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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宇宙必须有阴阳，才能形成宇宙；人类必须有男女，才能形成人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
阴阳不调，男女失衡，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妇女是半边天，必须尊重妇女的平等地位，这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缺少半边天，失去人类的这一半，则人类的另一半也会消失，整个人类也就会自然灭亡；如果人
类的一半处在另一半的束缚、支配、统治、占有和压迫之下，那么，也必然会影响到包括男女双方在
内的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正常的发展。
因此，男女平等，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平等，它是人类社会一切平等的起点。
马克思也曾经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道教一贯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主张男女平等。
老子的《道德经》，便突出阐明了阴柔思想的重要意义，而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更是十分
鲜明地指出：“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
一阳不施生，一阴并空虚，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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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汉至唐，是有组织的道教社团从产生到成熟的漫长历史时期。
作为追求长生成仙的本土宗教，道教又是最擅长于修炼的宗教。
聚焦这一时期的修炼方术的变化使我们有了诸多有意义的发现。
《汉唐道教修炼方式与道教女性观之变化研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大背景
，从女性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道教经典，对道教与女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全书围绕道教修炼方式从双修向清修演变这一主线，分析了早期道教以“合气”为主的修炼方术的
宗教神圣性和正当性，探讨了其中奉道女性与男性基本平等的主体地位。
在此基础上，作者剖析了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变化的方式，探讨了它所折射出的道教女性观的演变
以及它所呈现的女性与道教的互动关系。
作者指出：道教女性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崇拜女性的同时又受歧视女性观念的深刻影响。
故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道教在对待女性方面，表现出更为宽容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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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道教女性修炼研究　　女性修炼专题较早的研究成果当推法国学者CatherineDespeux（卡特琳·
戴斯帕）的《中国古代女仙：道教和女丹》一书。
该书将目光投向了从唐末经宋、元、明各朝到清代的道教女丹，对各代女丹的历史线索、基本理论和
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①。
此外，该书作者还收集了41种版本的女丹文献目录，填补了道教研究的一项空白。
　　Catherine Despeux（卡特琳·戴斯帕）和Livia Kohn在2000年出版的《道教中的女性》一书中，勾
勒了道教传统中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展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道教妇女的角色以及她们的不同立
场和宗教实践，讨论了宗教妇女的生活及其行为，描述了女性在炼丹中精神的转变②。
　　詹石窗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道教与女性》一书，是目前国内最早将女性问题和道教结合起来研
究的著作。
该书主要探索了道教女仙的起源，并涉及道教女丹的内容③。
作为目前国内第一部将道教与女性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著作，该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郝勤先生的《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一书，对女丹的历史及流派有较多的介绍，他认为道教
修炼实践以阴阳立论，其中包含的阴阳平衡、相互依赖制约的哲理，从不同于儒家的立场来看待女性
的地位和角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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