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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是我将自己多年从事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和道教文化研究两方面的成果
贯通融合的产物。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倘若收一年，狗子不吃糯米粥。
”这民谣中的沙湖沔阳州，便是养育我的故乡。
我有十五个春秋生活在这个位于洞庭湖滨，历史上曾是苗汉杂居之地的古老乡村。
那里有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又普遍信奉道教。
童年的我曾如醉如痴地聆听前辈讲述道士作法，怎样将柳叶采下来撒在秧田里变成鱼，又怎样将太阳
绑在树枝上使它不落山；还听人讲过外地排客怎样同本地道士斗法：排客一巴掌将七颗铜钉钉进道士
身上，使他不治而死，道士则叮嘱妻子在安葬时一边哭丈夫，一边拆散那淘米洗菜的篾烧箕，于是洞
庭湖突起狂风巨浪打散木排，狠毒的排客一一葬身湖底。
那时自然不理解这些传统故事的文化意蕴，但这些渗透着道家神秘幻想的口头文学所构筑的那奥秘无
穷的世界却令人终生难忘。
我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活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进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风气大开，我在对民间故事作比较研究的过程中
，有感于宗教在民族民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便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民间道教文化，参与了湖北和全国
勃兴的一系列道教文化研究活动。
其间还担任过八集电视剧《张天师传奇》的学术顾问。
其中提交第九届国际叙事研讨会(1989年6月于布达佩斯举行)发表的论文《中国民间叙事的道教色彩》
，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短短几年中，由友人赠送和随手从书店购得的道教文化论著就达20余种，使我深受启迪。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部门发起大规模采录民间文学的活动，发掘出大量鲜活
的民间文学资料，以科学方法编纂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其中与道教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使人眼界大开。
《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二十二讲》的写作便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完成的。
道教作为具有近2000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宗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有着深刻影响。
《道教大辞典》的编著者李叔还先生出于对道家文化的珍爱，认为“中国文化以道家文化为中心”“
道教文化即中华文化之根源”，也许评价偏高，令人难以赞同，但我更反对那种完全抹杀道家和道教
文化的历史地位而独尊儒学的观点。
我赞同儒道互补，共同构建中华文化之说。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以他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体会，断定“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
人思想的两大主流”，“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入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道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还是生气勃勃的”。
我以为是切合实际的论断。
就中国民间文化而论，更是如此。
道家贵生。
因“贵生”，便珍惜生命，热爱人间生活，并力图揭示自然奥秘，寻求各种神秘方术延长寿命，同侵
害人类的自然暴力与社会邪恶奋勇抗争，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融合道教信仰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虽然有宣扬鬼神迷信、塑造民众落后愚昧世界观的消极作用，但
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相信人的巨大潜能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艺术上超凡脱俗的大胆构
想，更值得我们珍视。
特别是在民间流行的与道教相关，又注入了农民淳朴意识和情感的民间文学作品，其宝贵的文化价值
就更不容忽视了。
在人文学科高度发展，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特质研究的今天，希望本书的出版
，能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打开一个新的小小窗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李养正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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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哲学系唐明邦教授的鼓励，日本东京大学蜂屋邦夫教授及时惠赠新作《中国道教之现状》以
作参考，还有北京白云观、武当山紫霄宫、武昌长春观等处的诸位道长提供考察的便利。
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介于民间文学和道教文化两门学科边缘的论著，限于著者的学力，所论难以达到一一精当，殷
切期待着海峡两岸广大读者和学人的批评指正。
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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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拟对中国道教文化的一个侧面——道教给予中国各族民众口头语言艺术
的广泛影响进行系统评述。
道教被看成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从创立至今1800多年来，对我
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曾给予巨大影响。
多少年来，人们的流行观念是，儒学支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现在，随着国内外学人对道家和道教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赞同“儒道互补，共同构建中华文化”这
一论断的人日渐增多。
这一研究领域成果的积累，不论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还是民族新文化的规划建设，
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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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守华，男，193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湖
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有多部著作问世，包括《故事学纲要
》《中国民间故事史》《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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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守华著《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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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民问道教信仰道教被看成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从创
立至今1800多年来，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曾给予巨大影响。
多少年来，人们的流行观念是，儒学支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现在，随着国内外学人对道家和道教①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赞同“儒道互补，共同构建中华文化”
这一论断的人日渐增多。
这一研究领域成果的积累，不论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还是民族新文化的规划建设，
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书拟对中国道教文化的一个侧面——道教给予中国各族民众口头语言艺术的广泛影响进行系统评述
。
首先，让我们看看道教信仰在中国各族民众中流行的情况。
国内外道教学者多是依据道教典籍来研究道教的。
关于道教在下层民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间的流行情况 的研究，长时期呈现出令人遗憾的空白状态
。
近十年来，由于许多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广泛深入地进行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丰富材料，我们对中国56
个民族广大民众的宗教信仰，包括道教信仰情况，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可以勾画出道教信仰在我们
这个东方大国广大民众中流行的基本态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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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因着力探寻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而涉足道教文化，写出的第一篇
文章是《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刊于《思想战线》1983年第2期，随后还应邀在武当山紫霄宫召
开的全国宗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作过这方面的学术报告。
后来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批学界同仁组成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不断交流切磋，使这项研究得以持续
至今。
我仍以民间口头文学作为自己的基点，把它和中国道教信仰联系起来寻幽览胜，不断有所发现，这些
文章承《人民日报》《文史知识》《中国道教》《中国文化研究》及台湾学刊揭载，引起的热烈反响
使自己常出意外。
后来便撰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于1991年由台湾邱镇京教授主持的文津出版社印制成繁
体字版向海内外发行。
因此类论著稀缺，加之印数不多，早已在书市脱销。
近年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伟工程，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间习俗信仰的许多
事项都和道教有着紧密关联，使本书再次问世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便在学界朋友的鼓励下将此书增
订再版。
此次增订，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即1991年在台湾印制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除吸取海外学者谭
达先博士的批评意见，增写《道教和谚语》一章之外，其他内容只作局部修订：特别是保持了原书的
理论阐述和作品附录相融合的体例，便于虚实互补、雅俗共赏。
下编则选取了笔者对相关课题(如张天师、张三丰等)进行追踪考察、持续探究的10篇文章，它们所探
讨的内容可能更专门、更深入一些，这样也就和上编有互相承接和补充的意义了。
我是从民间文艺学跨人道教学门槛的，自己的道教学根底很浅。
在20多年对道教文化的学习探究中，得到过许多师友的热心指教和鼓励，除北京中国道教协会的李养
正研究员、武汉大学的唐明邦教授、台湾成功大学的丁煌教授、旅居澳大利亚的谭达先博士等学人之
外，还有两位曾在中国道协担任过正副会长的高道——闵智亭和谢忠信。
这里除向他们衷心致谢外，还热切期待着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10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渗透着道教精神的中国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洋溢着一
种特殊的雄健幽深之美。
它使我迷醉，并吸引着我把它作为中国文化谜团之一继续用心破解追索！
2006年清明时期于武昌华中师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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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不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小小的窗口，并且，由于其通俗性，
也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刘守华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
有感于宗教在民族民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便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民间道教文化。
几十年来，作者研究了大量的道教文化典籍，发掘出大量鲜活的民间文学资料，其中与道教相关的民
间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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