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的歷史淵源        

                                      陳嘉讓 副理事長 

道教始於黃帝  
道教為我國最古老之宗教，始於伏羲，起源於軒轅黃帝得九天玄女陰符經

三卷，此文乃天地禍福，是八卦之吉凶，辨風雲之變動，識氣候之成敗，觀日月

之盈虧，論陰陽之順逆，曉星辰之休咎，知人情之勝負，此術乃千變萬化之法。  
上卷為神仙鍊丹抱一之術說長生之法，中卷安邦定國撫安王民之法，下卷

論戰伐之事，黃帝得之，而設壇造印劍令，以六甲六壬兵位之符，靈寶五帝策使

鬼神之書，五陰五陽遁玄之術，製夔牛鼓八十面，再戰蚩尤於涿鹿大勝，諸侯尊

之，而定天下(時為公元前二六九七年，道曆即由是年開始 。)黃帝拜廣成子於

崆峒山，而師之焉，黃帝即登位，乃命大橈作甲子，倉頡作文字，令倫定律呂，

隸首定算數；並咨岐伯作內經，製醫藥之方。其妃嫘祖育蠶治絲，縫紉衣服之制，

凡開物成務之道，宮室器用之制，至是大備，而開萬世治世之大道。 
又黃帝本行紀云：「 黃帝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往天台受金

液神丹之方。開廣成子有道，在崆峒山師事之，修封禪禮畢，在位百年，採首山

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其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行，不灼

而沸，自生五味，真神鼎也，鼎成，黃龍來迎，遂於鼎湖之上，乘龍昇天。」 按
炎黃是中華民族的鼻祖，而黃帝乃世上修道成功，昇天的第一人，故亦為道教始

祖。 
道祖太上老君 
嗣後唐、虞、商、周之祀神祭典，政治禮樂，悉皆本於道，周文王創造巫術重八

卦為六十四卦，作爻辭，定易名稱，殷紂為西伯，演易以神設教，為演易之聖。

孔子，發揚十翼義理，建立儒門易哲學思想之體系，集中華古代文化之大成，贊

周易刪詩書定禮樂，作春秋，首創民間興學宣揚仁道，贊易之聖矣。老子， 姓
李，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依據老子內傳所載：他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里人，

( 今河南省鹿邑縣 )，生於商朝武丁年間，庚辰歲二月十五日，母親叫「玄妙玉

女元君」，懷孕八十一年，於李樹下，破左腋而產出，乃指李樹為姓，生即髮白，

因叫老子。他在周文王時期當職於藏書室主管，又在周武王時期，當職侍之殿柱

下的御史官，在於前職時，所閱的書籍甚多，任職柱下史時，閱人與閱事不比凡

常，在悠長的經歷中，他更潛心研究鑑往知來，而對歷史經驗與學問的增長，更

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對於人世的一切，自有更深切的體認，因此他的思想之浩

博超特，是可想見的。他的著作──《道德經》，內容五千三百多字的話題裡，

知道老子研究「太極」陰陽的原理，乃是大自然的現象，遂發明宇宙原理體糸，

而造化萬物根本的叫做「道」。闡明了道乃宇宙自然之定律，陰陽動靜之法則，

他的思想超世獨特，而博大精深，從天道之廣泛，而至人事之細微，從宇宙的寬

大，而至事物的渺小，所著作的內容雖然只有五千三百多個字，但它卻包羅萬象，



 

並創建道家易玄學思想體系，由伏羲氏、周文王、孔子、創易演易贊易，以著道 
德經，闡揚道教精義的老子太上老君為道祖。 
張道陵創設道教 

戰國時鬼谷子、莊子、皆宗黃帝、老子之學，而倡揚其說，於是陰陽家、

縱橫家、兵家、雜家等，漸皆歸附於道，至漢時張道陵於蜀中青城山，得黃帝九

鼎丹書，研天人感召之祕，乃得太上君親授盟威經籙之法，佈德行仁；以善道教

導全民信仰，依明堂制度、創道教規條，立宗教儀式，使道教成為正式宗教，遂

而被尊為道教教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