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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
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
的探索、新的认识。
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
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
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
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
库之中。
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
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
。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
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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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传统兵学对道教的影响及其表现、道教对传统兵学的影响及其表现以及道教与传统兵学双向互
动关系三个层次展开研究，首先介绍道教兵学思想的文献资料、思想内容和特征，接着从道教的神仙
理论、科仪法术、哲学、医学等方面就道教对传统兵学的变通和他用进行详细探讨，并从战争观、战
略战术原则以及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等角度论述了道教对传统兵学的影响，最后分析了道教与传统兵
学双向互动关系的历史表现、文学展现和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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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宗教常常成为革命战争的旗帜和政治斗争的借口，从而引发某种形式的战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宗教所发挥的重要意识形态作用，为数不少的武装起义往往打着宗教的旗
帜，如我们在正文中所提及的陈瑞和李特起义、各种托名“李弘”的起义、孙恩和卢循起义、宋江起
义、方腊起义等等便是或多或少借用道教的思想观念来领导、组织起义的；除此外，如元末刘福通利
用“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的旗号“拜上帝会”等等也说明宗教有时候往往成为人民革命起义的旗
帜和借口。
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是这样，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例如十六世纪的德国，就发生了利用宗教改革
而开始革命的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等。
可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对于人民革命战争的作用是巨大的。
对于这种作用，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认识，一方面，宗教在号召、领导革命起义方面的确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宗教的思想观念是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革命起义要想取得成
功，必须有新的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的领导。
　　此外，有些宗教还被政治力量利用，成为实现政治力量之某种目的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封建王朝在建立过程中便利用了宗教，如李唐、赵宋、朱明等王朝的建立
。
封建王朝建立过程中利用宗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倘若宗教是为先进王朝建立服务，则这种借用
往往具有进步意义；倘若宗教被落后愚昧以及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利用，宗教从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
助纣为虐。
放眼当今出现的各种冲突和局部战争，有为数不少的是宗教的力量被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势力所利用
，对该地区的社会和人民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为此，我们需要加把其中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澄清出来，这样才有利于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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