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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教研究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渐渐地升温，到了世纪之末，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显学，进入2l
世纪，则无论是研究的人才、研究的论题、研究的规模，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茂。
这套《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问世的。
　　丛书的特点是“丛”，一本一本独自成书，而又集成一丛，或者许多小丛又汇合成大丛，有如《
四库全书》那般的浩瀚。
至于集合成丛，有的是围绕一个主题，有些则以形式分类。
本丛书的书目，并无一致的主题，从内容上看，也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
其中有谈神仙与人生理想的，有谈宫观的，有谈祭神的，也有说养生，论小说的，范围非常的宽泛。
如果说有什么统一之处的话，那就是所谈的中心话题都是道教，以及在谈论时表现出的现代视野。
　　(一)　　所谓现代，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又不限于时间概念。
确切地说，现代指的是一个历史时代，这一时代，有其特定的内容，或日特定的质。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百折千回，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20世纪中叶，才比较自觉地将建设的目
标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要建立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目标。
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却遭到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
新将在2l世纪中叶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提出来，而且很快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从那时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加速期。
短短的二十余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现代”的气息已经越来越
浓郁。
现代化的过程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的深刻变化，也引发了人们观念前所未有的巨变。
人们眼界的开放，思维的活跃，价值观念的多元，民主意识的提高，都是以往没有过的，甚至于根本
就没有想像过的。
　　所谓现代视野，即是站在现代立场，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道教，探索道教。
　　现代视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切都没有区别地观察和理解外界的思维模式。
恰恰相反，现代的人们正好没有这样一个模式，也没有人支持弄出这样的思维模式。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它促进了人的解放，独立的个人成为社会的公民，享有法律、财产
、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和权利。
由此也养成了个人独立思考，对问题独立作出判断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如此一来，想要建立一个全社会所有成员至少是绝大多数成员一致的思维模式根本就没有可能，也没
有必要。
我们所说的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道教，将之纳入现代视野，绝对不是想去制造一种限定的思维框架，
将研究的对象按这种框架切块、分类、综合，再加评价。
完全不是这样。
　　所谓现代视野，在我们看来，只是现代人的观察世界的开阔眼界。
如果一定要说它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开放的，它是富有包容性的，它又是流
动变异的。
　　开放意味着前进，意味着面向整个世界。
以这种眼光看道教，自然而然地会将它放到全人类的大背景下分析、评价。
　　包容，就是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文化现象，都会采取兼包并蓄的态度，承认其存在的权利。
对于道教的探讨，不会以某一观点为独尊，也不会强制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在信与不信、灵与不灵等问
题上纠缠，而会更加客观地去加以分析。
　　流动变异，就是现代人的经验世界和意识世界，都是变化发展的，不会停滞在某一点上。
现代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现今西方世界和中国人谈论现代、后现代时，都会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了。
生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现代人，视野中呈现的是一片永恒变化着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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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收入这样一个视野的道教，其存在，其价值，都会随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不会凝固于某一点
，也不会以某种权威的结论为绝对的定论。
　　这是我们对现代视野的理解，也是组织这套丛书的基本心态。
　　(二)　　既然谈到现代的眼光，进一步，我们要谈一下作为研究对象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之一，如果从东汉时正式形成教团算起，已经有接近二千年的时间，如果
从她的前身方仙道算起，时间就更长。
这一古老的宗教，穿越时空，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迭，仍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舞台上屹立着。
进入19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她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支，也仍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象征意义。
　　道教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价值又显得多元，又透着几分神奇，使她对于人们具有很强
的吸引力。
本丛书的编辑，首先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道教，其次也是想通过探讨，去挖掘道教文化的多元价
值。
对于道教，一方面，是希望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其历史与现实予以评价；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她的历史
深处，发现出在现代仍有价值的因素，找到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桥梁。
当然，我们说的现代价值，含义非常宽泛，既包括对于现代人、现代社会可能有用的生存智慧，也包
括可以供现代人参考的理论经验，以及可以为现代人的审美活动提供的资材。
　　(三)　　我们这套丛书，由上海城隍庙组织，邀请众多的道教内外学者撰稿，联系出版。
从当代道教自身而言，编辑出版道教研究的成果，也是加速促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道教界在久经摧残之后才复苏不久，仅靠自身力量，要想实施，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弥补这一缺憾，较为可行而较易见成效的方式之一，是道教界与教外学者的结合，大家本着共同探讨
古代文化奥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宗旨，走到一起，取长补短，相互帮助。
这套丛书的组织编写，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想法。
它们的作者，既有道教界本身的学者，也有教外的专家，而且更多的还是教外的人士。
它是道教界与学术界合作的产物，也是道教界与当代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结晶。
尊重知识、重视吸引知识分子，以及与历代的知识精英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道教的传统。
　　本丛书并非狭义的弘道之书，而是对于道教的学术研究之作。
在相互尊重、共同探讨、相互切磋的前提下，各位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阐释自由。
这也符合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现代视野的特征。
　　邀请参与本丛书编写的，有诸多的道教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圈中，各有自己擅长
之处。
不过，本丛书的编写，是想将有关道教的知识介绍与专业的分析结合起来，即做到通俗性与学术性的
统一。
为此，我们没有要求作者在深化学术方面放马驰骋，而是请他们将获得的学术成果以尽可能通俗的形
式表达。
至于表达得如何，则要请读者们来评论。
　　最后，我们还得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因为他们的学术眼光，本丛书才得以纳入出版计划，也靠
了他们的辛勤劳作，才使得丛书的问世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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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日趋增加，因此，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都日益重视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提高人生的质量，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锻炼及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饮
食习惯，延长寿限，获得丰富而高质量的生活。
而中国本土宗教文化——道教，经过东汉以后历代高道的阐发、整理，乃至积淀，形成了专门而有特
色的系统理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书就是祈望从该视角切入，来尽量挖掘道教文化中有益于老年生活的精华思想或生动事例，以期对
当今的老龄社会提供可以直接或间接汲取的传统文化养料，让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补益或启发。
    全书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引经据典，事例生动，深入浅出，夹叙夹议。
既有对古老道教文化有关养生理论的阐发，又有当今现实社会事件的介绍。
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知识，更可以从中得到乐趣，从而丰富老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老年时段宛若黄昏前的夕阳，映红西边天空的云彩。
愿老年朋友阅读本书后，真正体会、亲历、享受老年人生的快乐，从内心感受“最美不过夕阳红”的
意境，让昔日曹操“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愿景，成为每个老人生活里真实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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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壮，1955年10月生，广东潮安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兼秘书长。
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研究。
著有《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特点》、《改革开放形势下的西北伊斯兰教》、《伊
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关于中国上古时代政教关系的阐释》等论文；《宗教与近代上海社
会的变迁》、《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宗教卷》(合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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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尊崇敬重老人的传统渊源　　第一章　信仰文化显底蕴　　一、神仙系统亦尊老　　中
华文化的传统渊源中包含着很突出的尊崇老年人的内容，宗法性的传承特点和推崇孝道的伦理始终是
千百年来整个社会的文化核心意识。
作为中华汉地文化的主干之一，道教算得上是正宗的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的本土宗教，所
谓“道可道，非常道”，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既沿袭了中国古代楚地信仰的基础，又汲取了北方
海滨地区齐鲁文化的诸多营养元素，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都可从道教的形成和衍变上
看出端倪，而诸如方仙道、黄老道等一些古老的修持方法与宗教观念也为道教所吸纳。
及至东汉中叶后，逐渐成型的原初道教，借助当时方兴未艾的农民大起义，在社会剧烈变动的重要关
节点上，得到了流布广传的历史机遇，转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的信仰文化，在魏晋以后更
因其发展步入上层化、贵族化的路径而扶摇直上，受到统治阶层青睐的结果，令道教得以与儒、佛二
教分庭抗礼，从而与儒教、佛教一起构成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主流文化。
　　相对其他出世性较强的信仰文化而言，尊崇老年、重视老年和养生防老成为道教一个非常明显的
文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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