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家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家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802325838

10位ISBN编号：7802325838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时事出版社

作者：李家晔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家文化>>

内容概要

《道家文化》全面深入地展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全貌，系统地介绍了道家文化的历史沿革、主要派别
和主张、代表人物和重要典籍等，同时详尽细致地收录了道家文化的其他重要知识点，采撷了道家文
化思想宝库中最耀眼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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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家晔，知名策划人，作家，正大国风图书中心主编。
自号『国风居』，主张文以载道，道法心灵，用情感去创作，自己入戏。
长期以来与书为友，冷眼看天下，热血写春秋，积十年之功，有二十来部作品出版面市，主编和参编
多部。
主要作品有《白鹭洲》、《北京人头盖骨之谜》、《韬光养晦大智慧》、《菜根谭做人做事的智慧》
、《受用一生的智慧茶座》、《鹿皮卷》、《有一种智慧叫『以退为进』》、《一代人豪刘伯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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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道家文化的历史沿革 1.道家诞生的时代背景 2.道家思想的源流 3.道家的鼻祖 4.道家的集大成者
5.早期道家的“老庄之道” 6.秦朝时期的道家 7.西汉初期道家的发展 8.西汉盛行的“黄老之术” 9.西汉
道家的法治思想 10.西汉黄老思想的负面影响 11.西汉道家与儒学 12.东汉道教的创立 13.东汉道教盛行
的原因 14.东汉道教的思想特点 15.汉代道家谶纬之学 16.魏晋道家玄学产生的原因 17.魏晋道家玄学兴
起的背景 18.魏晋道家玄学的特点 19.魏晋南北朝道、儒、释三家合流的萌芽 20.隋唐道家的特点 21.唐
代道家与皇权的结合 22.北宋道家的传承 23.南宋道学和理学 24.宋代道教的特点 25.元代文人的道家情
怀 26.元代道教的格局 27.明代道家的式微 28.清代道家的归隐 29.清朝末期道教民间化倾向 30.近代学者
的道家主张 31.民国时期道教的发展 32.当代道家的复兴 第二章道家的义理和仪式 1.道教的义理内涵 2.
道教的基本教义 3.道教的基本信仰 4.修道的基本原则 5.道教的戒律 6.道教的道术 7.清净无为 8.济世度
人 9.尊道修德 10.渐修得道 11.柔弱不争 12.逍遥仙道 13.道教礼仪 14.斋醮科仪 15.太平清醮仪式 16.延生
醮仪式 17.道教葬仪 18.道家服饰 第三章道家的神灵体系 1.道家神灵体系的历史发展 2.道家神灵的来源
3.道教三祖 4.三清尊神 5.四御 6.玉皇大帝 7.三皇五帝 8.太上老君 9.斗姥天尊 10.三官大帝 11.文昌帝君 12.
玄天上帝 13.王灵官 14.关圣帝君 15.东岳大帝 16.碧霞元君 17.道教八仙 18.雷公神 19.城隍神 20.太岁君 21.
妈祖 22.土地神 23.门神 24.灶神 25.药王 26.财神 第四章道家的主要派别和主张 1.黄老道 2.太平道 3.正一
道 4.北天师道 5.南天师道 ⋯⋯ 第五章道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 第六章道家的世界观 第七章道家的政治
观 第八章道家的处世观 第九章道家文化与传统文化 第十章道家文化与当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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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修道的基本原则 道教的学道、修道不仅是为了理解道的大意，更重要的是体道而行，这
就要遵守一些基本准则。
宋朝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提出了九项应守的原则，称为“九守”。
 一守和：天下万物内蕴涵着阴阳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气”，阴阳调和，不偏不倚，才能超然自处。
 二守神：要保守自己的精神，不要让它随外物移动变化，避免疲乏损耗。
 三守气：人以血气为精华，气充盈则祸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
修道者必须清心寡欲，保养元气。
 四守仁：这是对学道者世俗行为的要求。
修道的人要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累，静气明心，将生死视作等同，不被外界的变化迷惑等等，要比一般
人更能守仁义。
 五守简：要做到除秽去累，像吃饭能充饥就可以，衣服能盖体遮寒就行了，不能贪多；在行为上要做
到眼不多视、耳不多闻、口不多言、心不思虑、不耍小聪明等等。
 六守易：人难免有贵贱贫富，但修道者无论身处的环境如何，往后又如何变化，最初寻道的决心不能
动摇。
 七守清：“水清则鉴物，神清则见道。
”修道要做到心清如水，没有贪污之念，不耽于嗜欲。
 八守盈：人不能求满盈，但心中要永不自满，坚持每日修道都有收获，不做粗暴、凶残的事情。
 九守柔：呈现“柔弱”的样子才能合于素朴之道，具体说来就是要不喜、不怒、不乐、不苦，认识到
万物都与道同一，做到呼吸中和，应事行事保持身心的平和安静，和弱其气，持养身神。
这九条也被看作道家的养生守则。
 5.道教的戒律 戒律是道教徒的行为守则。
道教认为只要奉戒专一，便可制止“恶心邪欲”和“乖言戾行”，是证道的阶梯。
道教戒律的兴起是随着道教创始后的各种仪式而来的，当时为了对道士和教民的言行进行约束，制定
了一套标准的道教行为规范。
道教的戒律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完善，各教派间的戒律大同小异。
早期正一道实行的“三官首书”和重要典籍《正一法文》中所说的“受护身符”及“三戒”、“五戒
”、“八戒”、“受箓”等，应是道教最初的戒律仪式。
之后陆续出现碧玉真宫大戒规、孚佑帝君十戒、智慧上品大戒、智慧闭塞六情上品戒等等，由此可见
道教对戒律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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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家文化》中集文化性与大众普及性于一体，是有关道家文化的通俗百科读本。
希望当您阅读和思考中国道家文化时，能从书中聆听到道家的智慧，步入上善若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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