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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释迦牟尼为经典作家的东方佛学，从对“相”（客观存在的各种形态之现象）的认识破题，以“空
”（即“无相”，亦即一切客观存在都是不断快速变化发展的过程）的观点观察客观世界，努力以“
明心见性”来破除“无明”（人们有限的主观认识无法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描述、把握无限的
客观规律，亦道学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以求实现心灵的大慈悲、大智慧。
其后以修心（意密）、发音（声密）、炼形（形密）三结合为修养要义的密宗，以及以顿悟为特征的
禅宗，都在人体规律的探求和修身养生方面积淀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以《道德经》为经典的中国道学，以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客观存在第一性、主观认识第二性为出发点
，朴素辩证地探究人们主观世界对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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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始于古印度的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宙紧紧地与人类生
命和健康生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并以别具风采的修炼方法驰名古今，饮誉全球，成为人类生命健康
之树上的一朵奇葩。

　　《佛学养生》介绍佛教养生方法，从生命健康角度向广大读者阐释佛埋，传播佛医，介绍了佛教
僧侣们秘相传授的心理健康、饮食保健、医药防病、痛捏按摩和修禅炼功等神奇的祛病养生方法。
《佛学养生》融科学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体，对于我们修身养性怡情、祛病延年益寿、启迪人生
智慧、创造生命辉煌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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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与死是道教最为关心的话题，认为生死是道的永恒而不变的体现，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是
生命本质的不同表现方式。
老子认为“出生人死”，出世就是生，人地就是死，这是自然而然的变化。
不只是人才有生死变化，宇宙万事万物都有生死变化。
“万物将白化”，人应该顺应这普遍的规律。
《道德经》既认为“道”是生的根源，也认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这就是说万物过分强壮就会衰老，就是不合于道，就会很快死亡，死的原因也是“道”。
老子对生死的看法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提出的，是以万事万物自然变化的铁律来消除由人的死亡意识
造成的生顾反差，从而使人们能对生死抱超然的态度，以“无可而无不可”的态度顺从地接受自身必
然的变化。
庄子认为生是生命的显现状态，死是生命的隐伏状态，“万物一体，死生同状”（《庄子。
天地》）。
他在《庄子。
逍遥游》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认为天地与人并生于道，万物与人同归于道，“道”是人的生命的穷极根源和最后归宿。
生与死是相依的，生是死的连续，死是生的开始，生死相续，变化转移。
所以《庄子.知北游》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熟知其已。
”生与死说到底不过是“通天下一气”的流衍变化而已，因此，庄子继续说道：“人之生，气之聚也
。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
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这种把生与死相联系来考察，把死亡视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恩格斯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成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性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
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
因此，生命是和它的必然果，开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
”。
“生就意味着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9页）。
庄子的认识虽然没有达到如此清晰而深刻的高度，但他对生死的悟性已是相当可取的。
由此可见，道教把生与死的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是宇宙生命乃至万物的
共同特征。
因此，对生死应持超脱的态度，甚至进一步认为死是人世烦恼的解脱，无须为之悲哀。
于是就有庄子因妻死却敲盆而歌的故事。
《至乐》载，庄子妻死，惠于去凭吊，见庄子席地而坐，敲盆讴歌，便愤然加以指责。
而庄子却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庄子认为他妻子原就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甚至没有气息。
她不过在若有若无之间，变化而有气，气又变成形，然后才赋有生命，现在之死实际上是从无生到有
生又到无生，如同四季自然变化。
这是对生死的何等超然啊！
对长生不死的幻想老子在《道德经》里有所谓“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的学说，道教却把它衍化
为长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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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子所谓“长生久视”是要尽其天年，是生的境界；“死而不亡”是要回归自然，是死的境界
。
而道教却由此添油加醋地宣扬长生不死的幻想和信念。
当然，道教的长生不死思想在当时是有其现实心理基础的，那就是人恶死乐生的生存本能意向，它是
远古社会人们征服死亡威胁的愿望的直接反映，又成为后来时代人们的狂热追求。
《抱朴子》把不死信念直接地与生物蜕皮现象联系起来，说：“蛇有无穷寿”，这是古代巫术信仰中
“蜕皮不死”观念的反映。
基于这种观念，《淮南子》在谈长生术时说：“蝉蜕蛇解，游于太清。
”这是道教尸解成仙法的前身。
边韶《老子铭》也说：“道成身化，蝉脱渡世。
”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更源自于古代原始巫术。
原始巫术信仰着生命永恒不死，《山海经》中就记载了“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草”、“不
死泉”的诸多神话。
《韩非子》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的记录。
屈原《远游》曰：“仍羽人之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这些都表明了先民对不死信仰的执着追求。
道教把这种观念延续和发展起来，并由此而提升到一种精神境界。
道教这种长生不死的信念，与其他宗教相比可谓别具风采。
因为一般说来，宗教往往是苦难者的呻吟，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痛苦，无可留恋，因而把幸福
寄托于未来的天国，幻想人死后灵魂的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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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家养生》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同仁，以仁爱济世之心编辑出版的，其内容博大而深入浅出、形
式活泼，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的身心健康带来福音，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中华医药学的指导哲学，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轮廓的
辩证的朴素唯物论。
她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然而比较模糊的认识论，分析和理解人体规律，并从中华民族数千年农耕、
狩猎生活中获益，在博大的自然界发现了无数草本为主、辅以动物、地矿的巨大中药库。
到了今天，尽管有的人不正确地否认中医的科学性，却不得不承认中药，尤其是草本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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