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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医概说》突破了以往从单一学科研究医学的局限，集道家、道教、哲学、史学、医学、生命
学、养生学之智慧，以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对道医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系统阐述了道医学体系
、技术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较完整地再现了道医文化的内在逻辑结构，在多方面学术上做
出了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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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守明，道长，法名祝真柏、祝罗明，号紫云道人。
青年时代钻研中医中药，1985年就读于济南中岳中西医大学。
2005年～200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高级研究生班进修。
1989年～2008年间，在全国各级医学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编《道医概说》、《道医讲义》、《道医史话》等。
著有《阴符经注译讲解》、《道教信士百问》、《玉皇经丹功阐译》等。
1992年入道，为玄门金山派玄裔第二十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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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恢复重建千山汤岗子娘娘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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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真、正一南北二派学术广为涉猎，对内丹养生颇为重视，多有心得，特别是对道医有独到的研究
。
祝守明道长现任世界养生保健联合会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食疗药膳专业委员会理事，复兴中
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综合实用医学》编委，吉林省养生保健协会道家养生顾问。
长春中医药大学养生研究所研究员，吉林省紫云抑郁症康复研究所所长，辽宁省鞍山市千山汤岗子娘
娘庙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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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医的概念　　第二节　与“道医”有关的几种边缘观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
道教和道家的医学思想研究一再升温，也提出了“道教医学”、“道教医药学”之类的边缘概念，但
是，通观各种观点，均未能给“道医”下一个明晰而完整的界定。
　　一、大百科关于“道教医学”的观点　　在目前学术界关于“道教医学”几种流行定义中，最具
权威和影响力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所下的一个定义：“道教为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和汲
取中国传统医学的成果，在内修外养过程中，积累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
它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其医学和药物学的精华为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
”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首次将道教医学作为一个正式条目列入，
意义十分重大，这对于确立道教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促进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
的积极作用。
　　二、国外汉学界关于“道教医学”的观点　　在国外汉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从事道教医学这一领
域的研究。
其中日本学者吉元昭治所著的《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一书，有较大影响。
该书也给道教医学下了一个定义，称：“所谓道教医学，可以说就是以道教为侧面的中国医学。
这些被看作是道教经典中的主要内容。
不过现在，就象道教淹灭在民间信仰（民俗宗教）之中那样，道教医学可以在民间医疗或民间信仰中
的信仰疗法中见到其踪迹。
”显而易见，吉元昭治关于道教医学的观点过于悲观。
　　三、盖建民关于“道教医学"的观点　　盖建民在他的《道教医学》一书中说：“道教医学是一种
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
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
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
”盖建民受西方文化影响，将道教医学界定为“道教徒”专有的一种“宗教医学”、“特殊医学”，
这就限定了对道医学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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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医概说》突破了以往从单一学科研究医学的局限，集道家、道教、哲学、史学、医学、生命学、
养生学之智慧，以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对道医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道医的概念；道医形成的历史条件；道教的出现；道医的形成与传流；道医的基本理
论与主要治法；道医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道医与中医的关系；道医的未来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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