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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本土宗教文化——道教，经过东汉以后历代高道的阐发、整理，乃至积淀，形成了
专门而有特色的系统理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就是祈望从该视角切入
，来尽量挖掘道教文化中有益于老年生活的精华思想或生动事例，以期对当今的老龄社
会提供可以直接或间接汲取的传统文化养料，让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补益或启发。 

内容简介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日趋增加，因此，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我
们每一个人，都日益重视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提高人生的质量，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锻炼
及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延长寿限，获得丰富而高质量的生活。而中国本土
宗教文化——道教，经过东汉以后历代高道的阐发、整理，乃至积淀，形成了专门而有
特色的系统理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就是祈望从该视角切入，来尽量
挖掘道教文化中有益于老年生活的精华思想或生动事例，以期对当今的老龄社会提供可
以直接或间接汲取的传统文化养料，让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补益或启发。
  全书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引经据典，事例生动，深入浅出，夹叙夹议。既有对古老
道教文化有关养生理论的阐发，又有当今现实社会事件的介绍。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
知识，更可以从中得到乐趣，从而丰富老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老年时段宛若黄昏前的夕阳，映红西边天空的云彩。愿老年朋友阅读本书后，真正体
会、亲历、享受老年人生的快乐，从内心感受“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意境，让昔日曹操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愿景，成为每个老人生活里真实境况。

作者简介

葛壮，1955年10月生，广东潮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
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研
究。著有《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特点》、《改革开放形势下的西北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目 录

绪论 重视人类生命意义和质量的道教文化意识
第一篇 尊崇敬重老人的传统渊源
  第一章 信仰文化显底蕴



  一、神仙系统亦尊老
  二、传承道学敬老者
  三、修道避俗话沧桑
  第二章 老道仙真留英名
  一、高道妙手定乾坤
  二、悬壶济世展奇功
  三、仙道贵生传方术
第二篇 道教贵生意识和增寿实践
  第三章 魅力无穷善养生
  一、颐养天年不是梦
  二、增强观念利长生
  三、饮食有度保健康
  第四章 起居动静求适宜
  一、养老添寿讲方法
  二、房中之术有名堂
  三、坚持锻炼看毅力
第三篇 调节人们心理的特殊方法
  第五章 笑口常开心愉悦
  一、抛弃烦恼去三恶
  二、淡泊名利是逍遥
  三、多行善事安心境
  第六章 天道无为最聪明
  一、道教典籍益身心
  二、上善若水境界高
  三、返朴归真大智慧
第四篇 营造一个和谐安康的社会
  第七章 宁静致远共和谐
  一、护持三宝善处世
  二、老少和睦成风气
  三、事亲重孝倡关爱
  第八章 老龄社会不足惧
  一、清静无为法自然
  二、老当益壮发余热
  三、老有所终皆欢欣
结语 最美当属夕阳红

前 言

绪论 道教研究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渐渐地升温，到了世纪之末，在某种程度上竟成



显学，进入21世纪，则无论是研究的人才、研究的论题、研究的规模，都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丰茂。这套《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问世的。
丛书的特点是“丛”，一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 尊崇敬重老人的传统渊源
  第一章 信仰文化显底蕴
  一、神仙系统亦尊老
  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中包含着很突出的尊崇老年人的内容，宗法性的传承特点和推崇
孝道的伦理始终是千百年来整个社会的文化核心意识。作为中华汉地文化的主干之一，
道教算得上是正宗的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的本土宗教，所谓“道可道，非常
道”，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既沿袭了中国古代楚地信仰的基础，又汲取了北方海滨
地区齐鲁文化的诸多营养元素，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都可从道教的形成
和衍变上看出端倪，而诸如方仙道、黄老道等一些古老的修持方法与宗教观念也为道教
所吸纳。及至东汉中叶后，逐渐成型的原初道教，借助当时方兴未艾的农民大起义，在
社会剧烈变动的重要关节点上，得到了流布广传的历史机遇，转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
影响深远的信仰文化，在魏晋以后更因其发展步入上层化、贵族化的路径而扶摇直上，
受到统治阶层青睐的结果，令道教得以与儒、佛二教分庭抗礼，从而与儒教、佛教一起
构成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主流文化。
  相对其他出世性较强的信仰文化而言，尊崇老年、重视老年和养生防老成为道教一个
非常明显的文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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