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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追求》

内容概要

《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道教》，是一部系统而深入研究陈撄宁的学术专著。该书据各种史
料对陈撄宁先生的生平事迹作了全面考证和描述，又据陈撄 宁先生的各种著述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
的介绍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陈撄宁先生的人格魅
力和远见卓识。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每当我们意欲找寻道教振兴的力量之源时，陈撄宁先生总是能够
为我们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养料。所以，探索陈撄宁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对于当
代中国道教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中国道教的未来走向，实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陈撄宁先生对中国道教事业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思想和精神是值得后世继承和学习的，
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正因为如此，上海钦赐仰殿道观将此书作为本观“道教文化丛书”之一向
广大读者推荐，当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陈撄宁的著作，应该说是成功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的成功和意
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陈撄宁先生的弘教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为道教界树立了榜样
。陈撄宁先生一生为道教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当代道教徒必须要奋发有为；陈撄宁
先生在逆境中都能发愤图强，更何况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一代道教徒呢？因此，陈撄宁
先生的弘教精神永远是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的楷模，值得发扬光大。二是陈撄宁先生的爱国情怀值得
我们当代道教徒继承。先生的一生，正是我国近代史上急剧动荡、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的时代，也是爱
国主义志士力图振兴祖国的时代。先生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面前，始终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
他从朴素的民族自尊心出发，把土生土长的道教经籍中包含的古老民族文化传统视为精粹，力主发扬
，并矢志以国粹创造理想太平之国土。他的这种爱国思想在本书中有专门分析和介绍，虽然这种思想
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来的，但是这种爱国的精神和情怀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三是陈撄宁先生
严谨的治学作风值得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先生以毕生经历研究仙道之学，融会贯通，创卓然一家 “
新仙学”。提倡“对学理，重研究，不重崇拜”，他研究学问既严谨又创新，主张明辨深思，独立思
考，不蹈故常，不轻信权威：即使对经典著作的一词一句也认真考证，决不附会其辞。这种严谨的思
想和治学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道教徒和社会中人所学习的。四是本书的出版是道教学
者为道教领袖立传，充分展示了道教学者的风范，体现了教内、教外的团结合作，是值得提倡和推广
的。
　　本书的作者吴亚魁先生，是一位年轻的道教学者，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海社会科
学院宗教研究所专门从事道教研究工作，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吴亚魁先生长期从事
道教学的研究工作，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宗教学识功底，他的文字流畅、语言生动活
泼，加上他对道教学术研究的热情，他的研究理念、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都是富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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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追求》

作者简介

吴亚魁，男，1963年10月生，浙江嘉兴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6至1989年，在上海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部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至2001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道教
，特别是近代道教历史和上海地方道教的研究。2001至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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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追求》

书籍目录

序一（丁常云）序二（陈耀庭）引言：“贤者作矣，道将兴矣”上篇　第一章 上下求索（1880—1911
）　　一、道教百年回眸　　二、幼读儒书　　三、髫龄学道　　四、罹患痨疾　　五、二十学道　
　六、出佛入道　　七、昙鸾有四错　第二章 大隐市朝（1912—1949）　　一、阅《道藏》全书　　
二、三十学佛　　三、初为人师　　四、仙眷天成　　五、庐山乩坛缘起　　六、天仙降坛实录　　
七、四十又学道　　八、翼化堂善书局　　九、专门仙学杂志　　十、不愿做“自了汉”　　十一、
小隐林薮　　十二、僻居南石桥　　十三、刻经会顾问　　十四、道教会缘起　　十五、仙学院教授
　　十六、期盼联合　　十七、《仙道月报》主笔　　十八、双星辉映　　十九、讲道紫阳宫　　二
十、“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廿一、“惟一”入室弟子　　廿二、流离于战乱中　第三章 晚岁余
晖（1949—1969）　　一、道教的新生　　二、暂居杭州　　三、传习静功　　四、团体成立　　五
、负责有人　　六、情系白云观　　七、任重道远　　八、创办道协研究室　　九、创办《道协会刊
》　　十、创办道教徒进修班⋯⋯下篇　第一章 独到的学说　第二章 精湛的研究　第三章 卓著的贡
献　第四章 深邃的思想附录一：陈撄宁自传附录二：陈撄宁著述年表附录三：陈撄宁研究资料索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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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清光绪六年(1880)12月19日，该是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一声婴儿的呱呱坠地声，打破了寒冬
的寂寥和小巷的静谧，祖籍安徽省怀宁县洪镇乡新陈埂、世居安庆苏家巷的陈家又添了，一位男孩，
这位男孩不是别人，他就是日后成为著名道教学者的陈撄宁。不过当时，他还不叫陈撄宁。    余仲珏
女士《陈撄宁先生传略》称誉安庆的陈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书香门第、道德世家，以儒应世治家，
以道修身养命。”但关于安庆陈家，我们实在知之不多。从《陈撄宁自传》等有限的资料中，我们略
可窥知：父镜波，清朝举人，“以教书为职业，家中设馆授徒”，且兼好仙道；叔祖为当地名医，复
精于仙学。这个家庭，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读书习文的条件，提供了搜求不易、极难获见的丹经道
书；这个家庭，培养了他好学深思的习惯和渊深广博的学识，熔铸了他外儒内道的气质和谈泊名利的
性格；然而这个家庭，也过早地剥夺了他孩童时耍闹嬉戏的特权。陈撄宁自幼接受家庭私塾教育，其
深厚国学根底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老师便是他的父亲。    据《陈撄宁先生传略》，陈撄宁“3岁坐在父
亲的膝盖上识字，6岁读完《四书》，11岁读完《五经》，12岁学做诗文、八股文、试帖诗。”陈撄宁
在其《自传》中写道：3岁时，开始识字读书；到6岁时，已读完《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7岁至11岁，读《诗经》、《书经》、
《易经》、《礼记》、《左传》；12岁至14岁，学做诗文，读古文、古诗、八股文、试帖诗。他说：  
“以上皆是父亲自己教读，没有第二个老师。”于此，我们多少窥见了陈父对他的深深爱怜和殷殷期
许。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之下，“先生学有渊源，造诣深厚，乃一代博学之士，在我国历史上亦属罕见
，就是历史上的金圣叹、张之洞辈，虽是一代名声显赫的神童、才子，若与撄宁先生比较，恐不及多
矣。”此语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从陈撄宁幼年所受的教育和后来所有的作为看，如此称誉，倒也是
盛名之下，非为不符。    身为陈撄宁父执兼“吾乡之前辈”的怀宁胡渊如先生，民国初年曾任教于安
徽省立师范学校，对道家之学颇有心得，曾撰有《庄子》集注一书，名为《庄子诠诂》，由商务印书
馆刊印行世。据陈撄宁《记李朝瑞君工夫得效之原因》称：胡渊如先生“因教授国文，遂不能不涉及
诸子。因纵论诸子，遂不能不推崇老庄。因研究老庄，遂不能不探讨其玄言奥义。因欲解释老庄书上
玄奥，胡先生于是下问及宁。”陈撄宁还称：当然“注中偶有采及愚者一得之言。但余昔日与胡先生
所谈，实不止此，伊尚未完全宣布。”另据陈撄宁为李朝瑞《研究内丹信十二函》第一函所作按语称
：    “胡渊如先生，乃吾乡之前辈，为人诚笃不欺，书法学邓完白，文章宗姚惜抱，皆卓然成名。余
因其为父执，呼之日‘胡老伯’，而彼则呼余日‘陈老师’。闻者咸匿笑，胡正色曰：‘我等各守本
分耳，何笑之有?’余父戏谓之日：‘汝呼吾子为师，将认吾为师祖耶?’胡日：‘非也，君子不当重
新交而弃旧谊。吾二人旧日交情在先，永宜保守，仍是你兄我弟可耳。’相与抚掌绝倒。”    于此可
知，尽管陈撄宁并未专事于学术研究，但通过自己努力钻研，其精通道学之名时已称之，即如父执兼
“吾乡之前辈”、执教于大学教席如胡渊如者，亦尝不耻下问。还有，陈撄宁早年所受的启蒙教育，
与斯时斯世的其他孩童并无二致，纯粹是儒家一派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时
局的动荡，生活的变故，身体的病弱，自幼习儒的陈撄宁极有可能由儒而仕，或者做一个如他父亲、
如胡渊如先生那样的教书先生，而不是学儒学老学佛学道，且由儒而老而佛而道，最终皈依道门。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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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的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一些学人已经提出了“21世纪道家文化发展战略”和“面对21世
纪的中国道教”等课题。正是为了研究和探讨这样的新课题，人们会特别关注道教在近现代发展的过
程。而关注“20世纪”的道教文化，人们就不得不要认识陈撄宁、了解陈撄宁和研究陈撄宁。因为，
陈撄宁是20世纪中国道教文化的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就是一本介绍陈撄宁的生平以及他对
于20世纪道家和道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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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再详细一点更好了，应该有人写个更详细的传记
2、陈先生由于幼年身体不好，开始学习道家文化，进而了解到道家仙学的博大内容。陈先生一生到
底追寻些什么，我想这是每个读者想知道的。当前，大部分人对于道家学说多有误解，因为我当年也
是如此，总以为道家就是捉鬼、画符、预测未来之类。但是，在经过多年学习以后，才知道中国文化
的根本就是道家，也称为“黄老”之学。道学首先是一门哲学，是华夏圣人对天地宇宙人生的观察、
体悟和思考，然后发展出医学、化学、天文、历法、健身、养生、预测、军事等一系列学说。陈先生
侧重仙学长生之道，一生致力于仙学的传播和发扬。因此，如果是喜欢哲学、对人生有疑问，想了解
终极道理的朋友不妨看看本书，以陈先生为楷模，走一条升华人生的康庄大道。
3、可惜陈先生的“道教与养生”买不到了！！
4、步武先贤，发现自己，追求生命的自由。生生大德，光明在焉。
5、“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陈撄宁之学养、人格、情操乃后辈之楷模！&#160;“聊借文字般若之效力
，稍抒人己两利之情怀”也是我的座右铭！
6、20160722 独立于释道儒之外的神仙学
7、这本书建议大家看一看。陈先生的修行观点很重要。可以为喜欢修行的人答疑解惑。是个人修道
很好的例证。而且价格也很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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