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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
，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
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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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游建西(1955～)，贵州贵阳人。1982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现
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历史部、国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道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已有相
关论文数篇发表，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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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讨论第八章  老庄养生哲学之议  一、关于《老子》、《庄子》养生方面的主要思想  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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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源流与传承讨论  一、内丹学述源  二、有关道教南北宗内丹学的讨论  三、有关道教“中东西”三派
内丹学之讨论第十一章  道家道教内外景与物自身    ——议牟宗三物自身观点的是与不是  一、普通意
义之内外景与物自身  二、经典意义之内外景与物自身  三、老庄意义之内外景与物自身第十二章  道家
道教与医学  一、道家医疗、医学的类型  二、道家医学所持重的思想理论第十三章  道家道教与文字传
播  一、体道对文字的特殊解释  二、符与符字、箓的创造  三、字的艺术  四、对道家偏好文字的分析
第十四章  道家洞天福地与中华山水文化  一、历史上关于山岳的重要观点  二、中华山水文化第十五章
 中国近代化转型期道家实业型人物研究    ——论郑观应道家思想传统性与近代性的二重结合  一、有
积极生命力的传统道术观  二、有近代科技特色的修积外功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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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宋代崇道仿唐之议    说宋代崇信道教，主要是指北宋崇信道教。而对北宋崇道有学者认为是
仿唐朝，不过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为道教到了宋代，成为非常成熟和正规的高级宗教，宋代自然继承
其文化价值和文化惯例。二为学习唐朝和继承唐朝的作法。所以仿唐的话题颇有研究价值。唐代是为
一贵族统治的王朝，而宋代则为庶民起家统治的王朝，二个朝代差别甚大。《宋史·赵普传》反映了
出身贫贱的宋太祖与赵普的交往经历，当宋太组拥有天下后，赵普多次嘲讽宋太祖身居草莽时的陋习
。原文日：“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不足者言之。”这个故事准确地反映
了宋王室的出身。因宋室产生于庶民，所以他有必要向贵族政权的唐王朝学习。如果这个分析正确，
正好说明宋代仿唐代信奉道教似有依据。本文这里说宋代仿唐朝崇信道教，主要是指北宋，特此说明
。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繁荣、最可让中国人骄傲的朝
代，这些成就自然会成为后来朝代学习之楷模。不过道教自身的力量和发展也是不可低估的，正由于
道教文化的优秀性，才会有唐王朝的兴盛，这是反推过来看道教文化所得到的认识。如此，宋王朝仿
唐当然可称之为明智之举。人类发展史的许多个案告诉我们，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
，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和文化作为其思想文化基础，是不可以作试验的，一但选错，就是民族灾难和文
化灾难。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经过三百余年统治的宋朝，在仿唐上基本成功。《宋史·艺文志》中记
载：“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论三代，然其时君汲汲
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轻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于周
之文哉!”这段总结，可以看到宋仿唐的效果，所谓“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这是
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文明之世。当然，这段话将宋比较夏商周，尤其是比周朝之文，有过溢之处。但依
然可以让人看到宋朝的文治成就，无怪乎后来之世总是唐宋并称，其道理在此。这样，关于宋仿唐著
者认为至少有几点重要内容是可以总结的。    一是唐代的自身的发展，已经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发展
都想学习的楷模，自然成为其他后来朝代追仿的榜样。这种榜样，不单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乃是各个
方面都值得效仿。这里的问题不是谁仿谁的问题，而是能否仿得了的问题；二是道教发展到了宋代，
已经是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和文化思想力量，重视它和利用好它就可以轻车熟路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服
务；三是宋代开创者都是一些早就喜欢黄老学术的政治家，很自然就会选择道教为他们开创的国家服
务；四是宋代仿唐不是简单地拉一个高级宗教为自己服务，而是将道教学术和道教法术用于神化政权
，内中之哲学思想值得讨论和研究。    前三点比较容易理解，第四点需要设身处地思考才可以理解。
因为，古人并不愚蠢，一个时期所推行的一种策略，必定有当时的理由和考虑。再因为，北宋神化政
权，是要国家和民众相信国家的神圣政权和道教神权。否则，无法神化。构成神权的内容，应该包括
道教经典，道教法术，道教文化艺术等等具体的内容。从文化的角度可以一竿子泛泛理解，不加深究
。但是仔细分析，就有难于说服人的内容。如所谓道教法术，这些内容几乎无法在学理上加以印证，
从唯物论的角度看就是可批判之迷信。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似乎可以笼统地看作有宗教学研究意义上的
内容。设身处地思考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是迷信的内容，在当时完全就是正常的，是不值得大
惊小怪的。法术的活动一直同所谓的鬼神活动有关。中国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到所谓夏商周老三代，就发现有鬼神的思想，换句话说早就有了鬼神信仰，按现代说是迷信思想也
可以。但是认真想一下，刻意说“迷信”二字似有不妥，这种思想有数千年之久，在历史上已经成为
正常的文化现象。迷信二字在今天看来，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具有很强意识形态意味
的名词，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自己的神话和鬼神传说，
必然缺少神圣性和尊贵性。因为，绝大多数鬼神信仰都是祖宗信仰和祖宗崇拜。这些崇拜直接同民族
自尊联系在一起。    宋代仿唐朝崇信道教，说起来北宋历代帝王都崇道，有167年的时间。但从有典型
意义这个角度总结，主要体现在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和宋高宗、宋理宗时期。前四位为
北宋皇帝，后两位宋高宗和宋理宗为南宋皇帝。宋王朝，即北宋南宋统治时期约为三百余年(960
一1279年)。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5年(960—976年)；宋太宗赵匡义在位20年(977一-997年)；宋真宗赵恒
在位24年(998一1022年)；宋徽宗赵佶在位24年(1101—1125年)；宋高宗赵构在位35年(1127—1162)；宋
理宗赵昀在位39年(1225—1264年)。六位宋室皇帝在位加起来的时间共计157年。宋王朝共319年的天下
，其中157年的时间是有典型意义的崇信道教时间，即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时间对道教文化非常重视。
当然，就是这样的时间中，情况亦不尽一样，有的帝王在崇道上是早期平静，后期高热。有的是中期
高热，两头相对平静。这种状况本文一笔代过，以为忽略不计。宋理宗是儒道并重，所以对宋理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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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观一点的说法是双崇，既崇儒又崇道。而其他宋室皇帝，或因祖制照习惯而为，亦可以忽略不论
，至于说南宋因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获，曾有一段插花式的时间冷遇道教也当忽略不计。高宗继承崇道
传统虽无重大举措，但是在南渡以后的艰难时节中，依然崇道，实属难得。至理宗传播《太上感应篇
》又将崇信道教的思潮掀起高潮，兹后一直至宋室王朝结束均在崇信道教的文化氛围之中。    宋代仿
唐朝崇信道教，亦可以看作文化惯性，有唐一朝，道释儒三教并用，只是道在先而已。至宋代这样的
文化风气相信依然浓厚，宋仿唐完全可以看成是按文化惯性全盘照搬，顺自然而为，并不一定有多少
非常人为的东西在其中。著者这里要用宋仿唐这样的说法，其实有突出宋朝帝王正确选择和应用道教
的意思在内。上述五位宋室皇帝，在所谓宋仿唐崇道问题上各有其特色，并不是一刀切的状况。为此
，下文简单讨论以上五位宋室皇帝不同的崇道问题。  P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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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
、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本册为《光明学术文库》之《道家道教史略论稿》，主要研究了历史上道家著
名学者以及学术界对道家道教的不同看法和权威讨论；道教与王权的互动；老庄养生哲学思想和《西
升说》重要修炼典籍；道家道教内丹学源流；道家、道教在医学、文字发展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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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书没啥好看的，感觉他到处在胡扯，有线索没内容。

2、目前还只看完道家道教的历史部分...
3、属于水平处于科普层面，适合初学者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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