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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礼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位置，道教对中古以降的中国亦有极深的影响。故而，礼与道教之间的
互动是考察中国文明建构与演变的重要线索之一。《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力图通过若干个
案，探究唐宋时期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的历史细部，希望从中能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如何看待、作用、
体现于与之相异的人群、领域及思维；也希望能一窥特殊或一般的人群如何在身份制社会里如何努力
展开自己的超越性思维，寻找自己的理想并将之尽可能地扩展到本身之外；更希望从一个侧面呈现世
俗礼仪、宗教、信仰、法律诸文明要素在唐宋社会与文化持续演进过程中波澜壮阔的整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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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羽
1975年生，河南省卫辉市人。1997-200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7年至今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2013年兼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三至九世纪
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致力于唐宋礼仪与道教研究，近来亦关注方术与时间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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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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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国家的礼制宫观：道教与国家礼制互动的空间
第一节 晚唐两宋的十神太一信仰与国家礼仪
第二节 玉清昭应宫与宋代礼仪
第三节 南宋临安璇玑观的殿廊神像与礼仪
第二章 道教徒的身份定位与礼仪调适
第一节 中古道教事师之礼与事俗之礼窥略
第二节 《唐律疏议》所见世俗礼制对道观的规整
第三节 《赵思礼常阳天尊造像》所见山西景云观道士的等级结构——兼论晋唐天师道的变迁
第三章 图像与形象：道教与世俗礼制的隐性对话
第一节 文献所载唐宋时代“朝元图”考略
第二节 传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主神组合考释——兼论其与唐宋道观殿堂壁画的关联
第三节 《三才定位图》考论
第四节 唐宋世俗人士穿着道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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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十神太一部分最精彩，图像部分稍有些欠缺。
2、书末“总结”很有意思。毕竟很少见到中国学者在总结里会反思自己的研究路径是否成立，而不
是努力维护、拔高自己的成果。可惜作者没说太多，不过足以让人期待作者之后的研究。
3、感觉作者的行文思路不是很清晰，不过考证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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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去太原在纯阳宫现场看到常阳天尊像，那么基本就不会有当阳、常阳之论。当阳是标示向南
主座方位的，但此像只有一个主尊，不必用当阳标记，故而当阳于此不可解，当作常阳。此处得的教
训是只看题记拓片是完全不够的，还是要结合造像本身才行。
2、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为《&lt;赵思礼常阳天尊造像&gt;所见山西景云观道士的等级结构——兼论晋唐
天师道的变迁》（第142-160页）。文章所讨论的这件造像现存山西。拓片照片初见山西博物馆1961年
发表于《文物》的《唐开元七年石雕天尊像》。录文和研究有侯毅1991年发表于《文物》的《唐代道
教石造像常阳天尊》。该文据铭文如下一段，将此造像定名为“常阳天尊”：“观主赵礼上为开元神
武皇帝皇后，下为七祖三师、见存家眷及一切群生，敬造常阳天尊像一铺。”侯毅和吴羽都发现了“
常阳天尊”不太好解释，因为这个名称根本就不见于道经之中。这样两位学者都去解释“常阳”，例
如吴羽就罗列了：常阳是一座神山⋯⋯或道教女神⋯⋯或北斗九星⋯⋯或一个仙宫，等等含义。然后
认为这应该是指仙宫，并认为这个既不是六朝传统也不是唐代主流的常阳天尊像，体现了地方化的特
色。其实，这是一个人为造成的伪问题。因为铭文那四个字根本就不是“常阳天尊”，而是“当阳天
尊”。铭文中“當”字作草写，与”常“近似而误。当阳天尊不是天尊名，而是指造像正面阳龛的天
尊像。道教造像铭中有没有其他例子没有注意，但在佛教造像铭中非常常见，例如“当阳像主”、“
当阳佛主”、“当阳大象主”一类的称号特别多。所以⋯⋯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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