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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CNKI数据库1985年~2022年涉及三一教的92篇期刊、会议文献及学位论文，运用CiteSpace软件绘

制知识图谱，探析我国学术界关于三一教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目前涉及三

一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历史溯源及发展、社会作用及关系、衍生的文艺作品研究及海内外传

播等五个方面，并且三一教、林兆恩、三教合一等代表了该领域主要的研究热点以及主要的学术扩散点

和连接点。其次，三一教的研究主体在时间维度上大致经过起步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1985~2006)和扩

展领域与深入推进阶段(2006~2022)两个阶段。基于三一教研究发展历程，探讨未来三一教研究的可能

路径：第一，继续扩大学术影响力，深化多领域多视角交叉研究；第二，完善已有研究成果，弥补现有

研究成果的漏洞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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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 of 92 journals, conference documents and academic dissertation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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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d to San-Yi religion from 1985 to 2022, the knowledge graph was drawn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hot spots and cutting-edge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San-Yi re-
ligion in Chinese academia.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the current research involves San-Yi reli-
gion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social role and relationship, derivative 
works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and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transmis-
sion and San-Yi religion, Lin Zhaoen, the three religions in one and other represents the main re-
search focus in the field as well as the major point of academic diffusion and join points. Secondly, 
in terms of time dimension,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San-Yi religion roughly go through two stages: 
initial exploration and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1985~2006) and expansion and in-depth pro-
motion (2006~2022).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an-Yi religion research, the possible 
paths of future San-Yi religion research are discussed: first, continue to expand academic influence, 
deep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multiple fields and perspectives; second, to improve the ex-
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ke up for the loophole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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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一教，又名夏教，以“道释归儒，儒归孔子”为教旨，以其“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得名，是目前

主要流行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民间宗教。三一教由明代思想家林兆恩(1517~1598)创立，作为地方性的民间

宗教，最初流行于莆仙方言区，即莆田、仙游两县境内以及惠安县北部与福清县南部。后来以莆田为中

心，以福建为亚中心流行至江西、浙江、湖北、安徽、江苏等江南大部分省区，祠堂林立，信众成千上

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清朝康熙末年与乾隆年间，三一教遭清廷两次禁止而逐渐衰落，在莆仙方言区

由于信仰根基较深而得以继续保存，但在莆仙方言区外，三一教的传播几乎绝迹。到了近代，随着海外

移民之开始，三一教也传播至东南亚地区以及港台地区，并传入欧美。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的逐步落实，三一教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与复兴。目前三一教基本分布在莆仙方言区，并以莆田市

仙游县为核心区。 
三一教作为莆仙文化区影响巨大的民间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三一教信仰较为普及，其信

众、门人之数量也十分庞大。以仙游县为例，截止仙游县人民政府 2019 年的最新数据，仙游县共有

326 个村(居)委会，以目前仙游县三一教堂点总数 720 多座计算，每个村(社区)平均分布两座三一教

祠堂。莆仙地区的三一教氛围浓厚，保存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宗教体制，各祠堂流传有大量三一教典

籍，有很高的宗教学、历史学学术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提倡的伦理道德也对于规范社会道德、促进乡邻和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是目前全国唯一在

地方层面被承认为合法的民间宗教，既有历史、学术价值，又具备现实意义。深入研究三一教，对

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构建和谐社

会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方法和工具，综合运用统计分析、文本挖掘和文献计量法，以涉及三一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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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发表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1985~2022 年)的 92 篇学术论文(图 1)，利

用文献计量学中的共现分析方法，建立共现网络，形成文献记录间的拓扑结构，对该领域的研究轨迹和

演进过程进行呈现和分析，为目前的三一教研究与民间宗教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 
 

 
Figure 1. A chronological map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San-Yi religion studies 
图 1. 涉及三一教研究的文献年代分布图 

2. 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2.1. 三一教研究的概念及内涵界定 

基于关键词的论文检索是绘制知识图谱的第一步，而关键词的遴选则关系到研究对象，即三一教研

究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我国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们从宗教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

等不同学科角度对三一教进行了不同视角、层次及方向的研究，研究方法也由传统文献研究、考据转向

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当前，学界对三一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 

2.1.1. 基础理论方面 
基础理论，本文将其定义为研究三一教教理、教义，教主林兆恩生平及思想，“九序心法”等。该

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林国平的《略论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和三一教》[1]，该文前半部分从思想

发展史的角度切入，介绍了创立时期三一教的基本理念，阐述了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是自宋明以

来的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发展的产物，并且概括性地描述了三教之所以在林兆恩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

其原因在于林兆恩对三教之内涵的理解相比前代思想家有所突破；后半部分则从考察明清历史出发，脉

络性地阐述了三一教在林兆恩以后的两条发展进路，并且指出后世对三一教的宗教性改造使得三一教由

原来的偏重学术的结社团体演化为一种民间宗教；马西沙的《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2]，主要论述林

兆恩“三教合一”思想的基本原理，阐明林兆恩“三教合流”并非简单地对儒释道三教进行套用和杂糅，

而是提出了以儒为本，“道一教三”的观念；并从概念辨析的角度出发阐述儒、道、释三教分别对应的

立本、入门、极则功能，在此意义上概括性地分析了三一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促成三教合流，乃是由于

三教在思想内涵上拥有互补的特点；何善蒙的《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浅析》[3]，主要概述了

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并对其“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道一教三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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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致说、非非三教说、三教合一说以及归儒宗孔说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盖建民的《林兆恩三一

教内修法门与道教南宗关系的几个问题新探》[4]则从此前鲜有涉及的道教南宗的地域角度和道派归属维

度进行考察，提出林兆恩向卓晚春所修习的内丹功法乃南宗丹法、林兆恩《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多援引

南宗丹道思想论证其“三教合一”思想、“艮背法”的直接思想来源来自于道教南宗。总体而言，该领

域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文献研究，并集中于阐释三一教“三教合一”思想，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随

着近年来三一教其他经典及文献的发掘，该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较多不足，例如没有对新发掘的三一教

的经典文献作系统性分析和考察。 

2.1.2. 历史溯源及历史发展方面 
该方面主要研究三一教的历史源流及“三教合一”概念的宗教化历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

晓东的《“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5]，主要介

绍了三教合一这一概念的历史源流，并重点论述了三一教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宗教化转向的背景、

过程和影响；唐大潮的《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潮流》[6]，从考察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区经

济结构及贫富分化状况对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突破开始，阐明了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而

以王阳明之思想为典型对明清时期的三教合流思潮从源头结果等方面做了一个大致的趋势性总结；另

一方面，由分析民间的秘密宗教结社组织出发，既分析三教合流对于民间宗法传统的影响，又分析了

民间对于儒家伦理占主导的三教合一趋势之需求基础，并得出结论，认为三教合一在明清之际已经事

实上成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严耀中的《论“三教”到“三教合一”》[7]，阐述了自唐中兴盛开

始我国古代的三教合一史，论述了儒释道三教由于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性，在进入中原的初期就拥有

了融合的趋向和潜在可能性。他认为三教自进入中原起就开始了“交涉”，而在宋明时期佛道二教渐

渐式微，儒教的理学心学创新发展则使得三教合一的方向开始由佛道二教趋向于儒教，以儒教之宗法

纲常为中心；另一方面又站在佛道和三教合一的不同角度来观察明朝时正式提出的“三教合一”现象

和观念，同时分析了王阳明与林兆恩之“三一教”的发展源流关系，在思想史角度对三一教之理论基

础与发展源头有了进一步的论述；彭国翔的《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8]则提出，林

兆恩不属于阳明后学，但是三一教建立的理论是基于阳明心学的，且可将三一教的建立视为阳明学影

响下的儒学宗教化。 

2.1.3. 社会作用及与社会关系方面 
主要以研究改革开放后三一教对社会的作用及三一教与社会的关系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林国平的《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与转型——以福建三一教为例》[9]，探讨了改革开放后三一教整体复

兴的情况，改革开放后三一教宗教仪式、修行方式等宗教要素的转型，以及三一教尝试融入社会的举

措；俞黎媛、谢金森的《论福建民间宗教信仰与和谐社会之构建》[10]，对民间宗教信仰与和谐社会

的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指出民间宗教信仰文化所倡导的忠孝仁义、好善乐施等优秀传统伦

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且其以积极主动、正面的姿态融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

中，以对国家各种政策法规的遵守、宣传和配合，维系社区秩序，融洽乡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

善事业，加强两岸交流，搭建和平桥梁等实际行动证明了民间宗教信仰是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乡风

文明建设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何善蒙、王廷婷的《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三一教信仰状况田野调研》[11]
将宗教社会学及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三一教研究之中，在仙游县开展了广泛的田野调研，根据

实地调研的资料将三一教对社会的作用总结为社会整合功能、心理调适功能、教育功能、社会交往功

能、社会公益功能五大方面；加拿大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的《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对

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战》[12]以福建省部分地区为例，论述了中国的地区仪式传统与乡村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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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关联。并进一步讨论了地区宗教与民俗文化形式的异同，同时以莆田市的三一教为典型，就其与

社会的关系做了探讨。 

2.1.4. 衍生的文艺作品研究方面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一教仪式中的音乐舞蹈、以三一教为背景的虚构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

义》及根据三一教教主林兆恩生平创作的莆仙戏剧本《林龙江》等文学艺术作品。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

对较少，代表性的作品有吴慧娟的《莆田三一教仪轨及其音乐的道教渊源》[13]、《三一教仪式中的音声

分析》[14]，简述了三一教下元兰盆仪式的程序，并且详细介绍、解读了其中的器乐和诵经成分；林国平

的《从〈夏午堂歌词集〉看三一教的娱乐与教化观》[15]论述了三一教通过音乐传播的历史渊源，介绍了

宗教歌曲在三一教宗教教育中的作用；薛士平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成书背景初探》[16]则对以林兆

恩和三一教为故事背景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这部明代小说的真伪及成书背景做了初步探索，将小说

所描绘与现实做了简要比较；李国贞的《莆仙民间舞蹈“九莲灯”探析》[17]对三一教祭祀亡者的舞蹈“九

莲灯”加以考察，分析了“九莲灯”的来源、艺术表现形式及当前的保护现状；郑怀兴的《亦儒亦释亦

神仙——莆仙戏〈林龙江〉创作札记》[18]描述了《林龙江》这一剧本的创作土壤及写作由来，就《林子

本行实录》中林兆恩的事迹对创作的启发及激励做了阐述。 

2.1.5. 三一教的海内外传播方面 
三一教的海内外传播研究是近些年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代表性成果有石沧金的《从保守走向开放，

从传统走向变异——马来西亚华人的三一教信仰考察》[19]，文章介绍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三一教祠堂

的历史源流和现状及 2010 年前后的宗教活动情况，论述了新、马地区三一教发展由保守到开放、传统到

变异的现象和当地三一教存在的问题；罗臻辉的《明末清初三一教在漳州传播考述》[20]一文通过文献爬

疏与田野调查结合，考述了清末明初三一教在福建漳州的传播历史，对三一教门人在漳州的活动及其与

当地官员的交往做了梳理。 

2.2. 数据来源 

通过前文对三一教相关研究概念的界定，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本文选择检索条件为：关键词 = 
“三一教”or“三教合一”or“林兆恩”；时间 = “1985~2022”年；来源类别 = “所有文献”，共检

索到 592 篇文章。为了得到最相关的研究性论文，本文对这 592 篇文章共进行三遍的人工逐一检查。首

先，在每一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去除报告、评论以及没有注明作者或作者是本刊编辑等文章；然后，在数

据库中重新逐一检查排除不相关的文章；最后，在数据库中将文章再次逐一排查避免有不相关的文章没

有被排除，并且检查被去除的文章中是否有该领域的相关文章被误除。通过以上的步骤最终得出 92 篇论

文为本研究的样本文章。 

3. 研究热点与主题演化分析 

3.1. 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分布 

对于一篇研究性论文来说，关键词是对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对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有

利于更好地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脉络。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图
略)，以明确三一教领域的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结果见表 1。结合下表可以发现，三一教领域的高频关

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有“三一教”、“林兆恩”、“三教合一”、“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林

龙江》”、“仪式”等。这些关键词不仅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样也是该领域主要学术扩散点和连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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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table of key words in San-Yi religion research field 
表 1. 三一教研究领域关键词分布表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三一教 47 1.11 

林兆恩 19 0.76 

三教合一 12 0.25 

民间宗教 7 0.57 

民间信仰 5 0.62 

《林龙江》 4 0.21 

仪式 4 0.22 

3.2. 主题演化分析 

主题演化分析即通过将搜集到的文章根据时间窗口进行划分，并以关键词作为文章的主题表征进行

关键词共现，利用相关性算法，探测前后社区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为依据绘制出总体主题演化轨迹。主

题演化分析可以将主题内容和强度随时间推移的演进情况进行可视化呈现，对研究人员的主题跟踪和对

后续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分析三一教研究 1985 年至 2022 年的主题演化轨迹，利用 CiteSpace
得到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2)。 
 

 
Figure 2. San-Yi religion research keyword time zone map 
图 2. 三一教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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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2 并将三一教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即起步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1985 年~2006
年)和扩展领域与深入推进阶段(2006 年~2022 年)。图中不同的主题以不同的颜色表征，主题间联系的强

弱以连线粗细来代表，进而展示出主题产生、增强、聚合、裂变的全过程。 

3.2.1. 理念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的主题演化 
该阶段(1985 年~2006 年)是建国以来对三一教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起步及初步探索的阶段。林国平作

为建国后国内研究三一教的开山鼻祖，对这一阶段的三一教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林兆恩的“九序

心法”[21]、三教合一思想、三一教教内的著述[22]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呈现

在学术界，同时，其学位论文《林兆恩与三一教》[23]对林兆恩的生平及著述进行了详细的考据及梳理，

奠定了该阶段学者对三一教的研究基础。根据三一教研究成果甚少的现状，该阶段的学者们在哲学、宗

教学视角下对三一教基本义理及其宗教思想产生流变的过程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就“三教合一”的概

念、“三教合一”概念的历史渊源、三一教的创立和发展、林兆恩生平及其宗教思想等几个主要方向进

行了初步探析，其中既有大量描述性的研究成果，也不乏较为深入的解释性研究，并产生了诸如林兆恩

“三教合一”思想的归旨即“三教归儒”等较为一致的研究共识。总体来说，该阶段的三一教研究呈现

探索和起步的趋势，囿于文献的欠缺及研究方法的落后，对三一教的研究也主要表现出“就教论教”的

特点，不可否认的是，该阶段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仍然在宗教学界

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3.2.2. 扩展领域与深入推进阶段的主题演化 
第二阶段(2006 年~2022 年)是对三一教研究范围的扩展以及深化推进阶段。随着 2006 年国家宗教局

有关领导同志肯定三一教的民间宗教合法地位及莆田市三一教协会的获批成立，学术界对三一教的关注

度有所提升，不少学者前往莆仙地区开展了详实的田野调研。与前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聚焦于三一教本身

不同，该阶段的研究具有逐步拓展的趋势，出现了更多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与研究对象，这表明三一

教的学术知名度在不断地扩大，同时也有更多领域的学者意识到三一教的学术价值。 
在该阶段，何善蒙多次前往莆田调研，将宗教社会学与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引入三一教研究中，撰写

了学界首份专门的三一教田野调研报告[11]。同时，三一教研究也已经不再拘泥于宗教学和历史学领域，

而是扩展到艺术学、文学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详见前文“三一教研究的概念及内涵界定”部分所述)。同

时，学者们对三一教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如三一教中“三教”因素之讨论进一步细化：李志鸿的《三

一教与道教雷法初探》[24]细致地考察了三一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认为三一教吸纳了道教雷法中的诸多

因素，韩秉芳的《从王阳明到林兆恩——兼论一个传布于闽中的王学傍支别派》[25]指出林兆恩思想本质

上归属于阳明心学，属于阳明后学中的一个学术社团向宗教发展的傍支，刘泳斯的《民间信仰在“三教

合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26]则认为作为民间宗教的三一教所主导的“三教合一”与传统意

义上正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在本质上有较大差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三一

教领域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也与之产生了对三一教研究的“再研究”，即学术史的回溯及总结，

这同样标志着三一教领域的研究持续走向深化：王成良的《2006 年以来的莆田三一教研究》[27]考察了

2006 年至 2018 年的三一教发展现状，并对已有的三一教文献进行了梳理及学术史回顾，唐哲嘉的《21
世纪以来林兆恩研究综述》[28]对 21 世纪以来三一教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文献梳理及分类，对三

一教的研究发展和研究现状做了一定的总结和反思，提出了对今后三一教研究趋势的展望。总而言之，

“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已经开始在该阶段出现，三一教研究也在此阶段逐渐步入系统化与成熟化，研

究成果的“质”与“量”均有所提高，同时新文献的发掘与新方法的引入，使得“小切口、大深度”的

解释性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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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三一教研究发展的启示 

4.1. 继续扩大学术影响力，深化多领域多视角交叉研究 

当前三一教的研究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地方性民间宗教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事实上对三

一教的研究仍属极为冷门的研究方向，致使学术界忽略了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三一教成立协会以

后，大量散失民间的手抄、自印经典得到了系统性的整理与点校，且未经任何研究，而这对目前学界对

“三教合一”概念讨论不够深入的现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在我国尚未就民间宗教订立全

国性的法律法规的大背景下，三一教作为目前唯一具有明确合法地位的民间宗教，无疑对宗教政策制订

和宗教治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当前从法治或当代政治等视角对三一教的研究仍然

处于空白状态，其他相关研究也较少或完全没有注意三一教这一特殊的现实案例。当然，这需要学界持

续关注三一教并且对三一教的文献及各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察，不断增强其学术影响力，在未来引入新

视角新方法，继续填补该领域的诸多空白。 

4.2. 完善已有研究成果，弥补现有研究成果的漏洞及不足 

未来的三一教研究同样需要不断回溯当下现有的理论成果，反思和总结当前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新知

新解。如三一教作为一个现存的特殊的民间宗教，已有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将三一教置于中国民间宗教的

大框架下，对其与其他民间宗教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对比考察；对三一教的定性，即三一教究竟是“民间

信仰”还是“民间宗教”，抑或是其他属性，当前学界也并未形成共识或试图就该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除此以外，部分学者囿于一些原因，在三一教的研究中产生了概念性的错误，例如三一教“书院”概念，

便有学者将其简单阐释为“由于林龙江在仙游教过书而得名”，这事实上与三一教“书院”得名的原因

有很大出入，这些研究中产生的不足或错误，均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纠正，以促使三一教研究继续

完善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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