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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这个雅俗共赏的概念，基本上已能得到信仰、爱好者、研究者的同
意。
潘雨廷著的《道教史丛论》收入了从上古至今的道教史论文，如果和作者的另一著作《道教史发微》
合观，已然勾勒出中华道教史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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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雨廷先生（一九二五—一九九一），上海人，当代著名易学家。
生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
潘雨廷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後先後师从周善培、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
杨践形、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在国内外有相
当的影响。
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繫，对中华
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
他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书由张文江根据潘雨廷夫人金德仪女士保存的遗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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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编号一二一）泰山日出壮观。
　　二（编号九一）泰山胜景南天门。
登临泰山，每感此南天门，有隔限天境尘世之妙。
　　三（编号九二）将连南天门之景色。
　　四（编号二二一）双龙池后之迁参亭牌坊。
其旁一对铁狮子为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一七七O）所建。
历代帝王来岱庙祭祀时，必先在此举行始祭，祭毕方入岱庙大祭。
　　五（编号二二o）泰山岱庙中之双龙池。
凡封禅泰山，始于山麓之岱庙，入庙有双龙池，因泰山为东岳，属天象二十八宿中之「角、亢、氐、
房、心、尾、箕」。
这七个星座有龙象，即角象龙角、心象龙心、尾象龙尾等。
又入庙主祭者焉受命之天子，亦取象于龙，此所以有双龙之名。
　　六（编号二二四）汉武帝封禅泰山时，遍植柏树，今尚存五株。
老枝挺秀，苍劲古朴，历尽两干余年之风霜，蕴有无穷活力。
　　七（编号三八七）「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
位于河南省济源市。
山有三重，丘陵谷深，状若王屋，故名之。
传说四千年前轩辕王设坛于主峯祈求天雨。
主峯周围山势巍峨，山径险峻，溪水环绕，景色宜人，为修道者所向往。
山南有愚公村，村东南有一山口，传说「愚公移山」即指此山。
　　八（编号五八五）楼观台。
位于陕西周至县东南秦岭北麓。
相传原为周大夫函谷关令尹喜宅第，道教第一关。
自然景色优美，殿宇辉煌宏伟，为楼观派之发源地。
　　九（编号五八九）楼观碑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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