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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哲学》

内容概要

道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传统哲学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国传统哲学作
为人类一大文明体系的理论性凝结，有其独特的思想主题，而道教则是推阐这个思想主题的一种理论
形态，同时也是致思于这个主题的一段探索历程。所以，谈道教哲学，必不能离开传统哲学之整体，
更不能离开其思想主题，否则，我们的研述将会成为无根浮词，流荡而无归旨。这是本书的基本指导
思想。
    天与人或性与天道关系，具有一种相因而对待的性质。这种对待性质，决定了二者的哲学义涵将在
相互诠释中得以发畅。推阐天道，离不开对于人性和人事的认主只，这使中国传统的本元论或本体论
哲学，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作背景。反之，审视人性或人事，也必以天道作为依据和准则，这又使
中国传统的心性学或精神哲学，具有其内在的宇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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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国龙，男，1959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分配到中国道教协会
工作，承担隋唐道教史研究任务。1988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次年受聘为助理研究
员，1994年聘为副研究员，1999年聘为研究员。主要从事道教经史、思想及中国哲学史研究。已出版
《道教知识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郭象
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宋儒微言－－多元政治
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等专著及论文数十篇。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主任。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
学院第三届“优秀青年”称号，所著《道教哲学》获“胡绳青年学术优秀成果哲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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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哲学》

书籍目录

导论
上篇从“神道设教”到“道教”
第一章 “神道设教”中的人文精神
第二章 礼俗之间的“统同”与“辨异”
第一节 “统同”与“辨异”是因果互动的整体
第二节 风俗民情之“辨异”是礼乐“统同”的基础
第三节 礼乐“统同”建立在百家融合的理论高度上
第四节 礼乐“统同”的两种表现形式
第三章 汉代礼俗、信仰与道教的形成
第一节 礼学规范与礼仪实际的分别
第二节 封禅的仪式及信仰问题
第三节 道教的形成及其文化涵蕴
第四章 斋醮科仪的古今之变
第一节 斋醮科仪之本旨
第二节 斋醮科仪的分类结构
第三节 科仪形式的增衍及其原因
第四节 清整科仪的常规性方式
中篇从“玄道”到“重玄之道”
第一章 汉魏晋“玄道”及其根旨
第一节 “玄道”??汉魏晋道教思想的主题性概括
第二节 “玄道”的根旨
第三节 本根论思想
第二章 “重玄”的产生及其思想背景
第一节 两个孙登
第二节 从孙盛的诘难看玄学《老子》之困境
第三节 支道林的回应
第四节 历史的疑问
第三章 南北朝道教义学与重玄学
第一节 南北朝教义学之开展
第二节 有无通贯的道体论
第三节 清虚自然的道性论
第四章 隋唐重玄的精神哲学
第一节 佛道论争中的理论问题
第二节 《本际经》和《海空经》的道体、道性思想
第三节 成玄英追求超越的精神哲学
第四节 李荣志在虚静的精神哲学
第五节 王玄览的道性论和心性论
第五章 重玄思潮下的道德性命之学
第一节 司马承祯的修性养命之学
第二节 吴筠的性情修养论
第三节 唐玄宗《道德经注疏》的“摄迹归本”论
第四节 《清静》诸经论的性命学说
下编从方仙道到内丹道
第一章 方仙道的精神旨趣与道家的贵生思想
第一节 方仙“道”及其精神旨趣
第二节 贵已重生的道家思想
第二章 《参同契》与唐五代道教的外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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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参同契》与唐宋道教的内丹理论
第四章 内丹道中的心性学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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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有学术界的新研究、新发现，更新了以前对道教的认识，值得一看。
2、太学术了。。。作为一个想入门道家的哲学的人来说，看这么多厚重的历史变动，实在太生硬了
。读了很多存在主义的书后，便觉得存在主义和道教的哲学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所以才来读这个书的
。。。但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也就是序言了。序言提到的道家的“文明异化个人——人性不被异化的
可能性、统合性之探索——现实最终异化个人，道教走向内丹——全真道教的统合“的走向，很有历
史的眼光和社会心理学的根源。而书中提到的哲学之永恒话题：人之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的关系更
是对我启发非常。还有就是文化与教、哲学的统合才能使哲学有用处的思想，也是让人看到了和存在
主义的相容点。仅仅通过序言就能了解这么多，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后面讲历史太多，太过生涩。而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王重阳的一句诗”在俗本来无一罪，盖缘学道万重增“对门派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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