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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内容概要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唐代尤其兴盛，而唐代又恰巧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在
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本书便从楚文化精神与道教的关系说起，一方面描述了道教对中国古
代文人的影响，一方面从诗、小说、词三个角度论述了道教对唐代文学的渗透，指出正是由于道教的
影响，使唐代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示了人追求自由的情欲，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学家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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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作者简介

葛兆光  1950年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
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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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精彩短评

1、之前也觉得道教有不少故弄玄虚的成分，但这本书道教与文学、文字之间互相需要的视角还从来
没有想过。
2、感觉太简略，从这本书多少已经看出葛先生对文章框架的执着23333
3、中规中矩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书
4、从不同的角度看唐诗，建立价值观时看唐诗不适合，锻炼观察力时很适合
5、果真是宏大叙事 写来也是散文风骨⋯⋯一味以唐人天马行空的风格比附于道家未必尽然 找时间读
文中提到的顾氏一文。
6、葛先生也有年轻的时候
7、不够好
8、道教与唐代文学
9、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作品，当然这是可以原谅的，可能会有生硬的理论的嵌入。大量的一手资料的
阅读，理论也渐渐隐退成隐形的思维方式和视野。我是葛兆光的死忠粉。
10、现在还真不习惯这种宏大叙事了，写的很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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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精彩书评

1、道教是中国传统社会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
烈的长生与享乐气息，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想象力的世界》致力于探讨道教在何种程度
上，对唐代的诗歌、小说、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丰富的想象是
一切宗教共有的，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如天堂、彼岸、仙界，以及苦难的渊薮——地狱（有意思的
是，佛教、基督教、道教都使用了同样的名词作为代称），道教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想象建立在对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梳理基础之上，由于儒家崇尚理性与秩序，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佛教未进
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的神话阐释权一直掌握方士手里，再往前，则是巫觋。《汉书艺文志》有方技
、数术，承自刘歆《数术略》《方技略》，若以《辑略》为总序，则天下书六分，其中有两分倒是与
原始直觉与想象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后来的道教渊源所自。道教形式的一面源于方术，理论则源于道
家。道教将道家现实化了，道家种种想象究其根底，都是在追寻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超越性体验，如《
庄子逍遥游》中有列子乘风而行，及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
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热。”但道教则把这一切都作为一种真实体验，与古代传说合二为一，构建起了自己的一
套宗教谱系，鼓励人们通过炼丹、符箓等外在形式追求肉体上的长生不老，从而得享世俗世界的一切
欲望。原本皇帝作为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对于道教长生以及房中术、丹药等催化欲望的东西就
带有天然的兴趣，唐代李姓立国，更顺理成章地将李耳——道教名义上的开创者老子，后来的太上老
君，尊为祖先，由此道教在唐代就获得了类似国教的地位。对于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士
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的人生选择，道教既然成为国教，自然也获得了大量士子的青睐，李
白、李贺、顾况、卢照邻、陈子昂⋯⋯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即连杜甫乃至一般认为是佛教徒的王
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的影响。唐代对宗教极为宽容，尽管道教享有国教的待遇，却并不曾如西
汉一般，来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各种各样的思想在那个年代交汇，并初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质，从此以后中国的士人几乎都无法摆脱也无需摆脱这三种思想带来的冲击与
润泽。葛兆光先生这本书的视野基本集中在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其丰厚的想象力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书中所列举的大量史料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连看上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五代词，葛兆光先生
也匠心独运地将词与道教音乐联系到了一起。但本书对于宗教想象力的比较，特别是道教与佛教的比
较上并没有做太多说明，全书的宏观视野令人赞叹，由此可以追溯道教形成、发展阶段对文学产生的
影响，特别是方术如何具体演化为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陆静修、葛洪、陶弘景等人在理论与实践上
如何完成道教的定型，乃至道教与玄学的关系，道教何以在中国具备如此丰厚的存在土壤，为何道教
与世俗联系如此紧密，专制皇权在其间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都应当是后续要继续追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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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章节试读

1、《想象力的世界》的笔记-第28页

        （志怪、博物及图录）在巫觋道士那里，这些书是有实用性的，如有一类记精怪的书是避邪远祸
用的，中国古人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识得精怪之相或知道精怪之名，就可以躲避它们的侵扰《左传
》宣公三年记楚子问鼎时说：

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

而《白泽图》、《九鼎记》即是此类巫书，正如《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所说：“知天下鬼之
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又如有一类记地理的巫书，则是为外出避鬼驱邪或
接引神仙用的，如被称为道教要籍的《五岳真形图》就是图文并茂地描述五岳地形及鬼神，用来“避
邪恶鬼温疫鬼”，“召司命司危”及“五岳之君”的巫觋秘笈，据说“家有蓄图者，善神守护其家，
众邪恶鬼灾患疾病皆自消灭也”，而常被人称为小说的《十洲记》，其实也是解释那些“因山源之规
矩，睹河岳之盘曲⋯⋯周旋委蛇，形以书字”，让人携带或披阅，以为“灵真之信”的符图的文字，
传说西王母授给汉武帝的书中就有“禹经诸五岳，使工刻石记其里数”的地图，方士李少君传蓟子训
，蓟又传刘京的书中就有“昆仑神州真形”及“十洲真形诸秘典”，而它们的用途即“道士执之，经
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迎”。

2、《想象力的世界》的笔记-第95页

        （1）叶净能得天罗宫帝释差神送符本一卷，便能“须去即【去】，须来便来，推五岳即须臾，喝
太阳海水时向逆流，通幽动【微】，制约宇宙，造化之内，无人可皆（偕）”，这个符本上记的全是
鬼神名字。
（2）叶净能入京途中从华岳神手中救得无锡县令张某的富人，方法是画符化为天神。
（3）在长安劾治野狐精魅，救了康太清之女，叶净能用一领毡，四枚钉，“左手执剑，右手捉女子
，斩为三段”，结果斩了野狐，“女子菀（宛）然无损”。
（4）为唐玄宗从钱塘取仙药，叶净能“一身元在观，化为【一】身与陛下取仙药”，并在钱塘符斩
恶蜃，唐玄宗与高力士不相信，用计试之，被叶净能识破。
（5）在大内宴会上以酒翁化为道士与玄宗对饮，使“皇帝一见大笑，妃后共贺帝情”。
（6）唐玄宗梦神送龙肝，醒后请叶净能详梦，叶说“陛下合得龙肉吃”，于是以符掷水盆，“空中
有一神人，送龙腿一只可重三十余斤”。
（7）开元十三年大旱，玄宗求雨，叶净能符召五岳神及天曹，天曹说因百姓抛其面米饼，所以有三
年大旱，于是叶净能便“移雨”，“前后三日而足”。
（8）开元十四年，叶净能作法，“将皇帝及左右随驾等，同【往】剑南看灯，疾似飞云，申如电掣
”，并让唐玄宗留小汗衫子一件于蜀王殿，后来剑南节度使上奏，因而令唐玄宗相信此事不虚。
（9）代玄宗向天曹地府问皇后有无子嗣，后天曹地府同报：“皇后此身不合有子。”
（10）叶净能携唐玄宗观月宫，“楼殿台阁，与世人不同，门窗【户】牖，全珠（殊）异世。⋯⋯皆
用水精玛瑙，莫恻（测）涯际”。月宫中“冷气凌人，雪凝复骨”。
（11）叶净能“见大内一宫人美貌殊绝”，便用符取来同寝，“美人昏似醉，都不觉之”，玄宗大怒
，伏兵杀之，净能变化躲入柱中，遂归大罗天，“一道紫气，升空而去”。
（1）若干年后，中使在蜀中见叶净能，净能说玄宗“若欲得与臣相见，须待海竭河枯，山移地改”
。
从头到尾，十二个故事以叶净能为主轴，从叶净能赴长安谒见唐玄宗到离开唐玄宗，前后相续，形成
了一篇颇类似于后来章回体的长篇传奇小说。
值得注意的不是它的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大意义——而是它的故事来源。叶净
能确有其人，生活在武则天时代，曾当过国子祭酒，据《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记载，有人曾
于神龙元年（705）上疏指斥他考炼金术为官，《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韦庶人传》也记载他“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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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世界》

架”而被引入后廷，可知他确实精通道教的一套把戏而且颇为走红，但是他究竟是不是真资格的道士
还很难说，况且景龙思念（710）中宗死后，李隆基（即玄宗）一下子发动政变，杀了大批韦、武旧党
，叶净能也被处死。显然他不可能活到唐玄宗时代，与玄宗勾肩搭背，打得火热，更不可能若干年后
又在蜀中现身。
那么，这十二个故事的原型究竟来自何处呢？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绝大多数是盛唐尤其是开元、天宝
时期道士传说的变体，比如其中（1）、（）、（6）、（7）、（8）、（9）、（10）均在叶法善传说
中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而（10）、（11）、（12）则在罗公远故事中可以找到，（5）又见于张果的
传说，而（10）在《龙城录》、《异闻录》中又归之申天师；而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叶法善、
罗公远、张果、申天师之类道士正是一批极走红的人物，他们代表了道教中以符箓禁咒、考召幻术为
特征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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