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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孚琛同志与我认识多年，而且参与了我与季羡林、孙长江两位先生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他的所有著作和论文我大多阅读过，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学术根底可以说是很扎实，且颇有创
造性。
胡孚琛同志还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由他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集中了五六十位我国主要的道教
研究者共同完成，这确实是一项有益于道教研究的大功德，大大方便了学者们对道教的研究。
现在胡孚琛又撰写了《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把“道家”、“道教”与“丹道”作为统
一体做整体性的研究，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我们不必过多地讨论“道学”这一名称的归属问题，但这一名称指“老庄道家”早于《宋史·道学传
》却是事实，科学地阐释“道家”、“道教”、“丹道”三者的关系更重要。
本书虽分别讨论“道家”、“道教”、“丹道”，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在着力分析和研究这
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本《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那它就不可能成为一本系统的科
学著作。
胡孚琛同志可以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许多精辟创见。
当然，一本涉及很广泛的学术著作，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引起争论，这不是坏事，恰恰是推动学术发
展不可少的条件。
根据传统的看法，“重玄学”被认为是道教的学派，而“内丹心性学”又是在重玄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宋、金、元时期的道教的特产，并和宋明理学心性学、禅宗心性学成为中国心性学的三大支。
现在胡孚琛同志都放在“道家篇”中论述，有些学者或者会对此提出疑义。
但我想，如果从哲学的层面看，如果把“道家”和“道教”、“丹道”打通开来看，“重玄学”应是
经过南北朝佛教的冲击后由魏晋玄学发展而成的，而且成玄英、李荣等在学术上的贡献都是体现在他
们对《老子》和《庄子》的注疏中。
“内丹心性学”又是对重玄学的发展，并且使理论和修持方法结合成一整体，而能与儒、佛两家心性
学并列为三，这都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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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一本书可以得到一门学科的全部专业知识！
读一本书可以开发智慧，得到健身养生之法！
读一本书可以打开道学文化的新领地！
读一本可以得到一大学术领域的全部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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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孚琛，1945年生于河北吴桥。
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曾在地方的医疗卫生、化工部门工作。
1979年相继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读书和教学，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
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道教通论》，著有《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道藏与佛
藏》、《道教志》、《道教与丹道》、《丹道法诀十二讲》（三卷本）、《丹道仙术入门》、《新道
学引论》等，译有【俄】凯德洛夫《科学发现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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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 艮（三）丹道性命学人类的生命之谜和心灵之谜隐藏在丹道之中，故而内丹学也称为丹道性命学。
我们要破解生命和心灵之秘，首先要认识生命的三项基本活动，即是降生、性交和死亡，而这三项生
命活动在东西方不同文明的国家里几乎都被当作思想的禁忌，是科学、哲学和宗教这三种文化要素的
交汇点。
因之，生、死和性既是科学、哲学和宗教共同关心的问题，又是三者都缺少研究的问题。
美国科学家斯·格洛夫在《死亡探秘》一书中指出：“由于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西方人不得不付出
了很多代价，特别是，我们越来越从人类存在的生物本质中异化出去。
这种异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命的三项基本活动上——出生、性和死亡。
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端的心理学革命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对人类性活动的压抑。
在最近十年里，我们则亲眼看到出生与死亡研究领域有了较大进展。
这不仅表现为对出生与死亡这类体验有了日益深入的理解，而且表现为对新生婴儿和濒死者的医疗护
理有了重大的变革。
在消除了对出生与死亡的思想禁忌之后，人们随即重新发现了精神世界的意义，而这一点曾被物质科
学的飞速发展所淹没。
随着这些领域的知识不断增长，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出生、性和死亡是与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它们有力地植根于人类的无意识之中。
这种见解恰好表达了古代各种宇宙论、宗教和哲学的核心，因此，这些认识论上的新发现就在古代智
慧与现代科学的鸿沟之间迅速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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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学通论(2009年·修订版)》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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