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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是四大名山之一，武当山古建筑群于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
为世界文化遗产。本书辑录了80余篇研究武当山及武当文化的论文，作者大多是从事武
当地方历史文化及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编者根据内容把文章分为道教思想与武
当道教研究、武当山历史与文化研究、武当山建筑与考古研究、武当山水文学与道教文
学研究、武当武术与民间文化研究、武当山旅游开发及其他等六类。这些论文几科涵盖
了武当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是20多年来武当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作者简介

杨立志，1961年10月生于湖北省均县（现丹江口市），198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
系。现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道教学、武当文化。从事武当文化研究20余年，主
持多项省级重大、重点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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