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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茅山三千年
□ 张春蕾 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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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清派发展脉络

（一）总述
上清派创立于魏晋时期，以《黄庭经》《上清大洞真经》

等为主要经典，魏华存与杨羲等是该派的创始人，奉元始
天尊为最高神。在修炼上，主要是存思存神，强调人身内
精气神的修炼，通过炼神达到炼形，形神双修，不重视符
箓、外丹，其修道思想是道教从外丹向内丹演变历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

真正把上清派发扬光大的人是南北朝时期的陶弘
景。陶弘景不仅是上清派独一无二的人物，在中国道教史
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经他整理的上清派，传布到了大江
南北。因该派始终以句容茅山为大本营，所以上清派又被
称为茅山宗。唐宋时期，上清派更是光彩夺目。这其中的
原因，除皇帝的宠信外，还因为上清派人才济济，高道辈
出。唐宋两代，上清派的高道大德可谓群星闪烁，相继出
现了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与李含光等“帝王师”。正
因如此，茅山道教从东晋到整个宋朝（北宋与南宋），兴盛
了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里，茅山是中国道教的中心，中
国千年的道教史就是围绕上清派展开的。

南宋以后，上清派逐渐衰落，主要因为：一是缺少皇室
政权的支持。南宋理宗时，推崇正一派道教，制定了三山
符箓归正一的政策，上清派变成正一派的一个支派，从原
来以经箓为主的派别变成了以符箓为主的派别，元明两代
帝王沿袭了这种规定。二是北方全真派强势崛起，并迅速
向全国扩展、渗透，在短短的时期内超越了上清派的影
响。该派出现了王重阳、邱处机、张三丰等道教史上不可
多得的高道大德，其盛况与唐宋时期上清派宗师高道接连
不断地出现十分相似。王重阳主张的三教合流与苦修教
义，邱处机“一言止杀”的为民情怀都是全真派取胜的法
宝。到元明清时代，上清派淹没在正一与全真的光环下，
茅山形成了“三宫传正一、五观传全真”的格局，上清派独
享茅山的时代不复存在。

（二）由来
早期道教有很多派别，如太平道、五斗米道（“五斗米

道”是民间俗称，初时自名“天师道”，后期名为“正一道”）、
灵宝派、楼观派、清微派、净明道、全真派、真大道等，上清
派就是这些派别中的一支。“上清派”这个名称和派别是伴
随着《上清大洞真经》（简称《上清经》《上清真经》《大洞真
经》《洞泾》《三天龙书》《九天太真道经》或《三十九章经》）
的面世而出现的。《上清经》不是上清派的唯一经典，却是
上清派的根本经典。紧跟着《上清经》的出现，一系列经书
陆续问世并形成经系，这个经系，人们统称为道教“上清
派”。因茅山是上清派的本山，所以上清派又称“茅山
宗”。茅山与上清派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上清经》的出现
既是上清派诞生的重要标志，也是道教从符箓向经箓转变
的重要标志。

《上清经》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
据《道藏·云笈七籖·道教经法传授部·上清源统经目

注序》记载：“上清者，宫名也。明乎混沌之表，焕乎大罗之
天，乃众真之所处，大圣之所经也。宫有丹青金书玉字上
皇宝经，皆玄古之道，自然之章。……汉孝平皇帝元始二
年九月戊午，西城真人以《上清经》三十一卷，于阳洛之山
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即王君）。褒以晋成帝之时，于
汲郡修武县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魏华存。华存以咸和九
年，岁在甲午，乘飚轮而上天，去世之日以经付其子道脱，
又传杨先生讳羲。羲生有殊分，通灵接真，乃晋简文皇帝
之师也。杨君师事南岳魏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一
卷，至晋孝武皇帝太元十一年，岁在丙戌升仙。”

《道藏·云笈七籖》这段话告诉我们：“上清”是天界上
一个宫殿的名称，由众神与众真人所居住，那里珍藏着很
多诸如《上清经》这样从久远时代留下的无价经书。西汉
平帝时，西城真人将三十一卷《上清经》传给清虚真人王
褒；晋成帝时，王褒又传授给魏华存。魏华存在晋成帝咸

和九年（334年）得道升天时，将经书
交付给自己的儿子，再由她儿子

传给有通灵禀赋的杨羲。杨羲
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

年）也得道成仙。魏华存
成了上清派的第一代真

人，杨羲成为第二代真人。

□ 张剑 马彦如

镇江自古以来就是守卫东海和长江
下游东南地区的形胜之地。隋唐一统天
下，镇江作为南北分裂时期建康门户的地
位不复存在，但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不断
南移及大运河的开凿，作为东南漕运咽喉
的战略地位却逐渐凸显。

弘道元年（683 年）唐高宗死，太子李
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不久又废李显，
改立豫王李旦。武氏所为引起李唐宗室
及关陇贵族的恐惧，他们与政治上失意的
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公开对抗武则天。
同年 9月，开国元勋李（徐）勣的孙子徐敬
业自称匡复府大将军在扬州起兵。

此时，在徐敬业军中任艺文令的骆宾
王，替他写下了著名的讨武檄文——《代
徐敬业讨武曌檄》。此篇檄文，叙议相间，
情理兼具，澎湃激越，气势浩荡，发挥了意
想不到的作用。徐敬业旬日之间集兵十
余万众，一时声势浩大，可惜因战略失误
很快战败。徐敬业等自扬州逃往润州，潜
伏于润州城西蒜山中，后由蒜山渡登舟欲
逃出海，在镇江以东江面遇风浪受阻，被
部将杀死。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卢龙镇朱
滔、魏博镇田悦、成德镇王武俊、淄青镇李
纳分别称王，联兵反抗中央，其后参加平
叛的淮西镇李希烈及泾原兵也参加叛乱，
史称“四王二帝之乱”。叛乱主要发生在
关东及淮西地区，江淮漕河受阻。为加强
对东南的控制，并保证漕运的畅通，唐政
府于浙江西道设镇海军建置，以原苏州刺
史韩滉为浙东、西观察使、润州刺史、镇海
军节度使，治润州。韩滉，长安人，字太
冲，为开元名相韩休子，先后任尚书丞、户
部侍郎、判度支、晋州刺史、苏州刺史等
职，移镇润州后，在中央政府平叛“四王二
帝之乱”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后，在江
河交汇的润州设立镇海军镇成为常例，常
以浙西观察使兼领。

润州在唐代之所以被设立镇海军，当
时由于传统上此地在古代是守卫东海和
长江下游东南地区的要冲，正如晚唐诗人
李商隐在《为荥阳公上浙西郑尚书启》所
说，镇海军所镇守的浙西地区，是“地雄东

海，境控南徐。当皇心妙简之难，是国用
取资之地”，唐代诗人韦庄在《观浙西府相
畋游》中提到“十里旌旗十万兵”，亦可见
当日的辉煌。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唐中央
政府被迫实行“以方镇御方镇”的方针，在
关东及江淮一带广置藩镇（军区），以求相
互制约。唐后期的润州不仅是浙西观察
使理所，还是镇海军节度使帅府驻地，地
位非常高，是“三吴之会”。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宰
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中，浙西下
辖6州37县，这也是镇海军节度使的防区
范围。唐末昭宗景福二年(893年)，诏令武
威军防御使钱鏐为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
察使，徙镇海军治杭州。

937年，南唐代吴，改都金陵，润州为
南唐辖州。自唐末镇海军移治杭州后，润
州降为团练州，继再升观察使州。后梁乾
化二年（912年），吴复置镇海军节度使于
润州，以徐温领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
事。后梁贞明三年(917年)镇海军移治昇
州 (金陵)，后晋天福二年 (937 年)南唐代
吴，镇海军还治润州。其后润州一度还升
为大都督府。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仍设
镇海军节度使如故，以林仁肇为镇海军
使、润州刺史、浙江西道管内营田观察处
置等使。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 年），宋廷以曹
彬、潘美为将，发兵十万进攻南唐，同时遣
使让俯首听命的吴越王钱俶出兵夹攻。
宋军主力自江陵顺江东下，连克池州、铜
陵、芜湖和当涂，于第二年春自采石渡江
进围金陵。宋军出师后，吴越王钱俶发兵
五万北上夹攻南唐。

开宝八年（975 年）四月，南唐常州守
军在长期被围后向吴越军投降，八月南唐
润州守将刘澄被迫投降。这年冬天，宋军
向被围的金陵城发起总攻，南唐后主李煜
开城出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
离歌”，南唐灭亡。因海口日远，同年十
月，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平定吴越之
后，下诏改润州“镇海军”军号为“镇江
军”，为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镇江府留
下了伏笔。

浙西府曾浙西府曾
““十里旌旗十万兵十里旌旗十万兵””

清 周镐绘《西津晓渡图》（局部），西津渡唐时称蒜山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