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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内容概要

《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是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唐末道教思想家杜光庭的学术著作。杜光庭（850
～933）是唐末五代时期著名的“道门领袖”。他曾对道教的哲学理论、思想源流、修道方法、斋醮科
仪、神仙信仰等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以《道藏》等典籍中保存
的杜光庭著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借鉴国内外道教研究新成果，对杜光庭的生平事迹、主要著作、思想
学说、神仙信仰、斋醮科仪、文学作品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观点，并对学
术界争论的一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认为，杜光庭既是唐代道教思
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思想在唐宋道教的转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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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作者简介

孙亦平，1955年生，原籍安徽省萧县，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
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宗教学原理、中国道
教和佛教。主要著作有：《佛教高僧传》、《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主编《西方宗教学名
著提要》，与人合著《惠能评传》、《如来禅》，参著《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吴文化论丛》等。
另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孑L孟月刊》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60余篇。主持“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杜光庭与唐宋道教思想”，科研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
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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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
第一章 杜光庭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唐代道教的多向度发展
 第二节 唐代道教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 杜光庭的生平事迹与著作
 第一节 少年勤学，志趣超迈
 第二节 天台人道，传承上清
 第三节 道门领袖，蜀地弘道
 第四节 一生勤勉，著述甚丰
第三章 对汉唐老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第一节 对历代《道德经》注疏的梳理
 第二节 对诸家注老之旨趣的分判
 第三节 对老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第四章 宇宙论的特色
 第一节 太上老君创世论
 第二节 宇宙自然生化论
 第三节 有无之辨的本体论
 第四节 道生德畜的自然论
第五章 重玄学的运用
 第一节 重玄学的源与流
 第二节 有无双遣显道体
 第三节 心寂境忘玄道至
 第四节 言、理、道之辨
第六章 心性论的建构
 第一节 对道性论的继承
 第二节 对生命观的探讨
 第三节 对生死观的论述
 第四节 对心性清静的强调
第七章 修道论的进路
 第一节 对仙道多途的阐发
 第二节 修心以安神去欲
 第三节 修道有顿渐之分
第八章 对天人合一神仙世界的归纳
 第一节 三十六天与极道之域
 第二节 洞天福地与岳渎名山
 第三节 灵化二十四与三十六靖庐
 第四节 昆仑墉城的女仙世界
第九章 对斋醮科仪的整理与发展
 第一节 集斋醮科仪之大成
 第二节 对斋醮科仪的整理
 第三节 对斋醮科仪的发展
第十章 对道教文学创作的贡献
 第一节 空灵静谧的咏道诗
 第二节 亦真亦幻的神仙故事
 第三节 青词绿章与步虚词
 第四节 传奇小说《虬髯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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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第十一章 杜光庭思想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道气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从重玄学向内丹心性学的过渡
 第三节 性命双修与仙学内涵之转型
 第四节 杜光庭思想与宋元道教的新走向
附录
 杜光庭年谱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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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章节摘录

就心与形的关系而言，杜光庭在诠释《常清静经》的“内观其心，心无其心”时，通过对心与形的辩
证而将“无心”、“忘形”作为去除贪欲的根本方法。他说：“心者，形之主。形者，心之舍。形无
主则不安，心无舍则不立。心处于内，形见于外，内外相承，不可相离，心形俱用，不可观执。凝然
混沌，有若无形，亦非无也。若非无心，岂能忘于形体乎？心忘形体，故日无心。本经云：吾有大患
，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心之与形，动无所染，静而无著，此谓形无其形也。”杜光庭在
心与形的关系上，虽然认为“心处于内，形见于外”，两者相联系而存在，故“心形俱用，不可观执
”，但同时又认为，心虽处于内，但却在心形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人心执著了形体而导致了人
心浮动不安，欲望泛滥，因此，杜光庭强调要“无心”，通过无心才能“忘形”，而无心忘形就能“
动无所染，静而无著”，从而去除各种贪欲。这时，“形无其形”，心就不再为形所累，形也不再对
心有碍。而这同时也就达到了“心无其心”、清静合道之境，所以杜光庭又说：“圣人设法教人修道
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心无所著，即无心可观。既无心可观，则无所用，无所修即凝然合道，故
心无其心，乃为清静之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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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编辑推荐

《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改府奖”，荣获首届“中国
文化产业创新奖”，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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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评传（上、下）》

精彩短评

1、中国思想家评传全集中少有的道教思想家，由南京大学孙老师撰写，材料丰富，论述翔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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