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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号考

自古以来
,

学道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 一

为己
,

一为世
。

而郑观应学习道术
,

不仅为求健身

长寿
,

而且想藉此拯救苍生
。

郑观应这一思想
,

经

常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
。

例如 : “

为救灾黎且学

仙
”

( (七十生 日书怀》 )
, “

全凭法剑靖烽烟
”

( 《狂

吟 ) ) ;
“

但得神丹坚骨髓
,

愿挥慧剑扫尘氛
”

( (将至

渝城有感 ) ) ;
“

欲求点铁成金术
,

普救灾黎四海清
”

(《敬步吕祖师呈钟离祖师原韵) )
。

郑观应晚年曾先后得到三位道教祖师的赐号
,

而且在诗中留下了纪录
。

一号
“

虚空
” 。

此为吕纯阳祖师所赐
。

郑观应

在《读吕祖寄白龙洞刘道人歌感作与同志并序 ) 的

诗序中写道 :

吕祖集中有寄白龙洞燕相刘海蟾道人歌
,

言誉

意赅
,

诚度人之衣钵
。

虚 空 闻道 有年
,

日 当捧诵 以

个身心
,

谨次原韵和之
。

诗序中
“

虚空
”

后有郑观应的自注 : “

吕祖师赐

名虚空
” 。

可知
“

虚空
”

之名为吕祖师所赐
。

二号
“

通济
” 。

此为张三丰祖师所赐
。

郑观应

在庚申年四月廿五
、

廿六 日 (即 1 92 0 年 10 月 6
、

7

日)连续作诗以记
。

他在第一首 (道院感怀敬呈张

三丰祖师》写道 : “

通济底事学长生
,

欲行五愿对天

鸣
。 ” “

何年得副名通济
,

尚盼恩施赐详细
。 ”

诗中首

句
“

通济
”

后有郑观应的自注 : “

张祖师赐名通济
” 。

在翌 日的第二首 (张三丰祖师赐和有感益韵敬答 )

中
,

郑观应又写道 :

昨承踢我名通济
,

神通普济事柞细
。

能令万 国资成宁
,

天下穷民得生计
。

句中既表明张三丰祖师昨踢道号
“

通济
” ,

且意

含
“

神通普济
” ,

目的是为了
“

万国皆咸宁
” 、 “

穷民得

生计
” 。

这正符合郑观应济世的宗旨
。

三号
“

一济
” 。

此为陈抱一祖师所赐
。

郑观应

在 《陈抱一祖师与陈履白真人度式一子赋诗纪之并

述近怀》提及
“

一济敬寿大慈悲
” ,

并在
“

一济
”

后 自

注 : “

陈祖师赐名一济
” 。

可知
“

一济
”

道号为陈抱一

祖师所赐
。

郑观应在该诗忆述昔 日行止
,

如
“

护法

求真曾变产
,

急公好义倾囊资
”

;
“

级刊诗书数万卷
,

借此救世醒迷痴
” , “

两捐巨款筹公学
,

栽培后进与

贫儿
”

;藉此表明
“

云游四海拯疮皮
”

的宏愿
。

这三个道号
,

郑观应使用最多的是
“

一济
” 。

例

如
,

在《致扬州万雯轩先生书 )
、

《上吕纯阳祖师
、

陈

抱一祖师
、

张三丰祖师 )
、

(上孚佑帝君通明教主表

文 )及连续三篇 (上吕纯阳祖师
、

陈抱一祖师
、

张三

丰祖师
、

何合藏祖师察》
,

先后使用
“

一济
”

道号达

22 次
,

并对时局表示深切的优虑
。

其中 (上 吕纯阳

祖师
、

陈抱一祖师
、

张三丰祖师》有云 :

窃闻欧战 虽停
,

内仁未 已
,

中原逐鹿
,

南北分

肥
,

众虎环伺
,

各 逞 其并吞 刻据之谋
。

政府失 权
,

军
、

党只争私人之利
。

时局如斯
,

分裂不远
.

所谓危

急存亡之秋
、

三期浩劫将临之 日乎 ? 一济等同处漏

舟
,

欲挽此劫
,

非得内圣 外王之才如 轩株
、

太公者
,

固未能平治今之天下也
。

… …

在信中
,

郑观应还请求祖师
,

让他创建
“

修真

院
” ,

以培养
“

真人材
” :

如蒙萦准
,

一济等当集资创办
,

选合格者入院
,

认真潜修
,

伴人材 日出
,

挽救五洲大劫
,

而大 同之世

可望失
。 “ “

` ’

郑观应希望通过道术而度人济世
,

达至五洲大

同的愿望
,

又一次在信中表露无遗
。

可惜
, “

以道济

尹才牙君 Z只引夕产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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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的良好愿望始终是一枕春梦而 已 !

由于郑观应生前很少使用这些道号
,

相信知此

者亦甚少
。

故郑观应的道号
,

从未见有文章介绍

过
。

在有收录
“

郑观应
”

一名的众多辞书中
,

亦未见

介绍
。

甚至连研究郑观应最详备的《郑观应传》也

同样没有提及
。

然而
, “

虚空
” 、 “

通济
” 、 ` ’

一济
”

这三

个道号
,

毕竟是郑观应曾经拥有过
,

而且使用过
。

故应补此一笔
。

学道始年考

郑观应一生学道不辍
。

其学道始于何年? 据

现存资料
,

并未见 确指的具体年份 ; 然据郑氏传世

的文字资料
,

或可追溯出一个大概的年份
。

《盛世危言后编》卷一
“

道术
”

有十多处提及学

道的年期
,

其中有约数
,

也有整数
。

例如 : “

待鹤 自

幼好道
,

博览丹经 … …
”

; ( 《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

人疏文》 )
“

窃念童年访道
,

于兹 四十余载 … …
”

;

( 《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
、

星加坡何君善

园》 )
“

余少好道
,

… … 于兹 四十余载 ;
”

( 《道 法纪

纲 》 )
“

弟虽访道四十余年 … …
”

; ( 《覆苏州刘君傅林

书 ) )
“

观应自童访道以来
,

于兹五十载
·

一
”

; ( 《重

刊 <古书隐楼藏书>序 ) )
“

待鹤求道 已五十年
,

凡有

道之士靡不执蛰求教
,

指示迷津 ; 凡有善举无不尽

力倡助
,

冀消魔障 ;
”

(( 上张三丰祖师疏文》 )
“

官应

夙慕神仙事业
,

曾读南派
、

北派
、

东派祖师丹经数十

种
,

遍求丹诀 已五十余年 ;
”

( (致刘和毅真人书》 )
“

观应枕犷丹经五十余载矣
。 ”

( 《重刻 <陈注关尹子

篇 >序 ) )
“

兄夙抱成仙救世之苦志
,

遍处求师访道
,

于兹五十余年
。 ”

( 《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

潮 》 )

以上提到 的
“

少
” 、 “

童
” 、 “

自幼
” 、 “

童年
”

均属泛

指
, “

少
”

至何时
, “

幼
”

及何年
,

均不可考
。

至于文内

的
“

四 十余年 (载 )
” 、 “

五十年 (载 )
” 、 “

五十余年

(载 )
” ,

均由于所引之文未有确实之系年
,

故无法由

此推断出郑氏学道之始年
。

幸好下列的三文一诗

尚能透露出著述年份
,

故 可能进而推知学道之始

年
。

一是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

开

篇首句云 : “

窃官应童年好道
,

于兹五十余载… …
” ,

文题下有
“
了

一

已年元旦 七张三丰祖师表同
”

字样
,

可

知此表文写 于
“

丁 巴年元旦
” 。

丁
一

巳年即 1 9 17 年
,

郑观应是年 76 岁
,

往
_

上推
“

五十余载
” ,

其学道始年最迟也不会超过 26 岁
。

二是《致张静生道友书o) 该书第二段首句云 :

“

弟求道五十余年… …
” ,

书中内文有
“

自顾行年七

十有六
” ,

故知此书写 于郑氏 76 岁时
,

其推算之学

道始年与上同
。

三是 《(还丹下手秘旨)序)
。

开篇首句为
“

观应

慕道已六十年矣
· ,

…
” ,

内文提到
“

今已年将八秩
” ,

“

八秩
”

即 80
。

可知此文写于年将八十之时
。

上推
“

六十年
” ,

则学道始年不迟于 20 岁
。

四是 (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

志感》
。

诗 中首二句云 : “

行世 七十八
,

求道六十

年
。 ”

诗题的
“

一济
”

是郑观应的道号
。

郑氏是年 78

岁
,

上推 6 0 年
,

即 18 岁为学道之始年
。

以上四则诗文所推算出来的三个学道始年分

别是 :不超过 26 岁
、

不迟于 20 岁
、

18 岁
。

而夏东

元教授在《郑观应年谱简编》中则将郑氏学道始年

系于 1 6 岁
。

究竟哪一年较为真确呢 ?

诚然
,

郑氏所提及的学道时间
,

多为晚年时的

忆述
,

且时间也并不一致
,

或泛指
,

或虚指
,

或约数
,

极少是确数的
。

可见在郑氏的心目中
,

求道始年也

只是一个模糊的约数而已
。

为求比较真确的学道始年
,

笔者试图将考证的

范围稍加扩阔
,

拟从如下两个方面再作进一步的探

讨
。

一是从学道的地点去探讨
。

郑观应 17 岁前住

在他的出生地香山雍陌
,

17 岁在香 山应童子试不

第
,

乃奉父命前往上海学贾
,

开始独立谋生
。

按夏

东元教授的系年
,

郑氏 16 岁时在香山雍陌开始学

道
。

但据郑观应在 78 岁时撰写的 (感赋七律八章

藉徽身世》之三所云 : “

寄迹 申江六十秋
,

寻真访道

遍遨游
。 ”

则可知他
“

寄迹申江 (上海 )’
’

时才开始
“

寻

真访道
” ,

至 78 岁时已有 60 秋了
。

这正 好验证了

他到了上海的第二年才开始学道
。

二是从学道的诱因去探讨
。

郑氏在 《吕纯阳
、

张三丰两祖师 <仙迹诗选 )序》中提及他早年学道的

诱因 : “

官应弱冠时樱疾病
,

自念
`

人为万物之灵
,

岂

有寿不如龟鹤
’ ,

锐志求道
,

凡三教经诗
、

诸子百家
、

占 卜术数之学
,

靡不研究
。 ”

此语既说明了郑氏初因

多病而学道
,

再由济己兼而济人
、

济世几又表明了他

学道是在
“

弱冠
”

之年
。

弱冠
,

即男子 20 岁之别称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的学道始年应不迟于 18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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