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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历史宗教的试述》共两章，主要内容有：道教研究的基本问题、道教历史概述以及道教
史时期划分问题的基本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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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葉夫根尼·阿列克謝耶維奇·陶奇夫(1956—2003)，1956年出生於前蘇聯的奥爾忠尼啟則。
1973年畢業於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文專業，1981年於國家宗教史及無神論博物館獲碩士學位。
1981—1994年任蘇聯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分所的研究助理，專門從
事中國道教研究。
1985年以《作為歷史民族學文獻的葛洪&lt;抱朴子&gt;一書》獲歷史學副博士學位。
1993年，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為《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
1994年起任教於國立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1999年擔任新组建的“東方哲學和文化學”室主任。
從1980年起發表關於中國哲學與宗教的研究論文、著作瞼80多篇{部)，其中專著有：《道教——歷史
宗教的試述》、《張伯端&lt;悟真篇)譯注》、《禪宗五祖弘忍&lt;修心要論&gt;》、《道家與&lt;道德
經&g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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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道教“改革”及其影響
　第七節　晚期道教(十四至十九世紀)和現代中國①
道教史時期劃分問題的基本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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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著名道教學者陶奇夫和他的《道教——歷史宗教的試述》　
後　記
叢書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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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应当指出“混沌”观念的心理技术学内涵。
在《庄子》中谈到了“混沌氏之术”。
“混沌氏”显然指的是前面研究的神话中的人物。
他的“术”是什么呢？
　　《庄子》第十二章中讲述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同某位哲人——菜园主见面，孔子说菜园主：“彼假
修浑沌氏之术者也⋯⋯夫明白人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
”因此，“浑沌氏之术”为道教心理技术学的隐喻表示，这种名称是有用意的——回到物质的元初一
致“太一”及其素朴，这同前面所研究的“回归母腹”神话题材有密切关系。
缺少多样性和未严格划分的元初素朴的这一观点明显地表现在“混沌”观念——为重要范式，所谓的
“道教乌托邦”——的社会内涵中。
　　在对作为思想运动的道教作历时研究时，应从历史角度对上述道教乌托邦进行研究。
对道教乌托邦（鲍敬言的“无府”学说更清楚地提出）的简略概述已经展示了其“肤浅”意向，试图
回归一个社会分化程度最低的社会。
尽管一些著作（也包括《太平经》）明确地允许在理想社会中存在着社会阶层划分，然而仍强调其公
平性。
　　关于这一社会理想同道教总宇宙观观点的关系问题自然就产生了，这里“混沌”神话题材也恰恰
引人关注。
如果混沌的素朴一致及其体验是道教宗教实践的目标，那么可以很自然地提出，其社会内涵将是肤浅
的道教乌托邦，对此《道德经》和《庄子》中已有了初步描述，后来还有一些具体展开（也包括救世
主乌托邦“太平道”及其他类似运动）。
　　推论的下一步将是一个假设，即“混沌”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为人熟知的判定，其方式是一
些社团类社会机构从神话类思维到逻辑类经验思维的过渡存在经验（对他们进行具体构拟暂时不大可
能）。
也不排除的一点是，这种原始的神话判定本身在盘古神话中就提到过。
在这种情况下，保存道教社会信息的方式是借助于“宇宙人”和“宇宙蛋”类的某种起源于神话思维
范式的标准来形成的。
道教乌托邦本身无非是对元初社会信息的反映，但同信息的联系逐渐成为间接的，道教乌托邦思想逐
渐地变成道教思想的一个相当独立的方面。
　　前面所提出的立场是合理的，因为它允许在作为整体的整个道教学说背景中有机地研究道教乌托
邦，突出道教学说在道教宇宙观体系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特点，并确定道教乌托邦同道教宇宙学及道
教本体论的主要观点和观念的关系。
无论如何应当指出，“自然”-“文明”的基本对立及其所有社会内涵也包括平均主义思想体系是道教
思想所特有的，这同宇宙和本体论问题的基本观点在起源上是有关系的。
同时，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看来宇宙学主题的基础在于以古代思维类型的方式理解各种（但很客观
地被确定的）社会现实性。
　　由于前面对《道德经》宇宙生成学说的起源内容进行构拟，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所提出的解
决方案还能有多大可能在道教传统本身中寻求到不同程度的支持。
　　其实，需要补充证明雨点：1.宇宙生成学过程是道的自我发展，而且其最初阶段实际上是道本身
的结构形成；2.万物宇宙的产生过程被早期道士们想象为“脱离”道、违反其有机渐进性的结果。
　　我们会立刻注意到，实际上传统上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和学说观点已经肯定了前面所提出的构拟
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说一说所谓的“三清”，也被称做“天尊”。
通常它们被理解为道教宗教的三个最高神，道的某种人格化的折射。
实际上并非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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