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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曾维加，男，汉族，1973年7月生，四川乐山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2004年于四川大学道

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道教与民间信仰、地方宗教文化研究。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

《世界宗教文化》《中国道教》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译文2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3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入选重

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重庆市第二批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

 

二、主要学术经历

1992年9月-1996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攻读本科学位

1998年9月-2001年7月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攻读宗教学硕士学位

2001年9月-2004年7月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

2005年4月-2007年4月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7年4月-2015年12月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

2016年1月至今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三、科研成果

论文类：

1.净明道祖师胡超考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8期

2.忠县唐寺略论，《首届佛教禅宗聚云法系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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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代道教的多维度审视：20世纪末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译），《中国道教》，2012年2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宗教》2012年4期）

4.“永嘉南渡”与天师道的南传——再论焦湾侯家店道教六面铜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3期

5.原道论与道教生命哲学的维度，《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4期

6.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译），《宗教学研究》，2011年2期

7.盛唐时期的道教与政治（译），《宗教学研究》，2011年3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11年6期）

8.安史之乱到晚唐的道教与政治（译），《宗教学研究》，2011年4期

9.道教的传播与政治—以新天师道为例对早期道教传播体系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6期

10.道教的地震观，《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6期

11.清虚无为与血牲祭祀——从“鬼道”看蜀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6期

12.唐朝道教研究——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译），《宗教学研究》，2010年2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宗教》2010年第4期）

13.Essence, Breath, Spirit and the Dao，《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2009年11月

14.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10期

15.成都平原的树崇拜与道教关系探奥，《宗教学研究》，2008年1期

16.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1期

17.从楼观道看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转型，《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5期（全文收入《长安学丛书·宗教卷》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

18.道教生命哲学的内在构造及现代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4期

19.壮族地区的三元信仰崇拜，《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4期

20.《太平经》中的家族伦理观及其在道教组织中的表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11期

21.道教传播中的语言媒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1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03年第3期）

22.道教洞经音乐漫谈，《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2期

23.从《太平经》与《老子想尔注》看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形成，《求索》，2003年5期

24.心理意象在道教传播中的作用，《弘道》，2003年15期

25.道教语言传播媒介特点分析，《宗教学研究》，2002年4期

26.试论宗教的社会控制作用，《宗教学研究》，2000年4期

著作类：

1.《西南和平法会特刊校注》，巴蜀书社2013年

2.《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译），齐鲁书社2012年

3.《道教的社会传播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2010年

 

四、承担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巴渝寺观研究，项目编号：16BZJ035，在研

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巴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编号：10CZJ012，结项



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9XJCZH012，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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