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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研究在哲學、科技、醫學、藝術、歷史等

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從語言的角度對道教經

典進行研究卻少有學者涉及，語言研究在道教研究中是

一個非常薄弱的方面。道經語言，顧名思義，就是指歷

代道經中所使用的語言。為了研究對象的精確，我們借

鑒了葉貴良先生的觀點，本文所說的「道經」是指道教

成立以後道士假託天尊、道君、祖師等神仙降授的道經

以及與之相關的戒律、願文、類書、義疏等道教作品，

不包括先秦、兩漢的道家著作，也不包括占卜書、星象

書、醫書以及其他類似道經的雜書。 1 道經語言艱深晦

澀、古奧華麗，頗具文學色彩，受駢儷文風影響較深，

喜歡用美稱，很多詞具有美化色彩。與通俗平實的佛經

語言相比，道經語言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

道經語言研究的歷史大概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第

一部道經《太平經》就記載了原始道教的不少訓詁資料。

後來，歷代的道經注本記錄了時人對道教語言的訓釋，

是對道經語言的最初研究。清代以前，專門措意於道經

詞語訓釋的學者並不多，一些著作偶見關於道經詞語的

考釋，但數量甚少，且極為零散，殘缺不全。道經語言

的研究成果前人缺少總結，非常有必要進行梳理，以發

現問題，明確前進的方向，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 2  

一

對於道經語言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清代至民國

第一階段主要的成果，可從以下作品得到反映：清

初的學者黃生，他精通文字訓詁之學，在其《義府》卷

下對陶弘景《周氏冥通記》中的「彌淪」、「登」、「約

尺」、「五尺」、「角家」、「畔等」等共 27 個語詞做了比

較詳盡的解釋， 3 如其中「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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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屋，蓋屋也」等，考證詳明，多可信從，這可以說

是最早的集中解釋道經詞彙的成果。 

真正閱讀道藏，並有所發明的，不能不提到近代著

名學者沈曾植的《海日樓劄叢》。《劄叢》（卷 6）五十餘

條中，有四十多條所載為道教事。如「章醮」條：「立

禮正推禱醮於廟堂之前，書遺炎煙，耀於蒼雲，精消無

文。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良史也。（《北堂書鈔》引

《元命苞》）醮字始見於此。（《雜家言》）」 4 書中內容涉及

道教史考訂、《道藏》源流、道佛關係等問題，常能慧

眼獨具，每有卓見。

第一位比較科學地研究道教的人是劉師培，其〈讀

道藏記〉 5 有不少地方論及道經語言文字問題，如第 2 頁

〈原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篇：「審之卷一之注，僅

有薛李陳三家，知嚴氏未注道君前序，即後三卷所錄嚴

注亦均簡要，訓詁一宗蒼雅，薛注亦然，兼明通假。如

卷一無鞅注云：鞅者，央也，古字少以鞅為央。央，盡

也，已也。卷二眇眇劫刃注云：刃者，仞也，古字少以

刃為仞。」當然，這僅是一份讀書心得，還談不上真正深

入的研究。

胡適〈陶弘景的《真誥》考〉，通過對勘文字，一

針見血地指出《真誥》剽竊了《四十二章經》，「他（陶

弘景）《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章，把『佛言』都改作

了道教高真的話，文字也有了極微細的改動，又故意加

上了兩個字的校勘，和兩處脫文的校補，――擺出他的

十足的謹嚴方法的架子――使人知道他是有所本的。」 6

胡氏此文的研究紮實嚴謹，這種對勘文字的方法對於考

求道教經書的來源多有啓發。

許地山在早期道教研究者中是唯一一個受過宗教學

訓練的，其《扶箕迷信底研究》一書，旁徵博引，是迄

今為止對扶鸞問題所做的最深刻、最完整的研究。書中

也有關於道教語言的論述，如：「（扶箕）國文有時寫做

『乩』、『鸞』、『鑾』、『欒』（見故事四二）、『神卟』（見

故事七六）等，都是後起的名稱。」「『飛鸞』就是扶箕。

大概是因神仙駕風乘鸞，故有此名。至於『乩』從『占』

從『乚』，乃是俗寫。」  7 

湯用彤撰文〈讀《太平經》書所見〉， 8 這是國內學

術界對《太平經》的創始性研究，文章從卷帙、版本、

地理、語言、文化、歷史、宗教等諸多方面以翔實的證

據指出《太平經》當為漢代舊書。此文影響深遠，其結

論已被大陸學界廣泛接受。

王明是湯用彤的高足，其所撰〈論《太平經鈔》甲

部之偽〉 9 從金丹、符書、文體、所用名辭四點，證說

《鈔》甲部不可信為《太平經》之節文；今本《太平經

鈔》甲部抄自《靈書紫文》等南朝上清經。文章考證綿

密，信而有徵，結論令人信服。

（二）1950 年代後至 80 年代末

敦煌卷子對道教研究非常重要，50 年代，香港的饒

宗頤在英國找到了《老子想爾注》的殘本，完成了《老

子想爾注校箋》， 10 對《老子想爾注》進行了校對、箋釋

和研究，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值得稱道。

楊聯陞〈《老君音誦誡經》校釋〉 11 對《老君音誦誡

經》作了精到的校點注釋，如「天下經方，百千萬億，

草藥萬種，萬藥百數」條云：「萬藥百數，萬藥依下文

當作石藥。蓋石萬形近而誤。」 12 楊先生對《老君音誦誡

經》的點校整理為後世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本子。

王明於 1959 年編成《太平經合校》，基本上恢復了

本經 170 卷的原始面貌，被公認為是研究《太平經》的

4 　 沈曾植著，錢仲聯輯，《海日樓劄叢（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31。

5　   劉師培，〈讀道藏記〉，《國粹學報》第 7 卷第 1-5 期（1911）。

6 　胡適，〈陶弘景的《真誥》考〉，載於《胡適文集 5 •胡適文存四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38。

7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7。

8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國學季刊》5:1（1935.3）: 7-33。

9　  王明，〈論《太平經鈔》甲部之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1948）: 375-384 。

10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

11    楊聯陞，〈《老君音誦誡經》校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28（1956）: 17-54。

12    楊聯陞，《中國語文劄記》（楊聯陞論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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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權威、最詳備之底本。王先生還著有《抱朴子內篇校

釋》、《無能子校注》皆採用數種文本參校而成。 13 其所

著〈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14 從漢代語言、

地理名稱、社會風尚、思想內容等方面進一步加以論

證，得出《太平經》「大抵是西元二世紀前期的作品」

的最終結論，在學術界廣為稱道，堪稱道教文獻考證的

典範之作。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收論文 8 篇，第一篇〈中

國外丹黃白法詞誼考錄〉，收集外丹黃白術經訣之文集中

的名詞術語六百餘條。第二篇〈中國外丹黃白法經訣出

世年代考〉從用韻角度考證了《太清金液神丹經》的出

世年代。第三篇〈石藥爾雅補與注序〉，所補多為已列

或未列之藥名或隱名。陳氏尚有《中國外丹黃白法考》，

用現代的化學知識考釋古道經中的煉丹術詞語，共考明

道教煉丹術語、詞義 319 項，該書可以說是第一部專門

研究道經語詞的專著，也是研究道教史、文化史、漢語

史所必徵必引的文獻。陳氏繼承發揚清代樸學大師的考

證方法，釐清了許多煉丹方法所用術語的含義、這些方

法出現的朝代、所用術語名稱的演變，嘉惠學林。 15  

早期道經一大特點是多用韻語，通過用韻來考證

道教文獻，對音韻研究和道教研究都有開拓意義。語音

具有時代性，產生於不同時期的韻文，會有不同的押韻

情況，瞭解這些韻文的押韻，並把它們與同時期的語音

系統進行比較，有助於判定道教典籍的產生時期。陳國

符先生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他曾根據用韻考定《上清

經籙》和《靈寶經》等的出世朝代。前人的研究方法大

多是推測和估計，陳先生創造性地根據韻文用韻加以考

定，系統地把它們變為科學的斷代，解決了外丹研究中

的諸多疑難問題。虞萬里沿著這個思路發表了〈《黃庭

經》新證〉， 16 根據《黃庭經》的用韻分合情況，推知

《黃庭經》的成書時代以漢末魏晉最有可能。

《道家金石略》本是陳垣在 20 年代中期時，搜集

《道藏》、歷代文集及繆荃孫所藏拓片中與道教有關的碑

體文字的記錄，由於這一工作本身的艱巨性，一貫嚴謹

的陳垣去世前始終沒有付梓，直到 1988 年才由文物出

版社出版，是陳智超對原稿經過七年之久的重新校勘、

整理，並作了很有價值的增訂。此書是近代以來第一部

有關道教的大型金石略著作，為中國道教史研究提供了

豐富全面的碑刻資料。

（三）1990 年代至今

1990 年代之前的道經語言研究，研究者多為宗教學

者，多多少少涉及的詞義解釋也是為宗教思想研究服務

的，因此基本上可以說是「語言學家缺席的中國道教研

究」。葛兆光的〈道教與唐代詩歌語言〉一文曾論及道經

文獻語言的特點：「十年來，讀《道藏》，有兩個印象很

突出，一個印象是覺得道教語言很古奧，一個印象是覺

得道教語言很華麗。『古奧』是指道教經典的語言有很

濃厚的復古意味，從《太平經》時代起，道教就一直有

意在創造一種古拙的語言形式和神秘的詞彙系統。……

從語言形式上，是越來越古奧深澀，他們很愛模仿先秦

典誥和漢代辭賦的句式，讓人看上去似乎來歷很早，……

從辭彙上來說，道教很多術語都有『隱語』，……這些

隱語常常很華麗也很難猜。……『華麗』是說道教經

典的語言一方面追求古奧艱澀之外，一方面又追求流

彩溢金，有如金碧輝煌的道觀建築和五彩繽紛的道教

儀式。……常常用『金』、『玉』、『紫』、『絳』、『煙』、

『霞』一類辭彙意象來渲染與烘托意境，使道教經典的

語言風格十分華麗鋪張，在這一點上它又顯然借用了漢

代辭賦的技巧。」 17 〈關於道教研究的歷史和方法〉又作

了進一步闡釋：「道教語言就像古代的鼎一樣，總是有

綠鏽的，看起來斑駁古奧，也像錯金壺一樣，總是有意

弄得很繁複，裝飾性很強，可是現在還沒有深一步的研

究。現在據說是語言學的時代，語言分析是很流行的方

1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無能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世界宗教研究》1982.1: 17。

15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臺北：明文書局，1983）、《中國外丹黃白法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6    虞萬里，〈《黃庭經》新證〉，《文史》29（1988）: 385-408。

17    葛兆光，〈道教與唐代詩歌語言〉，《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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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是放著這麼一個有意思的課題，沒有人去做，不

是太奇怪了麼？就連一部好的道教詞典，現在也還沒有

呢，所以我想，在這方面，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方

法，都可以一試。」 18 這兩篇論文立論高遠，研討深邃，

頗具學術價值。

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道經語言的重要性逐漸引

起了語言學界的高度重視，道經語言的研究進入了自覺

的階段，不少學者開始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研究道經語

言，道經語言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

四川大學的俞理明教授可以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俞

先生以《太平經》為中心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文字

方面，〈道教典籍《太平經》中的漢代字例和字義〉從

三個方面研究了《太平經》反映的漢代的時代特徵的文

獻用字問題：一是反映漢代民間俗語的用字，二是保留

了一些可以佐證前人訓釋的用法，三是反映了漢字發展

演變過程中的特定的時代特色，從而肯定了《太平經》

在漢語史中的研究價值。此外，還著有〈《太平經》通

用字求正〉、〈《太平經》中的形近字正誤〉、〈《太平經》

校對補說〉等。 19 詞彙方面，俞先生有〈從《太平經》

看道教稱謂對佛教稱謂的影響〉、〈《太平經》的漢代熟

語〉、〈論道教典籍語料在漢語詞彙歷史研究中的價值〉

等， 20 其中，〈《太平經》的漢代熟語〉一文發掘了不少

具有特定的意義，罕見於當時其他文獻，但在《太平

經》中有很高使用率的熟語，開拓了中古漢語詞彙史研

究的領域。語法方面，俞先生有〈《太平經》中非狀語

地位的否定詞「不」〉、〈《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

詞「不」和反復問句〉，對《太平經》中極具特色的否

定詞「不」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助於瞭解漢代口語的真

實面貌。 21 俞先生另有專著《太平經正讀》，該書從編

排、文字、注釋、語法、音韻、句讀六方面修正完善了

《太平經合校》，解決了很多《合校》所遺留的語言文字

疑難問題，是近年來諸多注本中注釋水準最高的。近年

來，俞先生的研究逐漸擴大至其他中古道經。2009 年先

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天師道文獻詞彙描寫研

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六朝道

經韻部研究》，2011 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俞先生近期完成了《東漢佛

道詞彙新質研究》的書稿，其為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的

最終成果，主要內容有：東漢佛道文獻中新出的名物詞

語、東漢佛道文獻中新出的行為詞語、東漢佛道文獻中

新出的性態詞語、東漢佛道文獻詞彙新質分析。

連登崗〈釋《太平經》之「賢儒」、「善儒」、「乙

密」〉結合兩漢的時代用字以及思想文化的實際情況，

並聯繫上古、中古詞彙史，考釋了《太平經》中的「賢

儒」、「善儒」、「乙密」等詞，解釋精當。另外尚有〈《太

平經》語詞別義辨釋〉、〈《太平經》語詞再釋〉、〈釋《太

平經》之「賢柔、賢渘、大柔、大渘師」〉等。 22  

王柯〈《太平經》語詞選釋〉發掘了「內」（其實

義）、「要」（介詞，與）、「互」（阻攔、阻隔義）這些前

人未予關注的用法。又連載發表了〈《太平經合校》標

點拾誤〉（一）、（二）、（三），對《太平經合校》的標點

失誤作了系統整理。 23  

18    葛兆光，〈關於道教研究的歷史和方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1: 83。

19    俞理明，〈道教典籍《太平經》中的漢代字例和字義〉，《宗教學研究》1997.1: 51-55、〈《太平經》通用字求正〉，《宗教學研究》

1998.1: 39-42、〈《太平經》中的形近字正誤〉，《宗教學研究》1999.4: 13-15，28、〈《太平經》校對補說〉，《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2.1: 88-90。

20    俞理明，〈從《太平經》看道教稱謂對佛教稱謂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1994.2: 55-58、〈《太平經》的漢代熟語〉，《西南民族學

院學報》2001.S2: 10-12、〈論道教典籍語料在漢語詞彙歷史研究中的價值〉，《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4: 3-8。

21    俞理明，〈《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詞「不」〉，《中國語文》2000.3: 212-214、〈《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詞「不」和反

復問句〉，《中國語文》2001.5: 466-470。

22    連登崗，〈釋《太平經》之「賢儒」、「善儒」、「乙密」〉，《中國語文》1998.3: 222-223、〈《太平經》詞語別義辨釋〉，《西北師大學

報》1998.12、〈《太平經》語詞再釋〉，《南通師範學院學報》2004.1: 79-81、〈釋《太平經》之「賢柔、賢渘、大柔、大渘師」〉，

《宗教學研究》2005.2: 20-21。

23    王柯，〈《太平經》語詞選釋〉，《中國語文》2007.2: 189-190、〈《太平經合校》標點拾誤〉（一）、（二）、（三），《古籍整理研究學

刊》2005.3: 71-76、2007.3: 39-43、2007.4: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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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祖國〈《太平經》研究述評〉從校勘、詞彙、語法

三個方面，指出了當前《太平經》語言研究的成就、特

點、不足以及努力方向。此外還著有〈《太平經》語詞劄

記〉、〈《太平經》語詞釋讀獻疑〉、〈《太平經》與漢代社

會文化〉、〈試論道經語言學〉、〈《太平經》注釋指瑕〉、

〈《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注釋拾補〉、〈《周氏冥通

記研究》（譯注篇）補苴〉、〈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困境與

出路〉等， 24 目前正主持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青年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道經詞彙研究》。〈試論道

經語言學〉首次提出並論述了「道經語言學」 25 的概念，

以及建立道經語言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道經語言學的

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問題。〈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困境

與出路〉分析了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困難所在，並結合

實際，有針對性地指出了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出路。

董玉芝對《抱朴子內篇》研究較多，如〈《抱朴子》

聯合式複音詞研究〉、〈《抱朴子》複音詞構詞方式初探〉、

〈《抱朴子》複音詞在現代漢語中的變化〉、〈《抱朴子》特

指義拾零〉等， 26 對《抱朴子》內外篇的全部複音詞作了

定量分析，並對一些疑難詞語、詞義進行了考釋。

馮利華的博士論文《中古道書語言研究》（浙江大

學，2004）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古道經的著作，對中古

道經的俗字、詞彙、隱語等問題作了探討，多有創獲，

可惜研究的面還比較窄。 27 馮氏還著有〈《真誥》詞語

輯釋〉、〈陶弘景《真誥》的語料價值〉等，揭示了《真

誥》對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價值。馮氏還有〈道書隱

語芻議〉、〈道書俗字與《漢語大字典》補訂〉、〈中古道

書詞語輯釋〉等， 28 還主持了湖南省社科基金資助課題

《道經音義研究》。近年來漢語俗字研究的材料主要包括

敦煌遺書、簡牘帛書、碑文墓誌、史乘筆記、佛教典籍

等，而對於道教文獻的發掘尚屬空白，〈道書俗字與《漢

語大字典》補訂〉一文對道教文獻中的俗字進行了深入

的考察，填補了相關空白。

王敏紅相繼發表〈《太平經》詞語拾零〉、〈從《太平

經》看三字連文〉、〈《太平經》疑問句研究〉等 29 專門探

討《太平經》的語言，〈《太平經》疑問句研究〉一文對

《太平經》中的疑問句進行了全面統計，從疑問詞語及短

語、疑問句類型兩個方面剖析了其詞彙和句法特點，從

一個側面論證了東漢在漢語發展史中承上啟下的特殊地

位。王氏還著有〈《雲笈七籤》「臨目」釋義〉、〈《雲笈七

籤》詞語零劄〉、〈《雲笈七籤》「養」「迫」釋義〉等， 30 

24    劉祖國，〈《太平經》研究述評〉，《漢語史研究集刊》8（2005.12）: 380-393、〈《太平經》語詞劄記〉，《漢語史研究集刊》12

（2009.6）: 249-256、〈《太平經》語詞釋讀獻疑〉，《宗教學研究》2010.1: 45-48、〈《太平經》與漢代社會文化〉，《蘭州學刊》

2010.6: 201-204、〈試論道經語言學〉，《船山學刊》2010.3: 161-163、〈《太平經》注釋指瑕〉，《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0.12: 

52-54，86、〈《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注釋拾補〉，《宗教學研究》2012.2: 73-76、〈《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補苴〉，《殷

都學刊》2012.2: 83-86、〈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困境與出路〉，《中國道教》2012.5: 55-57。

25    「道經語言學」以中國道教經典的語言為研究對象，研究中國道教經典中的語言現象和規律。它是一門道教學和語言學相結合的

交叉學科，利用既有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去讀懂道經，把裏面的語言現象搞清楚，發

現其中的特點，進而總結道經語言中的規律。

26    董玉芝，〈《抱朴子》聯合式複音詞研究〉，《新疆教育學院學報》1994.1: 54-60、〈《抱朴子》複音詞構詞方式初探〉，《古漢語研

究》1994.4: 82-85、〈《抱朴子》複音詞在現代漢語中的變化〉，《昌吉學院學報》1998.1: 24-28、〈《抱朴子》特指義拾零〉，《新疆

教育學院學報》2004.4: 70-72。

27     馮利華，《中古道書語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

28    馮利華，〈《真誥》詞語輯釋〉，《古漢語研究》2002.4: 76-77、〈陶弘景《真誥》的語料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3: 17-24、

〈道書隱語芻議〉，《中國文化研究》2006.2: 64-74、〈道書俗字與《漢語大字典》補訂〉，《古漢語研究》2008.2: 86-90、〈中古道書

詞語輯釋〉，《宗教學研究》2010.2: 52-54。

29    王敏紅，〈《太平經》詞語拾零〉，《語言研究》2002.1: 95-96、〈從《太平經》看三字連文〉，《寧夏大學學報》2004.1: 5-8，127、

〈《太平經》疑問句研究〉，《古漢語研究》2007.3: 91-96。

30     王敏紅，〈《雲笈七籤》「臨目」釋義〉，《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1.5: 39、〈《雲笈七籤》詞語零劄〉，《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3: 

56-59、〈《雲笈七籤》「養」「迫」釋義〉，《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2.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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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釋了《雲笈七籤》中的一些特殊的疑難詞語。

周作明是俞理明的高足，近年在道經語言方面發表

了不少成果，如〈點校本《雲笈七籤》商補三則〉、〈點

校本《雲笈七籤》商補續――兼論道教典籍的整理〉

對中華書局李永晟點校本《雲笈七籤》中的某些有待

完善的地方作了商榷訂補， 31 並對道教典籍整理的重要

性及方法談了一些看法。〈從六朝上清經看佛教對道教

用語的影響〉認為佛道二教在發展中相互鬥爭，又彼此

融合，相互間的交融滲透在用語上也有所反映，文章以

六朝上清經為考察對象，發掘出一批深受佛教影響的用

語，並從源頭上對其加以分析。 32 〈從六朝上清經看文

化對文獻用語的影響〉考察了道家思想及道派文化對上

清經用語構造及意義的影響，角度新穎，結論可靠。〈試

論早期上清經的傳抄及其整理〉深入考察了早期上清

經的造作與流布，分析了東晉南朝上清經孳乳時的相互

傳抄徵引，研究了早期上清經的整理方法，特別是文中

列表展示上清經相互抄引的情況，為研究早期上清經的

異文提供了一條很好的線索。〈中古道經中的口語成分

及口語詞舉例〉從道典「十二部類」入手，分析了各類

道經的用語特點，舉例論述了早期道經中的口語成分和

口語詞，揭示了早期道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價值。

〈點校本《真誥》述評――兼論魏晉南北朝道經的整理〉

分析了中華書局點校本《真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

的問題，並從語料的電子化、異文的處理等方面談了魏

晉南北朝道經整理的方法。周氏關於道經整理的文章還

有〈《真誥校注》補闕〉、〈「道教典籍選刊」與道教古籍

整理〉、〈點校本《真誥》商補〉、〈《登真隱訣輯校》商

補〉，反映了周氏在此領域不斷探索。 33 2010 年獲得了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無上秘要》詞彙研究》。

浙江財經大學葉貴良教授近幾年發表了〈「歹羊」

字考辨〉、〈說「真」〉、〈敦煌道經形誤字例釋〉等文章，

並出版專著《敦煌道經寫本與詞彙研究》、《敦煌道經詞

語考釋》、《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敦煌本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 34 敦煌道經

擁有大量極具特色的語詞，為豐富漢語詞彙做出了很大

的貢獻，但長期不被重視，成為語言研究中的一個薄弱

環節，《敦煌道經寫本與詞彙研究》從文字、文化、詞

彙、歷史和思想等角度對敦煌道經中的詞彙作了全面深

入的研究，多所創新，是書榮獲浙江省社科聯第三屆社

科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兩部《輯校》則是敦煌道教文

獻整理的具體實踐，廣收異本，校勘精良，可謂後出轉

精。葉教授目前正承擔 2007 年浙江省社科規劃課題「敦

煌道教語言研究」以及 2008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

煌靈寶經語言研究」。

四川大學雷漢卿教授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

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漢魏六朝道教典籍詞彙研究」，

31     周作明，〈點校本《雲笈七籤》商補三則〉，《圖書館雜誌》2005.10: 76-78，68、〈點校本《雲笈七籤》商補續――兼論道教典籍的

整理〉，《圖書館雜誌》2007.2: 76-79。

32     周作明，〈從六朝上清經看佛教對道教用語的影響〉，《宗教學研究》2008.3: 4-9；劉屹、劉菊林，〈論〈太上妙法本相經〉的北朝

特徵――以對佛教因素的吸收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3: 14-20，認為《本相經》對佛教概念和詞彙的借用

有其特色，或可將其總結為「直接移植」（直接借用不改變意義）和「偷樑換柱」（雖保持佛教的名稱，但徹底改變了原有的佛教

意含）。兩篇文章互有異同，可對照閱讀。

33     周作明，〈從六朝上清經看文化對文獻用語的影響〉，《宗教學研究》2009.1: 17-21、〈試論早期上清經的傳抄及其整理〉，《宗教學

研究》2011.1: 46-50、〈中古道經中的口語成分及口語詞舉例〉，《漢語史研究集刊》15（2012）: 32-42、〈點校本《真誥》述評――

兼論魏晉南北朝道經的整理〉，《古典文獻研究》2012.15: 611-623、〈《真誥校注》補闕〉，《圖書館雜誌》2010.6: 78-80、〈「道教典

籍選刊」與道教古籍整理〉，《中國道教》2012.5: 50-54、〈點校本《真誥》商補〉，《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12.5: 72-75、〈《登真隱

訣輯校》商補〉，《嘉興學院學報》2013.1: 82-86。

34     葉貴良，〈「歹羊」字考辨〉，《語言研究》2004.3: 96-98、〈說「真」〉，《古漢語研究》2008.4: 88-93、〈敦煌道經形誤字例釋〉，

《敦煌研究》2009.3: 80-85、《敦煌道經寫本與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敦煌道經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

2009）、《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成都：巴蜀書社，2010）、《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成

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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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夏先忠、周作明，〈試論宗教文化對詞語意義及構造的影響――以東晉六朝上清經為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8.6: 121-124；

夏先忠，〈六朝道典用語佛源考求舉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11: 279-282；雷漢卿、周作明，〈《真誥》詞語補釋〉，《宗教

學研究》2010.3: 6-9。

36     夏先忠，〈從《上清大洞真經》用韻看它的成書年代〉，《敦煌學輯刊》2010.4: 183-191、〈從陶弘景詩文用韻看《登真隱訣》作者

及成書年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4: 9-13、〈《真誥》用韻年代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2.3: 125-129，145、〈論

《西升經》中的韻文用韻及成書時代〉，《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12.7: 103-105，132、〈試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中「三

寶章」非元後增補――兼談道經成書年代判定中證據的發掘與利用〉，《宗教學研究》2012.3: 59-62、〈《真誥》中的韻文〉，《漢語

史研究集刊》2012.15: 186-202、《六朝上清經用韻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37     陳增嶽，〈《太平經合校》補記〉，《文獻》1994.4: 219-228；王雲路，〈《太平經》語詞詮釋〉，《語言研究》1995.1: 15-19；方一新，

〈《抱朴子內篇》詞義瑣記〉，《浙江大學學報》1999.4: 57-61；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 1 輯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 152-177、〈六世紀漢語詞彙的南北差異――以《齊民要術》與《周氏冥通記》為例〉，《中

國語文》2007.2: 175-184，192；張婷等，〈十年來道教典籍詞彙研究綜述〉，《滁州學院學報》2005.4: 10-13；淩雲志，〈《神仙傳》

校讀劄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1: 57-59，91；劉曉，〈《太平經》的詞彙研究〉，《社會科學家》2006.1: 197-200；高朋，

〈「塚訟」的內涵及其流變――一種影響到喪葬習俗的道教觀念〉，《文化遺產》2008.4: 129-137；胡守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神仙傳》疑誤〉，《中華文史論叢》2009.4: 313-362，399-400；羅業愷，〈近二十年道教語言研究綜述〉，《宗教學研究》2009.3: 

62-66，6；方一新，〈從《抱朴子》4 組名詞看中古基本詞的更替演變〉，《漢語史學報》2010.2: 261-271；方一新、柴紅梅，〈《神

仙傳》的詞彙特點與研究價值〉，《古漢語研究》2010.1: 24-26；俞理明，〈《玄都律文》的用詞和《漢語大詞典》的釋義〉，《漢語

史研究輯刊》13（2010.6）: 261-274；陳祥明、亓鳳珍，〈《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匡正〉，《泰山學院學報》2011.1: 98-103；

許蔚，〈《曆世真仙體道通鑒》所見《真誥》校讀記〉，《宗教學研究》2011.1: 226-230；忻麗麗，〈道經詞語「離羅」考釋〉，《古

漢語研究》2011.4: 56-63；田啟濤，〈魏晉南北朝天師道典籍中的「縣官」〉，《宗教學研究》2010.4: 191-193、〈早期天師道文獻詞

語拾詁〉，《漢語史研究集刊》13（2010.6）: 275-283、〈也談道經中的「搏頰」〉，《敦煌研究》2012.4: 82-86。

38     碩士論文：黃建寧，「《太平經》複音詞初探」（四川師大，1997）；羅涼萍，「陶弘景編撰上清經中『神』、『仙』、『真』諸字研

究」（輔仁大學，2001）；汪業全「《道藏》音釋研究」（廣西師大，2001）；李娜，「《抱朴子》反義詞研究」（山東師大，2003）；

林金強，「《太平經》雙音詞研究」（華南師大，2003），王磊，「《真誥》連詞研究」（四川大學，2004）；周作明，「東晉南朝道教

上清派經典詞彙新詞新義研究」（四川大學，2004）；成妍，「《抱朴子內篇》詞彙研究」（南京師大，2005）；朱力，「《太平經》

在此課題下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夏先忠、周作明〈試論

宗教文化對詞語意義及構造的影響――以東晉六朝上清

經為例〉，夏先忠〈六朝道典用語佛源考求舉例〉，雷漢

卿、周作明〈《真誥》詞語補釋〉等。 35  

夏先忠博士近年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道經用韻方面的

文章，如〈從《上清大洞真經》用韻看它的成書年代〉、

〈從陶弘景詩文用韻看《登真隱訣》作者及成書年代〉、

〈《真誥》用韻年代研究〉、〈論《西升經》中的韻文用韻

及成書時代〉、〈試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中

「三寶章」非元後增補――兼談道經成書年代判定中證

據的發掘與利用〉、〈《真誥》中的韻文〉，以上論文說明

利用道經中的韻文用韻考證道教典籍的寫定年代是可行

的，同時也證明了道經用韻與當時文人詩歌用韻的一致

性，為考證道經成書時代開闢了另一途徑。夏博士還出

版了專著《六朝上清經用韻研究》，目前正主持 2012 年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古道經的韻

文和寫作年代研究」，其以已經初步確定的早期上清文

獻為基礎材料，逐一記錄其中的韻字和通押關係，描寫

各段韻文的韻譜，歸納出當時用韻的基本情況，並通過

與其他同時代文獻韻文韻部押韻情況的對比，分析其中

的異同，進而分析探求道經的寫作年代和作者的方言背

景，將陳國符、虞萬里先生從音韻考證道典成書的理念

發揚廣大。 36  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重要文章，如陳增嶽、

王雲路等論文， 37  也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此時期出現了一個可喜的現象，即一些年輕學人

開始有意識地把道經語言作為自己的碩士或博士論文選

題，這是非常值得推廣的，為道經語言研究的可持續發

展打下了基礎。 38 其中，劉文正的博士論文入選 2011

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對影響較大的道經的點校注譯是一項很重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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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繼出版了一些專著，如顧久《《抱朴子內篇》全

譯》，邱鶴亭《《神仙傳》今譯》，黨寶海譯注《長春真人

西遊記》，楊寄林《《太平經》今注今譯》，蕭登福《黃帝

陰符經今註今譯》、《南北斗經今註今譯》、《玉皇經今註

今譯》、《清靜經今注今譯》、《上清大洞真經今注今譯》、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注今譯》，（日）吉川忠夫、

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真誥》校注》， 39 王叔岷《《列

仙傳》校箋》，胡守為《《神仙傳》校釋》，（日）吉川忠

夫、麥谷邦夫編、劉雄峰譯《《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

篇）》，董恩林點校《廣成集》，王家葵《登真隱訣輯校》，

趙益點校《真誥》等。 40 這些著作出版後已有多篇書評

文章，上文已提及，茲不贅述。2012 年 7 月全國古籍整

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發布了「2011-2020 年國家古籍整理

出版規劃」，其中一項即為「道教典籍選刊（23 種）」，

整理者為丁培仁、董恩林、謝陽舉等，整理方式為點校、

注評，2011 年至 2018 年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二

總的來說，道經語言研究逐步有了較快的發展，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同時也應看到，道經的語音、詞

彙、語法、文字研究，尚處於一種不平衡狀態。每一部

分內各方向的研究，也不平衡。有的文獻研究很熱，如

《太平經》、《抱朴子內篇》，有的文獻卻少人問津，成為

研究中的空白點。語言學界對道教經典語言研究的範圍

還比較窄，研究視角不夠開闊，研究方法有待改進，缺

乏對道經語言的系統研究，尚未出現道經語言研究的通

論性著作，理論總結與創新需要加強。與佛經語言研究

相比，還顯得相當薄弱。

筆者認為，今後應該著力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做好道教經典的校勘整理。對數量巨大的道

經的語料價值進行梳理，大致整理出一份在道教史上有

重要地位、口語性較強、研究價值較大的道經文獻目

與東漢佛經判斷句比較研究」（四川大學，2005）；柴紅梅，「《神仙傳》詞彙研究」（浙江大學，2005）；曹靜，「《太平經》中的

同義連文」（四川大學，2006）；劉祖國，「《太平經》複音詞研究與《漢語大詞典》」（華東師大，2006）；劉湘濤，「《太平經》程

度副詞研究」（中南大學，2007）；單梅青，「《抱朴子內篇》副詞研究」（山東師大，2008）；邵素芝，「《太平經》中的『有』字

句」（吉林大學，2009）；郭曉東，「《仙傳拾遺》複音詞研究」（東北師大，2009）；張碩，「《太平經》單音節行為動詞配價研究」

（南京師大，2010）；孔珍，「《真誥》詞彙研究」（南京師大，2010）；劉吉寧，「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文字

研究」（廣西大學，2011）；牛秀芳，「宋以前道教碑刻詞語研究」（西南大學，2011）；劉彩紅，「敦煌本《太上洞淵神咒經》文

字與詞彙研究」（浙江財經學院，2012）；楊靜，「敦煌本《太上業報因緣經》文字與詞彙研究」（浙江財經學院，2012）。博士論

文：馮利華，「中古道書語言研究」（浙江大學，2004）；葉貴良，「敦煌道經詞彙研究」（浙江大學，2005）；周作明，「東晉南朝

道教上清派經典行為詞新質研究」（四川大學，2007）；劉曉然，「雙音短語的詞彙化：以《太平經》為例」（四川大學，2007）；

胡萍，「《太平經》被動式研究」（南京大學，2007）；劉祖國，「《太平經》詞彙研究」（華東師大，2009）；劉文正，「《太平經》

動詞及相關基本句法研究」（湖南師大，2009）；忻麗麗，「中古靈寶經詞語考釋」（南開大學，2012）；牛尚鵬，「道法類經書疑

難語詞考釋」（南開大學，2012）。

39     相關評論文章有：劉揚，〈《真誥校注》商補二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9: 223、何亮，〈《真誥校注》指瑕〉，

《古籍研究》55（2009）: 336-339。

40     顧久，《《抱朴子內篇》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邱鶴亭，《《神仙傳》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黨寶海譯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楊寄林，《《太平經》今注今譯》（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2002）；蕭登福，《黃帝陰符經今註今譯》（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南北斗經今註今譯》（臺北：行天宮文教基

金會，1999）、《玉皇經今註今譯》（臺北：行天宮文教基金會，2001）、《清靜經今注今譯》（高雄：九陽道善堂刊印，2004）、《上

清大洞真經今注今譯》（香港：青松出版社，2006）、《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今注今譯》（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日）吉

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真誥》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北京：中

華書局，2007）；胡守為，《《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日）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劉雄峰譯，《《周氏冥通

記》研究（譯注篇）》（濟南：齊魯書社，2010）；董恩林點校，《廣成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王家葵，《登真隱訣輯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1）；趙益點校，《真誥》（北京：中華書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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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這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然後對這些重要道經進行

標點、注釋（或校注、校釋、訓詁）、翻譯（或譯注），

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繼承這筆傳統文化遺產。 41  

（二）「道典中所保存的道教用語材料，作為一個特

殊社會團體的用語，既與一般漢語有所區別，又與一般

漢語有密切的聯繫。它以一般漢語為基礎，在相當程度

上反映了一般漢語的面貌；同時，又發展出了具有個性

的部分，並且反過來影響全民用語，部分道教用語通過

與其他語言社團的交際，滲入到全民用語中。」 42 要注意

研究道經語言對全民語言的影響，發現那些滲透到全民

語言中的成分。

（三）「語言是一種文化，  離開文化談語言沒有意義，

離開語言談文化也伊於胡底。追尋語言背後的文化意義，

或從文化的角度探討語言，還有很多課題可做。」 43 具體

到道經，要對儒釋道三教的互動關係予以考察，研究道

經語言對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的吸收與借鑒。

（四）有步驟、有計畫地展開道經語言的專題研究

（如口語詞、處置式、疑問句等）、專書研究（如《周氏

冥通記》、《登真隱訣》、《太極金書》等）、專類體裁研

究（如遊仙詩、步虛詞、神仙傳記等）、斷代研究（如東

晉、唐代、宋代等）、通代研究（如中古、近代等等），

進而出版道教專書語言研究成果、編著道教語言詞典

等。

（五）加強辨偽，綜合語音、詞彙、語法，嘗試從

語言上去推測道經成書年代。漢語史研究所依據的資料

必須年代明確，文本可靠。由於道經大多托之神授，其

編著者姓名和編著年代大多不詳。對於這種情況，一定

要根據時代背景、文獻著錄、思想內容、文體風格、語

言文字等，從多角度入手來進行考察。其中，從語言角

度推測作品成書年代在學界，尤其是佛經語言研究領域

已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44 在道經辨偽方面這種方法值得

借鑒。

（六）在細緻描寫的同時，進一步加強解釋，用現

代語言學的理論去分析解釋其中的語言現象。挖掘道教

語言中的規律性現象，力爭描寫出其語言的系統構成，

採用科學方法大力加強道教語言的系統性、窮盡性研

究。

（七）在做好一些基礎性研究工作之後，順應當今

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的大勢，逐步建立一門能把道教

學與語言學真正融合起來的新興學科――道經語言學，

以吸引一批專家學者來共同推動道經語言的研究。一種

研究要想成為一門學科，至少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研

究對象比較大，太小了就無法深入；二是已有相當的研

究成果，可以作為參考。道經語言研究已經完全滿足這

兩個條件。

道經文獻包羅萬象，可多角度進行研究，語言研究

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道經語言研究不但對讀懂

道經有直接幫助，而且也是漢語史學科不可或缺的一個

分支。 45 佛經語言研究早已進行得如火如荼，然而道經

語言研究界至今尚無一部全面系統的專著問世，這與其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極不相稱，可以說建立道經語

言學也是學科佈局平衡發展的需要。道經語言學是未來

道教學研究及中國語言學研究的新趨勢，具有廣闊的發

展前景。

41     中國道學權威卿希泰先生已指出此項工作之重要，在談道教研究的展望時曾說道：「四是開展道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包括注

釋、標點、譯為白話）。這項研究得到國內一些出版社的重視，也出版了一些道教典籍的注釋和翻譯，但將其像中華書局那樣系

統安排列入計畫的並不多，即使有系統安排的，其進展也很慢，趕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所以，這項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卿

希泰，〈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顧與展望〉，《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4: 54。

42     俞理明、周作明，〈論道教典籍語料在漢語詞彙歷史研究中的價值〉，《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5.4: 6。

43     蔣冀騁，〈三十年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4: 123。

44     最新的集大成之作當屬方一新、高列過，《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5      近年出版的漢語史研究著作有的已經注意到道教文獻語料的價值，例如周俊勳，《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綱要》（成都：巴蜀書社，

2009），頁 22-23、向熹，《簡明漢語史（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12、方一新，《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頁 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