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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依照时间顺序（道教前、早期道教、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勾勒出
完整的中国道教美学思想史 ，填补了一般中国美学史著作对葛洪之后的道教美学思想涉及较少的缺憾
，将道教美学思想区别于儒、佛的美学思想加以探讨和研究，肯定了道教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思想史
上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本书站在今天的思想和理论高度，去检视和评价道教文化史提供的美学思想遗
产，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述充分、思维活跃、评价到位，对中国思想史、美学史、宗
教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都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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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思想史前面一连加了两个限定修饰的定语，不是思路观念和形式的分离，而是内容的割裂

Page 3



《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

精彩书评

1、《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是四川大学潘显一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美学思想通
史研究》（批准号为97BZJ006）的最终研究成果，8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　　该成果的
主要内容分为六个部分：　　----道教前美学思想史，或称前道教美学思想史。这个部分主要研究了
上古神话美学思想、《周易》的朴素辨证美学思想，以及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墨、韩非等美学思
想、特别是道家老、庄的美学思想，寻找道教美学思想产生及其发展的文化根源和思想依据。同时，
还研究了西汉以来的&quot;天人感应&quot;神学－美学思想、黄老道家生命美学思想，探索东汉末年
产生民间道教及其美学思想的文化历史根源，着重探讨道家美学思想衍变为道教美学思想的原因和脉
络。　　----早期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主要勾画和分析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民间道教富于民众性、
民间性的美学思想；分析学者化的&quot;玄学&quot;派美学思想，及其所受到的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的
重大而根本的影响；分析&quot;魏晋风度及文章&quot;中道家道教美学思想意识之地位和价值；分析
文学、书法、绘画等文艺美学思想中道家道教美学思想潜在的影响；分析对自然美的欣赏从自在演变
为自觉的过程，并注意分析在此过程中道教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分析道教产生以后的学者所受道教影
响，特别注意分析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美学思想，及其在整个道教美学思想史和中国美学思想史上
的地位和价值等等。这部分内容，突出勾画阐述早期道教美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和基本特点，划定道教
美学思想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奠定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作为中国道教美学思想史的第一个阶
段，唐代以前的道教美学思想史和前道教美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阐发中国美学思想史上&quot;道家
－道教&quot;一脉，从哲学到宗教的衍化历程。纵观这一漫长的衍化过程，无疑可以证明道教美学思
想前承道家美学思想，怎样广泛地吸取上古以来美学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加工而成为一条独特的传
统美学思想线索。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中，虽时隐时显、有曲有折，这条&quot;道家-道
教&quot;美学思想线索却从未中断过。它不但影响当时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活动，而且对今天的审美
意识、审美活动产生着潜在的或显性的影响。这样一条既独特又代表民族文化之根的线索，应该被清
理勾画出来，纳入中国道教思想史的长河，以充实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史。　　----
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认为这一时期的道
教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准备，进入成熟期，特点是观点丰富、大家纷呈。论述的
方面广泛涉及到美的本质、美感、审美心态、美丑辩证观、人格美学、生态美学、美育等重要问题。
同时，由于道教在唐代的兴盛，道教的美学思想、审美趣味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文化思潮
。这为道教美学思想在宋代的继续深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两宋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
北宋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以其含量丰富和表现形式多样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从其发展的人物群
体来看，有两条大的线索：道教中人即职业道士和一些具有道家情怀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王室贵族。他
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表达着道教的审美追求，主要有周敦颐、邵雍、苏轼、黄庭坚，还有宋徽宗等
。非道教人士对道教美学阐发贡献，这是北宋时代的一大特点。南宋时期，外丹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代之而起的是内丹的形成和兴盛。在修炼内丹的过程中，修性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修性和美学之
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使两宋道教美学延续隋唐美学继续向前深入发展。　　---金元时期的道教美
学思想史研究。这一时期民间道教和上层道教的有机结合，使得道教美学思想在诗歌中呈现出书面语
和口语化并重的局面。同时，道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时发展达到极致的绘画美学。总之
，金元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研究意义，它上承隋唐美学思想，下启明清美学思潮，是一种非
官方的、民间的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是以一种暗流形式存在的美学思想，这种思想大多体现在当时
最盛的全真教美学思想中。　　---明清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这一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一方面
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产生了提升的要求。同时，明清的道教美学思想也在明清文学作品和园林
艺术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形成了这一阶段道教美学的重要特征。　　二　　上述内容基本反映出整
个中国道教美学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的民族文化特点：　　----道教美学思想十分强调生命之美。道教
强调此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总是在求道、修道、证道过程中证明生命和此岸生活的美好，得到
生命的乐趣和对生命过程的审美愉悦。这是宗教美学思想形态的&quot;灵魂--肉体&quot;统一论。这与
其他宗教特别是国外宗教之哲学、美学思想不同，与大多数西方神学宗教美学将此生丑与彼岸美相对
立的思想也大相径庭。太平道、早期天师道以及葛洪为代表的上层化神仙道教，无论它们是强调救人
还是强调救世，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蓝本来构思得道成仙后的快乐与逍遥。活着，就是美，就是快
乐；快乐和美，就在生命过程中找寻，此岸生命的无限延续，就是美好的神仙生活。可以说，道教所

Page 4



《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

追求的&quot;大美&quot;即&quot;道&quot;之美，就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生
命形态本身。　　----道教美学理想人格的特点明显。不但明显区别于儒家的&quot;仁者&quot;&quot;
圣贤&quot;风范，而且也明显区别于中国佛教循&quot;空&quot;&quot;无&quot;而得大&quot;悟&quot;的
佛菩萨形象，是独特的由&quot;人&quot;而&quot;仙&quot;即身成仙的&quot;神仙&quot;人格。道教的
美学人格，以&quot;真&quot;、&quot;朴&quot;为理想，特别强调&quot;素朴&quot;之美，即所谓天性
中的人性美。充分发扬和锻炼这种&quot;素朴&quot;美，就会达到神仙境界，成为超凡的&quot;
仙&quot;和&quot;真&quot;。作为一种传承近两千年的宗教，道教宗教思想的每一部分都与修炼得道、
长生成仙有关，因此，其美学思想、美学人格理想也就是一种&quot;神仙&quot;理想人格。　　---道
教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伦理化色彩。早期道教认为，肉体生命的无限延续，即长生久视、得
道成仙，就是修成或达到了与&quot;至道&quot;合一的&quot;至美&quot;境界。而隋唐以后，道教逐渐
将得道成仙的标准改变为心、性修炼，以获得精神生命的绝对自由。在这种漫长的历史和思想变化中
，作为浸透了中华民族伦理主义传统的道教，自始至终都十分强调人与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
伦理原则，都十分看重修道者道德品行的修养在整个修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道教美学思想中
出现将&quot;至善&quot;等于&quot;至美&quot;的观点，出现将&quot;善&quot;、&quot;忠&quot;
、&quot;孝&quot;、&quot;仁&quot;、&quot;慈&quot;、&quot;爱&quot;等世俗化伦理标准等同于道
教&quot;宗教的&quot;审美判断标准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求道即是求美，求美即是求善，因为
善本身就是修道人道德品行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人性美。求道过程中对于&quot;至道&quot;的美学判
断，归根到底还是修道者人格和人性美的伦理判断。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美学是道教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道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道教美
学思想史的整理、研究，有利于推动道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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