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学术界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二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三  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二节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　近代化、西化、现代化
	    二　俗世化、革新与现代性
	第三节　现代化处境中的道教
	    一  道教的衰微和民间化倾向
	    二  民国年间道教界为道教文化现代转型所做的努力

	第一章　陈撄宁生平、著述及其仙学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第一节　陈撄宁的生平和著述
	    一　游学拜师，广涉博览
	    二　收授门徒，传道授业
	    三  大兴炉火，烧炼外丹
	    四  团结同志，弘扬仙学
	    五　参与道协，功在当代
	    六　著作颇丰，影响深远
	  第二节　陈撄宁生活的时代和所处文化背景
	    一  列强入侵与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
	    二  内战连连与国民生活的水深火热
	    三  西学东渐与传统文化的七零八落
	    四  政治革命与思想激荡
	    五  文化变迁与学术应对
	    六  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七　佛教文化的现代转型

	第二章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特点
	第一节　勇于担当的仙学思想的现代性
	    一  中国经学式忧患意识与道统
	    二  创立仙学，舍我其谁
	第二节　仙道救国思想的现代性
	    一  陈撄宁论道教文化与中国精神
	    二  仙道救国与神通救世
	第三节　仙学独立思想的现代性
	    一  从“三教合一”到仙学独立
	    二  仙学独立的论证
	    三  仙学独立之目的
	    四  仙学独立之作用
	第四节　仙学与科学调适的现代性
	    一　仙学与科学接近
	    二  引科学改造仙学
	    三  仙学高于科学
	第五节　仙学平民化意识的现代性
	    一　金丹道教的贵族化与平民化
	    二  陈撄宁的“道为公有”、“平民有分”思想
	第六节　男女平等思想的现代性
	    一  道教传统文化中的两性观
	    二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两性观
	    三  实践上的清修与双修
	第七节　与时俱进的仙学改革论的现代性
	    一  仙学不应墨守成规
	    二  用革命的方法弘扬仙道

	第三章　陈撄宁为道教文化现代转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
	第一节　陈撄宁在道教组织和机构中的作用
	    一  陈撄宁与民国年间的道教组织
	    二  陈撄宁与中华仙学院
	    三  陈撄宁与中国道教协会
	  第二节　陈撄宁在近现代道教媒体中的作用
	    一  关于《扬善半月刊》的创办者
	    二  陈撄宁与《扬善半月刊》之关系
	    三  关于《扬善半月刊》的性质问题
	    四  关于《仙道月报》的名称和期数
	    五  关于《仙道月报》的性质
	    六  陈撄宁与《仙道月报》之关系
	    七  陈撄宁与《道协会刊》
	  第三节　陈撄宁学派及其影响
	    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撄宁学派
	    二  陈撄宁学派对当代道学的影响

	第四章　陈撄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  陈撄宁在当时的大师地位和影响
	    二  陈撄宁对现当代道教文化的影响
	    三  儒释道三教文化转型下的陈撄宁（以冯友兰和太虚为个案）
	参考文献
	后记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