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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推荐课程系列教材：中国文化导论（第2版）》根据通识教育、文化素质
教育的需要，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地概述了儒、道、墨、法、兵诸家以及佛教
、道教的内容，再由作为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之根底的观念文化，拓展到器物文化。
在保持传统文化原生状态的同时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由史而论，以论述史。
第二版充实或修正了中国文化基本命题的表述，诸如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道家的“道”
、法家的“法”，重写了引论、饮食与服饰、传统艺术。
21世纪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推荐课程系列教材：中国文化导论（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
类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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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唐宋时期道教的兴盛，源于统治者欲借助神权以提高皇家地位，便于自身的统治的
需要。
唐代皇帝自称老子是李姓始祖，奉道教为李姓宗教，三教的顺序是道先、儒次、释最后，唐高宗追赠
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唐玄宗设崇玄馆，置崇玄博士，在科举中增设庄、老、文、列四子科，带头为《道德经》作注疏，规
定士庶须家藏《道德经》。
唐玄宗还先后给老子加封“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一连串封号，封
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四真人”，下令搜集整理道经，编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藏《三洞琼
纲》（又名《开元道藏》）。
在唐统治阶级的扶植下，道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玄宗时全国道观多达1 687座。
 宋代诸帝崇道甚于崇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
宋真宗因时刻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不稳，就效法唐代皇帝欲借助神力以安定人心，巩固其统治。
具体的做法便是认道教神灵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
而宋徽宗信道更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吴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下诏抑佛扬道，焚
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
北宋时，道教的典籍大量编刻，著名道教学者相继出现。
 4.道教的重组与变革 南宋偏安，先后与金元南北对峙，道教内部也发生分裂，形成了众多教派，争夺
教会领导权。
这些教派经过一番新的分化和组合，形成了南北两大教团。
 在江南形成了正一道（又称正一派），由原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太一、净明等宗派逐渐融合而
成。
其形成标志是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在元大德八年（1304）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龙虎山、闷皂山
、茅山）符篆。
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崇拜神仙，以画符念咒、降鬼驱神、祈福禳灾为事。
信奉正一道者可以不居道观而有家室，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世俗性较强，故在民间影
响较大。
 在北方形成了全真道（又名全真教、全真派），创始人为金代王重阳。
全真道主张以道为主，兼融道释，不尚符篆，不事拜忏斋醮等仪式，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
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
排斥外丹而专修内丹，其教规也较严格，入教者须出家、蓄发、吃素、住丛林。
全真道后来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王重阳为始祖，南宗尊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为始祖。
南北二宗同为内丹派，均主张三教融合。
所不同的是北宗主张先修命，南宗主张先修性；北宗重佛教的出家净修，南宗则和光同尘，注重佛教
的禅机。
 5.道教的衰落与世俗化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宗教泛滥造成政治和经济的混乱，便有限制地对
宗教加以利用和控制，对各种教团更是严加检束，所以明初期与中期，道教根本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
。
一直到明世宗时，情况才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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