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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距离组织编写这套宗教史书至少有15个年头了。
15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值得骄傲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形势下，出版社还要求再出新版，说明这套读物还有读者群，还有社会需要。
　　最初编写的目的比较简单：我们对于宗教缺乏知识，尤其是对于世界性宗教，缺乏系统的、客观
的知识；而通过对宗教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补上这一课的一个好方法。
因此，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参加编写的同志普遍注意到社会史与宗教史的关系，宗教信仰与宗教神
学的关系，同时也探讨了诸多宗教派别的各自特色，以及它们得以形成的原因。
在语言上，尽可能简练明晰，争取蕴涵的内容充实一些，可读性强一些。
虽然在方向上是这样定的，但具体做起来，各本书的风格还是有差异的。
　　研究世界宗教，学习宗教知识，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的提议。
而今国内外宗教形势的演变，证明这一提议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我们当年编写这套宗教史书，主要是给大学文科学生作选修课教材用的。
到了现在，我感到一些有关的领导也不妨翻翻，或许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当前世界奇谲多变的局势，
认识宗教在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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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道教通史，以时间为经，以教派分化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道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
史。
全书所记时限始于道教产生前的秦汉社会状况和思想渊源，止于当代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所记内容涉及道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人物、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及道教的节日、礼俗、圣
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
在对道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
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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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第一节 秦汉社会危机与统治思想宗教化 第二节 各种思潮
的涌出与融摄第二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 第一节 民间兴起的汉代道教 第二节 魏晋道教的分化和发展 
第三节 南北朝道教的改造和充实第三章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一 第一节 隋代道教的转折 第二节 盛唐道教
的鼎兴 第三节 中、晚唐及五代十国道教的低落 第四节 北宋道教的高涨第四章 南宋金代道教 第一节 
符篆派统领和金丹派兴起 第二节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创立第五章 元代道教 第一节 全
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三大道派的发展 第二节 全真道的南传与金丹派南宗 第三节 龙虎宗及其支派—
—玄教 第四节 茅山宗、阁皂宗及其他符篆道派第六章 明代道教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与道教 第二节 全
真道和正一道 第三节 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第七章 清代民国道教 第一节 衰落期的道教 第二节 陈撄
宁与“仙学”第八章 当代道教 第一节 道教的新生 第二节 台湾、香港、澳门的道教 第三节 道教在世
界各地的传播第九章 道教的基本信仰及其他 第一节 基本信仰及神仙 第二节 仙境、宫观、组织、戒律
及清规 第三节 道藏的编纂及分类第十章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道教与儒学 第二节 道教与佛教 
第三节 道教与民间宗教 第四节 道教与民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第五节 道教与文学、美术、音乐附 录
一道教大事记 二索引 三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新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教史>>

章节摘录

　　具体说来，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的中后期，促使其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重的社会危机。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连续吞并了韩、魏、楚、赵、燕、齐六个大国，中国社会由战
国进入秦汉时代。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水平。
但是，秦汉社会的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发展特征。
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
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大量兼并，出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
之地”①，“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②的局面
。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渐严重，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终于引发了以陈胜、吴广
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走向灭亡。
袭承秦制的汉王朝，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防止农民起义再发生。
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借暴力镇压以维护其统治，而且秦统治者又十
分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希图能永久统治下去。
’不过，却并不能如其所愿，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没。
这强烈地震撼了地主阶级，从而迫使继起的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从中汲取教训，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新的治国理民的统治理论和策略。
这样，汉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静无为”为特征，以“无为而治”为原则的黄老思想，并
把它作为统治术的指导思想，实行约法禁省、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以此来安定社会秩序。
结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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