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山道教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茅山道教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13位ISBN编号：9787562235187

10位ISBN编号：756223518X

出版时间：2007-11-1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潘一德,杨世华

页数：4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茅山道教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

前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这股研究热
潮的兴起，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内外学者（如王明、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等许多学者）的推动，另
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
是一个可以进步讨论的问题，除了佛教是“外来”的，儒、道二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究竟谁的资
格最老，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儒、佛、道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
点，则是毫无争议的。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为主要特点，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是，
“道”字原本并非道家之“专利”，周秦诸子“道论”之作很多，汉以后的儒者讲“道统”、“原道
”，也使用这个“道”字。到了宋代，从周敦颐、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他们以儒家
为主，兼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再一次改造儒学，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不过，儒家所
论之道，其要旨在于重礼、乐、《诗》、《书》，实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
”。无论是目的或方法，都与道家、道教之“道”不同。至于佛教之用“道”，相对要简单些，“道
”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一个较确切的对应词，早在唐代译“道”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争论过
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从历史事实看，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曾借用过道家之“道”是可以肯
定的，当时人们讲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释道”这样的词。宗密在《盂兰盆经疏下》中说：“
佛教初传北方，呼僧为道士。”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被称为“道人”、“道士”的很多，佛教诵
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道场”，甚至“道具”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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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山在道教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被称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茅山原名句曲山，因三茅真君于此
得道成仙而名为茅山。《茅山道教志》与过去的《茅山志》不同，对茅山的历史沿革，神仙、真人、
宗师等人、神，道经志书，以及宫观和科仪等等，进行了重新梳理，既利用了原来志书的资料，又有
许多新的补充，全书后半部分的内容，搜集和整理的新资料更多，完全是清代以来最新最完整的一部
茅山道教志书。
目录
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二章 神仙地祗
第三章 圣师高真
第四章 宗师名道
第五章 道经志书
第六章 茅山宫观
第七章 斋醮科仪
第八章 茅山授策
第九章 茅山养生
第十章 茅山道术
第十一章 历代管理
第十二章 茅山文物
第十三章 道教研究
第十四章 对外交往
第十五章 茅山景观
第十六章 珍闻轶事
第十七章 诏诰副墨
第十八章 茅山艺文
附录一 大事记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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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世华，江苏旬容人，1964年生，大学本科。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江苏
省道教协会会长，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镇江市诗词楹联协会副会长，《江苏道教））主编，
《茅山道讯》主编，《炎黄文学》副主编。主编有《茅山道教文化丛书》、（（茅山道教历代碑铭录
》等，先后发表论文、散文、游记、诗词200多篇（首）。
潘一德，甘肃华亭人，1962年生。现任江苏茅山道院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著有《茅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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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三秦道教》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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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沿革　　一、悠久历史　　茅山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句容市境内，古称句曲山，又名
金陵地肺名山，华阳境天。是中国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第一福地，十大洞天中第八洞天。茅山形胜独特
，风景秀丽，2001年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主峰大茅峰372，5米，与二茅峰、三茅峰依次相连
，逶迤起伏。相传距今约5000年前，展上公善养生术，修炼于句曲山伏龙地(今茅山镇玉晨村)，植白
李弥满，食之登仙，当地称其地为“白李溪”，在玉晨观的石牌坊上刻“高辛道场”。周时燕国人郭
四朝，也曾修炼于玉晨观，成道后被敕封为“太微葆光真人”。先秦时，李明真人栖息于郁冈山古炼
丹院(今乾元观)合神丹而升仙。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秦始皇东巡会稽，刻石颂德而还，遂
登句曲山北陲，埋白璧一双，会飨群臣，感叹地说：“巡狩之乐，莫过山海，自今以往，良为常也。
”于是句曲山北陲为良常之山。《洞天福地》列茅山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　　西汉景帝时陕西咸
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行成道，德润百姓，定证仙籍，揭开了茅山道教的新纪元。后人
为纪念三位真君的大功大德遂改句曲山为茅山。时称大茅庙宇为“白鹤庙”。从此，茅山就成为后来
道教修真之士修真养性的圣地，以至后来成为道教“三山符　　篆”发祥地之一。茅山道教在两千年
的历史发展中，奉三茅真君为开山祖师，虽说他们当时以方士身份隐居修炼，得道成仙，但为茅山后
来成　　为道教上清派发祥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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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偏正统
2、茅山上清派入门级读物，初步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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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简单介绍了茅山为何被命名为茅山，以及茅山派的来源。茅山道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可以娶妻生子。茅山道教是正一道符箓派，茅山是正一派道教的主要道场。道教分为全真道与
正一道两大系统。全真派的道士出家，在宫观内过丛林生活，不食荤，重内丹修炼，不尚符箓，主张
性命双修，以修真养性为正道；正一派道士一般有家室，不忌荤，以行符箓为主要特征，比如画符念
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等。从中可以看到，道教沿袭了多神信仰。尤其对于老百姓来说，神仙的
地缘性是特别重要的，一方土地一方神，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茅山附近的百姓崇拜祭祀茅山三仙，
我们开封人信仰的是泰山娘娘，东南沿海的人信仰妈祖等。与其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如说中国人的
信仰其实是最根深蒂固的，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对皇天后土的敬畏，深深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对天意，天命，命运的笃信，天意高难问的观念，直到现在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婚丧
嫁娶，建房看坟，都需要请和道教有关的道士或者阴阳先生来走场或者看风水。我们的信仰并非一种
流于形式的说教或者束之高阁的经典，而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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