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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了何种角色？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结构上予以高屋建瓴的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向以儒释道三教著称，三教被喻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道教即为其中的一大支柱。
这个支柱是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近两千年
来流传于中国社会，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民风民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难怪鲁迅先生要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
”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民众生活，一句话，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道
教，否则很多问题就不得其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舍弃道教而言中国文化便是残缺不全的，便是以偏概全的，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斯芬
克斯之谜便无法破译，许多宝贵财富便得不到发掘。
因此，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科学技术史等等都不能置道教于不顾，否则便有可能是
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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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作者在各种学术刊物中公开发表的、与道教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共19篇。
至于作者出版的学术专著，考虑到图书馆中已有收藏，这次就不予收录。
这些文章多少都与道家、道教的核心理论诸如道论、心性论、内丹学有关。
如果从1988年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第一篇《道与中国哲学的自然智慧》（原名《道·自然·
文化》）算起，时间跨度正好二十年。
正如目录所示，本选集是围绕着“根本道论”、“心性论”、“内丹道与易道”、“全真教研究”四
大论题结集的。
我之所以这么区分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这二十年来，我在道教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几
个主题展开的。
    《道与中国哲学中的自然智慧》（1988）、《道家道论的哲学诠释》（《诠释与建构》，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1）、《原始道家道论的展开一一道家形而上的梦论与生死论》（《中国哲学史》2002年
第3期）和《从道家的根本道论到道教的内丹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一辑，2006）等四篇论文
，反映了作者长达二十年对道家、道教根本道论及其与生死观、内丹解脱论的思考。
显然，作者的意图是通过理论诠释打通隐含于道家道论与道教旨在以生命超越为目标修炼术——内丹
术之间的理路。
学术界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以为在道家、道教之间，其基本精神存在着断裂。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道教关注肉体生命、重视斋醮科仪甚至热衷于神灵崇拜等行为乃是一种悖道的举
措，是与原始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通过精神修炼以契证道体、获得精神解脱的思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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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广保，号洞斋散人，199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8—1999年赴荷兰莱顿大学做访问学者，2002—2003年赴哈佛燕京做访问学者。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从事道教思想、经学思想的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金元金真道内丹心性学》（曾获首届“汤用彤学术奖”）、《唐宋内丹道教》、《金
元全真教史新研究》、《中国经学思想史》等，另有学术论文三十多篇，五十余万字，发表于各种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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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本道论道与中国哲学中的自然智慧一 论气气这个范畴是一种自成体系、带有某种神秘因素的东西，
我们很难用西洋系的哲学来予以分析。
这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这两种系统互相差异的程度使得双方难以对译。
我们说气有自己的特定的内容，但要真正领会这种内容，先必须暂时忘掉我们已经学到的西洋文化知
识。
气有三义，第一为云烟之气，例如六气之类。
这种气是自然的，但和科学中说的气体尚有区别，大凡有朦胧、神秘、轻飘外观的皆可视为气，严格
地讲也就是以力量形式出现的就是气。
气这个字象形为蒸腾、昌发之象，这是气的本义，但在文典中的应用却超出了这个范围，如言春气，
言肃杀之气，春气意指生长力，肃杀之气则指一种整体氛围。
从大量的典籍综合来看，我们可以断语：气是古人表现某种不可视见但又确实存在的神秘力量的一种
活泼名词。
气的这层含义带有模糊、朦胧、神秘的性质，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气实在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常
用的一个术语。
这个术语弹性很大，可以表现许多东西。
用这种气来描述力，描述神秘现象，可以避免分析的割裂，具有运动的、流变的、生动的特点。
以上所说为气的第一义。
第一义的气初始是很少哲学意味的，这一种气希腊人也曾谈及，不过内容不完全吻合。
真正作为哲学思考对象的气是第二义的气，对于这种气，我们姑且把它界定为内气。
所谓内气实为一种修炼之气，它和大量存在的自然之气是有区别的。
内气需经过人的修炼而成。
内气的性质并不表现为单纯的质点，而是呈现为一种朦胧的力量，曾有学者借用现代物理学的场概念
来转译，这大体上是比较相近的。
内气的存在方式有点特别，作为物质，它的存在和宏观物体的存在方式相异。
一般来说物质的存在是独立的，不需要依赖人的感觉意识，内气的存在则不然，它是超越于时空的实
体，我们既不能看见它，也不能摸到它，所有的感觉器官对内气都无可奈何，不但感官，就是心灵在
把握这种实体时也是徒劳的。
不过这种气也不是全然不可捉摸，人可以经过修炼而体验到它的存在。
由此可见，这种气的存在是和主体状况分不开的，气的存在必须介入主体而且是特定的主体方可成其
为存在。
而且存在的方式也不是以通常的图像而是以浑然的力量形式。
这种气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东西构成了老、庄道的主要含义。
参照现代物理学的微粒子理论来考察，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非常紧要的相似性。
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描述了微粒子存在的状态：“原子和亚原子世界本身是超越我们感觉世
界的，我们可以借助于现代设备问接地观察到原子及其组成部分的性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亚
原子世界，但这种经验并不是一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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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道家的根本道论与道教的心性学》，共收录笔者在不同时间段所发表
的19篇论文。
其时间跨度自1988年笔者发表第一篇论文《道与中国哲学中的自然智慧》算起，一路风风雨雨，不觉
已历20个春秋。
因此，这部自选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笔者生命精神探索、生成的一个个不同的路标。
回忆这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之路，大学时期的学习生涯在我迄今为止的精神成长中，无疑抹上最为浓
厚的一笔。
我于1980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哲学系，那年我刚满16岁。
虽然当时江大没有显赫的声誉，但设置的课程却相当全面，很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训练。
我虽然是哲学系的学生，但课程中单是历史课就上了两年，其中中国史一年，世界史一年，如果再算
上一年的古汉语，一年的中国哲学史，历史的分量是很重的。
这就为我目后踏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探索之路打下扎实的基础。
江大的老师教得很认真，记得还是1982年时，沈重老师就给我们灌输乾嘉学派的考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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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家的根本道论与道教的心性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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