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代道教史籍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元代道教史籍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6347

10位ISBN编号：7010086346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永海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代道教史籍研究>>

前言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对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只有两家，一是儒家
，一是道家。
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见小日明，守柔日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贵柔无为思想，
与儒家刚健有为的思想双峰并峙，优势互补，成为中国古代治世、处世的重要法则。
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对立转化观，丰富了《周易》辩证法
思想的内容。
道家“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一也”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
则，强调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在当今仍有极高的认识价值。
因此，道家思想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忽视对道家思想文化开掘利用的
偏向，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与道家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道教，是在汉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以道家黄老之学为理论支柱和指导
思想，综合中国古老的巫术文化、鬼神信仰、方技术数，杂取儒、墨、阴阳诸家之修炼方法和伦理观
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
体现道家思想文化的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与儒学、佛教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并
立的格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道教典籍，这是我们认识道教思想文化的基本材料。
同时，由于宗教离不开社会，因此道教典籍中除了专讲教义、符篆、灵图、威仪、方术的一些道书，
还有不少典籍的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比如，其中的谱录、仙传、山志、碑铭集、游记、目录等几类道书，不仅记述道教历史，而且有不少
关涉其他社会历史的史料，我们将其称之为道教史籍。
充分发掘道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将可以大大丰富中国古代史各门专史的研究内容。
正如陈垣先生在谈论佛教史籍的作用时所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旁考之，
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
”对于道教史籍，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我们要重视道教文化和道教典籍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教发展至金元时期，达到鼎盛，北方产生了全真、真大、太一三个新的道派，其中尤以全真教
最为兴盛，南方的正一道也迅猛扩张。
虽然在蒙元有过宪宗、世祖两次抑制道教和焚烧道藏的举动，但也只是遏制了道教发展过猛的势头，
并未使其衰落。
因此，晚清罗浮山高道陈铭珪日：“道教之兴，以元为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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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探讨了元代道教史籍的产生背景及其编纂、刊刻、损毁、传播等诸多问题，整体考察了元代
道教史籍的编纂与流传之概貌。
提示了元代道教史籍中所蕴含的道教立足于自身，吸收儒家、佛教思想精华而形成的三教圆融思想，
回归老庄、摒弃传统道教流弊、融摄禅道内丹、心性学说而成的修道成仙理论，重视建观度人、面向
民众传播等理念。
阐述了元代道教史籍所充盈的平等思想、向善思想、重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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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深入地了解道教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元代道教的发展　　道教史籍对道教自身的嬗递流变有较
为充实的记载。
诸如各教派的发展、历代仙真的行迹灵异、宫观殿宇的规制沿革等内容，记述较详；为整体把握道教
发展的全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来源。
　　元代道教史籍是研究教派史的较好材料。
考察《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七真年谱》等全真派道教史籍，可以了解到：元统一前，
全真教教徒在北方为了传播本教、争取信众，使其走上政治舞台及道教的世俗化方面做了扎实有效的
努力；元统一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及广袤的疆域，为已隔绝百余年之久的南北文化交流融会提供了
可能，全真教亦不失时机而南传。
《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记载李钰师事全真道士宋德方后入青城山，在江南传教。
《武当福地总真集》记武当道士鲁大宥访道全真，归山后与另一嗣全真教法的道士汪思真在武当山建
宫观、收门徒之事。
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真教的传布情况。
此外，《茅山志》之于上清派，《清微仙谱》之于清微派，《许真君仙传》、《净明忠孝全书》之于
净明道等，对于各派的研究皆必不可少。
　　通过考察元代道教史籍对远古仙真直至元代高道的记述，不仅可以对道教史上的高道大德有所认
识，也可以对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整体把握。
道教思想在宋元之际十分丰富，与儒释的交参碰撞异常频繁，集中体现着道教的圆融合一思想。
秦子晋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二卷，开头分别为《儒教源流》、《释教源流》、《道教源流》，继
之为50余位神仙，其中多道教神及俗神，间有几位佛教及儒家人物杂入，可视为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
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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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仑文首次对元代道教史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评估了它的学术成就，探讨了它的
思想性和主要内容.并系统地总结了它的史学价值、思想价值，颇多创新点，所论平实可信。
　　——巍丁　　该学位论文以元代道教史籍为考察、研究对象，立意新颖.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薄
弱环节，功莫大焉。
论文将社会政治史与学术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新见迭出.精彩纷呈。
　　——张涛　　本文的撰写，不仅解决了学术与文献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而
且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古代史、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牛润珍　　该论文集中展开对元代道教史籍的研究。
这对于人们系统了解道教在远代的发展和这一时期道教史籍的编纂与流传情况及其蕴含的史学价值与
思想价值等，都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
　　——汪高鑫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局限于从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的视点
来开展对道教的研究，很少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史的角度来研究道教文化，以及道教历史文献本身
的价值，而这正是这篇论文的选题价值.也是创新点之所在。
　　——向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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