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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就是他的遭遇，就是他的所为。
”“一言以蔽之，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是⋯⋯历史。
换句话说，本性乃言物，历史，既往事实，乃以言人。
”①斯言刻骨，发人深省。
是知历史学之使命，乃是为人类为民族，找寻他的历史真实，描绘他的真形，代言他曾经的苦难与荣
耀。
正因为如此，一切真正的哲学家首先必是历史学家，而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亦必为哲学家。
　　历史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积淀，是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博弈的产物。
鸦片战争前八百多年的历史上，随着圣人、神仙之类人格理想的逻辑演进，中国文化越来越深地对外
向进取心、对外物之诉求的自我检讨，本具外向属性的民族气质逐渐磨却。
符咒道术成了对付周边民族进攻的秘密武器，观音菩萨从男性转成了女性，格物也变成了格心：对内
在世界的激情替代了对外部世界的追求。
就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信仰文化体系几经震荡，知识系统则在这些震荡中几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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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积淀，是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博弈的产物。
鸦片战争前八百多年的历史上，随着圣人、神仙之类人格理想的逻辑演进，中国文化越来越深地对外
向进取心、对外物之诉求的自我检讨，本具外向属性的民族气质逐渐磨却。
符咒道术成了对付周边民族进攻的秘密武器，观音菩萨从男性转成了女性，格物也变成了格心：对内
在世界的激情替代了对外部世界的追求。
就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信仰文化体系几经震荡，知识系统则在这些震荡中几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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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省我们以往对现实世界中的神仙思想的影响是否估计不足。
汉代以前，墓葬的墓圹主要是长方形的土坑，墓室则是从地面往下挖的竖穴。
西汉中期后，横穴式墓圹与砖室结构的墓室成为主流，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在阴间的重建。
除此之外，凡生人所用的器具、食物、衣物等无不大量的置人墓中。
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的食物即有粮、菜、兽、禽、鱼等几十种之多，酒估计有五千多公斤，衣物
更为奢侈，有绵袍、夹袍、单衣、单裙、鞋、袜、手套等，不仅多系丝绸制成，而且制作工艺极为讲
究，甚至一些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如仓、灶、井、磨、猪圈、楼阁、碓房、田地等也不可思议地以明器
的形式被放置到墓中。
①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的的确确遵循了“谓死如生”的特点。
因此，墓葬中大量神仙思想所反映出的现实人生的精神世界是否引起学者充分注意？
将神仙思想仅视为一种墓葬风俗是否恰当反映出汉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我们习惯于使用“宗教”、“信仰”一类的概念来解释汉代的神仙现象，然而问题是作为一种
成熟形态的道教组织直至东汉后期才出现，而且早期道教与魏晋以后的道教不同，最初神仙思想尚未
与早期道教完全结合，因此汉人对神仙的情感与行为是远远超越道教的，或者说以道教视角无法完全
包容汉代的神仙现象，因而视其为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并不确切。
既然如此，仅用“信仰”或“宗教”一类概念来考察秦汉时期的神仙现象，实际上存在着某种严重的
辉格式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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