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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岂 之

    多年来，王士伟同志钻研楼观道，积累了许多资料，在道
教的研究上酝酿出一些值得重视的学术观点。所有这些，都凝
结于他的著作 《楼观道源流考》一书中。

    十多年来学术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产生了许多
高水平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中国儒学的研究更加突出。关于中
国传统文化，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在中国观念文化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 ( 这二者有一定联系，但它们含有
不同的内容和研究对象) ，近儿年来不但发表了一些有创见的论
文，而且很有份量的专著也正在陆续出版。这是十分令人高兴
的事。今年5 月在西安召开的老子思想研讨会上，有的学者介
绍说，国外汉学界对 《老子》一书特别重视，关于它的各种外
文译本已达 140 多种，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可观的数量。这种
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为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哲学和
人生哲学中确实孕育着科学发展的幼苗，含有人类高级理论思
维的种子。同时现代 1: 业社会所带来的若于弊端，如自然生态
之被破坏，如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对于人的心灵之破坏等等，
在迫使有识之士去加以思考和提出综合治理方案的时候，人们
往往从中国古老的道家学说中受到智慧的启示。当人们在工业



社会被紧张的劳动压迫得精疲力竭之时，往往想从宗教意识中
寻找安慰，使灵魂暂时得到安定。于是人们才发现中国道教中
竟有那么多的养生之道，那么多的净化灵魂的药方。‘西方人惊
奇地望着东方，他们想了解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也想了解中
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

    在这个时候，学术工作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对道教的表层和
内核，对它的宗派，对它的教义等等进行科学的研究。简单的
摇头和首肯都不会令人满意。人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人们
不喜欢简单地从某些定义出发，去做演绎式的文章; 人们一也不
喜欢江湖式的卖艺方式: 来买吧，这里有使你长生不老的灵)、于
妙药! 所有这些都令人厌烦。人们需要的是科学说理。

    谈到道教，人们不能不想起楼观，特别是西安市和陕西省
内的读者都知道楼观在西安之侧。德年春秋两季这里有许多游
客，他们欣赏着石刻的 《道德经》五千言，他们从楼观回到自
己的住处以后有什么印象呢?

    看来对楼观需要作仔细的研究。王士伟同志在上述的文化
背景下，从 1983 年开始对楼观作研究，到明年 ( 1993 年) 恰好
是整榷 10 年。“十年寒窗”可不简一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
给我的信中说，他重点对楼观及祖庵重阳宫、八仙宫、华山等
宫观进行实地调查，将未收人道书的几十通楼观碑石全部摘抄，
加以研究，并查遍今存楼观经籍资料，还再三地向老年道士
请教 。

    不仅如此，士伟又将道书和碑石中的道史传记加以辨正，
与古代史籍 、诸子书、方志、杂记等相互比较，以辨真伪，用
力甚勤。例如，他在 “老子、关尹和楼观”一节中，对道 书肯
定老子和楼观 ( 及道教) 有宗教承传关系表示存疑，他根据
《庄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反复研究，认为
老子去周、过关、人秦、会见关尹，确是史实，但这只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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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文化学术活动，并非是宗教的承传关系。又如，《楼观内
传》称楼观道始于尹喜，秦汉时期有道士居观中承传老子、关
尹道法，而士伟在查阅有关资料以后则认为秦汉时期楼观可能
有隐逸之士在这里，但还没有形成教派。《楼观内传》所述为传
说，未必就是事实。总之，士伟在他的书中对传说作了不少的
辨正工作，这是有益的。

    汉魏道书大都追求肉身不死、长生成仙，唐末五代特别是
盘元以后的全真道则放弃了肉身不死之说，主张以识心见性、
先性后命为修炼目标和修炼原则。这一转变，士伟在书中从社
会的演进、科技的发展诸方面来加以说明。这很有说服力。科
学的原则是不能背离的。现在有少数研究道教的人竟有主张肉
体不死为可信的种种提法，那就距离科学的研究十分遥远了。
士伟的书批评了这种说法，但他认为在道教的 “求长生”中含
有使人健康长寿的若干方法。内丹派、全真道重视识心见性，
注意心理卫生、精神修炼、道德修养等在养生中的作用，留下
了值得借鉴的养生文化遗产。不少全真道书 ( 元明后楼观也是
这样) 尽斥药物、导引、按摩、吐纳为 “左道旁门”，全部加以
排斥，这就失之于偏颇。关于这些，士伟在他的书中尽可能地
作了分析。

    《楼观道源流考》虽以楼观道为论述重点，但其内容并不完
全局限于楼观道，而是以楼观道为解剖之重点，透过沙粒看世
界，旁及中国整个道教历史文化。

    士伟对我说，他希望他的书 “将道教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
对象，而不是崇拜、欣赏的对象，子以科学的论述”。这样的想
法符合科学的要求。，但是，在这么多篇幅的一部书里，可能有
些章节内容丰富、}Y. 论公允; 也可能有少数则需作进一步研究，
这就需要各界朋友们加以公允的评论。

                                          1992 年 10 月25 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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