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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
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
的探索、新的认识。
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
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
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
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
库之中。
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
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
。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
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
明武装的东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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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服食养生术是道教信仰者通过摄取食物、药物、气、符等来防治疾病、养护身心，以求长生成仙
的过程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方法、知识等活动方式的总和。
它包括道教服药技术、道教服气技术、道教辟谷技术、道教饮食技术、道教服符技术五种类型，是一
类富有特色的道教养生技术。
本书在技术哲学语境中探究道教服食文化，系统探讨道教服食技术本质、要素、结构，细致分析道教
服食技术规程，理性评价道教服食技术的养生功能、社会影响、伦理价值，并从技术目的与技术功效
的矛盾运动、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促动，社会需求变迁的作用、科技整体进步等内外因素剖析
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拓展了道教养生视域。
　　本书是“国学新知文库”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节，对道教服食技术本质、要素、结构，细致分
析道教服食技术规程，理性评价道教服食技术的养生功能、社会影响、伦理价值等内容作了系统介绍
，具体包括道教服食技术本体论、道教服食技术规程、道教服食技术的理性评价、道教服食技术发展
的动力机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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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锋，1976年生，福建仙游人。
哲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讲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担任学术期刊《道学研究》编辑、《道源》刊物特约编辑、中华道学资讯
网(http://www.sinotaoism.com)管理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道教文化与当代社会、道教养生学、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已在《世界宗教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动态》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三十多篇。
参与国家“十五”重点图书《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该书2004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
图书奖)、国家985重大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道教服食技术研究》获厦门大学优秀博
士论文、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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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教服食技术本体论　　第一节　道教服食技术本质　　道教服食技术是本书的中心概
念，是本书探究的对象，给它下一个贴切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
定义是以简短的语句来揭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人们明确概念的意义及其使用范围的逻辑方法。
我们给道教服食技术下定义拟分三步走，首先厘清前人对道教服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道教
服食技术的外延；其次，准确地揭示道教服食技术的内涵。
最后，把道教服食技术内涵与外延结合起来给道教服食技术下个明晰合理又比较完整的定义。
　　一、道教服食技术的外延　　服食是道教的一类养生技术。
一般认为，服食是道教中人通过食用药物以求长生的法门。
通过细致的考察，我们发现，服食是道教养生中一类十分常见的现象，其外延可以是药物，还可以包
括日常食物、气、符等。
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这是正常的认识现象。
逻辑学告诉我们，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不可能揭示事物全部的、丰富的内容。
事物本身不断发展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往往使准确定义的工作变得十分不易。
给概念下定义和内涵定义合起来。
外延定义是通过列举一个概念的外延，使人们获得对该概念的某种理解和认识，从而明确该概念的意
义和适用范围。
明确概念的外延有助于明确概念的内涵。
鉴于学术界对道教服食技术外延认识有个变迁的过程，梳理一下前贤对道教服食的认识，重新准确界
定道教服食技术的外延，是十分有益的学术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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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孝国子小舞。
》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
到了近代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
新的探索、新的认识。
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
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
　　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
，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
套文库之中。
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繤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
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教服食技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