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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对道教的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
发展起来的。
若从上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
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
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
而在道教的故乡中国，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一直只有少数几位专家问津
，迟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到八、九十年代已有相当规模，某些方面的
研究成果开始赶上或超过国外。
　　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的交点来回顾道教研究的历史时，可以看到，中国人是在国外道教研究已
相当发达的背景下才开始真正全面系统地研究属于自己的宗教遗产——道教的。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道教学者越来越渴望了解他们的外国同行究竟做
了些什么工作。
现在，有不少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国外道教研究的重视，反对在研究
道教时闭门造车，认为过去那种对国外情况知之太少甚或一无所知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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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
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
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
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
个道教研究中心。
本书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
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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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成份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
大约在1950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发表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遗著
。
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本身的资料出发去理解道教。
之所以对道教的这种认同姗姗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想上存在一种盲点，而非事实上有障碍。
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塑造的。
由于受过儒家老师的教诲，这些传教士给欧洲人描绘的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一致，它更
像一个虚无缥缈而井然有序的儒家理想社会。
传教士们把自己亲眼所见中国人实际信奉的宗教作为“迷信”而加以蔑视，认为与基督教不可相提并
论。
除了那些受到儒生们敬奉的经典外，他们对道教始终熟视无睹。
因此，自1820年雷慕沙（Abel Remusat）翻译《道德经》以来，《道德经》已用欧洲的所有主要语言翻
译了远远超过一百次（参见奥Au和罗Rowe 1977）。
再有，传教士们无力分辨道教与民间崇拜。
在他们看来，不明显地属于佛教的所有宗教现象，就是曾为纯老庄道家哲学的东西世俗化和堕落之后
的残存者。
这种误解非常顽固，它为中国精英阶层所特有，而传教士们梦想去除迷信，使人皈依基督教，创造一
个崭新的“儒教”中国，从而使这种误解得以延续。
它传播甚广，远非只是当初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道教”词条亦持此观点，包
括第14版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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