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文化十五讲(第二版)》

书籍信息

版 次：2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2年09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
包 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301211946



编辑推荐

《道教文化十五讲(第二版)》对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文化做了概览和专题的研讨，
全面、深入而又通俗易懂。 

内容简介

《道教文化十五讲(第二版)》对道教的产生和历史流变，道教林林总总的派别，道教的
经典文献，道教哲学，道教里的医学、养生学、科技，道教的修炼方法、道教的科仪、
道教文学艺术、道教的洞天胜地等都有介绍，是一本在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推进的
上佳著作和教材。本次出版修订版，作者增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洪，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湛如法师，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中
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上海华林佛学院院长、
北京中国佛学院教授。,王晓朝，英国利兹大学神学院与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现为清华
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重要著作有：《希腊
宗教概论》;《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早期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
；以及翻译斐洛，《论创世纪--寓意的解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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