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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道教研究 

                                               ——王重阳与马丹阳—— 

序 

    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派别。本书是对全真教的开创者——开祖王重阳和二祖马丹阳的生涯和教说的研
究。 

    道教诞生在中国大地上，是个极有中国特征的宗教。道教在历史中不断地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风
俗习惯结合，深深扎根在旧时代的中国社会之中，所以不管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的高低，道教一直为中国
社会的各阶层人士所信仰。全真教成立于十二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华北，是从东汉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道教
各宗派中的一派。全真教，依靠丘长春的力量在元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丘长春是王重阳的最年少的弟
子，得到过王重阳的直接教诲。全真教经历了元朝以后的兴亡盛衰，流传到现在。现代中国的道教界，是
由正一教和全真教这两大宗派组成。正一教保持了旧有的传统，势力主要在长江以南；全真教的活动中心
则在华北地区。 

    道教具有漫长的历史，承担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所以研究道教是极其重要的。我国的
道教研究，已经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学术界积累了质量皆优的成果，这些成果是
足于夸耀于世界的。但是，在我国，对道教的重要教派全真教草创时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王重阳和马丹阳
的研究，却进行得很少。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数量，又仅是关于全真教历史方面的研究。这些研
究是以史书、碑文和《道藏》所收的传记资料为基础的。如果，王重阳和马丹阳倡导、继承的东西值得称
之为宗教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应该是去了解和阐明他们的（宗教）精神。最近几年，中国的研究者在这些
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可是研究成果都是片段和局部的，至今，还没有出现正式的专论和专著。 

    本书希望改变这样的研究状况，希望通过对王重阳和马丹阳的生涯和教说的研究，尽可能地去接近他
们的（宗教）精神的本来面貌。因此，本书最重视他们自己所吟咏的诗词。在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中，想
要究明一个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遗留的文献还存在的话，当然要把这些文献当作第一手
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被当作王重阳教说研究第一手资料的是《重阳立教十五论》。理由是，它是用
平易的散文体写下的唯一的完整文献。《十五论》虽冠以“重阳“之名，可是只不过是后人编篡的东西。
《十五论》强调以出家为条件和重视打坐、降心，从内容上来说和重阳的教说有基本一致的地方。但是强
调《十五论》中的这些观点，应该是在解明重阳的教说，得出思想结论以后，从《十五论》出发去解释和
阐明重阳教说的想法，是本末倒置。 

    王重阳和马丹阳都留下了很多诗词。可是他们的诗词极其难解，特别是重阳的作品充满了内丹学的隐
语、比喻和特殊用语。还有，重阳作词，光使用的词牌就达一百七十种以上，其中很多特殊的词牌，都不
见于《词谱》等谱录。在加上他们搜集编篡诗词的方法也有许多生硬和杜撰的地方。所以光从文字语言的
层面上去理解这些诗词就不容易。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诗词几乎没有得到过研究，应该指出，诗词难以理



解就是事情的起因。对于诗词（研究）来说，我是个门外汉，无法把他们的诗词当作诗词来评价。能够做
到的只不过是详考文意，努力去理解他们隐藏在文意后面的秘而不宣的修行方法和自己的心情。包括断句
和阅读在内，误读的地方一定很多，在这里还想仰赖各位专家的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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