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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文獻 

 

 

 

一、 杜光庭著作之原典。（按道藏順序排列） 

 

 

《道教靈驗記》  （唐）杜光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

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冊，洞玄

部記傳類，常字號。 

 

《歷代崇道記》  （唐）杜光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

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一冊，

洞玄部記傳類，惟字號。 

 

《道德真經廣聖義》  （唐）杜光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

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

四冊，洞神部玉訣類，羔、羊、景、行字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唐）杜光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

第十七冊，洞神部玉訣類，是字號。 

 

《墉城集以錄》  （唐）杜光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

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八冊，

洞神部譜錄類，竭字號。 

 

 

 

二、收錄於道藏之書目（按道藏順序排列）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

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一冊，洞真部本文

類，月字號。 

 

《學以辨真訣》  （北宋）張無夢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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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真部玉訣類，成字號。 

 

《列以傳》  （漢）劉向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

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五冊，洞真部記

傳類，海字號。 

 

《續以傳》  （南唐）沈汾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五冊，洞真部

記傳類，海字號。 

 

《歷世真以體道通鑑》  （元）趙道一編修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

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

五冊，洞真部記傳類，麟字號。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

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五冊，洞玄部本

文類，人字號。 

 

《道德真經註》  （元）吳澄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

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二冊，

洞神部玉訣類，知字號。 

 

《道德真經集解》  （宋）董思靖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二冊，

洞神部玉訣類，短字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唐）強思齊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

古籍出版社，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三冊，洞

神部玉訣類，使字號。 

 

《道德真經藏室纂為開題科文疏》  薛志玄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

第十三冊，洞神部玉訣類，難字號。 

 

《混元聖紀》  （宋）謝守灝編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

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七冊，洞

玄部譜錄類，奧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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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宋）謝守潮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

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

七冊，洞神部譜錄類，敬字號。 

 

《猶龍傳》  （宋）賈善翔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八冊，洞玄

部譜錄類，敬字號。。 

 

《諸真聖胎神用訣‧陳希夷胎息訣》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八冊，

洞神部方法類，命字號。 

 

《真誥》  陶弘景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

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冊，太玄部，安字號。 

 

《道樞》  （宋）曾慥編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

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冊，太玄部，

篤字號。 

 

《雲笈七籤》  （宋）張君房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

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二冊，

太玄部，學字號。 

 

《化書》  譚峭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

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三冊，太玄部，別字

號。 

 

《玄綱論‧元氣章》  （唐）吳筠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三

冊，太玄部，尊字號。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  （唐）潘師正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

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

十四冊，太平部，諾字號。 

 

《道教義樞》  （梁）孟安排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

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二十四冊，

太平部，諾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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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宋）王重陽撰  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 年（明）張宇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

第二十五冊，太平部，交字號。 

 

 

 

三、古籍文獻(採四部分類法) 

 

 

經部： 

 

 

《孟子字義疏證》  （清）戴震撰  臺北：廣文書局  1978年 。 

 

《新添古音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臺北：紅葉文化公司  1999

年。 

 

《論語正義》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2001年 。 

 

 

 

史部： 

 

《新校史記三家注》  （漢）司馬遷撰  臺北：世界書局  1972年 。 

 

《魏書》  （齊）魏牧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晉書》  （唐）房玄齡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周書》  （唐）令狐德棻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隋書》  （唐）魏徵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舊唐書》  （後晉）劉煦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新唐書》  （宋）歐陽脩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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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年《新校本二十五史》 。 

 

《五代史補》  （宋）陶嶽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 

 

《通志略》  （宋）鄭樵撰  臺北：世界書局  1936年版 。 

 

《貞觀政要》  （唐）吳競撰  臺北：黎明文化公司  1990年。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 。 

 

《唐大詔令集》  （宋）宋敏求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8 年 4 月。 

 

《宋元學案》  （清）黃宗羲撰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 年 。 

 

《蜀檮杌》  （宋）張唐英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 

 

《十國春秋》  （清）吳壬臣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唐會要》  （宋）王溥撰  臺北：世界書局  1963 年 。 

 

《茅山志》  （元）劉大彬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據北京大學圖

書館藏元刻本配明刻本影印。 

 

《嘉定赤城志》  （宋）陳耆卿撰  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據清嘉慶二十

三年刊，台州叢書本影印 

 

《郡齋讀書志》  （宋）晁公武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 

 

《寶刻類編》  （宋）不著撰人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年《叢書集成

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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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永瑢、紀昀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

年 。 

 

 

子部： 

 

《荀子集解‧考證》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  臺北：世界書局  2000

年 。 

 

《張子正蒙注》  （清）王夫之撰  臺北：廣文書局  1970年  。 

 

《張載集》  （宋）張載撰  臺北縣：漢京文化公司  1983 年 9 月 。 

 

《王廷相‧慎言》   （明）王廷相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 9 月 。 

。 

《吳廷翰集‧吉齋漫錄》  （明）吳廷翰撰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 年 。 

 

《宣和書譜》  （唐）孫過庭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 。 

 

《呂氏春秋》  呂不偉撰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5 年 。 

 

《太平御覽》  （宋）李昉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4年 。 

 

《讀書雜志》  （清）王念孫撰  臺北：世界書局  1988年11月據同治庚午十一

月金陵書局重刊本影印 。 

 

《太平廣記》  （宋）李昉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 

 

《集古今佛道論衡》  臺北：大藏經刊行會  1983 年《大藏經》。 

 

《老子道德經序訣》  （吳）葛玄撰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嚴靈峯輯《無

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 。 

 

《南華真經注疏》  （唐）成玄英撰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9年嚴靈峰編《無

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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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集釋》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3

年 。 

 

 

集部： 

 

《欽定全唐文》  （清）董誥撰  臺南：經緯書局  1965 年 。 

 

《北夢瑣言》  （宋）孫光憲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 

 

《鑒誡錄》  （後蜀）何光遠撰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年《叢書集成

新編》 

 

 

 

 

三、近人著作（依出版年代先後排序。） 

 

 

《太平經合校》  王明撰  北平：中華書局  1960 年 。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注斠理》  鄭成海撰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1 年 。 

 

《道藏源流考》  陳國符撰  臺北：祥生出版社  1975 年。 

 

《諸子考索》  羅根澤撰  香港九龍：學林書店  1977 年 。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陳鼓應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0 年 。 

 

《太上洞玄靈寶升玄內教經》  黃永武主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1 年

《敦煌寶藏》 。 

 

《太玄真一本際經》  黃永武主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1 年《敦煌寶

藏》 。 

 

《道德義淵》  黃永武主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1 年《敦煌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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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內篇校釋》  王明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 。 

 

《列子譯注》  嚴北溟、嚴捷撰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87 年  。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湯一介撰  臺北：東大圖書館公司  1988 年 12 月

初版 。 

 

《道教概說》  李養正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 。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 5

月 。 

 

《中國科學技術史》  李約瑟撰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0 年 。 

 

《管子思想研究》  徐漢昌撰  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0 年 6 月 。 

 

《道藏提要》  任繼愈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 

 

《中國道教史》  任繼愈主編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 年 10 月 。 

 

《老子想爾注校證》  饒宗頤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略論隋唐老莊學》  李大華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陳鼓應主

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 。 

 

《全唐詩補編》  陳尚君輯錄  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 。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  楊儒賓編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3 

年。  

 

《中國重玄學》  盧國龍撰  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  1993 年 。 

 

《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  牟鐘鑒、胡孚琛、王葆玹等撰  濟南：齊魯書社  

1993 年 12 月 。 

 

《氣》  張立文撰  臺北：漢興書局  199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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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張立文撰  臺北：漢興書局  1994 年 。 

 

《帛書老子校注》  高明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 5 月 。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  張立文撰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1996

年 。 

 

《中國道教史》  卿希泰撰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  李增撰  臺北：洪葉文化公司  1997 年 。 

 

《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  陳麗桂撰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 。 

 

《從敦煌寫本看＜洞淵神咒經＞在北方的傳播》  馬承玉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8 年版，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 

 

《神話與中國社會》  田兆元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理在氣中》  劉又銘撰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20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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