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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现存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国务院确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周六为“文化遗产日”。
　　山建筑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重要凝聚体。
其中，道教建筑作为古建筑中的重要类型，值得我们关注。
　　欣赏道教建筑，首先得了解中国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源远流长，曾和儒、佛并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道教以先秦的道家学者老子为教祖，称“太上老君”，以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作为
主要经典。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
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年），张道陵天师创立五斗米道，标志着道教的形成，迄今已有1800多年的
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走向成熟，开始大规模兴建道观。
唐时，李氏帝室因为和老子（即李耳）同姓，就尊老子为远祖，道教也受到推崇，道教宫观遍布天下
。
《唐六典·祠部》记载，唐开元末年，“几天下观总数1687所”，从当时的数量看，是仅次于佛教的
第二大宗教。
宋代，统治者也格外青睐道教，道教兴盛不衰，建造了大量道教宫观，发展成“十大洞天，三十六小
洞天，七十二福地”。
金元时期，著名道士王重阳创立全真派，道教势力强大，自然也不断大兴土木。
明清时期，道教逐渐衰落，但是，仍修建了大量的道教宫观。
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道教宫观仍有1万余处。
　　中国道教自产生起，就多选择深山幽谷作为“静修”之处。
因此，道教建筑也常常建于名山大川之间，体现了道家“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
想，形成了自然山水与道教建筑融为一体的建筑风格。
如大家所熟悉的“五岳”（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就是著名的道
教名山。
此外，湖北武当山、福建武夷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江苏句容茅山、青岛崂山等，也均为道
教名山。
其中，泰山、武当山、青城山、武夷山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当然，后期也有不少道观为了方便祭祀和扩大影响，进一步世俗化，修建于城市之中。
　　中国现存道观多为明清建筑，总体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院落布局，多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主
要殿堂设在中轴线上，层层院落依次递进。
山门多为三个门洞，意指进入山门，通过三界（无极界、太极界、现世界），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道士
。
山门后一般有三清殿、玉皇殿、灵官殿等。
三清殿一般是道观的主殿，供奉道教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玉皇殿主要供奉被道教尊为“诸天之主”的玉皇大帝塑像。
灵官殿主要供奉道教守护神灵官塑像。
道教信仰多神，其殿宇的名称自然也非常庞杂，在此不一一列出。
　　道教建筑多用各种装饰来体现“吉祥如意”、“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思想，如用日月星
云寓意“光明普照”，用松柏、灵芝、龟、鹤象征长寿，用扇、鱼、水仙、蝙蝠和鹿取谐音分别象征
善、（富）裕、仙、福、禄，用麒麟、龙、凤象征祥瑞如意。
道教建筑中最有标识性意义的“太极八卦图”，为两条首尾相接、互相环抱的黑、白鱼，分别代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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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阴阳二气，表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同时又可相互转化。
　　不少道教建筑文化内涵丰富，有各种精美的壁画、塑像、雕刻、碑刻、匾额、楹联、题记等，艺
术价值很高，构成道教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亦为道教建筑增辉不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道教除了正统的神祗系统外，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一些民间祭祀主体，如关
帝、土地、文昌、城隍、妈祖、龙王、药王、后土等。
与之相应的各种民俗奉祀之庙，也是道教建筑的重要内容。
　　中国现存的道教建筑甚多，本书仅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20余处，其中，大多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或道教全国重点宫观。
这些道教建筑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建筑遗产中的杰出之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愉
悦、欣慰、骄傲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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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远在佛教流布中土之前，脱胎于本土民间信仰的道教已经信众甚广，其传教和各种仪式活动主要因陋
就简使用洞、堂、舍、石室等民间建筑。
    成熟形态的道教建筑是在受蔚然大观的佛教建筑鼓荡，改造接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科仪后形成的。
    本书主要围绕中国道教建筑遗产，选取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处代表性强、特色鲜明，包括宫、
观、殿、阁、庙等形制在内的道教建筑(外延涉及部分具有民间信仰性质的建筑)，就其选址、布局、
构成、装饰等建筑艺术辉煌成就作了详细、生动而具体的讲解，其中穿插的大量图片和线图增加了内
容的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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