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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饶宗颐生于潮州，其父饶锷先生为当地富商，好读书，曾撰《佛国记》疏证，藏书之地名为天啸楼，为粤东最大的藏书楼。饶教授幼
承家学，讲学欧美诸国，著述等身。十七岁继承父志，编纂《潮州志艺文志》，二十余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１９５２—１９６８年受聘香港大
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其后，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系主任（１９６８—１９７３），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１９７２），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１９７３—１９７８），法国高等研究
院宗教学部客座教授（１９７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客座教授（１９８０）等职。
　　②关于饶宗颐教授之字号研究，郑炜明、陈玉莹认为“可暂定如下：先生饶氏，初名福森，小字百子（又称伯子）。名宗颐，字伯濂，后
自字选堂。号固庵，晚或亦以选堂为号。别署选翁、固叟。别号今荆蛮民。室名梨俱室。”详参郑炜明、陈玉莹撰《选堂字考———兼及先

生名、字、号的其他问题》，“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１２日），第１９３页。
　　③关于饶宗颐教授之著述，可参郑炜明、林恺欣《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新编》“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丛书”第一辑第一种（齐
鲁书社２０１０年版）。
　　④撰写成专书者知见有郭景华《观看之道：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饶宗颐艺术史论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邓伟雄
《饶宗颐画论及画作与文学学术之关系》（香港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０年８月），其他散见于会议论文集者之研究，未能一一胪列，可
参郑炜明《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版）。
　　⑤详见施舟人《饶宗颐先生的〈老子想尔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学的发展》、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兼论饶宗颐
先生对梵学研究的贡献（摘要）》，收入曾宪通等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第５—９
页。黄杰华《饶宗颐教授与藏学研究》，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华侨大学文学院主办“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１－１２日），第６７－８９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７
　　作者简介：郑炜明（１９５８—），男，浙江鄞县人，高级研究员，学术部主任，从事汉学、文献学、饶宗颐学术研究；龚敏（１９７５—），男，安徽
巢湖人，副研究员，副学术部主任，从事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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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 宗 颐 的 民 间 信 仰 研 究

郑炜明，龚　敏
（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香港）

　　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
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

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

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

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关键词：饶宗颐；民间信仰；《老子想尔注》
　　中图分类号：Ｉ２９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９４－０４

引　言

　　饶宗颐先生（１９１７—）①，原字伯濂，后自字选
堂，号固庵，晚或亦以选堂为号②，潮安县（今潮州

市）人。饶先生在文、史、哲、艺等学术领域成就

非凡，举凡甲骨、金石、考古、宗教、历史、音乐、文

学、思想等人文领域，皆有论著③，对于现当代学

术研究贡献良多，举世并有“国学大师”之誉。饶

先生以九六高龄，目前仍然指导后进从事各项学

术研究工作──诸如编纂“四库电子字典”、增补
《资治通鉴》等等，确实难能可贵。

　　近岁以来，以饶先生及其学术领域和著作之名
进行学术研究的论著颇为丰硕，学界逐渐有“饶学”研

究之呼吁和实践，并且对饶先生在各个学术领域之研

究均略有探究评述④。至于饶先生在宗教学方面之研

究，亦有学者开始撰文指出其学术贡献与价值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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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缘此，

本文特别就饶先生关涉宗教学之民间信仰研究方

面，从论文与专著两方面作一论述，俾使学界知晓

饶先生在此一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一、上古神明与信仰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
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

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陆续撰写而成。
　　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
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２０世
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

仰等一系列论文，２０００年５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

１３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
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

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

有汪洋无涯縵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

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

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

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

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
《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
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

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
论。”［１］１０９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

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

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

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

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

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

的结论 ［１］１１３。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

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

　　《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
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

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

　　　　西方学人喜欢采用 Ｃ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ｅ（萨满
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

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

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

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

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

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

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

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

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

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

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２］。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
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

“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

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

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

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

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
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

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

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

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

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

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

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

　　　　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
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

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

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

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

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

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

裨益［３］。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
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

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

　　《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
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

佛经（《摩伽登经》）［４］９７。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

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

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

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

加厉［４］８９－９０，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

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

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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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
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

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

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

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

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

　　　　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
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

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

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 如

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

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

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

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

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

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

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

避免误入歧途……［５］。

　　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
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

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二、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
研究

　　敦煌石室《想尔注》写经，清末时为英人斯坦
因（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自吾国携回英
国，后归藏大英博物院，编号 Ｓ．６８２５。在饶先生
整理、研究此本写经以前，因为原件远藏英国伦

敦，国内学者及见者仅有王重民先生，王氏于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曾撰有《卷子本想尔〈老子注〉
叙录》一文①，然于此书之名称、撰者、内容等，亦

未能详加考述。而海外许多学者对于英藏敦煌经

卷的目录和数量等，也知之不详，更遑论校注研究

了。因此，饶先生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之《敦煌六朝写
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当为具体整

理、研究《老子想尔注》之学界第一人。无怪乎有

学者评论饶先生的整理和研究“可补前史之不

逮，诚老学之功臣也”②。

　　东汉末年张氏一系所建立的五斗米教，只是道
教的雏型，其宗教形式仍未能算是正式的道教，只

能算是当时的一个民间信仰的新兴教派，而此部经

典其实可算是东汉末年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新兴

教派的传道书。因此本文仍将《想尔注》视为民间

信仰下所产生的一个教派的重要古文献。

　　饶先生１９５６年整理、校笺出版的《敦煌六朝
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书前附有

２６帧英藏敦煌原卷书影，使“同好者可见全
豹”③；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饶先生整理旧作，为之补充：
《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

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

令戒之通讯》等后来陆续撰成之文章，改名为《老

子想尔注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饶先生自１９５６年发表《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
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之后，持续约三十年的

时间进行研究④，最终出版了《老子想尔注校证》

一书。书中认为《老子想尔注》为汉末张鲁所注

老子《道德经》的注本，而托名于张道陵。饶先生

云：“《想尔注》成于系师张鲁之手，托始于张

陵。”［６］此书原为张氏传教所用，属于道教原始思

想的经籍。饶先生在书中说：

　　　　今此残卷，赖石窟之保存，得重显于世。
……其书每提及太平符瑞，多合于《太平经》

经义，不特东汉老学神仙家一派之说，可略
!

其端倪，尤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数据，对

于道教史贡献至巨，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

宝也［７］。

　　由是可见饶先生对于这件“学术上之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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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文章名见于苏莹辉《论想尔注为牵引老子本经作道教义理之津梁──兼述想尔与〈五千文〉之渊源》，郑志明主编《宗教与文化
（全一册）》，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１页。检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子部》，名为《老子道德经想尔注》（斯六八二五），商务印书
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３４页。苏莹辉所据文章名称，或为王氏编著《敦煌古籍叙录》一书以前所有。

参见方继仁《跋》，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东南出版印刷公司，１９５６年版最后一页。
陈世骧在１９５６年９月《“想尔”老子〈道德经〉敦煌残卷论证》一文前有补记云：“本文既成，已脱手付印矣，始见香港新出饶宗颐先

生《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着〈老子想尔〉注校笺》。蒙杨莲生兄寄来，著者原赠适师（按：胡适）之本也。临赴比京国际诗学会，匆遽

阅读，已仰博瞻，更喜书中已将“想尔”卷全文映出，同好者可见全豹，补拙文限于篇幅，只附样张之憾。饶先生书出于本年四月……垂目

拙文之君子，幸祈亦读饶书。论点所指不同，于其渊富及精到处，予谨致心仪焉。”详见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１２０页。

饶先生在《四论想尔注》一文中，曾参考吴光《黄老之学通论》，该书出版于１９８５年。从饶教授１９５６年在香港出版《敦煌六朝写本
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起，至撰写《四论想尔注》，前后约为３０年。



的《想尔注》写经，十分重视。《老子想尔注校证》

全书共分十章，并附研究论文数篇。鉴于此书初

版印行于１９５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又出版于
２０年前，当代学者或未及购置阅览，兹引录原书
目录如后，以见其详：（一）解题、（二）录注、（三）

校议、（四）笺证、（五）想尔注之异解、（六）《想尔

注》与河上公《注》、（七）《想尔》本与索洞玄本比

较、（八）《想尔注》与《太平经》、（九）《想尔注》佚

文补、（十）张道陵著述考、附“别字记”、《跋》①、

《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

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

令戒之通讯。

　　由《老子想尔注校证》的目录，可见此书虽名
为“校证”，而实际的工作远远超出校证的范畴。

书中关于原文的录注、文字的校议和笺证以及异

解等等，都是针对《想尔注》所作的基本文献工

作，其他与河上公《注》、与索洞玄本的比较，与

《太平经》的关系等，又兼有溯源、比较、考述的工

作。其后的佚文补与著述考，又将文献的工作推

进一层至辑佚学与作者著述考等。全书从文本的

校勘、笺证、与其他文本的互校，到辑佚与考述，研

究全面，论述详尽。

　　此外、从书末“附录”的文章，又可见饶先生
在完成敦煌本《想尔注》的校证后，不断撰写论文

论述《想尔注》，力求将此一珍贵的“学术鸿宝”，

在学术研究上作到力求完善的地步。清人章学诚

（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先生
为此书前后投入３０年时间，并以不同的层面进行
考述阐释，庶几是矣。

　　此篇短文仅就饶宗颐先生众多学术领域和论
著中的民间信仰进行文字性的介绍和论述，限于

学识学养，我们未能进行具体的评论。然而，从以

上引述饶先生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

字，越发得见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

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

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

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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