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 道家思想经典
语录(实用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相信许多人会
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篇一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
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
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
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
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道家的自然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都有众多的崇拜
者与继承者。他们一方面身体力行，体验效果，同时还阐述
发挥补充老庄养生思想，撰述著作，指导后人。

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篇二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
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
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
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篇三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



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
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
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
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
真”。

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篇四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
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
“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
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
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
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
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
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
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
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
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
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
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
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道家的思想主张总结篇五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
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
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
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
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
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
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
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
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



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
“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
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
“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
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