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
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以《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爲中心

趙　 益

提　 　 要

明代中期以後發展興盛的通俗文學，真正具備了世俗性、商業性、普化性

的通俗文學本質内涵，起到了溝通大小傳統、摶合集體記憶、傳播教化一般價

值觀念、加强社會認同的顯著作用。明代通俗文學的這種反向作用主要是通

過對社會一般宗教生活的影響體現出來的，其中重要的一端是神祇系統的構

建。衆多的通俗文學作品不僅豐富和發展了民間“萬神殿”、塑造出重要俗神，

而且在此過程中，對原有所謂“制度化宗教”特别是本土信仰和創生宗教的包

容體———道教的神祇系統也進行了整理乃至新創。以《西遊記》、《封神演義》

爲代表的傑出通俗小説都是中下層文人的作品，作者依據民間社會的接受、創

造和自己的理解，在文學性的虛構中對道教神系達成了一種近乎義理化的建

設。這種建設與道教包容體的“普化”過程相同步，奠定了近世中國社會一般

宗教生活的基本格局。

關鍵詞：道教神系　 《西遊記》　 《封神演義》　 通俗文學反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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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主之象，名曰《通鑒外紀》。其《體道通鑒》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

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群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歷世真

仙體道通鑒》卷首，正統《道藏》５ ／ １０２）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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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據真經所載，前列高真上聖數位以舉綱維；其次羲農軒三皇之世得真

仙名於世者數十人，以顯天人交通之始。自三皇以降，……所得真仙名

於世者幾千人而已。（《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首，正統《道藏》５ ／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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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云）真香一熱，瑞霧飄飄。高升寶箓，上徹雲霄。三鼕法鼓，萬

聖來朝。恭聞道香德香，遍周九天之上，普請三界高真。法鼓三咚，萬神

咸集。恭請玉清聖境元始天尊，三省六曹，左輔右弼，南辰北斗，東極西

靈，十二宫辰，二十八宿，九天游奕使者，三界直符使者，十方捷疾靈神，

本山土地，當境城隍，空虛典祀，社廟威靈，間令關召，速至壇庭。（擊令

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萬神聽令，再召九宫八卦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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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二元辰位中將。瑏瑧

mÑ)�é�《ä®)&ùJS¤》��,ä¸：

（天師云）道童，將法衣來。相公，壇場之上不能攀話，請回避者。（太守

下）（天師請神科，云）道香，德香，無爲香，清淨自然香；妙洞真香，靈寶惠

香，朝三界香。吾乃統攝玄門、恢弘至道，咒司九主，宣課威儀，醮法列壇，

無不聽命。恭惟玉清聖境元始天尊，左輔右弼之星官，武職文班之聖衆，

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瑤宫寶殿天王，紫府丹台仙眷，五福十神，四司五帝，

日宫月宫神位，南斗北斗星君，斗步五方，星分九曜，東華南極，西靈北真，

十二之星辰，四七之纏度，三台華蓋，九天帝君，三界直符使者，十方從駕

威靈，當境土地龍神，諸處城隍社廟，幽冥列聖，遠近至真，以此真香，普同

供養。……（擊令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速變真形。天

圓地方，律令九章。金牌響處，萬鬼潛藏。……（執劍科，詩云）……先請

東方青帝青神，……後請南方赤帝赤神，……又請西方白帝白神，……再

請北方黑帝黑神，……又請中方金帝金神，……謹請年值、月值、日值、時

值當日功曹，值日神將，攪海大聖，翻江大聖，驅雷大聖，撒雲大聖，吾今用

你，壇前仗劍等待，休錯吾一時半刻。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直

符上云）小聖乃雷部下聽令直符使者是也。真人呼喚小聖，有何法旨？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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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封神演義》的神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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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即喚阿儺、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

佑急出靈霄寶殿道：“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首瞻

仰。須臾，果見八景鸞輿，九光寶蓋；聲奏玄歌妙樂，咏哦無量神章；散寶

花，噴真香，直至佛前謝曰：“多蒙大法收殄妖邪，望如來少停一日，請諸

仙做一會筵奉謝。”……玉帝傳旨，即着雷部衆神，分頭請三清、四御、五

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

四大天師、九天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玄寶宫、洞陽玉館，請如來高坐七

寶靈臺。調設各班座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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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

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右弼、天王、哪咤、元虛一應靈通，對對

旌旗，雙雙幡蓋，都摔着明珠異寶，壽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感如來無

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來將此會

立一名，如何？”如來領衆神之託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各

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各

坐座位，走斝傳觴，簪花鼓瑟，果好會也。（《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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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一齊赴蟠桃嘉會。”（第五回《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宫諸神捉怪》）

“û×�Á”gÅ`71jð)��©3，íî“�/��”")“³Yä{©

Æ”，“�/�¸�Q”、“"W�¸�o�©”，ÃD“~}$ä6、�É、̄ A®

©ù�”、“"}$WÑ、�*、�J�©”、“�}$Õ«,¬、dü¶©”¶f?

/。瑐瑣S`j，《VN%》?@-��À%Ò¤VÝ)²1��。瑐瑤!}³jî

４５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瑐瑢

瑐瑣

瑐瑤

《zt�jQ»�É=â®�$》，《VLN�9�》,jl（~�：~�VÆg��），,
１２０ Û，� １。
“~"�}$”)I*µ，�Å!)_�Á"ãªLg^，W)��《çÌ@äÇ1[》,
ä¸【ëÈ】（《z)=6》,ä�，� ２５１）。
)@，《VN%》)®�5�!ÏÐ、129®，¢æL�lÚ@#f6�。



)Tÿ"，@-�©:s¤gU，=5¦*。

《VN%》?®»I*½¤I*)w>，#f9"j-)57,�|)

jÇ：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禄高低，但只

注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

無事牽縈，自由自在。閑時節會友游宫，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

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

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

日東游，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踪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俯囟啓奏道：“今有齊天大聖，

無事閑游，結交天上衆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閑中生事，不若

與他一件事管，庶免别生事端。”（第五回《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宫諸

神捉怪》）

“�Äv”Ã�j@7«®»。Å":××æD:Ñ_I:�、®�®¤、

����、_¤É、ùÊYe、YIÁ5ù，G@�78�，BÚE<4

x，¢ÚÄqg《VN%》?@-ê%#X)®�，&¬2)ã7ì/“Ñ

³²î”nÿ，8@-LLfº��¤)�È®�ÒWÑ�É*Z)“®

�®¤”)��sz，Ë°1�«�õ)×ÌÃÎ®µö1g。@C±

¤LLØs)�¤6»µ·<IµÒ，��Àj¿�ÈÒidv·¹

)v。

《ê�Àa》̄ x57Ã“�©”·“®»”ò�。ä、�²,!Ù~ã7

“�©”I�，zÖÃ�5、)3®Ï、ì®,¬) 54xòÂ。&û)“ê�

l”，!à~ã7“®»”I*。“ê�”)!ÕÖ7&û)Â�l´，瑐瑥ÄÎ7

５５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瑐瑥 《ê�Àa》;]ú)“ê�”jt，�ÚefGg0“̀ _ú�”（《"#N�¶(》，�
１４３），x7。



\]《¾Í$》�¾ÍTÿ)hi，¢“ê�”)a×，̀ jE¤Â"©´Ã¶5

�Q)�V，&�,;ð“é®~É，?³x¸，3��Ã，Îðu©，ÔF9

3”（《Éü3©<�ì¦》Z�jj，¹*《�7》５ ／ ９９）A¯，̧ �gÂ4)

“úÃ9V”———�Ájþ+,��"eÝ�mw¢、Â"�mJ�´1、FE

�mþÎ)#X。©0“©”、“�”C¯7i`)¬2gÿi9j，瑐瑦ë?“ê

�”¬2®�)71jð)�m。&《VN%》C¯)7，《ê�Àa》ÃÂ�´

1)/C¼c6�¶�GÒ?jI*)²1�`，zÖf："úÑÉ�Ï（ä

Ô¿,}sä8¬³�´6¹¹�9ª）、ä®¹�ÐQ¤、�á¹�、_s¹

�（Z²³�´®,¹�）、Is¹�、Ñs¹�、�s¹�（Z��uvÀÄ¦

Ò¹�、uv、²³}å、®Óv、¶Òv、�Äv»、����¾\v,）、¬�

¯y（ZÔ¬�v）、ïsQZT2��)Ï、Ò�ÑV¹j�Æ�¯3,9�

（Z¼T、T¥、¼S、ZE�¹�）；?û7“Î�V/,Â”9�：Ç1f��

®�、ÔÕ²¤；z��7é�：¬Özì),9�（Z�/Ö�）、ä��9�

（YZ��、VZ��、zZ��）；&û7Ò�tÜ`À¤×，êf“z¾¤

p”。瑐瑧g“Î�V/,Â”·é�$3Ä，µ�¶/0“®»®�”I*，&《V

N%》,�|)ð6{>，�Y7æLØM)。

《ê�Àa》、《VN%》)®»9�，µ��j@��$*�,?©“®�

¤p”、àÃ�ëÛ�,ÕÖ7s>_<I·�ö��，¦�7µ�N�Ñ

《¾Í$》)"¼，i`ÇIµ�Õ)�³，"¼v¶À%Ò<Iµ)�Í。

,ä7!6�àÃ�)ë�,å·ë��m/0，²`�ÞI!àúF

６５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瑐瑦

瑐瑧

mw《ê�Àa》i`)#X，@>¶1¿ã62ßzE<)©、�，Ñ,Ñ³²|：“ì®
,¬ñ：Ãä,Ù�ê�，µ"¤wMa¿~l`，¤C�©�����`，s¤Ü�Ý
Þ，ç?Áz，T�¤Ï ，Á¤ãû。”m,}³�|：“（õ»�-ñ）TÐÙäkÙGê
�l，Ã#�©Þ%Ü�，�©��，s�µì。”µo!�l7：JM~©ÃÄ，üöÌ�
-.¤�\Óvw�M`，¤ÞæCÜ�ì~®ÚÐC0wÃ`，“L5©<9Á，r
¤Ñ?9Ú”。“ê�”ã721�&ûjsz“�ÌwMy5，�Ú�©，~~?µt´，
5Ý�òu5Ç，kÔOó”。（,�³�|）
《ê�Àa》,�³�|《�5Èõ#ê�》。L';I《ê�Àa》f"=Å�äiL
（２００９）。?LÃ`ÒTÛ.§^LfßL，�Ã6}�9äjL·�U�St#�L®
���。



·�w)�³ÈÃ6TB<Â´Ì。C¯)7，《ê�》)O´ÃÃ`-.f

¬，�《VN%》)O´í*fÉ¶©3。

�,$*")hi«�)“,¬”¬2¤ã©Æ、ä®)（ä��），à)Ã

ûëÛ,¬í¤73,、Ç®ï，《VN%》<Â�mf“�®)”。瑐瑨,�³

j|：

行者這才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徑入南天門裏，直

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並南斗六司、

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

僧之功完否？”（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無功難煉魔》）

��®))w¢í/0WÉ/M，I,ä|、,¬|?“ÜÎq3-”)wx�

q，�m)¶´¦J。�5Úî，@j<Â7?M)°+,��)!à#

X)。瑐瑩

!µ�ë��m/0Ð²�*，#fÂ4)7“)Ï�”。ÔL(`²^

#ôÎÇIs>Íxyz��Ò“)Ï�”)À®，瑑瑠µÈ_ÄÃ²`《ê�À

a》·《VN%》ÿ�)j=hi。62Ë�)7，“)Ï�”G@!ÞL~Z�

àÃ�ëÛ)�,“_”:n，¢µoC<I)ÿ4DþÎ、oX)ô，í

5Ú7ëÛ,n·�ö���G)�ü。ëf¹Ñ²^#ôÎ«g)，!`

_�,osëò)'Ñ《��A》、《�Á)》"，“)Ï�”Ú@7CI

*¦�7¡¢)。�!~M¸�)°�öh�)?ò《ä,Zêz��z》

７５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瑐瑨

瑐瑩

瑑瑠

“ÇÎq”.O�ZCH，¢?ì0Ç®ï，ì5îï。�ÀQ�ù《z3,·N�VN
%》，《·ù#'9》,äÛ（~�：~�VÆg��，１９９１ �），� １３８１。
Ç®ïfz3+)，z3�!Ü>0p~ªL�f)`�,)_�。ä��7¹jI)
å)，¹jIC±É¶hiÜÝ，57)°»/úe)&z3�B�)�,¬ê9j；7
±fÝ`å)，Ý`�if�¶/ØÙ«4]z#)a�nI，!`_�ÁG¤#�h
i；ã�if$*QTIå)，!�,os3kE¤D2¶´。
²^#ôÎ=，ã9'�：《)Ï�È_》（qg：ø�Å�，２０１４ �）。



"，瑑瑡)Ï:�ªL£MÒs/0)�ö��ë�，C±E¤dO、ÿ:，��

:E½Òoe。《VN%》·《ê�Àa》í��ÒÀ，�Ò“)Ï�”!�,

�mI*")E´，BòµÒµ�<oX。�Þ9，“}®,”�“³²®,”�

fûü�#)5�Dº��¤)?e，µ!BC7《�Á)》ù_LÆ)

hi，�7《ê�Àa》·《VN%》)i�。瑑瑢

,�7&J�/0，²Å¶C¤V�g，Ñ《ê�》?“)3®Ï”、《VN

%》?“ä6”，j/0úe�m)�Ï¶´，j/0BCÈÃj=){^。!

《VN%》“<®�Á”)�,I�"，“ä6、�ó、��、¬¥、Ñ)、}¸、�

Ä、³�”C/7ÌÍÆ，µ!àop�7�')“W6)3®Ï、~6QT

®Ï、̄ 6�\®Ï、�Þ3,、��v,、ä»�M、�Ä3,、/Î、1�、®

�、¦ß、)ÃjìQì”。µ"“��v,”、“/Î、1�”w�ì7®»I*，

“®�”、“¦ß”í7Ì��M`，Ñ?，“J®~3”�5ã7“W6)3®

Ï”、“~6QT®Ï”、“̄ 6�\®Ï”ÃDÎ�“ä»�M”、“�Ä3,”，f

º��ðµ，®�5#f¨�，µûp&.Ãû)�,Øµ»·¸A?M。

`9³Ãûë^©$"#fÂ4)7《ä,Zêz��z》。I«\æD

)_(`9:;、Ç²Ë)È_，µà^Dò)/0f：《z�ß%》（)� 

tL）———《�Ùz�%》（ÔLoÙ'Ú7Ò�.<uO#`�L、《�7》

L）———《ä,ZêMÉHåz��z》（ÔLoÙ'Ú7`�V®ä7�L，

mÔLdohÅ�s7�å��ä¬ `�L；ú*)�«\æá~��L

《ä,Zêz��z》ÈI?½^），�Å�^°ö�ìr!`_ ~。《ä,Z

êz��z》�OÒ《Éü3©<�ì¦》̈ ©)É¶v)、C3�Ò0�Á+

,��")©3，p�@ÒA�³*kO´。àC¼µ")H,ç)、¶/h

�·�@)É¶~)��-.，â�)Ñb=É,、VQ�、zÞ、�®~É、

ãäÉ,、ä)�É、�á�¨、ä½、7（±）、Î（s�）:3,、¥Ð、:)Ï、

®���、ä®)、_ÉùW�、:¾�，&)°D6Ãö)Øµ�,;5�m

８５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瑑瑡
瑑瑢

《ä,Zêz��z》)'îïW�'6>。
²^#ôÎGÚ`Fæg，¢µÈ_�6j@ÄÃ²`@j#i。W《)Ï�È_》，�
２６０—２６２。



æLjY。瑑瑣

《ä,Zêz��z》.Í《VN%》、《ê�Àa》̧ *。¬z)²Iã¤

CÅ，Ñ“��²¤p”7¤�：“《VN%》Nt¤‘L789Üh®åM，p-

�T��8æ，9Vi��’·，$0ûü5。”?tÈW0《VN%》ü\#L

,³|。3Ñ“Z)Ï”7，>“Z¤`”f“Ó¹j�¯)Ï”B&�ä®)ç

è，oeféÆ_ê，z7ÞI《ê�Àa》ëÀ)�ü。瑑瑤《ä,Zêz��

z》G@!�I�`~�CE½®º)<I，¢!�©O(~*ÅªL<^g

jE)²1，@5`j7\]《VN%》、《ê�Àa》)hi。《ä,Zêz��

z》?《VN%》、《ê�Àa》)*T·6�，²`Òû`)�`f�Ájþ+

,��;z\)0p。

《西遊記》、《封神演義》與社會
宗教生活中的道教神系

　 　 !�Á��"ÿ-þÎ)Øµ)“�,”，µ�mI*¬2{^!G#e

5、Ó?$©D?ß�ì@äk/0。µ"，G#e5&fD2。

~M12`6Ã�)Øµ�,)!àðF，ÄÃÿ^�,d#æL~z

f$3：j7A|#�，�7fhÚgê)D2�#ÃD#��E)+,�G

"V；j7ß�Eï、iU)Øs、*xµ)�p。ý`)�mje#fI*，

jþE½�¿��；�û`íA?Ysð�，�*½¤}�)�ª-Å。S`

j，Ñü�û`�ÎI<^g�Ájþ+,��"�ö��ß5ðF)s，ý

`í�5Úî�ÎI¸�gØµ“�,”)oû!à。

９５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瑑瑣

瑑瑤

`^L《ëòÿ73¾&5zÅ》=9《�,�》“'3”�;�[:��w{、s>è'、
Ì2%、~�'ù，µ"ÄW5�¤：�®~É、̄ ~�,、̈ §3-、ã©Æ、bá、ãä
É、<,É、øn3,、6Z3,、¹ô�、�j�（�ì）、��ù。6D"_)ðF�À
ø·é5?aY#、-,!àje)��（《�,)�》，.¹·�¥ù�Ì，a�Z�：
《�,》,j�，~�VÆg��，１９９０ �，� １２０—１６５），BWL'�jñ©6。
《ë ä,Zêz��z》（Ä²>）（~�：~�VÆg��，２０１２ �），� ３４８、１４１—
１４３。



`6Ã�)D2d#，g}ebá�É、'é�É、3-�É、̧ Éù�Ä，

e59�`jzf$k²1：,j²17�~�，,²²17L#,¬�å

)、��©3ÃDº�Á#X�ÈÜ>þÎ)D2�Q。,j²1¬27“ä

6”“WÑ”，�~�I*ª�]¸�)ðµ。,²²1"，g}e�5`·z

3、¹jDs�É¶,�seµå)`Ä，ëÛd#G¤µ}5，Ñ`�å°

;����\jQd，e5¬�¤ä：jf�Znå)“_å”（�®ì)_�

Øµ®Ï），jfÎs�，jf�Q»（o�3,）；̄ /`�å;���Qq

d，e5¬�7º`�ågê�À|#Ø5Â)�_Õå²、Õåí° 。瑑瑥

g�~�·å)、,¬Ä，�#)e5ólG@ç?JpDî，¢5¤;

ÑD。j-��E�)�Á+,�G"V，�*¶¹MÒh�e5��fj

k#�I*。ÿg¶c^Ò�r#6�â°~;59�9Þz�7h�：ä

6、WÑ、bá、ä»、#^、̧ É、ä½、'é、S�、}©、3»、_Ï、I�、)

É、®z、�ï。瑑瑦µ"“#^”��H,，“bá”、“ä»”、“̧ É”、“'é”、

“S�”、“3»”、“_Ï”（_å）、“�ï”!Ù~�7“®»”，ä½、}©、®z

í7“�©”，µ�`!àÈ7“WÑ”BH、�²,：WÑZ,“®»”�“ä

6”Z“�©”。@xj><I，&《VN%》、《ê�Àa》、《ä,Zêz��

z》zA¯。�Z0H�,¢¬2�;0�ö)h�¸/�À|�,)�

I，@7�,“íp”·“Øµ”)D2{^，�!^@j/0)¬2ÏH9jã

7ìh'(。µ"《VN%》、《ê�Àa》)i��Ü�«。&Â4)ã7“W

Ñ�É”，µC±�f�ö)ße，¦�À|d#�f�~�9j， f《VN

%》)¬。

`6Ó?$ÂD?ß�ìù!à+,�G")�m，æL~ª©$**

B'Å"À�)�MO�Éµfëò*BÆÛ"ð�)“®»®¤”，Ñ��

D��、�、�v²³}å、_s)Ï�、6�¯yù。?j“®»®¤”)�

０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瑑瑥

瑑瑦

äß�：《̀ _)#Ød#&#ØßÂ》，.�ð、9®¤ò：《"#"ü¶/�Á")+
,&#Ø》（~�：���(g��，２０１４ �），� １７４—１７９。
%ùñ：《̀ 6ÿgbá���&�Eu�)9<Ó�———Ã^Ò�®f"V》，.9y
òò：《"#)�E��》（��：���(g��，２０１３ �），� １９８。



`GæL~·《VN%》、《ê�Àa》A¯，µ"“)Ï�”&fÂ4。瑑瑧@>É

µ7j>?@，ëfifj>BCµ)+,，Øµ�,¬2ãÇ�µs>ß5

BC（ö?）DåBC（��、³v、Êv�å、�D¶¥、ïÝ、½³、Gå、p

�_¸、ÿi、p¸、̄ Ñ、Òó&M、Gðô、I¥h、åyh、á�h、�Õõ、

äh、ö�、ö�、$LÉ³、¶3pu、Ñ¯äT、u©Á、Á:¥、x/、s>/

B、�³、N³、³÷�、��、~j、ói�、øa、pg、��u、ºäT、x

y、ÃÚBù、Ne，ÃD:\�、N2、/�、xD、Í�、GQ5È、m�、<�、

¼u、�Ñ、��Ñ、zÈ、G�、+Ý、³�，ùù）瑑瑨!^µ�ÁþÎB$�µ

+,Va)，µ"“º��¤”7D2op。@-BCLìÞ�Ájþ+,�

�)62�\%，ë?$*�,)�t�¤)@5ã½¤üh�Á;"¼)

“®»®¤”��^»�Ä�。

öD"ü，G@“®±”7Øµ+,)cû9j，¢�,�m�`�Ç@¼

cfE，&`6B5`j)ÏÖ。¸0"ü�,d#)e5ðF，62À%�

H)E§��，ëf$*)d#û·A¸}%f³¤"ü%.，̄ °5Co3

!Ä�。£0¡ª，L'5HI4x，±\·Ð，ÃWµã。

Ô-Àúaûi0２０ üË２０ �_O��aY#�Ì，ü\wizÖ0２０

üË ７０ �_· ８０ �_$1�"#�#�,#p，µ% ¸�g)_（２１ ü

Ë）Dëa�µÃDÆhµP¼9ý)�#e5ðo，ÄÃEf"ü)! 。

ÞIü\w)w>，ô`ä6Ù １９８３ ���×)e5¤ä6、3-、¦ý¯5、

'éÉ,、̧ É；/0-)jI)¯·dí¤«�õ、}©、_�、�-、3-�

É、ã�E、ù�、�5、¦ý¯5ù�t。�@-�C/7Úû9ã，G#9}

)e5�Q==|/?·。¯Iü\w)È>，１９４１ ���aY#G¤ä,

�t １９５ Ï9*。瑑瑩Àúaû、ø·é5)% w>，aY#jegå)Ç®ï

D³}´+)Ä，¤ä6、WÑ、�ó、�Q»、ä¨§、ää:、zì),（5«

１６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瑑瑧
瑑瑨
瑑瑩

�À²^#ôÎ：《)Ï�È_》，� ２６０。
9ù¹：《�,W�》（��："=Å�，１９９６ �），� ２８０—２８１。
ü\w=，*þ=�：《�,:�》（��：��-�g��，１９８９ �），� ７—９、７０。



��、¥â��fÎ）、3-、'é、zÞ、̄ ¤�3,、QTÿ3,、¬³)w

ù，瑒瑠@j�Igäå、ää:/ëopÄ，µ��、O�、�`&《VN%》、

《ê�Àa》、《ä,Zêz��z》æLjY。

ÄÃ¸E，�Å�`�x3�0"_，!z#v)ý\o，Øµ�,e5

�I)¬2op&æL<��<A¯，B�7《VN%》、《ê�Àa》、《ä,Z

êz��z》)j�Aú。!Ñ?ý\ß�、/ÞT+、¶/'µDcR��

*)、jþ+,��Ø�À�)"ü�Á"，ÃD!+,a�µ»0¾½、$

*L7!0ÜÙ)�0�，“�,”�IÑsÁ.�@xj>Jp¯j)�ü

B��!^Ò“íp”&“Øµ”？þ³CÞ�`。ìh'(g0µÓÂ�Á6

2)LÙGï，ì/6T、òµ、�`·ë"，BÃµê$、z\·,µ)¿·，

�f!^@>¯j)¬2ÏH，《VN%》、《ê�Àa》7&fÂ4)_{。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２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瑒瑠 ø·é5：《�,)�》，.¹·�¥ù�Ì，a�Z�：《�,》（~�：~�VÆg��，
１９９０），,j�，� １２０—１３４。



' � Å (

一、中文

（j）}Å

²^#ôÎ=，ã9'�：《)Ï�È_》。qg：ø�Å�，２０１４ �。

�°k：《z)=6》。��：-�'(g��，１９９９ �。

�Ø�：《3Q´h ��》。��："=Å�，２０１３ �。

9ù¹：《�,W�》。��："=Å�，１９９６ �。

û�（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 Ｂｏｋｅｎｋａｍｐ）=，«øù�：《�,È_69》。~�："VÅ�，２０１５ �。

Q�ù：《·ù#'9》。~�：~�VÆg��，１９９０ �。

ÊZ[^�·��ÊA（Ｍａｒｉａｓｕｓａｉ Ｄｈａｖａｍｏｎｙ）=，J~ÿ�：《+,^e(》。��：-�g

��，２００６ �。

·îì：《�,BC&=�{ÀoûÈ_》。ßÒ：ßbJù,Xg��，２００５ �。

P��：《̀ _N�¶》。��：-�'(g��，２００７ �。

P#?：《�7Zê1》。��："=Å�，１９６３ �。

��1：《"#'µ2a》。~�：(Zg��，１９８７ �。

I�¹：《-3&'µ》。D#：D#g��，２００４ �。

¹·�¥ù=，a�Z�：《�,》,j�。~�：~�VÆg��，１９９０ �。

Z�：《¬h�.�,'È_》。g�：�Vg��，２０１２ �。

ü\w=，*þ=�：《�,:�》。��：��-�g��，１９８９ �。

�Ú：《"#N�¶(》。��：-�'(g��，１９７３ �。

（²）6'

%ùñ：《̀ 6ÿgbá���&�Eu�)9<Ó�———Ã^Ò�®f"V》，.9yòò：

《"#)�E��》（��：���(g��，２０１３ �），� １６１—２１２。

9:;：《ä,ZêMÉHåz��z·æ2》，.《"#�ö��Íx?ò》,jl（��：

(�Å�，１９８９ �）。

äß�：《̀ _)#Ød#&#ØßÂ》，.�ð、9®¤ò：《"#"ü¶/�Á")+,&

３６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Ø》（~�：���(g��，２０１４ �），� １５７—１８３。

Ç²Ë：《«Ó`^“ä,Zêz��z”̈ Z》，.《V_'È_9Z》,²9（V<：UV

)ý�(g��，１９９２ �）。

二、英文

（j）}Å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 ｅｄｉｔｅｄ，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ｏｚａｎｇ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Ｌｉｕ ＴｓｕｎＹ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Ｏｔｔｏ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１９６２）．

（²）6'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ａｏｉｓｍ，”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５，Ｎｏ． １ （Ｎｏｖ．，１９８５），ｐｐ． ２１—５７．

Ｏｆｕｃｈｉ Ｎｉｎｊｉ，“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ｉｎ Ｈ． Ｗｅｌｃｈ ａｎｄ Ａ． Ｓｅｉｄｅｌ ｅｄ．，Ｆａｃｅｔｓ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Ｍｅｉｒ Ｓｈａｈａｒ，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ｄｓ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Ｍｅｉｒ Ｓｈ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Ｗｅｌｌｅｒ ｅｄ．，Ｕｎｒｕｌｙ Ｇｏｄ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Ｍｅｉｒ Ｓｈ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Ｗｅｌｌ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Ｍｅｉｒ Ｓｈａｈａ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Ｗｅｌｌｅｒ ｅｄ．，Ｕｎｒｕｌｙ Ｇｏｄ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４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ｏｉｓｔ Ｇ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Ｚｈａｏ Ｙ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ｓ ｕｐ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 ｔｒｕ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ｉｎｔ，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ｌｏｎｇ 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ｏｗｓ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ｌｉｆ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ｌｋ Ｇｏｄ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Ｇ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ｅ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Ｇ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５６１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ｏｉｓｔ Ｇｏｄｓ，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６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