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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览全书，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有关北京地区道教发展的颇为翔实的“信史”。
佟洵教授先从北京道教产生的渊源说起，分述了北京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史，继而对北京道教种种独
特的文化、民俗现象，如各种节日、丧葬、饮食、服饰、庙会等进行了翔实而生动的描述；本书第二
、第三部分记述的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道观及道士，必有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事，正是因为有这些
矢志不渝地献身道教事业的大师先贤，北京道教的历史才显得如此灵动多姿，而北京城内这些著名的
道观曾是他们坚韧意志、高尚情致的最佳见证，是他们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发生的“舞台”。
不过，联想到北京道教历史鼎盛时期曾有四五百座道观，而今留下名字的只有几十座，现在仍能发挥
社会作用的不过区区几座，又不禁令人徒生一种怅惘、遗憾之情了。
佟洵教授《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再现了北京三十多座道教官观的历史与全貌，并成为国内外人士了
解北京道教与宫观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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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佟洵，满族，北京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宗教协会理事，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统战理论研究
基地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道教协会监事长。
其主要成果有《清宫后妃》、《宗教·北京》、《北京宗教文化研究》、《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北京清真寺文化画册》、《紫禁城
里的神圣》等，参加了《清代人物传稿》的撰写，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李莲英墓之谜”首次揭示
了李莲英身首异处的历史真相，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曾二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其中《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荣获第
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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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关帝庙  京城九门关帝庙之首——正阳门关帝庙  永定河畔的关帝庙——关帝庙铁锚寺与琉璃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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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万寿宫  玉振金声，再颂太平——天坛神乐署　⋯⋯第三章　北京在地区的高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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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北京道教的演进历程　　第一节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道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
兰教等宗教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不过，道教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传统宗教，是中
国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走遍北京城，随处都可以看到道教的遗迹，这些遗迹记载着道教对中国文化与
民众生活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
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逐渐形成的。
道教自我国东汉顺帝年间（126—144）产生后，至今已有近1800多年的历史。
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
　　一、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　　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神仙方术以及黄
老道，其思想渊源是“杂而多端”的。
　　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图腾的崇拜、灵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
慢发展到祖先与天神合一，成为至上神的雏形。
　　鬼神崇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存在。
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
那时先民们除了认为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外，还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
的崇拜，随之各种丧葬礼仪，以及祭鬼、驱鬼的仪式亦逐渐形成。
如《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
”《周礼上》亦有对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的崇拜的记载，其记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
神、人鬼、地祇之礼。
”中国古代对神仙的崇拜由来已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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