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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的历史性大降温与道教之关系

黄 勇

(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 中古时期的历史性大降温对道教有潜在影响: 随着气温下降，瘟疫开始蔓延，并对道教运动产生刺激

作用，使道教表现出极端倾向。气温回升、瘟疫缓解之时，道教运动相应会变得温和。此外，降温和瘟疫的空间转

移，也会影响道教运动中心的空间分布，降温和瘟疫之灾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最易发展为道教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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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是道教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术界

对这个时期道教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然而，既往

的研究常常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为研究基础，侧

重于宗教史、社会史以及文献学的研究，却忽视了生

态因素对这个时期道教发展的影响。
东亚大陆的历史性大降温，是中古时期生态系统

中出现的最大的异常现象。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

气候变迁的研究表明: 在近五千年的最初两千年中，大

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高于现在 2℃左右，此后气温有一

系列的上下摆动，每四百至八百年中气温有一次上下

摆动的循环。东汉以后中国逐渐进入气温下降的寒冷

期，这种寒冷天气到第三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 280—
289 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直到公元 400 年前后，降温

才达到底线，气温才逐渐开始回升［1］。我们发现，这个

时期也是瘟疫肆虐横行的时期，同时也是民间道教运

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道教最终得以正式形成的重要

时期。那么，在道教与降温、瘟疫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

关系，或者内在联系呢?

如果以历史时间为坐标轴做一次考察，我们会

发现，在气温下降、瘟疫流行和民间道教运动的盛衰

起伏之间似乎有一种如合符契般的连锁互动关系，

即降温往往伴随着瘟疫的流行①，瘟疫流行的时期

民间道教运动往往也异常活跃。
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表明，东汉的寒冷期并不长，

在东汉初年我国气候出现趋于寒冷的趋势，有过一

段时期的严寒天气，但不久又回暖，直到曹操的时

代，才真正进入寒冷期［1］。与之相应，中古时期的

瘟疫开始于东汉初期的光武帝建武年间，此后曾一

度缓解。到东汉末叶安帝统治时期，瘟疫再次大规

模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建

武十四年及建武二十六年，先后爆发过三次大瘟

疫［2］3350。在此期间，相应出现了两次民间道教运

动，分别是: 建武十七年，李广“自称南岳太师”，“聚

会徒党，功没皖城，杀皖侯刘闵”［2］838 ; 建武十九年，

妖巫单臣、傅镇“自称将军”，攻陷原武城［2］694。此

后近 100 年间，随着气温回暖，史书中再没有出现关

于瘟疫和民间道教运动的记载。
自安帝之后，瘟疫再次横行，民间道教运动再度

活跃起来，而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气候进入寒冷期的

开始。根据林富士的统计，《后汉书》记录的 14 次

瘟疫，有 11 次爆发在安帝之后 100 年之中［3］11。根

据卿希泰的统计，被称作“妖巫”的民间道教运动，

安帝在位期间爆发过 4 起，顺帝在位期间爆发过 9
起，冲、质二帝统治时间只有二年，就爆发了 11 起，

桓帝统治期间竟然爆发了 20 起［4］204。通过以上统

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历史性大降温的来临，瘟

疫之灾也逐渐严峻起来，瘟疫和民间道教运动之间

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即瘟疫对民间道教运动的兴起

有一种潜在影响，瘟疫之灾越严重，民间道教运动就

越活跃。到桓、灵时期，终于兴起了太平道、五斗米

道等席卷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道教运动。
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正式形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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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末五斗米道创立到公元五世纪刘宋王朝建立的
300 多年时间里，道教运动仍然延续着浓厚的“妖

巫”色彩和反叛王权的极端倾向。因“妖言惑众”被

孙策所杀的道士于吉; 协助赵王伦发动政治叛乱的

道士孙秀; 以“木子弓口，王治天下”为口号，以“应

谶”人物李弘为领袖的一系列道教起义，都是非常

有代表性的例证。这表明，此一时期民间道教运动

仍然非常活跃期，并表现出反叛王权的极端倾向。
从历史气候变迁的角度来看，此期仍处于寒冷

期，与之相应，瘟疫的流行毫无衰减之势。据统计，

三国时期 ( 220—265 年) 爆发过 6 次大瘟疫，西晋
( 265—316 年) 爆发过 7 次，东晋十六国 ( 317—420
年) 爆发过 9 次［3］13 － 14。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公元
400 年左右，寒冷期的气温已经降到底线，并开始逐

步回升，到七世纪我国气候又重新回到温暖期［1］。
林富士的研究表明，公元 400 年之后瘟疫爆发的次

数明显减少，南北朝( 420—589 年) 共计 169 年，但

却只爆发过 5 次瘟疫［3］15。据此推测，从汉末开始

愈演愈烈的瘟疫之灾在进入五世纪之后，已经随着

历史性大降温的结束逐渐开始平息。与之相应，五

世纪以后道教的“妖巫”色彩也逐渐消褪，反叛王权

的极端倾向也逐渐消失，进而开始采取积极与世俗

王权合作的温和态度。与此同时，在“清整道教”的

改革共识之下，道教逐渐开始向经教化方向发展，从

而使道教由芜杂无序的民间宗教上升为理论化程度

很高的正统宗教，并在主流文化中获得了跟儒教、佛
教相当的地位，形成了“三教鼎力”的文化格局。以

此看来，五世纪以后东亚大陆历史性大降温结束，气

温开始回升，瘟疫逐渐平息，这些生态因素对道教发

展在这个时期出现重要转变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
如果在我们的研究坐标系中再增加一条历史空

间坐标，似乎还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假设: 即民间道教

运动中心的空间分布和转移与瘟疫在历史空间向度

的传播也有某种联系。竺可桢指出，历史寒冷期的

降温都是从太平洋沿岸开始，自东向西推进，同时也

有自北向南推进的趋势［1］。与之相应，道教的传播

与发展也有这种规律。考察此期的民间道教运动我

们发现，早期的所谓“妖巫”多半与产生于东方的太

平道有关［5］266，并且主要爆发在青、徐、兖、冀、扬等

州，即 陈 寅 恪 先 生 所 谓 的 齐 学 发 源 地 和 滨 海 地

域［6］。东方民间道教运动到太平道时达到巅峰，随

着黄巾起义被镇压而逐渐消歇，此后西蜀巴汉地区

又成了道教运动的中心。排除社会政治的因素不

谈，只从生态环境因素来看，道教运动中心的向西转

移似乎应该与自东向西的降温有某种联系。
五斗米道被曹魏政权兼并后，道教运动中心又

有一个向中原、江南转移的趋势，这似乎又跟自北向

南的降温有关。我们知道，瘟疫的流行蔓延很大程

度上受历史性大降温的影响，由此也就可以假设瘟

疫在空间上的传播与降温的趋势同步，对民间道教

运动中心的转移有重大影响。《宋书·五行志》对

三国时期瘟疫的记载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曹魏和东吴

的瘟疫记录，却没有同一时期蜀汉地区的瘟疫资料，

而这一时期东吴和曹魏统治区道教运动明显盛于蜀

汉，这一点似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瘟疫与民间

道教运动中心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另外，据林

富士的统计，三国时期爆发的六次瘟疫，四次发生在

魏国统治的北方，两次发生在吴国统治的南方; 西晋

的七次大疫，六次发生在北方，一次发生在南方; 东

晋十六国的九次大疫，一次发生在北方，八次发生在

南方［3］14。疫情的这种南北消长，或许可以从自北

向南的降温中寻找原因，而江南道教在此期的空前

兴盛，以及奠定后世道教格局的符箓派和丹鼎派都

在南方地区兴旺繁荣起来，似乎也不可能与这种生

态背景毫无关系。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从后汉到东晋三百多年

间，历史性大降温和瘟疫的流行对道教运动有一种潜

在影响，这种潜在影响似乎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巧合来

解释。它表现为，降温引起瘟疫的蔓延，瘟疫又会刺激

民间道教运动的高涨。从历史时间角度来看，降温和

瘟疫剧烈程度的变化对道教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随着寒冷期的到来，气温下降，瘟疫肆虐，具有极端倾

向的民间道教运动也开始活跃。当气温开始逐渐回

升，瘟疫之灾开始逐渐平息的时候，道教运动就会从极

端转向温和，所以在历史性大降温逐渐结束的五世纪

之后，极端的民间道教相应转变为温和的上层道教，以

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南朝才是道教的真正成熟期。从

历史空间的角度来看，降温和瘟疫在空间中的推移、迁
转，对道教运动中心的空间分布和转移也有着重要影

响，降温和瘟疫之灾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往往最易发展

为道教运动中心。因此，从后汉至东晋十六国三百多

年间，江南作为最后一个瘟疫重灾区相应地成为这个

时期最后的道教运动中心，而奠定后世道教基础和发

展方向的上清、灵宝、天师等道派也相应在江南取得成

功，使江南成为道教在唐代上升为“第一宗教”的最重

要的策源地。

注释:
①导致瘟疫流行的原因非常复杂，气候以外的原因对瘟疫流行往往只能产生局部的、短时的影响，只有气候因素会产生

·821·



持久的、覆盖面广泛的影响。与这场持续三百余年，波及全国的瘟疫相始终的因素恐怕只有气候，因此本文只从气候的角度

考察瘟疫，但是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这场瘟疫之灾的深刻影响。关于瘟疫爆发的详细原因，请参阅林富士《疾病终结者—中

国早期的道教医学》，台北: 三民书局，2001 年，第 23 －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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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 between the Taoism and the Historical
Climate Decline in Middle Ancient Times

HUANG Yong
(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s and Custom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limate decline in middle ancient times has implicit impact on the Taoism: with the
climate decline，the pestilence appeared and spread，which stimulates the Taoism to develop towards being; with
the climate increase，pestilence eases，the Taoism being moderate． Furthermore，the climate decline and the space
shift of pestilence also influenced the location of the Taoism center，which is illustr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Taoism
center often emerges in the areas that has be most stricken by climate decline and the pestilence．

Key words: Middle ancient times，the Taoism，pestilence，climat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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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tility Study of Establishing Community Colleges in Islands
District: Taking Changhai County as an Example

LYU Ｒu － quan
( The Ｒesearch Office of Higher Education，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Dalian，Liaoning 116052)

Abstract: The Changhai County of Dalian is an island district county，whose undeveloped community educa-
tion cannot answer its current social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ct economy can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refore，we should build our own islands district community colleges by learn-
ing from other places and combining it with our reality． Taking the community colleges as models，various vocation-
al educations as supplement，we could establish a system of profession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urrent situa-
tion to improve the public personality and enhance the unity among people． This study provides with a unique ap-
proach to develop economy via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which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
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colleges in Islands District．

Key words: Community college，Changhai County，Islands District education，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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