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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越所著的《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以宫观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全真道，是一个新的视角，从某种
程度上讲，填补了金元全真道研究的某些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充分运用了历史学、金石学、统计学等方法，并辅助以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了一个金元时期全真
道宫观的资料库，其中收录宫观1200多座，为定量分析全真道提供了可能，这种方法上的大胆创新，
为以後全真道研究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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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全真道是创立于金朝中期的一个新兴道教派别。
其创始人王重阳中年悟道出家，在山东等地授徒传教。
经马钮等七大弟子的弘扬，尤其是在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之后，全真道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
　　全真道的建立标志着道教作为一支本土宗教的成熟和稳定，在道教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教义上看，全真道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内丹学说，更重要的则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成为
禅宗、理学之后第三家完成“三教合一”努力的思想流派。
从教制上看，与传统道教相比，全真道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官观制度，不再是松散的宗教结社，或者一
般的民间信仰，而成为相当独立、凝聚力较强的教团。
由金人元，全真道逐渐成为一支势力遍布北方，影响及于全国的强大教派。
流传直至今日，对道脉的保存和弘大贡献有加。
　　《金史》、《元史》之外，研究全真道的史料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道藏》中汇集的金元全真道士的著作，包括诗文集、语录、道教史志等；第二类是金元时
期教外人士的著作，包括诗文集、笔记等；第三类是散落于各地的石刻史料，多已收录于各家金石志
或地方志；第四类是地方志的建置、仙释等类目中有关官观建筑和道士的记载。
　　上述前三类史料基本上是金元时期的作品，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可谓第一手数据，价值较高。
其中的石刻史料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充分利用。
其实一通碑刻，往往就是对一位道士或一座宫观的全面评述。
从一些内容丰富的大碑，还可以窥见一个门派的概貌，或者为评定某些史事提供关键的论据。
陈垣先生等编纂的《道家金石略》集中收录了自汉至明我国的道教碑傅，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的石刻
总集。
所列金元时代全真道的碑文有387通，为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极大方便。
我将金元史及上述三类基本史料输入计算机，进行了检索，发现《道家金石略》“归属不明”等类碑
刻中有25通实际属于全真道。
此外，又自地方志、金石志中搜集属于此期的碑刻上百通，可为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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