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時期杭州的道教組織

孔令宏

摘　要

杭州道教界在1914年、1927年、1937年、1946年組建過道教會。本文以

1946年組建的杭州市道教會為重點，依據檔案資料、地方志、口述史等，

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分析了杭州市道教會的宗旨、章程、

組織架構、會員狀况、運作中所做的主要工作、與政治的關係、經濟狀

况，對杭州市道教會作了全面的研究。本文指出，民國時期的杭州市道教

會是杭州近代道教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的興衰，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反映

了民國時期杭州的社會、政治、經濟狀况，也反映了民國時期寺廟、宗

教、政府與政黨之間的複雜關係，有多方面的意義。它的理事長李理山與

張天師等合作組織中華道教會，它是中華道教會的團體會員之一。它的理

事長李理山曾於1946年7月在上海，以1939年3月創建的杭州玉皇山福星

觀道院上海分院為據點，組建上海市道教會，對上海道教乃至全國道教都

有廣泛的影響。杭州市道教會在建立之後做了一些推進道教適應現代社會

發展的事，對協調教內部關係做了一些實事，開展了一些社會公益慈善活

動。它的建立與運作，對浙江其它地區有廣泛的影響，對1949年後的浙江

道教乃至中國道教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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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清末至民國時期，政局混亂，社會動盪，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相對

較弱，這給各種社團組織的滋生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隨著清政

府的消失，過去的政府宗教管理機構也消失了，宗教界面臨「廢廟辦

學」這一生死攸關、且從1898年起至抗日戰爭爆發為止歷時近四十

年的政治運動。對佛教，「國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促佛教

成立組織，興辦近代慈善事業，雖從外部推動了佛教近代化，但這

些措施對佛教鉗制多而支持少，遭到佛教界的反對，國民政府自身

也能力有限，實際執行是打了折扣的。而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將佛

教置於被改造的地位，導致不少人打著『寺產興學』的幌子，侵奪寺

產，直接威脅到佛教的生存」。1 對道教也同樣。於是，道教界一方

面是迫於政府的壓力，另一方面為了自保並處理內部公共事務，聯

合起來建立社團組織。這就是民國二年開始在多個地區相繼出現的

道教會。這些道教會主要是：

其一、中央道教會。1912 年，北京白雲觀方丈陳毓坤聯合上

海、江蘇、奉天、直隸、山東、陝西、河南等地十八所全真宮觀發

起成立中央道教會，擬定《道教會宣言書》、《道教會大綱》和《道教

會請求民國政府承認條件》等文件，於同年八月獲得內務部的批准。

中央道教會實為全國性的全真道道教會，不包含正一道。教會組織

系統為，「先在北京設中央道教總會，以次推行於各行省，設總分

會，各城鎮鄉設分會。內力彌滿，再事擴張於歐斐美澳」。2 總會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教會事業分為出世間業和世間業兩大類。

出世間業有二門：演教門、宣律門；世間業有三門：救濟門、勸善

門、化惡門。道教會制定了入會條件，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

限種族、不限國籍、不限行業），志願助揚道教、度化眾生者，皆可

入會。並制定了會員規約。但中央道教會的情况極少見諸於文獻記

1 徐峰：〈南京國民政府宗教政策研究（1927–1937）〉（山東師範大學碩論文， 

2001），頁9。
2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4），第24冊，頁474。



民國時期杭州的道教組織  217

載，應該是沒有展開活動。

其二、中華民國道教總會。1911年，上海籌備成立上海正一道

教公會，會址地點設於火神廟，代理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本部上海總

機關部事務。初由小雲巢山房住持沈頌笙為會長，蕊珠宮住持康孟

然為副會長，後由新閘大王廟住持李瑞珊為會長，火神廟住持丁助

雲為副會長。李佳白、李提摩太和梅殿華等人電邀六十二代天師張

元旭到上海加入世界宗教會；九月，張元旭應邀參加中外教務聯合

會，除在尚賢堂演講道教源流，還在關帝廟召集上海各正一派廟觀

及江南部分城市的正一派廟觀的代表，舉行了中華民國道教總會發

起人會議。在上海關帝廟宣佈成立中華民國道教總會及中華民國道

教會江西本部駐滬總機關部。本教會以「黃老為宗，聯絡各派，昌明

道教，本道德以維持世道，俾人類共躋太和。」入會條件為：「無論

在家出家，不分國界種界，凡素志好道者，均得入會。」3 組織體系

為，在上海設立總機關部，江西龍虎山為本部，並在北京設總部。

凡省城皆可設分部，郡縣及大商埠皆可設支部。但是，中華民國道

教總會沒有獲得民國政府的核准，這一組織體系並沒有真正建立起

來。後來，除了設在上海的本部總機關部稍有活動外，中華民國道

教總會在全國範圍內並沒能成立起來。

其三、中華道教會。正一派、全真派兩大教派聯合起來，於 

1936 年8月1日成立中華道教會，總會所設在上海喬家柵，宗旨是

抱定決心，謹慎自修，闡揚道之精義，化導社會，使道教得全民眾

之認識，期大道昌明於世界。內設總務、教務、組織三部。但是後

來因時局劇變，該組織的活動自行終止。

其四、中華道教總會。1944年，中華道教總會成立於上海白雲

觀，以該觀為會址，後搬至清虛觀。上海桐杉宮住持全真派艾朗軒

任理事長；清虛觀住持無宗派道長嚴洪清和保安司徒廟（即虹廟）住

持；正一派張維新任副理事長；海上白雲觀住持全真派劉永梓、桐

3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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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宮知客全真派周養正、都天廟住持全真派王信德、紫陽宮坤道院住

持全真派陳鐵海、松靈道院正一派王朗泉、寧幫正一道士英福，全為

常務理事。中華道教總會上海特別市分會成立。張維新任理事長，王

朗泉、南市道士曹梅生、浦東道士鮑杏全、寧幫道士郭秉剛為常務 

理事。

其五、上海特別市道教會。1942年，上海特別市浦東道教同道

聯誼會成立於浦東欽賜仰殿，道士鮑杏全、鮑璋濤分別任正、副主

席，社會福利局工作人員唐雲卿任秘書，會址設在浦東路永廠田。

籌備成立上海特別市道教會。次年正式宣告成立，會址設於普安路

蘭石里二號，道士陳愛堂為負責人。

其六、上海市道教會。1946 年冬，天師張恩溥依靠當時上海民

政局長張曉松的政治支持，在上海邀集道教界名流於三茅閣延真

觀，舉行了組織上海市道教會的發起會議。1947 年 3 月，在杭州玉

皇山福星觀上海分院，召開上海市道教會成立大會。道教會由全

真、正一兩派著名道士組成理事會。道教會宣稱：以「研究玄學，闡

揚教義，刷新教務，聯絡道友感情，發展宗教事業」4 為宗旨。1947 

年 4 月，印發了由陳攖寧起草的《復興道教計劃書》，提出「講經、

道學研究、報刊、圖書、道書、救濟、修養、農林、科儀」等九個方

面的復興計劃。由於解放戰爭的進行，國民黨統治區社會動盪，此

復興計劃基本未實施。

其七、四川省道教會。該會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四川省道教總

分會，其成立的緣由，《四川道教總分會暫行簡章》第九條稱：「各廟

觀財產本會有保護之責，……在本會成立以前提辦學務及地方公益

者，不能因此率請收回，致生轇轕。」51923 年改組為四川省道教會

支部。1946 年改組為四川道教會。教會的管理者多是來自四川二仙

4 唐大潮：《中國道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頁387。
5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卷

四，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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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和青羊宮。教會所開展的工作主要有：保護道教廟產，調解各縣

道教糾紛，舉辦道教訓練班，致力於各種慈善事業，促進各級道教

會員從事農工等生產活動。6

此外，還有建於瀋陽太清宮的中國道教會關東總分會、西安太

仙宮的陝西道教會，以及湖南道教會、湖北道教會、華北道教會、

江西道教會等。在上述背景下，浙江也出現了道教會。杭州之外浙

江各地道教會以樂清成立最早，創於民國二十七年，有會員304

人，有田36畝。海寧縣道教會創於民國三十六年，有會員521人。7

本文茲就杭州市道教會作一 磚引玉的研究工作。

二︑1946年杭州市道教會之前的杭州道教組織

正如上海道教組織幾落幾起，由不同的道士多次發起組建一樣，杭

州的道教界也在1914年、1927年、1937年、1946年分別組建過道教

會，故民國杭州道教會可分四個階段敍述。先談前三個階段。

民國三年（1914），杭州道教正一派成立道教會，8 後停止活動。

關於這個道教會的相關情况，因文獻缺乏，對其詳情，無從知曉。

民國十六年（1927），以杭州正一派道士為主體，仿照佛教界從1924

年就開始醞釀、1927年3月建立的「江浙佛教聯合會」而建立「江浙道

教聯合會」。9 會長為清朝翰林孫鏘，副會長為潘赤文，骨幹主要

是：參議員張景賢、老東岳道士鄭友福（杭縣國民黨黨部委員）、老

東岳道士鄭祥生（杭縣國民黨黨部委員）、城隍山道士沈友村、10 城

6 徐敏：〈中國近代道教文化論略（1840–1949）〉（山東師範大學碩論文，2006）。
7 《浙江通志稿》，第101冊《宗教》，頁5–6。
8 杭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杭州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九， 

頁489。
9 杭州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著：《杭州民族宗教志》（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0）， 頁249。
10 沈友村（1895–？），本名沈慕莊，浙江崇德（今桐鄉）人，近代杭州正一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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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道士。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13歲時拜杭州城隍山太歲廟道士唐壽山為

師學道，民國十四年（1925）任太歲廟住持，二十六年（1937年）與李理山等
 發起組建杭州市道教會，任副理事長。三十五年（1946）再次與李理山等組建

杭州市道教會，任副理事長。1950年3月杭州市道教協會籌備會成立時，先

後任副主任委員、代主任委員、主任委員。1952年任杭州市救濟分會執行委

員，1953年11月任杭州市上城區人大代表（參杭州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

著：《杭州民族宗教志》，頁458）。
11 杭州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著：《杭州民族宗教志》，頁281。
12 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

隍山道士施靜安。11 這些領導骨幹多有政治背景，可以推斷這個道教

會主要是正一派道士在廟產興學背景下出於保護廟產的初衷而發起

成立的。它的主體是老東岳廟和城隍山，由於缺乏廣泛的代表性，

所以開展活動應該比較困難。成立之後究竟開展過哪些活動，文獻

無徵，無從知曉。

民國二十六年（1937），全真派與正一派聯合組建杭州道教會。

關於此會籌備，《杭州市道教會籌辦會通告》說：「為通告事照得信教

自由，載在黨綱，緣道訪崆峒黃帝執弟子之儀禮，問柱下孔子，興

猶龍之歡，開中夏之文明，先東華而垂教，發明哲理， 啓後人，數

千年來，蔚為中華之國粹。惜乎流傳日久，精義淹沒，後人奉行不

善，幾有一蹶不振之勢。理山等痛其凌夷，亟圖挽救，爰將依照宗

教團體組織法創設道教會，得以整頓教務，研究哲理，改革陋習，

轉移社會—中國國民黨浙江省杭州市執行委員會核准發給許可證

書，已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假座梅花碑佑聖觀開籌備會議，

並由杭州市黨部委員石有緒，指導員楊竟子，杭州市政府監督委員

吳仁山均準時出席—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12 次年四月，該會

正式成立。《杭州市道教會通告第一號》中說：「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成立籌備會，辦理會員登記手續，至本年四月二日召開成立大會呈

奉。杭州市政府黨部委派石有緒、吳仁山到會指導、監督，當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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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陸頌芬（1903–？），本名陸梅先，浙江崇德（今桐鄉）人，近代杭州正一派著

名道士。8歲時入西湖孤山財神廟做道士，清宣統三年（1911）拜杭州金華廟

道士藩慶春為師。民國十二年（1923）任金華廟住持。十八年（1929）創辦私

立涌金小學並任校董事長。二十六年任杭州市道教會副理事長。三十五年

（1946）任杭州市道教會副理事長。1950年3月任杭州市道教協會籌備會副主

任委員（參杭州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著：《杭州民族宗教志》，頁458–

459）。
14 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4。

舉李理山、張景賢、沈友村、胡守凡、梁崇松、陸頌芬、13 施靜安、

荀明忠、陳宗振為理事，陳昌齡、楊演齋、俞學恒為候補理事，黃

宗枝、黃宗慶、周鼎華、張元楨、周信玄為監事，昌宗業、張元松

為候補監事。 —同月二十七日，第一届理監事聯席會議推舉李理

山、張景賢、沈友村為常務理事，黃宗枝為常務監事。由常務理事

互推李理山為理事長。決定本市十五奎巷元妙觀為會址。啓用圖

記，開始辦公。—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14 從上述理事、候補理

事、監事、候補監事所屬派別來看，這是一個全真派與正一派聯合

起來組建的杭州道教會。會長為福星觀住持，全真道士李理山，會

址在江干區十五奎巷玄妙觀內。成立之後開展工作的情况，因文獻

無徵，不得而知。同年12月21日，日本侵略軍侵佔杭州，因停止活

動而自行解散。由於這届道教會從成立到自行解散只有三個多月時

間，活動不多。

三、1946年成立的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

（一）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成立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道教界再次醞釀重建杭州市道教會，於1946年
9月6日形成由17個道教廟觀住持組成的發起人名單，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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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杭州市道教會發起人名單表 15

姓名 性別 籍貫 年齡 學歷 經歷 現職 通訊處

李理山 男 南通 73 研究道經 主持玉皇山
多年

福星觀方丈，
戰前杭市道教
會理事長

玉皇山福
星觀

張景賢 男 杭縣 55 略知經義 主持寶極觀
三年

寶極觀住持，
常務理事

三元坊保
康路4號

沈友村 男 崇德 52 略知經義 主持太歲廟
22年

太歲廟住持，
常務理事

城隍山
40號

陸頌芬 男 崇德 54 粗識經義 主持金華廟
25年

金華廟住持，
理事

涌金門
23號

胡守凡 男 吳興 36 粗通文字 主持東岳廟
14年

東岳廟住持，
理事

城隍山
40號

施靜安 男 桐鄉 56 略識經義 主持承天觀5

年
承天觀住持，
理事

城隍山
24號

陳崇樸 男 東莞 52 略識經義 主持黃龍洞
20年

黃龍洞住持，
理事

西湖白沙
泉10號

楊明銀 男 山東 76 略識經義 主持報恩觀
25年

報恩觀住持 孩兒巷
86號

陶全覺 男 紹興 67 粗識經義 主持張大仙
廟17年

張大仙廟住持 拱宸橋大
仙弄1號

朱師明 男 杭縣 31 粗識經義 主持城隍廟
10年

城隍廟右司住
持

城隍山
13號

蔡理清 男 杭縣 57 粗識經義 主持宣榮觀3

年
宣榮觀住持 湖墅草營

巷52號

孫九皋 男 崇德 52 粗識經義 主持旌德觀
30年

旌德觀住持 東牌樓元
帥廟

何教彬 男 衡陽 65 粗識經義 主持天真山
登雲觀多年

登雲觀住持 江干天真
山1號

徐圓芳 男 昌泰 32 粗識經義 主持顯真道
院多年

顯真道院住持 慶春路

翁崇興 男 桐鄉 44 粗識經義 主持祖關帝
廟10年

祖關帝廟住持 祖廟巷祖
關帝廟

孫贊春 男 安徽 46 粗識經義 主持藥王廟
24年

藥王廟住持 城隍山
39號

陳昌齡 男 嵊縣 55 粗識經義 主持城隍廟
30年

城隍廟左司住
持，戰前杭州
市道教會監事

城隍山
13號

15 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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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批發起人與日軍入侵杭州前的道教會理監事名單對比，日軍入

侵杭州前的道教會理監事共19人中，參與此次發起工作的只有李理

山、張景賢、沈友村、胡守凡、陸頌芬、施靜安等6人，其餘13人

均未參與。兩階段間隔僅8年，這13人中的大多數肯定在世，其間

原因，史料缺乏，難於分析。1946年9月14日召開杭州市道教會發

起人座談會，成立籌備委員會。李理山為籌備主任，籌備員有陸頌

芬、胡守凡、沈友村、李理山、陶全覺、徐圓芳。總務組：陸頌芬

為會計，沈友村為事務。組訓組：胡守凡、徐圓芳。9月28日召開第

一次籌備會議，10月26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11月7日杭州市長

周象賢發佈指令成立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會址在涌金門金華廟內。

（二）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宗旨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以遵奉黃老玄旨、總理遺教，發揚固有道德，

接受現代思潮，昌明教旨，刷新教規並團結道侶信士協助社會福利

推行慈善公益為宗旨。對此宗旨，《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作

了更為詳細的闡發。之所以要建立杭州市道教會，是因為：「蓋道

教為中華固有之國教，國有變更，道無變更，教亦無變更，惟因時

而制宜耳。」16 這一觀點，當來自於1912 年建立的中央道教會的宣

言書，後者說：「有國以護教，有教以固國，國與教相維繫而不可分

離。故泰西各國皆重視其本國固有之國教。……與國體如輔車之相

倚，唇齒之相依也。」17 建立杭州市道教會，就是因應當時社會發展

情勢的舉措。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社會政治。對此，後文將有

闡述。

它認為，道教在當時有存在的價值，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蓋老子抱一為式，以清靜自然為宗，其學說多從根本解決，所

16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載《玉皇山志》，卷十九，收入王國平主編：

《西湖文獻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第21冊，頁949。
17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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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在它看來，老子參透了人性和社會的根本，能從根本的層次提

出解決人類社會種種問題的方案。道教具有很强的倫理教化功能，

能够安定社會秩序，維持良好的社會環境。這一觀點，當也受中央

道教會宣言書的影響。後者說：「蓋宗教為立國之要，素與道德、政

治、法律相輔而行。……唯宗教係單純的性質，無論何等社會，凡

虔誠信仰者，一切貪、嗔、痴、妄、殺、盜、邪、淫諸惡念，頃刻

即消其於相輔之中，尤別具一種統攝超眾之力也。」18 尤其對當時正

在宣傳的民主、自由等理念，《宣言書》認為，老子早有清晰的闡

發：「揭櫫後世自由平等之真相，而虛懸其境象以相待。」「歐西所謂

國家、社會、世界三大主義，太上之言均涵蘊之；他日人群愈進

化，則太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這也來自於中央道教會的宣言書。

後者認為，老子所主張之大同思想與近世所提倡的共和制度、自由

平等思想不謀而合，老子「逆料夫未來之世界必有見素抱樸、渾然大

同之一日」，於是乃著書立說，彰顯「平等自由之真相，而虛懸其境

（大同—引者註）以相待」。19 它甚至認為，西方哲學的精義，老子

《道德經》中早有論述了：「歐州之先覺，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梭

格拉第各種學說，及晚近之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

神》、康德之《魂學》、赫胥黎之《天演論》，其中精理名言，太上之經

早已見及。」20 這一觀點，說明此時的道士對西方哲學是有一些基本

瞭解的。西方的自由與民主，是以個人主義為本，以人權、法治為

基本精神的。戰國時期，韓非子以《老子》作為法家思想的哲理基

礎，說明老子思想中確實有法治的思想蘊涵。不過，由此斷言上述

西方哲學家的思想，在老子《道德經》中都已經具有，顯然失之於

實。基於這一基本觀念，它對當時世俗的兩種觀點進行了批駁。一

是「老氏之教，晦語愚民，清談誤國」。二是「西學講競爭，老教重

18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2。
19 同上註。
20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載《玉皇山志》，卷十九，頁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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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讓；西學崇剛强，老教居柔弱；西學務急進，老教則曰不敢為天

下先」。21 在它看來，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這一批評是有道理

的。後一思想，同樣來源於中央道教會的《宣言書》。後者贊成道教

的柔弱觀，認為道教的柔弱是「內剛而外柔，內强而外弱」，22 歷劫

不滅，是剛强之極。而基督教宣揚「唾而自乾，百忍成金」，「誤以怯

懦巽軟為柔弱，浸潤成風，釀成一種無心肝，無骨幹，服從馴順，

奴顏婢膝之慣性，惡莠亂苗，與太上柔弱勝剛强之微言奧義失之遠

矣」。23 基督教的謙順思想並不足取。

道教存在的價值，其二是「且也道之為教，又平易近人，而恢詭

奇怪、妄誕不經之事弗與焉」。這也是針對當時部分人對道教的錯誤

認識而言的。對那些容易讓人攻擊道教「恢詭奇怪、妄誕不經」的道

教內容，它認為均非道教真正的主體內容，「以符籙為道者，是道賊

也」，「以服食為道者，是道魔也」，「以煉養為道者，是道障也」，

「更有深林寂壑，痼癖烟霞；蓬萊方丈，謬托神仙」。它尤其批判那

些「惟以募化為生涯，經懺為事業，在人類中為寄生物，為附屬品」

的道士。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盛行反傳統，

反宗教，反迷信，廢除淫祠邪祀，讓道教生存頗為艱難。1931年5

月，浙江各縣組織破除迷信促進會，將拜懺、建醮、符咒、巫覡、

求神及一切陰陽之說、水陸法事等都視為迷信，要予以破除。24 那

麽，真正的道教是什麽呢？「窮性命之理，自覺覺他，自利利他，使

萬善同歸，共登道岸也」。25 道教每一次大的變革，往往都伴隨著道

與術的重構，尤其是對術的系統的清整與重建。這裏把「窮性命之

理」的自覺自利推廣到覺他利他而行善，相對於傳統的「長生不死，

21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載《玉皇山志》，卷十九，頁950。
22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3。
23 同上註。
24  《內政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內政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4冊，

頁142。
25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載《玉皇山志》，卷十九，頁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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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白永貞編撰，黃國富等編譯：《鐵剎山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頁225–231。另可參：《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4。

得道成仙」的宗旨而言，應該說是對道教宗旨的一次革命，只不過，

似乎道教作為一種宗教的信仰性意義淡薄了不少。傳統道教眾多的

術似乎也沒有存身之所了。而且，道教會成立後會員們也進行經濟

募捐，顯然沒有按照宣言書所說的去做。事實上，道教如果不進行

經濟募化，生存會面臨很大的困難。所謂「真正的道教」的使命如何

完成，宣言書並未給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儘管如此，這畢竟表明浙

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領袖們力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革新道教，為道

教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這份宣言書諸多內容源於民國元年在北京白雲觀建立中央道教

會的建會文件《道教會宣言書》，26 應該是根據後者起草的。由此可

推斷杭州市道教會的成立受中央道教會的影響。這反映了近代道教

界在急劇變動的時代背景下對如何與近代社會相適應所作的思考。

(三)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章程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是居住於杭州的道士的社會團體。《章程》第五

條規定，「凡在本市道士，如有未經入會者，得由勸宣導組勸導入

會」。按社會團體組織的規定，是否入會是個人的自願選擇，它人不

得强制。但章程的規定，似乎有勉强之意。它似乎解決不了一個問

題，如果有道士不願意加入應該怎麽辦。

關於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組織架構，章程規定：理事9人，

候補理事3人，監事3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中設常務理

事3人，互推一人為理事長。監事會設常務監事1人。章程規定，理

事會執行大會決議案及日常會務並對大會負責。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理監事於1946年11月14日在監誓人監誓

下宣誓就職。誓言為：「余謹以至誠奉行黃老玄學，遵守國家法令，

忠心努力於本職，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嚴厲之制裁。謹誓。」這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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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政教分離的前提下，道教自覺地贊應政務，推行教務的願望。

杭州市道教會16名理監事的情况如表二所示。

表二：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理監事履歷表（1946年12月）27

姓名       年齡 籍貫 學歷 經歷 現任職務 通訊處 備考

李理山 73 江蘇
南通

研究教義 主持玉皇山
多年

玉皇山福星
觀方丈

玉皇山福
星觀

理事長

沈友村 52 崇德 研究教義 主持太歲廟
21年

太歲廟住持 城隍山40

號太歲廟
常務理事

陸頌芬 54 崇德 略識經義 主持金華廟
25年

金華廟住持 涌金門33

號金華廟
常務理事

朱師明 31 杭縣 略識經義 主持城隍廟
10年

城隍廟福善
道院住持

城隍山13

號
理事

徐圓方 32 江蘇
秦昌

略識經義 主持顯真道
院多年

顯真道院住
持

慶春路顯
真道院

理事

盧碧亭 39 杭市 粗通經義 管理洋壩頭
巷門券多年

陰陽門券 洋壩頭巷
56號

理事

胡守凡 36 吳興 粗通經義 主持東岳廟
14年

東岳廟住持 城隍山44

號
理事

何教彬 65 湖北
衡陽

粗通經義 主持天真山
登雲觀多年

登雲觀住持 江干天真
山1號

理事

張元楨 65 杭市 略識經義 在本市應赴
多年

應赴經懺 下華光巷
106號

理事

陶全覺 67 紹興 略識經義 主持張大仙
廟17年

張大仙廟住
持

拱宸橋大
仙弄1號

候補理事

宣心耕 30 杭市 略識經義 在本市應赴
多年

應赴經懺 慶餘橋7號 候補理事

施靜安 56 桐鄉 研究玄學 主持三官廟
35年

三官廟住持 城隍山   
24號

候補理事

施誠易 39 江蘇 略識經義 玉皇山學道
多年

福星觀書記 玉皇山 常務監事

徐吳成 43 杭市 略識經義 在本市管理
門券多年

陰陽門券 東街路
1062號

監事

茹榮春 36 杭市 略識經義 在本市管理
門券多年

陰陽門券 白葉樹下
23號

監事

楊明銀 76 山東 略識經義 主持報恩觀
多年

報恩觀住持 孩兒巷86

號
候補監事

27 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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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諸人均為男性，均未參加過政治工作。

除理事會外，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設立執行機構具體辦理相關

事務，對理事會負責。執行機構分為五個股：總務股主持文牘、會

計、庶務、交際、保管文書等事項。組訓股主持會員登記、調查統

計、訓練等事項。宣導股主持採集歷代有關道教文化資料，編纂典

籍，參加公眾運動等事項。福利股主持一切慈善救濟、教育等事

項。調解股主持調解會員間的矛盾、糾紛等事務。章程規定，各股

設股長一人，副股長二人，由理事兼任，必要時可由理事會聘任其

它人員充任。各股可視情况經理事會同意後僱傭辦事員若干人。

章程規定，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會

員大會每年春季定期舉行。平時事務由理事會處理。每月十五日召

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章程》第十九條規定，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經常會務是：團

結精神，推行政令。激勸社會，糾正衰靡。闡揚教義，刷新教規。

提倡道德，啓發良知。協助公益，贊襄慈善。恢復古蹟，復興名勝。

《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特別會務是：設

學校輔助教育，施藥材救濟貧民，設圖書館收集道教經籍供人瀏

覽，設閱報室收集現代刊物供人研討，勸戒烟酒會，提倡節約與衛

生運動，設收嬰所救濟遺棄嬰兒，設瘞埋隊肅清路屍遺骸。章程說

明，舉辦這些事業須視本會經濟情形次第進行。

（四）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會員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把會員分為基本會員與普通會員兩類。基本會

員實為集體會員，即廟觀。普通會員實為個人會員，即道士個人。

基本會員內的道士可以以個人身分加入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而成為

普通會員。此外，章程規定，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還有三類編外會

員，即維護會員、輔導會員、贊助會員。根據相關條文理解，這些

編外會員主要是道教界之外不以教務活動為職業、願意為道教事業

做貢獻的信教人士。但這三類會員的資格、入會條件、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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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程中均無相關規定。

從表二可知，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是在各主要道觀的聯合體，

包括全真和正一兩派。杭州市道教會的上層由各主要道觀的住持構

成。其中，玉皇山福星觀是核心，因為福星觀住持李理山是理事

長，福星觀書記施誠易是唯一的常務監事。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由全真會和正乙會構成。其中，全真會有

會員87人，其中有坤道6名，其餘為乾道。在全真會員中，有住持
30人，全真客師53人，全真2人，全真信徒1人，無國民黨黨員。

年齡最大者77歲，最小者僅14歲。其中，住玉皇山者有28人，孩

兒巷11人，報恩觀9人，隆恩院6人，佑聖觀路3人，說明這五地為

全真道士聚居地，尤其是玉皇山全真道士眾多，佔有壓倒性優勢。

會員職務有：住持、代理住持、總理、灑師、經師、寮房、客師、

知客、梆頭、堂主、庫房、正經主、巡山、閣主、皈依、行堂。這

些職務，大多來自於玉皇山作為較大的全真叢林道院的制度安排。

全真派寺觀共39所，其中住持加入道教會的33所，這33所寺觀及

其住持列表如表三，另有6所無住持加入，現列表如表四。

表三：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全真派寺觀住持表 28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入會資格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考

李理山 男 73 南通 全真住持 玉皇山福星觀住持 玉皇山

陶全覺 男 67 紹興 全真住持 拱埠張大仙廟住持 拱宸橋

仲圓梁 男 40 安徽 全真住持 放生道院住持 湖墅

昌宗業 男 67 江蘇 全真住持 關帝廟住持 湖墅小
河

王理蓮 女 32 蘇州 全真住持 佑聖觀住持 佑聖觀
路

28 本表據《杭州市道教會會員名冊》（民國35年12月份）（本表實為全真會員名

冊）整理而成。原表來源於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在杭州市檔

案館所藏有關杭州市道教會的檔案材料中，徐圓方的籍貫出現了江蘇秦昌、

昌泰、太倉三個說法。這三個地名在江蘇都有，但目前沒有別的文獻資料來

坐實徐圓方的籍貫究竟是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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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入會資格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考

徐圓方 男 32 太倉 全真住持 顯真道院住持 慶春路

丘圓樸 男 37 山東 全真住持 千勝廟住持 千勝廟

何教彬 男 65 湖北 全真住持 登雲觀住持 天真山

劉誠仁 男 45 河南 全真住持 升玄觀住持 玉皇山

張理金 男 57 陝西 全真住持 今古洞代理住持 玉龍山
今古洞

趙正亮 男 45 山東 全真住持 甘王廟住持 清泰門
外

陳崇樸 男 51 廣東 全真住持 黃龍洞住持 玉龍山

李明榮 男 60 杭縣 全真住持 問心閣住持 涌金門
外

陳宗林 男 49 台州 全真住持 施將軍廟住持 衆安橋

張理義 男 52 江蘇 全真住持 隆恩院住持 茅即巷

蔡宗根 男 33 江蘇 全真住持 財神殿住持 六部橋

董理仁 男 55 江蘇 全真住持 東關帝廟住持 萬安橋

李宗鑫 男 54 湖北 全真住持 東岳廟住持 望江門
外響水
橋

廖宇明 男 34 江蘇 全真住持 總管廟住持 東街路

陸泰貴 男 73 江蘇 全真退院住
持

總管廟客師 東街路

王宗真 男 46 河南 全真住持 朱天廟住持 下倉橋

蔡理清 男 57 杭縣 全真住持 大王廟住持 湖墅

潘宗衛 男 55 台州 全真住持 玄壇廟住持 板兒巷

鍾誠敬 男 61 紹興 全真住持 元帥廟住持 皮市巷

周宗月 男 52 東陽 全真住持 北圓通觀住持 玉皇山
腳北觀
音洞

舒誠毅 男 43 江蘇 全真住持 洞真觀住持 小廟巷

洪宗庭 男 62 天臺 全真住持 福神廟住持 西大街

楊明銀 男 76 山東 全真住持 報恩觀住持 孩兒巷

王宗覺 男 63 諸暨 全真住持 慈雲宮住持 玉皇山
腳



民國時期杭州的道教組織  231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入會資格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考

陳永清 女 50 江西 全真住持 闊石板望仙亭住持 長橋闊
石板望
仙亭

倪至新 女 61 湖南 全真住持 千古一人廟住持 豐禾巷

姚至銓 男 74 四川 全真住持 仁佑宮住持 大關知
足亭3

號

餘信祿 男 33 山東 全真住持 姆閣閣主 玉皇山
福星觀

此外，在《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新會員名冊》（三十六年七月呈）中，

全真派住持新增加：勞理貴，女，35歲，籍貫江蘇，全真，孝義庵

住持，東街陳衛營，道教會證書號258號。

表四：無住持參加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全真觀廟會員名冊 29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學歷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註

薑誠緣 男 44 四川 略識經義 北觀音洞客師 長橋闊石板

崔宗賢 男 28 熱河 粗通文字 真武殿主 玉皇山福星觀

張妙修 男 77 山東 粗通文字 金波廟客師 太平坊金波橋

沈誠琳 男 46 孝豐 粗通文字 凝真觀客師 忠清巷

淩永銓 男 40 崇德 粗通文字 明真宮徒 湖墅大關

陳宗阜 男 38 台州 粗通文字 雷祖殿客師 馬市街

這樣，綜合表三、表四，全真寺觀共計40所。

有趣的是，全真會員名單中有學歷一欄。學歷分為研究教義、

粗識經義、略識經義、粗識文字四個等級。87名會員中，研究教義

者僅有1人，即福星觀方丈李理山，粗識經義者也僅有1人，即張大

仙廟住持陶全覺（但在理監事履歷表中他的學歷為略識經義），略識

經義者32人，粗識文字者53人。從學歷中可見，學歷劃分標準不够

明晰、客觀，人為性較强，尤其是研究教義與略識經義的區分較為

模糊。整體來看，道士的文化素質不太高。

29 本表據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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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派會有會員96人，全部為男性。年齡最大者70歲，最小者
15歲。其中正乙住持21人，正一應赴47人，正一門券27人，正一

客師1人。國民黨黨員1人，另有一人是否黨員未填，不明。其中住

城隍山者有20人，均為住持，表明當時城隍山為正一派聚居地。住

彭家埠人數為14，均為正一應赴，表明彭家埠為應赴聚居地。正一

派會員名單中無學歷一欄，可以推測，在當時的理事會看來，正一

派道士總體文化素質不高，沒必要區分。

正一派寺觀共25所，住持參加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有23所，

列表如表五。

表五：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正一派住持情况表 30

姓名 年齡 籍貫 入會資格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考

胡守凡 36 吳興 正一住持 東岳廟住持 城隍山44號

陸頌芬 54 崇德 正一住持 金華廟住持 涌金門

王昌恒 36 崇德 正一住持 守一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倪道澄 17 杭市 正一住持 長春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陳致和 18 杭市 正一住持 長生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趙師良 54 杭市 正一住持 清秀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朱師明 31 杭市 正一住持 福善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陳在田 30 崇德 正一住持 元慶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顧松齡 16 崇德 正一住持 永固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周道源 19 杭縣 正一住持 古樸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廟

林元福 59 義烏 正一住持 三茅觀住持 紫陽山

陸荊山 57 崇德 正一住持 三官廟西房住持 城隍山23號

施靜安 56 桐鄉 正一住持 三官廟東房住持 城隍山26號

俞學恒 47 崇德 正一住持 倉聖廟住持 城隍山37號

沈友村 52 崇德 正一住持 太歲廟住持 城隍山40號

朱文彬 70 崇德 正一住持 西泠財神殿住持 孤山

30 本表據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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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贊春 57 安徽 正一住持 藥皇廟住持 城隍山39號

楊麟書 29 海寧 正一住持 大資福廟住持 江干

張景賢 55 杭市 正一住持 寶極觀住持 寶極觀巷

孫九皋 52 崇德 正一住持 旋德觀住持 東牌樓

陳昌齡 55 嵊縣 正一住持 寶定道院住持 城隍山19號

此外，在《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新會員名冊》（三十六年七月呈）中，

正一派住持新增加：翁崇興，男，年齡49，籍貫桐鄉，祖關帝廟住

持，住址為祖廟巷，道教會證書號為56。

表六： 無住持參加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正一派寺觀 31

姓名 年齡 籍貫 入會資格 現任職務 住址 備註

周連鏘 42 杭市 正一門券 永寧院門券 永寧院一號

朱寶奎 26 杭市 正一應赴 城隍廟知客 城隍山城隍廟

綜合上述，正一派寺廟共計26所。

綜合表三、四、五、六，有道士加入杭州市道教會的道教觀廟

共計66所。據1950年3月調查統計，杭州市有道教宮觀78處，32 其

中全真派的有44所，正一派的有34所。由此可知，雖經杭州市道教

會組訓股勸導，也至少有12所道教廟觀沒有參加杭州市道教會。但

參加的比例高達85%，說明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作為杭州地區道教

界的管理組織還是有較高代表性的。

會員入會審查，通常是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即可辦理入會手

續。但從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來看，其程序是：先立志願

書，認定派別，正式皈依，具保登記，然後派員調查，經過審查，

沒有問題者即可入會。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成立後，會員人數屢有變動。理監事聯席

31 本表據杭州市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舊16–1–25整理而成。
32 據1950年4月的《浙江省各市縣宗教寺廟迷信團體調查表》（浙江省檔案 

J103–002–33）則為8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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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五次例會（民國36年3月22日召開）經過討論，不同意一名4

歲小孩入道，理由是智識未開。同意收新會員7人。理監事聯席會

議第七次例會（民國36年5月15日召開）同意收新會員18人，其中有

坤道1人。理監事聯席會議第八次例會記錄（民國36年6月15日召

開）收新會員21人。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民國36年9 月15日

召開）同意收閩智亭等五人入會。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民國36

年10月15日召開）同意收新會員5名。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同

意（民國36年12月召開）收新會員3人。把《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全

真會員名冊》、《浙江省州市道教會正乙會員名冊》、《杭州市道教會

新會員名冊》（三十六年七月呈）相加，再加上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以

後記錄新收會員人數，則至1947年底，杭州市道教會應該有會員
282人。從《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新會員名冊》（三十六年七月呈）的

道教會會員證書號最大達323號來看，杭州市道教會會員人數最多

時應該超過323人（目前不清楚集體會員是否發放證書，假定發放，

除去集體會員數39後為284，與282頗為接近，則集體會員應該是發

放證書的）。但實際上，據1949年3月的杭州市道教會會員名冊，只

有會員131人，說明有近一半之多的會員脫會。而據1950年統計，

杭州市有道士217人，33 其中坤道14人，非住廟道士80人（含陰陽門

券26人，應赴54人）。其中原因，下文將作分析。

（五）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運作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所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如下幾項：

一、道教界內部管理：對於廟觀內部管理，道教會規定，廟觀

內不允許男女混住，廟觀不許住家屬。34 對於內部矛盾的處理，道

33 據1950年4月的《浙江省各市縣宗教寺廟迷信團體調查表》（浙江省檔案館
J103–002–33）則為220人。據1952年7月15日《杭州市佛教道教青年信徒情

况》為217人。
34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七次例會紀錄

（民國3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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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規定，某派會員有事則由該派理事處理。35 道教會認為，道姑

不允許擔任法師，理由是不合教規。36 為整頓會風，道教會在成立

後進行了兩次會員重新登記，一次是1948年8月，37 另一次是1948

年12月。38

二、籌建浙江省道教會：以本會理事為當然發起人，另外再邀

請一些社會名宿參加。39 從1947年6月到1949年3月杭州市道教會的

文檔中沒有相關記載來看，似乎籌建之事沒有具體落實。但奇怪的

是，東陽市檔案館藏有發佈於1947年7月15日的《浙江全真道教會

章程》。40 其中提及由杭州全真道士及「信仰本教各界各流」組成，似

乎還未真正擴展到全浙江省。其中還提及「本會與正一派之道教聯合

會可聯貫而不可合作」，則似乎正一派也成立了浙江正一「道教聯合

會」，但文獻無徵，不得而知。至少可以推斷，杭州道教會中全真道

佔據主導地位，正一派不滿，所以兩派聯合建立統一的浙江道教會

一時難產。此外，杭州市道教會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提及上

海市道教會來函，說明它與外界的橫向聯繫業已展開（福星觀上海分

院住持李理山既是杭州市道教會的理事長，也是上海市道教會的理

事長，杭州市道教會與上海市道教會的聯繫當因此而起）。第十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民國36年8月15日）中提及全國道教會發起人籌

備處來函請報選代表參加，決議以杭州市道教會的名義參加，以理

35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徵收

員、調查員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紀錄（民國36年11月3日）。
36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徵收

員、調查員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紀錄（民國36年11月3日）提及，佑聖觀道姑

任法師不合教規，决議請雙方到會調解。
37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十一次例會

紀錄（民國37年8月5日）。
38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十五次例會

紀錄（民國37年12月5日）。
39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監事聯席會議第八次例會紀錄

（民國36年6月15日）。
40 東陽市檔案館館藏檔案443–001–020《東陽縣道教會卷》，頁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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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為法定代表人。

三、編纂文稿：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中提及，浙江省通

志館索要道教歷史資料，決定編寫並要求各縣道教叢林、吳興道教

會等開始啓動工作。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民國36年10月15日

召開）紀錄提及，各縣道教史資料多數報送到達，擬交省通志館。第

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民國36年11月15日召開）決定由理事施靜

安負責辦理史料之事，擬用費500,000元。理監事聯席會議第十五次

例會（民國37年1月30日召開）紀錄中說，施靜安編道教史完，正副

三冊，稿本已交到道教會。此稿據推測當應交給浙江省通志館，但

浙江省通志館所編《浙江通志》的道教部分非常簡略，當未採信道教

會提交的資料。這些資料，筆者多方搜尋未果。

四、社會公益活動：1915年10月北洋政府頒佈的《管理寺廟條

例》和1929年頒佈的國民政府《寺廟管理條例》都規定寺廟必須興辦

各項公益慈善事業。1934年9月，中國佛教會擬訂《佛教寺廟興辦慈

善公益事業規則》，經內政部修正後，呈交行政院核准，由內政部備

案，並通行各省市。對於道教寺廟，內政部也批准用該規則辦理。41

該規則規定了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的出資比率：100元以下者
1%，100–300元者2%，300–500元者3%，500–1,000元者4%，1,000

元以上者5%。寺廟興辦慈善事業應受主管官署監督，並受當地佛教

會指導。每年年終，寺廟應將辦理狀況及收支情況向內政部備案，

並由中國佛教會評定成績，分別獎懲，呈報內政部備案。寺廟住持

如不遵守出資比率規定，由當地佛教會請求主管官署協助令其出

資，如再違抗，則按《監督寺廟條例》的規定，革除其住持之職。42

中央道教會認可國民政府的規定，主張在宗教組織體系中，「故復依

入世間法，分立救濟、勸善、化惡三門，俾世人洗心革面，群曉然

41 秦孝儀編：《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內政方面》（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1977），頁291。
42 《內政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內政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4

冊，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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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道之歸」。43 設立慈善機構，濟世利民。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仿

照它的做法，開展了公益慈善活動。其中主要是施診送藥和興辦教

育兩項。

關於施診送藥，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七次例會（民國36年5月15

日召開）決定夏天施診送藥：先請內科、婦科、兒科中醫師鍾禮墉每

日在會址即涌金門金華廟施診，如有少數無力購藥之人，由會臨時

設法解決，無償施診送藥，待經費籌劃完整後再行擴大，施診所即

日成立開放。第十六次例會（民國37年3月5日召開）「同意本會會員

醫師鍾禮墉種牛痘」。這種舉措一直持續至道教會停止運作，惠及杭

州眾多老百姓。

關於興辦教育，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三

次例會紀錄（民國36年1月15日召開）決定設立杭州市道教會第一小

學校董事會，第一小學設在火神廟，要求對校舍進行修理。第十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民國36年8月15日召開）決定成立啓清小學（應該

是在第一小學的基礎上新辦的）校董會，下學期開始招生。第十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民國36年9月15日召開）提及，啓清小學從火

神廟遷移至會址，擬進而遷至湖墅草堂巷宣榮觀，即元帥廟。此

外，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副理事長陸頌芬住持的金華廟曾在1929年

興辦私立涌金小學（後改各為勇進小學），抗日戰爭時期停辦，抗戰結

束後於1946年復辦。1949年後轉入國民教育系列並與其它小學合併。

由於缺乏相關文獻，上述運作措施的實際成效及時人的評介如

何，不得而知。

（六）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與政治的關係

國民黨政府制訂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各個宗教平等的政策，但對宗教

也强化了管理。「政府對佛、道教獨善其身甚至以經懺等「迷信活

動」為生活之資非常不滿，認為其無益於社會，而且阻礙社會進步，

43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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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要求它們擔負興辦慈善事業的義務，並推

行僧道職業化等措施，從外部施以强大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

了佛、道教的近代化。但國民政府在認識上並未與寺產興學劃清界

限，其頒佈的法規反而使寺產興學有了法律依據，佛、道教在南京

國民政府時期一直存在生存危機。」44 在這一背景下，道教界不得不

迎合，極力主張「出世入世，化為而一，務求國利民福，以鑄造優秀

高尚完全無缺之共和」。45

日本軍隊入侵杭州前的杭州市道教會，即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

聯繫。《杭州市道教會籌辦會通告》中已經明確提及：「中國國民黨浙

江省杭州市執行委員會核准發給許可證書，已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下

午三時假座梅花碑佑聖觀開籌備會議，並由杭州市黨部委員石有

緒，指導員楊竟子，杭州市政府監督委員吳仁山均準時出席。」46《杭

州市道教會通告第一號》中說，杭州市道教會成立時，「杭州市政府

黨部委派石有緒、吳仁山到會指導、監督」。47 這是當時政府對社會

團體管理的一般做法，道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這說明杭州市道教會

相對於政治的獨立性較低。

抗戰勝利後重建的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在《宣言》中即對道教

與政治的關係有清晰的論述。它認為：「夫宗教為立國之要素，與道

德、政治、法律相輔而行。」「有教以固國，有國以護教，國興教相

維繫而不可分離也。」48 宗教與政治都應該認識到彼此相輔相成的關

係，宗教應該與政治保持和諧的關係。這一思想，應該是來自於中

央道教會的宣言書。中央道教會認識到了政權與教權之間的微妙關

係，「然教非護法無以行遠」，主張政教合作，為民國政治服務。「且

共和國家其所以賴有宗教者，因宗教團結人心又不可思議之妙用。

44 徐峰：〈南京國民政府宗教政策研究（1927–1937）〉（山東師範大學碩論文，
2001），頁49。

45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4。
46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5。
47 同上註16–1–24。
48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宣言書》，載《玉皇山志》，卷十九，頁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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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真正自由完全平等，國利民福。」49 民國時期，道教界希

望政教合一，共建美好國家，實現政治理想。「使政權與教權對峙並

行而不相悖，而行政與行教者，又須和衷共濟組織一優美高尚完全

無缺之國家」。50 與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關係緊密的浙江全真道教

會，在其《章程》中甚至直接規定其宗旨要「符合三民主義」。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章程》，也經過了當時杭州市長周象賢 51

的修改。即將原條文「本章依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12條之

規定訂定之」等字删除，改其文曰「本會組織區域以杭州市行政區域

為區域」。又把第十一條「本會會員如有行為不端違反教旨或煽眾滋

事損害會譽者一經查覺，輕則開除會籍，勒令出境」之「勒令出境」

四字應予删除，以示人民居住自由。52

《章程》第九條規定，會員如不佩用證章，「不得在本市境內充任

廟觀住持，承接或應赴醮壇經懺及一切功德事項。」對會員的懲罰措

施，《章程》第十一條規定：「本會會員如有行為不端，違反教旨或煽

眾滋事，損害會譽者，一經查覺，輕則開除會籍，重則革除道籍，

報請主管機關處分。」這一規定說明，杭州市道教會具有有革除會籍

的權力，這是無可非議的。關鍵的是，它還具有「革除道籍，報請主

49 《道教會佈告》，《藏外道書》，第24冊，頁473。
50 同上註，頁474。
51 周象賢（1885–1960），別名企虞，定海（今浙江舟山）人。自幼隨父母遷居上

海，肄業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美國政府開始把部分「庚子賠款」 作為中
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費用。1910年周象賢等70人被錄取到美國留學。周就讀
於麻省理工科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回國後隨宋子文在漢冶萍公司任
職，旋入北京大學任教。1922年任內務部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下設的揚子
江技術委員會委員。1927年先後任廬山管理局長、治淮委員會主任、揚子江
水利委員會主任等職。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任浙江省錢塘江工程局局
長。1928年11月至1930年8月、1934年2月至1937年12月、1945年9月至
1948年10月三度任杭州市長。任期內政績卓著。1949年3月攜眷居香港，後
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董事，經營商業，並受舟山旅台同鄉會邀請，任名譽會
長。繼任第三任臺北陽明山管理局局長。1960年病逝香港。

52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 市長周象賢於成立杭州市道教會
的指令（民國3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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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處分」的權力，這說明它是在自覺地配合政府進行道教界的管

理工作，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延伸。這就意味著，它對政府具有

比較高的依賴性。對此，還可從章程第十一條的規定中看出：「有左

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一有違反政令之言論及行為者。二

曾經剝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三有不良嗜好及不守教規者。四患精神

病者。」其中前兩條均說明道教對政治的高度依賴性。此外，列次杭

州道教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均報送杭州市政府，新會員名單同樣

報政府備案。杭州市道教會重新登記會員，重發會員證書和會員證

章，固然有內部整頓的目的，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在原因是配合國

民黨政府內戰時期的社會整肅。

由於對政治有較高的依賴性，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在面對自己

無法解決的公共問題時，也只能求助於政府。例如，門券沈元林到

會告發吹唱道士徐寶記妨礙其營業，杭州市道教會先是請法院判

決，53 拖延八個月沒有解決問題，只好請市政府解決。54 再如，杭紹

劇春秋社 55 吹唱道士組成員不是正式道士，也沒有加入浙江省杭州

道教會，依據經杭州市政府批准的《杭州市道教會章程》，不加入浙

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道士不得在杭州市範圍內從事道教活動，所

以，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認為，杭紹劇春秋社宜解散吹唱道士組，

至少不能承接經懺業務。56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認為，本會會員分全

53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聯席會

議第三次例會紀錄（民國36年1月15日）。
54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民國36年9月15日）。
55 「杭紹劇春秋社」或當為「杭劇春秋社」，杭劇源於宣卷。宣卷始於元明，宣卷

調無樂器伴奏，僅以木魚擊拍，一人獨唱，眾人合唱一句尾聲「南無阿彌陀

佛」，內容多為勸人為善，至清末民初已成為人們自我娛樂的一種說唱形

式，並逐漸在杭、滬、甬一帶流行。1923年，幾位織綢工人將宣卷演唱搬上

舞臺，組成民樂社，因杭州古名武林，於是定名為武林班，這是杭劇的雛

形。1932年，傅智芳等組織杭劇春秋社，開始用「杭劇」名稱。
56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民

國3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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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一、門券三派，批殮掃煞業務為陰陽門券專營業務。非會員

及跡近此類者絕對不得在本市承接經懺法事（善壇公醮不在此約）。

杭紹劇春秋社吹唱道士組之會員非正式道士，但浙江省杭州市道教

會顯然沒有權力要求杭紹劇春秋社解散道士組，它只能求助於政

府。經過市政府的調解，作出決定，杭紹劇春秋社吹唱道士絕對不

能承受批殮掃煞業務，唯城外歷有年所之吹唱道士得准例外（其名單

由春秋社胡秀綿提請社會科調查屬實通知杭州市道教會）。57

從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只有一名會員是國民黨黨員，成立之後

沒有對政治時局發表過觀點，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也未參與國民黨

與共產黨的政治鬥爭 58 來看，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對政治的依賴，

實為在國民黨政府的嚴密管理、控制之下，因生存所需而不得不對

政治有依賴性，並非內在地熱衷於政治。

（七）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的經濟狀况

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沒有得到政府的經濟支持，其賴以運作的經濟

來源主要來自於會費。《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會費分為經常費和

特別費兩部分。

經常費區分基本會員、普通會員、門券、經懺四項而有不同的

收費標準。基本會員，以廟觀為對象，分特、甲、乙、丙、丁五等

按月徵收。特等6萬元，甲等3萬元，乙等1萬元，丙等5千元，丁

等1千元。特等的廟觀為玉皇山福星觀、金華將軍廟。甲等的廟觀

為吳山城隍廟。乙等的廟觀有10所，即：千古一人廟、隆恩廟、拱

宸橋張大仙廟、吳山東岳廟、下倉橋朱天廟、吳山三官殿、吳山太

歲廟、吳山藥王廟、佑聖觀、黃龍洞。丙等的廟觀也有10所，即：

57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00169–00175杭紹劇春秋社糾紛

解决（市長周象令等）（民國36年9月27日）。
58 理事長李理山在解放後因反革命罪入獄一案，1986 年 12 月 25 日以杭西法

(85) 刑申字第 38 號刑事判決，撤銷 (55) 杭西法刑字第 12 號刑事改判，對

李理山錯案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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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真宮、顯真道院、報恩觀、天真山登雲觀、千聖廟、西冷財神

殿、吳山雷祖殿、總管廟、南城東岳廟、江干大資福廟。丁等的廟

觀有16所，即：西牌樓元帥廟、吳山倉聖廟、祖關帝廟、三茅觀、

寶極觀、鳳栖橋福神廟、北觀音洞、金鼓洞、葛嶺山葛仙廟、皮市

巷元帥廟、響水壩東岳廟、湖墅東岳廟、湖墅大王廟、湖墅放生道

院、眾安橋施將軍廟、板兒巷玄壇廟。這種等級劃分從一個側面說

明了當時這些廟觀在經濟狀况上的差異，甲等是經濟狀况最好的，

乙等次之，丁等最差。上述廟觀總計39所。前述全真、正一派住持

的廟觀在會員名單中共計65所，表明還有26所廟觀不願意或者沒有

能力交納基本會員費。近一半的廟宇交納不了1,000元的會費，說明

當時杭州道教宮觀廟宇的經濟狀况總體上並不好。其原因，一是道

教在當時反宗教、反迷信的社會風氣下生存艱難，二是寺廟還要繳

納地方捐項。《監督寺廟條例》中並未規定這一點，但按內政部解

釋，如「捐項果有合法根據，而又系公平攤派者，寺廟應與一般人民

一同繳納，不得獨持異議」。據此，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寺廟，同樣要

繳納名目繁多的地方攤派，這無疑加重了寺廟負擔。59  

普通會員每人每月1,000元。門券每一牌子每月3,000元。經懺

每堂1,500元，日夜作2堂計。理監事就職典禮暨理監事第一次聯席

會議決定，以上各項如幣值有變動時由理事會臨時增減通告。事實

上，此後這些收費標準確實屢有變動，如表七所示。經懺收入如有

隱匿不報，查實後，第一次加倍繳納，第二次經懺收入全部充公。

第三次取消會員資格，不得向外承接經懺。前項懲戒金及經懺收入

檢舉人當給予二分之一獎金。經懺應先向收款人登記繳納會費後方

可舉行。應赴會員的待遇：承包時暫以每工6,000元計，班頭對應赴

概以七折支給，多則類推。60 此外，從相關文檔中可知，除上述費用

外，會員入會還要交會員登記費。這項費用的標準也屢有變化，如

表七所示。

59 馬莉：〈民國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論文，2007），頁34。
60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00090–00094杭州市道教會會議

錄（民國3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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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杭州市道教會收費標準變動表

時間 基本會員費 普通會
員登記
費（每
人）

普通會
員經常
費（每人
每月）

門券收
入（每
一牌子）

經懺收入
（每衆）

經懺收
入（每堂）

（日夜算
2堂）

支出標準 出處

1946.
12

基本會員：
以廟觀為對
象，分特、
甲、乙、
丙、丁五等
按月徵收。
特等6萬
元，甲等3

萬元，乙等
1萬元，丙
等5千元，
丁等1千元

1,000 3,000 1,500 《章程》

1947.
5.15

原額增加十
分之五

1,500 原額增
加十分
之五

16,000 2,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7

次例會記
錄

1947.
9.15

廟觀八月
份 90,000

元者增 
180,000，
餘類推。

3,000 9,000 三萬元 4,000 職工薪
酬，工役
由180,000

增300,000

元。餘類
推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1次例會
記錄

1947.
10.15

1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2次例會
記錄

1947.
11.3

廟觀照原額
加五成，如
10月份甲
等180,000

則11月份 
270,000元

10,000 4,000 5,000 全體理監
事徵收
員、調查
員召開臨
時緊急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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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基本會員費 普通會
員登記
費（每
人）

普通會
員經常
費（每人
每月）

門券收
入（每
一牌子）

經懺收入
（每衆）

經懺收
入（每堂）

（日夜算
2堂）

支出標準 出處

1948.
1.30

基本會員加
五成

5,000 15,000 8,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5次例會
記錄

1948.
3.5

16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6次例會
記錄

1948.
5.5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8次例會
記錄

1948.
6.5

40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19次例會
記錄

1948.
7.5

原額增加兩
倍

30,000 90,000 60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20次例會
記錄

1948.
8.5

原額增加兩
倍

90,000 270,000 130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21次例會
記錄

1948.
10.16

10,000 30,000 90,000 600,000 30,000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23次例會
記錄

1948.
11.15

5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24次例會
記錄

1948.
12.5

基本會員
15金圓，
臨時會員
10金圓

理監事聯
席會議第
25次例會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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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中的特別費分為維持費和事業費兩項。維持費視會員的能力分

認。事業費向維護會員、輔導會員、贊助會員及本會會員臨時籌

募。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聘請金潤永、韓錦生、61 戎光久、62

陳憲和、堵申父 63 等五人為本會維護會員。關於這兩項，從道教會

有關文檔中找不到更詳細的相關記載，無法作更清楚的說明。  

根據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會議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歷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茲整理出杭州市道教會經費賬目表如表八所示。

61 韓錦生，多方查找資料無果。疑為都錦生之誤。都錦生，1898年2月12日生

於杭州西湖茅家埠。自幼喜畫風景，喜攝影，1919年畢業於浙江省甲種工業

學校（浙大前身），留校任圖案課教師。都大膽創新，將西湖風景轉變為織

錦；1921年，親手織出《九溪十八澗》，次年創辦都錦生絲織廠。1926年，

《宮妃夜游圖》在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上獲金獎。到1931年，其門市部已遍

佈全國十三個大城市。杭州淪陷後，都錦生絲織廠被迫停產，將機器轉移到

上海法租界。1938年舉家遷往上海。1943年，都錦生患腦溢血逝世，年僅
45歲。

62 戎光久，寧波人，多益處酒家創始人之一。多益處酒家成立於民國19年

（1920年），是由寧波人戎光久與親戚、族人集資開辦的。初名為「多一益處

半餐館」。因為當初寧波有一家菜館名為「多益處」，生意十分紅火。如此取

名表達了當時店主希望生意民興隆的美好願望，也含有要讓顧客得到益處之

意。該酒家原址在杭州市延安路解放路口，起初以賣米粥主，配有酒菜。由

於粗糧細做，經濟實惠，加上日夜經營服務周到，常常顧客盈門生意十分興

隆。 「多益處半餐館」積累了資本，做出了名氣後，於1929年拆遷改造為5

間3層的大型菜館，並改名為「多益國菜館」，經營種類酒、菜、面、飯、米

粥、小吃樣樣齊全。其特色菜肴爆鱔片、斬魚圓、番蝦鍋巴等聞名杭城。解

放後「多益處國菜館」改名為「銘一處酒家」。1958年杭州調整商業網點時遷

移至下城區中山北路。1980年建成三層樓房，裝修一新。
63 堵申父疑為堵福先，字申父，會稽人，紹興大通師範學堂學員，硯石收藏

家，秋瑾生前鄰友，也是章太炎熟友，著有《鑒湖秋女俠》、《秋瑾小傳》。曾

於民國16年5月至10月任餘姚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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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經費賬目表

時間 收上期
結餘

本期收常 本期收
經懺費

本期

登記費

收入合計 本期支出 本期實存 理監事
聯席會
議紀錄
序次

備註

1946.
11.14

2,208,870 2,035,240 173,630 1（註）

1946.
12.15

658,500 206,000 56,500 921,130 723,900 2

1947.
3.22

307,000 15,000 708,500 5

1947.
5.15

951,150 425,000 96,500 45,000 1,717,650 653,600 1,064,050 7

1947.
6.15

1,064,050 362,000 1,053,000 1,531,050 723,450 8

1947.
7.15

723,450 1347,500 10,000 2,080,950 989,550 9

1947.
9.15

685,450 1,095,500 1,789,500 740,950 11

1947.
10.15

740,950 1,049,000 1,042,500 747,450 12

1947.
11.15

1,712,000 2,075,300 183,100 13

1947.
12.15

2,057,500 1,594,000 646,650 14

1948.
1.30

646,650 1,107,500 179,750 15

1948.
3.5

1,177,000 516,000 773,850 16 透支1,444,850

1948.
4.20

2,393,000 3,618,500 17 透支773,850，
欠1,999,350

1948.
5.5

3,665,000 2,330,000 18 又付上月透支
1999,350，
欠696,350

1948.
6.9

3,105,000 3,420,000 19 上月透支
664,350，
欠969,350

1948.
8.5

3,430,000 13,480,000 21 支上月透支
1,768,350，
欠15,878,350

1948.
9.5

18,584,000 21,800,000 22 支上月透支
15,878,350

1948.
10.16

255,340,000 61,810,000 23 上月透支
190,943,500,000，
欠55,374,350

1948.
11.5

72,230,000 9,900萬 24 支上月透支
55,374,350，
欠82,144,350圓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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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00125–00126杭州市道教會全體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十五次例會紀錄（民國37年1月30日）。
65 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餘

倍。這意味著貨幣貶值和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飛漲。1937年6

月，全國法幣發行量為14.1億元，1942年貨幣採用中儲券（汪僞政權發行的

紙幣，强迫人民按與法幣1：2的比價兌換），1945年10月又變成法幣（抗戰

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淪陷區按中儲券與法幣200：1的比價收兌中儲券），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用金元券取代法幣，按
1：300萬比價收兌。從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價上漲了6,441,326倍。
1元金元券，按1948年8月的物價可買5升米，到1949年5月，1元金元券的

從上表和相關記載可知，民國36年全年經常費總收入為12,438,500

元，總支出為 13,006,850 元，收上年結存 497,500 元，收登記費
300,000元，收理事長費100,000元，收補領證費50,000元，以上共

計13,386,000元，以上存179,750元，支付2,855,000元，收經常費
1,021,000元，收登記費10,000元，透支1,444,850元。64 由於缺乏相

關文獻，對於道教會的支出項目，除了職工薪酬一項從理監事聯席

會議紀錄中可看到支出標準外，其餘支出項目及支出的數字，無從

知曉。

民國末年，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物價飛漲，貨幣貶值非常迅

速，65 民生維艱。在這種情况下，對主要以會費來維持運轉的杭州

市道教會不得不不斷提高會費徵收標準，甚至到了半個月就提高一

次收費標準的地步。但這樣做的結果，必然降低會員交費的積極

性。理監事聯席會議第十六次例會（民國37年3月5日召開）紀錄中

時間 收上期
結餘

本期收常 本期收
經懺費

本期

登記費

收入合計 本期支出 本期實存 理監事
聯席會
議紀錄
序次

備註

1948.
12.5

2.62金圓 145金圓 25金圓 上月透支7.38
金圓

1949.
2.9

1,853.5 26 透支179.76，
欠2,000.32

註：1為理監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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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及，會員交費不積極。上文提及，至1947年底，杭州市道教會

應該有會員242人；據1950年統計，杭州市有道士217人。但1949

年3月的杭州市道教會會員名冊中只有會員131人，說明有近一半之

多的會員脫會。沉重的會費負擔，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到了
1948年10月，會員大會的經費已經無法從會員徵收而得，只好由各

理事分擔。66 到了1949年2月，道教會透支179.76金圓，欠2,000.32

金圓，不得不向施藥費中借經費度日，由於經費匱乏，已經到了難

以運作，瀕臨解體的地步。67 所以，原定於1949年3月15日召開的

會員大會，因經費欠缺而無法召開。1949年5月3日杭州正式解放，

杭州市道教會於是自行解散。  

四、結語

杭州道教會顯然是杭州近代道教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的幾起幾

落反映出來的興衰史，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反映了民國時期杭州的社

會、政治、經濟狀况，也反映了民國時期寺廟、宗教、政府與政黨

之間的複雜關係。它雖然真正運作的時間不長，但也是有意義的。

尤其是浙江省杭州市道教會，歷史意義更大。它的理事長李理山與

 購買力只相當於9個月前的0.000000155元，連一粒米也買不到了，一粒米的

價格已變成130金元券了。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3518985.html，
2010年9月3日。另參陳國强主編：《浙江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
1993），頁388–394。1949年5月9日，杭州市軍管會發佈公告，用人民幣取

代金元券。參陳國强、龔方樂主編：《浙江金融史（1949–1999）》（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3），頁18。
66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000147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

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例會紀錄（民國37年10月16日）。
67 杭州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舊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會全體理監事聯席會

議第二十六次例會紀錄（民國38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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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946年7月始創，9月7日申報，11月15日獲得批准，次年3月15日舉行成

立大會。據上海市檔案館檔案 sc0001–0005《上海市道教會履歷表》載：李理

山任理事長。張維新等4人為常務理事，曹梅生等14人為理事，朱秋泉任常

務監事，朱鏡清等4人任監事，周國淞等9人為候補理事，周介康為候補監

事。另人秘書、書記、會計各一人。
69 上海市檔案館檔案 sc870，《上海市社會局宗教團體及寺院申請登記表》。

張天師等合作組織中華道教會，它是中華道教會的團體會員之一。

李理山曾於1946年7月在上海，以1939年3月創建的杭州玉皇山福

星觀道院上海分院為據點，組建上海市道教會，68 會員為數多達832

人，69 對上海道教乃至全國道教都有廣泛的影響。浙江省杭州市道

教會在建立之後做了一些推進道教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事，對協調

教內部關係做了一些實事，開展了一些社會公益慈善活動。它的建

立與運作，對浙江其它地區有廣泛的影響，例如，在它的影響下，

平陽、樂清、東陽、嘉興、海寧、溫嶺、玉環等縣紛紛建立當地的

道教會組織。它對此後浙江道教乃至中國道教的發展都有影響。例

如，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次年2月新建的杭州市道教協會籌備

會基本上是以它的班底為基礎的，如李理山仍然擔任籌備會主任直

至被捕入獄。它的會員閩智亭，漢族，1924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省

南召縣，全真派道士。1941年出家入華山修道，入全真華山派；先

後掛單於西安八仙宮、武漢長春觀和杭州玉皇山福星觀，在福星觀

時擔任知客。1992年起任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中國道教學院副院

長，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長；1998至2010年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中

國道教學院院長、中國宗教與和平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李理山、閩

智亭這兩位近現代道教領袖均與它有緊密的關係。所以，浙江省杭

州道教會在近現代中國的道教史上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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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Daoist Association from 1911 to 1949

Kong Linghong

Abstract

Daoists in Hangzhou organized a series of Hangzhou Daoist associations in 
1914, 1927, 1937 and 1946. Based on archives, local chronicles, and other 
source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ituation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angzhou 
Daoist Association organized in 1946, discussing its goal, statut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embers, main works, political relations, economy, and so on. The 
Hangzhou Daoist Association mark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Hangzhou Daoism. It provides a classic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Hangzhou,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emples, religions, government 
and par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ts seminar director Li Lishan cooperated 
with the 63th generation of Heavenly Master Zhang to organize Chinese Daoist 
Association in 1946, and it represents a complete example of such organizations. 
Li Lishan also organized the Shanghai Daoist Association in 1946. Thus, the 
Hangzhou Daoist Association influenced Shanghai Daoists, and in fact all 
Chinese Daoists. It gave a fresh impetus to Hangzhou Daoists who went on to 
adapt to the modern society, coordinat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Daoists, 
and carried out many charity works. It made a wide impact on other cities in 
Zhejiang, and was a major influence on Zhejiang Daoists, as well as on a wider 
range of Chinese Daoists, even after 1949.

Keywords: the Kuomingtang (KMT) times, Hangzhou, Religious Daoism, 
society, politics



從民國年間漢口的四次登記看
地方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理*

梅莉

摘　要

民國初年，漢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質的地方道教管理機構，火居道士

的相關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會局或警察局等機關處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後，加強了對傳統宗教的管理。與此相適應，漢口市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

理主要採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訂火居道士管理辦法；二是政府對火居道士

的行為予以一定程度的監管；三是實行火居道士登記制度，這也是最為重

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檔案所見從1929 年到1946年間，漢口先後進行了四

次火居道士換照登記。政府登記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締火

居道士。雖然從大勢來看，他們都受到巨大打擊，不過，民國年間，由於

各地社會形勢不一，在執行政府政策時會有力度上的不同，各地正一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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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的命運就存在一定的差別。與廣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締的命運不同，

漢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間，能從事相關的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漢口

是一個新興的移民與工商業城市，政治控制較之傳統的政治中心相對鬆弛。

關鍵詞：民國、漢口、火居道士、登記、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