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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道教修炼对中国古典文艺创作思想的影响作为研究论题，并从道教清修与古代文艺创作心
态、道教存思修炼与创作想像、道教形神兼炼主张与创作理想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应当说，研究角
度、范围均较为允当。
亦便于作深入开掘。
作者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大量占有资料和深入分析、把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道教的活动、观念、典籍等
方面均作了相当深入的考察，对道教思想的分析以及它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与启示的研究实在而有
理论深度，其中不乏诸多新颖之见，充分体现了作者诚实的研究态度和扎实的学风。
　　当然，在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就如此宏阔的领域，本书在具体论述上难免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
如：一个作家不仅可以受到道教的影响，也可以受到儒释等多方面的影响，一种文艺思想、一个文论
范畴也同样如此，因此，如何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在与儒家、道家、禅宗等深入、细致的比较、辨
析中，凸显道教与古典文艺创作思想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是本书作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外，如果能对道教观念与文艺创作思想之间的影响关系进一步做实证研究，也将有助于作者在目前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这一富有意义的学术论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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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艳萍，女，1976年生，湖南耒阳人。
2004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宗教与文学方面的研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近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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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道教与道家相因又相异的文化个性　第一节  道家哲学精神在道教中的内在延续　　一
、道教吸收道家的“道”论建构自己的宇宙观　　二、道教吸收道家的贵己重生思想发展了自己的养
生长生乐生理论和炼养方术　　三、道教吸收道家任性逍遥思想发展自己的精神超越理论　第二节  
道教相异于道家的宗教个性　　一、道教有着强烈的神仙信仰和终极追求　　二、道教有着极具特色
的通神手段与斋醮科仪第二章  道教清修与文艺创作心态研究　第一节  道教清修的基本理论主张　　
一、道教清修的主要理论渊源　　二、道教清修的理论主张之一——清心寡欲　　三、道教清修理论
之二——还虚合道　第二节  道教修炼与文艺创作心态论　　一、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理论虚静思想简
论　　二、道教修炼对古代文艺创作理论的影响　　三、道教修炼方术与艺术创作虚静心态的培养第
三章  道教存思与古代文艺创作想像　第一节  存思简论　　一、存思术之发展轨迹　　二、主要存思
方法及其用途简介　　三、存思的心理学意义　第二节  道教存思与古代文学创作想像　　一、道教
存思与文学想像的相通之处　　二、道教存思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第四章  “形神俱妙”
与古代文艺创作理想　第一节  道教形神观概述　　一、道教“形神俱妙”理论　　二、道教形神观
的理论依据——气化思想　第二节  道教性命双修与文艺创作理想　　一、古代文论中的形神俱妙论
　　二、道教修炼中的气化理论与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养气”说　第三节  道教修炼与中国文人理想
人格　　一、道教仙真所蕴涵的审美文化意味　　二、道教知识分子的生活旨趣　　三、道教所倡导
的生活情趣对文人生命哲学的影响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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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线边，上图文，上刻佛像，两边有幡幢式标题，下刻愿文。
和上图的版面及字体风格十分近似，可能都是瓜沙州一带曹元忠组织刻印的。
这说明五代时瓜沙州地区佛教兴盛，佛事活动有很大的规模，佛经佛像的刻印也盛极一时。
四＼b五代吴越国的印刷唐代末期，以钱氏为首的地方军事势力不断壮大。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钱僇受封为吴越国王，吴越国建立。
钱镠在位25年，积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渔业和桑蚕业。
地域除今浙江外，北到苏南，南至闽北，成为当时首富之地区。
吴越国王钱氏，共传五王，至978年入宋，共有71年的历史。
钱氏几代国王都信佛，积极修建佛寺佛塔，如西湖的灵隐寺、永明禅寺，都为钱氏修造。
又造六和塔、雷峰塔等，多次铸造小铜塔、小铁塔，数目巨大。
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或称钱俶），更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位30年（947-978），曾多次刻印佛经，而
且数量很大。
谈到吴越国的佛经印刷，最为著名的是延寿和尚在西湖灵隐寺的印经活动。
延寿和尚俗姓王，钱塘人，34岁（938）出家，有弟子二千余人，名闻东南一带，最得钱弘俶的宠信，
命他住灵隐寺，赐智觉禅师。
后又奉命住永明寺。
延寿积极组织佛经的刻印。
据记载，他主持刻印的佛经有《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
大悲咒》、《法界心图》等。
有的经印数很大，多到十万卷。
但是，吴越国所印佛经未能流传下来，只有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出土发现。
1917年浙江湖州天宁寺改建为中学校舍时，于寺内石幢象鼻中发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
陀罗尼经》数卷。
卷首插图前刻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傲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
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
”经文共338行，每行八九字。
这一经卷同时所出为两卷，各卷字体略有差异，可能是另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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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彩图本)(精)》是由罗树宝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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