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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紫气丹霞》前言
■赵顺龙
起源于遥远年代的传统文化，有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有些来自于改造自然的实践，有些来自于神秘
的原始宗教仪式，有些来自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方式。对天、天命、天的意义的崇信，对自然规律的
虔诚遵奉，决定了中国文化必然形成突出的天人合一文化观念。
过去人们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只重儒家文化而轻视佛、道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认为道士只会
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别无思想可言。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虽然道教文化有不少糟粕，但
也有相当的精华部分。客观地对其加以分析鉴别，去芜存精，还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文化养料的。
道教为了生存和发展，曾广泛调动诸如散文、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手段
，以宣扬教义，展现道士生活和教务活动，因此逐渐形成道教文化艺术。就其总体水平而言，其某些
领域的艺术深度和感染力不如纯文艺，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有新的开拓，使某些艺术主题得到深化，为
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在道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信仰精神和宗教实践纳百川而形
成。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形容道教的宗教实践“杂而多端”，就是因为道教的宗教主题，信仰
与教义，在各种不同的实践中具体的反映出来，甚至进一步渗透在传统文化各个领域不同层面之中，
如道教的教义与哲学思想、道教的医学与养生实践、节庆活动与道教科仪、道教的善业与社会关怀等
，构成道教传统在中华文化中特有的吸引力。
北宋时在白石山玉虹洞修炼的李少和，不仅其地特具道相，称道士岩，其道学精神也独具人格魅力；
当其事闻于朝，受到皇帝的三次召见。至王十朋状元赞其“岩与仙风两并高”。
另一方面从乡村庙宇和民间科仪唱词看，移民前后时期出现的本土俗神体系，随着族群融合不断演进
，有许多依然是民间信仰的核心，且有多元化的迹象，如杨府爷信仰，既是水神、财神，又是保护神
的多重身份，民间信仰中的地方神的造神运动，不仅依赖于传说，历史性又使其对神的追溯中，根据
生活的需要和心里的愿望塑造和丰富神的形象。由福建移民带来的陈十四信仰，更是通过大词《灵经
大传》，在民间形成家喻户晓的情境。及至明代“二龙三法师”的出现，其延续的神形象，无不说明
造神运动的多元化痕迹。在千百代的承传和积淀中，道教文化形成了一个民俗事象的汪洋大海，于是
它必定影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式，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它启示着人们的文
化创造，外化为独具风格的民族行为方式。其作用如此之大，使中国历代于集体无意识中便十分注重
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学子追求最高学术境界。唯其如此，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不可不首先研究这几分离奇、几分神秘，同时又有几分理性的“天人关系”，而其理想的切
入点，自然要属“天人合一”的命题。它就好比是纲，纲举才能目张。顺着“天人合一”的思路分析
开去，许多传统文化的疑团便浑然冰释，迎刃而解了。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间风俗习惯的联系尤为紧密，从而成为了解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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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诗词学会副会长、乐清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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