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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傳統
淨明科儀的文獻研究

    淨明道，以綿歷千載的許真君信仰為中心，是歷史上及今日中國

大陸與台灣之道教所共通認同的重要流派。對淨明道歷史及其儀式傳

統的研究，不但有助我們重新認識道教的構成、演變及發展軌跡，亦

可揭示近世道教法術、儀式的創生機制與融合過程。

    本書利用《道藏》內外文獻，尤其碑刻、檔案、報刊、地方志、

道壇抄本、館藏珍本及田野觀察等過往較少注意的資料，通貫地介

紹淨明道千年以來的歷史進程及今日之恢復狀況，更就以下重要問題

展開論述，包括：南宋淨明法與靈寶法的關係、元代淨明忠孝道法的

秘傳知識及其與雷法之關係、明代清微法與淨明忠孝道法的傳承與融

合、千年以來朝仙勝會儀式傳統、江西地方真君表科及長江中下游地

區真君醮科、鸞壇降經與地方信仰群體的興起、清代乩傳道派對淨明

儀式文獻的接受與改造等，全面展現淨明道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

不同群體中的傳統再造情形。

    許蔚教授是淨明道文獻研究方面的權威。本書集大成性地勾勒了近世淨明道 

發展，尤其側重於科儀文獻的梳理與考察，填補過往研究之空白，不失為學術界 

的創舉。
─王崗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

    這部大作值得推薦的理由凡三：首為寫本系統的開發，道教研究以往仰賴刊本

系統，使用寫本者僅為初步，許博士勇於嘗試，其寶貴經驗盡在此中；其次，格局開

闊，圍繞南昌故觀與西山新觀，自成了一個「信仰圈」；最後則是完成許遜信仰全史，

通過解構層層厚叠的真相，彰顯其神啓性經典的本質。
─李豐楙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作者對淨明道持續研究多年，問題意識深入，論證翔實，充分蒐集地方志、碑 

刻資料與藏外道壇抄本等文獻，配合相關儀式的田野調查，於方法學上大有突破。 

全書有許多創新的看法，能補充前人研究的不足，對道教學術研究作出重要的貢獻。

─謝聰輝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民間宗教/道教研究

許蔚，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復

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

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道

教文學、道教文獻學、宋明道教史、

佛道教交涉、近世科儀與法術、道

教與民間宗教寫本、陽明學與道

教關係研究，著有《斷裂與建構：

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2014）、 

《淨明忠孝全書》（校註）（2018）、 

《道教文學、文獻與儀式：許蔚自選

集》（2021）、《豫章羅念庵、鄧定宇 

二先生學行輯述》（2022）等。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封面圖片說明

江西省南昌巿西山萬壽宮高明殿， 

2023年3月11日趙澤宇先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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