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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它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各作者都是宗教研究的专家或者历史学家，他们的文章涵盖了道教的源流、历史、派别、典籍等
方面的问题，更注意到道教同农民战争、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名人之间的联系。
这些文章都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十分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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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家与道教　　世界有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
教、儒教。
中国的佛教与世界三大宗教有交叉。
　　佛教与道教主张出世，宗教职业者、专一的信奉者要出家，不过世俗人的生活。
儒教主张人世。
儒教、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佛教为外来宗教，其生活习惯、服装、
礼仪与儒、道不同。
儒、释、道三教并称，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那是在隋唐时期。
南北朝已有三教的说法，但不普遍。
国家每逢重大节日．诏三教公开辩论，北周已开始，唐代成为制度。
大文学家自居易有好几次在三教辩论中代表儒教发言，《白氏长庆集》还保留有他参加辩论的发言提
纲。
佛教的著作和教义比较明确，惟独对道教的意义的理解比较含混，道教内部和反对道教的人士也没有
讲清楚。
　　先说道家。
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见解，认为老子、庄子为道家，这是一种误解。
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
老子与庄子没有直接的传授关系。
老子或庄子从未自称为“道家”，只有儒家自称为儒，墨家自称为墨。
儒墨两家各有自己一派的传承关系。
孔子、子思、曾子、子夏、孟、苟均有传授关系，墨家有巨子相袭制度。
儒墨两家，系统清楚，号称显学。
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第一次提出“道家”名称。
司马谈的道家反映了汉朝政治统一后，思想界趋向统一的思潮趋势。
秦及汉初有许多学派反映统一的趋势，秦朝有《吕氏春秋》，汉初有《淮南子》，后来有董仲舒的哲
学思想。
汉初道家是吸收儒、墨、阴阳、名、法各家思想的长处而创立的新体系。
老子、庄子都是阴阳、名、法出现以前的人，前人怎能吸收他们死后的人的思想？
这个“道家”乃是黄老思想的一个分支，与先秦老子、庄子关系不大。
　　老子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也未创立宗教，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一开始就是宗教家，创立佛教
的情况不同。
老子的著作是学术性的，不是宗教性的，也与佛教经典不同。
老子被拉进道教，并奉为教主，那是很晚的事了。
东汉末年，汉中张鲁信奉五斗米道，令信徒们念《老子》五千文。
念《老子》的也只是巴蜀的五斗米道，影响地区仅限于汉中地区。
中原广大地区的道教徒信奉《太平经》，这是一百多卷的大书，内容庞杂，没有多少老子的思想。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末年，方术、巫术是它的前身。
神仙方术信仰由来已久，古代巫、史、祝、卜是与神打交道的专家，他们处在国家的领导层。
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
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不死之药可以长生，投合上层贵族要求长期享乐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广大群众缺医少药，方士们用符水治病，驱鬼祭神，在下层群众中也得到推广。
早期道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于是出现了《太平经》。
此书成书时间约在东汉安帝、顺帝统治时期，此书为集体创作，书成于于吉、宫崇等人之手①。
　　关于老子如何被道教捧上教主的地位，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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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推断，应在东汉时期。
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
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到桓帝时(在位时间是147～167)，延熹八年(165)正月遣中常侍左倌赴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
霸赴苦县祀老子，九年(166)在濯龙宫祠老子。
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
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
这里透露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老子无甚关系，而是与西方的佛教与本土的黄老信仰搭伴，以
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求神佛保佑，祈福延年，是少数上层贵族享有的奢侈品，然后再普及到下层社会，“后遂转盛”。
　　道教建立后，沿着两条路线传播。
上层路线与历代朝廷、官方相配合，可以称为正统的官方道教。
还有在社会下层广大群众中传播的道教，它与民间巫术、符咒结合得比较紧。
农民起义也往往利用道教这个组织形式。
黄巾起义就是第一次道教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例子。
宋代的方腊、清末的义和团也大体归为这一类。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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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
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
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
这套文库力求以历史的高度，把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背影中审视，向您展示五
千年文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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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
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
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
这套文库力求以历史的高度，把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背影中审视，向您展示五
千年文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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