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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

前言

　　距离组织编写这套宗教史书至少有15个年头了。15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值得骄傲的变化，世界
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形势下，出版社还要求再出新版，说明这套读物还有读者群，还有
社会需要。　　最初编写的目的比较简单：我们对于宗教缺乏知识，尤其是对于世界性宗教，缺乏系
统的、客观的知识；而通过对宗教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补上这一课的一个好方法。因此，在研究和
写作过程中，参加编写的同志普遍注意到社会史与宗教史的关系，宗教信仰与宗教神学的关系，同时
也探讨了诸多宗教派别的各自特色，以及它们得以形成的原因。在语言上，尽可能简练明晰，争取蕴
涵的内容充实一些，可读性强一些。虽然在方向上是这样定的，但具体做起来，各本书的风格还是有
差异的。　　研究世界宗教，学习宗教知识，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而今国内外宗教形势的演变
，证明这一提议是多么的富有远见。我们当年编写这套宗教史书，主要是给大学文科学生作选修课教
材用的。到了现在，我感到一些有关的领导也不妨翻翻，或许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当前世界奇谲多变
的局势，认识宗教在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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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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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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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第一节 秦汉社会危机与统治思想宗教化  第二节 各种思
潮的涌出与融摄第二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  第一节 民间兴起的汉代道教  第二节 魏晋道教的分化和
发展  第三节 南北朝道教的改造和充实第三章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一  第一节 隋代道教的转折  第二节 盛
唐道教的鼎兴  第三节 中、晚唐及五代十国道教的低落  第四节 北宋道教的高涨第四章 南宋金代道教  
第一节 符篆派统领和金丹派兴起  第二节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创立第五章 元代道教  
第一节 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三大道派的发展  第二节 全真道的南传与金丹派南宗  第三节 龙虎宗
及其支派——玄教  第四节 茅山宗、阁皂宗及其他符篆道派第六章 明代道教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与道
教  第二节 全真道和正一道  第三节 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第七章 清代民国道教  第一节 衰落期的道教 
第二节 陈撄宁与“仙学”第八章 当代道教  第一节 道教的新生  第二节 台湾、香港、澳门的道教  第三
节 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第九章 道教的基本信仰及其他  第一节 基本信仰及神仙  第二节 仙境、宫观
、组织、戒律及清规  第三节 道藏的编纂及分类第十章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道教与儒学  第二
节 道教与佛教  第三节 道教与民间宗教  第四节 道教与民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第五节 道教与文学、
美术、音乐附  录一道教大事记二索引三主要参考书目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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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说来，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的中后期，促使其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重的社会危机。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连续吞并了韩、魏、楚、赵、燕、
齐六个大国，中国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秦汉社会的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
式的制约，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发展特征。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在封
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
被大量兼并，出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①，“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②的局面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渐严重，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终于引发了以陈胜、吴
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走向灭亡。袭承秦制的汉王朝，十分迫切的任务
就是如何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防止农民起义再发生。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实行的是严
刑峻法，借暴力镇压以维护其统治，而且秦统治者又十分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希图能永久
统治下去。’不过，却并不能如其所愿，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没。这强烈地震撼了
地主阶级，从而迫使继起的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从中汲取教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治国
理民的统治理论和策略。这样，汉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静无为”为特征，以“无为而治
”为原则的黄老思想，并把它作为统治术的指导思想，实行约法禁省、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以
此来安定社会秩序。结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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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道教，正宗的国产宗教，必须了解一下
2、通俗易懂，适合为做论文浅尝辄止的我~
3、最没有野心和侵略性的宗教。
4、喜欢宗教的人士有必要读此书,书比较经典。
5、帮朋友买的，因为对宗教比较感兴趣所以也翻了翻，感觉真是是看不进去啊
而且后才发现价格也比别家贵：（
6、非常肤浅
7、内容比较系统，脉络比较清晰。
8、太闷了。
9、买完，看完我比较后悔。

浮而浅，跟现在国内的大多数学者一球样。

10、还行，唯一有疑问的地方是，道教史似乎说成了一部跟政治太多搅拌的“道史”。
11、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一直很好奇道教里面的神仙体系是一个怎么样的排位；这本书相当可以
了，内容丰富。不过看书还是得带点自己的主见，不能以为作者的观点就全部是对的。
12、如果里面唱红歌的段子少一点，不要那么大规模的往上搬数据，多少带点道家的思想~
13、刚刚开始读，书质量好，不错。
14、当代道教学术泰斗四川大学卿希泰之作
15、入门级别的书。
16、属于经典
17、我决定认为我已经读完它了。反正剩下不多，我好久都没去碰了。内容非常单一，没办法道教就
是这么发展的吧，然后到了最后大概五分之一，啧啧，根本不用看了，太特么马列了，前面五分四其
实已经够马列了。
18、专业的书籍，让我看书的进度很缓慢，但是书中的语言还是很能让专心的读者明白。
19、作者不明白什么是宗教！
大量的引用原文，没有自己的解释，呵呵
况且竟然说有些宗教起源或故事的描述是不可信的，呵呵，什么是宗教？
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史》很不错，因为看来那部，才买这部国内的，结果，失望了
20、还没读完，初步感觉很好。
21、中规中矩
22、对宗教要了解的人，肯定要了解道教，因为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好东西，此书可以阅读，我正在
品味，感受待续
23、挺好的书，纸张不错，很喜欢。
24、对比许地山的道教史进步许多
25、我从小是热爱哲学特别宗教类而这本书写道教史也写得蛮好的
26、有个小建议
27、大致了解了道教的源流，对"三教合一"很有兴趣。
28、和主义相似,真讽刺
29、没买到另一本，某某框架下的宗教史。
30、许地山傅勤家二位先生的书虽然是导夫先路的开山之作,但也只是开山之作,道教史的研究,和一切
学术是一样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还是该"不薄今人厚古人"才好.
31、补记 可以读
32、这种书都挺让人长见识的。
33、对道教有个简要的了解。从佛道教的研究水平和写作来看，研究道教的学者与研究佛教的还是要
差一截，无论是文字的流畅程度，还是在研究深度上来说，都比不过研究佛教的学者。
34、别的都好，就是作者那个什么什么“底”看起来真是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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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东西不错，质量挺好的，很喜欢
36、作为已经出版了二十余年的书，此书由订正之必要。
37、买了一套，我老公看了，对从事外贸或外事的人有帮助，因为外国的宗教信仰氛围比较浓重，几
乎每个人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可以更好地与他们沟通！其次，可更好得助你了
解当今时政。
38、但整体还不错！值得一看！
39、正版很清楚，如果有图画解说就好了。
40、老长老长的
41、这书是唐大潮写的，卿希泰先生只是挂名 ，观点不算出采，胜在资料详实。
42、值得推荐的道教史版本
43、脉络很清晰，但还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过分强调，富有时代特色。
44、第二天就受到了，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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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道教史》的笔记-道教史

        起源
        庄子修道方法，守一，断绝欲望；坐忘，心斋坐忘。
        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谴告，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春秋繁露》除以五行说附会，
还创造了求雨、止雨的仪式。儒生方士开始合流，一直到前后汉交替开始称为道士。道教产生于东汉
顺帝，桓帝正式诞生。
       刘秀依靠谶纬统治，但并不能化解阶级矛盾和斗争。
       道家以道为规律根源，道教以道为神秘，灵而有信。道教将道人格化，将老子看做道的化身。
       受《易》变革的思想，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

汉魏晋南北朝

        汉武帝时期神仙被赋予直接参与社会政治。
张陵东汉顺帝于西蜀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尊老子为教主。张鲁嗣教后传播壮大，并在汉中建立政教
合一地方政权。后张鲁降曹，大量道众北迁至中原。
        太平道为张角于东汉灵帝创立，聚徒讹言，黄巾起义，遭受镇压销声匿迹。
魏时朝廷开始镇压并有意招有道之士，避免道士欺众惑民，此时一众道皆以为人治病灵验而起。晋时
统治者扶持部分教徒，开始卷入内部争夺政治权利斗争，以巩固统治者地位，同时道教开始为大族信
奉世传。
        晋时江苏葛洪大量著述，同时贡献于医药，为上层士族道教理论奠基人。主张内修外养积善立功
，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视民间道教为异端力主镇压，鼓吹服食金丹成仙，至此开始注重个人长生。
主张道高于儒，但殊途同归，可相互补充调和（他原想成为儒者），外儒内道。主张入世，为士族统
治需要。东晋上清派，司马对江南士族始终抱有戒心，所以政治上不得意便以老庄思想为精神寄托。
        北魏太武帝以寇谦之为国师，进行废佛，起因于佛寺发现大量兵器（实际是阻碍实行儒政），太
子上书止废。
         北齐时佛道教人数以对财政造成影响，相比之下下令限制道教，到北周辩会废佛，同时废除道教
（还俗，财散臣子，庙赐王公）。
        道教教规经寇谦之、陆修静后基本定型，茅山道士陶弘景（为梁武帝宠，依陶定梁）建立神仙谱
系、修道史、发展理论主张形神双修、创茅山宗（教派，理论融合的开始）。

隋唐五代北宋朝

        隋以崇信佛教为主，对道教也有隆遇之恩。开皇为一劫之始，表示又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唐李渊时派道士至高丽宣讲老子，睿宗、玄宗时司马承祯吸收儒家正心诚意以及佛教止观禅定提
出安心坐忘，并分七阶次：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
        五代十国（907年朱温取代李唐建立后梁）后周柴荣都大力推崇道教抑制佛教甚至采取毁坏的强制
手段（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唐武帝）。
       北宋各朝都投入了较多精力和财力，修宫造像。

南宋金元代道教

       南宋为求神佑大量认命宫观使，南宋道派以巫术为思想渊源。
       金人出现全真道，创教人王重阳为陕西咸阳人，合一三教、全精全气算神、苦己利人，至元全胜
。成吉思汗征西时召见丘处机，并得到信任，成功进谏东归，全真教得以全面发展。到尹志平嗣教仍
然获得支持，在他为蒙古统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会隐患（安抚）。李志常对佛教长老福裕提出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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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寺院不置可否，全真教发展戛然而止，对佛教的批驳毫无招架，一再受创。

明代道教

      明朱元璋撰有三教论（首儒），明世宗好青词、信方术、封道号远在徽宗之上。明初实行的宠抑双
重政策，从英、代两朝起逐渐破坏，到宪宗、世宗当政期间，道士把持朝纲。全真教唯修一己不能满
足王纲（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再就是起源于北与元统密切。全真道中得优遇
者唯有张三丰，明中叶道教在上层日趋衰落，王阳明援道入儒，又开始活跃于民间，出现大量道教题
材神魔小说戏曲。 

清代民国道教

      清入关接受佛教，对道教抑制不断加强。康熙明确规定巫道惑民心者处死，又大加封赐首领。雍正
相对重道，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宗教，道教发展趋停，并逐渐变相。
      自袁世凯复辟封证一道后，道教再无封建特权，天师称号也只遵循惯例，并效仿西方教会组织。陈
撄宁撰稿出刊，提出仙学理论（重实），重研究、实践、积极、自力、团结、创造、生前、实验、长
存、超脱。

当代道教

       1966年文革，极左将宗教划为四旧之首，1989年恢复传戒，1990年道教学院成立。港澳台教派不同
，但一直传立良好。

附录

      道教所崇三清（元始、灵宝、道德天尊）初见于六朝。
      以周敦颐为创始的理学能研究融合佛道思想以立新，直至入明后色彩加重，吴与弼开心学至王阳明
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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