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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仙信仰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奇妙结合，是人们追求长生、珍重生命的思想体现
。本书上篇紧扣生命本体感悟，从生与死、理性与迷信、神仙特征与品位、幻想与现实、方术与享乐
等层面，全面解读中国神仙信仰的心理及文化构成，使读者获得诗一般的阅读体验和仙境熏陶；下篇
全面介绍了中国道教的各派神灵和修道方法，结语则语重心长地阐释了神仙信仰对疲惫不堪的现代人
的精神世界的抚慰作用，读来令人心生向往，得到暂时的解脱和灵性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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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国内外多家学术团体的客座教授及访问学者
。主要代表作品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制度儒學》《儒學概論》《重回王道：儒家與世界秩
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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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对浩瀚的资料，排比综合，从古到今神仙道教的思想体系、精神意蕴都解释地鞭辟入里。
2、用“神仙信仰”这根线串起很多东西，神话的、道家的、道教的、民间的。
“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3、名字听起来有点神神叨叨的，但实际上内容很有趣，介绍了神仙信仰的文化背景，各路神仙成名
史，还有各类方术，很好玩。
4、书的内容一点也不枯燥。我原来一直都对中国神仙道教感兴趣，奈何文言文看起来太累，现在终
于可以研究得更透彻啦！����������
5、通俗得有点过，阅读体验严重不符合预期。
6、看过上个世纪关于【修道】的书，这本梳理得更加细致些。而且有意思的是作者运用唯物主义的
眼光，通过对古时的信仰情况解读，得以一窥古人的思想变迁历史与发展轨迹。后半本关于传说里神
仙人物的故事也挺有趣的。总得来说有较高的可读性。
7、道教大作，深入浅出，读来津津有味。
8、通俗，但是不客观，感觉作者有点看不起道教
9、电子版。关于古代神话、神仙传说的科普读物。
10、首先非常惊喜，因为在总署管得如此严的情况下，能出这样一本书实在幸运而难得。书的内容扎
实而平实，不似学术类文章枯燥艰涩，又处处显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当然，学术和修行要分开，
这本书是学术书，有些地方会比较“客观”，修行的各位不要不开心哈。
11、太过通俗化
12、其实挺想看看的
13、2016年看的最后一本书。仙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道还在。书的结语很美好
。
14、系统的介绍中国道教信仰的书，老一辈学者的心血之作！ 
15、以往所看到的中国道教之类的书籍，大多等同于儿童读物，小说之类。袁先生的这本书是一本可
读性很强的的学术著作，每一个说法都有它的出处，如果想对中国神仙道教有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应
是首选。
16、不明白干教授为何写此书？
17、干春松老师早期作品的再版，分上下两编，上编系统梳理神仙信仰的源起、流变、构成、社会文
化内涵以及对当今的影响，具备较强的学术性，下编则是分门别类地介绍道教各类神仙的基本情况，
近乎于资料汇编。全书介乎于通俗学术书籍和人文科普书籍之间，适合对道教感兴趣，又不想看太艰
深的学术书籍的读者。
18、槽点略多，错漏不少。过于追求通俗化导致科普的准确性严重下降，历史、道经与小说乃至对门
编排的段子夹混杂在一起，又不加分辨，对道教没有基本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被误导⋯而已有常识者，
大概无需花费精力于本书= =
19、第315本，17.37。修仙玄幻小说指南。
20、上篇是道教系统，由于神仙传说本来就很混乱，互相对不上，所以作者也讲得好混乱。
下篇是一个个神仙的故事，看看蛮有意思。成仙过程都很荒诞搞笑。透出我国老百姓的幽默形象
21、算是道教知识科普书籍，有点缺乏系统性。
22、书不错，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
23、先生的这本书对古籍中的神仙传说进行了整理，而且用现代语言进行了加工叙述。是全面了解中
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经典之作。
24、从神仙信仰与道教养生的层面分析中国人的灵性世界，讲了许多好玩的故事，配了很多精美插图
，非常值得一读，工作累了读一段很解乏
25、上篇写得太唯物主义，虽然条理分明但有些无趣；下篇神仙逸事有趣得多篇幅倒不够了。推荐修
仙类作者人手一本加强理论学习。
26、一直好奇仙家、道家的事情，难得有本好书拿来读读
27、很有趣的一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神仙传说，却又升华到对生活的感思，不错

Page 6



《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

Page 7



《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

精彩书评

1、干春松[著] 南海出版社 230,000字 255页修真玄幻小说实用指南金古梁温黄的小说相比是我的同龄人
们很熟悉的，也应该知道这五位引用了不少《蜀山剑侠传》中的桥段和设定。作为承上启下的开山之
作，《蜀山剑侠传》的影响可谓不小，但是因为是商业化的报纸连载以及初次尝试这种五百万字的大
长篇，这本书的缺点也是不少的。先当今网络文学的发展，以及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读者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仙侠修真玄幻小说。但是总体而言，依然比不上国外奇幻的三大经典：《魔戒》系列、《
时光之轮》系列、《冰与火之歌》系列。作为出过《西游记》的我们，实在应该感到汗颜。儒道释三
家学说及影响在我国已经潜移默化的深入了我们的血脉，而这本主要谈道家的《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
家修身》的内容是作者考证之后的，从道家思想的产生，到道教的形成，以及道家思想的变迁，还有
神仙传说及成神过程都意义详述明了。个人认为，真的可以作为一本写作指南来指导仙侠修真奇幻小
说的写作及架构。道家的思想就可以作为小说的虚构世界观来使用，也会让读者感觉更贴切。完善神
仙传说的内容，让他们更丰满，也会侧面的激发我们中国人骨血中的自强精神。用书中考证过的这些
正统道家学说来写小说的话，我想一定有人能完成一部经典的。就想我们现在喜欢金古梁温黄一样，
二三十年后的人们也会评出现在的经典小说和小说家的。中国人因为自古以来一直生活的环境中很少
面对国外的那种天灾，所以，我们不需要神来拯救。我们靠的一直是自己，甚至，那些对那些神仙来
说，你不灵验，我就不会再供奉你了。就是这么硬气的自强不息着。有人会抨击我们中国人缺乏信仰
，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被理解。当然，封建迷信是不对的。我们的包容性和道法自然却是屹立不倒
的。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灶王爷，腊月二十三是要上供的，我们那里叫糖化，一种
很粘牙的糖，是为了让上天庭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嘴甜一些，或者干脆粘住牙开不了口。如今，基本上
家家都是煤气灶了，灶台很少会用了，灶王爷的神龛也消失多年了。还记得一件和灶王爷有关的事情
是有一年大学，我在院子里扫出了一块空地，用木棍支撑倒扣在玉米粒上方的筛子，木棍上拴根绳子
拉到屋子里，等着捕捉觅食的麻雀。当时我躲在门口，旁边就是灶台和灶王爷的神龛。我一边望着筛
子一边念叨着麻雀快点儿进去。爷爷告诉我说我这样是抓不住麻雀的，因为灶王爷是麻雀的舅舅，我
这里说的话灶王爷早听见了并告诉麻雀了。那天，我果然没抓住一只麻雀。如果说佛家对现在的社会
影响很深的话，比如各大名山的寺庙。那么佛家的人死之后下地狱受罚或轮回，每年清明节、中元节
、过年烧纸钱又是给了谁呢？
2、神话传说或者说是神话故事，在不同民族和国家都广泛流传。著名的一些有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
事、山海经等。纵观这些传说，大多是人类对于神的向往、敬仰，表达自身对其的敬畏之心，明确的
将人类的地位放低，神则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老子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然，希腊
神话算是个异类，在他们的传说中，奥林匹斯的众神被人化，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一般人类并无二致，
同样的喜怒哀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创造这些故事的人类在当时科技文化水平
低下，对一些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只能归类于神的作为。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神话的市场开始
大行其道。在各市场中，大部分人只会盲目的消费；少部分人略有头脑，做些无本的买卖；而极少数
的大师们则是抓住机遇，创建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宗教。在中国而言，佛教与道教都是由来已
久的，二者的争斗也从未终止，不同的朝代所尊崇的教派、或同一个朝代不同年代官方信仰也不尽相
同。排除统治者制衡宗教、防止一家独大的因素外，道教与佛教的一些教理差异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如同《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一书中所言，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主张修来世、逆来顺受，有着
比较严重的宿命论思想。而道教则相反，注重今生，追求的是肉身不腐，羽化成仙，主张避世，归隐
于山林。显然从教义上看，佛教更适合统治者的管理。然而道教却有着自己的杀手锏——修仙。一提
起这个词，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毕竟在网络小说泛滥的今天，各种修仙小说层出不穷，一些专业
术语也让大家耳熟能详，“元婴、筑基、辟谷、阳神”等等。相比于佛教死后才能进入极乐世界，道
教的肉身不腐必然具备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毕竟谁不想尽早成神成仙，来世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
为了将自身的优势发扬光大，道教创建了庞大的神仙体系以及修仙方法。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些道教的
神仙以及重要人物，比如内丹派的祖师、《抱朴子》的作者，葛洪等人，同时也对道教中不分神仙的
由来作了简要介绍。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较大篇幅，对于想要了解道教历史的书友来说，大有裨益。
道教的修炼功法可以说是无穷无尽，虽然有云“三千道法”，但其实“三”也只是虚数，真正的道法
以及成仙之术多如牛毛，书中提及了几个广为人知的方法，如房中术，炼丹等。总的来说，《仙与道-
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从内容看是一本不错的道教历史知识简介，虽然不全，但是重要的内容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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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阅读一下。
3、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仙了神了的不感兴趣，因为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信奉这些，我
们明明是活生生的人，却要向往那些本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是何苦。看过本书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一切
都是有起因的，并且有一定道理。叔本华说过，“虽也是贪生，却更是怕死。可死总是站在后台，无
可避免，并且随时准备走到台前来。”没错，谁不怕死呢？就像《琅琊榜》里说的，“死了就什么都
没有了。”的确，生命很重要，连命都保不住就更别谈要做成什么事了。然而几乎所有的神话和宗教
都以想象中的永恒来抗拒死亡、消解死亡。民间也有很多神话，而这些宗教也是从神话故事中提取灵
感。之前在我的心中，无论是耶稣啊还是佛祖啊亦或是太上老君都感觉是干同一个工作的。因为他们
几乎都是对永生存在共同的目标，也难怪我会这么想。然而实则是有很大区别的，基督教的信念是复
活，佛教是灵魂不灭来摆脱轮回，认为是人的欲望阻碍了精神升华、灵魂走向彼岸。但是中国的道士
一直在做着肉体不死的实验，比如说炼仙丹。道教对于儒家是全方位屈从的，因为儒家在中国的地位
是不可撼动的。中国的神和仙没有分得很清楚，所谓神仙指的是像神一样生活的人，立足点在人不在
神。而国外的神则是一个实体，比如耶稣，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信仰，并不是像中国人一样希望成为
神仙。所以说，在中国人与神之间并非不可相互跨越，既为神仙科学而成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这也是
得道教徒可以轻松将神话人物改编成神仙的原因。如今三教合流，神和仙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越来越分
不清，导致道教将民间的神灵、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统统归拢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导致神仙无处
不在，到哪都能找到神仙的身影，比如厕所神紫姑、门神、财神等。神仙信仰可以说是理想主义和功
利主义的结合。说到底人就是怕死，然而真的给了一个人永生的能力，最后才会体验到生的痛苦。这
些人说是信奉宗教，其实就是跟风投机。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其本质，这里面教做人的道理很多，但是
人们的双眼往往被对生的渴望掩盖。总结本书，对于这些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还有历史传说的对照，
诠释了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宗教存在意义。像神和仙这些，不必盲目的迷信，而是汲取其中有用的
信息，学会体验生命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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