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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探索的新视域

———卿希泰先生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 》 读后

盖　建　民

人们常说 , 理论是灰色的 , 而生命之树常青! 生命之树之常青常新 , 得益于鲜活的生活之水浇

灌 。中文 “生活 ” 一词的本义原指 “生存 ” 和 “活计 ”, 而在英文中 , 生命与生活本是同一个词

Life, 可见生命与生活密不可分。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古老道教文化 , 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 , 不

仅与中国社会的精英文化生活相联 , 而且渗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当中 。离开了时代社会火热

的生活 , 道教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就无从谈起 。因此 , 社会生活始终是古老道教文化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 “道机” 与 “道理”。近读业师卿希泰先生的新著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 》, 笔者对

此感触尤深 , 不仅为先生对道教文化研究的深深眷爱和执着所感动 , 同时也为一位八旬老人对道教文

化精髓解读的睿智所吸引 。

全书 40余万言 , 2007年 9月由巴蜀书社隆重推出。分上下两编 , 上编部分是 “立足当前 ”, 包

括 “探索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 “对道教文化未来发展的思考” 、 “道教文化传播方式探索 ”

等五个栏目 , 反映了先生近年来对道教文化的研究 。首先是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 , 从理论上探讨道

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 并对道教文化的未来发展和传播方式 , 以及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 、弘扬道教中优秀文化等问题 , 进行思考和理论建构。道教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现代社会生活这一视角来审视和挖掘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 , 是目前国内外道教学术研究高度关注的

前沿课题。当前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已逐渐从历史文献 、 哲学思想 、 道派源流 、 文学艺术 、 伦理道

德 、医药方技等领域 , 转向探讨道教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 , 挖掘古老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这种视

域转向的特征突出表现在 21世纪以来国内外频频举行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上 。国内 2000年和 2001年

召开的两次庐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 , 其主题就是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 、 “道教文化与现代

文明”, 2002年的茅山中国道教文化学术会议围绕 “道教与 21世纪 ” 主题展开 , 2002年 1月香港道

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 “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 , 2002年 11月上海中国道教学术研讨会主

题是 “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其后 2004年 11月在湖南南岳召开了 “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

发展进步” 学术研讨会三次会议 , 2006年 5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了 “第三届国际道教与现代大会 ”。

以上会议先生均出席并应邀作大会报告 , 本书所收入的多篇论文即是先生出席上述会议的成果 。不言

而喻 , 先生之研究不仅意在会通古今 , 而且意在联姻中西 , 特别是紧紧抓住现代性问题考察中国道教

思想在中国现代生活中怎样发挥有益作用 。

下编部分是 “历史回眸”, 包括 “地方道教史研究 ”、 “道教人物及其思想研究” 、 “道派研究 ”、

“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研究 ” 等六个栏目 , 反映了先生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

道教史 ” 之后 , 为使道教文化研究的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所作的可贵探索 。字里行间 , 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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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出老一辈学者孜孜不倦 、 学贵创新的风骨 。其中最后一组文章是对整个道教研究的历史性回溯和

展望 , 先生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的豪情跃然纸上。

先生在道教史和道教文化研究方面素有自己的风格和研究范式 , 这已为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同行所

公认。其从现代社会生活这一新视角来研究道教文化 , 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先生的这些文稿

能给我们以许多启迪 , 笔者从中获益非浅 。现不揣浅陋 , 略述心得如下。

首先 , 从现代生活来关照道教文化研究 , 必须透彻领悟道教的 “真精神 ”, 这是了解道教文化的

“精” “气” “神” 诸元素的关键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 , 先生以为此命题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的内容:一是道教不仅为

汉民族所信奉 , 也为许多少数民族所信奉 , 因而把道教说成是仅仅属于汉民族的宗教是不符合事实

的 。二是道教在其产生和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 一方面广泛吸收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文化作为它的渊

源 , 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辐射作用 , 渗透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领

域 。因此 , 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 不能不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特别是有别于儒家 “祖述尧舜” 的文化历史观 , 道教以黄帝为始祖 , 以中华大地上第一

位哲学家老子为道祖 , 其影响可谓深远而广大 。诚如先生所言 , 道教的这一文化历史观对于中华文脉

的延续 , 对于凝聚海内外中华子孙的向心力 , 形成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民族精

神 , 功莫大焉! 文集中 《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关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问

题漫谈 》、 《重温鲁迅先生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 的科学论断》、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

“食人民族” 》 等文章 , 都集中表达了先生的上述学术观点 , 发人深省 。

其次 , 必须以史为鉴 , 在学理和学术史层面上分析刻画道教与社会生活的历史交融画面 , 并进而

剖析道教与社会生活交融的内在原因

我们应该细致分析梳理道教产生发展过程中与社会交融的关系 , 着重就道教出世而不离世 、 救

世 、医世和济世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研究;挖掘历代高道顺应时代 、 不断进行教义教理建构 、 重

新诠释的成功范例;总结道教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的经验和规律;分析道教关注社会与人生这一优

良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并从宗教教义教理的思想特色方面入手 , 剖析道教济世度人这一固有传

统形成的内在逻辑原因。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与人生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大特色 , 这一优良传统

的形成既有社会背景和历史积淀原因 , 又有道教教义教理自身内在的逻辑因子 。在这方面 , 先生率先

垂范 , 书中所收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再论道教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道教文化

与世界和平 》、 《道教生育观考论》 等论文 , 就是先生在这方面的多年思考的结晶 。根植于中华大地

的道教 , 是一个以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宗教 , 济世利人贯穿整个道教教义中;道门中人在追求得道成

仙的宗教信仰目标的过程中 , 首先致力于把现实社会建设成美好的人间仙境。道教历来强调 “欲修

仙道 , 先修人道;人道不修 , 仙道远矣” , 也就是说 , 修人道是致仙道的前提和基础。道教文化中蕴

含有十分丰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智慧 , 如 “道法自然 ”、 “顺应自然 ” 的生态主张 , “求道不已 ”、

“清静恬淡” 的精神境界 , 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 , “我命在我” 的自主思想 , “慈爱和同 ” 的处世方

式 , “济世利物” 的行为准则 , “性命双修 ” 的养生思想 , “抱朴守真 ” 的价值取向 , 等等 。这些生

活智慧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 , 如先生所指出的:“道教文化并不是一种远离尘世 、 与世隔绝 、 和现代

生活没有关系的文化 , 恰恰相反 , 它的许多思想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有的甚至还

可以说是一种匡救时弊的救世良方。” 其思想不仅对于现代人正确认识自我 , 把握人生的价值 , 确立

正确的人生目标 ,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 人与人 、 人之身心内外关系 , 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

意义 , 而且可以救治现代社会存在着的诸多弊病 , 如因割裂人与自然而造成的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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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拜金主义 、 贪图享乐 、道德沦丧 、贪污腐化等等社会痼疾。立足生活 、服务社会 、 利益人群 , 这

既是道教的优良传统 , 也是道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

复次 , 要探索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交融的途径 , 对道教的基本教义和教理思想如何 “立足

当代” 进行现代诠释 , 这样才能准确钩沉出道教文化中博大的生活智慧

我们应该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 , 以现代科学文化的眼光和视野来重新审视古老的道教文化

的深刻内涵 , 阐明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交融的主要途径;着重挖掘道教庞大的教义教理体系中有

现代价值的思想 , 特别是有现代意义的生活智慧。发挥宗教教义教理体系的某些积极因素 , 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 精神文明 、 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关于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重大基本理论所必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 也是我们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所必须深入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 。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中国的哲

学 、政治 、 科学技术 、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 、民风民俗 、民族心理和性格都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

响 。从现代社会生活这一新角度 , 站在现代科学文明发展的时代高度 , 对道教庞大的教义教理体系中

有现代价值意义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和转换 , 挖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生活智慧 , 探索道教文化与当今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 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 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

而且有益于引导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也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 有利于发扬道教教义中的积

极因素 , 进一步促进道教与世界文化交流 , 为我国的开革开放 、 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的稳

定服务 。

此外 , 应注重个案研究 , 以道派 、人物 、 思想和地域为考察对象 , 从社会经济生活 、地方民风习

俗 、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传播 、 休闲旅游等诸多方面入手 , 细致而深入地探究道教文化与社会政治文

明 、精神文明 、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 。围绕道教文化与社会经济 、 民族性格 、 社会习俗 、 伦理 、 思

维方式 、科技文化交流等主题;从人与自然 、 人与人 、 人之身心内外关系等多个角度 , 系统论述道教

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 , 阐述道教文化

中所蕴涵的丰富生活智慧及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系统研究和挖掘道教文化中有现代价值的生活智慧 ,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有利于将古老道教的

“真精神 ” 服务于现代社会 , 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一种生存和生活智慧 , 引导 、 启迪人们处理好当前所

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道教健康地立足于现实社会 , 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 , 与时偕

行 。因此 , 从现代社会生活的视域来透视古老道教文化 , 对于弘扬道教教义教理中的积极因素 , 进一

步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和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完成中国共产党 “十七大 ” 提出的文化大发展任务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为此 , 先生在书中开篇呼吁 “特别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努

力 ”, 愿更多的学人能够投身到这一新领域的研究之中运用之中 (古为今用)。

先生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作为国家 “985工程” 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

目的首席专家 , 不顾年事已高 , 依然笔耕不辍 , 并且联合海内外专家学者 , 致力于 《宗教与社会研

究丛书 》 的研究出版工作 , 为培养新一代道教文化研究人才呕心沥血 , 其主编的 《儒释道》 博士文

库为青年学子发表研究成果 、 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和阵地。先生的道德文章 , 实乃我辈后学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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