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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历史沿革
（一）春秋战国时期——道教之

树耕耘播种
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战国时代

的方仙道，两汉的黄老道，是道教信
仰的起源。换句话说，鬼道、方仙道、
黄老道乃是道教的母体，是早期道教
的思想渊源或者说是道教的胚胎。
此时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信仰。

（二）东汉时期——道教之树破
土而出

流行于战国时代的方仙道，到秦
汉时逐渐没落，继之而起的是黄老
道。继黄老道而兴起的则是东汉顺
帝年间兴起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太平
道及西南地区的五斗米道两大教团，
主要流传于民间。太平道和五斗米
道因其教义简单、组织单纯，被称为
原始道教或早期道教。太平道创始
人张角发动黄巾大起义失败，从此销
声匿迹，太平道逐渐隐遁。五斗米道
逐步成为道教主流。

甘忠可、于吉、张角、张道陵等人
物都与道教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张
道陵的五斗米道有经典、醮仪、规诫
以及庞大的宗教组织，他的孙子张鲁
后来雄居汉中 20 余年，在民间影响
颇大。张鲁后又归顺曹魏，得封万户
侯，使张道陵的声誉与影响俱超过前
面3位，张道陵被后世推举为道教的
创立者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此时道教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神
学理论、教理教义，经典、教制以及组
织均不统一，这一时期的道教一般被
称作早期道教。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
之树茁壮成长

葛洪、寇谦之、陆修静与陶弘景
等高道名士对早期道教进行了改造
和充实，道教的教理教义、修持方术
渐趋完备，原来流行于民间的道教完
成了理论化、体系化与上层化的蜕
变，从江湖之远登上了庙堂之高。

葛洪的《抱朴子》是早期道教神
仙信仰的集大成之作。北朝寇谦之
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形成了北天师道，
南朝陆修静的改革形成南天师道，南
北天师道的形成，标志着对原始的民
间五斗米道进行改造充实提高的完
成。从寇谦之开始，道教获得了最高
统治者的正式承认，成为官方宗教。

茅山上清派的出现是这个时期
最重要的事件，这是道教中新出现的
一个派别，创始人是魏华存、杨羲等，
信奉元始天尊等神灵，以《上清大洞
真经》《黄庭经》为主要经典，存神、思
神、诵经、服气与咽液是其主要修持
方术。

（四）隋唐北宋时期——道教之
树枝繁叶茂

李唐皇帝自认太上老君李耳是
自己的族祖，故认为道教是皇族的宗
教，把道教列为儒释道三教之首，唐
玄宗时道教已近似于国教。该时期

的道教可用“鼎兴”“高涨”等词来形
容，道士的社会地位高，高道被诏请
入宫，询问政事，讲道说法；信徒人数
不断增多；宫观遍布全国；道教的经
典图书也日益增多，并汇编成《道
藏》。

北宋皇室幻想借神威以维护其
统治地位，所以延续唐以来的崇道政
策。宋真宗为自己制造了一位道教
祖宗“圣祖赵玄朗”；宋徽宗求得了

“教主道君皇帝”封号，把道教与政权
直接结合在一起，把道教抬到了历史
的最高峰。《水浒传》开篇第一回便是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
魔”，梁山好汉中坐第四把交椅的是
紫虚观道士入云龙公孙胜，他和他的
师傅罗真人在小说中被写得能呼风
唤雨、出神入化，正是那个时代最崇
尚的本领。

由于唐、宋文化思想的灿烂发展
以及佛道斗争的需要，唐朝与宋朝都
编辑了《道藏》，司马承祯等高道均著
书立说，道教在思想教义、修持方术
和科仪制度方面都向前进了一大步。

（五）南宋金元时期——道教之
树再发新枝

南宋金元时期，华北出现了全
真、太一、真大道等新道派，特别是全
真派的出现，道教之树再发新枝。

全真的意思是“全其本真”，即保
全作为人性命之根本的精、气、神三
要素，使其不受污染、亏损。全真道
是北宋以后最重要的道派之一，教义
修持方面主张“三教圆融”，要求信徒
读《道德经》《清静经》《心经》《孝
经》。修持方面，反对炼养外丹和符
箓驱鬼之术，主张炼养内丹，性命双
修，从追求肉体长生不死、飞升上天，
转变为精神超越长存而形体不离凡
间。

（六）明清民国时期——道教之
树逐渐枯萎

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道教发展总
体陷入停滞僵化阶段。明成祖时武
当道兴盛，张三丰、张宇初、陆西星是
明代的著名高道，真武大帝的信仰得
到强化。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是
迄今唯一保存完好的道教经书全集。

民国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与修
持方术渗透民间，道教文化浸透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基督教借
助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强势传教，加
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道教逐渐
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但
道教仍然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
活和风俗民情。

（七）新中国时期——道教之树
枯木逢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
宗教信仰政策的保护下，中国道教协
会于 1957年在北京成立。道教宫观
的建设、道教人才的培养、道教慈善
事业、道教文化研究、道教文化对外
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道教在我国台
湾、香港、澳门地区，在日本、韩国等
东亚国家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
南亚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
今全国有 1万多处道教宫观，道士 4
万多人，古老的道教顺应时势，正在
走向复兴。

《问道茅山三千年》②
张春蕾 夏和生

□ 张剑 马彦如

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也是研
究城市发展的独特视角。中国古代
的府城通常有两道城墙：子城、罗城。

润州罗城即当时镇江城的外郭，
规模较大，比大子城扩大了几倍，主
要向西、向南扩展。反映出镇江城市
在唐代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居民人
口大幅度增长，商业、手工业更加繁
荣，从而在唐代江南政治、经济、文化
中占有的地位日趋重要。

唐代修筑润州罗城志载有两次。
唐文宗大和年间（公元 827—

835 年），时任浙江西道观察使兼润
州刺史的王璠命人“凿润州外隍”“因
沟其城，凿深数长，役人得一方石，石
铭十二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
瑕，瑕即休’”。方石铭文经“京口老
人”讲析，为王璠凶兆。《新唐书·王璠
传》《太平广记》分别记载了王璠修筑
润州城的事迹。

唐僖宗乾符年间，镇海节度使周
宝在润州筑罗城作外郭。宋《嘉定镇
江志》记载颇为具体，曰“罗城，周迥
二十六里十七步，高九尺五寸，今颓
圯”云云。在罗城的城门中，志载的
鹤林、青阳二门唐代乾符年间确有其
名。

《太平广记》卷七十记载：周宝为
浙西节度使，治城隍到鹤林门时，挖
掘出一座古冢，棺椟将腐，打开发现，
有一女子人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腐
朽。周宝亲自到现场视察，改葬送行
时，棺内女子“坐于紫云，冉冉而
上”。此事传闻颇具神话色彩，但周
宝治城隍至鹤林门却是史实。鹤林
门，在鹤林寺北侧，其北门至两宋时
期仍存。

志载：周宝驻润州时，“募亲军千
人，号‘后楼兵’”(芙蓉楼又称“后
楼”)。光启三年（887）二月，周宝因
为兵变夜半惊起，“徒跣叩芙蓉门，呼
后楼兵，后楼兵亦反矣！宝率家人步
走出青阳门，遂奔常州”。可知青阳
门于乾符年间亦已存在。

考古人员曾于 1993年在市区阳
彭山工地，1996 年在铁瓮城东垣顶
部和气象台山工地、1998 年在塔山
桥段、1999年在东岳巷段、2003年在
北固山龙埂、2009 年在沪宁城际铁
路地段等地发现部分宋代罗城遗迹，
基本确定了罗城的东、西、南方向的
走向。

唐代润州罗城，周长二十六里十
七步，比之明清镇江城，周长要大一
倍，面积是其三倍有余。通过考古调
查、发掘，并结合史籍有关记载，可以
勾勒出润州城的粗略轮廓。罗城，以
北固山南峰的子城为基点，东侧应包
括花山湾古城的范围。在花山湾城
垣考古中，曾发现有唐代加筑或修筑
城垣的迹象，说明此城在唐代还继续

使用。循此向气象台——东门广场
方向，经过古青阳门继续向南延伸。
罗城的南垣东段，大致位于覆釜山、
虎头山北侧，而南垣西段从鹤林寺北
侧折向西北，北城垣亦从北固山南峰
的子城向西，沿长江岸边，越京口
闸。西城垣由京口闸外侧，向南经山
巷一带过登云门（位于宝盖山北侧，
至今地名依旧）、阳彭山、东岳庙巷，
斜向东南，与鹤林门抱合。

1998 年，考古人员在镇江老北
门金通工地发现了明代定波门瓮城
石垣，据考证当年城垣高约5米。同
时在明代瓮城城垣南侧还有唐宋城
门及城壕遗迹，说明此处即是唐宋罗
城的定波门所在。史料记载：“其时，
镇江府城城墙周长十二里许，高两丈
六尺，城门有四：东朝阳，西金银，南
虎踞，北定波。”

镇江市郊唐代墓葬的分布，则在
一定意义上成为确定润州罗城范围
的依据。唐墓在城东分布于北固山
东侧，花山湾城垣及京岘山西侧一
线，城南分布在覆釜山北边，城西南
密集分布于李家大山、阳彭山西南、
宝盖山东麓一线。出土的唐墓志中
还反映出城郭周围的部分乡名和位
置：唐时的李家大山称阿育王山，西
部及宝盖山属万春乡，山之东侧则属
竹里乡，城南覆釜山、黄鹤山一带称
宝山乡。其中，有两方墓志具体标明
墓地的地望在罗城外侧：一是徐巽墓
志，内有“葬润州丹徒县郭西南阿育
王山之西北原”的内容；另一方是荀
夫人墓志，内有“于当州郭西万春乡
阿育王山西南原”的文字，进一步表
明了墓地与城郭之间的位置关系。

唐宋罗城总体地势比之铁瓮城
和京口城已是平地为主，古城街衢随
着大运河漕运的发展而繁荣，城内

“民居商肆夹渠而列”，丁卯桥唐代金
银窖藏的出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镇江（润州）彼时的繁华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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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罗城虎头山段遗迹

宋代《嘉定镇江志》
记载唐代罗成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