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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卷》主要内容：道教是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性宗教，它源远流长，已有一千八百年以上
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三大精神支柱（儒、佛、道）之一，也是
当前五大合法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中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正式信
徒历来不多，但它对于中国的哲学、伦理、政治、文学、艺术、民俗、医药学、健身养生学等却有着
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它尤其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具有极强的草根性，广泛渗透到民
众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塑造中国人国民性格的文化要素，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
在道教。”魏晋以后，老庄道家主要在道教中发展，并与孔孟儒学形成互补。道家和道教还成为接引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不断被理解消化的中介。由此而形成“儒、佛、道”三教鼎立与合流的态势，主
导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道教还和儒学、佛教一起，流传到各民族地
区，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成为沟通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不了解道教，便不可能
真正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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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钟鉴1965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196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
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1987年底至今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
方向为：儒家、道家哲学，中国宗教史，宗教学理论，民族与宗教问题。代表性科研成果有：《中国
宗教通史》（合著）、《宗教．文艺．民俗》、《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国精神》、《道教
通论》（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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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道教研究综述　百年来首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道教经典　《老子》、《周易》同为道教义理之渊源
　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　《道藏》的编纂、研究和整理　从一切道经到中华道藏——道教文献的
历史回顾道教义理　道教与性命之学　略论道教养生学思想　道教人格完善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道教
内丹学中的“顺逆”问题及其现代诠释　论《太平经》的妇女观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道教教义中
的环境保护思想初探道教历史与人物　成玄英与重玄学　成玄英“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解　论陈撄宁
及所倡仙学　曹操与道教　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华山道教历史简议　全真道与齐鲁
文化道教的科仪与法术　“大三清”与太乙炼、斗姥炼的比较研究——兼论华南道教与江南道教科仪
的异同　道教法术科仪的表演特征　道教符咒治病术医学底蕴考论道教与社会及文化　道教文化与现
代社会生活　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　宫观生态论　道教善书《太微仙君功过格》及其影响　道教传播
与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论道教心性修炼的心理调治功能　贵生戒杀——论道教的生态思想
道家、道教与儒学、佛教　道家·道教·道学　从道家的根本道论到道教的内丹学　老子、老子之道
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道教的六天说　中国传统社会评估宗教的价值标
准——以清朝的佛道教政策和法规为例作者简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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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百年来首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20世
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
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个阶段，这中问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
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
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头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代。有的人把第一阶段称
为道教研究的“萌芽”期，把第二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拓荒”期，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独立地
称为“中断”期，也可作参考。但我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因为无论是第一阶段
或第二阶段，从道教研究的情况来说，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两个
阶段的基本特点也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阶段都放到“历史的回顾”这一个部分来谈。如果
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
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80年，表明中国道
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20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
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80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

Page 5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道》

精彩短评

1、道教的六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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