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界自办媒体的成功范例——十四年来
的《上海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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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十四年来《上海道教》办刊所走过的历程、办刊特点及社会影响、面临的矛盾和读者建议，在

问卷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作了归纳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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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上海道教》创刊于1988年，至今已有十四年了。《上海道教》伴随着上海道教界前进的 步伐，紧

紧围绕办刊宗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十四年来，《 上海道教》在全国

同类刊物中赢得了声誉，可谓道教界自办媒体的成功范例。为了解该刊物 的发展历程、风格特色、社

会影响、内容结构以及读者对她的评价，促进该刊物的进一步发 展，我们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6月

对之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选择调 查对象，调查对象包括该刊的编辑部成员、上

海道协负责人、撰稿人和读者(订阅者)。调查 以邮寄问卷的方式进行，兼以少量的访问。 

一、《上海道教》的创办和运行模式 

“文革”时期，道教受到严重冲击，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国

家有关法律得到健全，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道教和道教文化也获得了新生 。在这一背景下，

《上海道教》于1988年12月正式创刊，是国内仅晚于《中国道教》创刊的 道教杂志。 

《上海道教》的创刊是上海道教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突出地表现了上海道教界与学 术界密切

合作结出了硕果。“文化大革命”对道教的冲击很大，道教协会意识到振兴道教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道教协会在成立上海道学院的同时注重研究学理，弘扬传统优秀文 化。在上海道教协会成立之

初，便特邀著名的《易》学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雨廷先 生担任副会长，从组织上、制度上保

证了与学术界的合作。1987年该协会创立了道教文化研 究室，负责道教文化的研究、宣传。不久，潘

雨廷副会长提议创办一份上海道教界自己的学 术刊物，得到了时任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



莲笙道长和协会内其他有识之士的支 持，并决定由潘先生负责筹办。经陈道长、潘先生等人的协商，

由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潘雨 廷、常务理事张源勋，以及杨友仁(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审、上海文史

馆馆员)、林其锬( 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现为研究员、上海市五缘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刘仲宇(时 为上海教育学院讲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等学术界人士参加筹备组。经半年余的筹 

措，刊物初具雏形，并定名为《上海道教》，于1988年12月出了创刊号。 

《上海道教》的创办与整个时代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近代，信息传播的手段开始多 样化，杂

志已成为一种主要的传播媒介。道教界为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采取杂志这一载体来 传播道教文化。在

访谈中，当年参加筹备工作的几位先生告诉我们，上海曾有兴办宣传和研 究道教的刊物的传统。如二

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陈撄宁等道门人士，曾谋求积极扩大道 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将振兴道教与

振兴国家、振兴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当时以出版“善书 ” 为宗旨的上海翼化堂创办了两种道教杂

志，即《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扬善半月 刊》于1933年7月1日创刊，1937年8月停刊，总

共99期，由陈撄宁、常遵先、汪伯英等任主 笔。该刊是专门的仙学期刊，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为宗旨。《仙道月报》于 1939年1月创刊，1941年8月停刊，共有32期。由陈撄宁等任主笔，

张竹铭、汪伯英为编辑， 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道教刊物。该刊以宣扬仙道为主旨，宣称“本刊绝对不谈

政治，研究仙道 学术原理，讨论仙道实践工作，宣扬道家真实教义”等。这两本道教刊物在近代中国

具有较 大影响，是道教近代化的重要标帜。但这两个刊物，都是私营书局出资，与整个道教界几乎 

没有多大的关系，不久就停办了。然而，这种积极运用近现代媒体，以研究和弘扬道教文化 的做法，

却在上海道教界的有识之士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 放给中国带来了新

的发展生机，同时也给道教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有了陈 撄宁等人的尝试在先，上海

道教界就比较容易以现代传媒的形式来宣传和发展道教；重视创 刊和刊行自己的学术刊物。 

《上海道教》系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会刊。其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道 教优良文

化传统为中心，致力于沟通道教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增进道谊，交流教务，办成具 有学术性、文献

性、艺术性、健身性和导游性的综合性刊物。辟有：道教史研究、文艺荟萃 、道教人物、名山宫观、

斋醮科仪、道教诸神、众术探索、道教论坛、道教养生、信息总汇 、道教和科技、道教知识问答等32

个栏目。 

《上海道教》的办刊经费由上海市道教协会筹措，同时，也得到了海内外善信的支持、赞 助。1989

年和1990年，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上海市道教协会一度经费十分困难。但编辑部 仍然克尽责守，惨

淡经营，努力出了四期(每年两期，采取1、2期和3、4期合刊的方式)。当 时任上海市道协副会长、浦

东钦赐仰殿主持张文希道长还主动为刊物筹措了二万元，使其 在最困难的时期得以运转。1991年后，



恢复正常出刊，一年四期，每季度末出版。到2002年 底，共连续出版53期。 

《上海道教》从创刊始，潘雨廷即任主编，杨友仁任副主编。1991年12月潘雨廷先生不幸 病逝，次

年起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道长任主编。2000年起，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丁常云任主编。编

辑部采取较为严格的刊物编辑规范，一般由负责编 务的先生将稿件分发给各位编委初审，通过后再经

副主编、主编二审和终审，方予排版发行 。由于运作较规范、把关较细，十四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事

故，而且刊物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到目前为止，它是继《中国道教》之后，问世较早、运作最正常、

出刊最规范的地方性自 办道教刊物。 

二、《上海道教》的办刊特点 

调查发现：读者接触的其他道教类杂志主要有：《中国道教》、《三秦道教》、《福建道 教 》、

《茅山道院》以及港台道教刊物，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中国道教》。《中国道教》作为 中 国道教界

唯一公开发行的刊物，面向全国，必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它报道性的文章 较多。另一些由道教

界创办的刊物则注重宣教。《上海道教》与其他道教类杂志相比，它 的学术性文章较多，注重道教文

化的研究。刊物风格主要体现为：学术性、文化性和时代 性。 

1 学术性。《上海道教》自发行以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关心、重视，特别是学术界人士 的大力支

持。他们为该杂志提供了许多学术性强、质量高的文章。调查显示，有半数人向《 上海道教》投过稿

件而且几乎都被录用了。他们多数是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有文 学、历史、科学技术史等)开

展对道教和道教文化的探讨。他们发表的篇数不等，一般为1— 2篇，最多的发表了8篇。这些稿件的

题材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学术类(52 5%)；其次是养 生方面(15%)、历史典故(15%)和学习心得

(10%)；生活感悟较少，仅占2 5%；还有其他方面 ，如通讯报道、诗文对联等占5%。 

《上海道教》被北大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研究会共同组织研制的新版《中文核心 期刊要录

总览》选为宗教类核心期刊，其学术性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道教论坛”、“道教 史研究”、“藏外

道书研究”等栏目的文章学术性、理论性强，颇具学习和参考的价值。 

2 文化性。《上海道教》以她独特的视角、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弘扬道教文化方面作出 了可喜的

成绩。“道教人物”、“文化荟萃”、“名山宫观”、“经籍研究”等栏目以特有 的文采将道教所独

有的文化性、知识性和哲理性熔为一炉。 

读者对《上海道教》杂志中感兴趣的栏目分布情况：(表2 2-1) 

 

栏目比例栏目比例栏目比例 

道教史研究13 5%信息总汇9 8%道教和当代生活9% 



道教人物10 9%养生之道9 6%文艺荟萃8% 

道教诸神9 9%斋醮科仪9 3%道心6 7% 

藏外道书研究9 8%名山宫观9%其他2 6% 

读者认为还应该增设的栏目分布情况：(表2 2-2) 

 

增设栏目比例增设栏目比例 

文物与史料19 4%道教人物10 9% 

海外道教17 6%读者来信10 9% 

修身养性13 3%学习园地8 5% 

道教仙话13 3%其他6 1% 

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读者对《上海道教》所设的栏目都比较感兴趣，尤其对 “道教史研究”、

“道教人物”、“道教诸神”以及“名山宫观”这几个栏目感兴趣。他们 也比较关注道教界的发展情

况 ，并希望多介绍一些养生之道。读者希望获得更多的文化 熏陶，刊物多介绍和宣传道教的经典文

学艺术作品和道乐、道画、神像雕塑与宫观建筑等珍 贵的道教艺术品；增加对道教史料以及港澳台道

教发展状况的介绍。这种要求与他们感兴趣 的栏目是吻合的。另外，编辑部需要增加同读者的交流，

增设“读者来信”这一栏目。有82 %的调查对象认为不需要删减栏目，这一方面表明他们对刊物已有

的栏目较为满意，同时也 说明他们希望了解道教文化，提高道教素养的强烈需求。 

3 时代性。调查发现84 5%的读者阅读本杂志主要是由于关注上海道教的发展情况、对 道教感兴

趣。如何引导道教适应时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是《上海道教》十四年来 一以 贯之的宗

旨。她作为新时代传播道教文化的载体必然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有关，特别是与上 海的时代特征有

关。她以平和朴实、循循善诱的风格，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

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刊物紧贴现实，结合国家大 事，以较大的信息量刊登一些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文章，宣传党的大政方针 和宗 教政策法规，报道上海道教界的重大

活动、会议及其服务社会、有益人民群众的善行。十四 年来，《上海道教》有大量的文章侧重于这方

面：如“本市要闻”共计27条、“信息总汇” 共计269条、“道教与当代生活”共计104篇。 

四个时期《上海道教》32 ①个栏目的文章数分布情况(单位：篇)(表2 3-3) 

 

年度栏目198 8-19921993-19961997-19992000-2001总计 

道教论坛2634182098 



道教史研究24177250 

藏外道书研究152-8 

道教人物231213755 

道教诸神4155-24 

文艺荟萃31382920118 

名山宫观2237192199 

港台道教1897337 

海外道教962219 

道教知识讲座-14211247 

道教知识问答11--112 

学习园地41931036 

文献考释459119 

诗词选刊--7-7 

气功丹法81-413 

众术探索-311317 

仙话传说579425 

养生之道67-417 

道教文物631-10 

斋醮科仪-54-9 

道教与科技---23 

道教徒修养754-16 

道教风范-24-6 

道心-6--6 

洞天纪胜211-4 

道教音乐-1-34 

信息总汇511063973269 

道教和当代生活 ②-633011104 

本市要闻-13-1427 

悼念或祝贺文章5183-26 



其他26-311 

总计2704582382331199 

三、《上海道教》的社会影响 

十四年来，《上海道教》一直持之以恒地贯彻既定的办刊宗旨，走出了自己的办刊道路， 也取得了

相当的社会影响。总的来说，它以学术性强、文化品位高而得到道教界内外人士的 广泛肯定。 

《上海道教》宣传道教信仰和有关知识，进一步提高了道教界的宗教素养和文化修养，促 进道教的

健康发展。《上海道教》中有许多文章被转载或编成集子出版。最为有名的是林其 锬在《上海道教》

上发表的“五缘文化论”(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后来成为学 术界普遍关注的一种学说，

在各个领域都被应用。上海市还成立了“五缘文化研究所”，影 响几乎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统战

的理论之一。刘仲宇、陈耀庭主持的“道教知识问答” ，后来集为《道·仙·人》。陈莲笙道长发表

的“道教徒修养”讲座(共八讲)集成了《道风 集》，并于1996年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个

栏目都比较有系统，解决了有关道教 文化及道教界的具体问题。上海道教界还通过本刊与港、澳、台

的道友，海外道教信徒和道 教研究者沟通信息、加强交流。另外，《上海道教》早已名扬海外。据丁

常云道长介绍，国 外有许多人委托国际图书公司订阅本杂志。但由于本杂志属于内刊，使不少道教信

徒和研究 者感叹寻觅不易。 

从调查情况来看，多数被调查者都非常关心《上海道教》的发展，有62%的人曾给编辑部 写过信。

这反映出读者群和学术界对杂志的一片热心。大多数调查对象经常阅读《上海道教 》，占78%；有时

阅读的占18%；偶尔读的占4%。他们最初接触本杂志的渠道主要有在道观里 看到的(32%)、赠送的

(26%)、别人介绍(22%)、在图书馆看到的(20%)。可见，大多数读者是 通过参与同道教有关的活动而

接触本杂志的。读者阅读本杂志的渠道有：50%的人由杂志社 赠送、18 2%的人向编辑部订购、16

7%从宫观供销点购买、9 1%的人由亲友推荐、6 1% 的人在图书馆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

海道教》作为内部刊物的局限性。认为《上 海道教》文章的难易程度的情况是：40%认为比较容易、

34%认为很容易、26%认为一般。 没有人认为不易看懂或根本看不懂。由于本杂志的受众群体文化程度

偏高，因此普遍能读懂 。《上海道教》的创刊目的之一是提高上海道教界的思想水平，传播道教文

化。这十四年 来她在这方面是否真正达到创刊者当初的设想呢?我们从问卷的反馈情况来看，应该说

还是 起到了很大作用。调查对象认为阅读本杂志的收获主要是增加了关于道教的知识(37 9%)， 增

加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34 5%)、其次是明白一些养生之道(19 8%)。还有一些人认为可 以了解上海

道教的现状，杂志中的一些学术文章可以作参考等等(7 8%)。 

四、《上海道教》面临的矛盾和读者的建议 



十四年来，《上海道教》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其本身的发展还存在 不少矛

盾。被调查者对此也有所反映。 

读者认为《上海道教》杂志需要改进的方面有：(表4-4) 

 

封面设计方面比例内容方面比例 

封面图案42 4%选材39 3% 

色彩23 7%文章质量31 1% 

文字编排13 5%内容编辑2 3% 

文字设计11 9%其他6 6% 

其他8 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1 编辑部的力量有待加强。从调查来看，封面设计方面的不足主要集中在封面图案、色 彩、文字

编排、文字设计，而这些都属于美工方面，与编辑部的力量和编辑人员的组成情况 有关。由于目前

《上海道教》的编委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缺乏固定的美编。这在编辑部引 进专业美工之后能得到有

效的解决。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要求封面的图案和色彩加以改进。编 辑部可以选择表现道教悠久的历

史、突出时代特征的封面；所使用的颜色最好能令人赏心悦 目。  

2 稿源少、稿件内容单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杂志的内刊性质。《 上海道

教》是一本内刊。而在目前情况下，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不被统计为学术成果，因而 吸引不了相当数

量的学者向《上海道教》投稿。本杂志的作者群规模小，稿源较为紧张。这 造成编辑部对文章的挑选

余地较少，文章的选材过于单一，文章的质量有待提高。体裁要拓 展，内容要新颖，文风要生动流

畅、有可读性。当然，要建立一个广泛的作者群非短期内所 能实现。因此，杂志所能做到的是需要

《上海道教》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如加强与已有作者 的感情联谊等。其二也与编辑部组稿措施无力有

关。创刊之初，编辑部对于组稿给予高度重 视，每期重头文章皆由编委们通过自己的联系网络向相关

的专家、著名人士约稿，并在提供 给二审前，认真审读，必要时还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因此稿件的

质量和数量都能得到保证 。但在近两三年中，编辑部主动组稿较少，影响了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同时

降低了刊物对一 些重大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的能力。 

3 发行渠道有待改善。《上海道教》是内部刊物，虽然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陈列，但 在发行渠

道、读者范围上远不及《中国道教》。对于购买本杂志的读者而言，认为《上海道 教》容易买到的占

42%、认为不容易买到的占30%、认为一般的占28%。认为本杂志定价合理 的占72%。有较多的读者反



映，希望《上海道教》从“内刊”转为“公开发行”。若本刊拥 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既可扩大上海道

教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上海道教的地位、满足众多道教 信徒和研究者的需求，又能提升杂志本身的档

次，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学者和道教界人士投稿 ，使《上海道教》成为弘扬道教文化、进行传统文化研

究的重地。上海道教协会一直在努力 争 取办公开发行的刊物。但由于目前我国刊物审批体制的硬性

规定，因此《上海道教》的公开 发行还有待时日。 

有不少热心的读者在问卷的空白处写满了他们对刊物的建议和期望，这于办好《上海道教 》有极好

的参考价值。读者们的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 

1 本杂志需要改进的方面：封面应多印道教诸神；封二、封三应改进，因为多是开会、 领导的照

片，内容单一，缺乏生趣；多一些贴近当代生活的材料；印刷质量也要提高。 

2 本杂志需要增设的方面：增加一些与读者交流的栏目，如问题讨论等。增加有关 丹法、符咒、

道教对医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影响的内容；较为系统的提供一些道教文物、 神像、斋醮、宫观的照

片，以多种形式宣传道教文化；增加仙道游踪这一栏目。 

3 扩展载体形式：随着当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扩展了原有的空间概念，虚拟空间成为不 少宗教宣

传自己的新领域。港澳台地区的道教已经开始在网上宣道，而大陆仅有一些宫观在 筹建自己的网页。

本杂志可以作为纽带，告知读者有关宣传道教的网站或网页，以便通过网 络技术扩大道教的影响。有

读者就希望本杂志提供港台与内地宫观网址、参谒路径以及电话 ；介绍道教类的资料和刊物的邮编、

通信地址、内容及其特点等；提供道教类音像制品的购 买途径等。总之，要力所能及的为读者提供进

一步了解道教、道教文化的方式和途径。 

《上海道教》在这十四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了广泛的海内外影响； 树立了学

术性强的杂志品牌；有相对固定的学者型作者等等。当然这得益于有关领导的支 持，编辑部和作者的

努力，还有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上海道教》本身存 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矛

盾，尚有待于上海市道教协会、《上海道教》编辑部认真考虑， 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附言：本次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从开始进行到调查报告的完成历时近一年。虽 说有过一

些困难，但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体会到了众多人对《上海道教》所 抱有的深厚感情，

更看到了《上海道教》的未来。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我们对《上海道教 》的感情也与日俱增，这是

一般人所体会不到的，为《上海道教》之喜而喜，为她所忧而忧 。我们期待这次调查能对《上海道

教》的发展起到微薄之力。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海道协史孝进会长和丁常云副会长两位领导的支持，编辑部也 给予了有

力的配合，同时还要感谢众多受访者的积极配合。另外《上海道教》的两位主要编 委刘仲宇研究员、



  

林其锬研究员给予了非常有益的指导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深深地谢意。 

（责任编辑：曦和）  

 ①32个栏目数系《上海道教》创刊十四年来常见的主要栏目数。 

②“道教和当代生活”包括时事、法律、领导讲话等贴近现代生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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