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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界定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范围。 要通过

制定法律法规、完善社会政策、健全社会

管理体系、培育和管好社会组织、畅通公

民参与渠道等，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推进

各项工作。 还要完善社会管理的考核机

制，研究制定科学的社会管理考核指标体

系，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使用的重

要依据。
2、健全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机制，探

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充分

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

自由的前提下， 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
方式、途径作出明确规定，并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

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必须着重加强以下两项公民政治参与的

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立法与重大行政

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都须通过听

证、协商、辩论、谈判等渠道，听取民意，同

时通过举行听证立法、法律草案全民讨论

等途径，影响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二是

通过其他渠道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

建议和意见，定期或不定期测评政府的活

动。 将公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确

认和规范，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法治

化，这是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模式重要的制

度保障。
3、加强社会组织法制建设，促进社会

组织规范发展。 法治化管理既是社会组织

活动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社会组织法治

及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

国已有的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具备

了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的法制基础。 但总体看，有关社会组织的

立法还存在着许多空白。 因此必须制定一

部综合性的社会组织法，从法律上肯定其

独立地位，促进其健康发展。
4、加强社区法治建设，培育完善公民

社会。 我国社区法治建设最关键的是理顺

社区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依

法自治，健全社区法律制度体系。 要大力

推进和谐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努力做到：
整合资源， 加强社区法律服务的阵地建

设；以法制宣传为突破口，提高社区成员

的法律素质； 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把

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状态中；建立社区网站，扩大社区居民知

情权和参与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

社区治安联动体系。 加大社区基础建设力

度，增强社区建设的活力，建立和完善筹

资机制，解决社区建设经费和人员不足不

稳、素质较低等问题。
5、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为社会

管理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首先要完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区警务、群防群治

等基层基础建设；其次要解决直接关系到

社会管理创新的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

问题。 重点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

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

等困难，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

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发动各种社会

力量，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

少年、 吸毒人员等特殊人群帮教管理；以

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为重点，整治先行、服

务到位、管理落实，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

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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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
位于湖北十堰境 内 的 武 当 山 是 我

国著名的道教圣地， 它与江西鹰潭的龙

虎山、安徽黄山的齐云山、四川都江堰的

青城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名山。 武当山

景 区 内 的 72 峰、36 岩、24 涧、11 洞 等 构

成了其独特绚丽的自然景观；武当 9 宫、
9 观、36 庵堂、72 岩庙、39 桥、12 亭 等 33
座道教组成了气势宏大的古建筑群人文

景观。 此外，武当山拥有悠久的历史，武

当建筑“北建故宫，南建武当”，武当道教

发祥于此，武当音乐享誉中外，武当武术

“北崇少林，南尊武当”。
一、武当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战国至汉朝， 武当山汇聚众多

隐者开展宗教活动， 道士师徒间传授道

术，道教即缘于此。 唐乾宁年间，武当山

列为“七十二福地”第九位。 及至五代，著

名的道教学者陈抟隐居武当山 20 余年，
各地修道之人纷纷慕名而来， 山中建筑

随之增多，武当道教的影响日益扩大。 宋

代武当道教正式形成， 鲁洞云吸收了全

真道的内丹学，开创此派。 其嫡传弟子张

守清又吸收全真派、 清徽派及正一派的

长处，创立了以武当山为本山，以崇奉玄

帝为主要信仰特征， 以清徽道法为主体

的新武当派。 元大德八年，元成宗封“武

当福地”。 元明两代，武当道教地位日益

上升，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顶峰，几乎囊

括了道教领域中所有道派，道众 2000 余

人。 明永乐十年，成祖朱棣派 20 余万军

民大修武当山， 其后 40 余年不断修建，
使今日之武当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建筑

群， 其影响由全国扩展到日本和东南亚

地区。 至清代，武当山道教活动众多，香

火旺盛， 在全国道教活动中仍具较大的

影响。
二、武当道教文化的主要内涵与时

代价值

武当文化主要包括有形文化与无形

文化两大类。 有形即指其规模恢宏的建

筑艺术， 精彩绝艳的雕刻艺术和形式多

样的书法艺术； 无形即指其深蓄哲理的

武当武术， 天然药库———道教 医 术 和 仙

乐飘飘的道教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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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模恢宏的建筑艺术

武 当 山 古 建 筑 群 可 用 规 划 有 序 、规

模宏大、 错落有致， 集中体现皇宫之宏

伟、道教之神奇、园林之幽静。 从空中俯

看，武当天柱峰尤如形态逼真的巨龟，背

甲高拱处是耀眼夺目的金殿， 紫金城厚

朴浑然围绕其外， 城墙如蛇般缠合 “玄

龟”，与尊崇之真武大帝的象征玄武形同

神似。 武当根据真武修真神话设计布局，
整体规划以天柱峰金殿为中心， 以官道

和古神道为轴线向四周辐射。 玄武门、遇

真 宫、太 子 坡、紫 霄 宫、南 岩 宫、太 常 观、
朝天宫等建筑“相其广狭”、“定期规制”、
“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 武当山规模

最大的玉虚宫原为五进三路院落， 玉带

河穿插其中，碑亭左右前后对仗工整，龙

虎殿、朝拜殿、正殿、父母殿一线纵深，有

“太和绝顶化城似， 玉虚仿佛秦阿房”之

美称。 太子坡布局独特，其“一里四道门”
和 “一柱十二梁” 是为人称道的建筑特

式。 此外武当山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铜

殿和金殿。 金殿为仿木结构宫殿式建筑，
立 柱 12 根，体 积 大，材 料 重，工 艺 精 ，形

式美，为武当建筑之标志。 尤为人赞叹的

是金殿看不到任何焊接的痕迹， 体现了

明代铜铸艺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彩绝艳的雕刻艺术

武当山间、 庙堂间有许多精彩绝艳

的雕刻艺术，包括石雕、木雕和玉雕。 元

和观正殿柱、梁、枋、壁绘有彩画，线条流

畅、细腻传神。 观里供奉的神将，衣带飘

逸，造型生动，是明代铜铸艺术珍品。 玉

虚 宫 仅 存 的 宫 墙、宫 门 等，嵌 琉 璃 琼 花 ，
为雕刻之精品。 其碑亭内赑屃通长 6.06
米、高 2.85 米 、宽 2.35 米 ，神 态 逼 真 ，肌

肉显现不同的质感， 腿脚有劲， 形体优

美，乃国内外之罕见石雕艺术品。 另一石

雕艺术宝库来自大圣南岩宫， 整个建筑

嵌在绝壁上， 南岩石殿建造楼阁悬空之

势，完美融入山中，堪称一绝。 此外元代

玉雕真武像、 木雕太上老君神像和斗姆

神像、 泥塑真武神像也是武当山雕刻艺

术的代表。
（三）形式多样的书法艺术

武当山拥有石碑文、 额匾等多种书

法艺术作品。 玉虚宫的四座碑亭的御碑

分别刻有明成祖 《下大岳太和山道士》、
《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碑文，明世宗《御

制 重 修 大 岳 太 和 山 玄 殿 纪 成 》、《重 修 宫

观》等碑文。 这些碑文书体隽永圆润，碑

额矫健飞舞。 玉虚宫珍藏兼有“钟王之清

润，欧 虞 之 简 洁、颜 柳 之 端 严”的 宋 朝 书

法家米芾所书“第一山”碑。 五代末宋初

著名道士陈抟亲书遒劲“寿、福”两字，明

代 驸 马 都 尉 沐 昕 书 “南 岩 ”，清 代 大 学 士

夏 言 书“福、寿、康、宁”均 刻 在 南 岩 古 碑

上。 此外，历代皇家墨宝也不少，道光皇

帝 赐 书“生 天 立 地”藏 于 皇 经 堂 ，康 熙 皇

帝手书“金光妙相”置于金殿。
（四）深蓄哲理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有以下三个特点：1、 源 自

道教，道人传播。 武当道士修炼学道时，
常伴以练习武功。 武当武术的开山鼻祖

张三丰创办了武当内家拳， 为武当武术

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至民国，因社会动

荡，许多道人离山还俗，武当武术流传于

民间。 2、源于《周易》，自成体系。 武当武

术 理 论 核 心 源 于 周 易 学 说 ， 将 阴 阳 、八

卦， 五行等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学说发

展运用，武当武术的内核非硬、狠、快，而

是 自 成 体 系，剑 走 偏 峰，以 柔 克 刚 ，后 发

制人。 3、拳种丰富，门派多样。 武当武术

包括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气功、武当

剑等。 在太极拳中，又发展出陈式、杨式、
武式、孙式等。 还有武当武术还有以张三

丰为代表的武林高手，让它走向世界。
（五）天然药库———道教医术

武当药用植物丰富，被称为“天然药

库”。 全山药材 617 种，有天麻、绞股蓝、
何首乌、灵芝、黄连等珍贵药物。 历代名

医如孙思邈、李明珍都曾到此。 其黄龙洞

有“有缘相遇，错过难逢；救人疾病，莫大

阴功”的“医药广告牌”，印证武当拥有较

先进的医学水平，同时医道结合，相互补

充完善。 中医药成为道士救死扶伤的方

子， 道教的医术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

理论和医疗手段。
（六）仙乐飘飘的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因其地域原因有远古

巫舞之遗风，同时融汇南北音乐、宫廷音

乐 等，并 吸 纳 民 间 民 歌、曲 艺 等 形 式 ，形

成独特道教音乐。 结合宗教，吸纳道教和

佛教音乐之特色，使之庄严典雅。 道教音

乐多用于安置神像、 科仪法事等重大日

程上。
三、武当道教文化特质与传统文化

的联系

武当道教文化具有多元性、兼融性、
延续性和辐射性。 多元性因其广泛吸收

了楚文化。 将楚巫的内容和民间的艺术

形式融进其仪式规范之内， 形成了道教

思 想 体 系 与 楚 文 化 相 结 合 的 显 著 特 征 。

其次， 武当道教因其地理位置南北两种

文化交融，开放容纳，又进一步促进了文

化的融合。 此外道教还吸收儒家伦理思

想的核心忠孝，也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武

当道教不仅强调与儒家、佛教融合，而且

还 以 极 其 开 放 的 态 度 容 纳 各 派 道 友 ，不

标 榜 自 我、不 拘 泥 于 门 户、不 排 斥 异 己 。
形成诸派并立，共生共存的局面。 其延续

性体现在千年来， 朝代更替并未影响武

当道教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历史见证了

武当道教由创立到壮大到影响全国的全

过程。 这个过程也通过其自身特点而向

外辐射扩散。
四、武当道教文化的普及与旅游资

源开发

10 月 初，金 庸 笔 下 的《倚 天 屠 龙 记》
在武当山重新翻拍；10 月 28 日， 第三届

世界传统武术节即将在十堰开幕； 著名

导演张艺谋即将与武当山特区联手打造

《印象武当》和《太极武当》两部大型舞台

剧；3 年 内，央 视 将 拍 摄《情 定 武 当》、《神

话武当》、《太极武当》、《永乐武当》 四部

影视剧。 目前通过文化产业推广武当山，
提 升 知 名 度 已 成 为 武 当 山 特 区 的 共 识 。
武当道教文化普及与旅游开发方面还有

以下工作可以做：
一 是 以 学 习 实 践 科 学 发 展 观 为 契

机，推动文化产业时要合理保护环境，做

到可持续发展。 二是领导支持，走出去，
乃至走向世界，创中国优秀旅游品牌。 三

是文化产业推动旅游， 打造一批文化精

品品牌。 四是借助举办世界级活动，如武

术节，做大做强武当武术，力争做到提到

武术是“北少林，南武当”。 五是加快与周

边景区如神农架、 古隆中、 明显陵的联

动，景区间有高速公路联接，游客能方便

快捷到达下个目的地。 同时在门票上也

可以施行省内联票，将各个点串成线。 六

是加强硬件基础设施投入时， 也要提升

服务软实力，提高武当服务接待水平。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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