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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生死智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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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重视人的生命，其教义的精华就在于教人怎样去争取肉身永存，成仙不

死。探讨道教的生死智慧，不仅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道教文化的内涵，而且对现实人生也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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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在生命形成问题上，道教信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思想，把天地万物，包括人看作是由道衍生而来的。道教强调“善行道

者，求之于身”，要人们“善保身中之道”。道是宇宙万物中永恒的存在，道无始无终，长生不

灭，所以说身中有道，就是将生命的本质视为道，人的身体也就有了长生不死的可能性。 

 
      道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特别的关照。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实践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太平经》说：“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长安也”，主

张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保护宇宙的良好生态体系，以获得万物并生、人物共

存、持久发展的生存空间。当今世界，一方面是高科技有力地推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

则是新的全球性危机的出现。道教反对为了人类的贪欲过分开采大自然的物质资源。主张“自然

之道不可违”、“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要求我们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发，

万变定基”的境界，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否则必遭报应。道教的这种思想在当今无疑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 

 
      道教的“仙道贵生”的生命态度，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道教以人为贵，特别重视

“生”。体现了关注人生价值，关怀个体生命的思想内涵。道的精神品格体现为“仙”，认为人

生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给人生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追求境界。当然，所谓神仙和长生不

死，并不是纯粹指肉体永生的人，而是指生活在高层次精神境界的人，是不失去本性的人，是形

神俱佳的人。这样的目标，推动人们不断完善自我，积极探索为人之道及成仙之道，促使生命质



量的优化和理想人格的实现。现代社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难以应对，单纯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并没有消除人生中的痛苦、孤独、失落等负面情感，许多人由于精神家园的空虚产生了

悲观厌世的思想。道教以“仙道贵生”为宗旨，在它的戒律中反对任何形式的滥杀和自杀，并以

不得杀生、不因恨杀人为第一要戒。道教理论提示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自我，以冷静心看待世

界，用坦然心态对待人生，用热情讴歌生命，对世人因不可抗力所遭遇的疾病、灾难、动荡及所

引起的恐惧、失望、忧伤等情绪起到抚慰、调节作用。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道教对“太平”社会的勾画，为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提供了重要途径。为了实现

“同一忧、合成一家”的太平理想，道教吸收了老子《道德经》关于“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

足”的思想，主张公正无私，反对贫富不均、以强凌弱、以智欺愚的现象。认为人与人之间要

“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对经济社会中人们过分重视自己的利益，只

讲竞争，忽视道德甚至放弃做人的基本标准而导致人际关系冷漠、疏离的状况有扭转作用。表明

了道教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对于理想社会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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