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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总仙洞天华山传说“人天博弈”
文化史分析
 
王子超 王克陵

摘 要:道教“洞天福地”之“总仙洞天”华山,有风景点“棋石”,传为汉朝时仙人下棋的

“博台”,后又出现高道陈抟与“潜龙”赵匡胤赌华山的传说,而被民间视为道教故事。此故

事当编造于明朝中叶。对多神崇拜的中国道教之敬畏,为其发生的宇宙观基因,而盛世皇

帝的崇道与逸乐为其发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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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华阴县境的华山,西汉时被认定为皇帝巡狩封祭“五岳”中的“西岳”。
唐末道教大师杜光庭评选道教名山“洞天福地”,将华山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之一:

“第四,西岳华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总仙洞天’,在华州。”北宋道教经史大师张君房《云
笈七签》传录了此说①。

中国传统的国家自然———人文地标“五岳”,有着丰富的原始崇拜及佛教、道教和历代

民间传说附会。其中,唯有西岳华山以道教及其基础前身“神仙”为主,是极典型的中国本

土传统文化名山,而以神仙或人神博弈、人天博弈为主题的传说,在“五岳”中,华山是唯一

的。其中,战国时期秦昭王“与天神博”、汉武帝时仙人卫叔卿等下棋的传说,为华山特别

玄妙的神景。
《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因此,天子皇帝即

具有“神格”,在帝国庶民心中,皇帝即“天神”的“世俗身”。如果庶民与皇帝下棋博弈,即
“人神博弈”,俗说即“人天博弈”。陈抟与“龙飞”前的赵匡胤“赌华山”,也就是“人天博

弈”,为本文主要研究专题。

一、陈抟与宋太祖赌华山故事于正史无证

华山东峰南壁下“下棋亭”,今为华山旅游最“亮”的自然、人文景点。游客能体会华山

的峻雄神奇,亦都感兴趣于“赌华山”故事之“高贵”玩笑,与赌博“不确定”结果刺激兴奋的

玄妙,并且认为那就是“玄之又玄”的道教演义故事。
从传世文献看,这座下棋亭就是宋朝以来史地书上说的汉仙卫叔卿“博台”。北宋初

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就引《神仙传》指为汉武帝时仙人卫叔卿“博戏”处,并引《白虎通》
以五行五方相生而指华山为物利———财金之山:“西方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

山。”②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华岳志》:“又有雾谷,后汉张超居此,宋陈抟命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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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君房:《云笈七签》,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乐 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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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张超谷中石室是也。”①清中叶修成于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大清一统志》,也提到博台与陈抟:“岳之东

南,……又有棋石,在岳顶东南别孤峰上,遥望之有石如棋局,俗以为即仙卫叔卿博台”,下面也提到陈抟

凿张超谷中的石室②。以上,自宋至清官修史地书,只说仙人之间游戏的“博台”和陈抟隐居修炼的石室,
而不说陈抟与皇帝赵匡胤赌华山,清晰地表明这是一个“大不敬”的话题,所以不载于国家政府“地志”。

自宋至明朝,官修的道教经论史子汇集的《道藏》一类书中,也无陈抟与赵匡胤赌华山的传说。宋朝

最早编的“道藏”《大宋天宫宝藏》,由张君房主修,今已不存。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由张君房主编的

大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关道教神仙及修行得道的人物传记篇章中,均无陈抟

传记。
今存“道藏”,为明正统十年(1445年)刊印的《正统道藏》。《正统道藏》的修编,起于明成祖朱棣,他

初即位,便令“天师”张宇初在宋、元统录、宝藏、道藏的基础上重修道藏,又经永乐八年“天师”张宇清接

着主持编藏,至正统年间完成,收录了大量道教书籍,其中皆无“赌华山”的传说故事。明神宗万历三十

五年(1607年)续补的《万历续道藏》,其“洞真部·记传类”有《太华希夷志》,也无陈抟与赵匡胤赌华山

的传说故事。但志书中有另一则传说:陈抟曾揽镜自照曰:“非仙而即帝”,明其志向远大,或说有野心。
这种对凡人能力所难以企及之玄高目的之预言,也是道教道术符谶形式之一。此志作者,为元朝仁宗时

河中府知事张辂,文写于延祐元年(1314年)③。那么,“赌华山”大不敬的传说,很可能元朝时才出现。
有完整情节的“赌华山”故事,当推清乾隆年间刊行,由吴璿编的演义小说《飞龙全传》。该小说演绎

赵匡胤从“潜龙”到“龙飞”当皇帝的故事。第十七回《陈抟祖设棋输赢》,第十八回《卖华山千秋留迹》④,
详细编述陈抟与赵匡胤赌华山,情节曲折生动。此书对读者有很大影响,被当代学者列为“四大帝王小

说”之一(余三部为《隋炀帝艳史》、《英烈全传》、《乾隆游江南》),而陈抟与赵匡胤赌华山的故事亦为人们

津津乐道而广为流传。
吴璿自序小说创作缘由,说此书于十几年前从友人那里得到,今“复理故业”,认为“既不得遂其初

心,则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并自示为“发愤之作”。又说,这部书原稿为自己“向时所鄙”,今
“为之删其繁义,汰其俚句,布以雅训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传神写物,尽态极妍”,以期能“令阅者惊奇拍

案”。但又自叹:“余才识卑劣……当编葺者,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⑤作者说此书非自己原作,又
指其属于“稗官野史”之类,其素材当包括民间传说以及见于文字的记述,会有勾沉、虚构、夸大和神化。

二、陈抟赌华山传说的前史背景

按官修正史,陈抟并未与“龙飞”之前的赵匡胤见过面。《宋史》记录的太祖赵匡胤,也与道教无直接

关系。但他的发迹故事,含着民间宗教惯用的谶语。《宋史》太祖本纪云:“(周)世宗北伐,……在道,阅
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

(赵匡胤)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所谓木书天语,即道教的符谶。按照这个符谶,赵匡胤被人

黄袍加身,成为大宋开国皇帝。
宋太祖信天命,“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认为自己取代周世宗而开大宋王朝是“天命”。《宋史》还

说赵匡胤发迹之前,曾大难不死:“尝与韩令坤博土室中,雀斗户外,因竞起掩雀,而室随坏”,是说雀儿提

醒,而免遭屋塌之难,这是天命。这故事也表明赵匡胤喜下棋博弈。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对宋代笔记野史文献中有关陈抟与赵匡胤关系的传说作了归

纳⑥。《宋人轶事汇编》“古谣谚”引《神仙传》,说赵匡胤之母挑着幼年的匡胤兄弟逃避战乱,为陈抟遇

见,即吟诗:“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东轩笔录》载北宋人魏泰说:“太祖事周,为殿前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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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陈)抟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又说,(后周)显德末,一日,他乘驴游华山,听得市人相与传

言“赵点校作官家”,因惊喜而大笑:“天下这回定叠也。”《中国道教史》认为这都是“传说离奇,无稽之

谈”。
真正见过陈抟的皇帝,是宋太宗。《宋史·隐逸》陈抟传记载:“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

……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宋史》太宗本纪云:“雍熙元年,……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

‘希夷先生’。”陈抟两次朝觐太宗,诗赋属和,获赐号,又获资“葺云台观”修行之所,最后是“放还山”。这

是太宗随其兄太祖连年战伐武功开国之后,为稳定天下,尊贤敬士的“统战”活动之一,以达到如其新改

年号“太平兴国”目的。
正史中的陈抟,毫无道教的神仙夸张色彩,唯一的玄妙是会“看相”,唯一的功夫是“善睡”,总体上是

一位关心天下太平、能诗赋、享人间高寿的山野隐士。
宋真宗特别敬重陈抟,据说是因为陈抟“能逆知人意”。如“相寿王”一事,他推测太宗传位意在寿

王,于是投人所好,说寿王能成大器。后来,寿王果然继太宗而当上皇帝,即宋真宗。当了皇帝的宋真

宗,对陈抟“羽化”之后的华山特别礼遇,似为感激陈抟“知人”之恩。宋真宗曾“驾幸”华山,昭扬陈抟遗

迹。“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①

宋真宗敬道教,曾封禅泰山,幸西岳华山,对五岳上帝号。按传统礼仪,只有开国天子及“中兴”天子

能封禅泰山。对五岳加帝号,也有悖中国古来对山川祭祀等级规定的传统,因“帝”只能是天神世俗身的

唯一,即天下唯一。天下的所有万物皆在“一帝”之下,所以后来明太祖去五岳的帝号而统称为“神山”。
宋真宗对五岳加帝号,显然是对以五岳及以“洞天福地”为神仙理想依托的道教过度推崇所致。

三、“赌华山”故事的兴起时境

今所见传世文献中,最早论陈抟、赵匡胤赌华山事项的为明朝中期文人诗作。明朝正德嘉靖年间,
文人汪应轸《青湖先生文集》有《题陈希夷图》诗:“日光未荡陈桥边,金钱一掷输华山。黄袍真人登宝极,
坠驴一笑空尘寰。”②嘉靖年间文人兼地图学家罗洪先,有《题陈抟睡图》诗:“当年曾买三峰住,丹诏犹闻

下九霄。乌是逃名渐不早,未须远避圣明朝。”③二诗皆为题陈抟画像图,汪诗直指“赌华山”故事,罗诗

明说陈抟与赵匡胤“华山交易”,说明嘉靖年间此故事已形成。
明朝万历年间,张维新据嘉靖年间华阴县尹(令)李时芳初修本,重编《华岳全集》,题华山上“棋石”

风景《东峰朝阳峰棋石图》:“东峰南下,忽一峰突兀深壑,中为下棋石,盖卫叔卿与群仙博地也。叔卿即

以武帝遇而不遇,千载下犹抱遗恨焉。顾今,安得叔卿而探长生之诀哉。呜呼! 世事如棋石,足明仙道

矣!”④又题陈抟古迹《希夷峡图》:“希夷原非仙者,仙其托处耳。观其坠驴之笑,对御之言,其自负固已

不凡。然能翩翩人世之外,梦游羲皇,脱骨名山,卒以仙终,岂世网能羁者耶?”⑤集中卷十三又收入李万

年的咏陈抟与赵匡胤“赌华山”的诗《陈抟梦松》:“莫怪先生不受廛,华山借在宋君前。世间甲子寻常事,
一觉清风不计年。”⑥上列诸文表明,汉卫叔卿、宋陈抟等与神、人博弈的所在地为“棋石”,并认定陈抟同

赵匡胤“赌华山”的故事。
汪应轸、罗洪先、张维新、李万年四人五文,皆指陈抟故事,但意旨有所不同。汪、罗二诗,突出“黄袍

真人”、“圣明朝”,对正统天子赵匡胤充满尊敬;张氏二文,对自汉朝卫叔卿以来的“神仙”,无限向往。很

有意味的是,张氏点明了一个非常世俗实际的真理:“世事如棋局!”这也就是真实的“仙道”。但从“正
统”来看,“赌华山”是庶民与天子博弈,其思想属大不敬。另三位文人都非平常草民,皆中过进士,是当

过朝廷命官的出色人物,为何如此不避讳禁口? 何况明太祖朱元璋早已兴过“语言文字狱”,史称“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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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①。言语无忌与作者的身分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汪应轸,《明史》有传:“浙江山阴人,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传记真实记述汪氏做官的耿烈

经历,其“亮点”就是劝阻荒淫透顶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南巡”。如“(正德)十四年,诏将南巡。应轸抗言:
‘自下诏以来,臣民旁皇,莫有固志。临清(山东地)以南,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变生

不测。’”结果,被扭送皇宫前“廷杖”:“跪阙门,受杖,几毙。”汪应轸还曾参与“大礼仪”争辩活动。明世

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以藩王之子身份即位,欲尊其父兴献王为皇帝,汪应轸“奏请遵礼经、崇正统,以安人

心。不报”。当然没成功。其后,“嘉靖三年春,出为江西佥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归,为巡按所

劾,诏所司逮问。”②汪应轸正统、正直,几乎被杖死也要直言。他看透天子皇帝“正统”权利下的“非正

统”昏聩荒淫,最后称疾归田奉养亲老。汪氏无法正统做官的经历感慨,应是其敢涉“大不敬”而咏“赌华

山”的思想原因。
罗洪先为官僚世家,《明史》有传:“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好之,欲往受业,循不可而止。嘉靖八

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即请告归。”“十八年,......召拜春坊左赞善。明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

时春,疏请来岁朝正。”原来嘉靖皇帝极崇道教、羡慕长生,同歪门邪道研习房中术,走火入魔,好多年不

上朝。见洪先等疏,大怒说:“是料朕必不起也。”罗洪先被削掉官职,“益寻求守仁学。甘淡泊,…...考
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③尤通山川险要疆

域沿革地理,其编绘的中国地图集《广舆图》留给后世很大影响。曾将一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莲,谢
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④,是以道士的修炼方式,修行王阳明“心学”。罗洪先精通程朱理学,却追逐

“格物致知”的“心学”。加上他以“无欲”而“经世”的治政理想,无视尚在位但昏聩的皇帝,朝贺皇太子,
透出在具体条件中,有“正统”之外的“非正统”思想。这可能是他敢于冒“大不敬”,而以陈抟买(赌)华山

为题咏诗的思想原因。
对华山陈抟“下棋石”题文的张维新,明万历年间人,据说中过进士,《明史》无传,但在几位入传人事

迹中,有关于他的零星行迹,如《明史·列传·卢洪春》中提到:万历十三年,“给事中张维新,请推用谴谪

诸臣,诏许,量移”⑤。“给事中”为可向皇帝进言“谏诤”的官。张维新同前述罗洪先、汪应轸都是朝廷

命官,而正史中所提他们为官事迹,都是对帝诏圣旨的决定提出相左的意见。他们对“赌华山”的陈抟传

说感兴趣,因而题咏诗文,当与他们正统的“谏诤”立场和政治文化思想有内在联系。
嘉靖是位被议论颇多的皇帝。《明史》给嘉靖的评论是:“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

藏告匮。”⑥嘉靖帝在位46年,多不视朝,虽崇道教,但被邪道们唆弄得走火入魔,又差一点被宫女勒死,
是一个在位而虚的真命天子。其前任正德皇帝荒淫透顶,反复“北巡”,还要“南巡”搜求美女,游龙戏凤,
在位而虚。二帝德行相似。

皇帝昏聩荒政,大臣却又直言敢谏,这应当是庶民与皇帝“赌华山”故事在正德至嘉靖年间产生的历

史时境。

四、余 论

按本文分析推论,“人天博弈”之赌华山故事,编造于明朝中叶,尤其可能在“走火入魔”而崇道教的

嘉靖皇帝时期。故事流传到清乾隆时期已有两百年,当有丰富而多变的发展和沉淀,从而演化成“惊奇

拍案”的《飞龙全传》著名章节。
“赌华山”故事附会于道教大师和“潜龙”中的未来天子,故事的寓意及情境,则类似于道教道术中的

符谶。符谶又是古代农民起义常用的民间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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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超 等:道教总仙洞天华山传说“人天博弈”文化史分析

《华岳全集》于嘉靖年间由李时芳纂修,至万历年间经张维新续修,此时收入他自己写的关于陈抟传

说之风景题作以及李万年吟“赌华山”之诗《陈抟梦松》。不久,由华阴县令马明卿梓行。明末山西人李

自成起义,建“大顺”国,被任命为华阴县令的起义军头领曹士抡,得到《华岳全集》版,曾剜改版的面目,
据为己刻。他自称是大顺国华阴县“开创第一令”,将《华岳全集》刻版印刷布行,其序言中有“大顺元年”
题号。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又有增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里,在《华岳全集叙》结尾

处,即有“大顺”和“曹士伦”的手写字样①。
为什么李自成农民起义草创“大顺”国之初,就急于刊行《华岳全集》? 究其地缘文化背景,很明显,

因他们是陕西人,华山即为其“地母”。而其政权文化观念,则因华山是“五岳”之一,是未来国家的江山

社稷文化地标,可如古代“革故鼎新”成功的皇帝那样,奉为国家祭祀礼仪偶像。“大顺”国华阴县“开创

第一令”曹士伦,很可能对《华岳全集》中张维新的“题棋石”和编辑思想以及李万年题陈抟“赌华山”的风

景文感兴趣。“民”和“君”赌华山,“赌”国土地标,即象征赌“江山”国家,则县令的“开创”,明示“新国开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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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saidthatimmortalsinHanDynastyeverplayedchessinaPlayingChessRockinHuashanMountain,whichis
calledtheTotalImmortalsCaveParadiseofTaoism.LateralegendgoesthatinSongDynasty,amasterTaoistimmortal
ChentuanhadmadeagamingtowinHuashanMountainwithZhaoKuangyingwhowasthepotentialemperorofChinaand
thisisdeemedasTaoismstoryinfolk.ThispaperprovesapointthatthestorywasmostlycreatedinMid-MingDynasty,

andthemainuniversaloriginofitshappeningisareverencetoTaoismwhichisakindofpolytheism.Also,theTaoistwor-
shipbyemperorsatflourishingageprovidesagoodopportunityforit,andthepoliticalandculturaltraditionofHarmony
withoutSamenesswiththepursuitofimprovement,createdthepossibilityofitsprevailingand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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