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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对早期道教的教职进行系统探讨的专题性研究论著，主要以早期道教的历史发展为线索，
考察了早期道教教职的来源、早期主要道教派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教职情况。
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研究角度的系统性上看，本书中所述早期
道教教职方面的问题，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上溯道教初创时的教职人员的成分构成，明确作为早期道教神职来源的巫、阴阳家与方士各自
的演变史、功能及与道教的关系；其次，就道教成立后（汉末至魏晋）出现的太平道、天师道、上清
派与灵宝派的各派，结合其教团组织制度，分别对其所存在的教职情况加以论述，进而揭示这些教职
的设立与其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以阐明道团发展的特点；最后，以道教在改造和充实时期（南北朝
）对道教组织形式的丰富和完善为入手点，具体探讨了道士入门、晋升所受的篆与戒律及道门中负责
日常教务的教职名号及其职能。
本书的研究视角，既可以从宏观上体现道教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先后顺序，使文理线索清晰，又便于
从微观上把握不同时期教职的具体情况，重点得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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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道教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早期道教组织制度中的教职设置状况这一视角人手，通过对记载早
期道教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的解读与分析，在考察早期道教各个时期的道教教团组织状况的基础上，
探讨了早期道教所设教职的来源、名称，教职所承担的基本职能，教职晋升的条件，及由此对道教发
展的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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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从道教自身的情况来看，道教创立于东汉末年，
发展至明清，其间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道教产生前的孕育至汉末诞生的阶段。
二、道教诞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和分化。
三、隋唐时期，道教渐次发展至繁荣时期而体现为多方面展开。
四、新道派的出现及内丹学的兴盛。
五、明清时期，道教的内部教团腐化及失去统治者的崇奉扶持，是道教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
　　在道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道教从其创教时起，并未有一个集中而统一的教团组织，一些教派之
间尽管存在着教义思想方面的相互借用，但总的来说，此一时期道教的状况仍表现为各教派分散、互
无统属的状态，各教派保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
正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指出的：　　道教的前史特别长，其创教活动分散而缓慢，
早期教派并非由同一途径、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期形成的，并且很长时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教
团组织，因而中国道教史的上限极不易认定。
　　早期教派的这种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情况，造成各教派在其教派管理的具体措施方面必然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就道教教团设立的情况看，既存在着从一开始产生就有明确的教职设置并建立了较具规模的教团组织
的道派。
如汉末太平道的三十六方、巴蜀地区创立的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
也存在着完全没有教职设置并且没有明显教团建制的道派，如魏晋时期的灵宝派的前期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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