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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儒释道三教而著称，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
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
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
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①牟宗三先生也曾讲：“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
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中国哲学的中心是所谓儒、释、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
佛教是来自印度。”“明末以前二千多年来中国的三教所代表的文化生命，不但在发展成长的过程中
未有停顿，而且高潮迭起。”②东汉以后，儒教的沉浮史、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与道教的形成发展
史，也就是儒释道三教关系逐步形成发展的历史，佛教入乡随俗，道教随机应变，都获得统治者承认
，形成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上谓的“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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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元三教融合与道教发展研究》回顾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关系，探讨了宋元三教关系形成的背
景、宋元三教关系的特点。重点分析了首开宋朝“三教合一”先河的陈抟、将内丹道教发展完善臻于
成熟的张伯端、金丹南宗的实际创始人白玉蟾、全真道的王重阳、道兼南北学贯三教的元初倡“三教
合一”的代表人物李道纯等宋元道教代表人物对三教关系的认识和主张。《宋元三教融合与道教发展
研究》认为宋元儒佛道在理论上的高度融合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宋金时期产生的新
道派，还是在天师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一道，在三教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其吸儒纳佛的特征非常突
出。道教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向伦理化与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受佛教义理的影响，哲理化水平
得到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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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张宇初的思想看正一道融合三教的特点    四 正一道儒学化原因分析  第二节 三教融合背景下的新
道派    一 太一道、真大道、净明道融合三教，尤为注重汲取儒家伦理    二 “三教搜来作一家”之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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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元时期三教关系出现的新格局主要表现在三者在理论上的高度融合。到了宋代，随着儒家的复
兴以及佛教强势不再，儒、佛之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仍还有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存在，但从总
体上说却呈现出一种相互汇合、交融的局面。宋元三教关系理论由原先的三教同源于善心扩展到三教
心性相通不牾说。以往提倡三教合一者，大都强调三教同归于善，即三教都有利于教化、都是劝人行
善。宋元提倡三教合一者继续宣扬三教同归于善，但更侧重强调三教都有利于国家治理，三教在性理
方面的一致性成为此时三教合一主张者关注的重点，从而扩展了“三教同归”的理论内涵①。道教内
丹与禅的融合，则是两宋道教内丹学的基本特色。道教自南北朝起就靠拢儒家，学习佛教，不但完成
了自己官方化的过程，也建立起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然而，道教一直难以与佛教抗衡，原因之一就
是它缺乏精致的宗教哲学理论。有唐一代，在佛教义理的刺激与启迪下，道教重玄哲学思想形成，标
志着道教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宋代道教内丹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则意味着道教在理论水平上又上了一个
台阶。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宋元道教代表人物对三教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揭示宋元道教融摄儒佛而
达到的理论高度。本书主要选取了宋代陈抟、张伯端、白玉蟾，宋金之际王重阳以及元代李道纯等几
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从道教的立场探讨他们对三教关系的态度、认识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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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8日捐赠
2、勾勒出了宋代以后道教的发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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