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志華博士的大作《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擺上案頭，閱之不勝

欣喜。這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研究全真道歷史的又一部開創性成果。

道教是中國固有的宗教，與儒教、佛教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

的三大主幹。中國道教有兩個主要流派，正一道與全真道。自金元

時期王重陽祖師及其弟子創立全真教門之後，該教對中國傳統社會

及文化的發展曾有過重要影響。但是對這個重要教派的學術研究，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才受到國內外道教學界的真正重

視。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對全真道的研究在道教界及學術界的共

同推動下，漸入佳境。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專家學者，如樊光春、張

廣保、吳亞魁、趙衛東、尹志華、汪桂平，以及國外學者莫尼卡、

高萬桑、劉迅、森由利亞等。他們發表的許多論著，對全真道的歷

史、典籍、教派、人物、宮觀、科儀、文化遺跡等各個方面，都有

更深入的新探索。

全真道是金元明清以來流傳最廣的道教門派，大致經歷了金元

時期的初創與鼎盛，元末明初的衰微，以及明清之際「龍門中興」、

晚清民國時期再次復興等發展階段。直至今日，仍是道教的兩大主

流教派之一。但是學術界對全真教史的研究成果，過去多集中在金

元時期的初創和鼎盛階段。主要原因在於，早期全真道的史料大多

已收入明編《正統道藏》及《道家金石略》，易於查閱。而明清及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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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的相關史料，除《金蓋心燈》《長春道教源流》等典籍外，其餘

史料分散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有些還秘藏於道觀叢林，未經全面

搜集和整理。因此導致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尤其缺乏深入系統的斷

代史研究論著。研究的不足，是我們曾經輕率斷言明清道教的發展

已陷入停滯衰落的原因。這種狀況隨著最近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者的

努力，已經有所改善。

尹志華博士是與我多年合作的同行年輕學者，曾一起做過整理

編輯《中華道藏》的工作。他的治學特點是認真細緻，眼光敏銳，

擅長搜集整理典籍。加之在道教界工作，便於調查尋訪宮觀秘藏資

料，因此多有旁人難得的發現。這部《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是其

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突破。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明末至晚清三百年

間全真道在全國各地傳播的歷史線索及特徵。與近年來的同類論著

相比，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在資料方面除《道藏》、《藏外道書》及宮

觀山志外，還利用了清宮檔案、《大清會典》、地方志、碑刻；文人

學士所撰詩文筆記，教內所傳宗譜、登真籙、口傳資料等，近乎囊

括無遺，充分展示了作者訓練有素的學術功力和研究水準。見到尹

志華從一個道教研究的初學者，成長為功力扎實的中堅學者，甚為

欣慰。故為之序。

王卡

2014年3月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室

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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