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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内容介绍：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一个“杂而多
端”的文化体系，中国古老文化的各种因素在其中都有体现。
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可以说是道教文化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是黄老道家的修身、治国之道的继续和发展，它沿着黄老的内以修身、外以为国，
由内至外、内外统一的精神传统，阐述了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的理身理国之道。
这种政治智慧在各封建王朝开国立业之初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是一种
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生命(身体)政治学。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的作者是吕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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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有云（1965.11—），四川华蓥市人，哲学博士，副教授，曾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一项，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现供职干东莞理工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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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道教的前身——黄老道家政治管理之道概论
第一节 《道德经》——黄老之“源”
一、《道德经》的天道自然论
二、《道德经》的人道无为论
第二节 儒、墨、名、法及阴阳——黄老之“流”
一、儒家
二、墨家
三、名家
四、法家
五、阴阳家
第三节 以《老》为“源”，汇“流”诸家的黄老管理之道
一、黄老学发展历程简述
二、《淮南子》对黄老政治管理之道的系统化和理论总结
三、从《论六家要旨》看黄老政治管理之道的理论特色
第二章 内以治身——道教关于管理者的自我管理
第一节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重生”、“贵生”是道家一贯的思想传统
二、道教对道家“爱生”、“重生”传统的进一步提升
三、“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第二节 致虚守静归根复命
一、道家关于生命的“虚”、“静”本质
二、道教关于致虚守静、归根复命的生命理想
三、致虚守静、归根复命的生命理想与“圣人”的修身治国
第三节 少私寡欲知足守分
一、道教对人的合理性欲求的肯定
二、少私寡欲、知足知止与君主修身
三、少私寡欲、知足守分：保国养民之道
第四节 守柔善下持后不争
一、关于“守柔”的修身治国理念
二、关于“善下”的修身治国理念
三、关于“持后”的修身治国理念
第五节 功成事遂，不恃不宰
一、老、庄关于“不有”“不恃”“不宰”的圣人品格
二、道教对治国者“不恃”、“不宰”圣人品格的期待
三、“不恃”、“不宰”之德与“太上”之治
第三章 外以治国——管理者自我管理的进一步延伸
第一节 “致太平”的政治管理目标
一、“致太平”是道教一贯的政治理想
二、“致太平”政治理想的内涵
三、“致太平”政治理想与“大同”政治理想
第二节 正性清静，气质驳杂：管理的人性论基础
一、道家以人性为“真”的人性论思想
二、道教的正性清静、气质驳杂的人性论
三、正性清静，气质驳杂与道教的政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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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为国本本固国宁
一、国以民为本
二、民以食为本
三、民众衣食之本的保障
第四节 因任自然无为而治
一、道教对“无为”内涵的积极性阐释
二、因任民性，各得其安
三、无为简政，不烦不扰
第五节 仁义法度辅以为治
一、对法家的“法”、“术”、“势”的为治功能的肯定
二、对儒家仁、义、礼的为治功能的重视
三、法以仁义为本，仁义以道德为本
第六节 任贤使能各处其宜
一、贤才在政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贤能之士的考察和识别
三、贤能之士的有效任用
第四章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的实践、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在历史上的实践
一、汉初文、景君臣对黄老治道的运用
二、唐初贞观君臣对黄老治道的运用
三、宋太祖、太宗对黄老治道的运用
四、明太祖朱元璋对黄老治道的运用
第二节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的历史地位
一、道教(家)与儒家共同构筑了传统管理文化的两大支柱
二、儒道两大管理思想传统相反相成，相互补充
三、儒长于守成，是治国的正规军；道长于救乱，是治国的奇兵
第三节 无为而治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转型期内我国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及其弊病
二、全能政府管理模式违反了自然无为的原则
三、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佳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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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从《论六家要旨》看黄老政治管理之道的理论特色 如果说《淮南子》是黄老学思想理
论的集大成者，代表了黄老学成熟的思想体系，那么，《论六家要旨》则试图通过对黄老与其余五家
的对照性反思，揭示黄老学的思想特色尤其是它的优点。
也可以说，“在汉初从具体理论上阐述黄老学的是《淮南子》，而对黄老学理论作出反思的则是《论
六家要旨》，它们之间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具体到理论抽象的过程”。
因此，在对黄老学的博大丰富的思想体系作了一番初步了解之后，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高的视觉上，
借助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进一步了解黄老学的思想特色。
 首先，黄老道家和其余五家一样，都是以服务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为立学的宗旨，都
可视为一种政治管理的哲学。
司马谈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在古代中国，一切思想和学术最终都以社会政治、伦理为归宿，士大夫们的思想创造都以这个伦理
——政治的政教结构为轴心，没有走上纯粹抽象思辨的道路。
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实用理性特征的一种反映。
这正如李泽厚所说：“先秦的各家为了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
文化史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上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人厌弃人世的追求
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
”在这种实用理性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黄老道家，自然也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和社会、
政治秩序的建立，‘故黄老之道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管理之道。
 第二，黄老道家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发扬了极大的包容精神，采纳了各家之长。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分析了儒墨、名法及阴阳诸家的长处和不足，然后指出：“道家使人精神
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诚然，司马谈在这里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对黄老的思想进行赞誉和推崇，他的目的是要证明各家所具
有的优点和长处，实际上黄老道家也都具有。
他对各家的优点的概括是不全面的，但黄老道家善采各家之长，其思想没有固步自封的门户之见，因
而显示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基本特征，这倒完全是事实。
至于司马谈所暗示的各家皆有所短而唯独道家没有这些短处的观点，也并非空隙来风。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谈崇道抑儒，贬抑百家，正是儒道斗争的继续。
既是对独尊儒术的抗议和反对，又是对道家思想的新的认识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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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在吸收、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道教经典文
献，通过对道教黄老传统的考察与梳理，阐述了道教理身理国之道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了为治者治
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要求，说明了道教理身理国之道在历史上的作用，对儒、道政治
哲学的互补性价值也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评价，论及了道教政治管理之道在当今人类政治管理实践中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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