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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唐、宋、元、明这四个朝代的文学研究中，金元文学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甚至称为“门前冷
落车马稀”也不为过。
而作为金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支脉——金元道教文学，则更因其涉及宗教的原因，问津者就越发寥寥
。
但在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竟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
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
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
而本书的作者左洪涛博士则就是这样一位勇于“填补空白”、“拓荒”的青年学者。
左洪涛博士是河南信阳人。
这是一个兼善南北之风的地方，既有北方的朴实又有南方的精致。
历史上，信阳在东周时期是申国，春秋时期成为楚国的附属国。
楚相孙叔敖、三国时期的魏延、明代“前七子”领袖的何景明等均是信阳人。
左洪涛博士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数年，而后于1997年考上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
的硕士生，师从张林川教授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及先秦两汉文学的学习研究工作。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他又考取了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师从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
高足陆坚教授。
攻博期间，他结合自已，古文献专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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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综合考察了金元时期全真教兴盛以及大批文人弃儒从道的深层原因。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及其曲折的创教经过，全真教的发展过程、主要的教义教制。
第三章从总体上分析了金元时期全真教道教词，主要有金元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与道教神仙有密切关
系的词牌；全真道教词人在词曲史上重要的贡献等。
第四章介绍了王重阳的生平和重要作品，重点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他的独特的词作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
第五章首先考察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各自充满传奇的人生及主要宗教
活动，其次分析了每人词集的主要内容及不同的艺术风格。
第六章探讨了丘处机生平及其道教词，详细介绍了他不平凡的一生、重要的著作，重点分析了他的词
作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书末附有作者有关金庸小说中全真教王重阳师徒的论文，主要是对史实和小说的众多人物描写进行比
较分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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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洪涛：男，l967年10月生于河南信阳市。
2003年6月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宁波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同时在苏州大学文
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工作，曾在《文学遗产》、《文献》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自2004年以来，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浙江省哲社重点项目“历史文化工程研究”、浙江
省哲社科研项目、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各一项。
2007年获得宁波市首届青年科研成果二等奖、宁波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2004年入选省教育厅“浙江
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培养对象；2005年入选省“新世纪1 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06
年入选宁波市“4321人才”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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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第一章 金元时期全真道兴盛及文人弃儒从道的文化考察  一、激烈的民族矛盾所造成的生存环
境的巨变    （一）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    （二）包括文人在内的北方人民生活环
境急剧恶化  二、儒家文化的衰落及科举制度实施不利  三、文人心态发生变化及多元文化的空间出现  
 （一）国破家亡，心受创伤    （二）纲常伦理破坏，隐逸或入道以求心态平衡  四、文人人道的内外
因素兼备    （一）不甘受辱，遁入道门    （二）全真道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文人入道    （三）蒙元统
治者宽松的宗教政策第二章 金元时期的全真道  一、全真道产生之前道教的发展情况    （一）传统道
教的发展陷入停滞    （二）三教合一思想成为历史潮流  二、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创教经过  三、
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过程    （一）初传时期及其传承体系的建立    （二）鼎盛时期及“立观度人”
的盛况    （三）南北归宗以及衰落时期  四、全真道主要的教义教制    （一）三教合一的思想    （二）
成仙证真的信仰    （三）先性后命的内丹学理论    （四）禁欲的教制教规第三章 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
总论  一、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  二、对“三教归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金元时期全真
道教词人在词曲转变中的贡献    （一）词与元曲的渊源关系    （二）从词调到曲调    （三）词体俗化
的几种类型及词流入曲    （四）从词境到曲境    （五）金元道教词人的贡献  四、与道教神仙有关的词
牌    （一）取自于文人的某一篇诗词中富有道教意蕴的词的词牌    （二）出于神仙传记和其他相关记
载    （三）本来是唐教坊曲名或乐曲名称  五、道教词中最常见的意象    （一）“姹女”、“婴儿”    
（二）“青龙”、“白虎”    （三）山    （四）鹤第四章 全真教祖王重阳的词作分析  一、创教动机及
重要作品    （一）创教动机    （二）重要作品介绍  二、万变不离修道传教——词作的主要内容    （一
）力倡三教合一以促进本教发展    （二）宣扬“全真”主旨以吸引教徒    （三）阐述修道传教的核心
内容、方法    （四）自述名字、生平事迹以增强传道的亲和力    （五）劝马钰夫妇入道的唱和词  三、
承上启下——重阳词独特的艺术形式分析    （一）深受柳永词风格的影响和铺陈手法的运用    （二）
全真道的“赞美诗”——重阳词的音乐性    （三）创立有仙道意蕴的新词调和更改世俗气、香艳气较
浓的旧词调    （四）独特的“藏头拆字”格与同字韵    （五）浅白、口语化的风格  四、王重阳与最长
词调《莺啼序》考    （一）《莺啼序》先由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吴文英所作追溯到高似孙    （二）全真
道创始人王重阳早于高似孙填《莺啼序》    （三）《莺啼序》应始于王重阳以及其填词的主要原因 第
五章 金元全真道六子道教词的特点  一、谨遵师风的马钰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作的
主要内容    （三）词作的形式特点  二、空灵飘逸的谭处端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作
内容与形式特点  三、洒脱超逸的刘处玄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风洒脱超选  四、传
道心切的王处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作的主要内容  五、超拔洒脱的郝大通    （一）
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风超拔洒脱  六、全真道女道士孙不二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二）词作的内容第六章   丘处机其人与其词作分析  一、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    （一）童年及随王重
阳学道时期    （二）磻溪、龙门、终南山隐居时期    （三）居故乡楼霞太虚观时期    （四）雪山论道
及晚年时期  二、《磻溪集》和丘处机的其他著作    （一）有关《磻溪集》的几点问题    （二）丘处机
的其他著作  三、词作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争知道，庄周梦蝶，蝴蝶梦庄周”——成仙证真的信
仰    （二）“日落风生古洞，夜深月照寒潭”——内修心性    （三）“坐朝垂听暇，伴赤松、谈论希
夷”——外修功行    （四）“无高下，但能通般若，总证牟尼”——“三教归的思想    （五）“长更
无寐，朔风穿户凄冽”——苦修  四、词作形式特点分析    （一）词调形式方面    （二）几种艺术表现
方式  五、有关三教内容的词作考    （一）全真道对“三教归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援儒入道
的思想及作品    （三）援佛入道的思想及作品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二：作者有关金庸小说与全
真教及主要人物的论文    一、从金庸小说看其对宋金时期全真教及主要人物的诠释  二、从金庸小说看
其对马钰的理解  三、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历史上的两个尹志平之比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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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词与元曲的渊源关系元曲直接起源于什么？
有的认为曲源于汉乐府，源于《诗经》三百篇，甚至源于原始社会古歌谣。
明代沈宠绥《弦索辨讹》云：“《三百篇》后变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
”宋代词学家早就运用过这种思考方式来为宋词追根寻源。
王灼《碧鸡漫志》说：“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曲源于古乐的观点不过是模仿和发挥前人的说法。
作为对艺术史、歌曲史整体的宏观把握，这种分析和认识模式有其用处。
它能够从纷繁杂乱、千变万化的现象中看到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发现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性和共同性，
对于认识和把握散曲作为音乐文学、作为诗歌的种属性质是有益的。
但是，这里是在追问曲的直接渊源，而不是在问曲属于什么种类。
因此这种笼统的类比法就似乎显得有点迂阔。
属于同类的东西即使在时间先后上存在递嬗关系，也并不表明就具有血缘关系。
如当代流行歌曲中也有不少唐诗的篇目，如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甚至还有有关《诗
经·国风·蒹葭》的《在水一方》，如果以此断定当代流行歌曲发源于唐诗甚至《诗经》，笔者认为
会有不少人反对的。
事实上，曲的渊源，当然是多方面的，它对于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谣俚歌，对于当时已很发达的诸宫调
等说唱艺术，均有所吸收融会。
由词而演变为曲，仍然是一条主要的渠道。
率先明确提倡此说的是元末人陶宗仪。
他认为：“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
”①这里的传奇指元杂剧，金元人的“乐府”就是元散曲。
陶氏即认为散曲为宋词之流，其源头自然就在宋词中。
明清曲论家对此说多持相同观点，甚或还为散曲发明了“词余”的别名。
所谓“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②，王国维首先用统计法，发现北曲330余调牌出于大曲ll调，出于
唐宋词75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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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修改完成的。
经过3年来的博士后站的学习、思考，笔者同时对同名博士论文所论“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部分的思
考相对成熟一些，所以准备先行出版。
而原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进一步增补后，准备进一步做成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一部分。
经过进一步的资料查证与思考，笔者认为原论文的后半部分有更大增改的必要，特别是这两年在苏州
大学跟随著名词学家杨海明先生读博士后之后，使我对元代中后期的道教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内
容有所增多，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正在修改之中。
这几年除了做博士后出站报告、大量的教学任务外，我还同时在做“浙江省历史文化工程”的课题工
作，自己能力时间有限，常有顾此失彼之感，把《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先行出版，一定还存在不
尽如人意之处，真诚希望专家与普通读者教正。
回想起2003年6月，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在完成初稿提交几位海内外著名词学专家评审后，诸先生给予笔
者以相当的肯定。
这几位尊敬的先生是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杨海明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钟振振先生、武汉大学文
学院的王兆鹏先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骆玉明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沈松勤先生、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的陈铭先生。
如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海明教授指出：“金元文学一向是古代义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从文
献、历史与宗教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道教文学更属'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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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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