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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赖平所著的《道教养生文化的生命伦理学审视》的意义不在于历史清算，也不在于对道教经籍中
的修炼方术津津乐道，而在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启示。
通过对道教养生文化进行生命伦理学审视，它能够从三个方面给我们以现实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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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赖平，女，1970年生，福建永定入，湖南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副教授，现为中南
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伦理学专业在读博士。
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化、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等问题的研究。
先后主持教育部立项课题一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两项，参与湖南省
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三项，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辅导用书二本，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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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道教养生为何要完全遵循“道法自然”的规律呢？
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加以说明，即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属于自然界中的小自然者，所以，
无论修身还是养性，都离不开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都要在大自然的规律支配下运行、炼养。
婴儿是人最初的原始状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却困于物欲和名利，逐渐泯灭了其天性。
那么，对于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远离天性的人来说，要养生、护生，就要归根复命，法乎自然。
那么究竟要复归到哪里去呢？
《道德经》中提出：复归于婴儿。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豁。
为天下黔，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因为婴儿初生，正像“道”的最初发展一样，最纯朴、最自然，与自
然最接近，与“道”最接近。
儒家学派的孟子也持有大致相似的说法：“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所以，道教认为，养生之“道”，就是归根复命，保持童心，恬然自在，无
入而不自得。
 道教把“归根复命”、“法乎自然”作为其养生的指导原则，可以说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人类毕竟是自然之子，无论经济与社会如何发展，无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发达，无论人类改造
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本领如何强大，都始终无法离开自然的襁褓，他都必须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
正如美国著名生态思想家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生命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并非只是有形的，同时，生
命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也可以是精神性的，作为人类心智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自然不但允许这种连续
性，而且还促进它的发展。
 2.整体养生原则 道教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在内都是按照同一法则由“道
”或“元气”化生而来的，天地万物同源同构，互感互应，互相关联，共成一体，其整体观兀然而现
。
整体养生原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人的躯体与精神是一个整体，养生需要“形神兼
养”。
“形”是人体生命活动之宅，它包括人的脏腑、皮肉、筋骨、脉络、肢体以及充盈于其间的精血；“
神”则是生命活动的主宰，它主要包括魂、魄、意、志、思、智等精神活动。
道教养生理论认为，人的生命过程由形和神的共同活动构成，在个体生命那里，形和神是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
用今天的医学知识来解释，健全的形体是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保证，而心理活动和意
识活动正常则是形体强健的根本条件。
因此，从“形神俱合”的理论出发，道教在疾病防治和养生活动中强调形神兼养、形神并治，不但注
意运用药物疗法来治身，而且善于运用各种心理疗法来“养神”、“治心”，理身与治心并重，推行
身心兼治的整体养生、整体疗法的践行原则。
 第二，人体自身构成一个整体，人体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小宇宙。
因此，生命的养护还应该注重人体内环境的整体协调，而不是单纯地使用某一种养生修炼之术或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就说明道教养生实践十分重视整体和谐而不是将生命现象肢解为器官、组织、细胞等。
 第三，生命个体与周围环境的整体协调。
在天人同源同构、天人感应哲学理念的指导下，道教养生理论认为：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存
在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宇宙大系统中；个体生命的健康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息息相关，养生修炼还应该注意个体与周围环境的整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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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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