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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
书。
    “一年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
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
，闻于远处。
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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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锡琛
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道教客座教授、四
川大学道教科技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湖南船山学社副社长，主要从事道家
、道教文化、中国伦理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已出版《道家与民族性格》等专著6部，在《哲学研究》及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90多篇，曾主持国家
和省级科研项目9个，获多项省级教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奖，今年又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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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理论篇   第一章 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概况及其理论基础  第二章 对于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  
第三章 道家政治治理的理想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第四章 政治主体的伦理道德要求  第五章 道教的发展
概况及神学方术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 道教的政治伦理理想  第七章 道教的道德培育机制  第八章 道教对
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第九章 道教影响中国古代政治诸原因探析史鉴篇  第十章 新道家的厄运与秦王朝
的衰微  第十一章 方士的活动与秦帝国的崩溃  第十二章 黄老政治伦理对汉初政治的影响  第十三章 汉
武帝与儒学的神学化  第十四章 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迷信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第十五章 谶纬在汉代政治
生活中的泛滥及其思想归属  第十六章 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崛起    第十七章 贞观君臣对道家政治伦理的
践履及其成效  第十八章 唐玄宗的崇道与唐王朝的盛衰  第十九章 道家道教政治伦理与宋初政治  第二
十章 宋真宗的崇道闹剧  第二十一章 宋徽宗溺道的社会恶果  第二十二章 道教政治伦理对成吉思汗的
影响  第二十三章 道教在蒙元政治舞台上的浮沉  第二十四章 道教方术与朱明王朝的开国定基  第二十
五章 朱元璋对道家政治伦理的研究与践履  第二十六章 迷恋道教方术而国危身亡的明世宗尾声结语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再版后记再版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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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如何才能实现“任性当分”的理想政治治理局面呢？
在对于封建仁义礼法制度的伦理道德批判和对封建政治治理的方式进行道德反思的基础上，道家提出
了自然无为的政治治理原则。
    众所周知，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统治对象的广大民众是不被尊重的，抹
杀和忽略人的不同个性，以封建等级制度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统治，是封建政治治理方式的重要特征。
道家对于这一蔑视人的主体价值，蔑视人性自然的封建专制统治模式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自然无为的
政治治理原则正是针对这一缺乏伦理正义的政治治理方式而提出的。
    由天人同源同构的基本认识出发，在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特别是在自身修炼的实际
体验中，老子认识到“自然无为”是“道”的本质特征，这成为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作者提醒统治者时刻牢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他还认为，如果能够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则可在政治行政生活中收到显著的效果：
“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                一  道教神学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异己力量的代表，当人们对于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解释或无法把握时，很容易把它归结为某种超现实力量的存在，从而产生对
天地自然和人身的崇拜；同时，在无力与自然、社会的压迫相抗衡时，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
，人们便想象、创造出鬼神并崇拜鬼神，以期获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当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阶级压迫加剧时，现实社会的苦难往往促使人们将目
光转向神灵，期望神灵拯救人类，因此，神学迷信往往在这种时候大肆泛滥。
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压迫(“宗教桎梏”)根源于社会对
于人的物质压迫(“世俗桎梏”)。
    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及三纲五常的压迫和控制之下，广大臣民所受
的精神压迫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这就决定了他
们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将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而极度的专权只
能带来极度的腐败，封建世袭制度更是无法保证君主的政治素质。
于是，盼望明君圣主的热切希望往往付之东流，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遇到更多的常常是暴君庸主，这
就促使民众将希望的目光投向神灵。
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不乏战争频仍、朝政腐败的黑暗时期，加之，科学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以
及小农经济对自然征服能力的低下，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神灵的依赖。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鬼神崇拜观念和灾祥说、谶纬迷信十分流行，道教神学理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
础，道士有着广阔的活动场所，这是其影响王朝政治的社会土壤。
    在这种笃信神灵灾异谶纬的社会氛围中，封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政权既要以暴力、惩罚等强制手
段加以保证，也要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思想武器予以维持。
而这种从思想上控制民众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就是宗教神学理论。
因此，他们将神权作为皇权的依托，要保住皇权，必须拥有神权。
于是，他们与道教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使神权和皇权融为一体，利用神权来保护和巩固皇权
。
这样，道士自然要在王朝政治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了。
    一旦出现神权背离皇权的现象，统治者便要运用国家机器以暴力手段改变这一状况，二者重新统一
起来。
历代统治者杀方士、道士，禁星占、谶纬，禁淫祀奇术，其目的盖出于此。
所谓“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①；“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
”②；“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③。
以上汉哀帝、孙策、隋文帝的这些话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统治者畏惧方士、道士的真实原因。
另一方面，招举隐者，封赏道士或设置专门机构网罗天下有道术者，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念念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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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
这些措施，意在抚慰、拉拢和控制方士、道士，以消除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因素，但这样一来，也为方
士、道士的议政或干预朝政造就了机会。
             二  道教的长生理想适应了人们的欲求    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无可留恋。
如佛教认为人生有生苦、老苦、病苦等八种苦难，因而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彼岸世界。
道教却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成为神仙，永久地活在世界上是极快乐之事，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主
张乐生、贵生。
如道经《太平经》就提出“生为第一”，《元始无量度人经》就强调“仙道贵生”。
他们的人生理想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幸福安康；第二是延年益寿；第三是得道成仙。
因此，他们努力寻求使人长寿的方法，鼓励人们与死亡作斗争，力图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充分地发
挥人体的各种潜能，提高人的素质。
其各种养生术，如服食、内丹、服饵、辟谷、存思、导引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创立的。
    道教的这些理想和追求正是中国的民族心理的反映。
中国人虽然信神，但并不执着于脱离现实的某种宗教信仰。
自古以来，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功利主义的和现实的。
《尚书·洪范》中，就将长寿、富足、康宁作为“五福”的首要内容，而将早夭、疾病视为穷极恶事
之首。
一般的百姓企望“五福”，最高统治者更是对此孜孜以求。
道教既有一套追求去灾免祸、康宁长寿的方术和仪式，又有所谓使人致富的炼金术，正好可以满足这
些欲求。
特别是炼制服食金丹、仙药就能长生成仙的说法，更是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渴望成仙而又不愿刻苦清修
的王侯权贵。
为了祈福长寿成仙，他们对于方士和道士常常是言听计从。
在这种情况下，道士、方士干政也是比较容易和十分自然的。
             三  对于无限绝对的向往    和感悟促使人们依赖神灵    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动物，在其心灵深处，
往往有一种对于无限绝对的依赖和向往。
德国近代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在论及宗教的起源时就曾指出，宗教源自人们“绝对依赖的感情”，
而这种感情乃产生于人们仰望天际、审视广袤宇宙时那种对无限绝对的直觉和感悟，其中充满了惊奇
和敬畏，即一种“对无限的感觉和鉴赏”。
奥托则认为宗教源自人世对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一种直觉体验和领悟，是人“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
情交织”①。
宗教学的奠基人缪勒更是认为，宗教崇拜时对象是一“无限者”，而人正是具有一种“领悟无限的主
观本能或才能”②。
    同时，客观外界又总是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虽然具
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威，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虽然拥有荣华富贵，甚至权倾朝野，但是，他
们仍然摆脱不了客观外界各种未知因素的掣肘，摆脱不了人生无常、生命短暂之苦恼，而处于封建等
级制度重压下广大民众更是受制于外界各种力量而毫无自主可言，故人们无法抑止对于某种客观支配
力量的崇尚和对于广袤无限之宇宙的敬畏。
这种对无限绝对和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敬畏以及“领悟无限的主观本能或才能”，使得社会各阶层人
士普遍产生了对天地鬼神这一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依赖乃至迷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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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
这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
位问题。
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80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
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多源汇流的中华民族文
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
在会上、会下和会后，这一论点得到了众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同。
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干问题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进而
提出“道家主干说”，  已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
在讨论中，这种观点亦被批评为“多少有些偏狭”。
“儒家主干说”、“遭家主干说”和“儒道同为主干说”，到底哪一说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呢？
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批判继承的任务，改造“国民性”，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很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以推动中国文化的
研究。
    在湘潭会上，我读到了不少好文章，包括湘籍青年女学者吕锡琛写的《老于思想与贞观之治》一文
。
该文以唐初贞观君臣之言行等大量思想素材，具体而清晰地说明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某些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取得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国泰民安的积极社会效果。
汉初有“文景之治”，唐初有“贞观之治”，宋初、明初君主自觉推行道家的治平之术也在不同程度
上取得了类似的社会效果。
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论文，还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等各个方
面，具体论述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某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多面展开的
具体、专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有益的。
    我读了吕文之后，  当时还谈过另一点感想，就是它启示我们：思想史研究应注意和社会政治史、经
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
列宁曾经说过：“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
”这说明注意对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演进，对概念、范畴之辩证发展和运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思想、观念的源泉只能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存在中去寻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又会对社会存在发生反作用，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
。
从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这两个角度，我们都应特别注意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通过
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去说明一种思想、学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何以必
然产生，它所反映的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是什么，它在后世产生过何种影响和作用。
这些都是就思想谈思想、对它进行纯逻辑的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学习和积累社会物质生活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加强
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对更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科学地说明各种思想史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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