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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评论· 
 

 

 

生道合参与世化，老骥伏枥犹壮年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读后 

 

盖建民  朱展炎 

 

近日，巴蜀书社隆重推出了卿希泰先生《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7 年 9

月第一版，计 40 余万字）一书。该书是卿希泰先生不同时期、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治学理路的论文

结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卿希泰先生在各个时期的治学理路和治学心得，同时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了

解到我国道教研究发展的坎坷历程以及卿先生本人为我国道教人才的培养、道教研究机构的创立以及

道教文化研究地位重要性的申述等方面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努力。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部分主要

以“立足当前”为统领，共五项内容，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对道教文化的总体思索，该部分首先从当今

的社会现实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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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一步弘扬道教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一些总体的构

想。下篇部分则是以“历史回眸”作为概括，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地方道教史和不同道派、道教人物及

其思想以及道教与封建统治的关系等问题，并对整个道教研究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这也是作者

近年来为使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而做出的进一步思考。 

一、力证道教文化之重要，申论中国文化之根柢 

如何认识道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能处于何种地位，这是道教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

题。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学界受到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所致，这种文化观认为儒家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的

代表，而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关于此点，卿先生在其文中论到：“长期以来，在

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华传统文

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儒家文化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

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在卿先生看来，这种学术偏见，主要以

韩愈的道统论为其代表。韩愈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抗衡，以维护儒家道统之合法

性，由此来贬低释道二教，诬其为异端邪说，应予以剿灭。这种学术上的偏见影响深远，极大的阻碍

了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多元化和互补性的理解。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

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

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

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 

道教文化的地位之所以不被重视，除了被文化一元论的学术偏见所影响外，还在于我们对中华民

族组成的多样性缺乏足够地重视，往往容易走向大汉族主义。反映在道教文化研究上，则是一方面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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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认为道教仅是汉民族的宗教；另一方面则没有认识到道教的产生也与西南少数民族紧密相关。为

了破除以上种种偏见，卿先生才一再论证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其内涵至少有二：一是指道教

不仅为汉民族所信奉，也为许多少数民族所信奉。二则指道教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了

中华民族的其他思想文化作为资源；另一方面它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产生过辐射作用，

渗透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之中。 

道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紧密关系，决定了其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用

鲁迅先生的话来概括，即是“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而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一论断，一般人很容易从两

个极端去理解，要么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由道教文化所致，要么认为道教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全

部。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未能深入理解鲁迅先生的原意。卿先生站在一个史家的立场上，给予鲁迅先生

的名言和道教文化自身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所处的地位以客观的评价。其在《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

柢全在道教”》一文中谈到：“鲁迅先生这句至理名言，除了讲明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地阐明了

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它本身并不包含对道教的褒或贬。”这样一种“客观的历

史事实”，即是指道教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卿先生在《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表述：第一，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

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

李筌等等；第二，从文学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有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长生

成仙信仰成为许多文化作品的重要主题；第三，从科技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影响深

远，不容忽视；第四，从政治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更为广泛；第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

道教的伦理教化思想也对稳定社会、化导民众起到了极大作用；第六，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

来看，道教文化对于中国民众崇尚清虚自守、柔弱谦下、恬淡素朴等优良品行起到了很好的熏陶；第

七，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看，道教和道教文化所起的作用则更为明显，道教祖述黄老，

这对于炎黄子孙的群体认同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二、探索道教文化之现世价值，拓展道教文化研究之不同理路 

在《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一文中，卿先生从五个大的方面对于道教文化对现时代公众生活

的有益影响做了详细地论述。首先，从“道教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论述道教“祖述黄老“的思

想传统，认为其比儒家”祖述尧舜”的思想传统更易加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第二，从道教

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看，道教文化以“天人合一”作为自身的基本思想，能够妥善处理当

前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道教文化和道教徒都身体力行遵循自然之道，敬畏自

然，爱护万物，反对人对于自然的奴役和无尽索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第三，在处理当前

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相互关系上，道教文化强调“天道”、“人道”之间的唇齿相依，这里的“天道”

主要是指自然的规律和法则，而“人道”则是人事的规律与法则，人如果不守“天道”，那么整个社

会则会走向生态规律的失衡，引起个人与自然的冲突，从而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各种天灾

频发；不守“人道”，那么整个社会则会走向无序，人人以己为中心，这个社会就会趋于混乱；第

四，道教文化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准则，比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去甚、

去奢、去泰”、等思想，对于遏制当前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的警示

作用；第五，道教文化在对待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主张兼容并包、宽广能容，不搞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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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尊的文化一元论，崇尚多元并存、百花齐放，这对于我们当前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思潮、狭隘

的民族主义、文化一元论以及西方的强权政治等弊端具有解毒之用。 

如果说以上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论道教文化对于现代生活所具有的有益启示和引导作用外，那

么在《道教文化与世界和平》、《道教生育观考论》、《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再论道教伦

理思想的现实意义》等论文中，卿先生则是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上述与人类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比如在《道教生育观考论》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道教文化对

于人类生育所具有的现世价值，其在文中认为，“道教行房有度的节育主张主要有两点内容，即不可

早婚与不可早育”。道教文化此种生育观除了注重节育外，还特别注重优生优育，既重生也重育。比

如讲究嗣续有方、妊娠有忌、育儿有法等等。 

除了着重阐述道教文化与现世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现实价值外，卿先生还在其不同的论文当中

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现代语境中探索的不同理路。比如在“道教地方史”的研究上，其《道教在

巴蜀初探》、《瓦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刍议》、《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等文就对道教在一

些地域当中的发展做出了详细地考论；在“道教人物及其思想研究”方面，则有《试论葛洪的社会进

化论思想》、《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张伯端的生平及其<悟真篇>的基本思想》等文，其中

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论述葛洪的思想，这种视角是十分新颖的，其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

的研究者去学习的；而在“道派研究”方面，主要有《神霄派初探》、《天心正法派初探》等等；

后，在“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研究”上，作者也以宋高宗与道教、宋孝宗为个案，深入剖析了道

教与上层统治者之间互动关系，为学术界探索道教与政治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总而言之，《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卿希泰先生 近十年来的治学当

中的所思、所为和所得，书中对道教文化所具有的现实生活价值的揭示，以及对于道教文化研究不同

理路的探讨，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值得我辈学习。 

（盖建民，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教授；朱展炎，厦门大学哲学博

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西安穆斯林的民俗流变与特色 
——对《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品读与思考 

 

韩志斌 
 

我国学者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已有悠远的历史。就其宏观研究而言，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

问世。但在诸多学者殚精竭虑的研究中，许多成果大都集中在伊斯兰精英上层文化，也就是对《古兰

经》法典的精心诠释，对伊斯兰宏大历史的反复考证，或者是对穆斯林精英人物及其思想进行精致探

究。周燮藩先生言：“尽管宗教文化热还会促使一些学者继续从事伊斯兰文化研究，但泛泛的研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