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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化概览:汉日双语》内容涉及的都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素材，
如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影响深远的儒、道、佛家思想，独具特色的中医、武术、戏剧文化，还有诸如
货币、科技、工艺、饮食、美术、曲艺、对外交流等文化领域。

　　《中华文化概览:汉日双语》配有DVD-ROM光盘，分为中英、中日、中韩三个版本，集图片、文
字、声音于一体，声情并茂、图文并举，每一章节都在安排精短文章之外又增加了词语注释，便于外
国朋友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知识；与此同时，书中详细介绍了大量名词术语、史地概念、哲思理
念，对于我国广大外语学习者深入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标记和符号，是文化的承载。
《中华文化概览:汉日双语》既是文化交流作品，又是语言学习的读物，既适合那些对中国文化具有浓
厚兴趣的外国朋友，也适合国内有志于从事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传播事业的人士作为学习和工作之用。
当今，东西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历史的趋势，各民族创造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宝库中的一部
分，为此，希望《中华文化概览》在融通世界、传承文明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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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陶弘景撰写的道教典籍，还有《真诰》等都是晋、宋、齐、梁时期道教史上的重要经
典。
此外，他还尽力把儒、佛、道三者调和起来，对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南北朝道教发达的时期
，陶弘景是南方道教活动发展的重要人物。
寇谦之早年好仙道，学张鲁之术，后人嵩山修道，精专不懈。
并称“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就是把原始道教中包含某些农民革命的思想和规定清除，加进儒
家的封建礼教，“专以礼度为首”。
这样，寇谦之所提倡的新教，得到北魏上层统治者及太武帝的崇信和支持，很快盛行于北方。
（三）老子与道教道教把老子尊为教主，奉为神明，尊为“太上老君”神。
并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对其进行了宗教性的阐释。
即把老子的为道思想转化为道教经典理论的内在机制和理论传承。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
使心灵空虚达到极点，让生活清静做到诚笃。
致虚与守静是老子为道的根本方法。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谈到道家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老子用致虚守静的为道方法，去体认天人合一的境界，去洞见事物的根本。
老子虽然不是神，但传说有些神秘。
《史记》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修道而长寿，道教就凭借老子的修道之法，宣传求长寿，求不死，求成仙。
活跃于燕齐滨海一带的方仙道士，有方术而乏理论，他们吸取老庄学说中的一些神秘因素，作宗教性
比附、解释与引申，逐步渗透，渐渐融合。
《老子》在社会上有些人的心目中，慢慢腾起了神秘的烟雾。
首先奉老子为祖的方仙之士，便是“河上丈人”。
《史记·乐毅列传》：“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后人称而传“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把《老子》变成了治国修身和修养成仙的
经典。
以后求神仙的方士们，便是从河上丈人所著《老子章句》中得到启发和依据，更为援引、附会、演绎
以自文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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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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