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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论道教文化在唐传奇中的文学体现

李　娜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唐代是道教辉煌的时期，唐代传奇小说家将其文化底蕴融入文学创作，成就了唐传奇独特的文学内容与表达形式。

尤其是道教文化底蕴中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和重视女性思想，深深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走向高

峰。没有道教，就没有唐传奇丰富婉转的内容；没有唐传奇，唐代的小说发展无疑会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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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期，也是道教的辉

煌期。据《陈辽文存》记载：“《中国小说史漫稿》……

把唐代小说，定为中国小说的成熟期”［１］１９１又有《夏

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粹》载：唐代是中国小说的成

熟期，也是文言小说的成熟期。传奇小说是文言小

说小说主要体裁（形式）之一，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

高成就。［２］４８３可见，唐传奇既在唐代小说中占有重要

位置，也在中国小说史上独具地位。道教的辉煌则

表现为唐帝王尊其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

教”）。有唐近三百年统治下，“道教始终得到唐皇朝

的扶植和崇奉……道教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

道教的地位在儒教、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３］２６６，且

道教典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老子》、《庄子》

等成为王公大臣和贡举之人必读之书。

一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正因唐帝王尊崇道教，

以致唐代整个社会都具有浓厚的道教氛围，文人士

大夫均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无疑增强了道教对文学

影响的根基。作为文学成熟的重要代表，以道教入

小说，使唐传奇独具生机与活力。

唐传奇中具有道教底蕴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通篇阐释道教教义的作品，文学作为道教的附

庸，道教借文学之手宣扬教义与思想。另一类是文

学性较强的作品，内容丰富生动，情节婉转曲折，极

富文学性。基于此，笔者以第二类作品为对象，分析

道教教义的文学性与文学作品的道教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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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教自创立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的演变和

发展，逐渐与世俗文化、世俗文学融合，并为世俗文

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曲折的形式，为世俗

文化注入了营养。经分析研读，笔者窥探出道教文

化在唐传奇中的文学体现主要表现在神仙信仰、道

教伦理、重阴思想。本文以《玄怪录·裴谌》、《续玄

怪录·张老》、《传奇·裴航》、《李娃传》及《谢小娥

传》为例展开论述。

（一）道教神仙信仰

道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其崇尚的“出世”哲

学观，看似远离世俗社会，实则以一套成熟修炼成仙

理论引导信徒以“出世”之态炼“入世”之功，凭借努

力修炼达到长生不老，享受神仙生活。

１．历经艰苦修炼，凡人可得长生，化羽成仙。据

《抱朴子内篇·论仙》载：“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於

志，不在於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

为重累尔。何者？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

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４］９而唐传奇的描绘，正与

此合。《裴谌》篇中王敬伯与裴谌一同修炼，王敬伯

因没能经受世俗纵欲享乐、功名利禄的诱惑，终无修

道成仙，而裴谌经历艰苦修道，终成神仙。《裴航》篇

中裴航经艰辛得到玉杵臼并通过老妪的考验，最终

与云英结婚进入仙界。

２．得道成仙者，可享仙境繁华，尤胜人间繁华。

仙境生活是现实社会的升华，其中的优美环境、优雅

居室、华妍貌美的女子，超越了帝王的享受却无帝王

与阶级的束缚。“（仙人）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

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

则逍遥太清。”［５］道教正是满足了世人追求繁华的心

理，故而深受百姓欢迎。文学创作者以小说为载体，

将世俗对仙境的美好向往与道教文化结合融入唐传

奇的创作中，既满足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满足了道

教吸引徒众的需求。如《裴谌》篇描写裴谌的家居处

所：“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

妍媚，不可形状”，“窗户栋梁，饰以录宝，屏障皆画云

鹤”，“器物珍异，皆非世人所有”，“女乐二十人，皆绝

代之色”。《张老》篇中描写的仙境：“朱户甲第，楼阁

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莺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

燎响耳目”。《裴航》篇中写到仙境的居室“珠扉晃日，

内有帐幄屏帷，珠翠真玩，莫不臻至”。［６］３１４这些均受

道教与世俗文化双方的影响，满足了双方需求。

３．人仙异界，仙俗殊途。虽然凡人可通过修炼

得道成仙，并久居仙界。但未成仙者，依然受仙界森

严的等级制度限制，虽可入仙境，但不可久留。如

《裴谌》篇中凡人王敬伯及妻子在裴谌的指引下进入

仙界，经过短暂停留便离开，“后五日，将还，潜诣取

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

反。”［６］１１８《张老》篇也写到昆仑奴指引凡人韦生入仙

界，张老与妻见韦生曰：“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

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

别”。后来，“其家又思女，复遣韦义方往天坛山南寻

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

老庄者。”［６］１１４小说中王敬伯与其妻、韦生入仙界，均

与道教教义背道而驰，但作者却巧妙的以文学构思，

让他们在仙界作短暂停留。既巧妙地打破了道教教

义的束缚，又回归到道教凡人禁入仙界的教规。

由此观之，作者虽然在设定故事情节时，有意违

背道教教义，灵活变通让凡人进入仙界，增强了传奇

小说的文学性和神秘性。但又不敢过分，依然尊重

道教原则、回归道教基本准则。故而凡人在仙界只

可短暂停留，再次寻路，亦不可复见，突出了仙界与

人间的殊途异路，和仙界的神秘性及不可逾越性。

（二）道教伦理道德观念

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反映在道教的教规、教戒

中，兼收并蓄儒、释、道三家伦理道德观念，但道教的

伦理道德主要靠神灵的威力来贯彻。道教一方面以

长生成仙的美好幻想来引导人们自觉遵守伦理道

德；另一方面又用赏罚善恶的神灵威力来迫使人们

遵守伦理道德。

１．以得道成仙为正果，引导修炼者轻视世俗的

纵欲享乐和功名富贵。道教主张清心寡欲，要满足

欲望必须先克制欲望。诚如《老子》中所言：“虚其

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７］１５

唐传奇中《裴谌》篇描写王敬伯世俗享乐、纵欲

无度，“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时，而裴谌道：“吴乃梦

醒着，不复低迷。”当王敬伯向裴谌炫耀功名富贵，并

嘲讽裴谌“虽未可言官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

甘劳苦，竟如囊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需，当以奉

给”时，裴谌则说：“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

吓也。吴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可见道

教视功名利禄为腐鼠，将功名富贵抛之脑后，视若

浮云。

２．引导修炼者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道教主张

累计善行作为修道成仙的衡量标准。据《抱朴子内

篇·微旨》载：“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

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待昆虫，乐人之

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

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

责，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陷阴贼，如此乃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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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４］４５又如《太

平经》云：“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恶者致

恶，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术，无可怪

也。”［８］５１２此正所谓善恶终有报，劝诫入道者或修道

人及时行善事，积善德。“是故天者常佑善人，道者

思归有德。故天者不肯佑恶人，道者不肯附于愚蔽

人也。”［９］３２６

唐传奇中《张老》篇写到张老多次助妻娘家，如

“奉金二十谧，并与一故席帽”，并托卖药王老家赠一

万贯，最后又托昆仑奴赠金十斤。《裴航》篇中裴航

赠友人卢颢“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都是道

教引导修仙者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文学表现。在

这种修道成仙的标准指引下，促使修道成仙者助人

之困，帮人之难，客观上帮助了穷人，吻合世人对于

文章所涉情节的喜好，增强文章可读性和吸引力。

（三）道教重视女性的思想

道教对女性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

非常独特，这与道教继承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有关。道教认为，“道”是万物的

本源，由道分成混沌之气，混沌之气又分为阴阳二

气，二气交融，生成宇宙万物，从阴阳和谐出发，重视

阴柔的作用，是一种主阴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老子的哲学就是一种女性的哲学”［１０］１９。《太平

经》认为自然界有天有地，人类社会有男有女，这都

是阴阳之道的不同体现，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阴的

象征，同样是道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

且，正是因为天地的阴阳生生不息，人类有男女而延

续生命，社会才得以向前发展。故而“天下凡事，皆

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一阳不施生，一阴并

虚空，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

也”［１１］５。

唐传奇反映道教重视女性的思想是通过展示女

性具有超长的见识和本领，为男子的成功提供帮助

来彰显的，与道教“阴阳和合”的思想完美契合。《李

娃传》中李娃先是同鸨母骗荥阳生钱财，后目睹荥阳

生因此贫困、下场悲惨，不忍之心生，毅然离开鸨母，

亲自照顾荥阳生，并待生身体恢复后，“令生斥弃百

虑以治学，俾夜作书，孜孜。娃常偶坐，宵分乃

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

文集，莫不该览。”［６］４８４荥阳生因李娃在关键时期的

支持与鼓励，仕途顺利、官运亨通，成就了中国传统

士人的理想人生。阳刚之男得到阴柔之女的帮助，

然后通达顺利，这正是道教所谓的“阴阳相与合，乃

能生”［１１］５。《谢小娥传》中谢小娥为父夫报仇，乔装

为男子，到仇人家作佣人，两年后，终于遂志。当时

小娥年十四，遇此大祸，处乱不惊，按梦境指示寻找

仇人，想尽办法接近仇人，显示出谢小娥惊人的智慧

与勇气。由此，反映出道教尊重女性、肯定女性地位

的文化底蕴。

三、小结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产物，不会像宗教教义那样

严格的去宣传宗教思想。生活于特定宗教氛围中的

作家，其作品会自觉不自觉的受到宗教文化影响。

唐传奇作品虽具有道教文化底蕴，但已不是单纯的

宣教，表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鲁迅先生在《中国小

说史略》中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

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

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

想。”道教的神仙题材丰富了传奇作品的想象力，也

给唐传奇作品情节的设定和内容的展开增加了生机

与活力，使得作品情节委婉曲折、生动有趣，更具有

吸引力。可以说，道教为唐传奇提供了营养，促进了

唐传奇的发展，唐传奇也扩大了道教的社会影响。

总之，没有道教，就没有唐传奇如此丰富的内

容，没有唐传奇，中国小说的发展无疑会滞后。由此

可见，道教为中国文言小说走向巅峰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１］　陈辽．陈辽文存·第九卷［Ｍ］．香港：香港银河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２］　萧相恺，冯宝善，苗怀明．夏静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

［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４］　葛洪．抱朴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　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Ｊ］．山西师大学报，１９９７（１）．

［６］　李窻．太平广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７］　朱谦之．老子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８］　王明．太平经合校·瑞议训诀［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０．

［９］　王明．太平经合校·来善集三道文书诀［Ｍ］．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６０．

［１０］钟鉴．道教通论［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１．

［１１］明编．太平经合校·前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责任编辑　李兆平］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