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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东汉末年成书的《太平经》，在论述该经典为何

出世时，《试文书大信法》说：

“请问此书文，其凡大要，都为何等事生?为
何职出哉?”“善哉善哉!子之问事，可谓已得皇天

之心矣，此其大要之为解天地开辟已来帝王人

民承负生，为此事出也。”①

天地开辟以来，从帝王到人民都处在承负之中，而

《太平经》从主旨上讲就是为解除承负带来的灾厄

而出世的。承负到底是什么?人们又应该如何面对

承负呢?通过对承负说内容的深入研究，无疑可促

进对《太平经》经文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报应说的深

入理解。

目前学界关于承负说的研究成果颇丰。汤用彤

认为，承负说是在《周易·文言·坤卦》中“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

来。②陈静认为承负说的基本前提是传统的“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但对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有补充和

修正。③刘昭瑞认为“承负”实际上来源于秦汉时期

的一种解谪方术“重复”；④而黄景春认为“承负”根源

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解除承负与东汉流行的解除

重复的法术不同⑤。陈焜认为承负思想由中国古代

文化孕育出来，与佛教没有关系。⑥韩吉绍认为“承

负”是针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与灾

异论的盛行有重要关联。⑦郑宗言对承负说的内涵、

渊源，承负思想的构建以及承负与佛教因果报应的

关系作出了详细梳理。⑧学者们对承负说作了非常

有益的探讨，但仍存在一些可充实的地方。首先，对

《太平经》中承负说的相关内容未作较完整的呈现；

其次，未将承负说纳入《太平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

作综合考察；最后，对于承负说的现实内涵挖掘得不

够深入。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一定意义上，承负说

与《太平经》中的其他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是认识

积久而返本：《太平经》“承负说”新论

伍小劼

【摘 要】《太平经》有其独特的理论背景，在此之下，《太平经》提出了承负说。承负的表现可分为自然

内部有承负、自然与人之间有承负、人对自身有承负、人与社会生活中有承负。这一理论依靠现实、气化流行、

神明官僚体系的支撑而实现，具体展开为从所失小小到积久难返。承负灾厄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没

有真正符合天道的文书来教导人们天道的真正要求；二是人们在不清楚道的真正要求的情况下纵于物欲，不

能谨守三实，顺道而行。经文提出解除承负灾厄需要通过从天师、真人、国君、百姓等人类整体的共同努力。

承负说将从上古到下古的世界的堕落还原为个体对道本质的离反与失落；同样通过承负，《太平经》描绘了在

所有个体的共同努力下，从下古返归道治的蓝图。

【关 键 词】《太平经》；承负；天师；报应

【作者简介】伍小劼，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24.3.68～81
【基金项目】学棣张峰在初稿阶段尤有贡献，匿名评审人提出了细致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道教研究】

·· 65



RELIGION
宗 教 2024.5

《太平经》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承负说所展现的

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其通过周遭的自然、家族、师

徒、邻里、政治社会关系而积累、放大，从而对个体自

身乃至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的过程。对过去，它是对

现实堕落的解释；对未来，它是达致理想社会的必由

之路。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论述：其一，承负

的理论背景；其二，承负的表现及其发生机理；其三，

承负灾厄的解除。

一、承负的理论背景

承负说作为《太平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太平经》中的其他思想相互联系沟通。因此，

要了解承负说在《太平经》中的地位，有必要先对

经文中的其他相关思想进行梳理。具体而言，在

《太平经》中，承负说的理论背景包括：道气神三位

同体的宇宙论、周转返本的历史观、天地人三合相

通的使命观、以君父师为纲的伦理观和长生成仙

的境界观。

(一)道气神三位同体的世界观

在《太平经》中，道既是万物本原，又是规律准

则，还是众神之长。首先，《守一明法》言：“夫道何等

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

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

生者也。”⑨道是宇宙本原，万事万物都由道而生。其

次，道作为最高准则，需要万事万物顺道而行，如《守

一明法》曰：“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

高者不知危。”⑩最后，《太平经》将“天道”人格化为

“天精神”，作为众神之君长管理天地间事务，如《九

天消先王灾法》说：“此人上为天吏，天精神为其君

长，君与吏相为使，吏者职在主行。”此一“天精神”

又被称为“天君”。

《太平经》中之“气”也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

元气是宇宙本根，《修一却邪法》言：“天地开辟贵本

根，乃气之元也。”元气派生阴阳两气，成为天地，阴

阳相合而诞生人，秉持中和气，而天地人三统相合，

长养凡物，《三合相通诀》称：“天气悦下，地气悦上，

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天地中

和同心，共生万物。”其次，除了阴阳中和三气，天地

间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气，《辛部》列出了道、德、仁、

义、礼、文、辩、法律等诸多气，这些气与人行相应。

最后，有所谓“太平气”，《起土出书诀》“天上皇太平

气且至，治当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讳不止，共乱

正气，使为凶害，如是则太平气不得时和”，太平气

与太平之世相应，且受到人行影响：人行善，会促进

太平气的到来，进而迎致太平之世；若人行恶，则太

平气无法到来，自然无法迎致太平之世。

《太平经》对神同样有丰富的分类。首先，天地

间有与各种行为相应的神，如《分别贫富法》称有仁

神、欺神等神。其次，人体内也有神，称身中神。一

方面，身中神监督人行，《录身正神法》称“为善亦神

自知之，恶亦神自知之。非为他神，乃身中神也。夫

言语自从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

也”；另一方面，人体健康的维持需要身中神的在

场：“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最后，修道有得之人

也可成神，《丁部阙题六》言有圣人入道、成仙、成

真、成天心神、委气无形之阶次。诸神处在以天君

为领导的神仙官僚体系中，各司其职，不敢懈怠，如

《不用书言命不全诀》称神“各相为使，各有簿领，各

有其职”。

李养正认为《太平经》的世界观归根结底是“道”

“气”“神”三位合体的宗教“天道论”，笔者深表赞

同。值得注意的是，人在这一世界观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道以导人，气以应人，神以察人，万事万

物都与人有着密切关联。这一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

道气神三位同体的世界观，是承负说的理论支撑，同

时，承负说也是对这一世界观的维系。

(二)周转返本的历史观

在《太平经》看来，世界是周而复始、不断反复

的。《某诀》言：“夫天道，比若循环，周而复始。”与干

支纪年法所得的六十甲子一循环不同，《太平经》对

历史循环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天文记诀》称“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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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其事异，其辞异，其歌诗异，虽俱甲子，气实未周，

故异也。以类象而呼之，善恶同气同辞同事为一周

也”，只有先后两个时代善恶的气象、词汇、事实判

断标准相同，才标志着一个历史循环的完成。

据此标准，《太平经》分历史为三个阶段：上古、

中古、下古。《守三实法》云“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

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

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忧者，以其大多端而生

邪伪”，《太平经》中对三古之比较不胜枚举，总而言

之：上古之时人们顺道而行，天地和顺，国家稳定，人

民安乐；中古之时已有衰颓之象；至于下古，邪伪文

书充斥世间，人们为恶而不知恶，湎于陋习而不知

改，一派乱世景象。由上古到下古的衰退大致可以

用如《戊部阙题三》中所给出的逻辑链条解释：“三统

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

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

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故名为承负。”天地人三

统的共同经营使得万物繁盛、物质丰富，欲望由此而

来，顺次产生邪、奸、猾、害，最终乱败不可收拾，在此

绝境下就要返归本始。

《四行本末诀》亦称“极于末者当反本”，下古乱

世如此，正当返本之时。因此，《太平经》应运而生，

所谋即是返归天道之治，迎致太平之世。为达此目

的，对承负进行解释并对承负流灾提供解决方法便

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三)三合相通的使命观

在返归天道之治、迎致太平之世的过程中，人类

的使命如何呢?《太平经》认为，人之使命即在于使三

合相通，《三合相通诀》说：

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

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

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

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

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

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

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

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雄雌

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类。男女

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

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

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

通，乃道可成也。

不仅天地人要通，君臣民、父母子、孟仲季等都

要“三相通”，这种从自然到人伦的三合相通，标志着

在道的指导下理想秩序的建立。

(四)以君父师为纲的伦理观

在自然上，天地人三合相通，阴阳中和三气调

和。推之于社会人伦，则要求君臣民、父母子的和谐

关系。此外，《己部阙题一》还认为“夫师，开曚为道

之端”，师父是一个人启蒙修道的端始，其地位不言

而喻，师承关系也受到《太平经》的重视。

《己部阙题一》总结出以君父师为纲的伦理观：

“君父及师，天下命门，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陈。不

事此三人，室闭无门，福德皆逃，祸乱为怜(邻)。详惟

其事，无失书言。父母生之，师教其交，居亲仕之，可

不慎焉。”能够敬事君父师，才可能踏上求道之路；

不能敬事君父师，无福无德，常与祸乱为邻。

(五)长生成仙的境界观

顺应天道要求对个体又有何益呢?《解承负诀》

言“夫寿命，天之重宝也。所以私有德，不可伪致。

欲知其宝，乃天地六合八远万物，都得无所冤结，悉

大喜，乃得增寿也。一事不悦，辄有伤死亡者”，寿

命是天之重宝，独厚有德之人。天地万物有一事不

得道心，便有人寿受损。由此观之，寿命何等宝贵，

顺道行善而得增寿又是何等殊荣。

所增之寿命从何而来?《辛部》提出：“然天之受

命，上者百三十，谓之阳历闰余也。其次百二十，谓

岁数除纪也。其次百岁，谓之和历物纪也。人悉当

象是为年。今失三法已来，多不竟其年者。余算一

岁一算，格在天上，人行失天道，无能取者。今象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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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

延年矣。”下古之世，道法丧失，大多数人不知顺道

行善可贵，导致不得寿终正寝，而这些人所减损的寿

命都保留在天上，待真正顺道为善之人去领受，要么

升仙成神，要么益寿延年。

综上而言，《太平经》在其道气神三位同体的世

界观中，通过周转返本的历史观树立起返归天道之

治，迎致太平之世的目标，以三合相通的使命观和以

君父师为纲的伦理观为要求，以长生成仙的境界观

为诱导，劝诫人们修道行善。

那么，为什么世界会从上古道治沦落为下古乱

世，天道如何能够赏善罚恶，人们最终又该怎样返归

天道之治、迎致太平之世呢?这些问题都可在承负说

中得到解答。《太平经》对承负说的表述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一是对承负这一现象的说明，二是对承负灾

厄的解除的阐述。

二、承负释义、表现及发生机理

《太平经》对承负这一现象的说明包括对“承负”

的释义、对承负表现的说明，以及对承负表现发生机

理的阐释。

(一)“承负”释义

关于“承”和“负”的具体解释，《解师策诀》中有言：

“今天师比为暗蒙浅生具说承负说，不知承

与负，同邪异邪?”“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

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

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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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文字是对承负最直接的解释，“承”与“负”分别

从先人与后生人两个层面说明，后人会受到先人罪

过日积月累造成的灾祸的影响，突出了前后关系。

然而，承负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思想观念，

如下文所述，承负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承负的表现

有关承负的表现，在《解承负诀》《解师策诀》《五

事解承负法》等篇中有着相对集中的解释，在其他各

篇中也有一些相关内容。郑宗言将上述主要篇章中

的承负表现分为五类：后人为先人承负、人为天地承

负、自然界事物的承负、后人为先人邪说承负、后主

为先主承负。这一分类已经相对完整，但笔者认为

这一分法仍未能把握承负全貌。零星散布在《太平

经》全文各处的内容向我们展示出了承负的一些新

面相。通观《太平经》全文，笔者大致将《太平经》中

承负的表现作如下分类：首先，自然内部有承负；其

次，自然与人之间有承负；再次，人对自身有承负；最

后，人与他人之间，即在社会生活中有承负。在社会

生活中的承负包括家族、师徒、邻里、君民各个方面，

不仅包括后人对前人行为的承负，也包括前人因后

人行为遭受的苦难。

1.自然内部的承负

《五事解承负法》中有文说“夫南山有大木，广纵

覆地数百步，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其下

根不坚持地，而为大风雨所伤，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

死亡，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其过在本不在

末，而反罪未曾不冤结耶?今是末无过，无故被流灾

得死亡”，暴风骤雨之下根茎不牢的树木枝叶伤死，

这样的承负是自然界事物内部的承负。这种自然内

部的承负或可视作人与人之间承负的比喻，是在天

人感应图式下为人与人之间的承负所做之铺垫。

2.人受自然的承负

《五事解承负法》称“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

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无收，仓库更

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天地生养

万物，无德的人伤害天地，导致灾乱频发，使无辜人

民饥寒交迫。可以看到，这种承负尽管表面上表现

为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这种自然灾害可以追溯

到“无德”即人的恶行，自然并无某种刻意伤害人的

主观意志，只是由于人行恶而与之相应而已。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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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自然的承负或可在深层次上归入人受人的承

负，其所反映的是无德恶行通过自然之中介反作用

于人的过程。

3.人受自身的承负

人受自身的承负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生时的

康疾寿夭与死后生活。

第一，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他自身的康疾寿

夭。《太平经合校》收录《三洞珠囊》引《太平经》云“夫

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身中

神不会在污浊之处居住，而人为恶时，会招致邪气，

导致身神被迫远离人身。一方面，身中神无法履行

维持人体健康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上天诉人

罪过，导致人病积多，死者不绝。

第二，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死后的生活。《努

力为善法》说“守善学，游乐而尽者，为乐游鬼，法复

不见愁苦；其自愁苦而尽者为愁苦鬼；恶而尽者为恶

鬼也”，守善学之人死后成为不会愁苦的乐游鬼，而

为恶之人死后成为恶鬼；又言“人生乃受天地正气，

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

天地四时五行。先人之身常乐善无忧，反复传生。

后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时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

死，尚愁其魂魄”，“人生时不努力，卒死尚为魂神得

承负之谪”。人的肉身本来是受天地正气和四时五

行而形成的，先人乐于为善，无忧无虑，而后人为恶

不绝，导致魂魄不敢久居肉身，肉身生病受苦，最终

冤屈死亡，死后魂魄还无缘无故为了生时的为恶而

哀怜愁怨，得其承负。

4.人受他人的承负

人受他人的承负是承负说关注的核心内容之

一，表现在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如后代受祖先承

负，祖先受后代承负，师徒有承负，邻里有承负，前后

君主有承负，君民之间还有承负，百姓之内仍然有承

负，等等。

(1)后代受祖先的承负

《解承负诀》言“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

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

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

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

此人也”，善人不长久，恶人活千年，百姓见此现实，

以为善恶无报，不必希贤行善。朴素的善恶报应无

法解释德福不均的现实状况，在《太平经》看来，所谓

德福不均的状况只是停留在个体层面，应该从血缘

家族层面来考虑：有德之人不得善终是因为祖先有

流灾；为恶之人反得善报是因为祖先有大功德加之

于身。这种与血缘相关联的从祖先到后代之承负，

是承负说最基本的含义。

(2)祖先受后代的承负

不仅后人会为先人所做之事承负，先人也会因

后人的恶行受到灾厄，因后人的善行得到解脱。首

先，世俗人如果不能顺道而行，鄙薄天恩，神灵在考

察他的罪过时“如过负辄白司官，司官白于太阴，太

阴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归家言，咒诅逋

负，被过行作，无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之家，当为

解阴解谪，使得不作；谪解得除之，不解其谪，病者不

止，复责作之”(《不承天书言病当解谪诫》)。如果这

个人的罪过太重，那么先人的魂魄也会被召取审讯，

并且被遣回家对为非作歹的生人进行谴责，并使得

生人生病。如果生人不及时解阴解谪，疾病便无法

康复，先人魂魄还会再被问责。由于后代生人所行

不当，导致祖先魂神不得安宁，甚至不得不违背慈爱

之心而对后人咒诅逋负，实在令人心痛。

其次，后代常行祭祀，祖先魂神不愁饥馑。《不可

不祠诀》提到“生时皆食有形之物，死当食其气而反

不食”，人生时吃有形之物，死后食用祭品散发的香

气。这需要后代供养。《六罪十治诀》言：“君子力而

不息，因为委积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先祖则

得善食，子孙得肥泽，举家共利。”后代努力劳作，使

家庭富余，常行供养，便可使先祖不愁饥馑。

最后，祖先在承负流灾被后代解除之后，可以上

进登仙。《大功益年书出岁月诫》言“努力自念，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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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功效所进，解先人承负，承负除解，过尽亦当

上，何所疑也”，修道有得之人得进为仙，则可以解

除先人承负，先人既然承负灾厄解除，代表其罪过都

已消除，可以上升为仙。

(3)师徒间的承负

《五事解承负法》有文说：“今一师说，教十弟子，

其师说邪不实，十弟子复行各为十人说，已百人伪说

矣；百人复行各为十人说，已千人邪说矣；千人各教

十人，万人邪说矣；万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说。又言

者大众，多传相征，不可反也，因以为常说。此本由

一人失说实，乃反都使此凡人失说实核，以乱天正

文，因而移风易俗，天下以为大病，而不能相禁止，

其后者剧，此即承负之厄也，非后人之过明矣。”师

父的学说偏邪不符合事实，一辈辈师徒传承下去，

最后导致天下人都只知邪说，甚至以之为风俗正

统，不能禁止。从师徒间的承负开始，承负的表现

便已经跳脱出家族血缘了，但此处仍然保留了先后

传承的关系。

(4)邻里间的承负

《起土出书诀》有说：“‘今时有近流水而居，不凿

井，何故多病不寿，何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

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负，比如一家有过，及其兄弟

也。’”人应当爱护地母，不可胡乱凿井，否则视为伤

害父母，会受到惩罚，但现在有靠近流水居住而不凿

井的善人却多生疾病无法长寿，是因为别人胡乱凿

井造成的承负灾厄扩散至邻里之间。此处虽以一家

之兄弟比一地之邻里，但显然是跳脱出了家族血缘

乃至代际的先后传承关系。

(5)前后君主间的承负

《试文书信大法》称：“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

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

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先王没能够得天

地心意，天大怒降灾病，而后来的国君不得不面对灾

病带来的国家动荡，这是受到了之前国君的承负灾

厄。这意味着当时的混乱可能并非出于其时在位君

主的过错，而是之前君主的失职造成国家混乱的局

面积重难返，即使后世有有德之君，一时之间也难以

改变整体的乱局。既然血缘家族之间存在承负，国

家层面上各代君主之间理应也存在承负。

(6)君民间的承负

《事死不得过生法》有文说：“夫治不调，非独天

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

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以离去其实，远本反

就伪行，而不自知。”世治不平，不仅在于天地君主

之过，也在于百姓人人的过失。百姓之间的承负积

累下来可以对现实政治状况造成严重的影响。《来善

集三道文书诀》对这一过程有更详细的说明：

“又凡民臣奴婢……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

无知天与地，使帝王无聪明闭塞，罪皆应万死，

尚复有余罪，何其重也?”“真人其愚暗不解，何

哉?人得生于天，长于地，天地愁苦有病，故作怪

变以报其子，欲乐见理。愚民反共断绝天辞，天

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

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能平其治，咎莫

大焉。天地开辟已来，承负之厄会大积，悉起于

是，故使民间上书也。今阳明德君治，天难愁苦

之，故使吾言也。”

灾异变怪作为天地警示，需要由臣民如实汇报给帝

王，以使帝王对国家状况了如指掌，而臣民出于私欲，

壅塞言路，导致帝王不知实情，难以治理，最终承负灾

厄积重，国乱民危。本来是由臣民造成的乱局，却被

归责到君主身上，承负表现的此一层面将百姓对于

国家政治状况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实在弥足珍贵。

(7)百姓间有承负

《五事解承负法》言：“令一人为大欺于都市中，

四面行于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

中人归道之，万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

得知之，乃使天下欺，后者增益之，其远者尤剧。是

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负空虚言之责也，后人何过乎?
反以过时人。”“地且陷成涵水”本为一人虚言，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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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多大能量，然经人人谣传竟至于天下皆知，在不

断添油加醋之下坑害多少后人。此一层面是对谣言

形成过程的生动描绘，虽然并无具体的人群指向，但

由于前所作分类均以承负的行为人与受报者为标

准，此处姑且作为百姓间的承负。

(三)承负的发生机理

仅对《太平经》中承负的表现进行梳理尚不足以

完全掌握这一现象。尽管上述承负的表现纷繁复

杂，涉及自然、个人、社会方方面面，但所呈现的无

外乎善恶均有承负的基本观念。那么，天道是如何

保证善恶行为都必有承负的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需要通考《太平经》全文。通考之后，笔者认为承负

的发生机理无外乎三个方面：第一，善恶行为通过

其现实影响导致承负；第二，善恶行为通过气的感

应流通导致承负；第三，善恶行为通过诸神的监察考

校导致承负。

1.行为的现实影响

从对行为的现实影响层面来考察承负的发生机

理，师徒间的承负、前后君主的承负、君民间的承负、

百姓间的承负实际上都是通过对行为现实影响的考

察来建立的。

首先，师徒间的承负层面。这种情况是师父的

观点通常不能完全反映天道的要求，如《件古文名书

诀》说：“古今天文圣书贤人辞已备足，但愁其集居，

各长于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

灾变，故使流灾不绝，更相承负后生者，曰得灾病增

剧。”古今之圣贤都只能窥天道一斑，都有暗昧不明

之处。一圣贤十弟子，正解传承有损，误解传承扩

大。这种失效却长久存在的师徒传承，使得从上古

之治堕落到下古乱世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太平经》对“用一家法”的批判可能表

达了对汉武帝之后儒术独大局面的不满。

其次，前后君主间的承负层面。《太平经》的作者

们意识到了君主在时代状况下的巨大且持久的影响

力。君主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不一定随其退位而完

全消失。例如，汉初黄老“无为”之治对其时民生的

复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为后来至于汉武帝之

前“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埋下了伏笔。《解承负诀》

有文说：“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

负三千岁，民三百岁。”如果从对君主的深刻影响力

来理解，从帝王到百姓所受承负年岁的递减便不是

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而是在警示君主其对国家社会

可能造成的深刻影响。

其三，君民间的承负层面。在《太平经》看来，理

想的君臣民关系应该是以明德君主为核心，臣民齐

心并力，不敢藏私，如实将国家社会的真实状况呈报

给君主以使其做出正确的决策。这种理想的君臣关

系反映在其建构的官僚神明体系之中，如《丁部阙题

一》说：“所求神簿问相实，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领。

所白之神，不离左右，其内外见敬，亦不敢私承，所上

所下，各不失时。太阴司官，不敢懈止。正营门阁，

恐自言事，辄相承为善为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则行，

不失铢分。”以天君为核心，诸神各司其职，不敢懈

怠，共同保证世界的正常运转；而在现实层面上，正

是因为臣民僭越有私，不能以公为大，谎报乃至隐瞒

实情，导致君主失去决策能力，最终致使国家乱局不

能得到整治。

最后，百姓间承负的层面。上文所引“地且陷成

涵水”的谣言生成表现了百姓间的承负层面，可以认

为这就是一个现实事件。广义上来讲，师徒间的承

负、家族前后代的承负、邻里的承负都可被纳入百姓

间的承负。

2.气的感应流通

在《太平经》看来，气随人的善恶行为感应流通。

这种由行为招致的气可能不只局限在人身体之中，

而且弥散在其所处的空间之中。故而，通过气的感

应流通便可为人受自然的承负、人受自身的承负与

邻里间的承负作出解释。

首先，人受自然承负的层面。《五事解承负法》称

南山毒障害人由“恶气风”导致，即将毒障被风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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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害人视为恶气流动的结果。又《分别贫富法》

说：“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

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

王治不得平。”百姓贼杀女性的行为使得与女性相

应的地气断绝，最终导致地大怒，自然灾害频发。在

灾害中受难之人表面上是受自然承负，实际上是间

接受人承负，其所发生的机理正是气对行为的感应

流通。

其次，人受自身承负的层面。在《太平经》看来，

人身体内有“身中神”，这些身中神职责的一部分即

在于维持人体健康。由于人行为乃至思维恶，导致

恶气环伺。《三洞珠囊》引《太平经》言：“夫神精，其性

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神精爱好空闲清

洁，不能忍受被邪气污染的环境，故而会出离人体，

放弃本来维持人身健康的职责，导致人生病。又《解

承负诀》说人头疾、足疾、五内疾等疾病的产生是不

同气的不良状态。不同的气呈现不良状态，则有对

应的身中神脱离人体，导致人罹患不同的疾病。

最后，邻里间承负的层面。《起土出书诀》说：“凡

动土入地，不过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为法?然一

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

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

凶。”凿井不过三尺，过了三尺，就是过阴阳中和三

气，伤害大地形体，致使天怒，降灾降祸。由于灾祸

总是呈现为范围打击的状态，导致临水而居、不凿

井的为善之人无辜受灾。人行恶犯罪不仅可能连

累家族，还可能连累邻里，其发生机理即是气的感

应流通。

3.诸神的监察考校

神明官僚体系的监察考校是承负发生机理的核

心内容，体现在人受自身的承负、后代受祖先的承

负、祖先受后代的承负等层面。

首先，人受自身承负的层面。《有过死谪做河梁

诫诀》中言：“舍宅诸守，察民所犯，岁上月簿，司农祠

官，当辄转相付文辞。大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

年。算尽之后，召地阴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

魂神。”身中神考察人平时所犯罪行，按时上报，由

司农祠官传递审核，最后由太阴法曹统计造成的承

负灾厄，在天君授意下以此为依据削减寿命。《七十

二色死尸诀》又说：“天知其恶，故使凶神精鬼物待

之……五藏有病，其去有期。”因为人的恶行，天派

遣凶神精鬼物进入恶人体害人，使人生病，从而削减

其寿命。故而此类凶神等的入体，既是神明官僚体

系的派遣，又是恶气招致的结果。若寿命被削尽，即

是死时，形骸肉体被收回土府，魂神还要遭受考校，

死后不得安宁。

其次，后代受祖先承负的层面。《大功益年书出

岁月诫》说：“上名命曹上对，算尽当入土，愆流后生，

是非恶所致邪?”命曹在量罪减算之时，如果此人本

身寿命不足以偿还罪责，就不得不用后代的寿命来

偿还了。

最后，祖先受后代承负的层面。后代为恶，祖先

魂神会受到神明的拘束考校，死后生活不得安宁；后

代有大功，能够解除掉祖先罪过的流灾，祖先罪过清

除，也可上进。这一点在上文论述“人受他人承负”

时已有涉及。如果单从血缘上后代受祖先影响的角

度来理解承负的话，这一层面是无法理解的。既然

祖先能影响后人，那就说明祖先与后代能沟通，这样

后人同样也可影响祖先。尽管祖先已死，但先后代

之间并非完全阴阳两隔，而是一直存在互动关系。

综上而言，承负就是在以个体为核心的自然、家

族、师徒、邻里、政治社会等的现实关系网络中的报

应流转。个体行为作为起点，经过在此关系网络中

的传播、积累，最终对国家社会整体现实状况造成影

响。为了建构起这样一个精密的关系网络，确保其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从而赏善罚恶，单从现

实层面进行考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如气和神这样

的宗教观念予以支撑。

就承负的展开过程看，《四行本末诀》认为失正

过程由从“小小”到“小”，再到“大”和“大失”，乃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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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不知”。《五事解承负法》言：“本道常正，不邪

伪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师父教化小小失正，失

正言，失自养之正道，遂相效学，后生者日益剧，其故

为此。积久传相教，俱不得其实……此所由来者积

久复久。”由教化的小小失正，积久相教而不得其

实，根源在于积久持续。《万二千国始火始气诀》说：

“先生稍稍共废绝道德，积久复久，乃至于更相承负，

后生者被其冤毒灾剧。”前生之人逐渐废弃道德，积

久复久，递相承负，后生之人就会遭受毒灾。这种情

况下，“君王虽仁贤，安能中绝此万万世之流过?始失

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厘，其失千里……故

当绳之以真道，反其末极还就本，反其华还就实，反

其伪还就真。夫末穷者宜反本，行极者当还归，天之

道也”(《四行本末诀》)，即使是仁贤的君王，也做不

到立刻中绝这种万世之流过，天道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需要反本就实。

从上文所述承负的表现来看，承负表现的核心

可能并非血缘关系，最直观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小小

失正在前，而后个体和社会间的善恶“积久”而成的

过程。汤用彤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

余殃”作为承负观念的思想渊源，学界对此基本上

持认同态度。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但目前对于这

两者间关联的分析可能尚不充足。《周易·坤卦·文

言》原文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的严重现象，并非一朝一夕行为的恶果，而是由于

君父忽视教化，不早辨明。这种由微而重、由隐而显

的积渐思想摆脱了朴素的善恶报应观念，为看似突

兀难明的严重后果寻找到其深刻、长久的历史渊源，

可见“积”与“渐”才是这段话的核心。《太平经》承负

说就是以此积渐思想为核心继承了《周易》的这一观

念，集中表述为“积久”。此前多将承负观念与“积善

之家”的“家”相关联，但就上文的分析来看，承负说

实质上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中的核心“积”“渐”进行了继承和发挥。

回顾《太平经》的历史观，从上古到下古的堕落

何以承担?承负!《太平经》将宏观世界上的堕落还原

为每个个体的堕落，个体微末的恶行通过同时代的

横向熏染和前后时代的纵向渗透不断积累，由量变

而质变，致使下古天地一片乱象。另一方面，正是由

于这种积渐之功，只要善行不断积累，同样可以由下

古乱世返归道治本实。由此观之，承负在《太平经》世

界中的作用可想而知，其深刻现实内涵亦不言自明。

三、承负灾厄的解除

如果承负仅在个体层面起作用，那正是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是一件令人怡然称快的事情，但正是

因为人与周遭之间现实关系的存在，恶行才得以不

断积累并作用于他人，使别的个体得不到他应有的

报应。《五事解承负法》言：“后世不知其所由来者远，

反以责时人，故重相冤也；复为结气不除，日益剧

甚。”后世之人不知道个体所受报应源远流长，并非

全然是他自身招致的结果，反而责怪受报者，受报者

冤情动天，冤气纠结，不仅难以驱除，还日渐加剧。

这正是承负带来的灾厄。

《起土出书诀》认为，“天上皇太平气且至”，太平

之世至日不远，若愚人还不知改过从善，会阻碍它的

到来。又《万二千国始火气诀》云：“但逢其承负之

极，天怒发，不道人善与恶也，遭逢者，即大凶矣……

故承负之责最剧，故使人死，善恶不复分别也。”一

旦承负积累到极点，天大怒，则不论善恶一并降灾。

因此，不论是为了迎致太平之世，还是为了避免灭

世，解除承负的灾厄都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一)造成承负灾厄的原因

要解除承负灾厄，需要先明晰造成承负之厄的

原因。从上述承负的表现来看，承负之厄几乎都是

人的“小小失正”不断扩大造成的。那么，人到底在

什么意义上是“小小失正”的呢?
让我们回归到《太平经》对于人在天地中的地位

和他的职责的论述中来。上文说过，人秉持中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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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阴阳二气共同生养凡物，而这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人类的种族的传承，二是人类社会整体的顺道

而行。

从人类种族传承上来讲，《守三实法》认为人有

二大急和一小急，“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

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

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

也，此名为半急也”，人少了饮食会死亡，没有了男

女则种族不得存续，因此是两大急。人没有衣服不

必死，但寒暑变化确实能死人，所以衣服是半急。《守

三实法》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不能守此三实而就于浮

华，导致物欲横生，天下混乱。人所应当真正在意的

仅此三事而已。

从人类社会整体的顺道而行上讲，三合相通是

人之使命，社会层面即是指君臣民间交流的通畅。

然而，恶行的积渐导致在后世盛行的多是违背天道

要求的风气，君臣民都不能正确地知晓道的要求，彼

此之间交流不通畅，最终导致国家凋敝。之所以有

这么多邪风伪说，一方面是因为前人所持言论邪伪

不正，或少失道意，“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贤者一人

之言，知适达一面，明不尽睹，不能用流六方，洽究达

内外七处，未能源万物之精，故各异说，令使天书失

本文，乱迷惑者，正此也”(《去浮华诀》)；同时，先人

师父不愿将真正的好的东西教给学生而宁愿留给自

己，“中古以来，有善道者皆相教闭藏，不肯传与其弟

子，反以浮华伪文教之；为是积久，故天道今独以大

乱矣”(《急学真法》)。另一方面，在于学习的人不能

学习真道，“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

之以自救。或得长生，在其天统先人之体，而反自

轻，不学视死”(《六罪十治诀》)。
因此，承负之厄是多方面缺失的结果，原因最终

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没有真正符合天道的文书来

教导人们关于天道的真正要求；其次，人们在不清楚

道的真正要求的情况下纵于物欲，不能谨守三实，顺

道而行。这些现象通过人们行为的现实影响、气的

感应流通和诸神的监察考校这一套机制形成承负。

(二)解除承负灾厄的具体方法

针对上文承负灾厄出现的原因，要想解除承负

的灾厄，必须循序渐进。

第一步，天让天师将《太平经》传授给真人，这是

为了将真正的天的要求传达下来。陈焜和郑宗言认

为天师能够解除承负，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准

确。他们列出的依据有两处：第一，《五事解承负法》

有言：“师既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

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

物解承负之责。”然而，整篇《五事解承负法》的内

容是在解说承负流灾的各种表现，而非讲解天师直

接解除承负之厄的过程，故而天师此处不是“解除”

承负的灾厄，而是“解读”或“解释”承负的灾厄。第

二，《断金兵法》称：“今惟天师乃为帝王解先人流灾

承负，下制作可以兴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灾怪变不祥

之属。”但后文有“今为诸弟子具陈天格法，使不失

铢分，自随而记之”，此处天师也是要给弟子陈述天

的要求，然后让弟子记载下来，最终解除承负。因

此，我认为，天师仅仅只是作为解除承负之厄的一个

环节。

进一步而言，《壬部》称“师者悉解天下辞，悉乃

得称大师者，所谓能解天下文也”，天师之所以能

被称为天师，是因为他能为人们解读天道所降下来

的文书，即《太平经》。《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又说，

“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时有承负，敕神为解除、收藏，

未藏者为藏之”，好道之人如果受到承负流灾的影

响，天君会派遣神明替他解除承负流灾，并命令诸神

护其周全。《有心之人积行补真诀》便说：“天君言：有

录籍之人当见升，自责承负，大神遣大神除承负之

数，教化其心，变化成神，年满上进。”在天上有录籍

将要升而为神的人如果受到承负的困扰，天君会派

遣大神替他解除承负，并教导培养其道心，等其竟享

天年后上天成神。

可以看到，天师的主要职责是讲解道意、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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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当然，天师也是受天派遣的神人，从此意

义上讲，天师或许有解除承负流灾的职能，但如果单

论天师能解除承负流灾，而不论天君在上的允许和

调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第二步，真人将《太平经》交付给有德之君，使

《太平经》落诸实行。《分别贫富法》说：“今真人以吾

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

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可无使帝王愁苦，反名为贫

家也。”真人将经书交付有德之君予以实行，马上就

能致太平，让国家富强，使帝王无复愁苦。《兴善止恶

法》也有相似的提法。在整部《太平经》中，这样的要

求被提出了多次，十分鲜明地表明了道教强烈的参

与政治社会生活的愿望。

第三步，人人诵读《太平经》，并付诸实行。《解师

策诀》称：“十者，书与天真诚信洞相应，十十不误，无

一欺者也，得而众贤各自深计其先人皆有承负也，诵

之不止，承负之厄小大，悉且已除矣……诵字也，言

诵读此书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而正，上得天意，欢

然而常喜，无复留倍也。”经书完全符合天道要求，

毫无遗漏欺骗，贤能之人知晓自身与先人都有承负

流灾，故而知道诵读经书。诵读不停，万事得正，天

意欢喜，便不再有流灾了。

有观点据此认为诵读《太平经》就可以解除承负

之厄，但笔者认为单凭诵读《太平经》是无法解除

承负之厄的。《力行博学诀》主张读书还需要熟读、

精读乃至力行，故而要想真正解除承负的灾厄，必

须将《太平经》所记真正落到实行，同时通过实践来

验证《太平经》是否真正符合天道要求。这也正是

天师在面对真人对于《太平经》真理性的质疑时所

给出的回答。

第四步，拘校三古文书编订章句。《太平经》承认

前人圣贤所著述的文章有善的成分，《解承负诀》说：

“初天地开辟，自太圣人各通达于一面，诚真知之，不

复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业，令后世修之，无有过误

也。故圣人尚各长于一大业，不能必知天道，故各异

其德。”古时候的圣人对于道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所以能够各自著述书文，让后人学习而没有过误。

然而，正是由于圣人各自仅仅长于一业，“不能用流

六方，洽究达内外七处，未能源万物之精”(《去浮华

诀》)，这样导致后代学习的人迷惑茫然，不知道该

怎么入手，最后导致天道不能实行。该怎么解决这

一问题呢?《校文邪正法》说：

吾今虽与子相对二人而谈，以为小事，内乃

为皇天是正语议，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

重，不可除也。……子乐欲正天地，但取微言，

还以逆考，合于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

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类召之，合相

从，执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书文各自有家

属，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围而共说之，其本事字

情实，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为其解，谓之

为“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谓为解天之忧，大病

去矣，可谓除地之所苦矣，可谓使帝王游而得天

心矣，可谓使万物各得其所矣。

《太平经》是天师与其弟子相对而谈时形成的经

书，代表着天道的直接要求，而诸真人等此后便需要

将上中下三古文书分门别类，将其与《太平经》对照，

收聚其中符合天道要求的切要说法，称其为“章句”，

可以解除天地忧苦。一方面，这些“章句”与《太平

经》不同，原出自三古中各家圣贤之手，而非直接出

自道意，且是经由以真人为首的诸多人共同集校所

成，而非经由天师传授；另一方面，它们是经过与《太

平经》的严格对照，被确认为真正符合天道要求之

文。通过拘校三古文书将古今圣贤之著述中符合道

意的部分发扬出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切实按照所

得成果施行。

第五步，人人在实行上既要行善积功，又要进行

宗教修行。在行善积功方面，《解承负诀》认为“能行

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

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只要能在以君父师为

纲的伦理准则下充分积德行善行大功，就算先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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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厄流传下来，也不会受到影响。

在宗教修行方面，《太平经》给出了诸多修行方

法。既然人之过失根本上在于没有顺行道的要求，

那么修行的根本就在于持守真道，具体而言则是“守

一”。“夫一，乃至道之喉襟也”(《守一入室知神戒》)，
“守一”即守住一身之元气，或守住一身之精、气、神，

重在“守神”。如人之恶念恶行招致恶气迫使身中

神外游不归，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想办法让身

中神回归肉身，比如行“还神法”，将从人身中出走

的神灵追回。《悬象还神法》具体描述了在空室内画

像“存思”的过程，人的思维能够对气起直接作用，

通过“存思”身中神像来招纳与其相关之气，从而吸

引身中神返归，此即后来之存思法。期望通过宗教

修行，改善人体健康状况，从而达致长生乃至成仙的

境界。

第六步，十五年而治平与用流万二千国。《敬事

神十五年太平诀》称：“今天第一上平气且至，故教真

人敬四时五行，而令人大小共兴用事其神事。古者

但敬事四时五行，故致太平，迟三十年致平。今乃并

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太平气将至，太平

之世即将到来，古人敬事四时五行能够三十年让太

平之世到来，现在连神明也一并敬事了，太平气会来

得更快一些，只需十五年就能迎致太平之世。又《国

不可胜数诀》提出天地之间共有万二千国，只要一国

得传《太平经》，国内人人向善修道，使得国家繁荣富

强，其周围百国受其影响，向其效仿，学习真道，如此

不断熏染，天地之承负灾厄终将悉数除去。

如上所述，承负灾厄的解除需要经过一个十分

漫长的过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由天令天师传道

书，到真人将《太平经》交于有道德的君王，君王实行

《太平经》，使得天道的最根本的要求得到明示，然后

总结古代圣贤文字编订丛书来明了天道在各方面的

细节要求，最终人们诵读《太平经》，学习前人经典，

在知晓道的要求之后反思自身的行为，修道行善。

一方面，神灵能够根据人的善行来减免前人的承负

流灾；另一方面，能够使得自身不再给后人留下承负

之谪。此消彼长之下，致一国之太平，并随着国与国

之间的交流影响，致天地间万二千国之太平，最终天

地大病悉数除去，回归到上古道治。可以看到，即使

是解除承负灾厄的过程，其核心依然是“积久”，即个

体努力积累、放大，从而实现世界整体返本归初的根

本目标和历史使命。

结语

综上，我们以“承负”为核心，梳理了《太平经》相

应的思想观念，主张“承负”是认识《太平经》的关

键。在道气神三位同体的世界观架构下，承负是对

个人行为在其周遭的自然、家族、师徒、邻里、政治

社会关系中积累、放大，从而对个体自身乃至整个

世界产生影响的过程的神圣化，其建立以现实、气

和诸神的综合考察为理论支撑。通过承负，《太平

经》将从上古到下古的世界的堕落还原为个体对道

的本质的离反与失落；同样通过承负，《太平经》描

绘了在从天师到真人到国君再到百姓的所有个体

的共同努力下，从下古返归道治的蓝图。因此，对

过去，它是对现实堕落的解释；对未来，它是达至理

想社会的必由之路。最终，《太平经》通过承负说达

成周转返本的历史循环。

进一步而言，上述梳理也对我们准确认识中国

传统报应说有所推进。以往学者们在讨论以“积善

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为代表的报应说

之时，将重点放在了“家”身上，但通过上述讨论，笔

者认为由微而重、由隐而显的积渐思想才是关键。

质而言之，核心不是“家”，而是“积”。与此相关联的

是，上文论述表明，“承负”不仅存在于家族之间，而

且存在于自然之间、师徒之间、邻里之间，甚至是社

会整体成员之间。显然，在《太平经》中“承负说”绝

不仅针对“家族”而言。

即使就“承负说”所涉的家族层面而言，一般认

为承负指后代受祖先影响的层面，但上文论述表明，

祖先也会受后代承负的影响：后代为恶，祖先魂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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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神明的考校；后代有大功，祖先罪过清除后也可

上进登仙。也就是说，虽然祖先已死，但先后代之间

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大约成书于东晋刘宋之际的古

灵宝经《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吸收了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对中国本土的报应说也有评述，

是道经中对于报应说深刻而集中的论述。《太上洞玄

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提出了报应观念的三种

说法：“经传或云：先身行恶，殃流子孙。或云：己身

罪重，上误先亡。或云：善恶各有缘对，生死罪福，各

有命根。”毫无疑问，第三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关于第一和第二种说法，有学者认为第一种是汉代

以降的“承负说”，第二种是六朝初期出现的“延误

说”，但根据我们上文论述，第一和第二种说法都在

“承负说”的内涵范围之内，“己身罪重，上误先亡”的

思想也绝非在六朝初期才出现。笔者认为毋宁用

“流误”来概括祖先与后代间的相互影响，“承负说”

是一个更大的历史和社会思想观念。

总之，“承负说”有着丰富的内涵，“承负说”不仅

在整体认识《太平经》之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居于关键

地位，而且也为我们准确且完整地把握中国社会中

的报应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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