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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中的狐书研究
!

张玉莲

摘
!

要)唐代不少小说叙及狐书'这些狐书虽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异&但或字

形怪异&或文意艰深'这种特点的形成当与唐代佛+道二教的兴盛有关'狐书在小说中起

着贯穿故事情节+凸显狐妖形象+彰显文本旨意等作用'

关键词)唐代小说/狐书/佛教/道教/叙事功能

唐代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狐神崇拜的流行&狐书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元素频频出现

在小说中'研究唐代小说中的狐书&不仅能窥知唐代的宗教和民俗信仰&还能揭示狐书在

这些文本中的叙事功能'唐代小说中提及狐书的共七篇)张读(宣室志*卷八(墓穴狐

语*

!

+牛僧孺(玄怪录-狐诵2通天经3*

"

+薛渔思(河东记-李自良*+佚名(张简栖*+温庭

筠(干 子-何让之*+(灵怪录-王生*+戴孚(广异记-孙甑生*

#

'这些小说基本是叙述

猎人追捕猎物至冢墓见狐妖得狐书之事&故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人追猎物至冢

墓###见冢中狐妖###得狐书$或兼杀老狐%'若人狐初遇时老狐被杀&狐书被焚&则情节

到此便戛然而止'若人取狐书且未杀老狐&则情节都有进一步延伸&从而出现如下叙事)

老狐索书+人狐谈判+人兑现诺言得福或失信于狐遭殃&等等'不难看出&!狐书"在文本中

成了决定情节走向的关键因素'

一+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样态

就样态而言&唐小说中的狐书不是字形怪异难识&就是文字生僻深奥&故文意难解'

如下列引文所述)

(墓穴狐语*)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

(何让之*)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

(李自良*)$两纸文书%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

(张简栖*)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

(王生*)黄纸文书""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

(狐诵2通天经3*)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

(孙甑生*)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第一&狐书的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甚差别&或是!素缣"&或是

寻常文书纸&(张简栖*中则明确指出!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第二&狐书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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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莲)唐代小说中的狐书研究

常常怪异难识&或!点画甚异"+!似梵书"&或!皆古篆"&或!不可识"'第三&偶有可识者&但怪字僻词连

篇&文意!不可晓解"&!不能解用之"'

狐书的这种特性&自然是要增加狐书内容的神秘感'而(何让之*中&作者有意!略记可辨者")

其一云)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
#

&垠倪散截'迷肠郄曲&

$音朦%鍰$音乙林反%霾?$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舃舃哳哳' 用秘功&以

岭以穴'粂薪伐药&莽 万茁'呕律则祥&拂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

兴灭'

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縩徐&蛇蜕其皮&吾亦神阧'九九六六&束

身天除'何以充喉, 吐纳太虚'何以蔽踝, 霞袂云蘡'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

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

这篇狐书题(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是此狐参加天庭天狐考试的试策'狐书通篇四言&句式整齐'观其

内容&如!拿尾研动"+! 用秘功"+!五行七曜"+!吐纳太虚"等&皆与道教思想息息相关&内容是神秘的&

同时&大量生僻语词的运用造成文意的!不可晓解"&也就更增加了狐书的神秘感'

狐书出现甚早&晋代不少文献皆有相关记载'伏滔(北征记*云)!皇天坞北古特陶穴&晋时有人逐狐

入穴&行十余里&得书二千卷'"

!据李剑国先生考证&这是狐书之始"

'惜伏滔未对狐书的具体内容作说

明&故难知其详'不过&从该记录未明示其间有何特殊之处可大致推测此狐书当与人间寻常书籍无异'

这一点&唐前不少志怪小说的记载可为佐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胡博士*中化形为人的狐妖即胡

博士&!以经传教授诸生&尝借诸书"&其所授所借之书自是寻常的儒家典籍'刘宋陶潜(搜神后记*卷六

(古冢老狐*中老狐的簿子上记录的是被其奸淫的女子之名'这些!狐书"&从书写形式到内容都无特异

之处'这可能是由于汉魏六朝的狐妖绝少道术化法术化者&故无需来自天界的狐书作为修炼依托'如

郭璞(玄中记*所记狐在不同年龄所能幻化之物#

&强调的是年龄的增长与幻化物之间的关系'即使如

(搜神记-斑狐书生*中的通天狐妖&其之所以具有非凡才识&小说突出的主要还是其有!千岁之质"这样

一个年龄事实'这种认识当是基于其时流行的!老物成精"

%观念'

但到唐代&民间普遍流行狐神崇拜&

'张?(朝野佥载*佚文!狐神"条云)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

狐魅&不成村'

'

在!无狐魅&不成村"这种狐神崇拜的盛况下&狐妖狐神故事的大量产生自不足为奇'民间如此崇拜狐神

$主要是术狐和天狐%&自然与此期的狐观念有关'唐人相信&术狐经过修炼&力能通天&具有作威作福的

能力'牛肃(纪闻-袁嘉祚*中老狐就说)!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

(法术高超的

狐神&甚至!可以祸福中国"$(何让之*%'因此&民间对狐神多采取谄事态度&奉之以避祸祈福&如上引

(朝野佥载*所言!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同时&佛道修炼观念使人们认为&狐妖要成为本领

非凡的术狐或天狐&亦须经过修炼之途'而修炼一般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如此&记载修炼口诀之类的

!狐书"就成为狐妖不可或缺的修炼凭藉'在此背景下&有关狐书的狐妖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唐人小

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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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中记*云)!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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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干宝则明确解释了老物能成精的原因'(搜神记*卷一八(五酉*云)!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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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文化蕴涵

狐书字形的怪异和文意的难晓&当与唐代佛教+道教的兴盛密不可分'

上面所举七文中&有两篇即(墓穴狐语*和(王生*中提及狐书!类$似%梵书"但皆非梵字而不可识'

按&梵是梵摩的省称&意为!清净"+!寂静"&本是婆罗门教的宗教用语'梵文是用以表记梵语的字体&据

说它的前身!婆罗米文"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婆罗马"$意为!梵天大帝"%创制的'梵文不仅是印度的

古典文字&也是佛教的经典字体$悉昙体%'这种文字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传入中土而逐渐为汉民族所

了解'至唐代&!随着新一轮求法高潮的兴起&玄奘+义净等精通梵文的大师从印度返回中国&引进和介

绍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梵文知识&梵文字母拼合知识遂以悉昙章的名称流传开来'"

!由于梵文本身的特

点&对不习惯!表音"符号的中国人而言&梵文显得深奥难懂'周一良先生云)

$梵文%是一种语根变化最复杂的语言'名词有八种格'""数目除单复之外&还有双数&

动词的过去式也有许多种'

因为中国文字不是表音的符号&加以梵文字母的诡奇难辨&悉昙之学便显得奥妙非常了'

"

为使更多人懂梵文以便深入了解佛教&著名的译经人义净不仅写了(梵语千字文*以介绍佛教相关知识&

还在!译缀之暇&曲授学徒"

#

'梵文学习开始只是在僧侣间进行&后来一部分好佛士人也加入其中&并

以能习梵音+书梵字为博学&中书舍人苑咸就因!能书梵字&兼达梵音&曲尽其妙"

%而赢得王维的赞赏'

王维本人不仅以佛教用语为名$维%与字$摩诘%&且被誉为!诗佛"&其对梵文亦当有一定了解'这些事例

既可见出唐人习梵文之风气&亦表明梵文之难懂'在此背景下&那些创作狐书小说的文人们&将狐书神

秘化为!似梵文"而!非梵文"的怪异之文亦在情理之中'

作为唐代国教的道教&对狐书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表现之一是狐书的字体'(王生*中狐书是!天书"&(李自良*中狐书为!天符"&(狐诵2通天经3*中狐

书乃(通天经*'三者名目虽异&但应都属于!天书"范畴'!天书"本是指来自上天之书&所谓!神授天书"

是也&后来成为道教基本术语&据说是元始天尊所传)

$元始天尊所说之经%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

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

&

关于天书的形成及字形&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十二部义第七*有具体说明)

一者天书&阴阳初分&有三元五德八会之义&以成飞天之书&后撰为八龙云篆明光之章'

何谓!三元五德八会"+!云篆", 该文接着阐释云)

三元者)一曰混洞太无元高上玉皇之气&二曰赤混太无元上玉虚之气&三曰冥寂玄通元无

上玉虚之气'五德所本有'三即阴阳和'阴有少阴+太阴&阳有少阳+太阳&就和中之和&为五

德也'篆者&撰也'撰集灵书&谓之云篆'此则三元八会之文&皆是天书也'

'

则此所谓!天书"是由阴阳调和三种元气而成&其字体被称为!云篆"'一般来说&云篆之形似云气之状&

类于篆文'这一点&可从考古材料中找到证据'

&)*(

年&资阳县城南乡汉代崖墓中出土一方道教铜印&

印文共
6

行&每行
'

字&共
(%

字$见图%&形似篆文&又不全是篆文(

'这种特点在小说中亦得到反映'

(李自良*中云狐书!字皆古篆&人莫之识"'该狐书不能为人识别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其字形貌似古篆而

非古篆'此外&云篆亦有类似梵书者&(云笈七签*卷七(三洞经教部-本文*!云篆"条下即云)!又有云篆

明光之章&为顺形梵书'"

)

(王生*中被称为!天书"而字!类梵书"的狐书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形'这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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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莲)唐代小说中的狐书研究

殊字体的产生&应是佛道二教相互渗透的结果'

来源于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六%&载(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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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符"即上天神灵之符'作为沟通凡人与神鬼的媒介&符的形状怪异&功能有别&并非常人所能知

晓&故有!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之说'因之(李自良*中号称!天符"的狐书

也使!人莫之识"'

(通天经*大概就是葛洪所说的(通天符*之类'据葛氏称&(通天符*是其师郑隐君藏书中的!大符"'

又说&!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

!传授天符时&神明会以云气

之形将其旨意彰显&而能通于神明者遂仿其形而录之&所录符号或图形&就成为道教的一种特殊字体&即

前所言之!云篆"'

表现之二是狐书的来源'以上所引七文中&有两篇$(王生*+(李自良*%提及狐书来自上天&是为!天

书"'其它狐书虽无明确来源&但据前来讨狐书的狐妖之言&亦当得诸上天'正是由于此&这些来历非凡

的狐书&非凡人所能识别&亦非凡人所能习读和拥有'(孙甑生*中狐妖对孙甑生说)!君得此&亦不能解

用之'"(狐诵2通天经3*中老狐说)!(通天经*&非人间所习'"(李自良*中老狐云)!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

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来历不凡恐怕也是狐书最终被毁或被狐设法取回的重要原因'

表现之三是狐书的内容'那些得诸上天的狐书最终基本失之人手&故难考其详'但从(何让之*中

那篇狐妖应试书片段中&亦可窥知道教对狐书影响之痕迹'其文有云)

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 吐纳太虚'

言狐妖修行完满成为!天狐"后&在天庭规规矩矩&通过吐纳太虚的方式充饥并修道'!吐纳"乃吐故纳新

之意&本为道家养生之术&(庄子-刻意*云!吹稴呼吸&吐故纳新"'随着道教的兴起&它逐渐成为内丹修

炼的一个重要内容'(抱朴子内篇-微旨*)!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

"吐纳也叫行

气&按照葛洪的说法&求神仙之至要!在于宝精行气"&而行气!之大要者&胎息而已"

#

'胎息&是在呼吸

调节达到一定程度时&神气相结&鼻息若有似无&呼吸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在唐代&

由于道教大兴&吐纳之术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这一时期还出现许多相关论著&如张果(太上九要心印

妙经*&罗公远+叶静能注(真龙虎九经*&崔希范(入药镜*等'如此&那些想攀跻天庭成为神仙的狐妖们

的修炼依托###狐书###中出现!吐纳"之类的道教内容亦属自然'

毫无疑问&这些字形怪异&来历不凡的狐书给狐妖们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相应的&狐妖们不是

与僧人搭上关系&就是被塑造成道士模样'如(何让之*中前来帮狐妖讨狐书的是僧人志静&化形为老翁

的狐妖!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躴蜼巾襦
"

&帻乌纱"&颇有世外高人之风'(李自良*中老狐则直接

化为!道士"立于棺前'不仅如此&狐妖们的修炼之所亦符合道教的相关要求'上引小说中的狐妖&多是

躲在古墓空冢潜心修炼'(墓穴狐语*中是在墓穴&(何让之*中是在后汉诸陵丘&(李自良*中是在古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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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一特殊修炼场所的选定&既与狐!墓居"的生活习性有关!

&亦是出于道教对修炼环境的特定要

求'道教修炼最讲一个!静"字&要修炼&首先要!入静"&因此修炼之所最好是清净之地'宋俞琰说)!处

空房者&入静室也&其中不着他物&惟设一香一灯一几一榻而已&坐处不欲太明&太明则伤魂&不欲太暗&

太暗则伤魄66然静室亦不必拘以山林&或在廛中&或居道乡&但得所托&无往不可'"

"修炼环境之!静"

能帮助修炼者调整精神状态&使之静心凝神&快速达到!入静"的修炼状态'这也正是许多道士选择僻静

清幽之山林作为修炼场所的主要原因'同样&狐妖们的修炼之所!墓穴"&尤其是古墓&幽暗清净&绝少外

界干扰&正好符合道教对修炼环境的特定要求'

狐书作为术狐的修炼依托&关系其前程命运&故被狐珍视若命&所谓!狐有天书狐自珍"

#是也'甚

至在性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狐妖不是忙着逃命&而是想着保全狐书'(张简栖*中&正!凭几&寻读册子"的

老狐惊闻张简栖的怒呵&!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正因为狐书为术狐宝惜&一旦丢失&狐总要

想方设法取回'(李自良*中&老狐以使夺狐书者得高官为条件换回狐书'(狐诵2通天经3*中&老狐先是

重金利诱&继而用计###化形为夺狐书者之内兄###骗回狐书'化形赚回狐书的计谋亦被(张简栖*+

(何让之*+(王生*中的老狐所采)他们或化为夺狐书者的知己&或化为抢狐书者的亲属'总之&为了狐

书&狐妖们费尽心机'

三+狐书在唐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狐书作为上述狐妖小说的核心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和文本的叙事模式'

在狐书小说中&狐书犹如穿珠之线&对小说情节的编织起到统摄作用'(墓穴狐语*中&林景玄捣毁墓穴

后&捕杀了现出原形的老狐&并焚其书'叙事随着狐书的被焚而终结'更多小说的情节则因狐书被人夺

走而变得波澜迭起'(李自良*中&狐书被李自良夺走后&老狐欲以!厚报"为条件换回其书&自良不应'

老狐又登门拜访&承诺三年内能使自良!致本军政"'自良心动而恐其言不实'在老狐展示了其能令仙

人玉童相迎的非凡本领后&这个交换协议得以达成'后年秋&自良果!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显然&

人狐间的数次谈判&老狐的高官利诱&自良的被举荐等情节&全因狐书而出现&并因狐书得以串联'同

样&(张简栖*中&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来索'简栖深异其事而欲以书示人&于是生发出张道逢

!知己"&狐书被狐骗回的情节'(王生*中&老狐夺狐书不成&遂报复王生使之流离失所&最终又设计夺回

狐书'这些小说中&人狐古冢初逢后的道上邂逅以及其后一系列情节&皆因狐书而起&进而因争夺狐书

而变得迂回曲折'

狐书的出现不仅延伸了小说叙事&强化了故事情节的悬念感&还使小说空间背景得以自然衔接和转

移'狐书小说的叙事&都是在狐书这个必要因素的驱动下进行&相应地&叙事的空间场面亦因狐书的转

移而发生变化'当然&狐书的转移又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完成的'一般是从古冢转移至人居'如(狐诵

2通天经3*+(何让之*中都是从冢墓转移至夺书人住所'(张简栖*中的空间转移较为复杂)冢墓
(

张简

栖家
(

道上
(

张简栖知己家'其中&发生于!道上"的情节极富情趣'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狐妖骗走狐

书后化为原形时的得意劲以及张简栖被骗之后的懊恼劲'而这个经典情节&正是从叙事场面的转移中

延伸出来的&若无狐书从!张简栖家"至!道上"的空间转移&狐妖就没有机会与持狐书的张简栖的!道上"

相逢&进而骗回狐书'从这个角度看&狐书对叙事场面的勾连衔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

动整个叙事进程的关键因素'

争夺狐书的情节还使狐妖的智慧形象充分彰显'狐妖们面对人对其法宝!狐书"的横加抢夺&不是

无奈地哀求&便是冒着生命危险上门求索&显得弱小无助'但在与人的交涉中&它们非凡的智慧得以尽

情发挥&并最终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夺书人&使小说的叙事极富戏剧性'个中以(张简栖*中的狐妖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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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统计&(搜神记*有三则小说$(阿紫*+(胡博士*+(斑狐书生*%写到狐居冢墓&(搜神后记*卷六(古冢老狐*亦言及狐居古冢&

(太平广记*有十八条叙及狐妖出没于冢墓间'由于墓居的生活习性&狐又有!玄丘校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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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记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上门求索'又惧为人所捕&于是采取夜至而日走的游击战术)

每至&立于宅外叫索不停'!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无奈其何的张简栖携书出门欲求人以观&

老狐非常识时务地抓住了这个难得之机)

$简栖%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已&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

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

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鮪&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

老狐拿捏准了人类对亲朋好友普遍持信任态度的心理&化作张简栖的知己&使之毫不设防地出示册子'

小说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对!知己"极富戏剧性的邂逅情景)相遇时的寒暄&!相揖&问所往"/简栖

毫无顾忌地!取册子&话狐状"/老狐故作惊讶地!惊笑"+!接册子"'一切言谈举止都那么入情入理&一如

知己间的不期而遇'得书后老狐回顾时之言!谢以册子相还"&更是把其计谋得逞时的得意神情活画出

来'老狐的机智不仅反映在它善于揣摩人的心理&还体现在其为安全逃离所做的充分准备'得册子后&

老狐!鞭马疾去"'!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鮪'"按&鮪即獐&属于鹿科&体长近
&

米&行动非

常敏捷&奔跑时常为窜跳式&还能游泳'老狐为了能及时逃脱追捕&竟然把獐这位兼擅长跑和游泳的!体

育健将"都请来&可谓考虑周密'事实也证明了老狐的先见之明)在!简栖逐之转急"的情况下&老狐乘着

这位水陆兼通的坐骑逃之夭夭'这种化形骗人的伎俩将狐的狡黠之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在全部妖怪

传说中&只有狐的才智才受到突出强调&其它妖物莫能相比'"

!狐妖们不仅狡黠&对人情世故亦颇洞达'

他们在设法取回狐书时&往往投其所好'(何让之*中狐妖以!三百缣"为交换条件&(李自良*中老狐以高

官利诱&(狐诵2通天经3*中狐妖以重金营惑'人间惯用的交际手段统统被狐妖们用到取回狐书上'

狐妖设法赚回狐书的情节还折射出狐妖的某些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狐妖兑现诺言而体现出的诚信

品质'(李自良*中&老狐为取回狐书&以使李自良三年内!致本军政"为条件'第三年秋&自良果然被上

司马遂和宰相!稀里糊涂"地举荐为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文记马遂在回答皇帝!谁可代卿者"之问时&

!昏然不醒&唯记自良名氏"'明日复问时&这位曾私誓其心必荐德高望重者的马遂&!依前昏迷&唯记举

自良"'更蹊跷的是&上复以此事问宰相&宰相亦!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显然&马遂的两

次!昏然"与宰相的!愕然"都是老狐暗中捣鬼以助自良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人失信而遭到狐妖报复所体

现出的道德法则'(何让之*中&老狐请僧人志静与何让之交涉&欲以三百缣换回狐书&让之诺而纳其绢'

待志静复来取书时&让之悉讳其事&云不曾收其缣己亦无狐书'老狐遂设计赚回狐书&并栽赃让之&使其

卒获盗贡绢之罪'何让之不能自雪而!卒毙枯木"的悲惨结局&显系老狐对其失信行为的严厉惩罚'说

到底&狐妖对人的善报或恶报&反映的是诚信为本这一人间普遍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

综上&唐代小说中的狐书&往往字形怪异或用词生僻&因而文意难晓'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佛道二教

的兴盛及民间狐神崇拜息息相关'在狐书小说中&狐书作为必不可少的叙事要件&不仅对故事情节的发

展起着导向作用&而且对小说空间背景的转移+狐妖形象的塑造+文本旨意的表达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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