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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一种思想主张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道教思想也是如此。
故而，只要我们回归历史，那就会发现，从南宋到明代初中叶，道教思想具有了许多新的特色。
首先，道教经典的造作、诠释与宋明理学相互交错；其次，伦理道德涵养成为道教内丹心性学的重要
内容；再次，道教派别在思想上的相互渗透和整合趋势更加明朗化。
     本书为《中国道教思想史(第3卷)》，包括第四编南宋金元至明中叶的道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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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希泰，男，1928年生，四川省三台县人。
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
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首届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宗
教学会副会长。
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学研究》、《儒道释博士论丛》和《宗教与社会丛书》主编。
先后编著出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外宗教概论》、《道教文化新探》、《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等各类学术著作700余万字，并
荣获国家级和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3次，其中一等奖6次、二等奖5次。
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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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玉蟾有关修性的种种说法中，明显地带有较浓厚的佛教禅法色彩。
如他曾说：“有一修行法，不用问师傅。
教君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何必移精运气，也莫行功打坐，但去净心田，终日无思虑，便是活神仙。
”②又说只要能心静，人世如隐山，若是心不静，隐山同人世，如说：“法法虚融，心心虚寂，何城
市之可喧？
何山泽之可静？
山静而心常喧者，莫市之若也；市喧而心常静者，莫山之若也”；“吾心无所守，则必徇乎事之所夺
，任乎物之所营。
然则山野之间，亦如市廛，何也？
闲花野草可以眩人目，幽禽丽雀可以聩人耳”③。
这些说法，与佛教禅宗“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④的思想很近似。
　　总之，白玉蟾认为无论是修“性”或是修“命”，都是追求返回先天之“道”的一种修炼，都必
须遵循“自然”的规律来进行，所谓“会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真根蒂”⑤。
在“性”或“神”与“命”或“气”两者中，白玉蟾主张“性”或“神”是生命之根主要的方面，如
说“神是主，精气是客”⑥，但在处理修“性”与修“命”的关系时，白玉蟾则主张先修“命”，以
修“命”为人手工夫。
其观点虽与张伯端等南宗诸祖一致，但其论述却要比前人丰富和深刻得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三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