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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勰思想中的道教因素
!

"""从-异苑.两条材料谈起

汪春泓

摘
!

要#刘勰家族成员名字特点%符合天师道信仰的特征%属典型的天师道家族%而且%他

们属于道教的灵宝派$从所取名字上%可以探寻到刘勰其人与其家族杰出人物刘穆之存

在着精神上的呼应和继承&刘勰-原道.篇中%关于世界构造以及'神(或'神明(的概念%与

道教灵宝派'投龙简仪(有密切关联&其金)玉相对的叙述方式%也是出于道教的传统$至

于刘勰文论中'养气(等观念%更是道教思想的翻版$

关键词#刘勰&天师道&灵宝派

关于刘勰的身世以及由身世而引出其立场)学术等诸多问题%'龙学(界前辈如杨明

照)王元化)张少康等先生均有专门的论述%他们都关注到刘勰与其宗族先辈刘穆之的关

系%足见在研究刘勰时%刘穆之是一重要的参照人物$笔者拟以刘穆之为切入点%就几个

方面谈谈刘勰与道教的渊源关系$

一)从家世)姓名看刘勰的道教因缘

近读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作为小说家言%此书远不及同时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出

名%故在历代目录学书籍的著录中也是断断续续的%譬如在明人徐兴公-徐氏红雨楼书目.

及毛晋-汲古阁书跋.等书中对此书有所记载%而其它一些著名的目录学著作则往往不曾

提及$明胡震亨整合传世文献%撰-刘敬叔传.说#'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

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

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既而有诏%拜南平公,,及毅诛%高祖受

禅%召为征西长史$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

-敬叔.十余卷行世$(

!刘敬叔参预了刘裕的建国大业%而且一直到宋明帝泰始年间才去

世%可谓是晋宋之际政治变迁的见证人%-异苑.对于了解晋宋人物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刘

穆之帮助刘裕建立基业%刘敬叔对此持尊敬的态度%其-异苑.记述了刘穆之数则轶事%其

中有两条材料特别值得注意$

按-异苑.卷四说#'东莞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凤凰集其庭%相

人韦薮谓之曰#/子必协赞大猷$0(

"隆安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东晋当时已处在灭

亡的边缘%刘穆之出%相人韦薮看出他具有协助平定乱世的命相$此无论真伪%历史证明%

若推刘裕之第一功臣%惟有刘穆之可当之无愧$故-异苑.卷七说#'刘穆之%东莞人%世居

!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本认同胡震亨此传%并稍作补充%指出'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1经籍志.所载

相合,,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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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初为琅琊府主簿%尝梦与武帝泛海%遇大风%惊俯视船下%见二白龙夹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耸秀%

意甚悦$又尝渡杨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老姥问曰#/君昨夜有

佳梦否!0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0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这是古人

讲君臣风云际会的惯用伎俩%此条材料不过是进一步佐证了前一条材料%两条材料共同目的是舆论宣

传%无非是要告诉世人#刘裕是真命天子%而刘穆之则是其辅弼重臣$这种意念一则属于晋宋历史发展

之实情%另则也为刘裕阵营所公认%而且在以后各种历史叙述中也得到了印证和确认%譬如沈约撰-宋

书.%就将刘穆之置于功臣列传第一人&而-资治通鉴.叙述东晋义熙十二年刘裕发起一次北征%到义熙十

三年十一月%'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

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

$可见%由于刘穆之突然死亡%以致刘裕结

束了这次北伐%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异苑.的此二则材料对照正史记述%会令人有一些联想$-宋书1刘穆之列传.说#'刘穆之%字道和%

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初%穆之尝梦与高祖

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萫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

*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高祖又表天子曰#/,,*刘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

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0(沈约修-宋书.可能直接引用了刘敬叔-异苑.的相关材料%-异苑.称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宋书.则说#'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盖-异苑.在传抄过程中%在唐代为避

李世民的讳%所以改作'道人(%当以-宋书.作'道民(为是"

$而以'道和(及'道民(作字%加之其'刘穆之(的

姓名特征%可见刘氏属于天师道之家族#

$刘穆之的学术及事功突出一个'和(字%而所谓'子必协赞大猷(%

-尚书1尧典.有'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之说$刘穆之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的关系中%协调整合%

洞察事态发展之大势%并因势利导%帮助刘裕在晋末脱颖而出%其睿智及手段均不同凡响$

由此再联想到刘氏宗族中继刘穆之之后的又一人物刘勰%这两者之间或许也存在着某种关系$关

于刘勰的生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按照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认为刘勰生于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

(!/

年+

$

$

-宋书1刘穆之列传.说#'高祖受禅%思佐命元勋%诏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猷%肇

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今理运惟新%蕃屏并肇%感事怀人%实深凄悼$可进南康郡公%邑三千

户$0(同传又记载#'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庙庭$二十五年四月%车驾行幸至江宁%经穆之墓%诏曰#

/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业%谋猷经远%元勋克茂%功铭彝鼎%义彰典策%故已嗣

徽前哲%宣风后代者也,,0(可见终元嘉年间%刘穆之作为开国元勋的地位丝毫未曾减弱$刘穆之身

后%先由其长子刘虑之继承爵位%刘虑之死后%再由刘穆之另外一子刘邕嗣其位%刘邕死后%刘邕子刘肜

继嗣%而刘肜于大明四年犯罪%被夺爵土%而朝庭还是念刘穆之之情面%以其弟刘彪绍封$以至于齐受

禅%刘彪也仅从南康郡公降为南康县侯%依然受到尊重$

-梁书1文学传.说#'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

%按-宋

书1刘秀之列传.说#'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父仲道

,,(刘秀之在宋朝亦功勋赫赫%卒于大明八年$由此可知%刘秀之的祖父是刘爽%而此刘爽与刘穆之父

亲可能是亲兄弟$学界由于刘勰祖父名灵真%与穆之)秀之等天师道命名法不同%由此怀疑-梁书.关于

刘勰身世记载的真实性%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天师道家庭成员命名时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足为奇%譬

如上述刘穆之的儿子辈中就有刘虑之和刘邕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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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以来%就对刘灵真是否刘秀之亲兄弟存疑%后又有学者比较-南史.与-梁书.的差异%指出-南史.中删除了

'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句话%因此-梁书.记载不足信$这种存疑并无根据%比如沈约-宋书1自序.%沈氏也信奉天师道%但

讲到'戎子,,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兄弟间名字也并不一致$或许此时人多妻%有嫡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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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取名意味着何种深意%是耐人寻味的$刘氏在晋宋间崛起%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资治

通鉴.在叙述刘穆之事迹时%颇为突出刘穆之经常挂在嘴边的'穆之家本贫贱(这句话%在门阀林立中%非

名门望族想突围而出%在社会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端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圆融的平衡技巧$相对于刘穆

之的成功%刘氏之灵真一系则显得比较落魄%刘勰父亲刘尚也官不过越骑校尉%故当宋明帝泰始三年*公

元
(!/

年+刘勰降生%长辈为之取名时%自会寄寓振兴门庭的厚望%而现实中依然声名卓著的刘氏先辈刘

穆之即是其效法的楷模$而'刘勰%字彦和(%则与-异苑.卷四所谓'东莞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

/子必协赞大猷$0(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虽然刘穆之的孙子辈刘肜)刘彪要比刘勰还高一辈%但是从史书

记载三者活动时期来看%其年岁可能相若%刘彦和之'彦(字与 '肜()'彪(二字俱有相同的部首部分

'彡(%'刘彦和(实有攀近刘穆之一系的意思&而且'勰(与'子必协赞大猷(之'协(字相通%按-说文解字.

说#'协%同众之騄也$(-说文解字.说#'勰%同思之騄也$(-说文解字.说#'騄%调也$从龠%禾声%读与
#

同$(-文心雕龙1附会.篇说#'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迭$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

如乐之和%心声克协$('和(亦与'协(相对&-说文解字.又说#'彦%美士有
$

%人所言也$(古人在取名和

择字时%经常采用互文的方法%所谓'勰(者%可以解释为'彦和*或騄+(也$而'彦和(又与刘穆之字'道

和(相对应%故一言以蔽之%'刘勰%字彦和(既秉承了刘穆之天师道的家学渊源%又怀抱着'协赞大猷(的

事功理想%'刘勰(包含着刘穆之再世的美好愿望%这对于刘勰的安身立命当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再

者%设若不信%按沈约-宋书1自序.记述其先祖中有一沈穆夫%字彦和%查-说文解字.说#'穆%禾也$从

禾% 声$(南宋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钱勰字穆(

!

$此进一步证明'刘勰%字彦和(%乃深含踵

武刘穆之之意%确实是有迹可寻的"

$

此为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开辟了一重要的管道%对'龙学(研究可谓大有裨益$首先%'刘穆之

字道和%小字道人(%而且刘秀之字道宝%刘秀之父亲名字是'仲道(%刘勰祖父名字为'灵真(%东莞刘氏一

门洋溢着浓厚的天师道气氛%据此%后人不难理解为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篇首列-原道.一篇%而对

此'道(究竟何谓%也有了一个对证的参照$

刘勰自出生后大约
"'

年左右%宋齐易代%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评价建元之初'齐祖尚儒%辅以王

俭%其后数年之/儒学大振0%对彦和之重儒必深有影响(&并且指出永明年间由于王俭的倡导%形成'家寻

孔教%人诵儒书(的学风%而成年之刘勰当是'执卷欣欣(者之一$值此时代背景%具有强烈出人头地意念

的刘勰不可能抗拒此种主流学风%此铸就了刘勰思想及学术中儒学的一面$而另一面天师道家学作为

方法论%仍旧在其心底存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晋宋之际天师道与先秦两汉道教)道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东晋南朝流行于江左的道教有

'灵宝派(

#

%著名道士陶弘景尚有一篇-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序.留存迄今$

$灵宝派属于当时在原来的

天师道及江南固有神仙道教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道教流派%在齐梁佛教大盛之前%其影响颇为深广$而

刘氏世居之'京口(恰是此教的中心区域%

%刘勰祖父'灵真(这一名字似与此有关&

%刘秀之字道宝也是

出于'灵宝派(的意思$'真(或'真人(在-庄子.中已出现%而观敦煌本-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

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之录文及辑佚%其中伯希和
%'$!

号有曰 '太上灵宝洞玄天书%道之至真%尊

大无上,,道言#灵宝经常有十方自然佛)至真威神)三万六千真人,,(云云%主旨是宣讲若要'体真入

妙(%舍-灵宝经.外绝无他法%而刘勰祖父'灵真(这一名字则正体现了此种思想$

二)-文心雕龙.所呈示的自然空间结构以及金玉崇拜所蕴藏的道教思想

道教研究者认为%灵宝派吸收了大量的佛教术语和内容%其实是一种'中体西用(的新道家$成长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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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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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1献文六王列传.记载'彭城王勰%字彦和(%其人名与字的由来%则与'刘勰%字彦和(另当别论%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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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王承文撰-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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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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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之-五符经考证.之-6抱朴子7述古之6灵宝经7.及相关部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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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记载名道士许揆玄孙灵真%灵真%属道教色彩鲜明的名字$此文载-陶弘景集校注.%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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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宗教氛围之中%按-梁书.本传'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

余年%遂博通经论,,(南齐永明七年王俭病逝%儒学逐渐式微%而刘勰从儒学之士转向佛门中人%并非

单纯地从儒转向佛%其间作为家学的灵宝派道家修养实质上可发挥沟通道)佛津梁之作用$而其-灭惑

论.虽然表示他已放弃道教而转信佛教%但是灵宝派的影响亦很难从其心灵中根除$-文心雕龙1诸子.

篇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

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

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

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此文中'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据此足见刘勰

垂名不朽的人生观%以及对于一己'姓氏(能否与日月同辉的关切&而其中所涉的'风后()'力牧(和'伊

尹(在-汉志.中均与'黄老道德之说(相联系%-鬻子.二十二篇亦列在-汉志.之'道家(%而在-汉志.意义

上所谓的'道家(其实就是'黄老(&上述文字进一步阐明'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

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刘勰尤其推崇道家的倾向于此可见%而此正

是其'道教(家学的真实反映%天师道是从先秦两汉的黄老道家发展而来的%刘勰对此源流可谓了然于

心&若认为刘勰属于纯儒者%对此则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故而凝固地指称刘勰属于某一家的观

点%实在难以诠释刘勰其人其学%由于中国古人在刘勰之前已经出入儒道各家%因地制宜地运用各家学

术%千载之下%若我们特指某家来套刘勰%或儒或道或佛%却不能从三教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看问题%这

样的研究思路基本上就错了!

$从-文心雕龙1诸子.篇来看%它倒与葛洪-抱朴子内篇.以道为本)以儒

为末的思想十分相似$

-文心雕龙1原道.篇对于研究刘勰思想有重大价值%-原道.篇说#'文之为德也%大矣5 与天地并生

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如此叙述%在中国文化

史上%有悠久的来历%-汉书1翼奉传.记载翼奉奏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

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刘勰-原道.篇对此亦有所本%然而%对-文心雕龙1原道.篇

注解历来较少关注到道教一边%其实中国的道教最重视天地日月山川之神性%王承文先生研究敦煌本

-洞玄灵宝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与晋唐道教科仪"

%对于道教早期'投龙简仪(进行历史的还原%虽然此种

宗教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上古%但是形成为一种规范的仪式%却是灵宝派的创造$早期道教

投射其宗教感情的对象%往往不是人格神%而是自然中的天地日月星辰及山川河流%具有泛神论的倾向$

保存于-道藏.的投龙简仪%可见诸-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上所载'三元玉简文(%其中咒文有

曰#'玄上开明%元始监真$上帝五老%赤书丹文%天地本始%总领三元$摄气召会%催促降仙%高上符命%

普告十天$日月星宿%五岳灵山$天下地上%溟泠大神$监生主录%南上三门$开领玉简%勒名丹篇$(这

样的咒文作为宗教仪式之一环%已经程序化了%其中必然会提及天地)日月)星辰)五岳和灵山%陶弘景

-华阳颂.有曰#'重离傥或似%七元乃扶胥$(七元%指日)月和五星$这样一个道教的系统与-原道.篇所

谓'道之文(所呈现之种种%若结合刘勰天师道家学背景%就不能简单地视作是巧合%而应该认为是由灵

宝派世界结构在刘勰心灵中的反映%王承文先生指出%古灵宝经中投龙简仪所投告的天)地)水三官%直

接渊源于汉魏天师道的'三官手书(%所谓'三官(者即天)地)水之谓也%而此与上述'三元(实质相近%主

要指天)地和人%由此可见%刘勰所标举的'三才(%其实也有道教'三官(或'三元(的因子&前已述及%刘彦

和之'彦(字与 '肜()'彪(二字俱有相同的部首部分'彡(&而且刘穆之的'穆(字也包含有'彡(的组成部

分%沈约先祖中沈穆夫%字彦和%作为天师道世家%其名和字均有'彡(的部首部分%按-说文解字.解释#

'彡%毛饰画文也%象形%凡彡之属皆从彡$(段注则指其读若'所衔切($我推测此或与道教重'三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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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陶弘景撰于梁普通三年的-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记.%梁武帝)沈约等尚列名上清弟子之后%足证三教在南朝%虽某教之地位有

消长%然而%三者之间%却绝无截然的界限$此文载-陶弘景集校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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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泓#论刘勰思想中的道教因素

关%刘勰%字彦和%-说文解字.所谓'彦%美士有
$

%人所言也(%一个'

$

(字其实涵盖了-文心雕龙1原道.

篇所描述的高卑两仪之间的天文)地文及人文!

$

而连接人与道或神的使者%在灵宝派看来%唯有'金龙负玉简(才堪担此重任$再观敦煌本-太上太

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之录文及辑佚%其中伯希和
%($%

号有曰#'上宝紫

微台%下藏诸名山%焕烂龙凤文%戢曜在无间$(又说#'太上无极大道无上太真自然经从此中分之丹书书

黄素%金 贯甲右%弟子受书后%投金 十口%告于十方%不泄之誓%并十口奉师%效金龙并于清冷之渊%求

登仙之道信毕矣$(对照-原道.篇所谓'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

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

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

谁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其'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无疑与道教投龙简仪实有不解之缘$

此间'玉版金镂(一词值得重视%老庄学派%尤其后世道家)道教中人%均格外关注金玉的价值$-老子.

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庄子1天地.篇说#'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当然老)庄是主

张'外物(而'守中(的%但作为身外之物%'金玉(作为'物(所具至尊价值的象征意义%老庄还是认同的$

此种金玉崇拜%尤其是玉崇拜的情结%在华夏民族心理上有着极其遥远的源头%影响至大$儒家一

派%譬如-孟子1万章下.赞颂孔子'集大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与玉振之也$(孔子智)圣合一%然则

'金(和'玉(具有一种智性和德性的譬喻意$而自先秦以来广义的 '金()'玉(崇拜中%道家则有其鲜明

的特殊性%金与玉是被作为道教仪式用品来使用%被赋予神圣的光泽$-庄子1徐无鬼.篇记述女商说#

'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成玄英疏曰#'-金板*板%

亦作版+.-六.%-周书.篇名也%或言秘谶也$(

"所谓'秘谶(者%天机不可泄露也%那是人与天或人与神

的对话%文字写在金版之上%凸显其金科玉律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极具神秘主义特质%更接近于道家一派$

-庄子1庚桑楚.篇说#'至信辟金$(郭象注曰#'金玉者%小信之质耳%至信则除矣$(可见%金玉留存着'信(之

质的文化讯息%而此种'信之质(的最高形态%很早就体现于初民及道家)道教的人)神交流共感之中#

$

反观刘勰-文心雕龙.%其中'金(字具有形容词或象征性意味时%往往和'玉(字联用%而此正蕴含了

悠久的道家和道教的渊源$

道家或道教均以'原道(为其本体论或最高哲学%人%无不以得道为最高的人生追求$天地间%人为

贵%-论语1卫灵公.说#'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0(人的价值和尊严被高度张扬%然而%个体人生又

十分脆弱和渺小%-文心雕龙1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生年不满百的人生%须附丽

于坚实的金石或金玉%方可永垂而不朽$此种意念%最典型地体现在前汉淮南王刘安的著述和行为当

中$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其开篇就是-原道训.%与此一学派中诸如-文子.开篇即-道原.%均非常一致$

按-汉书1楚元王传.记载%淮南王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

方(%刘向的父亲刘德因参预治淮南王狱%得到了这些书籍%刘向阅读之后%信以为按此书就可铸成黄金$

从此叙述中%可以看到后世道教的基本路径$陈国符先生-6道藏7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研究法.等论

文%揭示出#'/外丹0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0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

性质与金银相似%曾有一个时代被当作真金银*自秦汉至唐初+$/术0就是法%就是办法$(

$此种道教之

术%无疑至晚刘安已发其端$

-文心雕龙.将-原道.列于首篇%尽管其内容呈现强烈的儒家倾向%然而%作为子部书的写作%刘勰所

持形式却依然脱胎于道家或道教学派%而其金)玉对文%更佐证了此一假设$

-文心雕龙1原道.篇说#'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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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1经籍志下.署名刘勰撰-刘子.十卷%其中卷之六-慎言.第三十说#'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语者%人之

文也$(*见王叔岷-刘子集证.%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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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1原道.篇说#'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

-文心雕龙1征圣.篇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文心雕龙1正纬.篇说#',,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

-文心雕龙1辨骚.篇说#'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文心雕龙1辨骚.篇说#'赞曰,,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文心雕龙1乐府.篇说#'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赞曰,,讴吟穅野%金石云陛$(*玉%是石之

一种+

-文心雕龙1诔碑.篇说#'碑者,,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

-文心雕龙1诸子.篇说#'嗟夫5 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

矣%其声销乎5(

-文心雕龙1封禅.篇说#'固知玉牒金缕%专在帝皇也$(

-文心雕龙1封禅.篇说#'赞曰,,树石九%泥金八幽$(周振甫注曰#'八幽%地的极深处%(指玉牒

金缕埋在地里$(

!此注甚确$

-文心雕龙1书记.篇说#'三代玉瑞%汉世金竹$(

-文心雕龙1比兴.篇说#'故金锡以喻明德%皀璋以譬秀民$(

-文心雕龙1附会.篇说#'然后品藻玄黄%詀振金玉,,(

-文心雕龙1时序.篇说#'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

-文心雕龙1才略.篇说#'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文心雕龙1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

仅就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而言%琳琅满目者%多有金)玉之词%-云笈七签.卷之七-三洞经教部.之

-玉牒金书.曰#',,又云#/以紫玉为简%生金为文%编以金缕%缠以青丝$0(

"道教颇重仪式%而在仪式

中%金与玉%作为器物%乃不可忽缺的$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说#'-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

#

陶弘景-真诰.卷二曰#'玉醴金浆%交梨火枣%此则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

$

陶弘景-水仙赋.说#'迎九玄于金阙%谒三素于玉清$(

陶弘景-华阳颂.说#'三宿丽天序%两金标地英$(两金%指金庭与金陵%属于道教的著名福地$

陶弘景-真诰.卷十一曰#'大茅山)中茅山相连长阿中有连石%古时名为积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

其处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屋室静舍乃佳$(

陶弘景-真诰.卷十三曰#'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饮之除腹中三虫%与隐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

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说#'以何因缘%独超青云而弊金石者乎5(

企求短促的生命能如金石般永生%故而%金)玉或金)石%无不寄寓着道家)道教之士长生久视和富贵

荣华的幻想$即使-文心雕龙.作为骈文%金与玉对文%或有丽辞的考虑%然而%结合金玉在道教中的特殊

意义%刘勰如此遣词%亦充分反映出其深受道教熏染的痕迹%按-文心雕龙1正纬.篇说#'原夫图之见%

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河图洛书%玉版金镂%

与道教所谓的'玉牒金书(或'玉()'玉札(%其实并无二致%它们均属人神之媒介%与儒家等相比%在道

教世界%金)玉更有卫生良药)居室饰物甚至典礼器物的实在意义$

在道释融合的过程中%大乘佛教之空观%尚未彻底征服)消解中土道教之观念%神%在中土先秦文献

中已不鲜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神的概念折射出各种思想元素%然而%即使佛教盛炽%中土一些固有的

传统观念亦非轻易被颠覆%神这个词就特具典型性的表现$-魏志1钟会传.之裴松之注引述何劭-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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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泓#论刘勰思想中的道教因素

传.曰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神明的多寡%是一个人圣)愚的决定性因素%它潜藏着一种实在

性的含义&从南朝范缜-神灭论.以及围绕神灭与否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可见在佛教激荡之下%中土固有

的'神(的概念也引起士人群体性的思考$-世说新语1文学.第
((

则说#'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

致$(此在东晋%道释交融尚处在粗放期%对于佛教所谓成佛%士人难免产生误读%神明%是道教的观念%士

人以为通过'祛练(的途径和手段%就可以达到成佛*圣人+的目的$刘孝标注引-释氏经.曰#'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显然%神明与佛性)圣人与成佛并非完全对应的

概念%佛教空观破除执念%空空万有%而当时中土士人以道解佛%重玄双遣之旨亦尚未了了!

$认为保有

或扩展人身心中的'神明(%即可超凡入圣%涅?成佛$于是%神明或神理%在其意识中%就成为虽然无形却

是实在的一种存在%陶弘景-寻山志.说#'欣夫得志者忘形%遗形者神存$(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说#'夫禀

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此显然与佛教所谓的'佛性(并不一

致%依然是中土的观念$而刘勰虽'依沙门僧(%然在神明和神理认识上%却十分接近陶弘景的观点$

'龙学(界关于刘勰文章本体论的看法%迄今尚存在误区$在文之枢纽的五篇当中%尤其在-原道.篇

中%较为频密地出现了'神明()'神理(这样的字眼%而-正纬.篇说#'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

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即使辨析纬书存伪之事实%但是他承认'经显%圣训

也&纬隐%神教也(%世间有真正的纬书存焉%甚至比作为圣训的经籍更加高明%如-文心雕龙1原道.篇

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文心雕龙1原道.篇说#'谁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文心雕龙1

原道.篇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文心雕龙

1原道.篇说#'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文心雕龙1正纬.篇说#'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

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文心雕龙1正纬.篇说#'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

文贵$(所谓'神理设教(%正揭示出五经不过是呈现神理)借以设教的方便筌蹄而已%然则-原道.篇所谓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无论是圣人或文章%其实不过是明道或载道的工具%而道可道%非

常道%道原是不可言说的%而道生德%-征圣.篇说#'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竭力称

颂圣人和五经闪耀着神明)神理的光辉%故而%文章之宗经)征圣%意指文章必须赓续五经%从而远绍神明

及神理的光辉%才能达到几近乎道的境地%从此亦可推测%文章之本体固然是道%但是%道是不可企及的%

退而言之%神明或神理就几乎可视作文章之本体%文章走宗经)征圣之途%自练字遣词)文体规范诸方面

'通会(五经之血脉%扭转近代文学'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不良风习%各体文章写作才能折射神明)神理

之光%此即文章不二之正途也$

以此来理解创作论的-神思.篇%也就豁然冰释$-文心雕龙1神思.篇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

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

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

矣$(对于这段话%假如不兼顾道教渊源%则历来存在着误读$刘勰无疑亦秉承道教根深蒂固的'神明(

观%认为文章写作的过程%乃关涉作者生命体中之'神(或'神明(如何尽可能不受滞碍地展开活动%也即

上述-世说新语.所谓'祛练神明(之工夫%故而-神思.篇之'神(理应通贯全书%并在道教之'神(的语境中

来理解$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戒法轮妙经.共有六个钞本%王承文先生认为其中
DM"#&!

号文

书%属隋代写本%保留了古灵宝经某些原有的内容%其文曰#',,自从无数劫来%学已成真人高仙)自然

十方佛者%莫不从业行所致%制身定志%坐禅思微,,若见佛图%思念无量%普履法门%身与我神%得道无

为&若见沙门%思念无量%普得出身%身与我神%同得佛真,,道言#无量妙通转神入定经颂%皆治道行%愿

念一切%形与神同%普入至真%虚皇太上大道君所受%高上大圣%十方至真已得佛道%皆修行此法%以广度

1

$.

1

!

关于重玄双遣%参看-庄子集释.中唐人成玄英的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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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是经+为巨海之源%无不归宗%犹如须弥之高$(

!两相对照%-神思.篇之'而志气统其关键(与

'积学以储宝(%假如以此敦煌写本为参照的话%上述
DM"#&!

号文书所谓'制身定志%坐禅思微(及'学已

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可知-神思篇.之'志气(%乃指近似-庄子1达生.篇孔子闻佝偻者承蜩之

谈%感喟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5(亦与
DM"#&!

号文书讲'制身定志(相通%要摆脱人身之纷扰%志定而

神王%'身与我神%得道无为(%'身与我神%同得佛真(%方能进入'坐禅思微(的高妙之境&因此%'积学以储

宝(%自然也不可单纯地从-荀子1劝学.篇之旨来作解"

$刘勰具有道教'灵宝派(的学术渊源%所以此

'储宝(%理当在'灵宝(语境中来体悟$此派所谓'学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就显然与儒家关于

'积学(的意思有所区别$-文心雕龙1体性.篇说#'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刘勰还是承认世上确有'生

而知之者(存在%他虽然不否定'学(和'习(的重要%然而%此属于'技(的层面%若由技进乎'道(%作者之通

'神(%则绝非仅依靠学)习能达到的$然则-文心雕龙1体性.篇#'赞曰#,,习亦凝真%功沿渐靡$(以往

注家理解不确%'习亦凝真(%指正途的学和习%乃唤醒固有之神明%并且将之更加巩固%葛洪-抱朴子内

篇.卷一-畅玄.说#'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

#所以

'凝真(和'储宝(%都非指外在知识学问之堆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天性$刘勰信奉'各师成心%其异如

面(%而学与习%对于天赋之神明而言%套用-孟子1告子上.的一句话%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而此种唤醒和巩固的存养工夫%很难一蹴而就%而须持之以恒$-云笈七签.卷之三-道教本始

部.之-三宝杂经出化序.说#'我之所生%乃是因缘和会%寄胎父母耳$众生灵照%本资真父母而生$但以

本性既微%未能照见%为尘劳所惑%遂便有身$有身之患%万累生焉$是以转轮五道%还源靡遂$因以本

性相资%灵照本同%皆有智姓%卒莫反真$(此节文字%虽然晚出%其实正道出了灵宝派的主旨%-神思.篇

曰#'研阅以穷照$(此'穷照(非向外%而是反求诸己$亦如道教排遣'有身之患(%返归本真%彰显本性%在

体用两端%一则发挥了写作者神思之妙用%另则亦沿波讨源%呼应了神明)神理之文章本体%-神思.与-原

道.保持了内在的高度契合$

三)-文心雕龙.在包容度)养气论等方面与道教之关系

灵宝派极具包容性%是中国思想史上三教合一的先驱%此教派并不数典忘祖%虽然接受了外来佛教

的内容%却不臣服于佛教%对-老子.依然十分尊重%坚持'道家经之大者%莫过-五千文.%大洞玄真之咏

也(5 然则-老子.'道法自然(也依然是此派不变的教义$-史记.中太史公-论六家要指.惟独推崇'有法

无法%因时为业(的道家%信奉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并且此种道家具有'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和'撮名法之要(的特征%不局囿于一家%具有一种兼

包并容的开放心态%此几乎是灵宝派思想上的方法论%它既尊重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思想与习俗%同时亦

敢于借助佛教为我所用%使得此派宗教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刘穆之在政治上得以一飞冲天%盖与此

种方法论所孕育出的政治智慧也不无关系$-资治通鉴.叙述刘穆之死前%'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建

康%讽朝廷求九锡$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由是愧惧发病$(按胡三省注曰#'刘穆之辅刘裕%

岂惟才智不及荀%而识又不及焉$(刘穆之在后世被人视作'贰臣(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则认为刘穆

之在主观上还是不忍刘裕之篡夺$而'协赞大猷(作为刘穆之的政治风格%其实质就是协调好各种层次

的政治关系%而不主张使用政治计谋来剿灭异己者%以维持社会政治之和谐稳定%这也集中表现于其字

'道和(二字之中%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致中和(与刘穆之道教式的行事风格完全相

吻合%故而在刘穆之身前及身后%均树敌不多%其声誉亦能不与身俱灭$-文心雕龙1议对.篇说#'赞曰#

,,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按-世说新语1文学.第
$%

条说谢安特欣赏-毛诗.中'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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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王承文撰-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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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1劝学.篇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主张化性起伪%相较于此

种'神明(观%刘勰显然存在根本的歧异$

-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
"#..

年+%著者王明先生采用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为底本%此底本作'守之者外(%而明卢舜治本作

'失之者外(%当据以改$



汪春泓#论刘勰思想中的道教因素

谟定命%远猷辰告(两句%刘孝标注引毛苌注曰#'皐%大也$谟%谋也$辰%时也$(并引郑玄注曰#'猷%图也$

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故刘勰认为高明的政治应该'同时酌和(%以致'雅谟远播(%而此

正与刘穆之'协赞大猷(之理念相契合%也正说明刘勰对于刘穆之的学术及事功有深切的理解$

刘勰虽在政治上缺乏一展宏猷的机会%但是此种家学渊源却沦浃肌髓地影响到其文论%在-原道.篇

中刘彦和海纳百川地宣称'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此中透射出一种尊重一切生命体生存理由的道教观

念%此对于写作-文心雕龙.时所持方法论之确立%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江淹-杂

体诗序.说#'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

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 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

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5(

!作为文论家更切忌'论甘而忌

辛%好丹而非素(%譬如经学家的裴子野论文就几乎抹杀了'文(存在的空间%而放荡为文者也过犹不及$

刘勰-文心雕龙1正纬.篇说纬书某些记述'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显然他清晰地

区分了'经典(和'文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本体%不至于拿经典来令文章削足适履%或者挟经典以自

重%来无端贬低文章的价值&而且在分析文章时%他同样运用不同文体的视角%承认各种文体存在的价值

和各自的特点%最终遵循'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择善而从%-文心雕龙1章句.篇说#'观彼制

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

和%庶保无咎$(刘勰以'折之中和(的方式为文章学确立正道%并且分别作出文体史式的精细研究%一部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终于诞生$

关于文章写作状态的描述%-神思.篇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反观

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说#'尔澡形洁藏%肴粮既去%宣道松术%实资芳醑,,尔真心内固%清行外彰%

荡涤纷秽%表里雪霜$(-魏书1释老志.说#'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精神%

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此种道教徒清修的观念和方法%刘勰从固精固神的角

度%来调节属文之士的写作心理%移用'虚静(之说%以使文士忘形而通神%以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之-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引-三洞珠囊.卷十-叩齿咽液品.引-五符.云#

'夫叩齿以命神%咽气以和真%纳和咽六液以运人制神须鸣鼓以行列也$此名呼神$(

"

-文心雕龙1养

气.篇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

气衰#此性情之数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说#',,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

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

分也$(道教养气%意在延长寿命%而刘勰借用道教的'养气(说%依然是为了彰显文章写作主体乃属于'神

思妙悟(的精神生产%而此种精微的认识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更是不言而喻的$

以往学界更多注意刘勰与儒家和佛教的关系%这些研究自然是极为重要的%而至于刘勰与道教的关

系%却相对被忽略了%笔者从刘勰与刘穆之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为探究刘勰的道教渊源找到了方向%而

循此方向%日后会有更多的心得%亦可进一步拓展'龙学(研究之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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