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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文化光是用博大精深来作形容，稍嫌抽象、空泛。
实际上，道教文化每时每刻都真切地体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产生着具体的作用。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道教及其文化未遍为人们正确地理解，部分民众
不但对道教、道教徒以及道教文化缺少认识，甚而有误解和偏见。
本书是因应时代的需要而成立，目的是基于道教的立场，有组织及有层次地阐述及介绍传统的道教文
化，加深人们对道教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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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宗权，湖北省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武汉市道教协会副会长、武汉市道教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武
汉市道教大道观住持、武汉市第十一届青联委员。
1968年11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1992年于中国道教学院“高功班”进修，先后曾于河南、湖北
、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及辽宁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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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缘起（卢维干）　序一（任法融）　序二（李宏之）　序三（卢国龙）　序四（黄信阳）　序
五（张振国）　闵智亭　道长的来信　绪论　早期道教戒律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戒律的孕育与
发生　　　一、原始氏族社会中的氏族习惯是早期的氏族戒律　　　二、原始宗教的形成产生了原始
宗教戒律　　　三、习惯法的产生使原始宗教戒律彻底从氏族习惯中脱化出来　　　四、中国的律统
与礼统　　　五、早期法制思想对原始宗教戒律文化的影响　　　六、早期原始宗教戒律与传统礼乐
思想　　第二节　道家与戒律。
　　　一、早期隐者的群体——洁身自好的道家　　　二、自然的理想化　　　三、老子的戒律观　
　　四、庄子的戒律观　　　五、杨朱的戒律观——贵己　　　六、关于关尹「贵清」与列子「贵虚
」的戒律观　　第三节　道教律学之兴起　　　一、黄老学说之兴起　　　二、汉代黄老学说对政治
社会的影响　　　三、道教的形成与早期戒律思想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的充实与变迁　　
第一节　「三张」后北天师道戒律的革新　　　一、关于《大道家戒令》　　　二、关于《阳平治》
　　　三、关于《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经》　　第二节　寇谦之改革道教及其戒律学思想　　　一、关
于寇谦之家世　　　二、关于寇谦之的革新道教　　　三、关于《老君音诵诫经》　　　四、关于《
女青鬼律》　　第三节　陆修静之新道教及其戒律思想　　　一、关于陆修静其人　　　二、从《陆
先生道门科略》看陆修静改革道教及其戒律体系　　第四节　道观（馆）的兴起与南北朝戒律体系的
整合　　　一、道观（馆）的出现与兴起　　　二、戒律的编撰及其整合思想　第二章　隋唐道教戒
经的编撰与法篆传授　　第一节　隋代道教戒经的编撰及其戒学体系　　　一、隋代戒经的编撰及戒
律传授情况　　　二、从隋代戒经看隋代戒律思想　　第二节　唐代道教戒经及戒律体系　　　一、
关于唐代戒经的编撰情况　　　二、唐代的戒律体系及戒学思想　第三章　宋元道教戒学体系　　第
一节　宋元道教戒经的编撰　　　一、宋代戒经的编撰　　　二、宋代的戒律体系及思想　　　三、
金元的戒学体系及思想　第四章　明清道教戒律的革新　　第一节　明代道教戒律学之融和　　　一
、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及其戒律思想　　　二、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及其戒学思想　　　三
、关于陆道和的《全真清规》　　第二节　王常月与全真律宗　　　一、王常月与「全真道中兴」　
　　二、王常月的戒学思想　　第三节　全真龙门律宗法统延续　　　一、早期神秘的律统起源　　
　二、王常月与全真龙门律宗法统传续　　第四节　全真龙门派律、宗二系传续公案下册　第五章　
道教戒律与历代法制　　第一节　历代法令对道教之管理　　　一、政府管理道教之机构　　　二、
道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三、历代政府管理道教之法令　　第二节　中国法制制度对道教戒律的影
响　　　一、古代法制「五刑」、「十恶」思想对道教戒律文化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法律对道
教戒律形式的影响　　　三、道教戒律对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　　　四、度牒制度的兴起与终止　第
六章　全真戒学体系　　第一节　全真传戒威仪　　　一、戒坛规制　　　二、戒坛诸文式　　　三
、戒坛行持　　　四、戒坛仪仗　　　五、戒具规格　　　六、传戒诸科仪　　第二节　全真三坛大
戒析解　　　一、关于初真戒　　　二、关于中极戒　　　三、关于三坛圆满天仙大戒略说　　第三
节　全真传戒程序　　　一、戒期演礼　　　二、登真　第七章　当代道教戒学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当代道教戒律亟待革新　　　一、道教戒律历代即有革新之举　　　二、继承道教戒律的
优良传统　　　三、适应时代之新戒学体系待出台　　第二节　中国道教界开始重视道教新戒学体系
建设　　　一、道教上层人士关心道教新戒学体系的建设　　　二、中国道教协会推出新道教戒学革
新措施　附录　　一、建国后全真道教各方丈及传戒律师　　二、建国后全真派的几次传戒大师履历
　　三、马来西亚第一次传戒活动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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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的充实与变迁　　唐孟安排在《道教义枢》中说：　　戒律者，戒
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恶心口，为誓不作恶也。
戒之为义。
又有详略。
　　道教有诫，以阐教理，普度众生，又立戒条，以戒诸行，以为奉守，此乃宗教之始也。
道教自东汉产生以后，主要活动于下层，并往往与农民起义相结合。
张角的黄巾起义以后，统治者们对于道教的反抗意识及民众意识有所警惕，但这时的原始道教也充分
表现出一些自身问题，诸如：缺乏统一领导，组织相当涣散、信仰也有诸多分歧等等。
这样原始道教就在教内进行了“道诫”性的整治，他们以张道陵的《老子想尔九诫》为核心，进行了
第一次实际性的教制革新。
　　汉代是道教孕育和初创时期，既有了早期的组织、规戒，也有了专业的神学理论、教理教义。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其组织形式均与当时社会状况紧密相连，在阶级矛盾激化
，广大百姓以求生存的条件下，神道设教便被农民群众用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
张陵的五斗米道已经具备了道书、教义、组织和戒律，初具宗教规模。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嗣教，张衡在道书中记载很少，张衡的儿子张鲁，在五斗米道史上作用很大，他
不仅使五斗米道取得较大发展，还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并对原来的道法、戒律等作了一些增
饰。
　　张鲁，字公祺，他割居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自封为“师君”，规定初入道者称“鬼卒”
，经过考验信仰坚定者为“祭酒”，“祭酒”既管教务，也管理行政。
张鲁以五斗米道统治巴、汉一带前后将近三十年，扩大了道教的势力，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
“力不能征”，直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统兵十万进攻汉中，张鲁降曹，被拜为镇南将军，封为
阆中侯，邑万户。
他的五个儿子，皆为列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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