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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应该研究道教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各构成因素的关系，才能
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道教的文化、历史地位。
即使只研究文化史、思想史意义上的道教，也有必要对道教的宗教文化、宗教思想的两个大的领域即
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成果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和探讨。
我和我指导的学生近年来承担了很多国家、教育部和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都是以研究道教的形象
思维特别是艺术思维及其成果为内容的。
这表明，我们在道教美学思想研究包括道教文学艺术思想研究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国家和部省级社科
立项机构的首肯和支持。
同时，相关成果的陆续推出并获得各级政府社科优秀成果奖，也表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
认可和肯定。
许宜兰博士的学位论文《道经图像研究》，就是我承担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道教与
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这也要求她的论文选题的起点必须达到相应的高度
。
　　经典浩繁，是道教作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宗教、神学宗教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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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中国美术史中相关美术作品及资料记载，对道经中具有代表性的道经图像按神仙图像、修炼
图像、洞天福地图像三部分进行分类研究和诠释，并阐释了道经图像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相互影响
。
作者结合道教信仰、道教思想与道教美术的具体内涵，采取整体叙事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横向
归纳整理道经中的神仙、修炼、洞天的图像内容，纵向考察了道经与图像的历史渊源，从而勾勒出道
经图像的演变及其所蕴涵的道教思想和文化内涵，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中国传统
美术浪漫奇幻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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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宜兰，女，1968年5月生于河南洛阳，1986年考入洛阳师专美术系，1988年至2002年在洛阳市美术职
业中专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其间于1996年至1999年在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完成装潢设计专业本科学习；
之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并于2002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师从钟仕伦教授攻读
硕士学位。
2005年考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道教专业，师从潘显一教授，并于2008年获得哲学博
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道教艺术。
现任教于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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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可见，道经图像和卷轴画中的老君形象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反映了老君作为道教教祖在人们
心中所占据的地位。
　　“道”是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浑沌原初形态，又是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自然法则。
大道无形无名，却蕴涵着一切有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
道教的根本核心信仰是“道”，一切教理教义都是由此衍生。
两千多年来，老子“道”论思想超越了时空，不仅与儒、释共同铸成三位一体的华夏文明基本肌骨，
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根基，而且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不管历史把他塑造得怎样扑朔迷离、超凡绝尘，老子终究是一位活生生的哲人，其一气化三清，以“
道”为宗旨而成为“道”的化身以及其所衍化出的众多的神异形象，也造就了中国绘画浓郁的神仙韵
味。
　　老子衍化出的太上老君形象在“三清”中的地位虽比不上元始天尊，在明清的民间信仰中也比不
上玉皇大帝的权势，但因为太上老君是太上无极大“道”的化身，为永恒的创世主，是至高无上、无
处不有的至上神灵，因而成为道教的根本信仰，在历代都成为道教尊崇的对象，各地普遍建宫观庙宇
进行祭祀。
因老君的封号为“太清道德天尊”，故供奉他的宫观庙宇一般称为太清宫、老君庙、老君殿、老君堂
、老君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南的太清官、成都青羊宫八卦亭及四川青城山的老君阁等。
　　这些老君阁、老君庙中供奉有众多的关于三清和朝元的水陆道场斋醮图像，它们在激发信徒的道
教信仰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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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经图像研究》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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