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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特定观念的社会表达，秩序内在地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攫能性。
自古以来，宗教、伦理道德、教育、法律、社会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发挥着社会控制功能，但宗教显
然是其中浸润深远效能最著之社会控制机制。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上，道教戒律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已成为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易传》
）的内在规定因素。
因为道教源于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自然而然地
为社会所产生、所信仰、所接受，其思想作用之深远亦于斯可知。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基于自己的学术积淀，在山东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绍云选择
道教戒律与传统社会秩序之关系为题进行学位论文研究。
当然，走向这样的选题和研究视角，亦有现代社会秩序架构形态及发展逻辑之推纵。
　　文化是观念支配着的复杂巨系统。
对于现代人来说，传统的承载具有内在的不可逃避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扬弃也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责任——因为它本身就是每一代人引以为荣或以为耻的
隐性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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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道教戒律为案例，研究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动态调节过程中，宗教律法所发挥的重
要影响和作用。
宗教伦理的主要载体是戒律，它虽以宗教信徒为主体，但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戒律向社会泛化，并产
生形式上的衍变，戒律的思想、戒律化的自我约束方式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
从道士、僧侣到居士、俗人，从普通百姓到缙绅士大夫，都受到律法的重大影响，宗教律法成为他们
调适自身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教团秩序的维系、向家族伦理的渗透、与国家法律的互动配合、对经济伦理秩序的参与等等，
道教戒律所建立的神圣秩序广泛地影响到传统伦理及相关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调节控制起到了
自发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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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松辉、马承玉文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天师教戒科经》的研究有所推进，进一步证实了其述
作年代为曹魏末年的观点，但其文都一个共同的前提认定：该经所包含的五篇经文原是完整一体的，
是同时被创作出来的。
其实不然，这几篇教戒可能曾同时被宣讲，但未必作于一人、一时。
饶宗颐先生就曾怀疑《天师教戒科经》各篇非为同一时期作品，认为《家令戒》、《阳平治》作于曹
魏末期，前者出于张富，后者出于张鲁子弟或后人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者，《天师教》可能为汉末张
鲁所作，而首篇及《牵三诗》则未能确定①。
任继愈先生《中国道教史》认为“系由五篇天师道科戒合编而成，约成书于十六国北魏时。
但其中《大道家令戒》、《阳平治》二篇则为曹魏末年张鲁后裔发布之教令”②。
合编说有一定道理，但据本书下段，合编的年代应早于十六国北魏。
　　关于作者的探讨方面，张松辉文陷人了无法解释各篇经文口气不一致的困难，而他认为经中“吾
”指的都是张陵或张鲁的看法也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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