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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至宋元道教“三十六天说”的产生与层累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2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2-10-01 浏览次数: 155

【作者】孙伟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三十六天说”是道教诸多天界构成理论中最重要者。这一理论并非源自刘宋天师道经典《太真科》，而是肇始于东

晋，受佛教天界观之影响，在中国传统“道—气”宇宙论的基础上，以灵宝经系“三十二天”为主体架构，同时将纳音理论

中的“五方炁数”、道教的“玄、元、始三炁”以及上清经系的“九天”等多种元素融汇其中。这些构成要素在东晋南北朝

道经中已经出现，但尚未完成系统性整合。及至唐初，随着四种民天理论的定型以及三清天与三十二天关系问题的解决，

“大罗天—三清天—种民天—三界天”的结构才趋于稳定，进而广泛流行并被不断修订。“三十六天说”是不断层累的产

物，除主体架构相对固定外，后人在诠释时多有发挥，并在宋元适应性地增加对“玉皇”等新贵神格的对应。

一、东晋南北朝道经中的三十六天说

一是天师道经典中的三天、六天、三十六天。东晋末期天师道的三天观念，最初是从葛氏道的原本《五符经序》和原本

《五符经》中借用的，天师道创造出“太清玄元上三天”和“太清玄元无上三天”这样独特的称呼以与其他派的三天观念相

区别。“三十六天”中的三天一般指三清天，是仅次于大罗天的第二天界。而天师道经典中的三天一般是以“三天”的整体

名义出现，并不涉及三清的概念。其次，天师道的三天通常是与六天相对应，在《三天内解经》中有“新出老君之制，罢废

六天三道，时事平正三天”的记载，三天在这里被解释成对抗“六天故气”的“三天正法”。

南北朝时，北魏高道寇谦之提到一种三十六天理论，具体为：“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

者无极至者，次曰大至真尊，……《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考虑到寇谦之对佛教知识

的了解，这种结构很可能受到佛教天界论的影响，而将佛置于三十二天的做法明显带有判教意图。通过天界对佛道主神位次

进行编序的手法被后世道经延续。“三十六天说”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受佛教天界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六朝时期，吸收佛教思

想发展完善道教经教体系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上清经和灵宝经的造作者们来完成。因此，上清经和灵宝经建构不同于天师

道天界说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与天师道的三天、六天相区别，以凸显出自身主张。

二是上清经中的三天、九天和三十六天。

九天　相比三天，早期上清经比较重视九天。东晋上清经《洞真太上太霄琅书》记载了一种由九天各领三天而成三十六

天的理论，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出现了许多带有“梵”字的天名，而且九天是一种上下层级结构，天与天之间

存在着远近不一的间距，非中国传统常见的八方加中央的平面九天模式。不过即便如此，九天的设置还是显示出早期上清经

天界观对于数字“９”的重视。第二，关于九天的来源，经文认为“此九天是始炁之精”也就是说九天是由始炁中的精气化

生，这本质上是一种气化宇宙论。第三，经文提到“（九）天别置三天。三天者，皆是九天之别号，合三十六天也。宫室官

司，悉有次第。其外有诸梵天，名皆以九天支干，悉系属于九天王也”。

三天　上清经中开始出现三天高于九天的说法要晚至刘宋，如《太上三天正法经》，其中出现了“三十六天说”中的

玄、元、始三炁和清微、禹余、大赤三天的对应关系。不同于早期上清经对九天的重视，这里的九天是由三天生出，由于没

有记载具体的九天名号，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这九天是否就是前文的上清九天，但显而易见这时的《三天正法经》已经开始对

三天和九天进行整合，并强调三天的地位更高。

三十六天　上清经系中还有其他有关三十六天的记载，但这些三十六天大多是合称概述，基本不出现具体的天界名号，

更没有提到与三清天（境）等元素的对应。如梁陶弘景编撰的《真诰》卷１提及一种分布于十方上下的三十六天界观。《洞

真太上说智慧消魔真经》提到“六六三十六天”等。

三是灵宝经中的三天、九天与三十二天。三天（炁）与九天（炁）　至迟出于刘宋的《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

中，上清、玉清、太清“三清境”，天宝、灵宝、神宝“三宝君”以及玄、元、始“三炁”此时已经相互匹配，加上经中

“始青清微天宝章”“元白禹余灵宝章”“玄黄太赤神宝章”的提法，《三宝大有金书》已然将这些概念整合，尤其是不同

于早期上清经中九天地位高于三天，此处的三炁（天）与九天（炁）的先后关系已经互换，变为由三天生出九天。这种对应

关系被后续灵宝经延续。五方气数　在灵宝经天界系统中，还有一种将五方气数与天界相匹配的做法，这一理论最早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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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中的《仙人挹服五方诸天气经》。其提到的五方天与五方气数是：东方青牙九气之天、南方朱丹三

气之天、中央黄庭一气之天、西方明石七气之天、北方玄滋五气之天。三界与四方三十二天　在佛教天界观的影响下，《灵

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１是目前最早将“三十六天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三界天”和“四方三十二天”理论汇集在一起

的灵宝经，虽然整合仍显粗糙。经中有元始天尊以四方各八天共三十二天，每天各有一帝的记载。

四是南齐严东《度人经注》的天界说。上清三十六天和灵宝三十二天自产生后，在道教内皆有传习，南齐严东在注解

《度人经》时，不仅试图将两种天界说进行调和，而且他还是史料所见最早开始整合三十六天诸要素（涵盖三清天、三界

天、三十二天与大罗天）的道士。他的天界说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延续灵宝三十二天的基础上，增加了黄、青、苍三天。

第二，将东方前三天划属于清微、禹余、大赤三天（没有使用太清、上清、玉清之名，说明当时三清天与三十二天的关系仍

未完全确立）。第三，将三界天划分为欲界六天、色界十二天、无色界十天，没有延续古灵宝经常见的欲界六天、色界十八

天、无色界四天的划分方式。

二、唐初“三十六天说”的定型

虽然东晋南北朝时“三十六天说”的基本构成要素都已具备，但未完成最后的整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三清天与三

十二天尚未共同编排进三十六天的天界体系中，这一整合过程较为复杂，直至唐初《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才初次定型。

一是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度人经注》中的天界说。唐初李少微、成玄英、薛幽栖三人对《度人经》天界思想的注

解，收录于《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一书，是我们了解唐初“三十六天说”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对三十二天的注解

中，李少微的注解最多，这说明在陈景元看来，李的注解更为精妙。保留第二多的是成玄英，薛幽栖的注解最少。与之相

关，对大罗、三炁、三清、九天、三十二天还有不同的理解，如《太上洞神天公消魔护国经》提到：“元始天尊以一炁生三

炁，三炁生九炁。三炁者，玄元始也，以玄一之炁，化为玉清圣境大罗之天……九天之外，别有三十二天，……东方八

天……南方八天……西方八天……北方八天。”九天在此处被认为是三天化生而来，九天之外别有三十二天分居四方。不仅

如此，大罗与三清的关系也在变化，本居三清天之上的大罗天在此变成了三清天之一，称“玉清圣境大罗之天”。总之，三

十六天的结构还未稳定。

二是《道门经法相承次序》的“三十六天说”。“三十六天说”各要素进一步整合，最终在《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一书

记录了“大罗—三清天—种民天—三界天”这一体系相对完备的三十六天理论。《道门经法相承次序》首先延续了传统道家

道教“有生于无”和“三一”的创生模式，详述了万物的创生过程是“起自无先，垂迹应感，生乎妙一，从乎妙一，分为三

元，又从三元……三才既立，万物斯备”。接着，“三元”化生出三宝君，随后又提到三清境与三宝君、三清天的对应关

系：“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亦名三天。其三天者，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是也。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

微天也，其气青始。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白元。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黄玄。

接下来，《道门经法相承次序》第一次明确记载三十六天的详细结构：自玄都玉京以下合有三十六天……从下六天为欲

界，次十八天为色界，次四天为无色界，……其次三界上四天，名为种人天，亦名圣弟子天，亦名四梵天……其次即至三

境，境别左右中三宫，……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圣，……最上一天名曰大罗天，在玄都玉京山上。该

经将三界、种民天、三清境（天）、大罗天整合进同一个天界系统之中，并且认为这是“三世天尊”的治所，这三世天尊分

别为过去元始天尊、现在太上玉皇天尊、未来金阙玉晨天尊，其中太上又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如此精心地构造出三世天尊，

显然模仿了佛教三世佛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元始天尊的至高地位。

三、唐宋元道教“三十六天说”的多维整合

　　虽然三十六天理论在唐初成型，但由于“三十六天说”本就是由不同理论拼接而成，在具体阐释时难免会出现多种

见解。不仅如此，后人还通过融入新的主张，对这一理论进行补充和细化。花样繁杂的“加注”过程，造就了三十六天理论

的层累历史，在此仅选取几种代表性的天界观进行论述，一窥层累之法。

一是上清九天与灵宝三十二天的持续整合。“九天”最先出现在上清经系统中，后被灵宝经改换名称而吸纳，自东晋南

北朝产生以来，与源出于灵宝一系的三界四民三十二天理论不断整合，不过更多的做法是将两种理论分别放置，如《太上洞

玄灵宝天关经》曰：“九天者，从下第一波利天，……今略举三十六名，分为三界、四天、三清境域也。……最上一天，号

曰无上大罗高盖天。”

二是昊天玉皇神格的加入。两宋时，“玉皇”神格不断提升，尤其是真宗、徽宗二帝对玉皇更是宠幸有加，屡赐封号。

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宋徽宗加封玉皇大帝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从此，玉皇与国家最高祀

典昊天上帝合为一体。玉皇神格提升的背后，需要有道教的天界理论作支撑，因此，南宋《上清灵宝大法》在描述元始天

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之后，紧接着详述了昊天玉皇大帝在天界的位阶，认为昊天上帝“自玄炁而化生，居大罗之下，上

清之上，掌四种民梵天，而尊于三界之上，是为天主，……治太微玉清宫”。

三是元代道经中的天界说。进入元代，“三十六天说”仍被不断修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补充都合理，有些甚至完全颠

覆原有理论，在此略举数例。一是刘惟永。他在《道德真经集义》一书中说到：“大罗三十六天，金火土宫，三合之数，成

也。中罗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数，……是天之生、地之成，合天地之数，总七十二以为节候，成始而成终也。”

同理，由他编集的另一部经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也提出：“大罗、中罗合七十二，以应天地之数。七十二候合上九天，

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数也。”可见，他的终极追求是与具有神圣性的“数”相合，此时天界的结构已不是重点。二

是陈致虚。他提出了一个目前所见最复杂的天界理论：首先由“始炁”在“元始祖劫”之初化生出三炁，三炁化生清微等三

（清）天，然后三天之炁化生出始青、青元等“九梵天”，“九梵天”之炁又化生出“大霄晖明流光素景天”等“九霄

天”。

东晋中晚期，面对复杂的宗教格局，上清、灵宝两派争相构建新的天界学说，为自己的神学思想寻找宇宙论的依据。两

者在对佛教的天界思想进行积极的借鉴和转换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道”“气”“五行”等宇宙论思想也进行了适应性的

改造，并尝试将不同的元素进行整合。宏观而言，上清经和灵宝经的天界理论是佛道交融、调和中外的产物，细言之，两派

的天界论又各有特点。由于灵宝经更注重对先前经典的整合，所以灵宝三十二天最终取代上清三十六天，成为“三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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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主体架构，同时也就意味着上清九天被排除在外或暂时搁置（多数时候是将上清九天单独叙述）。这一做法对处理三

天和灵宝三十二天的关系问题尤为重要，同时也加速了各种要素的整合过程。最终随着四种民天理论的确定以及三清天与三

十二天问题的在唐初的解决，“三十六天说”完成定型，进而在道门内广泛流行并被不断修订。

 

文章来源《宗教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原文约２１０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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