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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
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
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
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
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
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
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
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
、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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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宗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形
成了并长期保持着儒、佛、道三元一体的复合型宗教体制。
陶弘景就是由发展道教而参与缔造这一三元一体宗教体制的重要人物。
本书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钩稽文献，仔细考证了陶弘景的生平事迹，
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误会误传，并探讨了陶弘景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思想及成就，对其在中国文
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了新的评判。
加上附传对缔造道教及三元一体宗教体制的先驱寇谦之、陆修静的生平与思想的重新厘定，就对道教
以及三元一体宗教体制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型过程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勾画，从而可能使我们对中
国古代文化传统产生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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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晋十六国后期，本土汉族高僧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要代表。
其中慧远将汉传佛教的本土主要结合对象，从玄学转向儒学，一方面将儒、佛关系定位为方内方外分
工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援礼人佛，建立佛教礼制，以化解佛教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尖锐矛盾，从而使
汉传佛教得以顺利转化为本土化的传统宗教。
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率先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遂凌驾于民间黄老道派之上。
原来互相多有冲突的各民间黄老道派，由于共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便逐渐形成一种命运与共的整
体意识，努力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寻求生存空间：于是在当时作为华夏传统文化主要根据地的南中国
东晋辖区，便出现了一批新型黄老道派，它们的共同取向是重视个人修炼，抬高仙道的地位；既坚持
华夏本土文化传统立场，又不奢求取代儒教的主导地位；既不像儒教及汉末造反的鬼神道派那样热中
于追求政治权力，又不像佛教那样决然地自外于现实政治秩序；既能提供一种较儒教远为开阔的宗教
视野，叉能比佛教更从容地发扬华夏传统文化在实践理性和人文关怀方面的特长。
原有的鬼神道派追随仙道新派之后，努力改造自身，消减理念上的粗俗性和行为上的过激性，以与社
会相适应。
于是一种泛指民问黄老道各派的新的“道教”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按照这种观念，儒乃世俗之道，
非道之本；佛乃夷狄之道，非道之正，唯有黄老道教才是华夏正宗形而上之道的体现者。
这种观念虽未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但逐渐得到了相当普遍的重视和容许：进而获得官方一定程度的
支持，实现了民间黄老道各派组织上的统一。
在北方，是魏太武帝支持寇谦之在整顿天师道的基础上组建新道教；在南方，则是宋明帝支持陆修静
以仙道诸派为中心组建新道教。
于是，进入南北朝以后，新道教争得了“道教”之名的专有权，继儒、佛两教之后在主流文化中取得
了一席位置。
    我们可以把由儒佛道三教格局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看作是由三个文化场构成的一个系统性的
文化空间(即约翰·希克所谓“灵力场”)。
儒教文化场的主旨是对现实性理想的追求，佛、道两个文化场则注重对超越性理想的追求。
儒家也追求超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伦理自由境界，但儒教乐观地看待现实
生活，希望在现实的文明秩序之内实现理想。
佛道两教则传统上都是悲观地看待现实生活，原则上只能在现实文明秩序以外实现理想。
但它们虽然厌弃现实的文明秩序，却不是要脱离现实世界。
佛教内含双重倾向，一种是不离世间而究至极的倾向，但比较内隐；另一种是以现世为虚无的倾向，
却比较外显；传人中国以后，不离世间的倾向与中华文化传统相通，因而逐步增强。
道教则始终坚持一种不脱离现实世界而求超凡脱俗的鲜明立场。
就相互的边际论，三教多所交融；从各自的中心看，三教又各成一系，特点分明，是不至于相互混淆
的。
    寇谦之、陆修静分别是在北朝和南朝完成儒、佛、道三元一体的宗教格局的主角。
陶弘景将茅山建成了上清经法的总基地，天下道教的大本营。
后来北方道教也逐渐接受了茅山上清经法，于是中华统一的道教经法体系逐渐形成，南北两种道教模
式也趋向融合。
而儒佛道三元一体的宗教格局也就更加成熟和稳定，只待隋朝完成政治统一，就将作为完全适应大一
统帝国需要的宗教体制，最终稳定下来。
    这个三元一体格局，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次。
上层是雅文化的儒、佛、道三元，儒教为主，佛、道为辅。
儒教仍然保持国教地位，与社会首级制度(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指导和支配公共生活秩序的一切方面
及私人生活的若干基本领域。
佛、道两教则与次级制度联系起来，以参与私人生活精神市场的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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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限竞争必须保持在良性基础上，即佛、道两教都必须自觉参与维护由儒教支配着的社会公共生
活秩序，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家政权的承认、保护和政策上的某些优惠，否则国家政权便可能强力干预
。
    下层是俗文化的吸收儒佛道因素而融汇之的信仰民俗一体。
俗文化不注重体系性的神学理论，而注重现实功利，因而对儒佛道三教主要表现在神学理论体系上的
原则区别不怎么在意。
三教不同的神灵谱系和崇拜仪式，在民间信仰习俗中很容易发生融混，这种融混在南北朝时代还只是
开端，往后将愈来愈深入，直至几乎浑然无别。
三教的制度化组织结构，都立脚于这一信仰民俗的基盘之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基盘的制
约。
特别是佛、道两教，不像儒教享受国家对其所需生存资源的全额配给，而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筹
生存资源，更需要及时对民俗动态作出充分的回应。
共同的民俗基盘使三教的重叠与交融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甚；特别是佛、道两教，仪式活动越来越
趋同，神灵形象的共同成分也越来越多。
三教在民间的实际作用也互相补充，不可分割。
    儒教是由上古传统国家宗教经过上层改革后形成的，其形成期间对民间新兴宗教运动有所呼应，但
关系不大。
佛教是轴心时代印度新兴宗教运动的产物，在本地已经传统化了，但它传人汉地时，便成为了汉代方
兴未艾的新兴宗教运动的一支。
道教则是直接产生于汉晋时期的民间新兴宗教运动。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相继常规化、传统化，但民间新兴宗教运动虽然高潮已过，却仍然时起时伏
，此起彼伏，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消停过。
相对宽松、开放的文化传统与多元共存的传统宗教格局，使中国古代中后期成为世界上新兴宗教运动
的多发区域。
这些新兴宗教运动通常采取佛、道教新派别的形式，而佛、道教主流也不断对这些新派别发挥整合功
能，或促其瓦解而消除之，或促其转化而包容之。
国家政权对新兴宗教运动始终保持警惕，但很少干涉新教派的教义创设，而主要针对非法聚众或图谋
不轨的活动进行查禁和打击。
因而所谓“左道”、“妖术”或“邪教”问题，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特别是古代后期，佛道二教活力衰退，官方对邪教问题便越来越重视了。
    儒、佛、道三个受国家保护的宗教，共同置根于自然形成的信仰民俗基盘之上，其间还有不时萌生
的新兴宗教组织，包括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新教派和非法的邪教派别，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
，这就是中国古代宗教形态的全貌。
除去不受政权保护的新兴宗教组织，留下其中的基本架构，亦即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一个传统宗教模
式，便是儒佛道三元一体的格局。
这一格局既有很大的凝聚力，能在中华帝国巨型社会和复杂群体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认同与群体整合功
能，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能针对社会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较好地发挥心理平衡与情操陶冶的作用，
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保持其领先于世界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可以说，不了解这个三元一体格局，就难以透彻了解中国文化传统。
对于这一点，可惜学术界至今缺乏认识。
本书传主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作为这个三元一体格局的缔造者，至今远没有
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P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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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三位传主，都不是纯粹的思想家，而主要是实践家；但他们的实践与思想，都对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放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与其他二百多位传主比肩而立，
倒也当之无愧。
不过，这三位的实践主要在宗教领域，文献中关于他们言行的记载大都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不容易按
照一般的实证准则来加以研究。
学术界关于他们的研究基础，至今相当薄弱，误会、误传不一而足。
而按本《丛书》的要求，对这些实践家也要从思想的角度来描述，这就又增加了一重难度。
本人承担这个任务，确乎有些勉为其难。
    促使我这番迎难而上的重要因素，乃是已故恩师唐长孺先生的心愿。
    唐师治魏晋南北朝史多年，成绩卓著，驰誉中外，晚年仍精益求精，力图开发新的史料源泉。
吐鲁番出t土文书和《道藏》，就是他晚年着意开发的两大资料宝库。
我们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来到武昌珞珈山时，他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已初见成效，门下
弟子大举投入，高产出的前景清晰可辨。
同时他也在研读《道藏》，却只是孤身挺进，并未号召弟子追随。
当我表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组织有兴趣时，唐师虽然担心我是否胜任，却也流露出由衷的高兴
。
    于是，1980～1981年，我连猜带蒙地啃下了一批常常令人头痛的《道藏》文献(包括《道藏》所载寇
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全部作品及其传记)，对道教“是什么”还是似懂非懂，更多地倒是对道
教“不是什么”似乎有所领悟，从而在前人的论述中发现了许多需要商榷之处。
其结果，一则是一部约六七万字的毕业论文《南朝道教改革及其由来》，二则是一大堆关于道教的未
解之谜。
唐师对我寄予厚望，决定让我留校，不料竞未办成。
惜别之际，他老人家叮嘱我尽可能把道教研究继续下去。
    此后我任职新疆师大十多年，忙于应付莘莘学子基础性的需求，一直没有机会继续研究道教，只从
《南朝道教改革及其由来》中抽出部分内容，陆续改写成三篇论文，相继发表。
直到唐师仙逝以后，我已入聘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才抽空重读《道藏》。
    适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因所约《陶弘景评传》书稿未能达到质量标准，想另邀作者重写
，经刘仲宇老兄推荐，便找到了我。
但我当时已承担上海市“九五”社科规划的中长期项目(“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暂时无暇分身
，“中心”来使表示，可以等我完成该项目后再开始写“中心”约稿。
鉴于自己当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已有万把字的一章“陶弘景和茅山宗的开创”，我设想？
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多年续有所思，再用一年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评传应该没有问题，便在1998
年12月与“中心”邮签了协议，约定将《陶弘景评传》列入2001年的出版计划。
    不料世纪之交的独特时机，加上一些突发性的情况，给本所增加了大量突击性的(而且往往是政治性
的)任务，而我已经(幸或不幸地)成为本所分摊集体任务的重点对象，精力殊难集中。
同时，“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课题的研究思路打开以后，已渐超出原定方案，致令结项时间一再
拖延。
于是，我只得相应地一次次地向“中心”商求延期交稿。
    直到2003年5月，这部《评传》稿才匆匆收尾，进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审程序。
经特聘专家刘仲宇研究员、《丛书》分管副主编洪修平教授、中心责任人傅新毅博士、常务副主编蒋
广学教授相继审阅签署认可之后，送达终审组。
不料，终审组对我以“求真崇实的科学精神”概括陶弘景的思想主流表示难以接受，决定发回，令修
改后再报。
我一面参考评审意见再作修改，一面仍坚持以“求真崇实的科学精神”概括陶弘景的思想主流，并向
“中心”详细申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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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组”列位前辈终于同意我保留己见，予以通过，但已经赶不上《丛书》2003年的出版轮次了。
不过，这倒使我得到一年多的缓冲时间，可以对书稿稍许从容地抽空打磨。
    蒋广学、巩本栋二位先生当初代表“中心”给我交代的任务，是作《陶弘景(附寇谦之)评传》。
这显然是按照学术界既成的共识，把陶、寇二人视为南北朝新道教的主要代表。
但我认为陆修静才是南北朝新道教最重要的代表，因此我建议，与其在《陶弘景评传》中附写寇谦之
传，不如在《丛书》中另设一部陆修静与寇谦之合传。
蒋、巩二位先生表示，《丛书》容量已定，拟目不便再增，如果我认为必要，可以在陶弘景评传中加
附陆修静传。
但我本来就觉得难度大、时间紧，最好减少一点写作负担，无意自找麻烦，便收回建议，仍按原方案
签约。
可是经过撰写过程中的反复斟酌，书稿最终还是加附了陆修静评传，以尽可能接近一种气韵贯通、浑
然一体的目标。
    需要说明一点，撰写《评传》的过程中，直接采用了此前撰成的“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出版定
名《神圣的突破》)稿本中的某些内容，不曾为了避免文句重复而刻意改写，也没有采取引文的方式。
因为一来《突破》稿出版前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打磨(这种打磨是没有止境的)，直到2003年6月才最后定
稿；二来《评传》袭用《突破》稿文句时，至少有必要变动一些关联字句。
于是，本书所有与《神圣的突破》文句相同的地方，都没有加引号注明出处，仅在有关篇章之末各加
一注，扼要申明有哪些问题采用了《突破》书中的有关论述。
    虽然直接用于撰写此书的时间比较有限，但在此前开始撰写的《突破》稿中，已拓展当年硕士论文
的架构，其中对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发展过程作了系统地勾画，并对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各有章节
集中论述，从而为这部《评传》打下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而《突破》稿本的理论建构，也为这部《评
传》提供了更深广的学理支援。
如果从我1979年开始向唐师请教道教问题(他特别对我强调了开拓陆修静研究的意义)算起，本书也算
是凝结了我二十六年的心血。
本人不才，继去年两书之后，又有这部《评传》问世，算是对唐师以《道藏》补史的宏愿有所响应，
不枉师生一场。
二十余年前的未解之谜，在本书中破解了一些。
但是学海无涯，解不胜解，更多的未解之谜又已积聚心头。
唐师如果健在，不知是否能够完全认可本书不落窠臼的观点；但我自信，对于唐师的敬业精神与严谨
学风，弟子已勉力承传，差可不辱师门。
    适逢阴末阳初，自咏一首寄怀：    运交开放晋学林，授业边疆小有声。
    应世赢来心力倦，辞官移向妇雏亲。
    三教精研还夙愿，两书慢产避狭争。
    副高久滞十七载，一述评团举座惊。
    最后，对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给予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的宝贵机会，并
宽容我事出有因的拖延，对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班子中诸位先生在此前组稿和审稿过程中
为我付出的辛劳和给予我的帮助，对于仲宇兄的热心举荐和认真审读，对于责任编辑吴伟斌编审的辛
劳和帮助，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年除夕  于上海真如镇杨家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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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人。
生于江东名门。
祖陶隆，于南朝宋时侍从孝武帝征战有功，封晋安侯。
父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
号华阳隐居，有《陶隐居集》，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卒谥
贞白先生。
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
    《陶弘景评传(精)》(作者钟国发)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钩稽文献，仔
细考证了陶弘景的生平事迹，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误会误传，并探讨了陶弘景的哲学、宗教、科学、艺
术思想及成就，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了新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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