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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道教材料的發現、編纂及問題」
專輯序

劉苑如、李豐楙 *

在「五四百年」的當代處境中，民主與科學的激情既已沉澱，正適於重新反

思過去面對舊信仰、舊文化的激烈態度，平心靜氣地看待三教，面對此等中華文化

傳統的共同根柢。在當前多元而開放的時代趨勢下，如何省思方為學術正義，此乃

細究民族文化所需的開放心態。面對三教經典的文本、文獻，道教亟需建立其文獻

學的方法；尤其明清以下這段時間，無論在材料的搜集整理、編目刊行，都有待學

界投入心力，始能展開完整的研究格局。相較於儒、釋二家，道教相對弱勢，卻反

而彰顯其學術空間的開闊。從文獻學的角度言，其版本的多樣性較諸儒、釋二家而

別具特色；除了通行的刊本系統，道教基於其教義的特性，另外又開出兩個系統，

也即是寫本系統與口傳系統。回顧以往所集成、刊布者，均屬道家文獻，大多集中

於老莊道家類，而對於神仙道教類，關注所在則在兩部大經藏─《正統、萬曆道

藏》和《中華續道藏》，另有《道藏輯要》，其他則罕見大規模叢書公開傳布。直

至晚近，先有續補《道藏》動作，而後啟動所謂的「盛世修藏」大業，當前正面臨

如何修成一代經藏的關鍵，道教界、道教學界均共同關心此一學術大工程。其實學

術界早已啓其先聲，有心人士各就所長分別行動；此事關涉版本學、文獻學等，長

期以來累積的經驗既多，亟需公開其成果。趁此時機回顧、檢討，從而瞻望未來，

期待開啓另一前瞻性的「道教學」研究，此乃明清以迄於今道教史的奠基工程，將

決定此一學術殿堂的宮室之偉。

此一大事因緣凡有多方，其一即《道藏輯要》版本的文獻研究，萌芽於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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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在其遽然離世後，先由日本學界接手後續

成第一階段，而後轉交黎志添教授手中，始將分藏於世界的版本匯聚一堂，得以檢

視此一經藏的完整版本，從而釐清之前的階段性貢獻與缺失。在總結前後數篇論

述後，始有後出轉精的總結之作：〈《道藏輯要》與《重刊道藏輯要》所收道教經書

的比較〉一文，試為此一叢書的價值和意義做定位。緣於此一總述的篇幅過大，本

人知悉此事後，乃起意與李豐楙商議，決定將其規模擴大成為專輯，俾能完成總結

當前「道教文獻學」的經驗。基於道教學的宗教特質，其文獻資料既分散且徵集不

易，此一《輯要》的版本收集即為明證！既要將經藏範圍予以擴大，除了此類叢書

的刊本系統，至少還涉及四大範圍：一為方志、山志中的道教史料，剛好何建明完

成了地方志中佛、道文獻的分類集成，既經出版，正可省視其心得；二為海峽兩岸

圖書館的館藏道教文獻，以及其他國家的珍藏。學界關注此一「刊本系統」既久，

然徵集費時，所幸許蔚即為其中皎皎者，累積的經驗既豐，並已撰成文章，即可初

步總結，分享學界；其次則有「寫本系統」，道教基於盟約乃授的教義特質，以往

雖經官修而後藏諸名山，而宋元以來法派既多，地方道壇亦因應所需而迭有新創。

然其傳布形式強調秘傳，用畢後即予焚化，致使寫本傳世者稀少，惟在近代歷經文

革浩劫後，明清道壇寫本方流布民間，此乃《敦煌道藏》後僅見的寫本型態。而李

豐楙所收藏者即為其例，近數年來經整理出版《道法海涵》系列。其他還有另一種

「口傳本系統」，則須仰賴田野調查始有所得，先前既有多位國外漢學家，著手較

早的如施舟人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大淵忍爾等，由於事涉田野調查的學術

倫理，此一系統目前僅能作罷。

這次在邀約增補、撰寫過程中，即可發現「道教文獻學」具有的潛力，在修

成《中華續道藏》之前，其實存在許多的奠基工程。只有基礎穩固而後此一目標始

能臻於完善，故亟需公開彼此的經驗，始能畢其功於一役。由於不同的版本系統各

有其價值，緣此之故，四篇撰述雖則分別完成，卻隱有共識：既清楚敘明其徵集過

程，說明其學術意義，且各以實例為證，提出其所認知的「道教文獻學」。在此一

學術框架下，舉凡分類依據、性質定位乃至學術價值等，均能大幅提高道教學的

嚴謹性。此一起步實為創舉，個人心得公開後，既可與學界分享，也能霑益教界。

值此一經藏的初始階段，如何正視此一學術工程的紮實基礎，方能減少未來可能的

疏失。惟因諸般材料的性質各異，運用方法也有所不同，緣於學術者天下之公器

也，為了使學界、教界同享此一公共資產，就有賴基礎工程的穩固。有關版本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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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意義，黎、許兩篇均明確交代刊本出處，說明經由道經的比較、校勘，始有

助於建立嚴謹的「道教學」。何氏則窮多人之力、數年之功，搜羅方志而後分類整

編。所分各册即可加速學者翻檢之便，縱使現在已有數位人文版本，此一叢刊仍不
會被取代；其使用方法即有「縱比、橫校」兩種方式，並舉例說明道教的宗教性質

所在，諸如教義的一致性─清淨無為，也針對制度，舉證出正一派也有出家制，

並以施道淵與穹窿山為例，說明前後修法的演變。同一情況，李豐楙則整理所藏寫

本，陸續出版《道法海涵》系列叢書，有鑒於三洞十二類的傳統分類不符使用，乃

重新分類、撰寫提要，並舉受籙制為例說明寫本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1。

總之，四篇所述均屬長期的經驗累積，雖然只是初步的總結，卻可論證明清道

教的文獻價值，確立「道教文獻學」的定位。這種學術經驗雖僅為個人的學術興趣

與治學方向，可謂略嚐一臠而可各得其三昧，一旦公開將可獲得道教一行的共鳴。

本來學術一途各有所得，若能借此激發好尚的風氣，匯聚既多必有助於修藏大業。

在此瞻望未來，敬陳三願：一願明清道教於史有徵，二願中華新藏圓滿如意，三願

道教文獻卓然成學，此乃冷門之學的熱切期待。

1 
因篇幅所限有所刪節，未來本專輯將擴大出版單行本，將會補回相關內容，並邀集有關道教石刻

資料、敦煌道教寫本，乃至更多海外《道藏》資料的調查與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