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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带着难以名状的浮躁与烦恼，逃离钢筋与水泥构建的城市丛林，在绿茵茂林的原野丛林，在云鹤
出没的白云深处，也许刹那间你会眼前一亮，忽见万紫千红之中，恍兮惚兮之间，有半堵红墙，几片
青瓦，一缕香烟，几声晨钟，在“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
。
吾不知其名，强名日道⋯⋯”的持诵声中，道韵清悠，琴音淡远，如天籁之玄雅，似慈云之氤氲，哦
！
原来这是一座道教的宫观，那悠长瑞祥的吟唱，将我们引入了明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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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远国，1950年10月生于成都。
1981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中国哲学、中国道教研究。
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四
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兼任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道教气功养生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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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黄老学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更是包括政治、宗教在内的政教一体
的设施和制度。
围绕这政教一体的制度，学者们以传统的宗教教义和治国之道为基础，以老子学说为灵魂，创立了一
整套学说。
其后道教的创始人张陵、张角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和学说。
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来看，黄老学派的确是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并有所发
展、改造，它是先秦道家的殿军。
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
黄老学派将老庄难以捉摸的“道”，转变成了可以把握的“道”。
他们讲道法结合，提出“道生法”的观点。
　　老子哲学以道论为核心，其道无形无象，超越经验的界域，《黄帝四经》亦视道为无形无象的超
验存在；老子的道是天地万物和人世的主宰，《黄帝四经》用“万物莫之能令”表达道的至上性，用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提炼道、物的决定与服从关系；老子否定了天地的神学意蕴，《黄
帝四经》则否定了天地的主观色彩和道德属性。
道是人类和自然界的最后根据、最高主宰、唯一准则。
因此治理天下必须“以道莅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黄帝四经》亦日：　“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
”①并在此哲学框架下，吸纳法家的思想，以“道生法”的本原模式赋予法律产生的客观性和法律存
在的权威性：“道生法。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②因此《黄帝四经》中所说的无为、执道，实质是任法，故其日：“是非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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