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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年来有关道教文化研究热潮中的又一部力作。
作者长期收集海内外有关研究的成果，加以精心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五章。
上溯道教形成以前中国史前宗教造像艺术，以及先秦时期宗教造像艺术、秦汉时期的神仙造像艺术的
渊源；至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道教造像艺术的萌发，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造像艺术的兴起，隋唐
时期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达到鼎盛。
宋元时期道教的造像艺术开始走向世俗化，明清时期则已经衰微。
有关道教的造像，涉及石窟、摩崖造像、碑刻，以及宫观雕塑等，材料涉及玉、石、金、银、铜、铁
、木、竹，泥塑等。
全书插图120幅，图文并茂。
作者对各时期道教造像的规范、艺术特点，及其继承、发展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可以作为道教院校师
生，以及普通大学文物考古、雕塑艺术和旅游专业师生的基本教材。
也是道教文化爱好者鉴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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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知凡，1952年10月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美术学教授、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美术教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曾发表与道教有关的论文有：《道教神系与道教造像》、《道教的宫观壁画艺术》、《元代道士画家
倪瓒及其绘画艺术》、《元代杰出的书画家赵孟烦与道教》、《帝王之师寇谦之》、《三洞道士陆修
静》、《山中宰相陶弘景》等；著作有：《人神之间》（主编）、《中国绘画故事》、《改写美术史
：20世纪影响中国美术史的重大发现》（合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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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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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道教  第二节  明代宫观中的道教造像艺术  第三节  清代宫观中的道教造像艺
术  第四节  明清石窟中的道教造像艺术  第五节  明清民间道教造像艺术结束语附录  一、道教官观殿堂
内供奉的主要神像  二、我国著名道教宫观一览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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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教造像艺术的渊源　　第一节　史前时期宗教造像艺术　　我国原始宗教的产生　　
我国原始宗教产生在何时？
恐怕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精确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中寻找到一点线索。
　　1933年至1934年，考古人员在北京市西南48公里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的顶部，发掘出距今约1.8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并把它命名为“山顶洞人”。
考古人员发现，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窖四部分。
其中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下室发现有3具完整的成年男女的头盖骨和一些躯干骨，入骨周围
还发现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及一些随葬品，显然，下室是山顶洞人的墓地。
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下室，表明当时他们头脑中已经产生了原始的灵魂信仰观念。
从他们在尸体旁安放工具、武器和加工过的装饰品作为陪葬品的现象来看，说明进入到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山顶洞人已对死去的人开始寄予了关切，并祈祷着死者灵魂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过着和人世间同
样的生活。
山顶洞人的这种灵魂信仰观念，已具有了较为复杂的宗教观念。
因此，山顶洞人的发现其意义是重大的，它为我们了解中国原始社会宗教的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
资料，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山顶洞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原始人类宗教信
仰提供了至今为止仍属最为原始的迹象，这一考古发现在宗教研究和原始文化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
是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为过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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