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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特设“方术篇”是很有意义的。
“方术”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而且常常带有某种神秘性，如何透过其神秘性了解其中的真实
价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胡孚琛同志原来是学化学的，有着很好的科学训练，因此他能够较好地把各种“方术”实事求是地
加以梳理，并讨论其现代意义，对此问题的深化是有重要启发的。
　　一种学术思想及其方法如果只是作历史的研究和阐释固然很有意义，但如果能进一步讨论其现代
意义可以说将会使学问的深入发展和造福人类更有意义。
“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一章讨论了“道家文化”对当前人类社会的科学、哲学、宗教等等方面的意
义，应说有一定的开创性。
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现象，现在都可以用科学加以说明，或者为科学实
验所证实。
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无论是对自然界，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许多方面仍然是盲无所知的，或者虽有
某些假说，但却尚不能证实。
而人如果说与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提出许许多多奇怪的没有答案的问题，
喜欢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
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的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提出过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并试图给这些
奇奇怪怪的问题以解释，虽然后来被证明他们的解释并不一定正确，但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中有不少
确是有价值的“真”问题。
对那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也许正是我们应该不断去探索的宝库，研究它正是
推动人类进步、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有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但提出讨论的问题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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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道家的哲学，便源于每系氏族社会部落酋长的政治经验。
顺便指出，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酋长并非必定为女性，而仍是男性为多，因为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
我们还没发现人类有过女权至上社会的先例。
那种认为典型意义上的母权制是社会组织演化的正常阶段的历史观是值得商榷的。
但母系氏族社会存在女性崇拜的传统却是历史事实。
盖母系氏族社会，老祖母占据主导地位，部族成员皆其子孙，以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女性普遍受到
社会的尊重，其治理部族的政治传统自然以慈爱后辈，少欲不争，贵阴尚柔，自然无为的方式为主，
不可能像父系祖先那样严刑峻法、繁文缛节，更用不着以宗法礼教束缚部众。
这样，老聃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老子》第五十八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第六十七章)等政治原则和母系氏族公社的政治传统丝毫不差。
老聃还逼真地描述过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章)这种描述和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现实若合符节，考古发现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证明，母
系部族确实是“邻国相望”，“不相往来”的社会。
历史上也只有母系部族的原始社会符合老聃的这种描述，不过这种社会尚处于野蛮时代，原始人的生
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
在母系原始社会里，人们已有以雌雄辨别事物的习惯了原始宗教的女性崇拜，又使民族社会形成尊重
女性的阴柔、谦让、虚静等品质的传统。
贵阴尚柔的道家哲学，显然是对这种传统的抽象和概括。
《老子》书中屡有“母”字，他把“道”、称为“玄牝之门”(女阴)和“谷神”(生殖神)并且“可以
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这都是原始宗教中女性生殖崇拜的遗迹。
道家的这些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特征后来全部被综合进道教中去，使道教中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遗迹
更为丰富。
道教中最早的神仙西王母便是世袭的母系部族女酋长，《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
《汉武帝内传》、《淮南子·览冥训》及张衡《灵宪》等书记载，游猎部族的酋长后羿和商帝太戊都
曾向西王母讨过仙药，周穆王还亲自到昆仑出拜见西王母，连汉武帝也向西王母求学仙术。
而后，道教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并以她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女仙谱系。
《墉城集仙录》、《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历代仙史》卷八，记载了130多位女仙的传记和故事
。
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道教北有碧霞元君，南有天妃妈祖，成为全国香客参拜最多的二位女仙。
女娲氏时，尚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中国处在洪水时期，氏族部落为避洪水，多以山丘为聚住点，故
有丘民之称，各山丘的部落酋长为治水又结成部落联盟，称为部族，如伏羲族、黄帝族、炎帝族等。
各部族在治水当中，文明日开，父权上升，洪水结束在禹时，乃夏之初年，中国逐渐步入父叔家长制
的奴隶社会。
这中间经过多次原始宗教的革命，特别是殷周之际的原始宗教革命，建立起代表父权的原始宗教——
宗法礼教，男尊女卑的新传统才占据统治地位，这便是儒家的文化渊源。
然而，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并没有中断，它只不过被降到民间和流入四夷，或掺杂进新的原始宗教
巫史文化之中，在男神占统治地位后仍保存着女仙崇拜的痕迹。
在儒家父权家长制统治的中国，道教中有这么多女仙和赞美女仙的描述，女性成仙也不受歧视，显然
是原始宗教女性崇拜的遗存。
　　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步确定了父权制的原始宗教——礼教的统治地位，至周公制札作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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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法礼教的内容。
周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学在百官，官师合一。
至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宗法领主经济逐步被封建地主经济取代，世卿世禄制度衰落，阶级关系(君、
卿、大夫、士、庶人、奴隶)亦发生变化，介于贵族积庶民之间的“士”阶层迅速扩大，并作为传统文
化的承担者从原来的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
士阶层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有了自觉的社会理想、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严格意义的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才在中国出现。
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身份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知识分子由于有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兴趣和需要，因而形成一个有一致利益和要求
的社会阶层。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整个社会所有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社会上有多少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中就能反映出多少种代表这些不同利益和要求的思想
观点。
因此，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但却是一个有着共同社会利益的阶层。
知识分子不受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是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和社会理想与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粱惠王》上)，就是描述古代知识分子韵这种特
征。
“士”阶层的兴起促使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空前高涨，周代传统的原始宗教衰落，礼坏乐崩”，诸子
百家之学遂从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中突破而出，传统文化沿着理性主义的路上升到哲学的高层次。
　　继承了古代母系氏族制和父权宗法制原始宗教传统的周代巫史文化乃是古代学术的总汇，在春秋
战国时期，这种巫史文化接受了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的洗礼，分化出诸子百家学派。
当时全国可分为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巴蜀六个具有不同部族传统的文化域。
儒家文化继承周代宗法礼教的传统最多，其次是法家，儒家以邹鲁地区为基地，法家在三晋最盛行。
继承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较多的除道家、墨家外，据《汉书·艺文志》，尚有阴阳家、数术家(包括
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蓍龟家、杂占家、形法家)、方技家(含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
。
道家学派首先以燕齐文化和荆楚文化为中心发展起来，在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中也有传播。
周代以来，古老的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流入四夷，主要在燕齐、荆楚、吴越、巴蜀等边陲地区传播，这
些地方又是神仙家和巫祝、方士活跃的地区。
因而汉末的道教，便是以这些地区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亦非仅有简单的女性崇拜或男尊女卑的观念而已，
实是包含着许多深邃的思想。
早在道学奉为始祖的伏羲和黄帝时代，古人由于天文知识的增加促进了人文知识的发展，许多发明和
发现相继出现。
古人以北斗七星测定天体运转和日月行度，划分星辰为二十八宿，以制历法和观察气象。
太阳历的十月历法曾行于原始社会，夏代尚应用，至商而改，现在云南哀牢山彝族中尚有这种十月历
法的遗俗，《诗·小雅·十月之交》、《管子·幼官篇》、《夏小正》中亦有这种古老的十月历法的
记载。
古人还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逐步产生出心理生理的养生论，经络学说，形、气、神的人体观，
砭、针、灸、汤药、祝由等医疗方技。
古人发明的天干、地支计时法，大概巧合了某种宇宙节律，有力地促进了后世方技术数及预测学的发
展。
古人关于天的观念(苍苍者为天)、神的观念(交通天地者谓神)、鬼酌观念(神归于地为鬼)、人的观念以
及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为天人合一说、阴阳五行说、三才四象八卦说和道的观念打下了基础
。
古人在亚史文化中播下的智慧的种子早就孕育着后世道学文化的花朵。
　　　　四、见素抱朴　　《道德经》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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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三十二章）；“镇之以无名之朴”（
三十七章）。
“素”为未染之丝厂“朴”为未雕之材，朴素乃是兰种未经人工雕琢和污染的自然状态。
道学文化以“返朴归真”为纲，反对人力过分地掠夺自然界和社会道德过分扭曲人的本性。
人固然可以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道家的《黄帝阴符经》就有盗取万物为人所用的
思想，但人的欲望过高而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界，就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现象就是人为过分掠夺自然资源的恶果。
统治集团固然可以利用智能和机巧强化国家机器，以严刑峻法控制人民，同时又用纲常礼教等道德教
条来征服人心，然而朴素自然的人性却被虚伪的礼教所扭曲，人们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人欲横流，结果“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甚至出现人与人互相残杀的战争和灾难。
老庄学振认为，人的智谋增加，自然资源的广泛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大，社会伦理观念的繁杂，生活
享受的丰富，表面看来是社会进步，实际上却是自然之道的沦落。
因此，道家倡导“返朴归真”的文化，遏制社会文明的进展造成的异化现象。
老子按道家的社会价值观念，企望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质朴的风气，“休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
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人和人之间保持纯朴的“愚人之心”，互相推诚
相待，不使奸诈，不巧取豪夺，伦理、法令、礼节皆简单实用，人民和大自然交融在一起，按自然节
律生活，反而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幸福。
《飞道德经》云：“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得道的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像婴儿般一样纯朴天真、少私寡欲，从而抵制社会因素对人性
的扭曲和人格的异化。
《庄子》追求道家在人格上的内在超脱和精神自由，提出“不为物役”，“不与物迁”《德充符》)的
命题，主张摆脱物欲的控制，不做工具的奴隶，以保持人性的独立和完整。
　　见素抱朴则能俭啬，以防暴殄天物和残伤生命。
《者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啬”　(五十九章)，同时把俭当作道家三宝之一，称“俭固能广”(六十
七章)，因之俭啬是道家的一条大原则。
俭啬的意思有二，一是对人体内的精、气、神要啬，不要伤残自己的生命力，把人身和生命放在外界
的名利色权之上；二是爱惜外界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地力，对生活消费要俭，反对穷奢极欲
，要求人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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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汤一介先生序　　胡孚琛同志与我认识多年，而且参与了我与季羡林、孙长江两位先生主编的《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他的所有著作和论文我大多阅读过，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学术根底可以说是很扎实，且颇有创
造性。
胡孚琛同志还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由他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集中了五六十位我国主要的道教
研究者共同完成，这确实是一项有益于道教研究的大功德，大大方便了学者们对道教的研究。
　　现在胡孚琛又撰写了〈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把“道家”、“道教”与“丹道”作
为统一体做整体性的研究，其意义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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