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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言小说仕宦神仙形象的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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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文言小说中的仕宦神仙形象孕育自当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 多是由北宋文人依据是时

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与自身的生活体会塑造而成。 笔者选取两类较有特色的形象进行论述， 其中， 主治一方

的高官神仙展现出庄重威严、 执法清正的面貌； 乐享逍遥的士大夫神仙则彰显出一种自由快乐的仙家意趣。
小说体现出宋代文人对世俗政治的关注、 对治国能臣的赞扬以及解脱身心的渴望， 而此故事形态的形成则

与宋代皇室造神运动以及文人小说的创作属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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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是时

小说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包罗万象， 且数量庞大，
蔚为壮观。 李剑国曾在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中指出了造成宋代小说蓬勃发展的几点因素， 即

“唐人小说巨大惯性力量的纵向冲击作用和宋代

说话的横向影响作用……刻书业的发达给小说提

供了极便利的传播条件” ［１］３。 而宋代帝王普遍喜

读小说， 并授意臣下编撰诸如 《太平广记》 《夷
坚志》 等大型小说集， 更是激发了宋代文人创

作小说的热情。 宋代文言小说的素材多取自文人

的日常见闻， 虽语言平实， 却是其精神世界的真

实映射。 对此， 小南一郎在 《中国的神话传说

与古小说》 中关于中国民间故事创作的一段论

述同样适用于解释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原理， 他

认为 “它们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一环， 又

是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并相互补充 （即日常生

活产生出故事， 并使之按生活本身提供的价值观

念来发展； 另一方面故事又作为媒介， 使日常生

活的意义典型化并显示出来） 而存在的” ［２］２。 在

宋代自上而下的崇道热潮影响下， 属于社会精英

阶层的文人士大夫深受道教思想理论的浸润。 而

作为道教核心内容的神仙思想理论则尤其为文人

士大夫所津津乐道， 并影响了他们关于小说人物

的塑造。 笔者所述的仕宦神仙是指原形为北宋朝

廷官员， 去世后得以成仙的小说人物形象， 并依

据小说中仕宦人物成仙后的生活状态， 即继续以

施政者的姿态处理世事或是逍遥洒脱、 不问世事

等分成两大类加以论述。

一、 主治一方的高官神仙形象

苟波在 《神仙形象的 “人性化” 与道教的

“世俗化”》 一文中认为， “宋元以后， 随着道教

的世俗化， 神仙形象有了另一次巨大的变化。 这

一时期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神仙， 大部分在形象

上非常接近普通人……真正的具有了 ‘人性

化’、 甚至 ‘平民化’ 因素” ［３］。 宋代道教神仙

思想不再只局限于道教徒自身的宗教信仰， 而是

更广泛且深入地融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

活乃至精神世界之中。 不同阶层的人们热衷于根

据生活体会杜撰出符合自身阶层信仰需要的神仙

形象。 而对于文人阶层而言， 那些学富五车、 政

绩显赫的朝廷高官是他们人生的楷模与精神领

袖， 自然成为其理想的崇敬对象。
宋代文言小说中的高官神仙形象皆庄重威

严， 施政清明， 给人一种朗朗乾坤的感受。 在刘

斧 《青琐高议·紫府真人记》 一篇中， 右侍禁

孙勉射杀了一只破坏堤坝的大鼋， 后来由于大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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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 孙勉被冥间神吏带走接受审问。 行进途

中路过了一座壮丽的宫殿， 神吏称： “此乃紫府

真人宫也。” ［４］１４并说明该神就是韩琦。 孙勉曾是

韩琦的旧部， 便想前去寻求庇护。 当他进入宫殿

后， 但见 “魏公坐殿上， 衣冠若世间尝所见图

画神仙也， 侍立皆碧衣童子” ［４］１４。 韩琦得知孙

勉的遭遇后礼貌地接待了他， 并依照冥间 “鼋
不与人同。 鼋百余岁， 后更五百世， 方比人身之

贵” ［４］１４的条例将其赦免， 孙勉随即被青衣童子

护送还阳。 故事中韩琦所居住的豪华府邸与仙童

神吏侍立左右的仪仗都显示出其在仙界的高贵地

位。 事实上， 韩琦朴实忠厚， 屈己待人的品格在

当时已被广为颂扬。 《宋史》 记载， “其镇大名

也， 魏人为其立生祠” ［５］８２５２。 张师正 《括异志·
大名监埽》 等宋代文言小说中也有关于韩琦神

仙形象的描写， 可见其在宋代已有广泛的民间信

仰基础。 《青琐高议·王屋山道君》 一篇中， 河

阳孟州公吏许吉外出路过王屋山时， 见到丞相庞

籍身着道袍与几名道童在山中行走， 他询问道童

得知庞籍已成为王屋山道君， 治理此地。 不一

会， 有两名武将押解着一只老虎赶来， 并向庞籍

汇报道： “此虎昨日伤樵者某人。” ［４］１６庞籍随即

写下判书曰： “付主者施行。” ［４］１６之后便消失在

碧云雾霭之中。 庞籍作为朝廷宰辅， 历任多个要

职， 在宋代政坛享有崇高威望， 即便在后世儿童

启蒙教材中仍有对其从政态度的描述。 如元代

《纯正蒙求》 所云： “宋庞籍， 字醇之， 精于法

令， 尝曰： ‘大臣当遵畏天子法， 其敢自为轻重

耶。’” ［６］６２小说中的庞籍主治仙家圣地王屋山，
其决断公案的行为仍有往昔为官时的风采。 《括
异志·王待制》 一篇讲述的是寇准担任阎罗王

的故事。 平晋公王质谪守海陵期间听说一名部下

的亡母向阴府告假回来探视儿子， 便前往向其询

问阴间之事， 从中得知主持阴府事务的乃是寇

准。 内容如下：
平晋公 （王质） 朝服往拜， 而以常所疑鬼

神事质之， 皆不对， 曰： “幽冥事泄， 其罚甚

重， 无以应公命。” 平晋又问： “世传有阎罗王

者， 果有否。 复谁尸之？” 曰： “固有， 然为之

者亦近世之大臣也。” 请其名氏， 则曰： “不敢

宣于口。” 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来宰辅画像以

示之， 其间独指寇莱公曰： “斯人是也。” 复问

冥间所尚与所恶事， 答曰： “人有不戕害物性

者， 冥间崇之， 而阴谋杀人， 其责最重。” ［７］４１

故事中虽没有对寇准的正面描写， 但却以入

冥者的视角反映出其治理下的阴间秩序井然， 且

有严明的善恶赏罚制度， 令读者从一个侧面体会

到其刚直不阿的人格魅力。 《括异志·刁左藏》
一篇中大名府马监刁允升去世半年后， 其子又见

到刁出现在城中， 刁允升说道： “吾尝事范希

文， 渠今主阴府， 俾我提举行疫者。 今欲往许州

以南巡按， 道出此， 故暂来视汝。” ［８］３３故事中主

治阴府的范仲淹与前文所提到的韩琦、 庞籍等人

多有交集。 据 《宋史》 记载， “仁宗时， 韩琦、
范仲淹、 庞籍皆尝经略西事， 久历边任”。［９］８３８２

他们都曾参与过国家军务大事的处理， 对国家兴

亡、 政局稳定有过突出的贡献。 因此在小说作者

的心目中， 他们在仙界依旧扮演着社会管理者角

色， 以贯彻执行仙界的管理理念继续实施对社会

秩序的维护。
而在 《青琐高议·玉源道君》 一篇中则更

为明确地揭示了高官成仙的神学原理。 故事中丞

相刘公年轻时在进京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位老叟，
老叟看出刘公要前往求取功名， 便赠一联 “今
年且跨穷驴去， 异日当乘宝马归” ［４］１５。 刘公好

奇他何以得知自己将有锦绣前程， 老叟回答道：
“不惟名利巍峨， 又大贵， 况公自是罗浮山玉源

道君。” ［４］１５这便将刘公今生的显贵命运与前世罗

浮山玉源道君的神仙身份联系在了一起。 高官前

世即为神仙是一种命定理论的宣扬， 也是时人关

于成仙理论的一种变革。 在道教神仙理论中， 神

与仙原本有着明晰的界限， 神指的是一种先天具

有长生不老之身与无边法力的超自然群体， 拥有

对世间万物的统治权。 他们居住在昆仑圣境、 蓬

莱仙岛等虚无缥缈的仙境之中， 与凡人之间有着

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 《穆天子传》 《汉武帝内

传》 所叙述的那样， 即便身为至高无上的帝王，
在其面前也只能委身为求仙问药的寻访者。 而仙

则可通过丹药服食， 或在仙师的指导下修炼而

成。 尤其在魏晋时期地仙概念的提出之后， 凡人

成仙更是获得了理论上的可能。 相比之下， 北宋

文言小说中的高官神仙则是兼具两者特征的另类

存在， 即并非通过个人修炼或仙师指点， 而是通

过俗世卓越的政绩与品德得到天命的眷顾而登入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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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界。 这一点在 《青琐高议·群玉峰仙籍》 中

体现得尤为明显。 故事中进士牛益梦见自己的魂

魄来到一座宫殿旁， 门吏告诉他这里是群玉宫，
并说： “此宫载神仙名籍。” ［１０］１９这时， 一名官吏

模样的人骑马前来， 牛益认出其乃是自己的旧相

识———内翰吴臻。 吴臻带牛益进宫游览， 他见到

殿内被称为 “中州天仙籍” 的石碑上刻有数千

神仙名讳， 其中就包括丞相吕夷简、 丞相李迪、
尚书余靖、 龙图何中立等朝廷重臣。 故事以牛益

作为亲历者， 形象且具体地展现出高官在天界皆

有仙籍的场景。 南宋周煇 《清波杂志》 亦云：
“本朝陈文惠南庵， 欧阳公神清洞， 韩魏公紫府

真人， 富韩公昆仑真人， 苏东坡戒和尚， 王平甫

灵芝宫。 近时所传尤众， 第欲印证今古名辈， 皆

自仙佛中去来。” ［１１］５０３０可见朝廷高官死后成仙在

宋代已成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神话范式。

二、 乐享逍遥的士大夫神仙形象

北宋文言小说中另有一批登仙的仕宦形象，
他们没有具体的职权， 而是彰显出一种逍遥安乐

的神仙姿态。
《括异志·刘密学》 一篇讲述的是枢密直学

士刘师道担任南岳北门侍郎的故事， 并分为若干

场景， 以不同见证者的视角对该事件进行描述。
其一， 一名衡山百姓在夜行中遇见一队仪仗兵，
甚是威严， 询问为官者得知是刘师道明日将前往

南岳任职。 其二， 内臣江供奉来南岳庙进香， 夜

宿庙中梦见刘师道上任宴饮的场景。 其三， 一名

道士前往尚书马亮府邸投送刘师道的书信， 并透

露刘即将任职南岳， 而当日即是刘师道逝世的日

子。 其四， 刘师道本人在长沙时称收到劄子要前

去觐见皇帝， 谁知第二天沐浴后 竟 端 坐 而

逝。［１２］１９文中介绍， 当时的衡潭百姓用与岳神相

同的规格来祭祀刘师道， 证明其神迹与前文中的

士大夫一样有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同时， 宋

代有一种 “佚老优贤” 的祠禄制度， 一些即将

退居二线的官员会被派往各地的皇家宫观担任祠

禄官。 对于那些不再有政治抱负而渴望安度晚年

的官员来讲， 这是一项没有实际工作事务， 又能

够得到一笔可观收入的美差。 南宋诗人杨万里就

曾感叹道： “全家廪食皆天赐， 晚岁祠官是地

仙。” ［１３］６６４故事中的刘师道在收到皇帝的劄子后

离开俗世担任南岳仙官， 并不忘派人通知自己的

官场好友， 实际上就是对这一官场生态的的神话

演绎。 《括异志·陈省副》 中， 三司副使陈洎去

世后在阴间继续担任益州的官职， 依旧可以与朋

友宴饮作乐， 且 “樽俎帟幕， 无不华丽， 左右

侍卫甚盛” “相得之欢不异平昔” ［７］４０。 其逍遥快

活的生活状态令人艳羡不已。 李献民 《云斋广

录·赵密学》 一篇中， 枢密直学士赵卨一日对

从吏讲： “汝俟午时， 速当来报” ［１４］２。 等到午

时， 他 “命左右取公裳服之。 乃秉笏正身， 端

坐于府， 若有所待” ［１４］２， 又吩咐道： “汝出望北

方， 有紫云至， 亦当来报。” ［１４］２不一会， 果然有

紫云飘至， 赵卨也随即离世。 故事没有交代赵卨

将升仙何处， 整体表现出一种浪漫祥和的审美意

趣， 开放式的结尾也令人浮想联翩。 《云斋广

录·王平甫》 一篇中， 王平甫去世后升仙灵芝

宫， “其乐非处世之比也” ［１４］４。 文中将王平甫仙

居灵芝宫与唐白居易升仙蓬莱 “乐天之院” 联系

在一起， 且称： “盖二人皆天才秀逸， 则精神所

寓， 必有异者。” ［１４］４可见王平甫以才情闻名于世，
但其命运却并不平坦。 曾巩 《祭王平甫文》 云：

呜呼平甫。 决江河不足以为子之高谈雄辩，
吞云梦不足以为子之博闻强记。 至若操纸为文，
落笔千字， 徜徉恣肆， 如不可穷， 秘怪恍惚， 亦

莫之系， 皆足以高视古今， 杰出伦类。 而况好学

不倦， 垂老愈专， 自信独立， 在约弥厉。 而志屈

于不申， 材穷于不试。 人皆待子以将昌， 神胡速

子于长逝。［１５］２８５

王平甫虽才高八斗， 却仕途不顺， 文人之中

多有为之不平且惋惜者， 因此为其杜撰升仙事迹

实为一种精神安慰与寄托， 与历史上李白、 颜真

卿等人的成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逍遥安乐的生活状态是道教神仙思想的诱人

之处， 葛洪在 《抱朴子》 中将神仙生活描述为

“云轝霓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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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４６。 北宋文言小说将此生活状态

与士大夫的身后世界结合在一起， 营造出仙灵永

安的美好画卷。 故事中的士大夫们皆得到长生、
自由与快乐， 不再为俗世功名所纠葛， 这是小说

作者对道教神仙思想的成功借鉴与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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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仕宦神仙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
心理及历史因素

　 　 北宋文言小说作者对仕宦神仙形象的塑造，
主要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 对世俗政治的关注及对治世能臣的赞扬

随着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的高度完善，
北宋文人通过科举取士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热情

也日益高涨， 从而形成了较前代文人有所不同的

精神面貌。 魏征 《隋书》 提到魏晋时期有 “学业

者， 多不习世务， 习世务者， 又无学业” ［１７］１０４３的

现象。 而宋代文教事业高度发达， 文士入士几率

也大大提升， 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才能吏能双馨的

政治人物。 如小说中被封神的韩琦、 范仲淹、 庞

籍等人在文坛与政坛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宋太

祖开国之初便定下了 “重文轻武” 的国策，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载， “上谓近臣曰： ‘今之

武臣， 欲尽令读书， 贵知为治之道’” ［１８］７７。 在这

种情况下， 宋代文人普遍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

责任感。 另外， 范仲淹、 韩琦、 富弼所主导的庆

历新政使得不同政治主张得以伸张， 从而令文人

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的渴望空前强烈。 北宋邵伯

温 《邵氏闻见录》 云：
大臣奏事， 可即肯首， 不即摇首， 而时和岁

丰， 百姓安乐， 四夷宾服， 天下无事。 盖帝知为

治之要： 任宰辅， 用台谏， 畏天爱民， 守祖宗法

度。 时宰辅曰富弼、 韩琦、 文彦博， 台谏曰唐

介、 包拯、 司马光、 范镇、 吕诲云。 呜呼， 视周

之成、 康， 汉之文、 景， 无所不及， 有过之者，
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１９］１５

是时政坛充满活力的盛况可见一斑。 诸执政大臣

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 自然成为小说作者乐于颂

扬的对象， 而将世俗官员与仙界神明相结合的故

事设定则更能体现其高大形象。 除上述故事之

外， 章炳文 《搜神秘览·龙女庙》 一篇也较为

典型地突出了这一风尚。 内容如下：
澶州黄河堤， 有龙女三娘子庙， 极灵应。 大

河每有危， 官府必祭祷。 元丰中， 有提举都大巡

历， 抵暮风雨， 遂宿于庙。 漏及三鼓， 雨稍霁，
闻庙殿中似有一人曰： “自北京之西过稍便。” 徐

又有一妇人声， 曰： “黄河自东如何？” 曰： “不

可定矣， 更不要疑误。” 少顷， 复曰： “北京文侍

中彦博在， 须著回避他， 候他移镇未迟。” 从者悉

皆闻此语， 预已传播。 及四年， 文相移镇西京，
黄河果坼流自北京之西。 固知万事皆非人力可为，
而朝廷庙社之臣为鬼神所钦重如此。［２０］１１３

江河神明本是天帝管理凡间的代理人， 但面

对文彦博这样德高望重的朝廷名臣也不敢轻举妄

动。 《括异志》 中 《贾魏公》 《吕枢密》 《马仲

载》 等几篇故事也都有讲述天神护佑高官的内

容。 人物形象是小说描写的核心内容， 而像宋代

文言小说作者这样灵活运用人神对比或人神角色

转化来达到叙事目的的手法不可谓不高明。
（二） 享乐之风的盛行以及解脱身心的渴望

１． 及时行乐的士大夫生活基调。 北宋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着承平治世的稳定局面， 文

娱事业得到高度发展， 使得士大夫普遍沉醉于莺

歌燕舞的逸乐环境之中。 宋代文言小说作者在广

泛的社会交游中耳濡目染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潜

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对于小说故事元素的构造。
在传统道教仙传中， 神仙所享用的食物器具往往

具有外貌朴素平常， 但功效神奇非凡的特点。 元

代道士赵道一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九

华安妃》 中提到： “真妃至， 良久手中先握三枚

枣， 色如干枣而形长大， 内无核， 其味甘美， 异

常枣” ［２１］２９１３， 旨在突出仙家饮食的炼养功效与

神秘性。 而在北宋文言小说仕宦神仙的生活中，
“美人” “佳肴” “府邸随从” 是必不可少的元

素， 可见小说作者在塑造神仙逍遥形象的同时，
也将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搬演到故事中来。

２． 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党争频发的政治环

境下， 士大夫之间往往发生互相攻讦， 暗施诡计

的丑恶现象， 使人的心情长期处于不安与压抑之

中。 譬如因 “乌台诗案” 而遭到贬谪的苏轼，
《宋史》 记载， “苏轼自湖州赴狱， 亲朋皆绝

交” ［２２］８７３１。 其弟苏辙也曾说道： “士大夫皆讳与

予兄弟游， 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 ［２３］８３其凄凉的

境遇令人叹惋。 相比之下， 道教神仙理论宣扬道

德与善良， 如张君房 《云笈七签·神仙可学论》
在论及成仙标准时便提出了 “身居禄位之场，
心游道德之乡” “至忠至孝， 至贞至廉” ［２４］５６４等

道德准则， 显然更能得到时人内心的认同。 前文

小说人物韩琦、 文彦博等人在现实中多次有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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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隐退的行为， 其高风亮节， 不恋名利的为官态

度也颇为符合道家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２５］１８２

的旷达人生观。 小说作者也正是推己及人的体谅

到士大夫们的此种精神困境， 从而为他们打造出

逍遥神仙的文学意象以寄托对身心自由、 远离荣

辱的内心渴望。
（三） 历史因素

１． 官方造神运动的影响。 君权神授是封建

王朝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传统理论， 宋前几乎历朝

都有利用道教图谶受命观制造政治预言的事例。
李丰楙在 《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 中指出：
“在政治、 革命行为中， 其所提供的宗教虚幻世

界， 确是乱世百姓的共同理想与愿望。 因而依附

于其上的咒术性图谶， 常可作为指导的思想， 发

挥类 似 于 现 代 政 治 中 ‘ 主 义 ’ 的 信 仰 作

用。” ［２６］３４７而宋朝皇帝则更为直接地对道教神仙

体系进行改造， 通过制造皇帝的仙界背景将宗教

神权变为政权的附庸。 太祖、 太宗、 真宗三朝都

进行了频繁的 “造神” 运动。 《括异志》 中的几

篇故事便集中体现了这些历史事件。 在 《黑杀

神降》 一篇中， 张守真所见证的黑杀神降临事

件明显是在为太宗赵光义的继位提供奉天承运的

合理性。 《来和天尊》 一篇中， 刑部尚书杨砺在

梦中 拜 谒 了 宋 真 宗 的 仙 界 原 形———来 和 天

尊。［２７］３ 《乐学士》 一篇中更是讲到真宗朝学士

乐史在梦中被一神人引导至天帝的宫殿， 目睹了

天帝命令 “南岳赤脚李仙人” 下界投胎为真宗

子嗣的场景［２７］４， 为仁宗的诞生及继承皇位制造

了一种神话色彩。 而关于仁宗的驾崩也被神话所

渲染， 在 《南岳真人》 一篇中， 相国庞籍在病

逝前留给家人一封书信， 信中讲到其在弥留之际

被神人引导至玉皇殿前， 玉皇有云： “庞籍令且

归， 伺与南岳真人偕来。” ［２７］８他随即被带往南岳

真人的宫殿并认出其就是仁宗皇帝， 之后凡间的

庞籍就和仁宗先后病逝。 《衡山僧》 一篇讲述的

是一名衡山僧人在逆旅之中梦见南岳神兵前往新

天子处受职的场景， 不久后便听闻仁宗驾崩的消

息。 由此可见， 北宋帝王的成神故事具有明显的

世代传承性， 几乎历代皇帝都有仙界的原型。 另

一方面， 王钦若等崇道骨干向真宗进言： “陛下

苟不用兵， 则当为大功业， 庶可以镇服四海， 夸

示戎狄也。” ［２８］１５１８而所谓 “大功业” 即是以封禅

为主的宗教活动， 并且 “当得天瑞， 希世绝伦

之事” ［２８］１５１９。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 北宋文

人士大夫普遍崇道， 他们中间的能文之士凭借宗

教生活体验将一些传闻中的人物故事道教化、 神

秘化。 北宋文言小说仕宦神仙形象的产生也正是

受到了这一创作思想的影响。
２． 宋代文人小说的创作属性制约。 李剑国

在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中提及： “大凡文人小

说多取资于见闻， 有了众多的人 ‘纵谈鬼神’，
于是小说便有了来路； 有了众多的人 ‘卧读小

说’， 于是小说便有了去途， 结果必然是小说创

作的兴旺。” ［１］３对于宋代文人来讲， 阅读小说是

其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通过集会时的漫谈搜

集到种种碎片化的素材， 加以整理増饰后形成供

文人士大夫们消遣解闷的读物。 正是这种 “游
戏笔墨” 创作属性造成了文人小说作者缺乏如

唐传奇作者那样幻设出奇的创作意识， 从而影响

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但其庞大的体量与如仕宦神

仙这样创新性小说人物的创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范本， 具有不可忽视的文

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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