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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内容概要

《道教史(外一种:中国道教史)》是一部道教通史，以时间为经，以教派分化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道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史。全书所记时限始于道教产生前的秦汉社会状况和思想渊源，止于当代
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所记内容涉及道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人物、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
及道教的节日、礼俗、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在对道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
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
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道教史(外一种:中国道教史)》简体横排，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加上后记，对作者其人及其
书予以简要介绍，有助于现代读者加深理解。加上少量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使读者知人论世、知
世论人。选目精当、装帧得体、印刷精美，既是文史爱好者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
值得书友珍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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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书籍目录

道教史弁言绪说一 上品道、中品道与下品道二 方内道与方外道三 清静说、炼养说、服食说及经典科
教说四 正真教、反俗教、训世教第一章 道底意义第二章 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甲 老子是谁乙 《道德
经》丙 老子底思想丁 道论戊 人生论己 老子底论敌第三章 老子以后底道家甲 关尹子乙 杨子丙 列子第
四章 道家最初底派别甲 彭蒙、田骈、慎到底静虚派乙 假托管子所立底法治派丙 假托太公底阴谋派丁 
庄子一流底全性派子 庄子丑 庄子底著作寅 庄子底思想卯 庄子门人底思想辰 承传稷下法治派底庄子学
巳 承传稷下阴谋派底庄子学午 秦汉儒家化底庄子学未 承传杨朱派底庄子学第五章 秦汉底道家甲 《吕
氏春秋》及养生说乙 《淮南子》及阴阳五行说子 阴阳思想丑 五行说第六章 神仙底信仰与追求第七章 
巫觋道与杂术甲 尸与巫底关系乙 巫底职能丙 秦汉底巫祠丁 杂术外一种：中国道教史第一章 绪言第一
节 宗教共同之点第二节 神仙之观念第二章 外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第三章 诸书所述道教之起源第四章 
道之名义与其演变第一节 子思中庸宋儒朱子所说之道第二节 张衡灵宪广雅列子及宋儒周子所说之道
第三节 道家之所谓道第四节 道经之所谓道第五章 道教以前之信仰第一节 古代之巫祝史第二节 秦汉之
方士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第一节 于吉太平道及张角第二节 《太平清领书》与《太平经》之关系第三节 
张陵天师道及孙恩第四节 张天师世系考第五节 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第六节 茅山道与武当道第七章 道教
之神第一节 天地间之神第二节 人身中之神第三节 洞天福地第八章 道教之方术第一节 符箓祈禳禁劾诸
术第二节 守庚申第三节 房中行摔变化第九章 道教之修养第一节 内 丹第二节 存 思第三节 导引沐浴第
四节 服食烧炼第十章 道教之规律第一节 传 受第二节 赏善罚恶第三节 斋戒及清规第四节 诵 持第十一
章 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第十二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第十三章 唐宋两朝之道教第十四章 道教之流传海外
第一节 新罗之花郎第二节 日本之山伏第三节 真腊之八思及其他第十五章 道教经典之编纂与焚毁第一
节 《汉书·艺文志》第二节 道教经典之编纂第三节 元代之焚经第十六章 道教之分派第十七章 明清时
代之道教第十八章 现在之道藏与辑要第十九章 宫观及道徒第二十章 结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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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章节摘录

　　道底意义　　道士们用“道”字来称他们底宗教，所以在讲道教以前，当先把道底意义略为述说
一下。固然，一切名辞都有它底原本意义和以后发展底解释意义。道底原本意义只是道路，是人所行
底道路。到春秋以后。“道”字才附上玄学底意味，因而产出许多解释。最初底解释是宇宙依以运行
底轨则便是道，凡宇宙间一切底现象都是道底示现。现象底道是从创造以至化灭底历程，用现在通用
底术语便是时间与空间，但在古道家底名辞里便叫做“造化”。造化也就是道底异名。①道底威力非
常地大，万物若果顺应它便是有造化，就是说，万物生灭底程序不乱，各依着应历底途程，该生底时
候生，该灭底时候灭。彼此该发生关系底时候发生关系，该互相拒绝底时候互相拒绝。天灾人患便是
没造化。不当病而病，不应老而老，不该死而死，便是没造化，便是无道。顺应是很要紧的，所以说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①无论道儒，都把这道
看为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底至宝，自然与人间一切底活动都离不了它。　　《易经·系辞》（上）里载
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若依这意思把道分析起来，便成天道与地道。《易经·说卦》说：“立天之
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阴阳是属于性的，柔刚是属于质的。合性与质便是整个底道
。至于说，“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乃是属于事的、为的，或可以说是道示现于人间底活动状态。
人道比起天地之道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对于大道为很渺小的模仿而已。　　道家与儒家所讲底道
底不同处，在前者所注重底是阴阳柔刚之道，后者是仁义之道。儒家也承认人是“共天地之德”；②
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③所以在《庄子·渔父》里
假托孔子底话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
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仁与不仁，义与不义，是对于道底顺或逆底行为，儒家所注重底只在这一
点上，所以只讲人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④这或者是因为孔子看天道近乎
神，所以不说罢。⑤《论语》里所讲底道多半是属于人的。我们也可以说儒底所谓道多从轨则方面看
。道家就多从理性方面看。虽然如此，道儒二家都承认顺应天道为善，好像天道是有意志或能感应底
存在，简单地说，也可以称它为天或天地。《老子》（七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与《书
经·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底口气一致。《老子》这句虽不能认为与道家思想相合，但也可以看为
后来道家底意见。可知感应底思想是儒家与以后底道家共同底见解。关于道底意义，以后还要说到，
且略于此。　　在道教建立以前，古代思想家已经立了多门底道说，其中最重要而与道教有关系底是
倡唯道论底道家。　　道家在思想发达底顺序上应当是比儒家晚。上面所说儒道二家对于道底见解和
注重点不同便是因为道家要超出人道来建立道说。儒家见周室衰微，礼乐崩废，极望着把它们复兴起
来。道家以为礼乐崩废不是大事，最要底当是顺应自然之道。儒家称尧舜。道家便假托二君以前底黄
帝。司马迁在《史记·自序》里引司马谈述道家底话，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这都可以看为道家后于儒家底征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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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一时期的两部道教史，也几乎成为绝后之作，一部是许地山的《道教史》（1934年），一部是
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而《中国道教史》则在分析和介绍道教发展以及教理教义
的基础上，对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作了种种对比，显示出宗教学形成之前的种种宗教书籍所难以具备
的特色。　　——杨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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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编辑推荐

　　“道”底内容极其复杂，上自老庄底高尚思想，下至房中术，都可以用这个名词来包括它们，大
体说来，可分为思想方面底道与宗教方面底道。现在名思想方面底道为道家，宗教方面底道为道教。
宗教方面底道教包括方术符谶在里面，思想方面底道家，就包含易阴阳五行底玄理。道家思想可以看
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底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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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精彩短评

1、不是内容问题，是点校的问题。
2、因为感兴趣才买的，希望不要太深奥
3、觉得好棒！
4、中华传统文明的精髓
5、中国道教史
6、经典好书呀
7、好吧，功利地读了一遍。
8、主要读了傅勤家的那部分。许地山的跳着读了，思想上的源流有空再细看。
9、对道教的历史了解全面深入
10、发货能再快点就最好了
11、读的是中华书局精装版本，知道了巫PENG
12、岳麓书社将许地山和傅勤家两部道教史合刊，这是一个不错的注意，许地山的道教史，实际上是
道家学说史，并不涉及到汉魏以降的道教发生发展史，因此，傅勤家的道教史则很好的弥补了许著的
不足。傅勤家的道教史，其实也并非按照历史编年，对于道教进行梳理，仔细分析，更像是一本道教
概论，包括道教史的部分，更多的是对于道教起源、思想、信仰、方术、修炼、戒律等方面的介绍。
从编排顺序上，相对杂乱了一些，如果能够将道教史的内容合为一编，将道教思想、信仰、组织、修
炼等方面合为一编，那么整部书的结构就比较合理了。许著和傅著作为民国时期，对于道教史研究的
开山之作，虽然有种种的不足，但是对于后来研究，仍有不少启发性的作用。后人在继续道教研究的
时候，可以吸取两部著作写作过程中的误区和不足。
13、没看到想看的
14、这本还收录了傅勤家的道教史，文言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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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章节试读

1、《道教史》的笔记-第253页

        《唐书·宗室世系表》曰：「李氏出嬴姓，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
难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家于苦县，至乾，娶益寿氏女婴敷，生耳，字伯阳，一字聃，周平王
时为太史。」

唐高宗乾封二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始置崇玄学于玄元庙，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立玄学博
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于是道家诸子皆号为真
经。

《唐书·百官志》曰：「崇玄署，掌京都诸亲名数，与道士帐籍，斋蘸之事。」又云：「开元二十四
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是直视道士为宗室也。

又云：「崇玄学曰崇贤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
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以宰相领道观，开宋人之先矣。

唐《六典》卷四云：「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
众事。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始建玄元皇帝庙于各地，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
像陪祀，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云：「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
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其威仪煊赫可想，吴道子乃当时名画
家也。

《唐书·玄宗本纪》云：「天宝元年，享玄元皇帝于新庙。二年正月，作升仙宫，加号玄元皇帝曰大
圣祖。三月，享于玄元宫。追号大圣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改西京玄元宫曰太清宫，东宫
曰太微宫。」其尊崇已极。

唐代公主妃嫔，多入道为女真，受金仙玉真诸封号。朝臣如贺知章之流，亦弃官乞为道士。

至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因奉道之故，遂毁佛教，勒僧尼还俗，乃并摩尼、景教、火教，而尽灭之，
可谓暴戾之至，然摩尼等派反从此混入道教之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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