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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

前言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
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正所谓“高处不
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
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旨在从文化的视
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
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流。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
以其它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伶楼艺
人在旧时代大多包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言人，
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社会
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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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

内容概要

《道士》主要讲述了：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其他的文明都衰落、
消失了。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
毋庸否认的。《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
道德力量，是华夏文明的奇葩。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是极其不应该的。现在
，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以弥补
这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制
，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既多方面揭示，又
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
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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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道士的称谓  普通称谓  尊称  特殊称谓  互称与自称  教职称谓第二章  道士资格的获得  正一派道
士资格的取得  全真派道士资格的取得  新中国道士资格的获得第三章道  士的宗教信仰与教派  民间信
仰的多样性特征  道士的宗教信仰  道士的派别  附录：《诸真宗派系谱》第四章  道士的日常生活习俗  
道士的饮食习俗  道士的服饰习俗  道士的行旅  道士的生活禁忌  道士的经济来源第五章  道士的修炼  
道士修炼的场所——道教官观  道士的外丹修炼  道士的内丹修炼  部分修炼方式详解第六章  道士的戒
律和清规  道士的戒律  道士的清规第七章  道士的斋醮与法术  道士的斋醮  道士的常用法器  道士的符
箓咒术第八章  道士趣话  道派创始人张道陵、王重阳  著名道士理论家葛洪、陶弘景  被奉为行业宗师
的道士孙思邈、吕洞宾、张三丰  “帝王道士”李隆基后记

Page 4



《道士》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士的称谓　　“道士是道教的神职人员。他们因信仰道教而皈依之，履行人教的礼仪
，自觉自愿地接受道教的教义和戒律，过那种被俗世视为清苦寂寞而他们却视为神圣超凡的宗教生活
。同时，道士作为道教文化的传播者，又以各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方式，布道传教，为其宗教信仰尽职
尽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历史上，官方、民间、道士之间，以
及道士们按修行程度、教理造诣和教职等而产生了许多称谓。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国历史
上出现的许多关于“道士”的称谓。对于“道士”的称谓，周高德将其分为“普通称谓”、“尊敬称
谓”、“特殊称谓”、“互称与自自称”和“教职称谓”五类进行了介绍。下面依其分类，对一些常
见的道士的称谓做些介绍。　　普通称谓　　1．道士：据《楼观本纪》，道士之称起于周穆王时，
据其介绍周穆王好尚黄老。以杜冲为师，追抑遗迹，崇构灵坛，招集四方幽人逸士，以绍玄业，“朝
野以其弘修道事，故以道士为号焉”。但早期道教的《太平经》并无道士之称。这极有可能是道教徒
为崇其教而杜撰的。　　在我国历史上，“道士”一词含义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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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

编辑推荐

　　介绍了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
传承，虽然有些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为
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意蕴令人玩味
反思。　　道士是信奉道教的教徒，以从事道教活动为职业。其中女性的“坤道”，又称女冠，俗称
道姑；男性的道士称为“干道”，也称道人、羽士、羽客、黄冠等，又尊称为道长。 1997年，中国大
陆有道士25000多人。目前中国大陆的道士约有5万余人。 现代道士有两种：全真教的道士是出家的，
头发和胡须都要蓄起来，头顶还要挽髻，大部分吃素，强调清修；正一道的道士一般不蓄发，修炼特
别强调符箓，可以结婚，吃荤，大部分为不出家的道士，也称火居道士，少部分为出家道士，主要从
事道教仪式活动。现代正一派弟子须经过授箓才成为有资格的道士，而全真派弟子则需授戒。 “道士
”一词也可指一般学道、务道之士。

Page 6



《道士》

精彩短评

1、把“道士”作为社会群落的一种，观点还是不错的。内容很全面，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作
者在搜集整理上下的功夫还是要肯定的。
2、道士
3、详细算详细 就是不好看
4、有部分道家和道教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逻辑架构！
5、前后有冲突，前面说理发师把吕洞宾奉为祖师耻与娼妓者理发，后面提到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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