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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内容概要

本书取名于余英时先生1962年在哈佛的博士论文，由杨联陞先生指导。成书于1987年，在他博士论文
修改稿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他1980年代的两篇论文。他运用了文献和考古材料，从社会上层与下层的
两个角度，介绍了东汉的“生死”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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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
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
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
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
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
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Page 3



《东汉生死观》

书籍目录

导言
一、思想史及其若干问题
二、方法与目的
三、材料
第一章 生与不朽
一、生的重要性
二、长寿和不朽
三、求仙的世间转化
四、民间思想中的“神仙”观念
五、小结
附录 汉代专有名词中的长寿类用语
第二章 养生长寿
一、士人中的养生风气
二、养生术与求仙
三、人的“命”与“寿”
第三章 死与神灭的争论
一、死亡的自然主义态度
二、关于死后生活的流行信仰
三、神灭的争论
参考书目
Ⅱ 早期中国来世观念的新证据——评鲁惟一的《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1981年)
Ⅲ“魂兮归来！”——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1987年)
复礼
魂和魄
来世信仰
阴间：魂和魄的各自住所
仙的出现和来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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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精彩短评

1、余英时的书很有水平。
2、看看这才叫博士论文。
3、从最早的热爱现世生活，到佛教传入后意识到苦，很难不为中华民族的波折和苦难而唏嘘叹息。
4、气场颇强的博士论文。总体说来，中国人求长生的背后，求的是世俗的繁华延续。大概也就是汉
这个时候，民间道教才在中国扎下了根吧。以前不太懂黄巾张角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读了这书有点
理解了。
5、博士论文。比一比，想自杀。
6、“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时济世，死何忍自同于世！”
7、原来余老师年轻时候写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凝重”的呀，不过这也可能是用英文写的缘故。
8、额。。。
9、关于中国本土来世观感觉还是没讲出个所以然啊
10、又是对我的整体理念启发很大之作。读完很久，怕被查水表收快递，一直没敢标。
11、一直想不明白求永生的那些人到底有多恨自己，抱头。
12、阅读历史是愉快的，尤其是读余英时先生的书
13、二重结构下又彼此交涉的汉代生死观
14、清明节读《东汉生死观》，不是恰到好处么？或许此时的余英时还没有发展出日后的洞见，此书
略有些让人失望。但是，书中对精神思想与民间思想之间关系的外理，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过，
有一个问题，即《太平经》真得是代表民间思想吗？
15、慢慢消化中
16、喜欢余英时，他老人家的文章学术性和文学性兼顾，不像现在一些学者写的，都是些仿照英语语
法格式的长句子，满篇不知所云的。这本还未来得及看，正在看别的。书的质量很好，应该把一系列
都买回来，呵呵。如果是中英对照的就更好了
17、挑了一个并非关键的思想史部分来做长篇大论的证实，本身是很大而空的范围，加之对东汉政治
史的歧视。让本书缺乏客观。甚至有代今入汉之感。
18、乍一看不明觉厉，表面上旁征博引，其实什么也没有说。
19、学写论文www
20、博士论文
21、杨联升指导的余英时博论。文章似乎没有考虑到巫术和原始宗教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
22、余英时先生的书要好好读，认真读，所以我才看了一点，感觉读完会受益匪浅。在当当上买是因
为书店缺货。
23、可以～
24、据说这是余的博士论文，如果确实，那水平也太差了。
25、标准论文模板。主要是看材料。
26、大师的早年作品，还是有些青涩的。但是到了《魂兮归来》就不一样了。
27、功力深厚&相见恨晚~
28、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余英时先生合理诠释了两汉时期的生死、修仙长寿观念。作为其博士期间
论文，不论架构、选题、论证都是很有深度和功力。看大师的作品给人的启发是不一样的。
29、这本书无论从选材，还是观察角度，都体现了作者在中国古代思想研究领域深厚的功力，推荐有
志于研究相关问题的朋友阅读。
30、有次在家看探索节目时提到灵魂新解说，觉得灵魂二元论可能是存在的。
31、标准的论文，可做模板。
32、“很可笑的希望自己不要变化，可是确实没有刚开始那么欣赏惊喜与喜欢余的整套思维逻辑和内
容了，但依然能感受到读他的书带来的温暖。”这种风格，绝壁是毕业论文，果然被我猜中......
33、: �
B234.05/8946
34、几乎所有的结论都可以用通俗而又幽默的方式去说，而繁琐的实证过程就交给注释，这样的做法
无论对于普遍读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都很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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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35、No.54。余英时先生的博士论文，如果英文版本由他亲自翻译就完美了。
36、有意思~
37、仙籍王子乔，传说中的琅琊王始祖。汉武帝亲自祭老子、汉武帝在神仙传里听俩仙姐传经。谢家
子孙难得，谢灵运被道士寄养十五归家。名山大川容纳未能上天之人。道家道教是否同源三种见解，
养生术何时和老子联系起来到，都不知道cool。嵇康和葛洪养生求仙之异。曹丕遨游快心意。曰命曰
行，西谚人有一半命运握手中。性命的四种可能。明清功过簿大概也是诸如此类观念发展的产物。太
平经云身中无形之神三尸。守一、禅、冥想。行善遭恶，引入先人之业，六道轮回。以普遍规律均有
例外证升仙可能。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 =西王母才没有雌雄同体哈哈。魂阳魄阴，魂飞魄沉。
嘛，一定要养精爱气！无摇尔精呐！反思下自己，只摘断片，是否局限曲解遗忘整体？
38、很多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太平经》的靠谱性。但是问题是《太平清领书》很大程度上属于大忽悠
啊。
39、从这个角度看，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只不过这种宗教形式更接近巫蛊（近代又屡遭冲击），少
些理论化吧...虽然读得很凌乱，但窃以为中哲的论文该这么写才对，少些高屋建瓴。高亮：太平经、
王充（气凝而成人）、后汉书、嵇康（最早区分求仙术与养生术），鬼最初是 归 的同义（魂归...），
马王堆证明古代灵魂、来世、天堂地狱（黄泉）观并非外来，起初只有魄（白亮的光、本义为新月逐
渐增亮、月相变化暗示死生循环）、6BC后出现魂（左传记载子产用阴阳说将之与魄区分、各自对应
阳-阴、天-地、上升-下降、支配精神-肉体、气-形、死后归于梁父-蒿里）、楚辞中已有将魂魄等同于
阴阳的明显观念（魂魄离散、招魂不招魄），魄依赖于尸体的完好保存（联想到各种汉墓），阎王是
外来户、但职位却是泰山府君的。
40、书是不错，余英时的早期作品，很好，只是数来了书脊有点残，没有时间换了，嫌麻烦，请以后
注意了，老客户了。
41、可以当做论文写作模板来看。不过主线还真是飘忽不定追的好累⋯⋯其中讲到《后汉书》记载，
黄巾道徒起兵后，一些黄老道徒向朝廷建议，朝廷无需派兵去镇压叛乱，而应该派一将军北向读《孝
经》，叛乱便会自行消失。笑死。
42、匆匆读过，只是匆匆读过。印象有二，疑惑也有二，思想史的研究问题，二西汉末年以长沙马王
堆汉墓为代表的墓葬是否体现出来世思想，余英时，鲁惟一乃至巫鸿西方背景的学者均认为出现了来
世，天堂观念，但国内朱青生，孙机认为没有来世，升天思想，问题在于来世不是佛教影响下的概念
，而是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有来世思想的，个人觉得从图像文物作思想史的材料很
难解释，往往会和文献出现不一致，有时多半是读图的原因，但也未必。总之还是要多熟悉本书，可
能没有阅读到位
43、学汉史的人一定要读读余先生的书，尤其像这样经典的书。
44、喜欢末二章，大概是因为曾经多次拜会辛追夫人的缘故所以觉得比较熟悉吧。。至于「太平经」
「想尔注」这种奇书倒是很想拿来看看。。此书唯一不尽意的地方就是译本有点小瑕疵
45、余公的主要思想在其中已露出端倪；最後一部分《“魂兮歸來！”》可以看做是第一部分《東漢
生死觀》的縮略版。
46、对于早期道教的考察，两汉之际不朽、长生、升天、来世、丧葬等观念的考察都很有启发。读了
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更想看鲁惟一的ways to paradise了。
47、丰富详实的材料。况且不仅如此。
48、透底
49、其实考古资料可以在很多方面佐证余先生的观点。可惜先生用的少了。
50、读后有点失望，不过这毕竟是30年前的作品了。
51、太崩溃了~疯了~
52、妙趣横生
53、第1400本书，模范博士论文，以小见大对能够从反应东汉时代的次级思想史文献中探寻到历史进
程中的转折性印迹，材料的运用和丰富性都得以满足，中国人骨子里对生命长寿的追求，乃至成仙之
道与西哲中的灵魂不死不尽相同，而是对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
54、将《太平经》视为底层的思想不知允当否
55、很好的一本书。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且有可读性，受益匪浅
56、有趣的点：①为什么大多数想象出来的魂魄都是白色的光呢？②掌管死者的泰山府君（天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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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的地位比人间统治者（天子）的地位低，皇帝死后阴间的最高管事又是谁呢？不过让人惊奇的是，天
堂地狱说、度世化身男子说，都是汉人本来就有的概念。那么佛教改变的只有对尸体的态度？不再在
意它的腐烂，那就是对魄的逐渐忽视了，注意力都放在了魂上。啊，可以因此说魄是更巫术而魂是更
宗教的么？
57、魂魄鬼氣。
58、看完的今天正看见余先生对于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发言。不禁感叹。
59、魂魄观；寿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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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生死观》

精彩书评

1、余英时先生的这本著作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生与不朽，第二部分谈论养生长寿，第
三部分讲述死亡。这三部分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发展关系。这种顺畅性，使读者在阅读时易形成明晰
的认识。一、�生与不朽在这一部分中从余英时先生从战国末年开始他的叙述。他认为，“从战国末年
到汉代初期，生的观念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儒、道将生视为宇宙的一种创生力量，另一条是道
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重要。”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长寿先于不朽出现。不朽的观念，出
现于公元8世纪前后，本是从长寿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在战国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不朽观念，
“为达到新的不朽就要作为神仙离开此世，而非作为人永存于世。”在西汉初年，求仙活动仍是一种
彼世的。但世间不朽与彼世不朽二者，开始汇合。在秦始皇的求仙活动中，方士们看到了这种汇合所
带来的矛盾。只有遗世独立，方能羽化归仙，但秦皇并不追求彼世的仙人生活，他想要的是在人间的
永生。后来，这种彼世的不朽观念，日益世俗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和黄帝乘龙登仙的
神话被杜撰出来。而在民间层面，登仙可以采用吃药、行善这样的活动来达到。这两种活动本身，就
已经说明了此时“仙”的此世意义。二、�养生长寿求仙术流行于东汉士人群体之中，他们往往认同养
生术，并对求仙持一种怀疑态度。但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面对死亡都保持了如此理性的态度，士人中有
一部分人如仲长统相信成仙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这部分士人与普通民众保持了一致性。不过，不
管怎样，在士人们看来，追求长寿，是为了享受人生，不是为了某种崇教目的。为了追求长寿就不得
不讨论命。东汉有三命说，后来从此说中又发展出两命说。其体是说，寿命由两种要素决定，一是个
体的自身修行，二是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其它因素，如先天身体条件等。在这两方面的对立中，出现了
司命等一系列的神仙作为调和。三、死亡与神灭的争论对于死亡。东汉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
一种是自然主义的，一种是迷信的。“自然主义的观点简单地接受死亡，视之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是
生命遭遇自然的终点，而且人几乎无能为力。”而在对死亡的解释上，自然主义者采用了两种解释。
一种是气的聚散解释生死，一种是用肉体与精神的分离来解释生死。而在迷信的观点看来，死亡并不
是生命的终结。死后，人还有魂魄。魂魄的力量与其生时的物精与家庭背景有关，世家大族成员死后
，其魂魄要大于普通人。魂魄需要得到祭祀，否则便会为害。随着时间的推移，魂魄会逐渐变小，“
新鬼大，旧鬼小”。两汉时期流行厚葬，一部分士人针对此弊，倡导薄葬。薄葬论者往往拒绝精神不
灭、死后有知这样的说法。士人中的神灭论者强调形体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形
体死，则精神散。与上层社会相对，民间思想中对此问题有三种冲突的观点。一是用气来解释精神的
死亡，二是沿着桓谭与王充的路数，强调物质对精神的决定物用，三是强调精神高于形体。“无精神
则死，有精神则亡。”
2、中国人很早就有神仙观念，从道家著作《庄子》中，我们能够读到姑射仙子的飘逸，羡慕她们那
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超然物外。生活在俗世中的每一个人，上至帝王将相，下
至贩夫走卒，无不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仙了道、抛却烦恼、不堕轮回达到永生彼世。《太平经》是一
部早期的道教著作，它反复强调天生地养的观念，在早期，人们追求的似乎并不是神仙生活的“不朽
”，而是尘世生活的“长寿”。在那个时候，人们似乎还是有着天人隔绝的主观思维，认为人的终极
目标能够达到永生于俗世，所谓“此世不朽”就已经满足了。但是随着先秦方术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吹
嘘能够求仙访道，长生不老，甚至秦始皇也对此深信不疑，多次派方术家前往东海访仙岛求仙药，这
种行为必然会引发民间的自觉模仿。因此人们也开始从神仙生活的羡慕转向了对神仙生活的追求。追
求神仙的生活，期望成仙了道，是从上到下的一种风气，并且上层和下层的追求途径是不一样的。从
秦始皇到汉武帝，帝王们是想通过自己的地位接触神仙，求得仙药，从而一步登天，这也是他们对自
己天子身份的一种自信。而民间则不同，民间没有接触神仙的能力，普通人物没有财力和物力到东海
仙山求访仙药，而是期望通过修炼民间方术来得道升仙。从秦始皇求仙的途径来看，还主要是把眼光
放在东边，希望能够在东海蓬莱仙道寻找到神仙，求取仙药以达到此世的长寿，此时还看不出秦始皇
对“升仙”的期盼。到了汉武帝时，武帝求仙的目的就不再满足于此世长寿了，他想通过求仙达到本
人升仙的目的，而不只是在世俗世界的长寿，作为一个大统一王国的帝王，刘彻对四海归一、武功卓
绝的政治功绩激不起半点激情，而是希望能够成为神仙，超然俗世，达到彼世的不朽。从汉武帝的求
仙轨迹来看，他前半期还是把全部经历放在东边，也是仿秦始皇派术士到东海求仙，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的失败以后，汉武帝仿佛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就在此时，大汉军队在西边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绩，
大汉的国力也如日中天，在这样的客观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又恰好得知西边大宛国有良驹，这种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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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传说中的龙驹，能够载人飞升昆仑，见到西王母。因此汉武帝后期的求仙轨迹主要是通过征伐西
域，企图得到这种龙驹而飞升仙界。这和汉代的骑龙飞升观念是一致的，汉代人认为，凡人是能够在
虎的引导下，骑龙升天的，而大宛的良驹就是龙的化身，也难怪汉武帝会不惜代价征讨大宛了。对民
间而言，“升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因为普通人没有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只能靠个人
的努力来成为神仙。方术家们认为凡人是可以通过修行成仙的，也向凡人们指出了修行的途径。这些
途径包括了服食、炼丹、辟谷、积善、采补等等，种类繁多，仪式复杂，并且这种修行是一种长期的
过程，需要用超越一生的时间来进行，很多“半仙”都自称有着数百年的修行，但是机缘未到，难以
位列仙班。这种修行是异常痛苦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体现了养生的苦楚和享受人生的矛盾，人们为了
追求彼世的一种飘渺虚无的不朽而忍受此世的修行痛苦，这种矛盾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修行目的的茫
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早期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希望了能够获得神仙的能力，走向自由王国，脱离自然
界的束缚。求仙的行为，正是人们的生死观在秦汉发生变化的社会体现，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从原始唯
物论转变为唯心主义的灵魂学说，必然在精神世界上会产生神学观念，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形成、发
展并定型，深远的影响了后来的中华文化，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美丽的神话传说。我们甚至能够从一
些神话传说中看到神仙们的凡人因素，这种凡人因素是得到成仙的人们骨子里带有的，即时成仙也难
以改掉。淮南王刘安一人得道，仙及鸡犬，可见这种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带有多么深厚的烙印。继
“重黎绝地天通”以后，修行神仙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在秦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体
现了凡人和天界的自由沟通。事实上，对“得道求仙”这种封建神学观念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存在，
如王充的《论衡》从神仙学说的逻辑中抓住了理论缺陷，对“命”做了矛盾批判，杨王孙的裸葬事件
也反映了一部分人们对神仙学说的不认同。其实，孔子很坚定的表明了他的立场，正统儒家秉持自然
主义的死亡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未知生，焉知死”，在汉代以后，神仙学说逐渐占据
话语权，进而成为了中华主流文化。求仙的过程是痛苦的，人们需要花费一生的时光来苦苦修行，换
取来生的幸福或者是彼世的不朽，或许正是这种结果的美满和幸福，才使得人们不惜代价，充满期望
，去做心甘情愿的修行吧。都说天上好，神仙乐逍遥，成功的背后泪多少？
3、余英时先生的这本著作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生与不朽，第二部分谈论养生长寿，第
三部分讲述死亡。这三部分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发展关系。这种顺畅性，使读者在阅读时易形成明晰
的认识。一、�生与不朽在这一部分中从余英时先生从战国末年开始他的叙述。他认为，“从战国末年
到汉代初期，生的观念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儒、道将生视为宇宙的一种创生力量，另一条是道
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重要。”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长寿先于不朽出现。不朽的观念，出
现于公元8世纪前后，本是从长寿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在战国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不朽观念，
“为达到新的不朽就要作为神仙离开此世，而非作为人永存于世。”在西汉初年，求仙活动仍是一种
彼世的。但世间不朽与彼世不朽二者，开始汇合。在秦始皇的求仙活动中，方士们看到了这种汇合所
带来的矛盾。只有遗世独立，方能羽化归仙，但秦皇并不追求彼世的仙人生活，他想要的是在人间的
永生。后来，这种彼世的不朽观念，日益世俗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和黄帝乘龙登仙的
神话被杜撰出来。而在民间层面，登仙可以采用吃药、行善这样的活动来达到。这两种活动本身，就
已经说明了此时“仙”的此世意义。二、�养生长寿求仙术流行于东汉士人群体之中，他们往往认同养
生术，并对求仙持一种怀疑态度。但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面对死亡都保持了如此理性的态度，士人中有
一部分人如仲长统相信成仙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这部分士人与普通民众保持了一致性。不过，不
管怎样，在士人们看来，追求长寿，是为了享受人生，不是为了某种崇教目的。为了追求长寿就不得
不讨论命。东汉有三命说，后来从此说中又发展出两命说。其体是说，寿命由两种要素决定，一是个
体的自身修行，二是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其它因素，如先天身体条件等。在这两方面的对立中，出现了
司命等一系列的神仙作为调和。三、死亡与神灭的争论对于死亡。东汉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
一种是自然主义的，一种是迷信的。“自然主义的观点简单地接受死亡，视之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是
生命遭遇自然的终点，而且人几乎无能为力。”而在对死亡的解释上，自然主义者采用了两种解释。
一种是气的聚散解释生死，一种是用肉体与精神的分离来解释生死。而在迷信的观点看来，死亡并不
是生命的终结。死后，人还有魂魄。魂魄的力量与其生时的物精与家庭背景有关，世家大族成员死后
，其魂魄要大于普通人。魂魄需要得到祭祀，否则便会为害。随着时间的推移，魂魄会逐渐变小，“
新鬼大，旧鬼小”。两汉时期流行厚葬，一部分士人针对此弊，倡导薄葬。薄葬论者往往拒绝精神不
灭、死后有知这样的说法。士人中的神灭论者强调形体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形
体死，则精神散。与上层社会相对，民间思想中对此问题有三种冲突的观点。一是用气来解释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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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二是沿着桓谭与王充的路数，强调物质对精神的决定物用，三是强调精神高于形体。“无精神
则死，有精神则亡。”
4、自先秦至東漢的生死觀念，余氏從宏觀的角度進行把握。並從生，養，死，三個層次逐一梳理，
使中國古人對這三個概念的理解較為清楚的呈現。死是生的終結，無死生就不完整。而生死之間，就
是養，由於古人認為生命之氣乃生命生生不息的關鍵，故養氣，就是養生之法門(吐故納新，專用來保
養生命之氣)。而華夏在佛教傳入之前，就有對來世（度世）的追求與嚮往，但無輪迴思想，並且認為
人的精氣-魂魄，在人死后，魂歸天，魄入地，這與佛教人死后會因生前的所作所為不同而進入天堂，
地獄，不甚相同。本書后還有余對兩本書的書評，也很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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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137页

          將魂魄二元性和陰陽原理統一起來是後來發生的事，顯然是由公元前4世紀末、前3世紀初出現和
盛行的陰陽宇宙論所引起的。

2、《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28页

        对早期道家所发展出的视生为个体生命过程的观点，应进一步说明其中享乐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
别。①前者以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特别是感官欲望的满足。例如，因倡导沉迷于感官快乐说
而受到荀子批评的它嚣与魏牟，或可视为享乐论者。②享乐主义通常被视为"全生"论。③在道德学家
的眼中，这种学说对社会秩序是相当有害的。一位批评者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④享乐主义
者是否走得更远，将个体生命的重要性置于社会秩序之上，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他们确实更看
重享受生命而非延长生命。在他们看来，抑制自由意志和基本欲望将使生活太悲惨，生不如死。⑤

3、《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150页

          在漢代大眾文化里，泰山（尤其是它的頂峰）是生命和不朽的象征，而梁父是死亡的象征。然而
，梁父位於泰山附近，受泰山郡的管轄，這個簡單的事實在漢代大眾的來世信仰方面逐漸引起了很廣
泛的混亂。

4、《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76页

        1.《献帝春秋》中的一段话：灵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养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余英时先生
认为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皇子能被委托给道人家庭照看，表明道人赢得宫廷普遍信任的程度。其
次，出于安全的目的让皇子养于道人家的做法，与对道教神仙和长寿的流行信仰必定多少有关。作者
认为此种风气在六朝时期仍有流传，如谢灵运。（此点可以持续关注下，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的养育思
想，再联系下慈善事业）

2.先秦文献中“仙“被描绘为漫游空中的隐居的个人，与人间毫无联系。但在汉代文献中，我们开始
发行“仙”有时也享受定居生活，他们不仅将家人带到天堂，而且还把在人间的所有动产也带到天堂
。（说明家庭关系的变化和重组，以及家庭财富的累积？）

3.根据一些道教徒的说法，人体内的“三尸”和“三虫”不停地侵蚀人体。（一些武侠小说里面的毒
药就有三尸脑神丹，武侠小说受道教思想很深啊！）

4.《太平经》巧妙地回避了“随命”（即做好事亦遭殃）与人寿长短与其行为有关的矛盾，有没有可
能是《太》在东汉形成初期，从佛经中的“报”的观念中吸取。余先生自己也说借用佛教术语“业”
的观念，但并未深入阐释。而在P94，余先生又引汤用彤先生的文章，认为“人只有一生的观念也意
义重大因为他似乎指出了《太平经》编就时佛教灵魂轮回的教义尚未流行于中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太平经》有意地回避了矛盾，即选择了“业报”的观念，却舍弃了关于轮回的观念（我不太认为
是没注意到），这就是说早期道教典籍，如《太平经》，在多大程度上收到佛典的影响？而这种互动
现在看起来，是有意识地进行筛选的过程，或许可以联系下书籍流传的历史？待考。

5、《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36页

          發明黃帝及其隨從升天的故事是方士轉變神仙觀念以適應求仙者世間口味所採取的第一步。隨著
時間的推移，同樣的主題得到進一步的完善。此外，其應用也不再局限於君王，而是擴展到貴族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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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6、《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73页

        ①王充的《论衡》对三种不同"命"做了明晰区分：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
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
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
故曰遭命。②

7、《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38页

          （升天傳說）這種向世間的轉化尤其適合漢代，因為那時由於儒家說教的影響，家庭紐帶日益緊
密。

8、《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43页

        与儒家不同，道家不仅将生想象成弥漫整个宇宙的气，而且也将它想象成为个体的生命过程。从
战国末年到汉代初期。两条。
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将个体生命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养生长寿。养生只不过是要把人拉回到自然的
轨道。
如此强调生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太平经》的许多观念非常有益。将生的观念作为研究早期道教
观念体系的起点是有道理的。
东周早期（公元前8世纪）之后，诸如难死，毋死这样的词语在金文中随处可见。标志着躯体不朽观
念的产生。
战国末期出现了一种与传统不朽概念相当不同的新的不朽概念，为达到新的不朽就要作为神仙离开此
世，而非作为人永存于世。这两种不朽到了汉代确实汇合成一。
关于仙的彼世性的描写，最早见于庄子第一篇。《远游》——传统认为是屈原作，现代学者认为是汉
代早期的作品——描写仙的最惟妙惟肖的作品之一。完全是从彼岸的角度写。整首诗贯穿仙人飞跃空
间的主题。首次“度士”与仙联系起来。
赤松子和王乔从长寿之人变成神仙是仙的彼世性的一个具体说明。
西汉初期求仙的实质
西汉的求仙只有隔断了所有世俗关系的人才有望成仙，与东汉的求仙大不相同。彼世之仙与不死之道
是一码事，世间不朽和彼世不朽两流的汇合。
不死与仙的观念似乎起源于齐，正是在那里我们首次见到黄老道家。
公元前三四世纪，齐国著名的稷下学者中许多是黄老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可以发现几乎所
有的黄老学者或是齐地人或是与齐国有联系。因此没有理由设想，黄老道在战国将近结束时起源于齐
。
发明皇帝及其随从升天的故事是方士转变神仙观念以适应求仙者世间口味所采取的第一步。后扩展到
贵族与平民。下面两例足以为证。第一个是汉代以来广为人知的《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
求仙已经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再是方士与统治阶层垄断的事情，因为故事里的英雄只是一个郡
府的小吏。这种向世间的转化尤其适合汉代，因为那时由于儒家说教的影响，家庭纽带日益紧密。
班固对求仙的全面批评。

9、《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35页

          在西漢，所謂的黃老道家主要指“無為”的道家政治哲學。只有在東漢黃老道才有了宗教成分，
特別是求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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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123页

          漢代人將每個人的靈魂區分為“魂”和“魄”。“魂”具有“陽”（雄性和主動）的特征，“魄
”具有“陰”（雌性和被動）的特征。而且，魂和魄又被認為在死時分離，前者升天，後者入地。

11、《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25页

          秦始皇以前，“不死”觀念與“仙”只有間接關係；諸侯們尋求的不朽只局限於渴望人世間長壽
意義上的不朽。

12、《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74页

        王符是另一位突出人的行为在决定其命上有重要意义的汉代学者。他说：
　　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
于天者，不可知也。

13、《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45页

        这一观念或许最早是由李少君提出的，他告诉武帝，黄帝在蓬莱见到神仙并举行封禅后获得"不死"
。①公孙卿与其他方士进一步加以完善，使黄帝实际变成了"神仙"并攀龙背升天。更加显示不朽观念
的世间特点的是，据说他的整个随从，连同七十多个妻妾也与他一道升天。②这种群居且追求世俗快
乐的神仙是与传统的离群索居、禁欲的神仙截然对立的，它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司马相如坚持传统的离
群索居的神仙根本不能引起帝王的兴趣。以黄帝的方式升天实际上是将世间的帝王生活移植到另一个
世界，到一个人间的欲望或许不是熄灭而是得到更好满足的世界。③

14、《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18页

        生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生”字在先秦文献中广泛出现，从金文
到哲学论著都有，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大多数学派在奠基阶段都以“生”的观
念作为出发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哲学流派各不相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创始人从不同的角
度来看待生的问题，相应地得出不同的解释。

15、《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18页

          從戰國末年到漢代初年，生的觀念沿著兩條主線發展，一條是儒、道將生命視為宇宙的一種創生
力量，另一條是道家的概念，強調的是個體生命的重要。

16、《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6页

          觀念也有自身的生命、自身的歷史，因此它們不應該只被看作一個既定社會的附屬物。觀念的變
化是為了調整應對新的社會局勢，但觀念的變化本身正可用作觀念擁有其自身的生命與歷史的很好證
據。

17、《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94页

          人只要一生的觀念也意義重大，因為它似乎指出了《太平經》編就時佛教靈魂輪迴的教義尚未流
行與中土。

18、《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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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鬼為死者靈魂的觀念自商周至漢代不斷完善，約至東漢時期，關於所有鬼居住的死後世界或
陰間的觀念仍然相當不發達。

19、《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28页

        自然主义的生命观将个体生命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据此，个体生命比帝王之位更可敬，比世
上所有的财富更有价值。⑥它不反对以享乐为人生的理想，但强调除非长寿否则不能享受人生，因此
，长寿是可取的，为达到这一点养生则变得是必要的。按照自然主义的观念，通过养生而长寿，是完
全与自然相一致而非矛盾的，因为据信人的寿命原本是长的。人之所以不能得享天年，是因为无节制
地追求感官享乐的结果。《吕氏春秋》说："人之性寿，物者桕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
非所以性养也。"②根据高诱的注（约205—212年），本段中的"物"指的是货贿，而批评针对的是多数
人放纵自己的物欲。因此，养生只不过是要把人生拉回自然的轨道而已。③

20、《东汉生死观》的笔记-第77页

          求長壽的重點放在人的努力的重要性上特別指示了一種審慎的人文主義，只有在此世精神盛行的
世界才能出現并發展這種人文主義。

21、《东汉生死观》的笔记-民间思想中的“神仙”观念

        据公元2世纪的应劭讲，士人中的通行说法是“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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