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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慈善思想简析

《太平经》的善财观

《太平经》是东汉晚期所传的“神书”
———《太平清领书》的简称，它是道教最
先问世的第一部道书。 该书糅合了先秦
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企图通过神道设
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
《太平经》以“太平”名经，认为“太者，大
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
无复奸私也”，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
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
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会，它要求道众敬
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
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主张在
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

《太平经》所追求的理想世界是无灾
异、无病疫、无战争、君明臣贤、家富人
足、 各得其乐的太平世道。 故此，《太平
经》 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
之气所生。正是基于这种善财观的阐发，
《太平经》才认为，一切财物均应属于社
会公有，而非为私人所独占。“此财物乃
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
其聚处， 比若仓中之鼠， 常独足食，此
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
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
其取也，遇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
不知乃万户之委输， 皆当得衣食子是
也。 ”社会只有按真正的道来治理万物，
并服从天师教义中宣称的禁令和教令，
才是国家与民众致富的根本。

《太平经》主张生财、守财、使财富
可持续发展顺性而为，以柔克刚，点滴
积累，爱之于微，成之于著，谦居其下，
不恃强凌弱、倚财骄横，才可享元为之
富； 财富属于民众， 无为而能生财、有
财、守财，休养生息，还利于民，上要无
为下要有为；要顺应财富之性，自然而
为，而不可强取豪夺；同时一切财富都
是人类共享的，所谓“相生相养”，人还
要积极参与和担负生养万物的使命，也
就是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保护财富，使

财富可持续发展。
《太平经》还倡导一种人人都可以

致富的民富思想：“常力周穷救急，助天
地爱物，助人君养民。 救穷乏不止，凡天
地增其算，百神皆得来食，此家莫不悦
喜。 因为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
负后生。 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
可以致富，反以行斗？ 讼，妄轻为不祥之
事。 ”就是每个普通民众都可以努力追
求得到“天之道”，获得财富。《太平经》
认为天地创造的所有生命都有体力，通
过积极的努力，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食
物和衣服。 具有源源不断力量的人，会
日夜努力，不断地聚集财富，他所获得
的一切财富，无论大小，他都会爱护。 据
此，区分善财与恶财，不仅取决于财富
本身是被分享还是被私藏起来，而且也
取决于财富最初的来源。 只有勤奋工
作，很好地运用体力才是致富的体面手
段，这样的财富才是善财。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
天下？ 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
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太平经》继承
了这一思想， 主张人不能贪婪而过于分
化，反对苛捐杂税造成贫者日贫、富者日
富的现象。财富不仅能聚还要善财，要乐
善好施、周穷救急、众善奉行，否则就要
获罪。 万事万物都有生、养的权利，为政
者不能剥夺人们公平获取财富、 自食其
力的权利和机会。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
饥寒而死，罪不除也。”“财物乃天地中和
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
本非独给一人，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
也。 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肯
周穷救急，使万家乏绝。 ”

富人就应该根据太平思想的观念去
运用他的财富， 他应分配其财富以供他
人之需。 这样他就会为自己挣得一个好
名声，被提升到官职，而后就能出人头地
成为显贵。“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有
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故

人生乐求真道，真人自来。 ”这正是道教
所遵奉的那种由“德”的善行走向“道”的
坦途的说教。 因此，《太平经》认为，真正
的财富不是一般的财物， 真正的富裕也
不是拥有奇珍异宝，而是积“德”得“道”，
进而获中和之“善财”，这才是太平世道
之最大财富。《太平经》的这种财富思想
对于汉唐以后的民间慈善事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承负说”要求积德行善

《太平经》中的“承负说”是道教史
上的一个重要观念，作为一种传统的因
果报应思想，它使“善恶报应”这一慈善
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成
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意识，无论是过
去还是现在都对中国社会的民众心理
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
经过历史和文化的积累沉淀，承负思想
已经形成一种宗教伦理道德，对于我们
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都有着一定程
度的影响。

所谓“承负”，《太平经》解释说：“承
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之本
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
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元辜蒙其过，
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
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
相负，故名之为负。 负者，乃先人负于后
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
绝也。 ”由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承负
的意思就是说今人的福祸遭遇， 取决于
其先人的善恶行为； 而今人的善恶行为
同样也对其后人的福祸遭遇产生着影
响。在这里，《太平经》尤其更强调的是负
面影响。 先人的过失遗其恶果于后人就
是“负”；后人承受先人的过失行为所导
致的恶果就是“承”，代代既相负又相承。
按照这样的推理， 自然可以得出如下的
逻辑结论： 任何人在他行事做人之时都
应该三思而后行， 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
可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幸。

那么如何解脱承负呢？ 这就需要人
们首先应当奉天心，合地意，顺天道。 天
道可顺不可违，“顺之则吉昌， 逆之则危
亡”。“古者大贤人本皆知自养之道，故得
治意，少承负之失也。 其后世学人之师，
皆多绝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华传学，违
失天道之要意”，“故生承负之灾”。“或有
得真道，因能得度世去，是人乃无承负之
过。 ”顺天守道的重要途径有二：一是养
气守一。“守一”，也就是守神，即“理元
气”也。当时盛行的食气辟谷、胎息养形、
守静存神、存思至神等仙道方术，都是养
气守一的具体方法。二是读《太平经》书，
行太平之道。不仅要读《太平经》，还要传
播其教义， 使天下人知之； 更要身体力
行，令天下人行之：“得行此道者，承负天
地之谪悉去”。

其次是积德行善。 承负说作为“天
道”在起作用的是善恶报应观，体现了
“天人一体”的神学思想。“乐生”“好善”
乃是天地赋予人的本性。 因此，只有“乐
生”“好善”，才能符合天心和人意，解脱
承负之厄。 一方面，为后世子孙着想也
应行善积德，“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
也，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
之厄”。 另一方面，作为自身，如果能行
超乎寻常的大功德，可以断绝来自先人
积恶的厄运。“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
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 ”《太平经》称
免除承负之厄的人为“种民”，当灾害横
行之时，“天地混齑，人物廉溃。 唯积善
者免之，长为种民”，“种民，圣贤长生之
类也”。 行善积德可以使人远离祸患，延
年长寿，甚至永为种民，得仙不死。 由
此，积善修德成为道教修道的一个最基
本的原则。

《太平经》 里独具特色的财富观和
“承负”说等慈善思想，对中国古代民众
心理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今天，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
会，发展慈善事业，建设慈善文化仍然具
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摘自《〈老子〉思想与现代社会》一书）

《太平经》 是早期道教的
主要经典， 以阴阳五

行解释治国之道， 宣扬散财救穷、
自食其力。《太平经》 提出了建立
“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
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 为实
现太平社会， 它要求道众敬奉天
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
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
义。《太平经》 认为天地的一切财
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
私人所独占，由此提出了“乐以养
人”“周穷救急” 的慈善观。《太平
经》的“承负说”则成为后世道教
慈善活动的依据，这一思想不仅推
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
而且对中国的民间社会也产生了
深刻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