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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道教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与兴盛，新著迭现，新人辈出，一改过去被边缘化
的窘态，在主流学术舞台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前辈学者谈得很多，我本人尤为推崇“征而有信，信而有征”的治学精神
和多元研究方法论。
傅斯年先生认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应遵循无证不立，论从史出。
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有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
道教宗派的历史素来难治，头绪繁芜。
道门有“造作道书”的传统，“托古以言说”，藏内外道书资料浩如烟海，真伪难辨。
且道教内部有“道不外传”的“戒律”，南宗祖师张伯端当年就曾经“三传非人，三遭天谴”。
这种秘而不宣、造作道书的传统与道书内外丹文献语言的隐喻艰涩的叠加，给后世学者研究勾勒道教
宗派谱系与史实平添了许多困难。
因此，对其历史与思想的钩索提炼就要极为审慎。
首先要脚踏实地地对道教宗派的历史事实和文献的时间、地点、人物、师承谱系、宗派组织制度与社
会环境进行分析辨明，详尽地占有资料，缜密理会、铢分毫析，避免空发议论，游谈无根。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先贤所云“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境界。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说有易，说无难”。
因此，在道教宗派与人物思想研究中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
陈寅恪先生当年曾经将王国维“取地下出土资料，补充纸上文献之材料”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
，演绎为“三参证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古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因此我们在稽索全真道史料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藏内外道书这类纸面上的，而且应当注重地面上的
金石碑刻史料和其他田野考察资料，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利用考古发掘的地下资料，相互参证，方能得
出平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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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驯服自我:王常月修道思想研究》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修道者自我冲突的角度切入清初全真
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的修道思想，以哲学和深度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道门人士在求道、入道、
修道和得道过程中所经历的自我冲突与自我驯服。
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王常月的生平与著述、驯服自我的诱因、驯服自我的方法、驯服自我的内容及
驯服自我的深层指向等方面考察了王常月的修道思想，对王常月修道思想当中所蕴含的人在世存在的
艰难与抗争作了细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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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王常月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对于王常月的研究，学界关于明清之际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略有
提及，论文如陈兵的《清代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唐大潮的《王常月修道思想略论》、孙石月的《
王常月的道教教育思想》、李珉的《论王常月的宗教美学思想》、丁常云的《王常月及其中兴龙门的
道教思想》、尹志华的《王常月传戒新考》等。
散见于论著当中的则有《明清全真教论稿》、《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而目前比较集
中论述王常月思想的论文，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胡小琴硕士的学位论文《王常月与龙
门派的中兴——从戒律的角度对龙门派中兴所作的考察》。
　　陈兵先生的《清代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为比较早关注龙门派及王常月的学术论文，其论文主要
分为王常月与清代龙门派的嗣传、王常月的教旨与清初龙门教风、外道内儒的龙门高道以及刘一明、
柳华阳、闵一得的内丹学说等四个方面对清初龙门派的中兴做了初步的考察。
对王常月的传戒活动及其嗣传主要依据《金盖心灯》及该书所引用的《钵鉴续》，考察了王常月在京
师的公开传戒活动以及南下传戒活动，同时也对王常月的门徒在各地形成的龙门支派进行了论述。
在“王常月的教旨与清初龙门教风”中，对王常月的宗教思想特色进行了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点：一
是强调戒行为先，二是强调见性为主，三是调和出世与人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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