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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的小说原型与文化认识结构
!

郑在书

摘
!

要!-周氏冥通记.是一部使我们深入思考宗教与文学之间根源性关系的著作#其文

本主体可看作是周子良和他的大他者(

@D$_@D$&

)陶弘景两人#书中呈现的各类小说原

型在著名志怪$传奇作品中皆有出现"并在主题$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共享或接受关系#-周

氏冥通记.所具有的小说原型"在其深层铺垫着官僚制$继世的死后世界观$报应观$轮回

观等"这些宗教说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六朝社会整体的精神史基础#

关键词!文本主体'小说原型'精神史基础

如果说以-山海经.为中心的中国神话是古代东亚想象力的源泉"那么道教作为其传

承者是中世纪想象力的一大流脉"它的内容完整地保存在-道藏.这部可称为道教大藏经

的典籍中#道教以自我完善为核心教义"而自我完善通过长生不老来体现#道教依靠想

象力$意象以及叙事的设置与展开等体现和诠释其教义"而非通过逻辑思辨等方法#这种

三位一体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艺术创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关注-道

藏.的文学想象力#

-道藏.可谓是一种关于%不死&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如果将不死的境界看作是想象力

的产物或叙事的产物"那么换言之"-道藏.又是一支庞大的想象体系或叙事体系#进而"

也可将-道藏.看作是一座庞大的文学建构物"这样讲应该不会有错#事实上"-道藏.也收

录了不少文学作品"并将这些作品纳入道教的范畴内"而它的一些组成部分也的确采用了

文学体裁的书写形式#如那些应归属于游仙诗的步虚词和道情类诗歌以及可归于神怪小

说的神仙传记类即是如此#对于-道藏.中的这些作品"李丰?$詹石窗$小南一郎$史密斯

(

XD3>-B0M2>'@D

)$堪帕尼(

\3*$&@P3&.C->

K

-%

/

)等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

本文在探讨-道藏.的文学想象力时"还将通过小说来阐释道教的想象力"那是一种建立在

%不死&的神话欲望之上的想象力#本文还将探讨它所具有的文学本质$形式$结构$母题

等文学原型(

F'@$&-&

/

-&ID$@

/K

$

)#作为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先来考察-道藏.中

上清派典籍-周氏冥通记.所具有的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类小说的想象力#

清代纪昀曾指-周氏冥通记.%荒诞不经&

"

"而这种批评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该书具有

丰富的想象力#基于上述这些观点以及研究目的"本文先来探讨-周氏冥通记.的成书背

景$内容$研究动向及文本性质等"然后再将书中的母题与志怪$传奇类文学作品进行比

!

"

相关研究成果有李丰?!-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
67<5

年"-误入与谪降."台北学生书局

6775

年'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677!

年'小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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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I物语B."岩波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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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进一步探讨其精神史基础"进一步确认-道藏.想象力在中国小说中所占据的重要的原型地

位!

#

一$-周氏冥通记.的成书背景及其内容

-周氏冥通记.记录了梁武帝时期道士周子良(

:7;U865

)在梦中或在幻想中遇到茅山仙官们所进行

的对话"该书属于-正统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典籍#

据传"作者周子良原本就成长在具有原始道教家风的环境里"他的本家信仰帛家道"外祖家信仰天

师道#他的祖母是女巫"外祖父是祭酒"由此看来"他应该是生来就具有灵媒的气质"因此他与冥界仙官

们的通灵行为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早在
6!

岁幼小年纪他就入陶弘景(

:8!U895

)门下"学习-仙灵录.

-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五岳真形图.-三皇内文.等#读书期间"于天监
6:

年(

868

)夏至中午"

在他午睡时发生了一起怪异的事件#

夏至日未中少许"在所住户南床眠#始觉"仍令善生下帘#又眠"未熟"忽见一人"长可七

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须青白色"年可四十许"著朱衣"赤帻上戴蝉"垂缨极长"紫革带广七

寸许"带巩囊"巩囊作龙头#足著两头
!

"

!

紫色"行时有声索索然#

#

这位出现在周子良梦中之人"介绍自己为茅山仙界保命府府丞赵威伯"并告诉周子良有一叫保籍丞

(后来晋升为保晨司)的仙位空着"让周子良准备就任#周子良起先感到畏惧"但很快明白此事不可推

辞"便决定顺应#之后每天他都会在梦中或在幻想中见到王紫阳$周紫阳$中岳仙人$女仙刘玄微$桐鯢

仙人$保命君$保录君等不少仙官#他们告诉他仙界的情况以及修炼方法等"还回答周子良提出的各种

问题#周子良师从这些仙官学习他们传授的仙界知识"也追随他们在仙界游历了一年半载之后"在天监

68

年(

865

)

6"

月
!;

日服毒自尽#他的恩师陶弘景如下描述他最后的瞬间#

至籦后"便起云"时至矣#即束带烧香"往师经堂中"遍礼道众"径出还所住廨"众人正言应

就齐去#日晡间"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见于仙屋烧香"出还住户#问子平"何以来#答云"姨娘

气发"唤兄还合药煮汤#语云"我体亦小恶"即时欲服药#竟当还"若未即还"汝可更来#仍见

铛中温半升酒#子平驰还说此"姨母惊怪"亟令走往"已正见偃卧"子平不敢便进#俄倾所生母

及姨母续至"见便悲叫"问"何意"何意"唯闭眼举手"三弹指云"莫声叫"莫声叫"误人事#其母

欲捧头起"而蹴巾转#犹举手再过正巾"须臾气绝#时用香炉烧一片薰陆$如狸豆大"烟犹未

息#计此正当半食顷耳"时年二十%

#

-周氏冥通记.一书记录和概括了周子良从初次做梦时的天监
6:

年(

868

)

8

月
!9

日到他离世前三

个月天监
68

年(

865

)

;

月
!9

日之间与仙官们进行的一系列对话#周子良在他离世前焚烧了他大部分

手稿"但他的师傅陶弘景在附近燕口山山洞中发现了他一部分手稿"之后这位师傅撰写了徒弟周子良的

传记"并在日记原文上添加了注释"成书四卷一册"并于该年
6!

月将此书呈献给了梁武帝"各卷内容如下!

第一卷!周子良传记$死后的异迹$呈于梁武帝的奏文(启事)与答书(?答)$天监
6:

年
8

月
!9

日,

!<

日的通灵记录
:

条#

第二卷!

5

月
6

日,

!7

日的通灵记录
69

条#

第三卷!

;

月
!

日,

!8

日的通灵记录
;

条#

第四卷!天监
6:

年
8

月,

68

年
;

月
!9

日的通灵内容目录(

#

现在"-周氏冥通记.和陶弘景的-真诰.一同被人们评价为了解茅山上清派道教实质的重要文献#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该书生动地记录了
68""

年前一个年青人的梦与幻想即他与仙人们的对话#这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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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周氏冥通记.原文及译注依据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的-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6"

年#

许丽玲尤其关注周子良的家族史以及上清派灵媒传统等宗教文化背景#相关内容将在后面进行进一步阐述#

-周氏冥通记.卷一"

8

月
!9

日条#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周氏冥通记&条!%惟薰陆为乳香#&

麦谷邦夫*吉川忠夫!-周氏冥通记.卷一"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6"

年"第
7

&

66

页#

吉川忠夫!-梦的记录,,,周氏冥通记."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6"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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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中与神进行交谈的对话录"在西方有
68

世纪英国基督教信徒马杰里*肯普(

T-&

=

$&

/

$̀>

K

$

)留下的

-马杰里*肯普的书.

!以及
6<

世纪瑞典的神秘主义者史威登堡(

0M21$.$%*3&

=

)留下的-关于天国惊

人的世界与地狱.

"等"但是-周氏冥通记.要比这些记录早一千年左右"它是一本记录个人宗教体验的

日记"这一点非常引人关注#书中所描述的仙界情况以及修炼方法等"不仅体现了当时道教想象力的实

态"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六朝时期的宗教观念"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志怪小说这种书写形式#

也就是说"该书向我们展现的是当时人们所共同享有的一种精神文化#因此"它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二$关于-周氏冥通讯.的研究综述

6M

研究动向

迄今为止"对于-周氏冥通记.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译注$对译注的评论$内容分析以及语言学意义

探析等方面展开"而且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结合同一派系上清派主要经典-真诰.一书研究一同进行的"同

时相关研究工作还主要是以日本学者为先导开展起来的"这是该书研究工作方面的一大特点#

对-周氏冥通记.的正式研究早期经过幸田露伴$福井康顺等的概括性$文献性的考察研究#

"再经

小南一郎的-中国神话与故事.(

67<:

)$吉川忠夫的-梦的记录,周氏冥通记.(

67<8

)

$等论著逐步展开#

小南一郎主要将-真诰.中出现的杨义$许谧等人物以及后来出现的陶弘景$周子良等六朝时期灵媒集团

和当时社会联系起来"在这种框架中分析探讨了-周氏冥通记.#他认为"灵媒既唯心又超越现实"但也

未彻底舍弃现实"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周子良的梦与幻想映射着个人的精神纠结和当时江南贵族集团

的信仰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矛盾心态#同时"他还关注到-真诰.与-周氏冥通记.中常见的仙官降临情景

以及与仙官们对话等还出现在-汉武帝内传.等文体中#小南一郎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周氏冥通记."他

的研究涉及道教祭仪和文学想象力等方面"并举例说明了它们与文学的相关性"因此他的研究具有相当

重要的意义#

吉川忠夫将周子良的生涯与六朝时期的政治$宗教$家庭环境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探讨"将茅山道

教的核心华阳洞天的仙界情形与-真诰.中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并分析考察了周子良与仙官

们的沟通情况$心理状态及陶弘景的反应等#吉川对-周氏冥通记.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他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解说性质#继小南一
&

$吉川忠夫之后"许丽玲和拉塞尔(

XMCM\JBB$FF

)等人分别以特定

的观点专门分析探讨了该书#首先"许丽玲从心理民族学角度对周子良的家庭环境$家族史等进行了追

踪研究"然后分析考察了这些内容与当时文化现象灵媒之间的关系"还探讨了尸解观念#对于周子良的

死亡"她没有仅把这看作是一个年轻人的自杀事件"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以陶弘景为中心的茅山道

教集团的文化以及萨满宗教仪式等角度去进行诠释%

#其次"拉塞尔主要关注-周氏冥通记.中周子良

与仙官们的对话以及启示行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并探讨了该文本的作者问题$幻想的启示作用以及

启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等#他认为"周子良的冥通体验反映了他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以及一个

年轻人在宇宙中寻找自我的矛盾心态与恐惧心理#他还谈到楚辞之后延续下来的启示文学的文学史脉

络"还提及-真诰.一书中也有体现的其文学性以及-周氏冥通记.的个性化表现等(

#拉塞尔的论文继

小南一郎之后又一次探讨了-周氏冥通记.的文学意义"因此他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他仅在

他论文前言和结语中提示性地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而没有与具体文学作品进行详细的相关性比较研究"

*

8<

*

!

"

#

$

%

(

马杰里*肯普!-马杰里*肯普的书."郑德爱译"首尔!金牛座
!"6"

年#

史威登堡!-史威登堡的伟大礼物."史威登堡研究会编译"首尔!茶山书屋
!""7

年#

参考幸田露伴!-神仙道<一先人."载-露伴全集.第
68

卷"东京!岩波书店
678!

年'福井康顺!-周氏冥通记CJKL."载-内野博

士还历纪念东洋学论集."

675:

年#

参考中文译著如下!小南一
&

!-中国<神话I物语B."东京!岩波书屋
67<:

年'小南一
&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

译"中华书局
6779

年"第
!<9

&

!77

页'吉川忠夫!-中国古代人<梦I死.第
9

章"东京!平凡社
67<8

年'吉川忠夫!-梦的记录,周

氏冥通记."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6"

年"第
!:8

&

!<"

页#

许丽玲!-周氏冥通记初探."载-东方宗教研究.

677:

年第
:

期#本文参考麦谷邦夫*吉川忠夫!-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

雄峰译"齐鲁书社
!"6"

年"第
966

&

999

页#

XMCM\JBB$FF

"%

\$+$F-@'3%-%.E-&&-@'+$'%QD3JBD'T'%

=

@3%

=4

'

&"

)-+4

8

3#@&#D-4!"&$-

"

677:

(

6

)

M

本文参考中文译著"

XMCM

拉塞

尔!-周氏冥通记中的神启和故事."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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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和疏漏#

另外"有关-周氏冥通记.的研究成就"还有麦谷邦夫的-周氏冥通记索引.

!以及对麦谷邦夫$吉川

忠夫等的译注本进行评论及校正的一些论文"还有将该书看作南北朝时期重要语言资料"讨论其语言学

价值的研究成果等#但这些成果与本文的研究意图没有很大关联"因此不作赘述#

!M

谁是文本的主体+

-周氏冥通记.文本虽然在标榜周子良是作者"但该书到底基于何人立场书写而成"对于这个问题仍

存在不少疑问#首先"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该书第一作者是周子良本人"因为是他亲笔记录了自己的梦与

幻想#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周子良之师陶弘景二次写作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是陶弘景在周子良死后于

附近山洞中发现了周的遗稿"之后也是陶弘景对这些手稿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并以完整的作品形态呈递

给了皇帝#陶弘景在编辑日记原文的过程中曾有过许多写作行为"即在日记原文周子良本人所做的注

释上添加了不少陶氏自己的注释"并编成四卷"书写爱徒传记以及死后的异迹"同时还附录了献给皇帝

的启事和?答等#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里有着陶弘景编辑意图的大

量介入#对于他所添加的注释"陶弘景不仅将它用来容易地解释原文"而且还用它有效地阐明自己的立

场和观点#周子良曾向仙官们咨询导师陶弘景的资质以及将来的命运等"在这些多少有些敏感的内容

中"有一部分是超出陶弘景预想的"对这些内容陶弘景不仅做了辩解"有时还表露出困惑和尴尬之意#

下面我们来看有关陶弘景仙阶的一段对话#

王君曰"茅定录及周紫阳所诫"实为深矣"足为子之实录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

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问"家师陶公何如#答曰"假令尔如其者"则期真不难也#陶久入下仙

之上"乃范幼冲等也"

#

陶弘景似乎对仙官说他属于下仙中的上级这句回答感到不满"陶弘景在他注释中如下表露他的心境#

一本作中仙之中"后浓墨点作下仙之上"未解所以#既云久入"今当由怠替致降二阶邪#

#

虽然在此解释为由于怠慢而被降级"但我们可以看出陶弘景心中仍然有结#此外"陶弘景还在注释

中表现出对仙官答复的一种批判态度#例如仙官曾劝告周子良禁止食肉"这是因为周子良六代祖周眉

曾喜好射猎而杀生数多$

#对于这句话"陶弘景提出如下问题#

未检汝南周家谱"不知周眉晋何帝时为谯郡#杀戮之咎"诚为莫大"但身尚以蒙释"方虑殃

延苗裔"小为难解!!此帅一仆一我"亦未领%

#

当仙官的看法与自己不同时"陶弘景就会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从他这种态度"我们可推测周子良

草稿状态的遗稿是根据陶弘景的编辑意图被重新书写了的"而且被书写成体裁完整的一部著作-周氏冥

通记.#那么他的编辑意图又是什么呢+ 陶弘景曾搜集整理南岳魏夫人即魏华存和杨义$许氏一家等灵

媒集团的降启资料"编写了-真诰.一书"其目的在于确立和巩固茅山为中心的上清派道教#由此可见"

-周氏冥通记.的编写倾向与一种动机和意图有着紧密的关系"那就是要将-真诰.一书确立为上清派的

主要经典#果然"-周氏冥通记.就像在印证-真诰.那样"两书内容具有密切的照应关系#这一点可从陶

弘景为-周氏冥通记.所做的注释中看出"因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基于-真诰.来诠释-周氏冥通记.中

所出现的人物和事件的#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探寻隐藏在陶弘景强热的宗教欲望深处的社会心理动机#

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政治巨变使个人身份出现严重危机和动摇#当时大批没落的南朝贵族集团投身

新兴的宗教道教"他们想在彼岸的理想世界中寻找他们丢失的地位和权力"对于他们这种替代和补偿心

*

5<

*

!

"

#

$

%

麦谷邦夫!-周氏冥通记索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9

年#

-周氏冥通记.卷三"

;

月
7

日条#

-周氏冥通记.卷三"

;

月
7

日条#

-周氏冥通记.卷二"

5

月
69

日条!%但卿六世祖眉为谯郡时"尤好射猎"杀伤无数#赖其中时复营功德"罪已得释#卿不宜复食肉"

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之#&茅山仙宫保命府的鬼帅范疆五如此劝告#虽然在此都统称为仙官"但陶弘景似乎因其是鬼官"还

有些下视他"但范疆五毕竟还是仙府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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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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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我们可从陶弘景$周子良"也可从他们前辈杨义$许氏一家"更可上溯到葛洪那里去寻找"

#同时"

对于陶弘景的编书意图"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事实"即该书的编撰目的还在于向当时皇帝梁武帝呈

献#向皇帝上奏周子良冥通事件"这种行为说明中国皇帝曾对想象界也行驶支配权"这也与中国的政教

传统有关#陶弘景的编书意图还在于向好佛的君主梁武帝呈报陶弘景所管辖的茅山道教的实态"欲从

皇帝那里获得认可"并赐得教权#可见"-周氏冥通记.是陶弘景出于多种政治社会目的而经过周密的思

量之后精心编写而成的二次创作产物#

我们在思考茅山上清派确立其道教地位这一历史原因时"还有必要联系个体无意识的形成问题来

进一步思考-周氏冥通记.文本主体问题#这是因为-周氏冥通记.的内容以梦与幻想构成"而这也是构

建周子良个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拉康(

SM(-I-%

)曾说!%无意识是大他者(

@D$_@D$&

)的话语&

#

"也就

是说"主体的欲望即为大他者的欲望#对于早年丧父的周子良来说"恩师陶弘景既是满足他所缺失的父

性的对象$

"也是他最终所要实现的仙道的体现者"也就是说陶弘景即是周子良的大他者#这样看来"

-周氏冥通记.中展现的周子良的梦境与幻想也是大他者陶弘景的欲望"这是因为-周氏冥通记.每一段

内容都是建立在陶弘景-真诰.之上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周子良的无意识"即-周氏冥通记.是陶弘景

这位大他者的话语#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历史原因和个体无意识的形成这两方面来考察-周氏冥通记.文本的真正主体

时"能够看到虽然表面上主体看似是周子良一人"但实际上可以说其主体是模糊的或是周子良和陶弘景

两人#

三$-周氏冥通记.的诸母题及其结构

对于-周氏冥通记.与文学的相关性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出现"但对此有短片性的提及"

首先有小南一
&

$拉塞尔(

XMCM\JBB$FF

)等的论著"再则詹石窗的-道
2

文学史.也具有些六朝小说方面

的论文#詹石
3

把-周氏冥通记.定为%记梦叙幻体&志怪"把它看做表现周子良的内心世界"即生命与死

亡矛盾的自传体小说#他认为-周氏冥通记.的特色是详细的描述"首尾一贯的情节发展以及朴实的文

体等等"还指出了小说里诗歌的插入是继承了-汉武帝内传.和-真诰.的结构%

#此外"李希运简评道

-周氏冥通记.的出现使六朝时代的陈腐短片小说向处理内在心理的小说演变(

#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

本文参考与-周氏冥通记.的文学性有关的现存短片论著"但同时正如在序言中提到的"从所谓的

%文学原型&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在这本书里延伸的道教想象力#多感的年轻人周子良的宗教体验"即梦

与幻想的部分内容"脱离了时代的先后关系"蕴含了六朝时代或其后时代无数的神怪小说里共同拥有的

几个重复出现的母题(

>3@')

)"即作为小说原型的价值#本文先把-周氏冥通记.里出现的小说原型分为

降临母题$仙官就任母题$考验母题$冥界相逢母题"然后将每个内容与六朝志怪以及唐传奇作品进行比

较"试图考察这种精神的基础#应该注意"这里的%母题&的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母题"它包含着可

以转化为形式和结构的可能性#

6M

降临母题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周子良在梦中目睹仙官的来临"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这种场景常常发

生在灵媒性向强烈的上清派道士身上#上清派的开组魏华存也是通过降临和启示打开了该教派#其后

*

;<

*

!

"

#

$

%

(

XMCM

拉塞尔!-周氏冥通记中的神启和故事."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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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的吴国贵族后裔葛洪"在其书写$创作-抱朴子.时"这种心理状态似乎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相关内容参考大渊忍尔!-葛洪

传考."载-冈山大学法文学部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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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丽玲分析了周子良的心理状态"她认为周子良在姨妈的严格管教中成长"这导致他在性别认同上出现混淆"但是遇到陶弘景之

后他找回了他所缺失的父性#参考许丽玲!-周氏冥通记初探."载-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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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人杨羲$许谧$许掾$陶弘景等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维持和发展了上清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上清派的主要经典就是-上清大洞真经."-真诰."-周氏冥通记.等#

道经里出现的降临母题在小说里常常被利用"对于这一点"小南一
&

早已针对-真诰.和-汉武帝内

传.里女仙降临场景的相似性进行过论述!

"李丰?也详论了1神女降真2内在的文学"宗教含意"

#首

先"来看-汉武帝内传.里西王母降临在汉武帝的宫殿的场景#

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

节#金刚灵玺"带天策"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主"容眸

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方坐"着黄金褡属"文采鲜明"光仪淑穆!!视之可年

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霓"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

与-真诰.相比"-汉武帝内传.里的描述增加了文学的修饰"更加华丽#西王母降临时向汉武帝提出

各种训戒和咨询之后再升天#降临和升天的这些行为在文献里"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故事成分"它还被

故事的部分或整体结构所活用#汉代的%董永遇仙&传说里"织女下降在虽然很穷但是孝心很强的董永

身边"作为配偶织布偿还债务后再次升天"这种降临母题在樵夫和仙女类的传说中结构化#正如上个例

子"当降临或升天时仙官不单独出现"而是率领很多侍从"带着华丽的仪仗出现"这也是一个特色#茅山

的仙官赵威伯为周子良降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从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两吉"吉如永嘉老姥吉#紫衫
"

胯履"缚胯极缓#三人着紫胯

褶"平巾帻"手各执简"简上有字"不可识#又七人并白布胯褶"白履"悉有所执$

#

小南一郎对于这种现象推测这与在上清派道教的存思修道过程中出现的神仙的姿态和样子有关

联%

#然而"在此之前应该会有使这种想象力可行的社会和体制依据#这是以韦伯(

TMa$*$&

)为首的

西方学者们经常论及的古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严格的阶级体系构成的家产制的官僚制

度(

#官员驾到时的侍从和仪仗取决于他的品级"俗界的这样的官僚制度同样反映在仙官的降临和升

天上#从仙界也按照六朝时代九品官人法的九个品级被分为
6<

品级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

#通过

-续仙传.里金可记上天时的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叙述方式在小说里的自然渗透#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

漫"果有五云"唳鹤白鹄"箫笙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丈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

填溢山谷"莫不瞻礼叹异,

#

此外"仙官降临时的公然的仪仗和队伍与西方的神$天使$圣者降临的场景有很大的差异#在大多

数情况下"西方天宫的人物不具备威仪"独自一人轻轻地降落到地面#这正是天上和俗界之间的界限是

严格的还是连续的区别"因为东亚把天上看做是俗界的延长"而神官应根据官僚制度具备相应的规矩#

!M

仙官就任母题

周子良意外地从茅山仙界的赵威伯收到通知"他被选为仙官要就任#仙界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

玉皇上帝为中心"是一个严格的官僚系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如前面提到的"可以说这也是

世俗的官僚制度得到反映的结果#毫无疑问"传统的严格的品级制度能维持传统时期的中国的现实秩

序"其实这个制度和儒家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道
2

不能不接受能维持世俗秩序的儒家的思想#

周子良接受该仙官选拔命令一年半后自杀并回到茅山仙界#成为仙官"进入仙界"也可以是宗教性

死亡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道教中这种死亡被称为尸解#不是直接上升到天上的天仙或在地上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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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着的地仙"而是半途死亡的往往被美化为尸解仙"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死亡的方式"可以分为火

解$水解$兵解$药解$丈解等!

#周子良是吃了毒药自杀的"因此属于药解#周子良从赵威伯收到仙官

就任的通知的场面"在-周氏冥通记.里被这样描述#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
#

籍"卿大命乃犹馀四十六年#夫生为

人"实依依于世上"死为神"则恋恋于幽冥#实而论之"幽冥为胜#今府中阙一任"欲以卿补之#

事目将定"莫复多言"来年十月当相召#可逆营办具"故来相告#若不按从此命者"则三官符

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惧色"

#

作为一个道人"仙官就任虽然是很光荣的"但是周子良起初不情愿的接受仙界的命令很害怕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仙官就任就意味着死亡#仙官就任是以在前世积累福德或在现世有道德的生活或通过修

道达到神仙的地位为前提的"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知道佛教的应报观已经被收容在道教里#但是还很强

烈的保留着从萨满教等由来的土著的应报观#为了周子良仙官教育降临的鬼官范帅"向周子良忠告禁

止肉食"因为他的六代祖父喜欢打猎"杀了许多禽兽"怕这罪涉及到他的身上#这样的内容早在-周易.

里首次出现#

"其次反映了汉代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里确立的承负说的立场$

#道
2

的承负说是祖

宗
?

后裔的关系"而佛教的应报观的主客关系是自己
?

自己的关系"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小说里的仙

官就任母题与应报观的与否无关"它作为内容的重要情节或死亡的修饰表现经常被活用#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作何官#驺云"所作平北将

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我已作此官"何故复召邪#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

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史甚多#王寻病薨%

#

从韩国古典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在大同江边浮碧楼见神女箕氏的洪生得了相思病"

他梦中收到仙官就任通知而死亡的故事"在-金鳌新话*醉游浮碧亭记.里出现#

-神仙传.的仙官就任母题用来表示一个小说里另一个意图"增添了
5

趣#

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

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

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

#

淮南王刘安"虽然作为神仙"但是因为傲慢的态度而被排除于仙界之外"不能作为仙官而做了三年

的马桶夫的故事就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行为+

#德沃斯金(

$̀%%$@DSM,$13BZ'%

)提及了这种故事显示民

众对那个时代的帝国统治颇有不满,

#

9M

考验母题

周子良上任之前"经过一定的考验过程而得到认可#还有一位仙官王紫阳"为了教育周子良而降

临#对于考验的过程"王紫阳与周子良之间的对话如下!

王紫阳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试为难耳#子良因请问"不审几试"试若大小#恐肉人邪

僻"能不忧惧#王曰"当两小试"或为虎狼"或为殊声异形"以怖于人#尔见此时"但静心建意"

勿設惶也6

#

萨满原有通过某种仪式的入巫过程"道教也起因于萨满
2

"因而也具有那样的仪式#特别是上清

派"带有深厚的萨满色彩"考验的过程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考验谭经常插入到神仙传记类的小说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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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传.的壶公的故事为例"考察一下!

公乃留房於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

数丈"以茅謋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
$

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
%

矣#又令长

房厌屎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

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

#

吴光正认为%成仙考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型"

#在-杜子春.-韦子东.类的传奇作品

里"修道者跟道士集中修炼的时候"最后的成败大多在于考验"考验成为一个核心的因素#比如"-杜子

春.中道士嘱咐了杜子春以下内容!

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

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

#

许多困难的考试"杜子春都熬过来了#但是在最后的阶段"他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的幻影吐出了声

音"结果不但一切历程化为泡影了"而且还不可得道升仙了#其实"这篇小说以考验母题反衬人性主义#

:M

冥界相逢母题

在周子良的梦中或者幻影中"仙官引领着周子良向冥界游历#那时候"他听到了已亡故的父亲的消

息#就是说"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跟死者交流了#对此"记载如下!

又于子良曰"卿父昔不无小过"释来已三年"今处无事也#自云"坟眆在越"虽自羁
&

"亦不

愿移之#南头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来"有文书事未了"不果#明年春当生王家#以其前

过未尽"故复出世$

#

在此"我们能发现对于坟眆两种想法并存!一是死者居于坟眆之继世的死后世界观#二是按照恶业

或善业所造成的苦乐果报"发生轮回转生之佛教的来生观念#不用说以灵媒为中心传播教义的上清派"

道教在原始宗教的起源上也来自于萨满
2

#这种的本质与祖先崇拜$继世的死后世界观形成紧密的关

系#并且这种观念就是东亚土著文化的因素#但是佛教传入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为快速发展"虽然上

清派最有土著的$萨满的色彩"但是这些三教合一思想影响到上清派"没有例外#陶弘景所作的-真诰.

已频繁出现了佛教术语以及佛教的宗旨"-周氏冥通记.也实现了萨满
2

$道教与佛教和谐共存的世界#

再倾听一下"周子良和他的父亲之间沟通的内容#

须臾复梦见二人"乃赵丞前所使黄元平者#云"昨雨恨不多"来月中当更作#昨往太山

!!尊府君言"今还北宫"君倘至子良处"道我今来此#今故来为宣之%

#

如同上述"与亲属沟通$相遇的母题以冥界或者异界为背景在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母题亦意味着

对死后世界的关注"以及对死者表达追慕的感情"尤其是在小说里和离世的父亲相见的故事很多"可以

说反映了在家父长制的情况下宗法社会的现实#在古代中国死去的祖先还是影响到活着的子孙的日常

生活"在作用的层面上"可以将他们看做社会成员#-搜神记.有相关的一篇故事#太山府君让平民胡母

班将一封信转给他的女婿河伯"胡母班完成了这个偶然任务之后遇到以下的情况#

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

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以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

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
%

"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

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

这些父子相见$父子沟通的母题还出现于传奇-南柯太守传.#主角折断并分开了
6

木根"寻穴进入

群蚁隐聚的蚁国"与公主结婚而成为附马#后来他收到已故的父亲寄的信感到悲哀#像在冥界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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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在书!-周氏冥通记.的小说原型与文化认识结构

异界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沟通#

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

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

丑"当与汝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

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

#

在蚁国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上写着%岁在丁丑"当与汝相见&"这句话事实上透露了他将在丁

丑年离世#因为父亲已在冥界"所以死后才能与父亲相见#

四$结
!

语

-周氏冥通记.是梁武帝时期年轻道士周子良与仙官们的对话录#它不是一本单纯的个人日记"而

是一部让我们深入思考宗教与文学之间根源性关系的著作"也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精神

世界以及这种精神连续性的重要文献#

正如本文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为探索-周氏冥通记.的文学原型及其精神史基础"本文首先考察了

该书的成书背景$内容以及研究动向$文本性质等"并将该书所具有的小说原型分为降临母题$仙官就任

母题$考验母题$冥界相逢母题等几大部分"分别对其文化背景"以及它与六朝志怪或唐传奇之间的共享

或接受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

其结果"本文认为-周氏冥通记.文本主体可看作是周子良和他的大他者(

@D$_@D$&

)陶弘景两人"

书中呈现的各类小说原型在-搜神记.-幽明录.-汉武帝内传.-神仙传.-杜子春.-韦自东.-南柯太守传.

等著名志怪$传奇作品中皆有出现"并在主题$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共享或接受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本文

还进一步确认了-周氏冥通记.以梦与幻想所展现的道教想象力没有仅停留在个人白日梦上"而是作为

一种具有文学原型地位的文化实体#这说明"-周氏冥通记.所具有的文学原型"在其深层铺垫着官僚制

的儒家现实秩序以及表现为继世的死后世界观$报应观$轮回观等说法的萨满教$道教$佛教等思想"这

些宗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六朝社会整体的精神史基础"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

一个人做梦"梦只是梦"但很多人一同做梦"那梦就会成为现实"正如这句话所言"-周氏冥通记.的

梦与幻想并非个人的白日梦"而是六朝时期社会集团现实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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