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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
和文学价值
!

吴光正

摘
!

要!由于教主王重阳的刻意倡导$辞世颂的书写在金元时期成了全真教道士辞世的

一大传统#这些辞世颂以其独特的宗教理念%宗教情怀和文学意象锻造了自身的教派文

学标志$体现了道教史和道教文学史上的新变化#辞世颂的创作揭示了道教教义的新发

展%反映了全真教对形神关系的新思考$全真教的文学书写成了道教建构信仰认同乃至教

派认同的重要手段$其对文学表现手段的经营让金元全真教文学登上了道教文学史的巅峰#

关键词!全真教(辞世颂(宗教修持(生命感悟

中图分类号!

5̂3

(

N055

!!

文献标识码!

6

!!

文章编号!

!&1!7%%!8

)

0"!1

*

"27""&!7!0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死亡书写自先秦以迄晚清$不仅不绝如缕而且蔚为大观#这

些以临终诗%绝命诗%辞世偈%遗世颂名义出现的文学作品以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凝聚死

亡之思$不仅揭示了古人面对死亡的种种生命意识$而且展示了儒道释三大思想体系的光

芒#道教的死亡书写自六朝顾欢%陶弘景创作临终诗以来$历经唐宋$在金元全真高道手

中走向繁荣#相比于唐代的
!0

人
!0

首%宋代的
0!

人
0!

首$金元全真高道创作的辞世颂

颇为壮观$这与全真创教教主王重阳以及全真七子的倡导有关$更与全真教的教义密切相

关#近些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由于受生死学的影响$已经开启了辞世书写的相关研

究$如蔡荣婷对+祖堂集,死亡书写的研究!

$姬天予对宋代禅宗临终偈的梳理"

$均旨在揭

示禅宗临终偈所蕴含的生死哲学和死亡美学#大陆地区也有个别学者关注此一命题#

如$黄莹系统梳理了先秦至宋代的临终诗$并对各时代临终诗创作群体的身份特征%创作

特点进行了辨析#

(张晖以诗作细读与史实关联为基础$揭示南明士大夫绝命诗所反映的

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

#以上研究$或对死亡的社会意义和儒家情怀展开辨析$或对禅僧

的辞世感悟%生死哲思进行剖析(相比之下$道教的死亡书写却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迄今还不见专题论文出现#比较吊诡的是$道教强调长生久视%羽化登仙$何来绝命诗1

因此$历代仙传对道士%仙人的描写均强调其羽化飞升的种种异迹$给人以神秘%飘逸之

感#但是$现实中的道士却有撰写临终诗%辞世颂的传统$并在金元时期蔚为大观#研究

这批辞世颂$我们可以探究道士如何面对道教教义来书写死亡或者说新的教义如何解说

死亡$我们更可以探究道士经过长期修炼后的生命感悟#在此$笔者拟全方位地梳理金元

道士别集%碑铭%传记中的辞世书写资料$从宗教修持的角度来分析金元全真高道的辞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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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揭示其生命感悟和终极追求$彰显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创作概貌

金元南北各派道士均有写作辞世颂的迹象$如南方符派道士雷默庵%莫月鼎$茅山宗高道杜道坚%

赵嗣祺$北方太一教道士侯元仙$均作有辞世颂$但是$成规模且独具教派特色的辞世颂创作则出自全真

高道之手#全真教道士别集尤其是碑铭和传记辑录了大量全真道士的辞世颂$据初步统计$笔者发现金

元时期有
3$

位全真道士有辞世书写行为$其中
2&

人的
&"

首作品留存至今#就文体来说$这些作品中

有歌%有词%有赞$但绝大多数是以诗颂的方式呈现$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用辞世颂来通称这批作品#

这个称呼也是遵循全真教自身的传统$因为所有全真教碑传均将这类作品称为辞世颂或遗世颂#辞世

颂的书写由于全真教教主王重阳以及全真七子的刻意倡导而形成一种教派文学传统$即是历经长期宗

教修持后的生命感悟$更是宗教信仰尤其是教派信仰的积极宣扬$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实践#笔者拟以

!02$

年蒙古灭金为界限$梳理金代和蒙元时期全真教士的辞世颂书写进程$以期呈现宗教实践与文学

创作的内在关系#

全真教主王重阳的
&

首辞世颂具有教材意味$是实现信仰认同%教派认同的重要手段#

!!3%

年$

$%

岁的王重阳在甘河遇异人$得受丹道秘诀$从此开始了修道%弘道%创教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对自

己的辞世羽化有着强烈的预感$且颇为自负$因此频频形诸吟咏#他在诗词中一再忧虑自己住世不长$

甚至在
!!&3

年春写下+寿期,一诗$题在终南山太平宫壁#诗云!&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

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

!第二年$王重阳又预先写下辞世颂$题于京兆滦村吕道人庵壁#

颂云!&地肺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

与众心同#'

"这两首诗颂表明$王重阳确信自己已经丹道有成%飞升有期#由于在陕西老家的弘道传教

很不顺利$王重阳于
!!&%

年
$

月
0&

日出关东迈$迤逦来到山东半岛$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度化七大弟子

后便匆匆忙忙带着其中的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西返$羽化于汴梁#王重阳对自己的这一归宿有强烈预感$

到达汴梁后便滞留于此$对弟子进行最后的训练$弟子日后将这一苛严训练称为&痛教'#

!!&5

年岁暮$

王重阳&忽书一词辞世$其末云!这回去也$一颗明珠无有价$正是真修$稳驾逍遥得岸舟'

#

#

!!&5

年岁

除$王重阳作+竹杖歌,$表达自己&海上专寻知友来'的收获$将丘刘谭马四人比喻为&四虬'$堪可依托$

与此同时$预告自己将归真仙界!明艳挑来固乐然$白云不负红霞约%

#当时$刘处玄不堪&痛教'逸去$

王重阳向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付嘱教门事宜$弟子求问辞世颂$王重阳说早已题在京兆吕道人庵壁#

丘刘谭马后来西入关中$果于吕道人庵中发现了这首辞世颂#王重阳临终前令马丹阳%谭处端分别照管

丘处机和刘处玄$要求众弟子服从马丹阳的领导$并谓其性命皆在马丹阳手中$&遂言+物外亲眷,曰!一

癙二子一山侗$连予五个一心雄#六明齐伴天边月$七爽俱邀海上风#真妙里头拈密妙$晴空上面蹑虚

空#东西南北皆圆转$到此方知处处通#又曰!一弟一癙两个儿$连予五逸做修持#结为物外真亲眷$摆

脱人间假合尸#周匝种成清静境$递相传授紫灵枝#山头迸出灵华会$我趁蓬莱先礼师#诗毕$奄然返

真'

&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王重阳的上述辞世书写总给人以神话书写的印象$但是从宗教实践的角度

来看$无论是自然流露还是刻意设计$其宗教体悟和信仰表达是真诚的$其密契主义是宗教的本质特征#

王重阳创建全真教$靠的不是经论的书写$而是性命双修的宗教实践和文学书写$其辞世书写就是其建

构信仰认同和教派认同的重要手段#

在王重阳的影响和示范下$王重阳的七大弟子辞世时纷纷加以仿效#七真之中$郝大通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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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集,散佚严重$残集未见辞世颂$但+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广宁传,明确提到他留颂而逝#所幸的是$其

余六真的辞世颂则有幸保存下来了#七真中孙不二最先辞世$遗有+卜算子-辞世,$+鹤鸣余音,卷五曾

加以收录#另外$+道藏辑要,壁集四+三宝证心,收录其+道成书颂,一首$+孙不二元君法语,收录其+坤

道丹功十四首,$其中一首曰+冲举,$均带有辞世颂的性质$+道成书颂,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就

是当作辞世颂加以辑录的#马丹阳辞世前作有+归山操,和+委形赞,$收于+洞玄金玉集,卷六$有关文献

还谓其辞世前神游显化时曾留下两首诗颂#谭处端的辞世颂+行香子,载+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本传$其

辞世书写颇具小说意味!

!!%!

年$疮生于首$谭处端怀疑自己即将羽化$良久作诗二首$表示自己已经丹

道有成但辞世时间未到$要等到疮生于足才会辞世(

!!%3

年$疮生于足$于是作长短句而化#王处一辞

世颂收入+金莲正宗记,本传$其+云光集,中的+顺化,%+归真,%+仙期,%+大定癸卯季冬二十二日$丹阳蜕

质升霞$故题,%+朝元歌,%+会真歌,%+归朝欢,%+满庭芳-丹阳升霞作黄醮罢$忆师遂作,%+苏幕遮-

丹阳祠堂,等诗词歌赋$均涉及辞世羽化主题#刘处玄%丘处机亦各作有一首辞世颂$俱载+金莲正宗仙

缘像传,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从辞世颂的创作来看$马丹阳和王处一的宗教认同意识最为强

烈#在这一意识的驱使下$他们不仅在创作中咏叹羽化归真$而且利用创作来宣扬教派宗师的神游显

化$凸显丹道修炼的功效#

在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影响下$辞世颂的书写于是成了全真道士辞世的一大传统$相关碑刻和传记

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据笔者初步统计$

!02$

年前羽化的全真道士中$刘志渊%白道玄%吕道安%韩锦溪%

李道玄%刘志渊%杨明真%然逸期%于通清%段光普%王志达%赵抱渊%吕中道%赵悟玄%陶彦明%陈道益%孙道

古%戎体玄%周善庆%杨至道%訾存真等
0!

名高道创作有辞世颂$其中
!$

人的
00

首辞世颂得以留存至

今#这些留存至今的作品$除了少数收录于别集外$主要收录于碑铭和传记尤其是+终南山祖庭仙真内

传,%+甘水仙源录,这两部全真传记中#这
0!

位道士中$马丹阳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占了一半以上$这表

明!马丹阳法脉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能够接续全真祖师辞世颂写作传统$用以表达修

炼体悟%宣传教派信仰%建构教派认同$因而在全真教早期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02$

年以后$全真教辞世颂的写作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笔者钩稽史料发现$尹志平%白自然%朱

志希%康泰真%刘志厚%李志方%王粹%赵志渊%祁志诚%井德用%于善庆%李志常%宋德方%李志远%刘志源%

郝华甫%潘德冲%孙德%金志阳%冯志亨%乔志高%东岳张提点%王志常%张志谨等
0$

名高道写有辞世颂$

其中
!3

人的
!&

首辞世颂流传至今#此期辞世颂的书写以蒙古灭金到蒙古灭南宋这段时期最为集中$

主要集中在王重阳的再传弟子手上$这表明全真宗师的辞世颂写作传统在全真教的发展高峰期得到全

方面的弘扬#就法脉来看$马丹阳%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弟子和再传弟子均有辞世颂面世(就地域来

看$辞世颂的写作传统不仅弘扬至东北而且繁衍至江南(就时间来看$辞世颂的写作一直持续至元代中

期$如元代中期全真掌教孙德就撰有辞世颂#由此可证$辞世颂书写是全真教宗教实践的一大特色$

更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二%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内在风神

道家%道教是最为关注生命的学说和宗教$并形成了旨在超越现实时空的信仰体系和修炼技术#为

了达到长生久视%羽化飞升$道士们试炼了种种外丹技术和内炼技术$其中的内炼技术超越外丹技术的

种种缺憾终于在唐宋时期发展为成熟的内丹学$即以人体内的精%气%神为丹药$按照一定的火候和口诀

在任%督二脉和丹田之间运行$试图逆转周天$炼成大丹$飞升仙界#王重阳开创的全真教祖述钟吕内丹

学的同时$开创性地援禅入道$建立起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理论和修炼技术$这套理论不仅决定了金元

全真教辞世颂的精神内涵$而且使得辞世颂书写具有了统一的教派特色#鉴于金元全真教习惯通过文

学书写来表达修道体悟和宗教理念$本节拟结合金元全真教道士的诗文别集和语录对现存
&"

首辞世颂

的宗教理念%宗教情怀和文学意象展开分析$以揭示其内在风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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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信仰之表达

与以往的道教辞世颂相比$金元全真教辞世颂最大的特色在于宗教理念的表达#王重阳
$%

岁甘河

遇仙之前$曾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走&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但是金灭宋的残酷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

混乱局面和金王朝的二元政治$使得其所有努力均惨遭失败#在文武两无成的结局面前$王重阳开始向

宗教靠拢$曾一度阅读佛经$对+庞居士语录,尤为推重$后遇道教异人指点$开展丹道修炼$发展出性命

双修%性功佐命功的修炼理论和修炼技术#这套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次明确否定肉身永恒$但强调

借助肉身开展命功和性功修炼$炼就真性%阳神出壳%羽化飞升#

王重阳的辞世颂是王重阳丹道理念的最后呈现#在他的辞世颂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肉身的强

烈否定#他在+寿期,中预测自己旧病发作$&寿命不过五十八'

!

(他在+减字木兰花-辞世,中承认$&凡

躯四假$便做长年终不藉#水葬鱼收$教你人咱业骨骰'

"

(他要求弟子&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

尸'&四假'即&四大皆空'之意$是借用佛教词汇来否定传统道教修炼的肉体永恒#在这样的理论视野

下$在尘世活多长都没有意义$因此&业骨骰'不必珍惜$&假合尸'不必留恋#在他的辞世颂中$我们还能

够感受到他对修炼&真性'的强烈自信#他强调$自己对真性的体认来自于异人的指点$所谓&两个先生

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是也(他还强调$自己的修炼是真修$所以辞世时已经获得&一颗明珠无有价'(

他还强调$自己所获得的真性是开创性的$所谓&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是也(这所谓的&真性'$这被

形容为明珠的&真性'$就是丹道修炼的最终成果$因此获得了&真性'就可以飞升仙界#他还用&紫灵芝'

来界说&真性'$用&清静景'来形容获得&真性'后的高峰体验#王重阳的六首辞世作品写于
!!&3

至

!!1"

年之间$用这么长的时间写作丹道理念如此系统%鲜明的辞世颂$这说明王重阳的辞世书写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既是一种宗教修炼的生命体悟$更是一种宗教理念的刻意宣扬#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重阳全真集,%+重阳分梨十化集,和+重阳教化集,$我们还会发现$王重阳辞世

颂表达的丹道理念是其诗词的核心主题#王重阳锁庵百日诱化马丹阳夫妇$曾赠给马丹阳+水云游,$词

云!&思算$思算#四假凡躯$干甚厮踀#元来是%走骨行尸$更夸张体段#灵明慧性真灿烂#这骨骰须

换#害风子%不藉人身$与神仙结伴#'

#这首词认为凡躯是由地火水风四大构成$是虚假的$人身也好$

骨骰也好$终究要毁灭$只有修炼就灵明慧性$才能成为神仙#这首词不仅词意和王重阳+减字木兰花-

辞世,和+辞世颂,相同$而且连概念也一模一样#这种否定肉身%追求真性的表达在王重阳的诗词创作

中俯拾皆是$&四般假合终归土$一个真灵直上天#不灭不生超达去$无为无漏大罗仙'

%这样的表述逻

辑成了其诗词作品的永恒逻辑#他在诗词中强调$要求得真性$不仅要否定肉身而且要否定肉身的所有

世俗欲求#其+赠友入道颂,就告诉追随者!&若是要随余去$绝尽平生思虑#心中物物不着$尘事般般休

序#'

&王重阳否定肉身$但强调可以在肉身中寻求真性#其+金丹,诗表达了这个意思!&本来真性唤金

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坛#'

'这首诗表明$真性本存$可以藉助肉身修

炼$即驱除肉身的思虑和妄想即可获得真性#这一强调真性自在的逻辑表明$真性是不假外求的#其

+述怀,组诗就系统阐述了这一理念$即金丹就在凡躯之中$丹道修炼就是藉假修真$其修炼方法是&壮气

全神主本基'$&返见本初真面目'

(

#王重阳+宣靖三台-化丹阳,劝马丹阳放弃尘缘$性命双修$&入玉

炉%金鼎丹砂$炼阳神%出朝玉京'

)

$明确将本来真性的获得界定为&炼阳神'#至于王重阳用清凉境来

形容丹道修炼的高峰体验$我们在王重阳的诗词中可以找到好多例证#如其+问生死,诗即指出$获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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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正!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性便意味着&清凉路上得长生'

!

#可见$王重阳辞世颂所宣扬的生命体悟和丹道理念是其宗教实践的

结晶和弘法策略的体现#

全真教高道们的辞世颂完全继承了乃祖辞世颂所宣扬的丹道理念$并有所拓展#否定肉身%追求自

性是这批辞世颂的核心理念#且来看看丘处机%刘志渊%然逸期%李志方的辞世颂!&生死朝昏事一般$幻

泡出没水长闲#微光现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

"

&行尸地上逐风尘$养就如如证本真#掬地包天

无状貌$十方三界露全身#'

#

&四大元无主$包罗物外身$壶中天地好$归跨紫麒麟#'

%

&四大既还本$一灵

方到家#白云归洞府$明月落栖霞#'

&这四首辞世颂均把肉身当做梦幻泡影当做行尸走肉当做空无虚

假之物$但均强调借假修真可以证得本真%真灵$也就是所谓的真性#在否定肉身%追求自性这一丹道理

念层面$马丹阳提出了&委形而寿'的命题#其+委形赞,云!&卫身之光$照耀非常#卫身之兽$风云前后#

大哉登真$委形而寿#绀发青眉$红颊素肌#如龙换骨$如蝉蜕皮#不作易性$奚为空衣#兀然若睡$卧

篑而归#'

'谭处端则描绘了真性飞升的情景$并将真性明确界定为&阳神'!&交泰一声雷$迸出灵光万道

辉#龙遇迅雷重脱壳$幽微射出$金光透顶飞#一性赴瑶池$得与丹阳相从随#显见长真真妙理$无为涌

出$阳神独自归#'

(

&委形而寿'%&阳神独自归'云云$形象地展示了全真教对传统道教形神关系的新思

考$是道教丹道修炼史上的一大革命#

这批辞世颂还展示了丹道修炼的具体内涵#赵志渊的辞世颂强调&修行端的要工夫$炼就丹砂不用

炉'

)

$道出了全真教内丹修炼的本质(白自然和谭处端的辞世颂反映了全真教的丹道修炼与心性修炼

的内在关系!&

$

悟心源与道同$灵光妙觉渐圆通#'

*

&六年炼尽无明火$十载修成换骨丹#'

+,-祁志诚的

+遗世二首,则进一步说明了全真教性命双修的特征!&和气周流正性开$炼神合道出尘埃#腾空撒手乘

风去$回首人间不再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批辞世颂系统地宣示了全真教的修炼理念#不仅如此$

从马丹阳师徒的辞世颂我们还可以看出全真教丹道理念的发展与变迁#马丹阳否定肉身$提出了无为

的修炼家风#其+归山操,云!&能无为兮无不为$能无知兮无不知#22无乎知兮无乎为$此心灭兮那复

疑#天庭忽有双华飞$登三宫兮游紫微#'

+,/吕道安的辞世颂对自己一生修持进行了全面回顾!&平生不

解道诗篇$锹镢为朋四十年#稍通+阴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
!

忘物物

捐#此去不遭阎老唤$今朝惟待玉皇宣#'

+,0此颂首联谈的是自己打尘老的功行$颔联说的是自己的经典

阅读$颈联说的是自己的心性修炼$尾联强调自己修炼有成必获仙界认可#如果说马丹阳+归山操,反映

的是全真教早期宗教实践的无为色彩的话$那么吕道安的辞世颂则反映了全真教获得发展空间后其宗

教实践由无为向有为的过渡$这一发展倾向最后在丘处机那里得到全面弘扬#

)二*情怀!生死之超越

道士们在诚挚%笃定的信仰支配下开展长期的丹道修炼$其辞世之际也就是其毕生追求实现之时$

其生命情怀不仅迥异于一般俗众$而且也与四大皆空的佛教徒判然有别#全真高道虽然否定肉身永恒$

但却重视透过肉身修炼真性$这样一种修炼理念和修炼方式会让他们在辞世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思

呢1 透过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分析$我们发现$全真高道辞世之际对自己的终极追求颇为自信自得$对肉

身的消亡极为释然极为坦然$完全沉浸于超越时空局限而带来的自由与快乐之中#全真高道的辞世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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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死亡不仅是一种终极追求的实现$而且还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盛宴#

全真高道辞世颂表达的最重要的宗教情怀是对丹道修炼的自信与自得#长期以来$道教徒在修炼

中形成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情感逻辑$但在辞世颂中系统地表达丹道修炼的自信自得却是由王

重阳开创的#他在辞世前三年写就的辞世颂里就坚信自己丹道有成$认为自己已经修得&一灵真性在$

不与众心同'

!

(辞世前写的+减字木兰花-辞世,更是信心百倍!&这回去也$一颗明珠无有价#正是真

修$稳驾逍遥得岸舟'

"

#不仅如此$他还以过来人的姿态劝诱自己的弟子!&真妙里头拈密妙$晴空上面

蹑虚空#东西南北皆圆转$到此方知处处通#'&周匝种成清静景$递相传授紫灵芝#山头并赴龙华会$我

趁蓬莱先礼师#'

#自信之情$自得之态$溢于言表#作为王重阳最得意的弟子$马丹阳不仅在+归山操,

中宣示&忽有双华飞$登三宫兮游紫微'

%

$而且还在辞世之际阳神出壳显示自己的功行#他甚至还以自

己的这一功行劝人修道!&三阳会里行功圆$风马乘风已作仙#劝汝降伏龙与虎$自然有分亦登天#'

&全

真宗师的这种宗教情怀感染了全真高道$他们在辞世颂中以种种方式频频表达这种自信%自得的情怀#

有的宣示自己的愿心$如赵抱渊云!&松梢皓鹤向风冷$只有翻云归去心#'

'有的宣告自己已经炼就金

丹$如孙不二云!&妙药都来顷刻间$九转金丹就#'

(有的宣示自己已经修得真性$脱壳飞升$如刘志渊

云!&七十九年倏忽间$如今脱壳出尘寰#'

)韩锦溪亦云!&临行千丈清气$一点灵明自在#'

*有的直接在

辞世颂里表达玉皇的宣召$如王处一云!&飘飘鹤驭超三界$喜受金书玉帝宣#'

+,-吕道安亦云!&此去不遭

阎老唤$今朝惟待玉皇宣#'

+,.凡此等等$足以说明全真高道宗教信仰之虔诚$丹道修炼之自信与自得#

辞世颂显示$经过长期的虔诚修炼之后$全真高道对于形体%肉身已经有了深刻的体悟$因此能释

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辞世#他们能够直面人生的短暂#在传统的道教传记中$道士和神仙们一般都会

神化其生命之永恒$致使其出生%死亡%年寿均显得扑朔迷离#但是在全真教的辞世颂里$道士们对这一

书写传统进行了颠覆#如王重阳就在+寿期,一诗中强调自己&寿命不过五十八'

+,/

$李道玄在+遗世颂,

中也述说道!&我今归去$大限有尽#'

+,0王粹年四十余便辞世$辞世前托梦给全真掌教张志敬$感谢平日

厚待$并留下一首诗$诗云!&当时每恨花开早$及看花开花已老#花落花开能几何1 回头又见春光

好#'

+,1这首诗具有双重声音$谈的是看花人对花的体悟$一种短暂与永恒的体悟$其深层意蕴却是看花

人对自身生命的体悟$对生命短暂的体悟#张志敬读懂了这首诗传达的讯息$预感到王粹即将辞世#

他们不再迷恋肉身$在辞世时能以幽默的态度谈论自己的肉身#且来看看高道们的幽默吧!&八十

年来如电拂$一堆臭腐弃荒田#'

+,2

&七十六年捻怪$供给米囊饭袋#'

+,3

&行尸地上逐风尘$养就如如证本

真#'

+,4

&此个古形骸$体
$

勿
$$

#'&这个皮袋$到了不碍#'

+,5杨明真%韩锦溪%吕中道视肉身为臭腐荒田%

米囊饭袋%行尸%古形骸和皮袋$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自嘲中蕴含着对肉身的否定$而对肉身的否

定就是对世俗%对尘缘的否定#这些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全真道士经过长期性功修炼后对生命的体悟#

由于全真高道否定肉身$所以他们辞世时谈到肉身便会有一种&我身如寄'的感觉#在他们看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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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正!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世就是离开自己寄身的这个世界#吕中道%康泰真辞世时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身患非吾患$名仙体不

仙#寄世四百载$

$$

五帝宣#'

!

&平生活计得优游$寄迹人间九十秋#撒手这回归去也$杖挑明月赴瀛

洲#'

"在吕中道看来$肉身与自己无关$所以肉身患病也与自己无关$自己被称为神仙也与肉身无关$跟

自己有关的是那回归的真性#在康泰真看来$自己优游人间九十年仅仅是暂时的寄住$所以辞世就如同

回归到自己的老家$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也正因为有这种人生如寄的体认$刘处玄在辞世时才会发出

&正到峥嵘处$争如拂袖归'的感叹#

#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全真高道才视辞世为坦途$轻松地面对形体的委弃和腐败#马丹阳+委形

赞,对辞世作了极为轻松快乐地描述!&大哉登真$委形而寿#绀发青眉$红颊素肌#如龙换骨$如蝉蜕

皮#不作易性$奚为空衣#兀然若睡$卧篑而归#'

%在马丹阳看来$辞世是一种如龙换骨%如蝉蜕皮一样

的生理现象$就像睡觉一样简单%轻松%自如#白道玄的+自歌,将自己的肉身比喻成四条椽$并劝人到白

骨边寻找自己!&横流四条椽$在世八十年#若要跟寻我$直至白骨边#'

&这种对肉身腐败的体认$显得

那么自然那么从容$没有对辞世的释然与坦然体会是做不到的#为了传达对肉身和尘世的放弃$辞世颂

也用了不少颇具决裂意味的动词来渲染#如$&予今去后全无碍$撒手归空合自然#'

'

&撒手这回归去

也$杖挑明月赴瀛洲#'

(

&腾空撒手乘风去$回首人间不再来#'

)

&明月清风快意哉$一声长啸还家去#'

*

&撒手'云云$强调的是辞世高道对肉身对尘世的决裂态度(&长啸'云云$凸显的是辞世高道的超然心境#

全真高道的辞世颂还将辞世描述成一种对时空的超越$并尽情渲染超越后的自由与快乐#为了表

达对时空的超越$辞世颂用了大量颇具力量感的动词来渲染#如$&三千功满超三界$跳出阴阳包裹

外#'

+,-

&湛湛虚堂无挂碍$已知跳出死生关#'

+,.

&跃出乾坤造化权$神光晃朗遍诸天#'

+,/

&喝散迷云$驱回

宿雾#万法无私$千峰独步#'

+,0

&临行踏破虚空$开放光明无际#'

+,1

&今朝推倒无根树$顷刻扳翻炼药

炉#'

+,2

&交泰一声雷$迸出灵光万道辉#龙遇迅雷重脱壳$幽微射出$金光透顶飞#'

+,3

&微光现处跳乌兔$

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弦如咫尺$吹虚万有似机关#'

+,4

&一旦仙凡隔$泠然渡海潮#'

+,5

&跳出'%&跃出'

凸显的是对束缚的超越$&踏破'%&喝散'%&驱回'%&推倒'%&扳翻'凸显的是修持主体超越束缚的主观精

神$&迸出'%&射出'%&挥斥'%&吹虚'则描摹了真性飞升的遒劲力度和超升之后的洒脱$&隔'强调的是对

现实人间的超越$&泠然'典出+庄子-齐物论,$用列子御风而行的情态来形容升仙时的轻妙之态#超越

就意味着自由自在$意味着潇洒洒脱$意味着无拘无束$而这正是全真教辞世颂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

高道们喜欢用如下一类诗句来表达其得道飞升的喜悦之情!&隐显纵横得自由$醉魂不复归宁海#'

+,6

&湛

湛虚堂无挂碍#'&腾腾兀兀任东西#'

+7-

&我独去时无滞碍$杖藜倒曳赴蓬壶#'

+7.

&放旷无拘束$逍遥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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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默然无一事$鹤驭彩云归#'

!

&逍遥洞府无拘束$明月清风送我归#'

"这些诗句表达的正是超越之后

的自由与快乐$辞世因此成为一种享受$辞世颂因此成为一种修道者的审美体悟#

)三*意象!辞世之美感

全真教主王重阳利用文学书写来记录修持体悟%开展传道弘法活动$非常注重利用文学意象来营造

丹道境界$其辞世颂所使用的意象浓缩了他诗词创作中的核心意象$不仅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丹道理

念$而且以独特的美感感染着一代代弟子和信众#本节将以王重阳辞世颂意象为中心$结合全真高道平

时创作的诗词作品和临终前的辞世书写$来分析全真教丹道理念的审美表达#

王重阳辞世颂意象主要有四类$现根据这四类意象展开论述#

一类是否定肉身的空无意象#王重阳+结物外亲,云!&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尸#'&真妙里

头拈密妙$晴空上面蹑虚空#'

#其+辞世颂,亦提到自己修道时&为邻虚与空'

%

#王重阳否定肉身$将肉

身视为&假合尸'$因而将肉身等同于&虚空'$但他认为丹道修炼既要抛弃形骸之累$又要藉假修真$因此

又强调与&虚空'为邻#他的这种宗教理念和文学意象为全真后学所继承#理论上$全真后学作了系统

阐释#如长筌子+洞渊集,&死生篇第三十五'即指出!&死生至理$民之大事$莫过于斯#惟贪生丧德%倒

置薄俗之流$嬉游四方$情欲关肩$穷年喋喋$忘乎本矣#夫体道之人则不然$通乎物之所造$达阴阳之变

化$了心智之玄同$塞乎七窍$众态一齐$考命虽终$有不亡之理$忘彼忘此$元悦元恶$以天地为一谷$以

太虚为友邻$岂有形骸之累乎#'

&其+全真赋,卒章显志!&若要知端的全真$顿了虚无堪可#'

'这个龟山

长荃子应该就是+鹤鸣余音,中的周尊师$他强调$能否定肉身及其所代表的欲望$就是&顿了虚无'$就是

&以太虚为友邻'#在诗词创作上$全真后学继承了王重阳建构的虚空意象#马丹阳%姬志真%侯善渊%祁

志诚的诗词堪称运用虚空意象传达全真理念的经典#刘志渊+问金丹,云!&金丹取有自无中$莫为无中

只着空#空是真空空了当$了空空体体圆融#'

(祁志诚+示众,诗亦云!&四大凡躯不久长$百年终是各分

张#心灰始悟真空体$玉韵琅琅满大方#'

)这两首诗均是说理诗$阐述道教藉假修真的修炼理论!肉身

不长久$只有彻底否定肉身和肉身所代表的欲望$才能体悟&真空'本质$并藉助&真空'肉身获得真性获

得金丹#姬志真+着假,诗则用形象阐述了这个道理!&革囊两脚走西东$谁向空中作主公#驱遣百骸通

九窍$横生六鬼长三虫#一团骨肉从头幻$万种机关彻底空#纵有本然真个在$丁宁说着耳如聋#'

*这

首诗采用劝诫体阐述肉身虚幻肉身空无$但肉身中有&本然真个在'$修道者应该&向空中作主公'#在马

丹阳看来$师叔和德谨就是这类&向空中作主公'的有道之士!&朴住虚无撮住空$岂分南北与西东$丹砂

只在笑谈中#性命不由天地管$一声珍重别山侗$羽轮飚驾赴蓬宫#'

+,-因为和德谨能体悟肉身的虚空本

质$所以在长期的修炼中获得真性$最后飞升蓬莱#

一类是象征修道生活的云水意象#王重阳+辞世颂,提到自己修道时&作伴云和水'$这是对自己一

生修道生活的形象表达+,.

#王重阳开创了道教禁欲修行的传统$要求弟子摆脱肉身和家庭羁绊$离家云

游$因此将&云水'意象作为逍遥修道的象征#他的诗词反复提到云水!&心净神清鬓不华$水云便是我生

涯#'

+,/

&须知未老闻强健$弃穴譴坟云水游#云水游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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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性清闲归寂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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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正!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得风程$云水长游历#'

!这三首诗词分名+离亲咏,%+悟真歌,%+凤栖梧,$指出自己的修道生涯就是离家

禁欲$作云水之游$过一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生活$追求一种心净神清%清闲寂静的境界#这样一种

修道生活有利于帮助全真道士体认空无之理%达致真性飞升的目的#在王重阳的倡导之下$云游成为全

真道士的一种修道传统$并频频形诸诗词创作$其中尤以谭处端最为著名$他甚至将自己的诗词别集取

名为+水云集,#在谭处端的笔下$水云成了清净无为%悠闲散淡%自由自在的象征#

一类是象征真性的明珠意象#王重阳+减字木兰花-辞世,云!&这回去也$一颗明珠无有价#'

"其

+竹杖歌,亦云!&攒眉露目震精神$吐出灵珠光闪灼#'

#这两首辞世作品提到的&明珠'%&灵珠'$实际上

就是金丹%真性%本性的象征#王重阳的+任公问本性,云!&如金如玉又如珠$兀兀腾腾五色铺#万道光

明俱未显$一团尘垢尽皆涂#频频洗涤分圆相$细细磨揩现本初#不灭不生闲朗耀$方知却得旧规

模#'

%这首诗认为本性就是所谓的&金丹'$将本性比喻成金玉和明珠$将本性的探求比喻成对金玉和明

珠的洗涤和磨揩$意思是说$金丹是先天存在的$丹道修炼就是驱除后天附丽其上的尘垢#在这种逻辑

指引下$王重阳诗词频频将丹道的修炼比喻成明珠的搜寻和磨洗!&馨香满室灵波聚$捧出明珠上碧

天#'

&

&为人须悟尘劳汨$清净真心真宝物#夺得骊龙口内珠$便教走入?仑窟#'

'

&能知戈戟肯轻狂$虎

战龙争独敢当#夺得光明珠一颗$便令消尽九冬霜#'

(

&搜出明珠频洗涤$更将霞彩重开剔#'

)这些明珠

意象有点类似禅宗的明镜意象$只不过禅宗只强调心性修炼$而道教则强调性命双修而已#

一类是表达丹道高峰体验%象征真性的风月意象#王重阳+结物外亲,云!&六明齐伴天边月$七爽俱

邀海上风#'&周匝种成清静景$递相传授紫灵芝#'

*诗中提到的风月意象$实际上是丹道修炼的高峰体

验$用以解说丹道有成后的清凉%清静感受#诗中还将清静境与紫灵芝)喻金丹*相提并论$这就意味着

风月是金丹即真性的象征#王重阳辞世颂风月意象的创作与柳永+乐章集,的触发密切相关#其+解佩

令-爱看柳词遂成,云!&平生颠傻$心猿轻忽#+乐章集,%看无休歇#逸性摅灵$返认过%修行超越(仙格

调%自然开发#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曰!杨柳岸%晓风残

月#'

+,-根据此词$我们知道柳永的著名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与王重阳丹道修炼的高峰体验密切相

关#这种高峰体验是什么呢1 其+咏清凉,诗给出了答案!&清凉何所似$不与苦寒同#半夜临潭月$初秋

过雨风#'

+,.此诗后两句显然是对柳永词中风月意象的化用$用以阐释什么叫做&清凉'#也就是说$王重

阳丹道修炼的高峰体验就是清凉#大概这种清凉的高峰体验让王重阳难以忘怀$所以他又将风月比喻

为真性#他的咏月诗指出!&一轮圆相自家知$王
"

于中正是时#衮出?仑山顶上$爽邀风月到天池#'

+,/

&阖家安乐吉祥先$次后心头用火然#烧见本来真面目$望中欢喜看团圆#'

+,0这两首诗咏物体道$将月亮

比喻为自身本有的真性#他的叹骷髅诗也指出!&此是前生王害风$因何偏爱走西东#任你骷髅郊野外$

逍遥一性月明中#'

+,1

&此是这王?$前生心性劣#脱了你骷髅$现出中秋月#'

+,2这两首诗均透过咏叹骷髅

来说明藉假修真的道理$并将真性比作月亮#由于王重阳认为真性先天存在于自身$更由于王重阳用月

亮来象征真性$所以他常常将月亮比作朋友$写出如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样的诗句!&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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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并月伴$永随霞友与云朋#'

!

&于身四假乃为宾$里面灵真是旧亲#独住三峰谁作伴$清风明月共三

人#'

"

&口
$

呼知己亦如然$火
$

灭烟消去觅钱#金
$

地种成黄器壁$土
$

峰长就白花莲#连
$

连直访

海边友$又
$

访终南山下贤#八
$

脉婴儿麦田整$正
$

邀风月五人圆#'

#这些诗句均将风月拟人化$将

自我和风月融为一体$其背后的逻辑便是真性本有%金丹长存#

全真高道对王重阳创造的文学意象颇为钟爱$纷纷形诸吟咏#现以全真高道最为钟爱的风月意象

略加分析#他们诗词中的风月意象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用风月尤其是明月来象征真性#马丹阳+满庭芳-立门户内持,!&全真门户$清净根源$住行坐

卧归元#22两般混成一物$现元初%性月团圆#'

%马丹阳此词旨在倡导全真教的清静家风$将丹道修

炼的终极追求说成是示现元初本性$并用&性月'来比喻这元初本性#他的+见性颂,则反用这一比喻$谓

&休将明月闲相比$有缺因缘怎类吾'

&

$目的在于凸显真性的圆融与完满#&性月'这一比喻成为全真教

的典范$有的全真高道甚至用&性月'作为诗题$刘志渊就有一首题为+性月,的诗歌#诗云!&纤云不放翳

霜天$性月当空极皎然#三界十方能应现$千潭普照一时圆#'

'有的全真高道则用明月自比$强调本性

自有$真性先天而存#如王处一+对月,诗云!&真空境内现青霄$宝鉴何曾有动摇#若解凭斯为体用$方

知神性本昭昭#'

(又如谭处端+西江月,词云!&堪叹光阴迅速$日生思虑忧愁#憨憨甘作逝波流$迷恋气

财色酒#日月暗催人老$利名不使心休#争如放下观山头$明月家家尽有#'

)姬志真则以+心月,为题$

书写丹道修炼!&扫尽纤尘万籁沉$停停寒色印天心#举头即见家家在$无数空生指上寻#'

*和王重阳一

样$全真高道不仅用明月象征真性$而且赋予清风明月以主体性!&本源归一处$明月与清风#'

+,-

&精持罔

极功$撮收真造化$明月与清风#'

+,.

&皓月清风同一体$无为无漏自朝真#'

+,/这些诗句强调清风明月和修

道者一样$真性本有$从而赋予清风明月以人的情思#

二是用来表示修持情景和修持助力#前者可以丘处机的+述怀,诗为代表#诗云!&野鹤孤云闲活

计$清风明月道生涯#千山磊落收云气$四海光明耀日华#'

+,0丘处机远离家乡$在銵溪%龙门苦修$因此$

野鹤孤云%清风明月是其修道生活中的伴侣$诗歌藉助这类意象表达了修道生活的清静与逍遥#后者可

以王处一的+归朝欢,为代表#诗云!&四大圆光攒一簇$明月清风开慧目#'

+,1开道眼是王重阳诗词所体

现出来的审美思维$王处一此诗遵循这一传统$谓清风明月可开慧目$其背后的丹道修炼逻辑便是!清风

明月是真性的象征#

三是用来描述丹道体验与飞升境界#谭处端遵循王重阳开创的传统$也曾化用柳永词句意象来表

达丹道修炼的高峰体验!&天机深远少人知$一粒刀圭午上持#雾卷古潭秋静夜$云收碧嶂月明时#'

+,2

&野鹤孤云无伴$幽玄至妙忘谈#默默昏昏独守$湛然秋月寒潭#'

+,3这两首诗前两句谈的是丹道修炼$后

两句谈的是修炼体验$即藉助秋月寒潭来表达清凉%清虚%清静的丹道体验#于离峰和姬志真则用明月

意象来传达飞升体验#于离峰诗云!&更好暮天归去后$一轮明月碧江秋#'

+,4此诗旨在劝人修道$却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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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所藏之字$&

$

'前之字为笔者之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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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正!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月秋江来描述飞升之感受#姬志真诗云!&宝珠无遗响$众瞻俱莫省#虚堂夜未央$月挂松梢冷#'

!此诗

乃作者吊友人之作$用月亮来描述飞升之情境#这一写作路径和辞世颂的写作路径已经一模一样了#

王重阳辞世颂的四类意象中$风月意象在全真高道的辞世颂中有充分的运用#且先来看看这些意

象吧!&难可了兮人间非$指青山兮当早归#青山夜兮明月飞$青山晓兮明月归#饥餐霞兮渴饮溪$与世

隔兮人不知#'

"

&逍遥洞府无拘束$明月清风送我归#'

#

&摆手便归云外路$高穹风月自如如#'

%

&撒手这

回归去也$杖挑明月赴瀛洲#'

&

&明月清风快意哉$一声长啸还家去#'

'

&欲知吾所止$明月白云间#'

(

&白云归洞府$明月落栖霞#'

)这些诗句或将清风明月比作真性$或将清风明月当做真性飞升的场景$或

将清风明月当做升仙的助力$或将明月白云当作升仙的最后归宿$均与清风明月所代表的清凉%清虚%清

静特质密切相关$均与明月所象征的真性%阳神密切相关#风月所代表的清凉%清虚境界$也为一些辞世

颂所继承#如$白自然和吕中道的辞世颂均谈到丹道有成之后的收获!&明明遍照升玄路$已往清虚净境

中#'

*

&与公同
$$

$生死是清凉#'

+,-前者谓自己已经炼就金丹$并用&清虚'来形容仙境$后者是作者辞

世前告别长春子之作$用&清凉'来形容自己的修道体验$其用法和王重阳诗词的用法是一致的$可谓深

得教主神髓#

三%辞世颂与道教史%道教文学史的新变化

全真教辞世颂的批量出现表明宗教书写出现了新变化$即宗教书写对于道教实践具有变革性的意

义#和以往出于宝经%宝药形成的师传密授传统不同$全真教藉助宗教书写广开教门$就连辞世本身也

成为弘道宣教的资粮$被全真道士频频形诸笔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尽管从六朝顾欢%陶弘景开始$历

朝历代都有一些道教徒书写临终诗%辞世颂$但作为一种创作风潮却肇始于全真教主王重阳#在王重阳

和全真七子的倡导下$金元全真高道将辞世颂的书写作为一种抒发修道情怀%建构信仰认同乃至教派认

同的重要手段$因此创作了大量带有教派色彩的辞世颂#就现存材料可知$金元全真道士共有
3$

人有

辞世书写行为$其中
2&

人的
&"

首作品留存至今#与以往的道教传记%仙传避谈道士%仙人的生卒年和

年寿却强调其羽化飞升的种种异迹不同$金元时期全真教道士的行状%碑铭和传记除了辑录道士的辞世

颂外$一般会对道士的辞世过程进行长短不一的描摹#这些辞世书写聚焦于预知时至%临终付嘱%瑞相

屡现%神游显化四个层面$反映了全真教道士辞世之际的生命体悟和教务安排$彰显了全真教宗教修持

所取得的成果$即用道业之所感%成仙之显证来确证信仰%弘扬道业#由此可见$无论是辞世颂的书写还

是辞世情节的铺排$均彰显了全真教弘道传教的叙事策略#在中国道教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教派像全真

教这样有组织有系统地通过文字书写来宣扬教派理念%吸纳徒众%建构教派认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

特质$与教主王重阳的宗教策略密切相关#他曾在+报师恩,中对自己的宗教书写策略作过表白!&为何

不倦写诗词$这个明因只自知#一笔书开真正觉$三田般过的端慈#回光返照缘观景$固蒂深根恰及时#

密锁玄机牢闭户$唤来便去赴瑶池#'

+,.在他的授徒度众历程中$宗教书写尤其是文学创作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他的徒众将之发扬光大$最终成为金元全真教的宣教传统#

全真教辞世颂的批量出现昭示着道教发展史的新变化$反映了全真教对形神关系的新思考#传统

道教丹道理论强调形神永恒$这个理论由于无法在现实世界兑现一直受到世俗社会尤其是佛教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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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攻击#全真教援禅入道$否认肉身永恒$却强调通过肉身修炼达致精神永恒$使得道教的丹道理论逻

辑更加严密$让道教徒在修炼中更加自信#全真教辞世颂的批量出现以及全真传记对辞世情节的铺排

便是这种丹道理论和修炼情怀的具体呈现#换句话说$全真教对形神关系的新思考催生了全真教的辞

世书写$让全真教的辞世书写洋溢着哲思和情思$死亡书写不仅成为一种生命感悟而且成为一种审美感

悟#就哲思来说$王重阳及其徒众在辞世颂中否定肉身但强调可以透过肉身藉假修真$也即是说金丹

)自性*先天存在%不假外求$驱除肉身的思虑和妄想$养气全神$即可获得真性#换句话说$全真教的丹

道修炼是性命双修$即性功佐命功$最后达到阳神出壳%真性飞升#就情思来说$王重阳和全真高道的辞

世颂传达了得道之喜悦%生死之超越!他们不再对肉身的腐败和消亡感到忧虑$而是直面肉身之短暂$以

我身如寄甚至用幽默的态度嘲讽自己的肉身$因而能够释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辞世$将自己的辞世描

述成一种对时空的超越$表达丹道有成的自信与自得$尽情渲染超越后的自由与快乐#在全真传记的辞

世情节中$撰述者强调全真道士大多能预知时至$并用&袺然'一词来描述他们的辞世情思$甚至描述个别

全真道士用&袺然堂'标示藏室来凸显这种情思#这种情思在以往的道教传记%仙传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全真教辞世颂的批量出现还昭示着道教文学史的新变化#全真高道辞世颂是通过精心营造意象来

传达丹道修炼的哲思和情思的#在这批意象中$教主王重阳的辞世颂意象具有典范意义$其意象主要有

四类$一类是否定肉身的空无意象$一类是象征修道生活的云水意象$一类是象征真性的明珠意象$一类

是表达丹道高峰体验%象征真性的风月意象$这四类意象高度浓缩了全真教的丹道修炼理念$是对全真

教丹道修炼理念的审美表达#将这些意象放置于王重阳的诗词创作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意象

是王重阳诗词中的永恒母题$这些母题源自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其中的风月母题就是受到柳永+乐章集,

的启发#将王重阳辞世颂的意象放置于金元全真教的诗词创作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金元全真

教徒全方位地继承了这四类意象$他们的诗词尤其是辞世颂对风月意象尤其倾心$其使用则有所拓展!

一是用风月尤其是明月来象征真性$二是用风月来表示修持情景和修持助力$三是用风月来描述丹道体

验与飞升境界#这表明$宗教实践与文学书写之间建立起了颇为密切的联系$文学意象成为全真道士的

教派识别码(这表明$文学书写不仅是全真道士的一种能力而且是全真道士的一种权利$既用以传道授

业$又用以书写自我情怀$金元全真教文学因此成为中国道教文学的巅峰#要之$传达全真教教派理念

的辞世书写是一种生命体悟$既是宣教典范也是美学典范$全真高道的辞世颂堪称宗教文学史乃至一般

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

T;>?(9;@-)-=AQ;?:9-9

.

'-)F:(C

G

F-=KE:=I-(;>?,->?:9>

.

0A:>?(/:-?E

B")+&$

%

237$

%

)

O-.E)U)+WKJ/+C

X

*

!"#$%&'$

!

4-KCIOE)

F

G.I)

FX

E)

F

.

/+)CK)C+I)EZ

P

JIDIC+I)

$

C.K,J+C+)

F

IYILK/CILKEC..EL_K(IDKE

F

JKECCJEL+C+I)IY

e-E)\.K)4EI+/C/,.K)C.K

XP

E//KLE,E

X

#].K/K

P

IKCJ+K//-((K//Y-ZZ

X

(I)CJ+_-CKLCI_-+ZL-

P

C.+/]EI+/CV(.IIZ

.

/Z+CKJEJ

X

P

ECCKJ)_

X

C.K+J-)+

a

-KJKZ+

F

+I-/C.I-

F

.C

$

JKZ+

F

+I-/KDIC+I)E)LZ+CKJEJ

X

+DE

F

K#].+/+ZZ-/CJECKLE)K,CJE)/E(C+I)IY]EI+/C

.+/CIJ

X

E)L]EI+/CZ+CKJEC-JK.+/CIJ

X

#].K,J+C+)

F

IYILK/CILKEC..E/JKYZK(CKLE)K,LKWKZI

P

DK)CIYCJEL+C+I)EZ]EI+/C

LI(CJ+)K

$

E)K,(I)CKD

P

ZEC+I)IYC.KJKZEC+I)/.+

P

_KC,KK)/

P

+J+CE)L_IL

X

#].+/(I)CJ+_-CKLCIC.K(IDDI)+LK)C+C

X

IYJKZ+

F

+I-/

_KZ+KYE)L/K(C

$

E)L_JI-

F

.CC.Ke-E)\.K)]EI+/CZ+CKJEC-JK+)M+)E)LA-E)L

X

)E/C+K/CIC.K

P

KE*IY]EI+/CZ+CKJEC-JK.+/CIJ

X

#

()

*

+,%-#

!

e-E)\.K)4EI+/D

(

LKEC.

P

IKCJ

X

(

JKZ+

F

+I-/

P

JE(C+(K

(

P

KJ(K

P

C+I)IYZ+YK

!#

收稿日期!

0"!17"27!3

!#

作者地址!吴光正$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2""10

#

BDE+Z

!

,-

F

-E)

F

\.K)

F

,.-

$aa

#(ID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3f4̂ "&5

*

!#

责任编辑!何坤翁

-

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