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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学道为人，首先应该是为全社会的人。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学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有八个字，“齐同慈爱，异骨成亲”。
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普天下的人部“慈爱”，都像亲人一样⋯⋯赵朴初先生和中国佛教协会提倡人间
佛教的精神，有八个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这个 “有情”指的就是人，使人民大众得“利”得“乐”。
在这一点上，学道为人和学怫为人，应该是完全相通的。
     道衲同诸位道友能够共同弘道至今，直赖神灵的护佑、祖师的嘱托、同道的关心和支持。
但愿神灵、祖师和同道都能够护佑你我，支持你我，为弘扬道教信仰，发扬中华文化，凝聚民族团结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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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莲笙，上海市人，生于1917年10月25日。
原名吴良叙，5岁时，出嗣于姨父陈荣庆为
子，遂更姓名。
陈荣庆为上海道教正一派道士，知名法师，陈莲笙便从小生长在这世代信奉
道教的家庭。
1927年，12岁时，皈依朱星垣道长门下，从此便为道教正一派道士。
现任中国道教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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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　　近百年来，人类物质文明之发展，日新月异，前所未有。
人类正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乃至于有人企图去创造自然。
　　与人们重视物质文明的程度相比较，似乎人们对于自己的精神文明之发展的关心和重视程度实为
不足。
人们对于社会和精神的认识程度，远不如对于物质文明之发展的认识程度。
它表现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只知道从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保护和付出，于是自然生态受到
破坏，最后受到自然的惩罚。
至于有人企图再去创造一个自然，必然是以牺牲一个现实的自然为代价。
这就是得失相依的“天道”。
另一方面，它表现于人和人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只知道向社会索取，却不知道付出和奉献，于是当今
的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物欲横流、金钱万能、鱼肉他人的丑事和坏事。
　　我们道教处于如此的世界之中，有些道教徒感到困惑，不知所以，有的则道性迷惑，随波逐流。
如此一来，我们道教徒就同一般民众混而为一、没有区别了。
“道士”应该是“有道之士”，混同了就变成了“道民”、“道工”、“道商”。
道教的信徒一旦失去了“道”的本性，那么“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社会上就失去了教化的功能和存
在的依据，其结果就是逐趋衰落。
　　为了摆脱衰落，振兴道教，辛亥革命后，道教界许多前贤都曾做过设想、做过努力。
有的从建立组织方面，例如，民国初年北京白云观和江西龙虎山都曾企图建立全国组织，以团结道教
界的力量；有的从参与生活方面，例如，陈撄宁等就曾在1947年发表了《复兴道教计划书》，提出从
“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修养、农林、科仪”等九个方面，以参与社会，活跃
道教生活。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重要的。
　　当今的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道教要适应社会生活，首先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而要组织起
来。
其次，道教有没有活力就看它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如果道教徒只知道关在庙门里面，只顾自己修炼成仙，不关心民众，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民众支持你
的修性和关心道教的未来呢?因此，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都很重要。
　　道教在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中，重要的是以“道教”的宗教功能和“有道之士”的身份。
离开了“道”，道教和道士就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和一般民众，不论为道教和社会做多少好事，都体
现不出道教的特点和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道”的信仰特点，体现道士的精神风貌，是在当代社会中振兴道教的关键
所在，而保持信仰特点和体现精神风貌就要依靠我们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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