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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中华数千年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道教文化是最为灿烂的一枝。

自祖师张陵创道以来．历二千余年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道教文化日积

月累。青城山最终形成了道教文化的集大成之地。

历史上。青城山道教几经兴废。有唐宋之大盛。也有明末之式微。然

而．在历代道众的百般努力下。青城山道教经历几多风雨才顽强地走到如

今．青城山道教文化在百般呵护下才得以绵长传承。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的这些年。青城山道教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青城山道教文化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使我辈道门中人倍感欣慰。

修志的目的在于教化、存史。意在铭记青城山道教走过的每一个里程。

修志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传承文化．意在让丰富多彩的青城山道教文化传之

后辈。修志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让青城山道教文化服务于社会。在构建和

谐社会和推动地方旅游经济腾飞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道无为而无不为。愿此志功德圆满。

谨以此志纪念付元天大师羽化十周年。

成都市道教协会会长青城山道教协会会长 张明心

2∞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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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青城山在历史上名称很多。从汉以来．到两晋、隋唐直至开元十八年

都叫清城山．这时清城山的清字．是有三点水的清字，青城山的大字岩石

刻．就可以证明。

庸开元十八年．对青城山来说是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被E赴寺

僧占据了二十多年的常道观在唐玄宗的亲自过问下。终于归还给道士了。

青城山天师洞的《开元唐碑》又称为《延庆观手诏碑》就记载了唐开元年

阃处理青城山道佛之争的“通天公粜”．

道佛之争的由来是这样的：武则天称帝之后．实行了抑道扬佛的政策。

公元693年武则天还公开规定了佛先道后的顺序．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全

国范围内引起怫道两家之间长久存在的纷争升级．作为道教开宗圣地的青

城山当然不可能回避掉这种矛盾。山外的飞赴寺的僧人．趁着道教受到打

击的机会．夺占了常道观这座道教的重量级宫观。并且一占就是二十多年。

幸好，唐朝的中必之主唐玄宗推翻了武氏王朝．恢复了李唐天下．这样．

用为有了唐玄宗这位崇尚道教的皇帝．青城山的佛道之争才能够得以彻底

解决。唐开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唐玄宗御救诏书．令“观还道家．寺

依山外删所．使道佛两所备有区别，、为了落宴好这件在全目椰有秘太影响

的公案．唐笛宗差遣内品官毛景怀．道L王仙卿捧ifi米到蜀州．在蜀州地

方官的协助下．终于将飞赴寺迁回儿I外旧址．什城山道f。艰新回到阔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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