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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所做的是一项关于道教与岭南俗信关系的专题研究，通过解读史料和透过民俗事象
，对道教与岭南俗信的亲密关系进行历史考证和科学论证。书稿主体由五章组成：
**章，从考察岭南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入手，分析道教之所以南传的三大缘由。作者认
为：地缘、亲缘和人缘，各种因缘际会促成道教迅速传入岭南。
第二章，重点梳理了道教南传的几个重要时期及其表现。作者考定出道教传入岭南的时
间为东汉末年，与道教在岭北创立的时间东汉末年相距不远。
第三章，论证了道教受岭南俗信熏染，出现“南化”现象。包括道教斋醮巫化；道教观
念俗化；道教义理淡化等等。
第四章，论证了岭南俗信受道教浸润，呈现“道化”品格。主要有：岭南诸神俗信富有
道情；岭南祭祀俗信呈现道彩；岭南节庆俗信饱含道韵；岭南婚丧俗信契合道旨；岭南
衣食俗信蕴涵道味；岭南建筑俗信体现道风等等。
第五章，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对岭南俗信与道教互动关系做一总体评述。作者认为：
道教与岭南俗信互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比较而言，积极作用比消极影响要
大得多。
 

内容简介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岭南地处我国南疆，其俗信与岭北有较大不同。
由于地缘、亲缘和人缘的关系，岭南俗信与南传道教一拍即合，产生了“互化”效应：
一方面是道教受岭南俗信的影响，出现“南化”现象；另一方面是岭南俗信也受道教的
影响，呈现出“道化”品格。透过岭南俗信，可以窥见道教的意味深蕴其中。本书通过
解读史料和透过民俗事象，对道教与岭南俗信的亲密关系展开历史考证和科学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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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绪 论
俗信，顾名思义，包括习俗和信仰两方面，信仰是习俗的指针，习俗是信仰的具体表象
，两者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是一个群体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一个国
家有一个国家的俗信，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俗信，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俗信，可谓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中国，由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开化程度不同，俗
信的种类、性质和事象纷繁多姿，长期以来，其传播之广泛和深入人心，无疑是值得我
们关注的，它要求我们从历史上和文化上以及国民心态上加以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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