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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代道教专科目录及道藏著录道书情况

年代 目录 / 道藏名称 数量 分类情况

东晋 葛洪《抱朴子·遐览》 合计两类，261 部[6]、1299 卷。 分经、符两类，其中经 205 部、679 卷，符 56 部、620
卷。另《抱朴子》于《遐览》外还引用若干部道书[4]。

刘宋
泰始七年

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 合计 3 洞，1228 卷[4]。 分洞真、洞玄、洞神 3 洞。

萧梁 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 分三洞四辅 7 部类。

北周
天和五年

《玄都经目》
合计 6 类，云有 6363 卷，2040 卷有其本，
4323 卷并未见。

其中经、传、符、图 1156 卷，诸子、论 884 卷。

北周
建德年间

王延《三洞珠囊经目》 合计 8030 卷。 经目 7 卷，盖分三洞四辅 7 部类。

隋 《隋朝道书总目》 合计 4 类、377 部、1216 卷。 其中经戒 301 部、908 卷；服饵 46 部、167 卷；房中 13
部、38 卷；符箓 17 部、103 卷。

唐
高宗年间

尹文操《玉纬经目》 合计 7300 卷。

称玉纬，盖承孟法师七部之目。张君房《云笈七签序》
亦称《宝文统录》纲条漶漫，部分参差，与《琼纲》、《玉
纬》之目，舛谬不同。即与《宝文统录》诸经所属不同，
此《玉纬》或即此目，盖分三洞四辅七部类。

唐
先天初

史崇玄《一切道经目》 合计两千余卷。

唐
开元年间

张仙庭《三洞琼纲》（《琼纲
经目》、《玉纬别目》）

合计 7300 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
论相兼 9000 余卷。《琼纲经目》另有 3 说：
3744 卷、5700 卷[1]、2130 卷[7]。

称琼纲、玉纬，按上引张君房《云笈七签序》，则应分
三洞四辅 7 部类。

唐
安史之乱后

上元经箓等

肃宗上元年收经箓 6000 余卷；至代宗大历
年冲虚先生申甫遍搜道经，又及 7000 卷，
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
写，才 5300 卷。

北宋
太宗年间

徐铉、王禹偁《道藏》 合计 7 部类，3730 卷。 下《宝文统录》因之，则亦为 7 部类。

北宋
大中祥符初年

王钦若《宝文统录》
合计 7 部类，4359 卷。比徐铉、王禹偁《道
藏》增 622 卷。

分洞真部 620 卷、洞玄部 1013 卷、洞神部 172 卷、太
玄部 1407 卷、太平部 192 卷、太清部 576 卷、正一部
370 卷。

北宋
天禧三年

张君房《天宫宝藏》 合计 7 部类，4565 卷。 分 7 部类。

北宋
崇宁年间

崇宁《道藏》 合计 7 部类，5387 卷。 分 7 部类。

历代目录对道书的著录与分类
孙显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 100190）

[摘 要]通过列表详尽展示了历代全国性的综合目录和道教专科目录对道书的著录和分类情况，并对著录道书

的数量变化和分类情况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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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7

笔者通过考察历代目录对道书的著录情况，以展示历代

道书的概况：包括数量、分类以及流变等情况。这方面的研究

笔者及见有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

考》[2]、王宗昱《官方目录学中的道书》[3]、朱越利《道经总论》[4]。

另外还有刘鉴泉《道教征略》（1924）及曲继皋《道藏考略》

（1931）、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1955）[5]。

由于综合目录与道教专科目录是两种差异很大的系统，

因此笔者将分开进行讨论，这样两个系统的源流更容易梳理

清楚。历代目录道书的著录情况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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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历代全国性综合目录著录道书情况

北宋
政和年间

政和《万寿道藏》 合计 7 部类，5481 卷。 分 7 部类。

南宋
淳熙四年

淳熙《琼章宝藏》 据《万寿道藏》重建。

金
明昌初年

孙明道《大金玄都宝藏》 合计 7 部类，602 帙、6455 卷。 分 7 部类。

元
乃马真后三年

宋德方《大元玄都宝藏》 合计 7 部类，7800 余卷。 分 7 部类。

明
正统十年

邵以正《正统道藏》
合计 7 部类，480 函，计目录 1431 部、5305
卷。

分 7 部类。分洞真部 316 部、洞玄部 303 部、洞神部
364 部、太玄部 117 部、太平部 66 部、太清部 24 部、
正一部 240 部。

明
万历三十五年

张国祥《万历续道藏》
共补收道书 56 部，合计 7 部类，至 1487
部、512 函、5485 卷。

补收不再分类。

新中国
1992~1994 年

胡道静《藏外道书》
36 册，共收集《道藏》未收道教经籍和著述
991 部。

收书按内容区分为 11 类，即：古佚道书类、经典类、
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传记神仙
类、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类和其他等。

新中国
2004 年

张继禹《中华道藏》
以《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并补
入明以前经书，共收书 1500 余部、5500 多
卷。

全藏分为三洞真经、四辅真经、道教论集、道教众术、
道教科仪、仙传道史和目录索引 7 大部类。

年代 目录名称 数量 分类情况

东汉章帝时期
（西汉建平二年）

班固《汉书·艺文志》
（刘歆《七略》）

合计 3 类，55 家、801 篇、
392 卷。

其中诸子略道家 37 家、993 篇；方技略房中 8 家、186 卷；神仙 10
家、205 卷[8]。

北宋
嘉佑五年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
总 206 家，200 余 部、1742
卷。

子部有道家 77 家、84 部、1004 卷[12]。自玄宗以下不著录 22 家、132
卷[13]。神仙 35 家、50 部、341 卷。自《道藏音义》以下不著录 62 家、
265 卷。

北宋
庆历元年

王尧臣《崇文总目》 合计两类，553 部、1249 卷。道家类 35 部、170 卷[14]。道书类共 525 部、1004 卷[15]。

萧梁
普通四年

阮孝绪《七录》
合计 2 录 5 类，490 种、535
帙、1547 卷。

子兵录道部 69 种、76 帙、431 卷。仙道录。分经戒部 290 种、318 帙、
808 卷；服饵部 48 种、52 帙、167 卷；房中部 13 种、13 帙、38 卷；符
图部 70 种、76 帙、103 卷。合 425 种、459 帙、1138 卷[9]。

唐
贞观年间

魏征《隋书·经籍志》
合 计 2 部 5 类 ，455 部、
1741 卷。

子部道家类 78 部，合 525 卷。附道经，分经戒 301 部、908 卷；饵服
46 部、167 卷；房中部 13 种、38 卷；符录 17 种、103 卷；共 377 部、
1216 卷。

后晋开运二年
（唐开元十年）

刘昫《旧唐书·经籍志》
（母煚《古今书录》）

合计 1 类，123 部、947 卷。
子部道家类 125 部，老子 61 家，庄子 17 家，道释诸说 47 家[10]，凡
960 卷[11]。

南宋
绍兴十五年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
目》

合计 657 部。 道书类 657 部。

南宋
宝佑五年

《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合计两类，443 家、499 部、
1508 卷。

子部道家类 47 家、52 部、187 卷。神仙类 396 家、447 部、1321 卷。

元
至正三年

脱脱《宋史·艺文志》 合计两类，496 部、155 卷。 子部道家类 102 部、359 卷。神仙类 394 部、1216 卷。

* 北宋
元丰五年

王珪等《两 朝 国 史 艺 文
志》

子部道家类 8 部、15 卷。神仙类 413 部。

南宋
淳熙七年

李焘等《四 朝 国 史 艺 文
志》

子部道家类 9 部、32 卷。神仙类 20 部。

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

郑樵《通志·艺文略》
合计 25 类，1323 部[16]、3706
卷。

道家类分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参同契、目录、传、记、论、
书、经、科仪、符录、吐纳、胎息、内视、道引、辟谷、内丹、外丹、金石
药、服饵、房中、修养，凡 25 种。

* 北宋
天圣八年

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
志》

子部道家类 43 部、250 卷。神仙类 97 部、625 卷[18]。
合计两类，590 部、2 千余
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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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道书数量的变化

从表 1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六朝道经造作高峰后，基

本形成了“道藏”的核心，北周《玄都经目》的 2040 卷，有一定

的代表性。至于王延《三洞珠囊经目》的 8030 卷，参考《玄都

经目》的 4000 余卷虚数，可推测大致也是虚数，或者是卷数

计算方法的差别。至于《通志·艺文略》所载《隋朝道书总目》

则全同隋志，对照《七录》可知，隋志亦基本承袭《七录》，分类

全同，饵服与房中所录全同，只有经戒多出 11 部、100 卷，而

符录则卷数同，部数却分别为 17 与 70，或为传写之讹，亦未

可知。入唐后，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国力的强盛，整理搜求活

动不断，当然也包括后代道书的新作，道书的数量迅速增长，

到安史之乱前达到高峰，可以开元《三洞琼纲》为代表，虽然

文献记载的卷数有 3 说，但是笔者比较倾向 7300 卷说。因为

前有尹文操《玉纬经目》7300 卷，文献记载安史之乱后不久，

肃宗上元年间收经箓得 6000 余卷，可知开元时期道书的数

量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随着连年战乱和道教的衰落，到北

宋初年整理道藏则只有 3700 余卷。宋金元时期，道教再度繁

荣起来，多次编修道藏，到《大元玄都宝藏》达到了第二个高

峰。随后道教又开始衰落，幸运的是明修道藏历近 600 年基

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虽然没有《大元玄都宝藏》规模浩大，但

也还是保存了为数颇丰的道教典籍。

2 道藏的分类[20]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内部有自己特殊的分类法，即

“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藏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的演进也

有一个过程。葛洪《抱朴子》中无三洞说，亦无三分迹象，只分

经、符两类，很是粗略。这样三洞之分类应起于东晋葛洪之

后。刘宋陆修静泰始七年（471 年）上《三洞经书目录》，而其早

在元嘉十四年（437 年）《灵宝经自序》中自称“三洞弟子”，则

三洞分类亦可能起于陆之前。所谓“三洞”，就是洞真、洞玄、

洞神。洞即是通。三洞是依据道教三大派系的分类：洞真经即

上清经，洞玄经即灵宝经，洞神经即三皇经。据目前文献来看

三洞分类即起于陆氏《三洞经书目录》。

所谓“四辅”就是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 4 类。

“太玄”原指老君隐太玄之乡，后取玄之又玄的重玄之义，太

玄部辖《道德经》、《西升经》等；“太平”因以《太平经》为首而

得名；“太清”取至清虚无之意，令人升入或此部经典降自太

清仙境，因而得名，太清部辖金丹经。这三部分别辅助洞真、

洞玄、洞神三部。“正一”表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正一部

辖《三天正法》、《正一盟威妙经》等，是以道德为宗，贯通三

洞，所以正一部是总辅三洞。这种辅助的关系与诸经的内容

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洞与四辅合称七部，一般认为，七部分类

方法是南朝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创立的，因为此目已

佚，主要是根据“七部”的名称推断。梁代有两个孟法师，一个

是孟景翼，曾任梁武帝大道正，号大孟；另一个是孟智周，为

陆修静弟子，亦梁武帝时人，号小孟[4]。

三洞和四辅的分类法基本反映派别情况，这样不以内容

分类的方法就有缺陷，因此，南北朝时期在三洞之中，每洞又

分为相同的十二部，而四辅则不分。赵宋以后，为避免与七部

混淆，于是改为十二类。十二部的分类最早见于六朝上清经

《洞真太上仓元上录》和敦煌道经宋法师《经目》，宋法师即宋

文明，与刘宋陆修静同时代人。这样，则十二部略迟于三洞，

或者几乎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辅为什么不分十

二部？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四辅和

三洞还不是完全相同，它有内容分类的成分；第二个原因是

十二部分类产生于四辅之前，由于第一个原因没有在四辅中

实行。诸经中提到十二部的名称多有不同，但也大同小异。明

道藏十二类的名称及内容如下：①本文，指经书的原本真文；

②神符，指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的符录；③玉诀，指

对道经的注解和义疏；④灵图，指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

主的著作；⑤谱录，指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

清
乾隆四年

张廷玉《明史·艺文志》 合计 56 部、267 卷。 道家类 56 部、267 卷。

清
乾隆五十八年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合计 144 部、896 卷。 道家类 44 部、432 卷。存目 100 部、464 卷，内 4 部无卷数。

民国 章钰《清史稿·艺文志》 道家类 95 部、351 卷。

民国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
补编》

道家类 61 部、183 卷。

新中国
2000 年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
拾遗》

道家类 93 部、398 卷，不分卷者 6 部。宗教类道教之属 184 部。

明
正统六年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 合计两类，232 部。 子书不分类，有道家 30 部。另有道书 202 部。

明末清初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19] 合计 198 部、700 余卷。 道家类 198 部、700 余卷。

合计 433 部、1000 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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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书；⑥戒律，指戒规、科律的经书及功过格等；⑦威仪，指

斋醮科仪方面的著作；⑧方法，指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

等各种方法之书；⑨众术，指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和其他数术

书；⑩记传，指众仙传记、碑铭及道观志书；輥輯訛赞颂，指歌颂赞

唱神灵的灵章和诸真宝诰等；輥輰訛章表，指建斋设醮时上呈天

帝的章奏、青词等。三洞经下各分十二部，合为三十六部。另

外历史上又有六部和“新三十六部”的分类法[1]，但是没有被

已知的历代道藏采用。从表 1 可以看出从南北朝道藏形成开

始，就一直沿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

3 全国性综合书目对道书的著录和分类

从数量上我们能大致看出唐宋两代综合目录里著录的

道书是比较多的，大约保持在 1500 卷左右。另唐开元年间母

煚《古今书录》外有《开元内外经录》，今仅知其收有道释书至

2500 余部、9500 余卷。据智升《开元释教录》，有佛书凡 7046

卷，按此估算，道书则有 2000 余卷[21]。元明以降，官修综合目

录中著录道书的数量就大为减少了。从著录的分类看，有 4

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从刘宋王俭《七志》开始的，就是

把释道书兼容到综合目录中的同时，保留其成为独立的大部

类，虽然在《七志》中释道书只是作为附篇。到阮孝绪《七录》

则把仙道录纳入“七录”之中，并分为经戒、服饵、房中、符图 4

类。《隋志》因之，但只列出了分部数量，而没有书目，这样做

有史志目录篇幅不宜过大的原因，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代

表了官方的儒家立场。自此以后，官修综合目录就再也没有

将释道书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部类，而是试图将其纳入儒家学

术系统的四部体系之下。第二种方式只是在《隋志》的基础上

做些微调整，继续将诸子道家与道教分开，道家作为诸子成

为子部的道家类，而其他道书降格为子部神仙类或者道书

类。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如《崇文总目》、《唐艺文志》、《宋国

史志》、《文渊阁书目》等，成为从宋代到明代的主流方式。第

三种方式是将道书统一作为子部的一类，而且往往和佛典并

列，这种处理方式出现的并不晚，但是入清以后方在官修综

合目录中流行起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如《唐经籍志》、《千

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郑樵《通志·艺文略》做得最

彻底，不但统一道书为一类，而且置为一大部类，从而也就打

破了四部的儒家学术体系。其实，这也不是郑樵的首创，宋仁

宗年间李淑的《邯郸书目》就分经、史、子、集、艺术志、道书

志、书志、画志 8 部[22]，而道书分经诰、传录、丹药、符篆 4 类。

明清以后，私人藏书目录的分类更是自由，比如钱曾的《也是

园书目》就分经部、史部、明史部、子部、集部、三藏、道藏、戏

曲小说 8 部。其道藏又分洞真、洞玄、洞神、太玄、符篆部，则

是按照道教的目录分类法，又将道藏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并

列，这就成为第四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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