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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家和道教的性别观

刘玮玮①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科学系 ,天津 300070)

摘 要 :道家、道教的性别观是一种强调两性和谐的性别观。在两性地位问题上 ,道家、道教认为男女同“道 ”,其社

会地位应该是等同的。在看待两性之间的差异问题上 ,道家、道教强调“阴阳并重 ”,对男女两性的性别价值同时加

以肯定。在两性关系问题上 ,道家、道教追求“阴阳和合 ”的境界 ,亦即男女两性和谐共生、构成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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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指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 1 ]道教是指汉

末张陵创立的以道为信仰的宗教。[ 2 ]由于道教主要通过吸取

道家思想而形成 ,道家创始人老子同时被道教奉为始祖 ,因

而道教在很多方面深受道家影响 ,性别观就是其中之一。对

于男女两性的地位、如何看待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及两性关系

应处于怎样的状态等问题 ,道家、道教看法大体一致 ,以下即

对这两者性别思想的主要观点加以厘析。

一 男女同“道 ”
在两性地位问题上 ,道家、道教要比儒家、佛教开明得

多。虽然道家、道教没有明确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 ,但是它

们的性别思想具有平等主义色彩。道家、道教的男女平等思

想建立在它们的“道 ”论基础上。

“道 ”是道家和道教的最高范畴。道家和道教一致认为 ,

“道 ”是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源。老子多次论及这一点 ,如“道

者 ,万物之奥 ”(《道德经》六十二章 ) ,“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

(《道德经》第六章 )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

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庄

子同样谈到这一点 ,如“夫道覆载万物者也 ”(《庄子·天地 》) ,

“道者 ,万物之所由也 ”(《庄子 ·渔父》)。道教经典《太平经 》

称“道 ”为“万物之元首 ”。[ 3 ]16天地万物的根源是“道 ”,也就

是说它们都是由“道 ”派生出来的 ,故老子曰 :“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德经 》第四十二章 )。庄子云 :“夫

道 ,窅然难言哉 ! 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 ,有伦

生于无形 ,精神生于道 ,形本生于精 ,而万物以形相生 ”(《庄

子·知北遊 》)。《太平经 》上说 :“六极之中 ,无道不能变化。

元气行道 ,以生万物 ,天地大小 ,无不由道而生者也 ”。[ 3 ]16北

宋道士张伯端也在《悟真篇 》中指出 :“道自虚无生一气 ,便

从一气生阴阳 ”。[ 4 ]216在道家、道教看来 ,既然包括世间男女

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由“道 ”而生 ,那么女人和男人应该没有

本质区别 ,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老子

在其著作中没有正面谈论过男女地位问题 ,但他屡次用

“母 ”、“雌 ”等阴性词汇形容“道 ”,对女性的品质和特质予以

赞美 ,这从侧面反映了老子否定男尊女卑的秩序 ,主张男女

平等的思想倾向。《庄子 ·应帝王 》记载了列子学道不成 ,回

家喂猪 ,做饭 ,伺候妻子三年的故事 ,这其实体现了庄子的男

女平等思想。在道教中 ,男女均可担任教派首领 ,主持祭神

活动 ,这无疑是道教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

“道 ”在派生万物之后 ,就会遍布于万物之中 ,与万物同

在同体 (老子将内在于万物之中的“道 ”称为“德 ”)。庄子和

东郭子之间的一次谈话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东郭子问于

庄子曰 :‘所谓道 ,恶乎在 ?’庄子曰 :‘无所不在。’东郭子曰 :

‘期而后可。’庄子曰 :‘在蝼蚁。’曰 :‘何其下邪 ?’曰 :‘在稊

稗。’曰 :‘何其愈下邪 ?’曰 :‘在瓦甓。’:‘何其愈甚邪 ?’曰 :

‘在屎溺 ’。”(《庄子·知北遊》)“道 ”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 ,成

为万物各自的本性 ,万物依据各自的本性而发展个别独特的

存在 ,在周围环境的培养下得以生长成熟。[ 5 ]263这就是老子

所说的“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 ,势成之 ”(《道德经》第五十一

章 )。从“道 ”滋养万物的过程来看 ,既然昆虫、杂草和粪便之

中都存在着“道 ”,那么一切事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男女亦

不例外 ;既然一切事物都得到了“道 ”的精心呵护 ,都具有道

性 ,那么女性与男性一样 ,也应该拥有修炼成仙的资格和生存

发展的权利。正因如此 ,在道教中 ,女性成仙从不受任何歧

视 ,大量的女性神仙出现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 ,其中诸如西王

母、圣母元君等女仙甚至享有高于男性神仙的尊贵地位。

非但如此 ,道家和道教进一步指出 ,“道 ”作为超越万物

的最高存在 ,对待天地万物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老子曰 :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道德经》第五章 ) ,即天地无所偏

爱 ,任凭万物自然生长。[ 5 ]96《太平经 》亦云 :“天道无亲 ,唯善

是与 ”。[ 3 ]4既然大“道 ”无私 ,那么它对待世间男女决不会厚

此薄彼 ,而是以众人平等为其内在本性和要求。这一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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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的一段论述中得以证实 ,即“天之道 ,其犹张弓与 ? 高

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道德经 》第七

十七章 )就是说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开弓弦一样 ,弦位高了 ,就

把它压低 ,弦位低了就把它升高 ;有余的加以减少 ,不足的加

以补充。[ 5 ]337在庄子看来 ,现实中之所以存在男女不平等的

现象和观念 ,是因为人们脱离了“道 ”的立场 ,“以物观之 ”和

“以俗观之 ”(《庄子·秋水》)的结果。所谓“以物观之 ”,就是

说人们囿于成见并各自从其成见出发看待对方 ,从而自是而

非他 ,贵己而贱他 ,形成高下优劣的观念。所谓“以俗观之 ”,

就是从流俗的观点来看 ,是贵是贱 ,不由自己决定 ,而取决于

外在的因素。[ 6 ]332

由于“道 ”在不停地运行 ,道家和道教还提出了人们的社

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也会随之不断变化的观点。如庄子就坚

决反对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秩序 ,认为人们的道德规范、社

会的礼乐规范应该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庄子 ·秋

水 》云 :“道无终始 ,物有死生 ,不恃其成 ;一虚一盈 ,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举 ,时不可止 ;消息盈虚 ,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

义之方 ,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 ,若骤若驰 ,无动而不变 ,

无时而不移。何为乎 ,何不为乎 ? 夫固将自化。”意思是说 ,

大道是没有终始的 ,万物有死生的变化 ,不以一时所成而为

可恃 ;万物时而空虚 ,时而盈满 ,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年岁

不能存留 ,时光不能挽住 ;消灭、生长、充实、空虚、终结了再

开始。这就是讲大道的方向 ,谈万物的道理。万物的生长 ,

犹如快马奔驰一般 ,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化 ,没有一个时间

不在移动 ,应该做什么 ,应该不做什么 ? 万物原本会自然变

化。[ 7 ]《太平经 》也谈到了在一定条件下人所处的社会地位

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 :“物有下极上极。今若九人 ,上极为

委气神人 ,下极奴婢。下学得上行 ,上极亦得复下行 ”[ 3 ]96。

推而论之 ,现实中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秩序并非天定 ,也是

可以打破的 ,道家和道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它们的男女平

等的愿望和主张。

由上可见 ,道家、道教对于男女平等的论证始终以“道 ”

为根据。正是因为男女同“道 ”,两者在根本上具有同一的原

理和同一的价值根据 ,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等同的 ,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别。诞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家、道教能够从

宇宙论的宏阔视角提出它们的平等思想 ,这一点几乎达到了

现代平等观的高度。而它们之所以在两性地位问题上态度

开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这主要是因为道家、道教

继承和发展了母系氏族社会尊崇女性的遗风。作为道家鼻

祖的老子曾担任了周王室的史官 ,他饱读古书 ,深受上古文

化之熏陶 ,于是继承了由母系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各种习

俗 ,其中包括尊崇女性的遗风。关于这点 ,老子自己予以指

明 :“执古之道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 ,是谓道纪。”(《道德经 》

第十四章 )所谓“古始 ”,亦即中国文明之始。中国文明时代始

于母系氏族社会 ,可见道家学说渊源甚古 ,可以追溯到母系

氏族社会。而老子之所以继承和发展这一遗风 ,又是为了对

抗和批判男尊女卑的父权制度。众所周知 ,老子所处的时代

正是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之际。老子作

为由贵族下降而来的、带有没落奴隶主贵族痕迹的小生产者

和自由农民这样一个阶级的代言人 ,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极

其不满 ,他试图以母系制对抗父权制 ,弥补父权制的不足 ,从

而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随着道教对老子思想的吸取 ,也就

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母系氏族社会尊崇女性的遗风。了解

了这一点 ,也就能够理解在崇奉男尊女卑的封建男权时代 ,

何以存在另一种声音。

二 阴阳并重
虽然道学强调男女两性在根本上是同一的 ,但并不意味

着它就否定男女两性的差异。道学认为 ,“道 ”是通达于差异

之中 ,在差异中得到体现 ,亦即“道 ”是包含着差异的。[ 6 ]333因

此 ,男女之间不但存在一致性 ,而且存在差异性 ,这种差异既

包括生理差异 ,也包括文化差异。老子哲学就反映了这种性

别差异意识。老子虽然没有直接探讨男女性别问题 ,但他所

运用的雌性比喻却隐含了男女性格的差别 ,或曰可以引起男

女性格特点的联想。如《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云 :“知其雄 ,

守其雌 ”,此处“雄 ”譬喻刚动、躁进 ,“雌 ”譬喻柔静、谦下 ,它

们不仅是指两种不同的方法和原则 ,同时隐含了男女两性的

性格特征 ;《道德经 》第六十一章云 :“牝常以静胜牡 ,以静为

下”,这又表明了女性的被动、雌静、谦下等行为特点。老子

通过一系列比喻 ,阐述了女性具有“柔 ”、“弱 ”、“静 ”、“不争 ”

等气质特征 ,而男性具有“刚 ”、“强 ”、“躁 ”等性格特征。道

教则是直接阐明男女性别的差异 ,并针对男女的性格和生理

结构差异 ,分别提出了男丹和女丹这两种丹功修炼方法。道

书《坤元经 ·广化大帝序 》中就有关于男女禀性和形体差异

的论述 :“然考其禀性 ,男属阳则清 ,女属阴则浊。男性刚则

急 ,女性柔则缓。男念杂易动 ,女念纯易静。男气动易泄 ,女

气静易敛 ⋯⋯斯禀性故谓各异。论乎形体 ,男喉有结 ,女喉

无结。男乳小则无汁 ,女乳大则有汁。男基凸女基凹。男曰

精室 ,女曰子宫 ⋯⋯斯形质故谓不同。”[ 8 ]325由于男女两性的

禀性和形体不同 ,因而其修炼功法亦应不同 ,即“男先炼本元

性功 ,后炼形质命功。女先炼形质命功 ,后炼本元性功。男

阳从下泄 ,女阳从上升。男逆修成不漏精 ,则曰降白虎。女

逆修成不漏经 ,则曰斩赤龙。⋯⋯男成真人 ,女成元君。斯

功法故谓有别。”[ 8 ]325 - 326

道家和道教虽然承认男女两性存在生理差异和文化差

异 ,但是并没有因此得出女性价值不及男性价值的结论。道

学认为 ,男女两性的价值同等重要 ,即“阴阳并重 ”。

首先 ,从自然生化和生命延续的角度来看 ,男女或阴阳

两性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其自然价值是等同的。老子

曾言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

阳 ,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即是说 ,阴阳在宇宙

生成过程中同等重要。《太平经 》也谈到这一点 :“男子 ,阳

也 ,主生 ;女子 ,阴也 ,主养万物。雄 ,阳也 ,主生 ;雌 ,阴也 ,主

养 ⋯⋯天下凡事 ,皆一阴一阳 ,乃能相生 ,乃能相养。一阳不

施生 ,一阴并虚空 ,无可养也 ;一阴不受化 ,一阳无可施生统

也。”[ 3 ]220 - 221“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 , 色相好 , 然后能生

也。”[ 3 ]44如果缺阴少阳 ,事物则无法生长 ;如果缺男少女 ,人

类则不能繁衍。“故纯行阳 ,则地不肯尽成 ;纯行阴 ,则天不

肯尽生。”[ 3 ]18可见 ,在人类生命的存续过程中 ,男女两性缺一

38

刘玮玮 :论道家和道教的性别观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可。尤其是女性作为人类生命延续的直接承担者 ,子皆

“托生于母 ”, [ 3 ]19其地位和作用更是不应被忽视。

其次 ,从男女两性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来看 ,女性的

特征并不见得劣于男性的特征 ,她们甚至在某些方面占据优

势 ,因而女人的性别价值和男人的性别价值也是等同的。老

子在其著作中就多次谈到这一点。《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云 :

“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谿 ”,即深知雄强 ,却安于雌柔 ,作为

天下所遵循的蹊径。这一命题一方面承认雄性特点的优势

和价值 ,另一方面认为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 ,雌柔原

则更可取。在六十一章 ,老子赞美了女性雌静、谦下的特质 ,

即“牝常以静胜牡 ,以静为下 ”。在三十六章 ,老子强调女性

“柔弱 ”的力量 ,即“柔弱胜刚强 ”。此类的说法还有“天下之

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道德经 》第四十三章 ) ;“强大处下 ,

柔弱处上 ”(《道德经 》第七十六章 ) ;“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

下莫不知 ,莫能行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 ) ,等等。通过这些论

述 ,可知老子的思想中不仅阴阳同重 ,甚至更重阴柔。道教

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对女性的性别特征予以肯定 ,认为这些

特征并没有构成女性修道的障碍。《女丹十则 》云 :“女丹之

道至简不繁 ,女子之性纯全 ,女子之身安靖。但得一点功夫 ,

便能彻底造就。不似男子之念颇多偏僻。”[ 8 ]29著名道教学者

陈撄宁也谈到这一点 :“世间各种宗教 ,其中威仪制度 ,理论

工修 ,殊少男女平等之机会 ,独有神仙家不然。常谓女子修

炼 ,其成就比男子更快 ,男子须三年做完者 ,女子一年即可赶

到 ,因其身上生理之特殊 ,故能享此优先之利益 ⋯⋯在神仙家

眼光看来 ,男女资格是平等的。若论做功夫效验 ,女子比男子

快”。[9 ]不过 ,道教又指出 ,在学道修仙过程中 ,男性也有其独

到的性格优势 ,那就是能够尽快收心 ,不像女性那样容易为情

所困。从生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道教对于女人和男人

的性别特征的评价是中肯的 ,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

在那个视女子为小人的封建男权时代 ,道家、道教能够

同时肯定男女两性的价值 ,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道学的

“道 ”论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哲学根据 ,那么它的“阴阳并重 ”

思想则为男女平等提供了事实依据 ,从而更加有力地论证了

男女两性的平等地位。

三 阴阳和合
道家、道教在“等男女 ,重阴阳 ”的思想观念基础上 ,进一

步提出了“阴阳和合 ”的两性关系论。所谓“阴阳和合 ”,是

指男女两性和谐共生 ,构成有机统一体。这种“和合 ”思想是

在肯定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 ,追求两性之间的

动态平衡及协调统一。它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

其一 ,男女两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道学认为 ,“道 ”由

阴阳二元素构成 ,如《道德经 》第四十二章云 :“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里的“二 ”就是“阴阳 ”的意思 ;《太

平经 》亦云 :“道无奇辞 ,一阴一阳 ,为其用也。”[ 3 ]11由阴阳二

元素所构成的“道 ”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只有阴阳相结

合 ,“道 ”才能派生万物。单独的阴或阳都是不完整的存在 ,

它们只有通过对方才能完善自己。故《太平经 》曰 :“夫天地

之生凡物也 ,两为一合。今是上天与是下地为合。凡阳之

生 ,必于阴中 ,故乃取于此地上人也 ”, [ 3 ]652“夫生者皆反其

本 ,阴阳相与合乃能生。”[ 3 ]678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 ,由男女

两性构成的人类世界也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只有男女

相互联结、共成一体 ,才能创造出人类美好的生活 ,即“男女

各出半力 ,同志和合 ,乃成一家 ”。[ 3 ]715单独的男人或女人都

是不完整的存在 ,他们都需要通过对方才能使自己成为完整

意义上的人。就此而言 ,女性的存在是男性存在的根据 ,而

男性的存在也是女性存在的根据 ,他们不能脱离对方而存

在。是以《太平经 》云“故有阳无阴 ,不能独生 ,治亦绝灭 ;有

阴无阳 ,亦不能独生 ,治亦绝灭 ⋯⋯故男不能独生 ,女不能独

养 ”。[ 3 ]149

其二 ,男女两性相互影响、相互激励。道学认为 ,构成

“道 ”的阴阳二元素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 ,两者可以相

互转换 ,即“夫阳极者能生阴 ,阴极者能生阳 ,此两者相传 ,比

若寒尽反热 ,热尽反寒 ,自然之术也。”[ 3 ]44正是因为阴阳二元

素的良性互动 ,“道 ”才能够获得丰富的内涵 ,才会存在多彩

的世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太平

经 》云 :“和合夫妇之道 ,阴阳俱得其所 ,天地为安 ”, [ 3 ]17实际

上承认了男女两性也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这两者一

方面相互影响 ,“阳变于阴 ,阴变于阳 ”, [ 3 ]14从而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另一方面彼此激励 ,“阴气阳气更相摩砺 ”, [ 3 ]727共

同面对艰难人生。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过程 ,男

女双方最终应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即“和谐 ”状态。而整个

过程就是老子所说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冲 ”,即交冲、激荡。[ 5 ]236在这一过程

中 ,阴阳或男女之间虽然也会存在冲突与对立 ,但更多的是

和谐与互补。

道家、道教非常重视阴阳平衡问题。庄子云 :“是直以阳

召阳 ,以阴召阴 ,非吾所谓道也。”(《庄子 ·徐无鬼 》)即片面强

调阴或片面强调阳皆失之偏颇 ,并非“道 ”的本义。庄子认

为 ,只有“阴阳和静 ”(《庄子·缮性》)、“阴阳调和 ”(《庄子 ·天

运》) ,才是“至道 ”。“至道 ”并非“阴阳并毗 ”———各行其道

而互不相干的分裂状态 ,而是指阴阳两性互补相济、颉颃相

错的提携、坎陷状态。[ 10 ]道教更是重视男女两性的和谐与平

衡。我们可以看到 ,道教的神仙世界一般实行男女对偶的局

面 ,如梁代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 》第二等级中 ,玉皇大

帝居中 ,左有三十名道君 ,右有三十名女真 ,男女班列 ,共享

祭供。另外 ,道教教义强调修炼过程中男女之间的伙伴关

系 ,倡导夫妻同修、双补双益 ,由此涌现了张道陵夫妇、张衡

夫妇、张鲁夫妇、孙不二夫妇、刘纲夫妇等多对神仙眷侣。道

教甚至认为 ,男女的和谐与平衡是维持人类生生不息的必要

条件 ,如果对其加以破坏的话 ,必将遭到老天的惩罚。《太平

经 》曰 :“今天下失道以来 ,多贱女子 ,而反贼杀之 ,令使女子

少于男 ,故使阴气绝 ,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 ,孤阳无双 ,

致枯 ,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 ,独见贱 ,天下共贱其真母 ,共

贼害杀地气 ,令使地气绝也不生 ,地大怒不悦 ,灾害益多 ,使

王治不得平。”[ 3 ]34正因如此 ,道教呼吁人们应遵循“阴阳和

合 ”的原则 ,因为它是“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 ,神灵之至

意也 ”。[ 3 ]728道教的“阴阳和合 ”思想虽然带有某种神学色彩 ,

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思想包含了 (下转第 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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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 ”个体生命存在有了一定的尊重和认可。作家们在

让父亲们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 ,却没有让父亲回到“超我 ”的

时代 ,而是允许父亲保留一些“本我 ”的成分 ,处于“自我 ”的

正常轨道上来 ,还原父亲的人性 ,恢复父亲的个体的生命欲

望。关注了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父亲 ”,贴着人写 ,以人为本 ,

对人物都体现出相当的尊重和理解 ,这在“人物工具论 ”的文

学时代是无法实现的。可以说 ,将人文情怀逐渐落实到生活

和情感伦理的细部 ,这是我们文学的进步与提升。作家们将

人文情怀贯通到文学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还增强了文学与生

活的对话能力。更重要的是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的

危机 ,人文荒漠的焦虑 ,试图建构新的人文理想 ———寻父 ,寻

找精神支柱 ,寻找文化理想。新时期以来 ,出现了寻根文学

中“退化 ”的父亲形象 ;先锋小说中父法世界的解体 ;新生代

作家对父亲的多元化消解 ;“新新人类 ”对父亲的放逐 ,充斥

其中的是父亲光环的消失 ,父亲神圣地位的坍塌 ,父亲的生

命力的萎缩 ,直至父亲的缺失 ,父法秩序的存在的意义受到

怀疑 ,导致了信仰的危机。于是 ,中国学人关于自身的国家、

民族、个体文化身份 ,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

油然而生 , 20世纪 80年代的“西学热 ”被 90年代的“国学

热 ”所排斥并取代。在经历了弑父的洗礼后 ,失去了父辈的

子辈渐渐感到惶恐和不安 ,在打碎“父亲 ”神像后 ,他们开始

走上了新一轮的寻找“父亲 ”的征程。这寄托了作家们重建

人文信仰 ,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艺术愿望。解构的目的是为

了建构 ,这样就开始了后新时期对父亲形象的重构。文学创

作进入了父亲形象的还原期 ,呈现出回归传统的趋势。对父

亲人文色彩、人性的呼唤成为一种期盼。然而 ,“‘父性文

化’的重建是一个拾掇起被时代击碎的文化残片进行重新整

合、模塑并加以价值确认的过程 ,它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寻找、

皈依、认同以及再造主导型权威文化的努力。而有效的权威

文化应该是开放体系和文化综合的产物 ,任何一种单一的文

化都不足以支撑起民族的精神大厦。”[ 4 ]所以 ,重建新的社会

文化秩序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需要我们长期不

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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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合作与对话的因子 ,强调了男女之间的交融互补 ,它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男女关系模式。

以上所阐述的是道学关于性别问题的主流观点。需要

指出的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道家、道教的性别思想中难免

会有糟粕混杂。例如 ,道家经典《列子 》借荣启期之口道出身

为男性的自豪 ,他说自己今世有三乐 :此生为人一乐 ,为男二

乐 ,长寿三乐。说到为男之乐 ,道是“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 ,故

以男为贵 ,吾既得为男矣 ,是二乐也。”(《列子·天瑞 》)这种男

性优越感反映了道家并未彻底摆脱男尊女卑的成见。道教

经典《太平经 》中也有一些男尊女卑的思想 ,这在它的“阳尊

阴卑诀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即 :“夫天命阴阳男女者 ,本元

气之所始起 ,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 ,是其本也。故

男所以受命者 ,盈满而有余 ,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实。上者盈

满而有余 ,向常施于下阴 ,有余积聚而常有实 ⋯⋯故阳得称

尊而贵也 ⋯⋯阴为女 ,所以卑而贱者 ,其所受命处 ,户空而

虚 ,无盈余 ,又无实 ,故见卑且贱也 ⋯⋯今女之妊子 ,阴本空

虚 ,但阳往施化 ,实于阴中 ,而阴卑贱畏阳 ,顺而养之 ,不敢去

也。”[ 3 ]386 - 387《太平经 》还认为“阳者好生 ,阴者好杀。阳者为

道 ,阴者为刑。阳者为善 ,阳神助之 ; 阴者为恶 , 阴神助

之 ”; [ 3 ]12“从阳者多得善 ,从阴者多得恶 ”。[ 3 ]94这些说法显然

与《太平经 》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自相矛盾 ,从而为后来道教

走向儒家的男尊女卑提供了契机。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能

否认 ,道学的性别观包含了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 ,这些思想

对于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也是大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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