神所敬 ,长斋奉戒 ,自

得度世。

其后并有受戒盟文云 :

44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①“兄”,其他敦煌本《十戒经》写卷同 ; P. 2350/ 2 作“师”。按 :作“师”当因涉上文“师”字而误 ,兹据上下文义及他本改。



太岁甲寅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 ,沙州 　煌县龙勒乡常安里男官清信弟子李无上 ,年廿七

岁。赍信如法 ,今诣沙州 　煌县効谷乡无穷里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仁邃 ①,求受十戒十四持身

之品。无上肉人 ,既受纳有形 ,形染六情 ,六情一染 ,动之弊秽 ,或 (惑)于所见 ,昧于所著。世务

因缘 ,以次而发 ,招引罪垢 ,历世弥积。轮迴于三界 ,漂浪而 (忘) ②返 ;流转于五道 ,长沦而弗

悟。辄依科赍信如法 ,求乞奉受 ,修行供养 ,永为身宝。愆盟负约 ,长幽地狱 ,不敢蒙原。

其他敦煌本《十戒经》写卷内容与 P. 2350/ 2 几乎全同 ,仅所存篇幅长短不一。

据以上录文可知 ,《十戒经》是初入道门的清信弟子所受之戒 ,具有起信的作用。又据受戒盟文

中所言“求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十戒经》似乎又可称为“十戒十四持身之品”。这从侧面表明 ,

《十戒经》的主要内容是“十戒”和“十四持身之品”。而约出于六朝的《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

经》[6 ]册6 ,899 - 900[7 ]341[8 ]38内容与 P. 2350/ 2《十戒经》基本相同 ,故一般认为《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就

是《十戒经》。不过 ,两者也略有差异 ③,这可能是版本不同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十戒”何时与

“十四持身之品”结合在一起。因为在早于《十戒经》的道经中 ,“十戒”与“十四持身之品”似乎尚未

结合在一起。

据楠山春树先生研究 ,道教的“十戒”④多达 12 种。其中“定志十戒 (天尊十戒)”⑤比较流行 ,具有

代表性[9 ]81 - 85 。所谓“定志十戒”是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6 ]册5 ,890中的“十戒”,“天尊十戒”

指《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6 ]册6 ,899中的“十戒”。因为“定志十戒”与“天尊十戒”的内容完全相同 ,所

以楠山春树先生将两者等同起来。又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四六所引《洞玄思微定志经》“洞

玄十戒”[6 ]册25 ,162 、约撰于唐开元七年 (719)的《大道通玄要》卷六 (见 P. 2456/ 1) [1 ]344 - 345 [4 ]193 - 199所引《灵

宝经思微定志卷》“要决十戒品”,以及《太上经戒》所收“思微定志经十戒”,内容与 P. 2350/ 2《十戒

经》之“十戒”几乎全同。而《洞玄思微定志经》、《灵宝经思微定志卷》及《思微定志经》实际上都是指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易言之 ,“洞玄十戒”、“要决十戒品”、“思微

定志经十戒”三者名称虽有所不同 ,实际上都是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定志十

戒”。这也说明“定志十戒”在当时应是非常流行并为世人所熟悉的。不然的话 ,众书对其称引就不

大可能达到几乎是雷同的地步。

另外 ,敦煌写卷 P. 2256 及 P. 2861 应是南朝梁代后期宋文明所撰的《通门论》。从书写风格和

上下文判断 ,前者是后者的继续。而《通门论》被认为是根据陆修静 (406 - 477)的《灵宝经目》和《灵

宝经目序》撰成的。在 P. 2861 与 P. 2256 写卷中载有《灵宝经目》,目录中出现的“今人”、“已出”和

“未出”等词语当是指陆修静所处的时代。目录的最后一句话“陆先生所撰记也”表明这个目录是根

据陆修静的著作编成的。陆修静在刘宋元嘉十四年 (437)写了《灵宝经目序》,据此可以推测这个目

录的写定时间应当与元嘉十四年相距不远。虽然 P. 2861 写卷首部残损 ,我们今天已很难看到《古

灵宝经》的全文 ,但是根据 P. 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中的《灵宝中盟经目》和《无上黄箓大斋立成

仪》卷一中的《斋坛安镇目录》[6 ]册9 ,379 - 380 ,仍可大略推测它的内容[10 ] 。检视以上目录 ,未见《十戒

经》(《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 ,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则名列其中 ,且标明“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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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仁邃”二字 ,原卷似作朱笔 ,《敦煌宝藏》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所载此卷图版未见此二字。大渊忍尔录为“仁邃”,今从

之。以下不再出注。

原卷脱“忘”字 ,今据 S. 6454《十戒经》补。

与 P. 2350/ 2《十戒经》相比 ,《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无“次弟子对师而伏”七字 ;“自得度世”后有“而为偈曰 :一切修学人 ,

誓愿成真道。慈悲念戒文 ,道声断烦恼”等二十四字 ;“二者不淫犯人妇女”作“二者不得妄作邪念”;“与人兄言则悌于行 ;

与人臣言则忠于上”作“与人臣言则忠于上 ,与人兄言则友于弟”;“与沙门道士言则止于道”作“与贤人言则志于道”;“弟

子”作“弟”。

此处的“十戒”是广义的说法 ,包括《十戒经》中的“十戒”。

“定志十戒”与“天尊十戒”是楠山春树先生拟定的名称 ,为叙述方便 ,此处采用该说法。



这表明至少在陆修静撰写《灵宝经目》时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已经出现 ,而《洞玄灵宝

天尊说十戒经》则可能尚未成书。上文已言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定志十戒”与

《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中的“天尊十戒”(即《十戒经》中之“十戒”)内容几乎全同。很显然 ,《十戒

经》中的“十戒”是源于《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定志十戒”。同时 ,《太上洞玄灵宝智

慧定志通微经》中未见《十戒经》中的“十四持身之品”内容。那么 ,《十戒经》中的“十四持身之品”又

是从哪里来的呢 ?

原题“金明七真撰”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6 ]册24 ,741 - 766 ,敦煌文献中保存其残卷。据

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考证 ,敦煌文献中的《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残卷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是同本异名 ,并据此推测是书约成书于六朝末或隋代 ,最晚在唐初已问世[ 7 ]872 。此书卷首小序谓皆

据经录出“指修时要”五百二十条 ,“仪范”八章。P. 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第五》所收“度人仪

八”中已载有与 P. 2350/ 2《十戒经》非常接近的内容 :即除“十四持身之品”外的所有内容 ①。其中在

这些相似的内容里仍有一点值得注意。P. 2337 云 :“天尊言 :善男子善女子能发自然道意 ,来入法

门 ,受我十诫 (戒) ,则为大道清信弟子。”而 P. 2350/ 2《十戒经》则云 :“天尊言 :善男子善女子能发自

然道意 ,来入法门 ,受我十戒十四持身之品 ,则为大道清信弟子。”这似乎表明至迟在编撰《洞玄灵宝

三洞奉道科戒营始》之时 ,“十戒”尚未与“十四持身之品”相结合。据此推测 ,当时清信弟子所受之

戒可能还只是“十戒”,而非“十戒十四持身之品”。易言之 ,《十戒经》在当时尚未成书。

而在敦煌写卷中 ,却存在“十四持身之品”与“十善因缘上诫”相结合的内容。P. 2456/ 1《大道

通玄要卷第六》引《灵宝经智慧罪根卷》云 :

天尊言 :夫欲安身治国 ,使门户清贵 ,天神祐护 ,地祇敬爱 ,当修善功 ,勤心斋诫 ,广施法门 ,

先人后身 ,有惠于万物 ,功普于一切。功满三千 ,白日升天 ;修善有余 ,天降云车 ;弘道无已 ,自

致不死。斯本行之上诫 ,可不尊奉之乎 ?

一者 ,当恤死护生 ,救度厄难 ,命得其寿 ,不有夭伤。二者 ,救疾治病 ,济度困笃 ,身得安全 ,

不有痛剧。三者 ,施惠穷困 ,拯度危厄 ,割己济物 ,无 (有) K惜。四者 ,奉侍师宝 ,营静建舍 ,广

作功德 ,无有怠倦。五者 ,书经校定 ,晨夕礼诵 ,供养香灯 ,心无替慢。六者 ,修斋念道 ,恭 (心)

尊法 ,内外清虚 ,不生秽恶。七者 ,退身让义 ,不诤功名 ,抱素守朴 ,行应自然。八者 ,宣化愚俗 ,

谏 (诤)解恶 ,咸令一心 ,宗奉大法。九者 ,边道立井 ,殖种果林 ,教化童蒙 ,劝人作善。十者 ,施

为可法 ,动静可观 ,教制可轨 ,行常使然。

此十善者 ,因缘上诫之律 ,十天神王所奉。能行之者 ,飞天齐功。

持身戒品

与人君言则惠于国 ;与人父言则慈于子 ;人师言则爱于众 ;人兄言则悌于行 ;人臣言则忠于

上 ;人子言则孝于亲 ;人友言则信于交 ;人妇言则贞于夫 ;人夫言则和于室 ;人弟子言则恭于礼 ;

野人言则劝于农 ;与贤人道士言则止于道 ;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 ;奴婢言则慎于事。

按 :《灵宝经智慧罪根卷》即《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此经盖出于东晋至齐梁之

间[7 ]340 ,系古灵宝经之一 ,见于《道藏》。P. 2456 所引《灵宝经智慧罪根卷》内容与《道藏》本几乎

全同[ 6 ]册6 ,886 - 887 。

另一部道教古灵宝经《太极左仙公请问经》约出于六朝。此经分上、下两卷 ,S. 1351《太极左仙

公请问经上》为上卷 ,这部分内容不见于《道藏》;《道藏》第 24 册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为

下卷[ 1 ]66 。S. 1351《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上》亦载有与《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之“十善

因缘上诫”及“十四持身之品”相似的内容。《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上》云 :

64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① 这部分内容在敦煌写卷 P. 2337 中属于卷五 ,而在《道藏》本中属于卷六。原因可能是《道藏》所依据的本子卷数有所扩大。



故《太极智慧经上篇》曰 :救疾治病 ,奉侍师宝 ;营静建舍 ,书经校定 ;修斋念道 ,烧香然 (燃)

灯 ;念济一切 ,宣化愚俗 ;谏诤解恶 ,施惠穷困 ;拔度厄难 ,恤死护生 ;边道立井 ,殖种菓林 ;教化

∑ ö ,劝人作善 ;有德于家国 ,动静可观 ;施为可法 ,教制可轨 ;此谓道士之行矣。与人君言则惠

于国 ;人父言则慈于子 ;人师言则爱于众 ;人兄言则悌于行 ;人臣言则忠于上 ;人子言则孝于亲 ;

人友言则信于交 ;人妇言则贞于夫 ;人夫言则和于室 ;人弟子言则恭于礼 ;野人言则劝于农 ;与

人道士言则止于道 ;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 ;奴婢言则慎于事也。

这里所说的《太极智慧经上篇》应即《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据此 ,在约成书于东晋至齐梁之间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 ,“十四持身之品”

已与“十善因缘上诫”结合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 :“十善因缘上诫”及“十四持身之品”是南北朝时

期灵宝大盟经目中受戒品目 ;另外 ,和“十四持身之品”相结合的“十善因缘上诫”与《十戒经》中的

“十戒”是不同的。这似乎也表明 ,在东晋至齐梁时 ,《十戒经》尚未出现。

约在唐中宗之时 (700 年前后) ,多有关于清信弟子受“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的记载。张万福

(700 年前后)《三洞众戒文 ·序》云 :“即始起心入道 ,受三归戒 ;箓生 ,五戒、八戒 ;在俗男女 ,无上十

戒 ;新出家者 ,初真戒 ;正一弟子 ,七十二戒 ;男官、女官 ,老君百八十戒 ;清信弟子 ,天尊十戒十四持

身品、五千文金纽、太清阴阳戒。”[6 ]册3 ,396又张万福撰《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卷上所载《戒目》云 :

“⋯⋯无上十戒 :此十戒者 ,在俗男女所受 ,断十恶行十善也。初真戒 :此初真戒者 ,新出家所受 ,谓

始脱俗服入道也 ⋯⋯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 :此清信弟子久志局所受也。”[6 ]册32 ,184这里列举清信弟子

所受的“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当即《十戒经》。这表明在张万福的时代甚至更早 ,清信弟子受“天

尊十戒十四持身之品”的做法已经出现 ,似乎还较普遍。从现存有题记的敦煌《十戒经》写卷也可以

看出 ,清信弟子受“天尊十戒十四持身之品”的时间集中在大唐景龙三年 (709) 到至德二年 (757) 之

间 ,这与张万福所处时代是相符的。很明显 ,“天尊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亦即《十戒经》早在张万福所

处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时间至迟不晚于唐初。

总而言之 ,《十戒经》中的“十戒”及“十四持身之品”的内容在一系列古灵宝经中早已出现 ,最初

两者都是分开的 ,并未结合在一起。随着灵宝经影响的不断扩大 ,“十戒”及“十四持身之品”被其他

道书广泛征引 ,为道门所熟悉。至迟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编撰之时 ,出现了与《十戒经》

内容基本相同的《十戒》,作为道徒修行的内容 ,但是《十戒》中仍然没有“十四持身之品”的内容。而

在古灵宝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虽然也有过“十四持身之品”与“十善因缘上诫”

的结合 ,但这“十善因缘上诫”与《十戒经》中的“十戒”差别很大。可能是因为“十善因缘上诫”所规

定的“救疾治病 ,济度困笃”、“奉侍师宝 ,营静建舍 ,广作功德 ,无有怠倦”、“书经校定 ,晨夕礼诵”等

项内容并不适合初入道门弟子的修习持诵 ;同时可能为了便于宣教的缘故 ,用儒家色彩比较浓厚的

“定志十戒”代替了“十善因缘上诫”,使“十戒”与“十四持身之品”相结合 ,并最终形成了《十戒经》,

作为清信弟子受戒之用 ,时间约在六朝后期至隋代 ,最迟不晚于唐初。换言之 ,《十戒经》是在广泛

吸取《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等古灵宝经内容并在

适应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敦煌本《十戒经》与《道德经》

敦煌写卷中 ,《十戒经》经常接抄在《道德经》之后 ,如 P. 2350、P. 2347、S. 6453 + S. 6454。由于

残损的缘故 ,有些写卷仅存有《十戒经》或《道德经》的内容 ,这就很难判断它们原来是否抄在一起。

不过 ,在这些《道德经》或《十戒经》写卷后面 ,往往还有题记或盟文。兹列表如下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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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1 ]409 。但在古灵宝经中 ,三洞法师既可指传授洞真、洞玄、洞神三洞经典的法师 ,又可指专门传

授“灵宝文”的法师。因为“灵宝文”(即《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已包含了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派的经

法[14 ]235 - 236 。是知“三洞法师”之名与古灵宝经渊源颇深。

值得注意的是《十戒经》与《道德经》相互结合并流传的问题。《十戒经》为何与《道德经》结合 ,

而不是与其他的经戒相结合 ? 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自西汉以来 ,老子就被不断神化。汉末 ,在蜀中出现的天师道并有尊崇老子《五千文》的

做法。《三国志 ·魏书 ·张鲁传》注引《典略》记汉中五斗米道云 :“又使人为奸令祭酒 ,祭酒主以老

子《五千文》,使都习 ,号为奸令。”[15 ]264而从天师道中分化出来的上清派和灵宝派 ,相较而言 ,灵宝

派更多地保持了汉魏天师道的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对老子的继续神化以及对《五千文》的尊崇上。

S. 1351《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上》尊老子为“太上太极高上老子无上法师”。经云 :“道家经之大者 ,莫

过《五千文》,大洞玄真之咏也。此经虚远 ,诵之致大圣为降 ,云车宝盖 ,驰骋龙驾 ,白日升天。《五千

文》是道德之祖宗 ,真中之真 ,不简秽贱 ,终始可轮读。敷演妙义则王侯致治 ,斋而诵之则身得飞仙 ,

七祖获庆 ,反胎受形 ,上生天堂 ,下生人中王侯之门也。”《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更云 :

“唯道德《五千文》,至尊无上正真之大经也。大无不包 ,细无不入 ,道德之大宗矣。历观夫已得道真

人 ,莫不学《五千文》者也 ,尹喜、松、羡之徒是也。所谓大乘之经矣。”[6 ]册9 ,870由此可以看出灵宝派对

老子及《五千文》的重视。灵宝经中 ,还记载了传授老子《五千文》的科仪。《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

诀》所引《太上玉经隐注》中即有传授《五千文》的仪法[6 ]册6 ,642 。如果说早期天师道重视并发挥《五千

文》,可能有借老子以说明其宗教教义并作为一种因缘时地的方便法门性质的话 ,早期灵宝派则是

继承并极大地突出了天师道诵读老子《五千文》的传统 ,试图建立以经典为核心的经教体系[14 ]274 。

灵宝经所宣扬的老子《五千文》的功德 ,不仅现世可以得福 ,来生也可得益 ,包括令人世代聪明、治病

救灾、飞升成仙、得道度人、安国宁民等。这种宣教适应了广大民众和道教徒的需要 ,因此 ,灵宝派

一经产生就获得了很大影响 ,乃至成为隋唐时期的一个主要道派。《十戒经》属于灵宝经 ,其影响当

亦较广。这是《道德经》与《十戒经》结合的原因之一。

其次 ,与《十戒经》本身的内容也有关系。《十戒经》中的十戒 ,特别是前五戒 (不杀、不淫、不盗、

不醉、不欺善恶反论) ,可以说是儒、释、道三教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十四持身之品的前十条是

说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等言谈时所应遵守的规范 ,加上十戒中的“宗亲和睦 ,无有非亲 ;见

人善事 ,心助欢喜 ;见人有忧 ,助为作福”等内容 ,表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在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

流地位的中国社会里 ,这些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内容的加入 ,可能是道教自身对儒家文化作出主动

适应而出现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言 ,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十四持身之品”最初并不是与《十戒经》

中的“十戒”结合流传的。另外 ,《十戒经》内容较简单 ,便于宣教 ,适合初入道门的教徒持诵。因此 ,

作为灵宝派经典的《十戒经》本身 ,从中虽然不能明显看出早期灵宝派对佛教内容融摄的痕迹 ,但是

作为道教经典的《十戒经》,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同时在当时灵宝派影响广被的社会里 ,它

的流行自然不成问题。

再次 ,李唐王朝因老子与自己同姓 ,更多的是因政治的需要而对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尊崇。或

许可以这么说 ,一方面 ,老子及《道德经》地位的不断隆升 ,使李唐王朝意识到可以借助它们来提高

自己的声望 ,从而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因而对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尊崇 ;另一方面 ,由于李唐王朝的

尊崇 ,老子及《道德经》的地位更高 ,影响更广。不过 ,对老子及《道德经》的尊崇固然可以通过官方

的形式 ,诸如诏令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设置道举、加试《老子》策等形式加以施行。但是 ,通过宗

教的形式来扩大老子及《道德经》在民众中间的影响 ,可能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这就需要寻

找一种既简单易行又能为多数民众接受的方式。这时 ,《十戒经》就渐渐显示出它的优势。

最后 ,在唐代天宝末年及以前 ,河西地区仍是战乱较多的区域 ,佛教较为兴盛。面对苦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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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人们希望找到某种方式度脱生命中的困厄及死亡。这时候 ,宗教最易拨动民众的心弦。而以诵

经得道为主要教法的灵宝派更能吸引当地民众的目光。在敦煌发现的众多灵宝经写卷也从一个侧

面表明了这一点。

上述四种因素乃至更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进一步加快了《道德经》与《十戒经》结合的进程。两

者的结合 ,一方面适应了道教尊崇老子及《道德经》的传统 ,表现了道教文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又满

足了儒家现实政治的需要 ,带有儒家色彩。同时 ,灵宝派作为中古道教派别中受佛教影响最深的道

派 ,它的许多内容实际上直接受到大乘佛教经典的影响。这样看来 ,《道德经》与《十戒经》的结合似

乎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两者的结合流行 ,极有可能是在唐初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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