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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松树精故事系统看道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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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光正(1969-),男 ,江西永丰人 ,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

心副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与中国宗教文

学研究 。

[摘　要] 全真教为了宣扬其教理 ,将岳阳的一则民间传说改造成宗教圣者传说 ,这一传

说后来形成了复杂的故事系统;这个故事是道教思想转型时期的产物 ,体现了内丹道教的社会

伦理和生命伦理 ,其中的生命伦理因与文人人生无常的感受 、遁世愤世的落魄情怀相契合从而

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冲动;旨在宣扬道教生命伦理的叙事结构 、自然意象和历史意象成了文人表

达人生体验的符码 ,为这一故事的不断改编和艺术上的成功提供了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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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精故事是宋代岳阳的一个民间传说 ,经全真教的锻造成为宗教圣者传说后 ,引起了元明清三代

文人的浓厚兴趣 ,不断被改编 、模仿 ,形成了复杂的故事系统。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在对吕洞宾的

古老崇拜中心岳阳进行研究时 ,曾对这一故事的早期形态作了勾勒 。张宏庸则对元代三个城南柳杂剧

作了研究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揭示这一故事系统盛传不衰的内在原因。本文拟在梳理这一故事系统的

流变的基础上 ,试图探寻这一故事的道教意蕴到底给文学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些什么因素 。

一 、松树精故事的宗教形态

松树精的传说和郭上灶的传说均起源于北宋 ,各有其来源 。后来 ,全真教徒把这两个传说合为一

体 ,将松树精说成了郭上灶的前身 。

现存最早的松树精故事见载于王巩(1048-1104后)《闻见近录》 :

岳州唐白鹤寺前有古松……吕洞宾昔尝憩其下 ,有一翁自松顶而下 , ……洞宾诘之 ,曰:

“我 ,树神也 。”洞宾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 ,安得知真人哉?”言讫 ,升松而去 。洞宾即

题于寺壁 ,曰:“独自行时独自坐 ,无限世人不识我 。惟有千年老树精 ,分明知是神仙过。”

相关的记载还分别见于张舜民《画墁集》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 、叶梦得《岩下放言》 。从这三则记载可

知 ,李观知贺州时就从道士处得知松树精故事 ,知岳州(1078-1085)时特意相访 ,确证其事后 ,便构亭于

松前 ,建碑于岳阳楼上 ,这对于松树精故事的传播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经李观之努力 ,松树精故事在南宋社会广为传播 。赵与时《宾退录》引萧东夫《吕公洞诗》和洪迈的

《夷坚三志补》卷第四“岳阳稚松”条都有详细的记载 ,后者指出:

至建炎中 ,松犹存。绍兴二十三年 ,大风拔树无数 ,此松遂枯 。有道人过之 ,折已仆一枝插

　
第 57 卷　第 3期

2004年 5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7.No.3
May 2004.277～ 282



278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7 卷　



279　第 3期 吴光正:从松树精故事系统看道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8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7 卷　



281　第 3期 吴光正:从松树精故事系统看道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责任编辑　何良昊)

How 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 Influences

the Literature as is Seen from the Story-system of Pine' s Sp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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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y:WU Guang-zheng(1969-), male , Associate professor , Postdoctor researcher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propagate their religious theory , the disciples of Chuan-Zhen Taoist adapt a popular

legend in Yue-yang to that of saint ,which form a complicated story system through the men of letters in the Yuan ,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is legend ,which is formed in the turning period of Taoist thought , reflects the social

morality of Taoist and 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The life morality of Taoist ,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seclusion ,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dissatisfaction to society , men of letters' feeling of fickle life ,

stimulates the men of letter' s producing passion.The narrative structure , natural image , historical image by which

propagating their religious theory provide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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