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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部敷陈道教义理且加综论的书，乃是现已八十三岁高龄和研究道教学已逾五十多
年的李养正研究员的近作。
从中国道教协会成立起，李先生便转业来这里任职工作，长期与道教界人士同甘共苦，历经风雨。
在此期间，他曾师从著名道教学家陈撄宁先生（第一届中国道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二届道协会长）
学习道教知识，从而走上了专业从事道教学研究的道路。
五十多年来，他以其真情投入、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不辞艰辛的勤奋笔耕，取得了丰硕的道教学术
研究成果。
同时，他也为道教院校培养人才的教学工作，付出了精力，做出了令人赞赏的业绩。
正由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受到了道教界广泛的敬重。
2003年，李先生在出版大作《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后，又开始运思写作一部对古老道教义理作现代阐
释的书，以应当代读者能读懂道教经籍、了解道教经义的需求；同时也借此回应教外学界对道教义理
的殊多悬疑。
他认为，对道教义理的现代阐释，是促进古老道教能与时俱进，积极与新时代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条件
，也是道教加强自身建设，以利传承与扬优的必要举措；同时，作为道教学研究者，他也自感有必须
为之献力的责任。
从此，他不顾年岁已高，仍然孜孜不倦伏案劳作。
真可谓“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
历经寒暑三载，大作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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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一鲜明的特色便是对道教易学深入的探讨，指出《老子》与《周易》同为道教义理之源，并论述
了道教易学的历史发展、道教易学与内丹道的关系。
易学在儒家经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形成义理派和象数派两大分支，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相形之下，道教易学由于“道隐无名”的传统和其民间性的缘故，不为学界所知，遂使近现代易学研
究形成重大空缺。
此书结合道教科仪、丹道，系统阐释道教易学的内涵和成就，大大拓展了当代易学研究的视野，值得
学界重视。
    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是此书的又一鲜明特色。
此书立足于道教，又超越道教，在广泛的比较中展现道教义理的有容乃大及其与中国各种文化的互动
互渗，论述了道教与先秦道家、与诸子百家、与儒佛两家、与古代方技术数的关系，展示出中国文化
的宗教与人文、体悟与理性、出世与入世、本土与外域之间的多元通和的一幅幅生动画面，使读者能
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道教义理的形成与特质，理解中国文化博厚悠远、仁爱包容、向道贵诚
、重生尚德的精神与传统。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宽阔的心胸，丰富的知识。
李先生深厚的学养积累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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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养正，湖北省公安县人，生于1925年，1949年夏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
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部门从事编辑、记者工作。
1956年转业地方，任初创之中国佛学院教研室秘书。
1958年调任中国道教协会秘书，后改作道教学术研究和道教工作，曾任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主任、《
中国道教》杂志主编、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等职。
1986年，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宗教学研究员。
1997年离休。

　　有关道教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道教识略》、《道教基本知识》、《道教概说》、《道教与中国
社会》、《道教与诸子百家》、《道教经史论稿》、《佛道交涉史论要》、《当代中国道教》、《当
代道教》(世界道教状况)、《道教史略讲》、《新编北京白云观志》、《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
等，主编并主笔有：《道教手册>、《道教文化丛书》、《道教大辞典》(与闵智亭合作主编)，主持编
辑出版陈撄宁先生文集《道教与养生》。
另在道教及学术性刊物和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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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上编　第一章　道教义理绪论——道教义理的基础、结构、特征与亮点  前言  　第一节　何
谓道教的“义理”之学  　第二节　道教是否具有传统的义理之学  　第三节　“神道设教”与“道教
义理”之说  　第四节　道教义理之学的根基为“道”本原论  　第五节　道教义理之学的五大部类与
理论枢要  　第六节　道教义理学五部类中的五大重点  　第七节　道教义理之学的特征与亮点  　结语
　第二章　道体及修道养生枢论举要  　前言  　第一节　元气论  　第二节　精气论  　第三节　形神
论  　第四节　性命论  　第五节　道生旨  　第六节　生死说  　第七节　动静论  　第八节　清静论  
　第九节　“三一”义　　第十节　性情论　　第十一节　有无论　　第十二节　太极论　　第十三
节　承负论(兼及“因果报应”说)　　第十四节　中和论　　第十五节　阴阳五行论　　第十六节　
大道论(上)　　第十七节　大道论(下)　　结语　第三章　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　  前言  　第
一部分　《老》、《易》同为道教义理之源  　  一、《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宗教文化典籍    　二、
使《易经》进入哲学大雅之堂的哲圣是老子    　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    　四、《老子》是《易
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五、《老子》、《周易》同为道教义理之渊源  　第二部分　魏晋及尔后道
教易学的发展　    一、魏晋道教易学的扩展  　  二、魏晋唐宋道教科仪的摄《易》入仪   　 三、唐代
内丹道的崛起及以“丹功”义理为“道教易学”主干的发展    　四、宋迄于清，丹功义理与道教易学
的发展和基本定型  　结语　第四章　道教义理的思想根源与形成、发展征略  　第一节　关于道教义
理的主体思想根源  　第二节  道教的神仙崇拜发轫于我国原始宗教与神仙说  　第三节　道教义理体系
的历史发展阶段性  　第四节　论述道教义理在奠基阶段的突出业绩  　第五节　论述道教义理在开拓
阶段的突出业绩  　第六节　论述道教义理在清整与规范阶段的突出业绩  　第七节　论述道教义理在
深化与拓展阶段的突出业绩　⋯⋯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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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以上所录分散的注文归纳起来，其主要意旨是：“精气”来自自然，天地间乃至人体中皆有之，乃
是“道”之别气（“道”运化产生的一种气）。
“道气”分衍于万物，故万物皆有“精”，本原同一。
万物含“精”，乃能初生，为生命的本根。
人为生物之最灵，人体满藏精气，道重后嗣、使种类不绝，“精”使人类繁衍、遗传，且积“精”成
“神”，“神”成仙寿，“精”为身宝，故当宝精而爱守之。
《太平经》与《想尔注》的“三位一体”和“精气自然”、“精为身宝”之论，在东汉道教初兴时便
构建了以“精气”为生命本根和养生之道的基本趣旨。
从先秦至两汉，诸子百家论涉“精气”者颇多，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先秦儒家著名典籍《易传·系辞
》有言：“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为物，游魄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认为“精气”生“神”，游魂为“鬼”。
又：“天地絪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天地阴阳之气交融，万物普遍化生；动物雌雄交配构精气化为生殖之精，万类得以产生，生命的本
原，均为“精气”。
吕不韦《吕氏春秋·圜道》喻精气若天道圜行运化，聚则成物。
西汉文帝时方仙家河上公注《老子章句》（或谓其为东汉之作），载“固守其精，使无漏泄”，“爱
精重施，髓坚”等方仙家养生之言。
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编撰《淮南鸿烈》，重黄老、方仙之言，以宇宙万物皆为“精气”所化生，提
出“气”有浊、精之分，烦浊之气运化为虫，精粹之气则运化为人。
东汉章帝时班固编撰《白虎通义》，亦倡言“精气”为万物之本根。
东汉先进思想家王充（27－约97）撰《论衡》，认为人的生命和精神以“精气”为物质基础，“人未
死，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死而精气灭”（《论衡·论死》），否认“有无体独知之精
”。
在众多的史籍中，《淮南鸿烈》与《老子章句》河上公注中关涉“精气”之言，同早期道教的“精气
”主旨，最为近似。
我以为前两者为后来者的先导。
从思想史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诸子百家之说在客观上必然给予道教“精气”以思想影响，而道教的
“精气”之说也必然给予社会诸子百家中的“精气”之论以思想影响，自道教进入社会学术思想的辩
论后，可以说是同步互动，相互有所启迪与补益，共同认为“精气”为生命本根，这是主流；而分歧
则在于：“精气”是只存在于思维中的精神实体，还是存在于一定空间的物质实体？
我以为，在此历史阶段内，在倾向上还是较朴素和实际的，一般说还是认为“精气”是具有物质性的
微妙之气，生命乃是“气”的运化而不是“灵性”的变易。
自魏晋南北朝道教历经道派、经籍、义理、科仪的全面勃兴后，对“精气”论说的探讨也逐渐向广延
和深化发展，其理论趋向于两个层次与范畴，一为追求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一为追求生命永恒的成
仙之道。
两个具有内在密切联的范畴，皆是以“精气”论为理论支柱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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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从1962年中国道教协会兴办起道教学校（初名“道教徒进修班”1990年扩展为“中国道教学院”）
后，我一直便忝列在该校教职人员之中，参与收集、整理道教史料和编写教学参考纲要的工作。
我对道教义理的一点基础知识便正是在参与由陈撄宁先生亲自讲授要旨和主持集体讨论、修订《道教
知识类编·教理教义》的工作过程中获得启蒙的。
随着道教院校教学工作和道教学研究工作逐渐扩展，我也曾陆续写过一些阐释道教经籍义理的习作，
由于我对祖国古代传统哲学及宗教义学所知甚为肤浅，缺乏从历史高度和理性思维深度的辨析与归纳
，只是就捧着的经籍而阐释经义，故而在头脑中对道教义理缺少宏观的、整体的明确认识。
在2002年1月，香港道教学院举办“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由于议题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关切当代道教发展前景，故与会的中外学者议论甚为投入，各抒己见而
又各有千秋。
其中，有西方学者认为道教是“没有固定教义”的宗教，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道教与神学”的问题
。
说实话，尽管议论者是出自善意，措词委婉而富有学术思想的内涵，可是对我这在“中国道协”和“
北京白云观”工作和生活了数十年、道教师友遍于名山宫观的人来说，当时在思想和感情上是有所触
动的；因为，据我的亲身经历与见闻，道教是有它亘古不易的圣典和经籍、传统固定的教理教义的，
它的修持规范是十分严谨的，它的教团群体组织规制也是周密的，甚至炼养法诀也是严守师徒口口相
传的规定的。
那么，何得而滋生“道教无固定教义宗旨”的论见呢？
从此便引发了我对这方面学术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最初我想到的是，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差异，可能是在宗教学方面对道教义理的基本人文价值取向
、思维逻辑起点、重点、定势各有习惯观念所致。
其次，或因学术界与道教信众在“无神”、“有神”信仰上的不同，或者是在宗教学上的理念有所不
同而自然而然产生的差异。
一般说，奉“道”者多以“神启”信仰为思维主体而学者则以学术思想为思维主体；东方宗教首重义
理，西方宗教则首重信条。
其三，也可能是在对道教义理体系的整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位置，存有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道家学说，是道教义理的根基，也可说是主体；但道教义理中还含蕴有神仙家、儒家、墨家等社会诸
子百家的文化思想，由历史的“天人玄同、和谐融通”的概念而整合为道教义理的整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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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教义理综论(套装上下册)》是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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