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黄天道九祖普静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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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文起

在明代民间宗教思想发展史上，黄天道九祖普静是一位关键性的思想人物，其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思想建树与深远影响曾长期被历史尘封。本文依据近年发现的黄天道经卷，试从普静的

宗教生涯、思想建树、深远影响三个方面，将这位著名民间宗教家的思想贡献，重现于历史时空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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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濮文起，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首席专家。

在明代黄天道传承谱系中，九祖普静占有极其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缺乏，

一直困扰学界，无法知其究竟。步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黄天道经卷的大量发掘、整理、编纂、
出版①，为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了可资史料。本文依据笔者掌握的黄天道经卷，试从普静的宗教

生涯、思想建树、深远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位明末著名民间宗教家进行探究，力求将一位真实的

历史人物与其在明末清初以来民间宗教世界留下的深远影响，重现于历史时空之中。

一、普静的宗教生涯

普静，系法名，明代黄天道创立者李宾的亲传弟子，是除黄天道万全李氏世袭传教家族之外

的另一脉教主。
在明清民间宗教世界，将自己姓氏、籍贯、拜师学道、创教收徒的宗教生涯，以隐晦语言秘

藏在所撰经卷之中，是民间宗教许多教派创立者与其传人的通用手段，不是个中人，不易洞晓。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规避封建统治者的严厉追查、残酷杀戮，二是为了给广大信众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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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 ( 18ZDA232) 阶段性成果。
步入 21 世纪以后，曹新宇、梁景之两位教授相继采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黄天道发祥地河北省张家

口市万全区一带开展田野调查，访获了保藏在民间、总计 200 多部黄天道经卷，并将其调研成果整理面世。
参见曹新宇撰《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 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清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梁景之撰

《寺庙、经卷、符印: 华北黄天道调查发现》，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 7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曹新宇教授还将其搜集的黄天道经卷进行整理、编纂，以《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
( 7 册) 为名，由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出版。另有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 ( 续编) 》24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99 年、2006 年相继出版; 濮文起主编

《民间宝卷》20 册，黄山书社于 2005 年出版; 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3 辑 30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于 2012 年、2014 年、2015 年相继出版。在这些出版的民间宗教经卷和宝卷文献资料汇编中，都收录了一

些新发现的黄天道经卷。

*



一种因距离感而生发的神秘感。
普静深谙此道，下面从其所著《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八十

一劫法华宝忏》① 三部经卷中，撷取相关经文，看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手段的。
普静在《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写道:

贫子自幼心慈向善，学好持斋，别开抜苦之门。父母早亡，耽误训教，半字半识，自守

本等 ( 分) ，不受非财，丝毫不染。幸遇普明、普光老祖，天法施现，顺度在俗，善男信

女，人人了道，诸人还原，指一条归家路径，定达无生，认母归空。贫子受三皈，持五戒，

对天发弘誓大愿，……解悟戊寅年，天性尽开通。普光祖三周续度，普静僧接法化身，受古

佛亲口真传，颇道过去，知晓现在，觉达未来，三世古佛理也。口吐各样诸经宝卷，遗留在

世，开道诸色人等，宣念超度，九祖先亡升天。
佛说盖闻无始以来，初始至今，祖祖相传，灯灯相续，普静如来，字是云僧，表字光

祖，道号明镜，开一部《钥匙宝卷》五十四分，分而通天开狱，句句而达天地理性，广说

四句妙偈者，论安身立命，讲说半句妙偈，开卷躲了阎君苦，定达无生之路通，得一气天

文，颇道过去、现在，觉达未来三明开，诸佛根本度众生，超生了死普静传，先天大道接

续开。

僧不僧来道不道，头戴四两羊绒帽;

修行不在寺院内，我掌弥勒圆顿教。②

普明佛，戊午年，传通大道; 壬戌年，功行满，早去归宫。
普光佛，已巳年，通传妙法; 丙子年，归宫去，性复元宗。
佛法僧，真三宝，三归四换; 李普明，王普光，邑奠静僧。

普静僧，戊寅年，临凡降世; 至丙戌，九年满，钥匙开通。③

佛法僧，三才静公，掷下乘，当有谁明? 收元了道通凡圣，表光祖，道号明镜，宝卷是

佛送。④

钥匙佛，传宝卷，亲临降世; 丙戌年，九月内，性下天宫。
转在了，邑奠城，埋没真性; 吃五谷，养佛性，随类化生。
久等着，鸡王叫，天时催动; 有春雷，就地响，震动乾坤。

张先生，他与俺，为媒作证; 展宝卷，逼邪魔，通精三乘。⑤

北直隶，有一尊，真佛出现; 顺圣川，住在他，蔚罗郡中。
深浅涧，十六里，弥勒寺院; 三跳涧，中原地，佛住中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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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均为民国手抄本。2019 年秋，笔者在甘肃从事田野

调查时，从当地文化干部手中访获。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黄山书社，2005 年。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悟修行分第七》，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细行秘诀分第十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七宝秘诀分第十二》，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天华分第二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你怎知道谁人纳贤? 钥匙佛出在蔚罗郡中。他是那里人? 北直隶有他家门。姓甚么谁

人? 邑奠城中为姓。他弟兄几个? 生下弟兄三个。他父亲在世不在? 父母早亡先归天。他作

甚么生艺? 自幼吃斋向善拜师真。投何人为师? 普明老祖传心印。修了几年? 九年功满性归

空。在凡在圣? 得见佛宝复来临。因甚么降世? 因为他度众生。当初有愿在前? 对天发愿度

贤民。度男女多少数? 九十二亿。倚甚么度人? 发经发卷讲三乘，钥匙宝卷通开天门。为僧

为俗? 在家为俗务庄农，一灵真性走雷音，外相为俗里为僧。①
普静在《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中写道:

邑奠城中埋真性，顺圣县中有家门。
蔚罗郡内吐下宝，凡胎留在箴字屯。
地名叫做口山木，谷子里头埋真人。

吐下各样诸经卷，辈辈留传度众生。②

皇极大师真三宝，三祖接续是一根。
八十一了普明祖，川三又说普光尊。
邑奠元来普静祖，收元还用李普通。

可知礼也皇天道，后边还有佳作仁。③

掷下承当道，邑奠才是名。
圣号是普字，真是普静僧。
表字摘光祖，号是一明钟。
修下真常道，炼成李老君。
与妇不同床，真性走雷音。

炼得龟头无，自有天配婚。④

尔时，续度如来普明、普光、普静。
古佛演谈大法华真经，皇极化现弥勒尊者，普明佛也。初分大道，戊午顿悟，明心见

性，行无上之道，念无字真经，月六三参，行天真经，留一部《无为了义宝卷》《清净无为

妙道真经》，教化三千徒众，普度二十四会贤良，至壬戌功元幸满，性归圆终; 六返振动，

暗阴七载，续度普光，已巳开法，教化七十二贤，普度七十二会，至于丙子，性归圆终; 三

周续度，遗留普静，教化一百八祖，普度五千四十八会，元满道场，一句了言，遗留四十八

愿，普度贤良九十二亿，同赴龙华三会，得度者即现而为说法，收元了道，度准护国人王

佛，亲为法王，教主三教，皈于一性，改恶行善，五日申文。圣人显化，普天地下，斯文一

气，走马传道，同留九劫，后显五盘四贵，另立乾坤，从立世界。⑤

普静在《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中写道:

要知古佛家住处，顺圣川内有家门。
塞北沙陀极乐国，膳房村中有祖根。⑥

通过破解、分析上引经文，普静的宗教生涯便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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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地涌金莲分第二十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③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八。
⑤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卷第十，坤生佛解瀛存王第七十九劫。



关于姓氏俗名，普静采用的是拆字法①，将“鄭”字分解为“邑奠”两字。“邑”是汉字部

首之一，用作偏旁时，变体为右耳旁 “阝”，将 “奠”“阝”拼合一起，便是 “鄭”字; “弟兄

三个”，他排行第三，名“三才”。由此可知，普静姓郑名三才。
关于籍贯，普静说自己是“北直隶蔚罗郡顺圣县”人，沿用的是后晋的“蔚罗郡”、辽代的

“顺圣县”说法。“蔚罗郡”即“蔚州”，为后晋石敬瑭于天福三年 ( 938) 割让契丹的 “燕云十

六州”之一; “顺圣县”，辽应历十三年 ( 963) 设置，隶属弘州，金仍其旧，元至元中，割顺圣

县隶属宣德府，治所均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明初废顺圣县，置阳原县，隶属北直隶宣

府。经文中所说的“箴字屯口山水”，则是他的出生地，即今阳原县东城镇水峪口村。② 由此可

知，普静是今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城镇水峪口村人。
关于年甲、家境，经文所说的 “丙戌年，九月内，性下天宫”，其中的 “丙戌年九月”，即

明嘉靖五年 ( 1526) 九月。经文又说: “父母早亡，耽误训教”， “在家为俗务庄农”。由此可

知，普静生于明嘉靖五年 ( 1526) 九月，幼年失怙，在家务农为生。
关于拜师修道、撰经写卷、自立宗派。综合上引经文可知，郑三才 “自幼吃斋向善”，娶妻

成家后，仍念佛不辍。嘉靖后期，即他三十多岁时，从阳原县箴字屯口山水出发，前往百里之外

的万全卫膳房堡，投拜黄天道创立者李宾为师，法名普静，字云僧，又字光祖、摘光祖，号明

镜，又号明钟。
普静从李宾领悟黄天道教法后，便遵从师命，回到故里，苦炼丹法，“与妇不同床，真性走

雷音; 炼得龟头无，自有天配婚。”由于修炼有成，声望日著，万历六年 ( 1578 ) ，即经文中所

说的“戊寅年”，他以“普静祖”名义“临凡降世”，正式登坛讲经说法。
此后，普静又经过九年修炼，到万历十四年 ( 1586 ) ，即经文中所说的 “丙戌年”③，终于

掌握了打开天堂地狱之门的 “钥匙”④，自称“钥匙古佛”，吐经《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开创了

黄天道圆顿教，用他自己的话说: “钥匙古佛开大道，专来出世说修因; 古佛留下圆顿教，普度

众生离红尘。”⑤ “僧不僧来道不道，头戴四两羊绒帽; 修行不在寺院内，我掌弥勒圆顿教。”⑥
这一年，普静正好六十岁。

普静为了张大自己，在信众中树立权威，立即 “成佛作祖”。可是，从上引经文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他为什么不将自己称为继普明 ( 李宾) 、普光 ( 李宾妻王氏) 之后的黄天道 “三

祖”，而是称普明为黄天道“七祖”、普光为黄天道“八祖”，自己则称黄天道“九祖”?

按照黄天道万全李氏世袭传教家族的说法，黄天道传承依次是普明、普光、普净 ( 李宾长

女大康李氏) 、普照 ( 李宾次女小康李氏) 、普贤 ( 次女之女米李氏) ，他们一家五口，被其信众

尊为黄天道“五祖”，雕成塑像，或绘成壁画，供奉在以万全膳房堡碧天寺为祖庙的众多庙宇

中，尽享人间香火。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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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民间宗教世界，许多教派创立者与传人，在表达自己姓氏上，常用的是“拆字法”，如“一土”为

王姓，“享邑”为郭姓，“一字扎根”为丁姓，“十日十五吊”为韩姓，“门内吉”为周姓，“谷去内子”为

康姓，“古不出头”为田姓，“卯金刀”为刘姓，“木易”为杨姓，“弓长”为张姓等等。
梁景之: 《寺庙、经卷、符印: 华北黄天道调查发现》，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 7 辑。
清道光年间长生教江西传人陈众喜认为普静是万历十二年 ( 1584) 吐经。《众喜宝卷》卷三，佛祖传道记，

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6 册。笔者采用普静自己说法，将普静吐经时间确定为万历十四年 ( 1586) 。
“钥匙古佛下天宫，开开天堂地狱门; 乾坤本是无缝锁，无始以来今开通。”《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濮

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四句妙偈分第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方裕谨: 《乾隆二十八年万全县碧天寺黄天道教案》，《历史档案》1990 年第 3 期。



大概是出于自创黄天道圆顿教与自我独立发展的需要，普静撇开黄天道万全李氏世袭传教家

族的传承谱系，而是仿照无为教作法①，编造了一个新的黄天道传承谱系，这就是“无生老母所

生十祖”续度说:

无生老母所生十祖，达摩西来，直指单传，乃为初分祖; 神光接法，九十余载，乃为二

祖; 度准少林，五十四春，本是三祖，月明和尚; 来度柳英，四十八载，乃是四祖; 五祖投

胎，……说法六十三春，度准惠能，碓头和尚，七十二年，以留六祖坛经; 乱传大法，五百

余年，才显七祖，号是普明; 普传大道，六返振动，暗阴七载，度出八祖，号是普光; 三周

续度，度出九祖，号是普静。不过三十余年，三祖说法，因末法相投，混沌原因，释教满满

三千七百，以末法众生，诸病来侵，古佛显圣，收元了道，连泥带水，一齐皈元。②

在这个新编的黄天道传承谱系中，初祖达摩、二祖神光、六祖惠能，袭用的是佛教南禅宗的传承

谱系，又杜撰了三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头③，替代南禅宗的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

忍，普明接续六祖惠能，是为七祖，普光接续普明，是为八祖，普静则是接续普光之后的九祖，

三普接续，普度九十二亿人缘④，圆佛心愿:

古佛慈悲，对天发下四十八愿，普度九十二亿人缘，遣差七祖下界，普明直指单传，指

透无为正路，口传心印真诀，得了明天大道; 续度普光传经，度就人天百万，返还归圣，三

周说法; 续度普静收元了道，留下十册真经⑤，按合一揽大藏，诸经之母，遗留普静宝卷三

十六分⑥，分分度生，留经一部，句句消灾，行行灭罪，普度一揽大藏，五千四十八会，诸

佛头行，总领九十二亿皈元，圆佛心愿。⑦

至于“十祖”是谁? 就是上述经文所说的 “收元还用李普通”中的 “李普通”，这是普静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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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罗清生前，曾以“东土六祖”自诩。《大乘意讲还源宝卷》云: “昔日灵山一会，今朝佛法常新。西天二十

八祖，东土五祖传灯。罗祖续传慧命，直指见性名 ( 明) 心。” ( 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1 册) 。经文

中所说的“西天二十八祖”，为禅宗所传。据《景德传灯录》卷一记载，其前后顺序为初祖摩诃迦叶、二

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婆氇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弥遮迦、七祖婆须蜜、八祖佛陀难提、九祖伏

驮蜜多、十祖胁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马鸣、十三祖迦毗摩罗、十四祖龙树、十五祖迦那提婆、
十六祖罗喉罗多、十七祖僧伽难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鸠摩罗多、二十祖阁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盘

头、二十二祖摩孥罗、二十三祖鹤勒那、二十四祖师子尊者、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

十七祖般若多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至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禅宗始入我国。相传二十八祖各有付法偈，

其间衣、法并传。上列二十八祖中，除第七祖婆须蜜及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以下诸祖外，其余二十三祖，

皆与《付法藏因缘传》记载相同。禅宗自菩提达摩东传后，其衣钵相传凡六世，即初祖达摩、二祖慧可、
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为“东土六祖”。因菩提达摩既是 “西天”第二十八祖，

又是“东土”初祖，故“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总计“三十三祖”。上述经文中所说的“东土五

祖”，专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弘忍，五祖慧能，未将达摩初祖包括在内，罗清直接师承五祖

慧能，故为“东土”六祖。因此，罗清在世时，曾以“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性自来、圆明

兴立、大通悟学”二十四个字，作为传承辈分，自称“成”字辈，占第六个字辈分，其子女则占第七个字，

为“佛”字辈，故其子名佛正、女名佛广。孔祥涛: 《青莲教“道统”考》，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再论邪教———邪教、教派与极端行为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89 页。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三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头，不知何指?

九十二亿人缘，即九十二亿元人，是指燃灯佛在青阳会 ( 龙华初会) 度回二亿元人、释迦佛在红阳二会

( 龙华二会) 度回二亿元人，剩下九十二亿元人，都由弥勒佛在白阳会 ( 龙华三会) 一次度完，故称作

“末后一着”。
即《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
即《普静如来钥匙宝卷》。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二。



时指定的黄天道圆顿教传人。关于李普通是何方人士? 生卒年月? 又有何作为? 由于史料缺乏，

目前尚不清楚。
从此，普静以黄天道“九祖”名号传教收徒，又传法十八年，并相继撰写了 《普静如来钥

匙真经宝忏》《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 《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 《佛说消灾解厄法华神咒》
等经卷，阐发黄天道圆顿教思想，遂使他的传法事业日益兴旺: “走马传大道，大家一样行; 八

百小余家，葫芦一化同; 都行圆顿教，直立定法门; 齐听僧云法，僧道两边闻; 俗衣说正法，染

衣个个听; 并行皇天道，申表会合同; 共立五千会，四十八会零; 会会分普字，十个一般同; 传

头有足数，十万八千零。”① 可见传徒之多、信徒之众。万历三十年 ( 壬寅、1602) 冬至，普静

“回宫”，享年七十有六。②

二、普静的思想建树

在普静出生四十四年前，即成化十八年 ( 1482) ，明代民间宗教世界出现了一个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新兴教派，这就是罗清创立的无为教。罗清在《五部六册》中倡扬的“无为法”，经过罗

清传人李心安③、秦洞山④、宋孤舟⑤、孙真空⑥、于昆冈⑦、徐玄空⑧、明空⑨、释大宁瑏瑠等人

的丰富与发展，到万历年间，终于形成了一套以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信仰核心的民间宗

教思想体系，并迅速在民间宗教世界流传起来，因修习无为教感悟而创立黄天道的民间宗教家，

便是普静的门师李宾。
李宾，北直隶怀安县兴宁口上牛村人。明正德八年 ( 1513 ) 生。瑏瑡 李宾七岁时，随父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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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万历六年戊寅通性，至十二年甲申，吐经五千四十八卷，留卷三十六分，化度十八年，说法五千四十八

会，于冬至回宫。”《众喜宝卷》卷三，佛祖传道记，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6 册。按照清道光年间长

生教江西传人陈众喜说法，普静于万历六年 ( 1578) “通性”、万历十二年 ( 1584) “吐经”后，又“化度”
即传教收徒十八年，正好是万历三十年 ( 1602) “冬至回宫”。
李心安，名太宁，道号心安。北直隶顺义人。教内尊为“太宁心安老人”。“随师 ( 罗清) 十二年，不离左

右，听教法语。祖一日唤师来曰: 尔得诸法，总要无法之智，百千三昧，任尔施为。达摩西来，不立文字，

正是此事。听吾偈曰: 昙花开灿转光新，吹毛宝剑作权衡。故将兔角蚊眉杖，付尔人天作证明” ( 《大乘正

教宗谱》，李志鸿: 《南传罗祖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6 期) 。撰有《三乘语录》。
秦洞山，北直隶永平府迁安县人。秦洞山为遗腹子，母王氏。六岁时，母亲亦去世，孤独一人，住在景忠

山救护峪，务农为生，养马当差。后偶遇传授无为教的赵公师，传其“无极大道”，从此皈依无为教，撰有

《无为正宗了义宝卷》，李心安归空后，接续传灯，教内称为“敏翁”，成为无为教第二代传人。
宋孤舟，无为教内尊为“宋祖”，无为教第三代传人。撰有《双林宝卷》。
孙真空，山东人。俗名孙三，混名傻瓜。明嘉靖时，拜罗清妻王氏为师，成为无为教第四代传人，曾创立

南无大道 ( 又称南无教) 。撰有《销释真空扫心宝卷》。
于昆冈，倡教三十七年，无为教第五代传人。撰有《丛林宝卷》。
徐玄空，无为教内尊为“徐祖”，无为教第六代传人。撰有《般若莲花宝卷》
明空，法号变音。“俗名仲智，父陈敖，母张氏。原系北直隶永平府东城卫中所人，在刘家口居住。应役祖

差，被本官守备选壮丁为边外尖哨。自幼持斋，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内，更移石匣城。”在石匣城，明空受

到了无为教第六代传人“玄空祖指点”，才悟道明心，认清了“出身之路”，并被徐玄空指定为衣钵传人，

成为无为教第七代传人。撰有《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佛说销释保安宝

卷》《销释童子保命宝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
释大宁，明正德十三年 ( 1518) ，释大宁恭遇罗清，拜罗清为师，皈依无为教，从此亲侍罗清左右。为了阐

扬师说，写下了《明宗孝义达本宝卷》《心经了义宝卷》《金刚了义宝卷》，拓展了无为教宗教思想。
连立昌、秦宝琦: 《元明教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79 页。



怀安县迁居万全卫膳房堡。① 嘉靖九年 ( 1530 ) ，李宾十八岁时，应征入伍，戌守野狐岭。嘉靖

十三年 ( 1534) ，李宾在一次抵御蒙古入侵的战争中，痛失左目，医治好后，继续在军中服役;

后因被 诬 欠 短 粮 草，受 尽 酷 刑，经 大 家 帮 助，补 足 粮 草，才 被 释 放 回 家。② 嘉 靖 十 七 年

( 1538) ，李宾与其妻王氏在万全卫地藏寺拜传习无为教的周玄云为师，开始修习无为教; 又拜

观音寺的赵玄越为师，修行五戒。③ 李宾经过近二十年的 “明修暗炼”，终于嘉靖三十七年
( 1558) “悟道成真”，自称 “当阳佛转世”，自号 “普明虎眼禅师”，创立了黄天道，以 “普度

九十二亿原人”为己任。④ 是年，吐经《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⑤
李宾弘传的黄天道，除了继续高扬无为教的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信仰之外，更加强调

无为教的“三世三佛”思想，认为“九十二人缘，过去佛度了二亿，此是道尼; 见 ( 现) 在佛

度了二亿，乃是僧尼释子; 后留九十二亿，皇极古佛本是圣人转化，全真大道乃是在家菩萨悟道

成真。”⑥
普静师从普明学得黄天道教法后，在继续修炼与传法收徒过程中，并不囿于师说，而是通过

积极汲取佛教“圆顿”思想与“法华”思想，不仅提升了黄天道教法境界，而且对明末清初民

间宗教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建树。
所谓“圆顿”，源自佛教。北魏时期的慧光法师曾将佛教分为渐、顿、圆三教，第三即为圆

教。在佛教那里，这种划分，称为判教。此后，天台宗将佛教分为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四

教，第四即为圆教; 华严宗将佛教分为小乘教、始教、终教、顿教、圆教五教，第五即为圆教。
所谓圆教，天台宗、华严宗认为是教义思想的最高层次，意指圆融、圆满，能合十界三千诸法为

一体，体味这种教义思想时，如能一心发悟，便成正觉，即达到顿悟成佛的境界。因此，又叫作

圆顿或圆顿教。此中的“教”不是教派的 “教”，而是教法的 “教”。其流风所及，佛教的圆顿

教法，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圆融万法、顿悟成佛的同义语。
普静在理解佛教 “圆顿”思想时，作了这样的诠释: “圆者，十方都圆; 满顿者，顿吾心

意; 明教者，教人都成; 道门者，门人躲阎君; 清者，毫丝无染; 污静者，不贪半毫分; 玄者，

无为玄妙理; 法者，蕴空法王尊。”他得出的结论，便是这段经文中的两个关键词: “圆顿教门，

清静妙法”，并由此创立了黄天道圆顿教: “钥匙古佛开大道，专来出世说修因; 古佛留下圆顿

教，普度众生离红尘。”⑦
在此基础上，普静又以“佛、法、僧”三宝为题，对“圆顿”思想进行了再度深释:

佛法僧者，皈依佛，不是泥胎，不是採花，不是铜雕，要皈活泼泼，转辘辘，有行有

动，常放五色毫光，圆陀陀，赤洒洒，无新无旧，为教众生，乃是一尊真佛。皈依法，不是

王法，不是家法，不是邪门外道，不是呼风唤雨法，不是邪鬼厌镇法，要皈晃晃亮堂精丽

法，法轮常转，悟道之人，蕴空妙法，取经发卷，乃是正法。皈依僧，不是人僧，不是家

僧，不是看经念佛，不是走方云遊僧，不是人中一切僧，要皈依旵旵转，巍巍妙玄玄，无尘

无垢，无身无体，半虚空，放一段光明，乃是真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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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连立昌、秦宝琦: 《元明教门》，第 175 页。
李世瑜: 《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四川大学史学系，1948 年，第 16 － 17 页。
《普明古佛遗留灵符真宝经》，王见川、车锡伦、宋军、李世伟、范纯武: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 ( 续编》
第 1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年。
《普静如来钥匙通天宝卷·钥匙佛如来开蕴空妙法第十六》，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普明无为了义如来分第三十六》，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释迦牟尼如来分第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四句妙偈分第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悟修行分第七》，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那么，广大信众如何才能打开天堂地狱之门，达致 “圆顿”境界，实现超凡入圣、自在逍遥?

普静直接交给信众三十六把钥匙———第一把开四句妙偈钥匙、第二把开半句妙偈钥匙、第三把开

天命脉钥匙、第四把开四季天钥匙、第五把开内外五行钥匙、第六把开内外秘诀钥匙、第七把开

悟修行钥匙、第八把开玄妙宝诀钥匙、第九把开妙法宝偈钥匙、第十把开神明宝诀钥匙、第十一

把开细行秘诀钥匙、第十二把开七宝秘诀钥匙、第十三把开知觉秘诀钥匙、第十四把开天地秘诀

钥匙、第十五把开西来妙意钥匙、第十六把开蕴空妙法钥匙、第十七把开修道诸品钥匙、第十八

把开三乘钥匙、第十九把开九品钥匙、第二十把开天华钥匙、第二十一把开地涌金莲钥匙、第二

十二把开神精气钥匙、第二十三把开人根钥匙、第二十四把开神仙钥匙、第二十五把开先天钥

匙、第二十六把开雷音钥匙、第二十七把开元始钥匙、第二十八把开威音钥匙、第二十九把开金

莲钥匙、第三十把开金丹钥匙、第三十一把开虚空宝钥匙、第三十二把开透玲珑钥匙、第三十三

把开玄圆钥匙、第三十四把开百花钥匙、第三十五把开无极钥匙、第三十六把开玄关钥匙①———
教导尘世众生只要掌握这三十六把钥匙，便可以 “上通天堂，下开地狱; 通天堂者，能晓天文;

开地狱者，度知地理”; “天神得转化，狱主尽超生; 众生苦业尽，六道都脱生”。②
普静又以“钥匙佛如来开开无为宝藏库”名义，取出三十六部宝卷———第一部 《四句妙偈

宝卷》、第二部《半句妙偈宝卷》、第三部《天地诸文宝卷》、第四部 《四季宝卷》、第五部 《天

地人内外五行宝卷》、第六部《妙诀宝卷》、第七部 《悟道修行宝卷》、第八部 《玄妙宝卷》、第

九部《妙法宝卷》、第十部 《神明妙诀宝卷》、第十一部 《细行妙诀宝卷》、第十二部 《七宝妙

诀宝卷》、第十三部《临危知觉妙诀宝卷》、第十四部 《天地人妙诀宝卷》、第十五部 《西来妙

意宝卷》、第十六部《蕴空妙法宝卷》、第十七部 《修道诸品宝卷》、第十八部 《三乘宝卷》、第

十九部《九品宝卷》、第二十部 《天华宝卷》、第二十一部 《金莲宝卷》、第二十二部 《神精气

宝卷》、第二十三部《人根宝卷》、第二十四部 《神仙宝卷》、第二十五部 《先天宝卷》、第二十

六部《天文宝卷》、第二十七部《元始灵宝道德宝卷》、第二十八部 《威音宝卷》、第二十九部

《金莲宝卷》、第三十部 《金丹宝卷》、第三十一部 《虚空宝卷》、第三十二部 《玲珑宝卷》、第

三十三部《玄圆宝卷》、第三十四部 《百花宝卷》、第三十五部 《无极宝卷》、第三十六部 《玄

关宝卷》③ ———向信众进行由浅至深的开示，告诫尘世众生只要念诵这三十六部宝卷，便可以使

“诸人明 白，细 细 修 行，天 地 理 性，日 月 光 明”④; “收 元 了 道 进 朝 元，男 女 升 天 蟠 桃 晏

( 宴)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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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三十六把钥匙是由《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三十六分 ( 钥匙佛如来开四句妙偈分第一、钥匙佛如来开半句妙

偈分第二、钥匙佛如来开天命脉分第三、钥匙佛如来开四季天分第四、钥匙佛如来开内外五行分第五、钥

匙佛如来开内外秘诀分第六、钥匙佛如来开悟修行分第七、钥匙佛如来开玄妙宝诀分第八、钥匙佛如来开

妙法宝偈分第九、钥匙佛如来开神明宝诀分第十、钥匙佛如来开细行秘诀分第十一、钥匙佛如来开七宝秘

诀分第十二、钥匙佛如来开知觉秘诀分第十三、钥匙佛如来开天地秘诀分第十四、钥匙佛如来开西来妙意

分第十五、钥匙佛如来开蕴空妙法分第十六、钥匙佛如来开修道诸品分第十七、钥匙佛如来开三乘分第十

八、钥匙佛如来开九品分第十九、钥匙佛如来开天华分第二十、钥匙佛如来开地涌金莲分第二十一、钥匙

佛如来开神精气分第二十二、钥匙佛如来开人根分第二十三、钥匙佛如来开神仙分第二十四、钥匙佛如来

开先天分第二十五、钥匙佛如来开雷音分第二十六、钥匙佛如来开元始分第二十七、钥匙佛如来开威音分

第二十八、钥匙佛如来开金莲分第二十九、钥匙佛如来开金丹分第三十、钥匙佛如来开虚空宝分第三十一、
钥匙佛如来开透玲珑分第三十二、钥匙佛如来开玄圆分第三十三、钥匙佛如来开百花分第三十四、钥匙佛

如来开无极分第三十五、钥匙佛如来开玄关分第三十六) 推衍导出打开天堂地狱之门的三十六把钥匙。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三十六部宝卷，是将《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三十六分，每分作为一部宝卷，围绕着所讲内容，进行阐述。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妙法宝偈分第九》，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内外五行分第五》，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如果说普静以佛教“圆顿”思想提升黄天道教法品位是一种烘托或铺垫的话，那么普静思

想建树的核心，则是在继承黄天道 “三世三佛”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凸显了未来弥勒佛的救世

作用:

过去无极化燃灯，一无文字为佛也，乃为悟而知之; 现在太极化释迦，遗留有文字为之

法也，乃为学而知之; 未来皇极化弥勒，遗留九经八书，为之僧也，乃为生而知之。燃灯

佛，九劫立世无相劫; 释迦佛，十八劫立世庄严劫; 弥勒佛，八十一劫立世星宿劫。过去燃

灯，三气受相; 现在释迦，五气受死; 未来弥勒，十气受返。燃灯佛子，兽面佛心; 释迦佛

子，人面兽心; 弥勒佛子，佛面佛心。过去人寿活三甲，现在人寿活六甲，未来人寿活九

甲。三甲者，寿活千岁; 六甲者，七十者稀; 九甲者，寿活八百一十岁，乃是三返七转九还

之数也。

四嘱咐，善男女，回心向善; 三世佛，轮流转，掌立乾坤。
无极化，燃灯佛，九劫立世; 三叶莲，四字经，丈二金身。
太极化，释迦佛，一十八劫; 五叶莲，六字经，丈六金身。
皇极化，弥勒佛，八十一劫; 九叶莲，十字经，丈八金身。
过三甲，人受相，寿活千岁; 无字经，是一乘，兽面人心。
现六甲，人受死，六十余岁; 有文字，是二乘，人面兽心。
未九甲，人受返，八百一岁; 留九经，并八书，佛面佛心。
三乘法，是弥勒，古佛掌教; 钥匙佛，开天地，诸人知闻。
燃灯佛，掌教是，青阳宝会; 释迦佛，掌红阳，发现乾坤。
弥勒佛，掌白阳，安天立地; 三极佛，化三世，佛法而僧。
三世佛，掌乾坤，轮流转换; 天有老，地有破，人有转生。
燃灯佛，掌教满，风颳天地; 普天下，也无有，一个人行。
释迦佛，教相满，水浊天地; 普天下，黑暗了，混沌乾坤。

弥勒佛，天教满，移山倒海; 混沌世，也无有，地理人伦。①

弥勒古佛，掌教为尊，圣人转化，另换乾坤。
文房四宝，只显儒门，僧道寂灭，不显傍门。
邪师杂祖，一扫无存，普行正道，无为一心。
庄严古佛，妙理无穷，通天彻地，放大光明。
南北丹转，法宝相停，真阳转化，参拜真空。
空王殿内，参拜无生，弥陀宝会，歌舞吹笙。
同欢同乐，常伴清风，寿活八万，辈辈长生。
十炁聚足，紫牟金身，五十四两，重合三斤。

身高丈八，不带微尘，光明随照，一体皆通。②
普静在这里不仅称颂弥勒佛掌管的未来世界是 “同欢同乐，常伴清风，寿活八万，辈辈长生”
的美好境界，而且还公然提出了贬低过去佛、否定现世佛、肯定未来佛的勇敢论断: “燃灯佛

子，兽面佛心; 释迦佛子，人面兽心; 弥勒佛子，佛面佛心”; 又力主 “弥勒古佛，掌教为尊，

圣人转化，另换乾坤。”其中，对现世佛的否定，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否定; 张扬 “弥勒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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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三乘分第十八》，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八。



另换乾坤”，则意味着改天换地，因而使普静这一思想具有浓烈的愤世、叛逆色彩。
“法华”是指佛教《妙法莲华经》，简称 《法华经》。该部佛教经典记载的是释迦牟尼晚年

说教，弘扬的是大乘佛法，旨在明示世人，人类不分贫富贵贱，皆可成佛，并以各大菩萨示现广

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彰显了佛教舍己为人的法华精神。
普静不仅效仿佛教 《妙法莲华经》经名，在自己所撰经卷名称中加上 “法华”二字，如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佛说消灾解厄法华神咒》①，而且将佛教
“法华”思想融入所撰经卷之中，如在《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中，也像《妙法莲华经·从地

涌出品第十五》那样，创造了众多佛菩萨———普明如来佛、普光如来佛、普静如来佛、宝月如

来佛、宝火如来佛、释迦如来佛、燃灯如来佛、弥勒如来佛、称檀如来佛、香光如来佛、清净如

来佛、报化如来佛、琉璃如来佛、毗卢如来佛、药师如来佛，药王如来佛、药白如来佛、多宝如

来佛、定光如来佛、华严如来佛、妙道如来佛、庄严如来佛、善才助世佛、无明了义佛、金刚不

坏佛、常劫不坏佛、光明普照佛、精进如来佛、勇猛如来佛、狮子如来佛、孔雀明王佛、明王如

来佛、无垢如来佛、无暗如来佛、天元如来佛，南无功圣如来佛、万圣如来佛，万化南无如来

佛、无量如来佛、禅光如来佛、圣德如来佛、妙意如来佛、净身如来佛、八宝如来佛、解冤如来

佛、阿难如来佛、消灾如来佛、诸品如来佛、诸尊如来佛、保命如来佛、光明如来佛、楞严如来

佛、严进如来佛、弥陀如来佛、太极如来佛、无极如来佛、皇极如来佛、少极如来佛、老极如来

佛、宁生如来佛、注死如来佛、感应如来佛、清虚如来佛、红阳如来佛、白华如来佛、生然如来

佛、受生如来佛、平等如来佛、收元如来佛、了义如来佛、龙虎如来佛、朱雀如来佛、玄武如来

佛、火光如来佛、眼光如来佛、日光如来佛、月光如来佛、水光如来佛、金光如来佛、明光如来

佛、灯光如来佛、霞光如来佛、云光如来佛、气光如来佛、神光如来佛、精光如来佛、宝光如来

佛、满光如来佛、星光如来佛、净光如来佛、清光如来佛、增光如来佛、长光如来佛、玄光如来

佛、法光如来佛、佛光如来佛、圣光如来佛、多光如来佛、善光如来佛、僧光如来佛、妙光如来

佛、毫光如来佛、旵光如来佛、摄光如来佛、内光如来佛、顶光如来佛、崇光如来佛、百八光如

来佛、楼那菩萨、香山菩萨、鱼蓝菩萨、庄严菩萨、长者菩萨、圣境菩萨、青真菩萨、圣境菩

萨、尊正菩萨、常远菩萨、真官菩萨、圣境菩萨、法王菩萨等，示现尘世，救度众生。② 其中，

普静将其门师普明、普光连同他自己都封为 “如来佛”，并置放众多佛菩萨之首，显现了普静敢

于“超佛越祖”的大无畏精神，而这种 “僭越”儒释道主流意识形态的作法，又体现在他以无

生老母差遣人间的弥勒佛自诩，能够“收元了道”，救度沉沦世间的九十二亿元人，“人人成道，

个个还源”:

古佛③慈悲，对天发下四十八愿，普度九十二亿人缘，遣差七祖下界，普明直指单传，

指透无为正路，口传心印真诀，得了明天大道; 续度普光传经，度就人天百万，返还归圣，

三周说法; 续度普静收元了道，留下十册真经，按合一揽大藏，诸经之母，遗留普静宝卷三

十六分，分分度生，留经一部，句句消灾，行行灭罪，普度一揽大藏，五千四十八会，诸佛

头行，总领九十二亿皈元，圆佛心愿。④

静僧临凡，在俗衣之内，不剃血发，埋转头面，隐了神光，普度在家善男信女，人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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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简称《十经》，《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简称《十忏》，《佛说消灾解厄法华神

咒》简称《十咒》。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古佛，指无生老母。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二。



道，个个还源。①

弥陀发下弘誓愿，因为众生在世间; 观音发下弘誓愿，因为众生未归源; 地藏发下弘誓

愿，因为灵魂受冤愆; 释迦发下弘誓愿，因为四生冤报冤; 燃灯发下弘誓愿，因为九祖未升

天; 弥勒发下弘誓愿，因为先亡罪如山; 普明发下弘誓愿，因为乡失不回还; 普光发下弘誓

愿，因为菩萨恋南闫; 普静发下弘誓愿，因为要度九十二亿全。②
黄天道重视修炼内丹，以冀长生的道教理论，大讲阴阳、日月、宫卦、丹药、铅汞、采补、

调息、性命、长生等道教功夫，通过“昼夜行功”③，兼修性命，达到结丹，一旦丹成，就突破

了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即“还丹一粒，神鬼难知，超凡入圣机; 包天裹地，运转须弥，功

圆行满，体赴瑶池”。④ 这种长生不死的幻境，又被描绘成 “天无圆缺” “人无生死” “无饥无

饿”“无染无污”，“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⑤，其终极目标是为了脱离凡尘，回归

家乡，去见无生老母，享受家乡的无穷快乐。
普静继承、发扬了黄天道修炼内丹传统，极力向信众传授内丹修炼方法。现以普静演述修炼

“天地人七宝”为例，领略一下他的内丹修炼说教:

先说精神、气、血、脑、髓、心、肾，乃为天地人七宝。富国安民，精气血满而成者，

七宝相凑。精是水银，气是美玉，血是黄金，脑是灵砂，髓是水晶，肾是砗磲，心是珊瑚，

此七宝归身，精神气不错，结成大丹，如鸡抱卵。气是精之母，神是气之子，能无难乎? 妙

哉! 玄之又玄，一心内守，调息绵绵，微微轻出，似有如无，莫要间断，自然心火下降，肾

水上升，口内津自生，灵真赴体，自步长生之路。十二时中常清净，灵台无物为之清，一念

不起为之净。神是气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则神行，神行则气散，意住则神住，神住则气

聚，五行真气，结成刀圭，自然身中有神，行走坐卧常现身，体神如风之行，肠内如雷之

鸣，冲和气，透目剑，刀圭听仙音，如该之曲，不抚而自声，不鼓而自鸣，神自语言，男子

怀孕，外观内境，虚无之气，诸众人观明。言之无尽，后有四句开头，众生听佛偈曰: 男怀

孕几人明，诸人不晓无下功; 七宝炼成真佛子，丹如明镜腹内明。⑥
与普明、普光反对“只求有相的有为之法”，如念经垒忏、修庙建塔等不同，普静则广行道场，

特别重视以为众生忏悔的他力救赎方式，解脱迷离尘世的芸芸众生。为此，他撰写了 《普静如

来钥匙真经宝忏》《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等经忏。
在《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中，普静开列了清净无为宝忏、清净妙道真经宝忏、作善因

功宝忏、法华真经宝忏、造恶十八狱宝忏、二十四难宝忏、忏悔生宝忏、一切众生诸杂罪宝忏、
解除水厄宝忏、诸品宝忏、土王宝忏、超拔亡灵宝忏、祭谢诸神宝忏等，演述忏悔对象与忏悔方

法，其终极目的则是: “忏悔一十八层狱，一切众生早超升; 解了从前诸过恶，九祖先亡出幽

冥。十类孤魂升天早，诸鬼都得尽转生; 地藏十王还本位，地狱化做九莲宫。”⑦ “忏尽众生诸

恶业，悔断四生六道根。除却十种诸杂病，扫荡妖风鬼不侵。却去灵神诸鬼难，追了魔怪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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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卷十，坎中佛解郝转王第七十四劫。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释迦牟尼如来分第一》，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宝光如来分第三》，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离垢如来分第十二》，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七宝秘诀分第十二》，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卷一，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1 辑第 4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门。谴净一切凶祸事，年月日时尽亨通。”①

在《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中，普静进一步列举了人生一世诸般罪孽: “人有十罪、百

罪、千罪、万罪、万万罪、累劫罪、累辈人生一世，或修或恶，或未修未恶，已知觉，知未觉，

已发觉，未发觉，众生无所罪苦，若职分者，当为俱有罪，数眼看罪，耳听有罪，鼻闻有罪，舌

动有罪，开口有罪，气冲有罪，身行有罪，手拿有罪，脚挪有罪，出门有罪，秽污有罪，睡卧有

罪，赤身有罪，露体有罪，磠头有罪，赤脚有罪，言多有罪，杀生有罪，奸盗有罪，邪淫有罪，

嫉妒有罪，狂言有罪，奸贪有罪，虚舌有罪，啜哄有罪，瞒心有罪，昧己有罪，奸诈有罪，诓设

院长，偷盗有罪，杀人有罪，放火有罪，开斋有罪，破戒有罪，饮酒有罪，吃肉有罪，抛米有

罪，作面有罪，挽砂有罪，伴水有罪，大斗有罪，小称有罪，广有一切诸罪，无尽亿之罪，请佛

忏悔。”② 其忏悔仪式，则是举行“一昼夜水陆大会，忏悔十重恶业。普静如来慈悲万类，一切

天人鬼畜，闻经升天，解脱前世冤愆，善男信女闻经，广生佛界，与如来齐肩，不分大小，一眷

瞻仰，一佛如来，是本无二字。”③ 如此，众生便可以 “广生佛界，与如来齐肩”，真可谓愿景

至极了。
综上所述，普静在继承黄天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汲取佛教“圆顿”思想和 “法华”思想，

建构起一套黄天道圆顿教思想体系，这就是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弥勒佛为信仰核心，以救

度九十二亿元人为终极追求，又注重向信众传授内丹修炼功夫，并届时举办忏悔道场，藉此安顿

民众信仰生活，抚慰民众痛苦心灵。

三、普静的深远影响

普静的出现，在黄天道内部引起强烈反响。
清康熙六年 ( 1667) ，黄天道门徒郭姓、裴姓、王姓、田姓④在他们撰写的 《太阳开天立极

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中，公开推崇普静是接续普明、普光之后的黄天道教主，将普静纳入他们

编制的黄天道教主“三普”道统之中: “说三普者，普明、普光、普静。三普者，昼夜常明，普

照大神洲，度化群迷，诸佛万祖都在光中所现，此乃万神灵宝聚会之乡”⑤，称颂普静与普明、
普光一样，都是“亿化诸佛归一”的现身佛和救世主。

与此同时，普静的迅速崛起，还得到万全李氏世袭传教家族的认可与称颂。普明次女普照在

其留下的《普照银沙海中取心经》中，将普静视为普明、普光传人: “普明如来，化现二祖，普

光一尊，天法圆通，太默观真，天一观心，一佛一法，后有一僧，遗留普静，收元了道。”⑥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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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普静如来钥匙真经宝忏》卷四，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1 辑第 4 册。
《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序》。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太阳化诸佛如来归一品第三十六》云: “太阳老祖出身偈，虎眼禅师亲

授持; 直指单传称夫子，前法会卷谨遵依; 享邑非衣皆欢喜，何人转卷透天机; 干一十口门中后，付东一

土木童儿; 丙申代笔四恩卷，现出燕南一宝珠; 卞和三进濮 ( 璞) 中玉，君王断背十分悲; 上天不负男儿

志，出身宝卷代天题; 幸际康熙真明主，丁未孟春上元期。”该段经文先以拆字法透露作者，又以干支纪年

告知写作年代。经文中所说的“享邑”为郭姓，“非衣”为裴姓，“干一”为王姓，“十口”为田姓。由此

可知，该部宝卷先是郭姓、裴姓两位黄天道门徒从虎眼禅师李宾那里受持，然后由王姓、田姓两位黄天道

门徒“转卷”，从“丙申”即清顺治十三年 ( 1656) 开始“代笔”撰写，直到丁未即康熙六年 ( 1667) 完

成，经历了十一年。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太阳化三普如来归一品第三十五》，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宋军: 《新发现黄天道宝卷经眼录》，《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 6 期，兰台出版社，2003 年，第 141 页。



照去世后，其女普贤为了标榜自己，更改其母之意，在其留下的 《朝阳遗留三佛脚册唱经偈卷》
中，将普静与她视为并肩教主: “普明佛，他降生，朝阳化现; 普光佛，发经文，接法相连。七

真佛，暗九祖，收元了道; 普贤佛，他掌管，三教合同。三藏经，暗造下，单等开道; 普静佛，

总收元，了道皈宫。”① 但是，不管怎么说，普静在黄天道中肩负 “总收元”的至上地位，已坚

固如磐，不可动摇。
随着普静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民间宗教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展，明末清初著名民间宗教家

弓长②被普静的思想精神所吸引，主动与普静交友，并积极投入普静建构黄天道圆顿教思想活动

中。对此，普静曾在其所撰经卷中留下了他们交流互鉴、愉快合作的信息: “张先生，他与俺，

为媒作证; 展宝卷，逼邪魔，通精三乘。”③ “留下真大道，末后真对真; 收元并了义，长弓作

证明。”④ 作为普静思想对弓长影响至深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在普静 “归宫”二十二年之后，即

天启四年 ( 1624) ，弓长自创教派时，其教名内蕴一半是继承其师祖王森，一半则是源自普静，

将其教派命名“大乘天真圆顿教”，乃至在他与弟子木人⑤为明末清初民间宗教世界出现的著名

教派与其祖师建立排名榜时，不仅不提黄天道创立者普明与其妻普光，而且将普静排名列在其师

祖王森之前:

老君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李老君，领弟子，皈依佛门。
达摩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达摩祖，领失乡，龙华相逢。
宏阳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飘高祖，领门人，皈依佛门。
净空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净空僧，领贤良，龙华相逢。
无为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四维祖，领贫儿，皈依佛门。
西大乘，立法门，度下儿女; 吕菩萨，领乡儿，龙华相逢。
黄天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普静祖，领皇胎，皈依佛门。
龙天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米菩萨，领徒众，龙华相逢。
南无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孙祖师，领原人，皈依佛门。
南阳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南阳母，领道人，龙华相逢。
悟明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悟明祖，领会首，皈依佛门。
金山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悲相祖，领师乘，龙华相逢。
顿悟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顿悟祖，领前人，皈依佛门。
金禅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金禅祖，领头行，龙华相逢。
还源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还源祖，领大众，皈依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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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 《新发现黄天道宝卷经眼录》，《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 6 期，第 140 页。
据笔者考证研究，在明末民间宗教世界，只有一个弓长，即创立大乘天真圆顿教的弓长。弓长，即“张”
字拆写，名海量，又号天然子，法名普运，道号无双。明末北直顺天府霸州桑园里大宝庄人。万历初期，

弓长曾与王元明拜还源为师，修习还源教，后到滦州石佛口取经，成为东大乘教主王森三传弟子，王森自

称法王石佛，弓长则自诩古佛天真临凡转化，于天启四年 ( 1624) 创立大乘天真圆顿教。弓长年纪比普静

略小，在与普静的思想交往互鉴中，得到普静高度评价和倾心欣赏，被普静尊为“张先生”。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七宝秘诀分第十二》，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2 册。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十。
木人，又称目人，即李某。明末北直隶潞陵庄人。家境贫寒。崇祯十五年 ( 1642) ，参拜大乘天真圆顿教创

始人弓长，“亲蒙受偈”，成为弓长得意门徒。清顺治五年 ( 1648) ，“明心见性”，开始将其师弓长演述的

教义精蕴整理成 三 部 宝 卷。顺 治 九 年 ( 1652 ) ，写 成 《古 佛 天 真 考 证 龙 华 宝 经》四 卷; 顺 治 十 一 年

( 1654) ，写成《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四卷; 顺治十六年 ( 1659 ) ，写成《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四

卷。原稿均经弓长校订，陆续刊行，后世称其为“李祖三部经”。木人还写过《净土涅槃还乡宝卷》《三教

收圆宝卷》《万法皈一宝卷》，但由于“法未兴隆，缺少助养”，因此未能刊行。



大乘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石佛祖，领知识，龙华相逢。
圆顿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普善祖，领护法，皈依佛门。

收源教，立法门，度下儿女; 收源祖，领善人，龙华相逢。①
在上述十八个教派、十八名祖师中，普静位列第七，石佛即王森则位列十六。

后来，弓长师徒又重新为当时民间宗教重要教派与其祖师建立排名榜，将其师祖石佛飙升九

大祖师榜首，普静则跃居第三:

有法王石佛下生投东，落在无影山前石佛域中，影 ( 隐) 姓埋名，暗钓贤良，能使木

人开山显教，留下一千二百部圣灵宝经，设下大乘圆顿佛门，末后一着，普度大地俗家，念

佛出苦，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
有圆通教主、观音老母，下生临东，落在陕西西安府王寿村，化现吕皇圣祖，能使木人

开山显教，留下普度新生宝卷，设下圆顿大乘法门，普度乡儿，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

愿也。
有普静老祖，在顺圣县里，留一百八部经卷，立皇天法门，度化善人，念佛出苦，同赴

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有漂 ( 飘) 高祖，广府人氏，留十部经忏，设弘阳法门，教化贤

良，念佛出苦，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
有金山老祖，在牢山修行，留八部十二册经教，设金山法门，度脱善人，念佛出苦，同

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有还源祖，入盘山修行，留六部六册经卷，设还源法门，化度元

人，念佛出苦，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
有净空老祖，在粮木署出家，留五部六册经，立净空法门，度化善人，念佛出苦，同赴

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有四维罗祖，在石匣域明心，留五部六册经教，设无为法门，劝化

人天，念佛出苦，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
有弓长老祖，在草桥关悟性，留龙华经一部四册，设大乘圆顿宗门，菩萨大地善人，念

佛出苦，末后一着，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②
普静的深远影响，还展现在黄天道圆顿教在江南衍生的长生教，其创始人为浙江衢州府西安

县人汪长生。
汪长生，小名和尚，法名普善，道号长生。生于万历三十二年 ( 1604 ) 。③ 万历末、天启

初，加入南传无为教灵山正派，在教主姚文宇手下充当 “清虚”即副教主。天启七年 ( 1627) ，

由于他“众广心高”，前往江西龙虎山“与天师会道”，“天师不能及”，“以显法十二部付与汪

长生”。④ 从此，汪长生与姚文宇分道扬镳，改宗刚刚传入江南的黄天道圆顿教⑤，并据此创立

长生教。崇祯十三年 ( 1640) ⑥，汪长生去世后，被其信众尊为黄天道 “十祖”。不过，其传承

谱系又有一变: “儒教原续俗教根，儒俗原来共一门。周立三教分枝派，到今还是服内人。迦叶

光化为老君，直隶凤阳圣地明。护明光化为悉达，梵王国内又降生。儒童光化为夫子，山东兖州

圣教行。喜舍慈悲为第一，大悲大愿至圣人。千变万化无其数，慈性常化度众生。中一心法来行

世，望你人人转西林。第二光化庄子仙，弃官学道化众人。第三光化老唐僧，西天取经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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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古佛天真龙华考证宝经·天真收圆品第二十三》，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3 册。
《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序》，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2 辑第 14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皇极九莲儒童临凡宝卷》，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3 辑第 30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三祖行脚因由宝卷·庆元三复》，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6 册。
《皇极九莲儒童临凡宝卷》下卷云: “你今既得黄天道，莫负传你出世恩; 假若造罪如山岳，不须妙法转一

巡。”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3 辑第 30 册。
《皇极九莲儒童临凡宝卷》，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第 3 辑第 30 册。



第四光化罗什僧，吞鍼显圣吐经文。第五光化傅大士，济苦救贫得飞升。第六光化定光佛，煅炼

金丹方为真。第七光化李普明，广度人缘续人伦。第八光化王普光，隆庆三年法说明。第九光化

郑普静，万历十二吐经文。第十光化汪普善，又化儒教学长生。”① 即儒童佛为初祖、庄子仙为

二祖、老唐僧为三祖、罗什僧为四祖、傅大士为五祖、定光佛为六祖、李普明为七祖、王普光为

八祖、郑普静为九祖、汪普善为十祖。
黄天道“十祖”普善的创教传徒事迹以及在明末民间宗教世界的影响，也引起了弓长师徒

的关注与肯定。在上引经文中，他们将普善视为 “圆顿教”祖师，作为当时十八祖师之一，位

列第十七: “圆顿教，设宗门，度下儿女; 普善祖，领护法，皈依佛门。”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长生教在明末尚未遭到官府查禁，因而 “从者颇众，斋堂添建至

数百间，田亩亦多。”② 但是，入清以后，经过雍正五年 ( 1727) 、乾隆三十一年 ( 1766) 、乾隆

三十三年 ( 1768) 当局多次查办③，传播了一个多世纪的长生教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道光年间，长生教被江西龙南县人陈众喜再度复兴。道光二十九年 ( 1849 ) 仲夏五月，陈

众喜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自己的悟道经历与传教经验写成一部传世之作——— 《众喜粗言宝

卷》。④ 该部宝卷囊括了上自儒、释、道三教，下至民间各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治病药方的

全部内容，堪称那个时代下层民众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
黄天道圆顿教除在华北、江南流传外，还传入西北地区。2019 年秋季，笔者在甘肃从事田

野调查时，发现有数十部民间宗教经卷保藏在乡民手中。其中，属于黄天道圆顿教经卷有十四

部，即《普静如来钥匙宝卷》《普静如来钥匙焰口真经》《普静钥匙如来谢土真经宝忏》《佛说

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八十一劫法华宝忏》《佛说消灾解厄法华神咒》《佛说古仙传留受戒

真经》《佛说三元赦罪三宝焰口施食真经》《弥陀消灾解厄救苦真经》《南无太上皇极妙道真经》
《太上洞玄灵宝召亡淋浴渡桥科仪经》《太上皇极妙道真经》《太上说十王拔罪宝忏》《天龙八部

宝卷》。这些黄天道圆顿教经卷，至今仍有传人在甘肃乡村社会宣讲，继续发挥着规范乡民伦理

道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劝人学好、扬善惩恶的教化作用。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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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众喜粗言宝卷》卷五，续化儒门九九，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 6 册。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史料旬刊》第 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343 页。
同上，第 183 － 184 页。
《众喜粗言宝卷》五卷，清道光三十年 ( 1850 ) ，尚德斋刊行。此后，又有光绪六年 ( 1880 ) 玛瑙经房刊

本、光绪二十五年 ( 1899) 普善堂刊本、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高丽寺刊本; 到了民国时期，又有民国十

三年 ( 1924) 杭城三元坊弘文印书局刊本、民国十七年 ( 1928) 黄岩普利堂刊本、民国十八年 ( 1929) 尚

德斋主人重刊本等，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