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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道教研究在百年的历程中，走过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中西多元文化的激烈冲撞、一元文化的范式转化、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再一
次激荡角逐，中国的道教研究在多次的浮沉和变通中，经历了排外、接受、容纳、调适的发展过程，
获得了新的价值和生命力。
本书考察了20世纪道教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并以四位典型学者陈撄宁、萧天石、陈国符、王明为例
，分析了20世纪道教研究的几个向度，概括了20世纪中国道教学术的若干新特点以及道教研究的定位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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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凤英，女，1971年1月生于甘肃陇西。
1992年考入兰州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200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道家、道教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出版著作《新译性命圭旨》(台湾三民书局)，目前承担“理学丛书”之《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的
撰写任务。
在《宗教学研究》、《中国道教》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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