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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教的宫观是道教神圣宗教理念的屋化空间，集中反映了道教的神学思维和理念；它随着道教的
发展而日臻完善，是反映道教发展成熟的历史指针；它还是道教在各个历史时期与社会接触的断面，
鲜活地反映出神仙世界与世俗生活的互动⋯⋯可以这样说，宫观是道教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也是道
教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对宫观及其文化的研究是道教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对道教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需要和要求，
这项工作应在道教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长久以来，在道教研究方面，道教宫观及其文化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少有人将道教官观及
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学术上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考察。
据笔者统计，迄今为止涉及该类研究的文章或著作可分为四类。
一、从文化介绍或旅游的角度出发，着重于国内一些著名的宫观的历史和景观介绍。
如朱越利主编的《中国道教宫观文化》、郑石平编著的《道教名山大观》等。
二、将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整体的寺庙文化研究，其中涉及道教的宫观，如段玉
明著《寺庙与中国文化》等。
三、有关道教某个宫观的专著，如王士伟的《楼观道源流考》等。
四、一些论著或文章，涉及道教宫观及其文化中所包含的一些因素，但一般就事论事，没有将之纳人
道教宫观文化的整体框架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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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教宫观文化概论》共分五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作为道教宫观“神圣空间”的内核与作为社会化外延的因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在漫长
的历史中产生发展的，从而奠定了宫观文化的研究基础。
第二章主要探讨道教宫观内神仙信仰在当时的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
神仙信仰的特点，以及人神交通的斋醮仪式。
第三章主要探讨宫观的神职人员——道士的产生发展、清规戒律、组织制度以及经济生活等。
第四章重点探讨了道教官观的建筑、美术以及音乐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解读其艺术表象下的神学思维
和世俗情怀。
第五章，宫观文化的世俗化典型——道教庙会。
如果说一至四章探讨的是道教官观文化的宗教性、社会性问题，则宫观庙会主要探讨宫观文化的世俗
化问题。
宫观文化的世俗化表现很多，以宫观庙会为典型。
它是道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宫观文化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延展。
结语主要从保护传统文化和发掘其现代价值的角度，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保存宫观文化的传统并进一
步发展现代文化。
主要分析了宫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的典型——道教官观文化旅游的利弊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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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晚课是宫观最常见的斋醮科仪，有严格的礼仪和程序。
第一，纪律严明。
“钟声初通响时童子上殿列班在内，二通钟声耆宿上殿列班在外，三通钟声绝尽，主者上殿居于正中
。
”早晚课对时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因为道教认为卯时、酉时和午时做功课，可“取天地之正气”。
早晚课要求“持诵之士，必当斋戒身心，洗心涤虑，心念无二”，不得“语言接对，嘻笑谈谐，思念
不专，熏秽披诵”。
第二，诵经前要念咒。
早课一般念八大神咒：《净心神咒》、《净口神咒》、《净身神咒》、《安土地咒》、《净天地神咒
》、《祝香咒》、《金光神咒》、《玄蕴咒》；晚课一般有《玄蕴咒》、《土地咒》、《供养咒》、
《结斋咒》等。
第三，唪经后要诵诰。
诰是诸仙、仙真、祖师对道教徒训诫勉励的文告。
早课中常用的有《三清宝诰》、《上清宝诰》、《太清宝诰》等“十二宝诰”，晚课常用的有《斗姆
宝诰》、《三官宝诰》、《玄天宝诰》等“九诰”。
第四，早晚课的讽诵有固定的“唪经腔”。
“唪经腔”不是成型的韵腔，而是一种类似念白的唱法，有一定的高低起伏，非常考究语调的清幽恬
静。
《道门十规》要求道士唪经时“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则玉音摄气，灵韵交乎
自然”。
此外还有专门的念咒腔和诵诰腔。
“念咒腔”，就是道士念诵咒语时的韵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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