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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以为，所谓敦煌道教文学，当指藏经洞所出的与道教思想、行仪有关的全部作品。
具体包括道教经典、道教行仪（实用文书）以及相关的宣教作品、道士女冠与普通信士的文学作品。
它们既与敦煌的地方文化有关，同时也深受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且大多数的作品是从敦煌
以外的地区传人敦煌并得以保存的。
职是之故，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所出的全部道教文献（包括经典文献与世俗文献），同时参以传世
文献，然后进行比较、归类与分析，力求还原出汉一（赵）宋之间的道教史，特别是道教文学史的某
些实相。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注重文学特点外，笔者还想结合道教史、社会史、艺术史、文化史等多学科
的知识，以文献考辨为中心，对敦煌道教文献涉及的具体文学问题作全面的清理。
当然，学术界谈得比较透彻的论题，本人将不再涉及；而没有涉及或谈得不够深入的地方，则是笔者
重点研讨的对象。
有鉴于此，本书的主体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是《从敦煌本宋文明论道经文体》。
以往的道教文学研究，多是以现代文体学的范畴，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进行检讨。
其实，道教经典有自己的文体分类，弄清其来源和特色，有助于我们了解道教活动的本质及其对文学
形式的利用；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是《敦煌道教讲经仪式考论》、《敦煌道教“唱导，，考》、《敦
煌道教斋文愿文考》，这三章着重探讨道教行仪与文学的关系。
以前的敦煌文学研究，基于变文作品多与佛教相联系的事实，对佛教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过全面的分
析。
实际上，道教也十分重视行仪的运用，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第五章是《敦煌道教之音乐文学
》，这同样也是目前敦煌学界有所忽视的课题。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极其有限，笔者只好先进行概要性的描述；第六章为《敦煌道教之譬喻文学》
。
这是考虑到敦煌道典及道教在具体的弘法宣教中，对譬喻的运用较为普遍，且与佛典关系密切之缘故
。
对此进行检讨，可以看出当时佛、道两教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七章是《敦煌道经小说举隅》。
先前的研究，多关注于《叶净能诗》，本人则将视角转向敦煌所出的道典，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重要而
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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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敦煌本宋文明《通门论》论道经文体　　第一节　三洞十二部经典分类法的确立　　
众所周知，道教经典的分类模式是三洞十二部经与四辅的结合。
其中前者的作用（特别是十二部经的说法），若从宗教文体学的视角看，是第一次全面地整理和区分
了性质、表现形式迥异的经典；而四辅说的提出，则把道经分出了等级。
　　对道教经典进行分类，是道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考之道教前史（按：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兴起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两个道教派别
，它们的出现是中国道教成立的标志）的思想面貌，本就驳杂多端。
若按《汉书·艺文志》的归类，其中和道教思想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十余类，即：道家（37家、993篇）
、阴阳（16家、249篇，图10卷）、天文（21家、445卷）、五行（31家、652卷）、蓍龟（15家、401卷
）、杂占（18家、313卷）、医经（7家、216卷）、经方（11家、274卷）、房中（8家、l86卷）、神仙
（10家、205卷）、方技（36家、868卷）等。
③当然，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早已散失殆尽，但是保存至今的，却有与《道藏》所载之名称完全相同
者，像《黄帝内经》、《关尹子》、《文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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