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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竹山位于福建东南沿海著名侨乡福清城西10公里处，素有“人间灵宝”之盛誉，清幽而温馨。
石竹山形成于6700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晚期，由火山喷发的岩浆不断堆积而成。
从东面看石竹山，如一条巨龙般逶迤腾跃，具有传统风水学上的藏风聚气得水的“宝地”吉象。
超强的地磁感应和幽雅的自然空间吸引了探奇者和修道士。
相传汉代的何氏九兄弟来此修真养性，后人尊之为仙人，由此逐步形成了“九仙信仰”的独特人文环
境，催生了以道教九仙信仰为內核的奇妙梦文化。
在近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以“祈梦所”为主要标志的石竹梦文化与多彩多姿的自然景观相互衬托，
造就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华梦乡文博苑。
历代多有文人雅士赋诗赞之，如南宋福清渔溪人林希逸《游石竹紫女洞》诗云，“长歌賦招隐，梦绕
天涯山”，即透露了石竹山祈梦的文化内涵。
为了发掘先民的思想智慧，促进海内外各界的交流，服务于当今的文化经济建设，经上级主管部门批
准，“2008年中华梦乡石竹仙山文化旅游节”于2008年10月6日至10月8日在福清市隆重举行。
本次文化节由石竹山道院以及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厦门大学道学与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主办，围绕“中华梦乡”文化品牌建设，展开一系列庆典活动和学术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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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梦文化与道教文化，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梦通大道”，下编“石竹论
道”。
本书通过对九仙信仰与梦文化、梦与易儒释道思想体系、梦与文学艺术、中西梦文化比较研究、道家
道教文化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分析讨论，从多角度探究、揭示了梦文化与道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向新的高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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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梓潼神张恶子在五胡十六国变乱时期，预言羌人姚苌将建立后秦，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灵异。
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
后秦录》载：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姚苌至梓潼七曲山，“见一神人谓之曰：‘君早还秦，秦无
主，其在君乎？
’苌请其姓氏，曰：‘张恶子也’，言讫不见。
至据秦称帝，即其地立张相公庙祠之”。
《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陷河神》条，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引《郡国志》，亦记载
恶子见姚苌之事。
当时正值永嘉之乱后的南北分裂时期，氐人苻坚在长安建立的前秦，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极盛时期，而
姚苌得梓潼神张恶子的启示，得以取前秦而代之成为后秦的国主，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苌即
皇帝位于长安，梓潼神的预言为姚苌的即位提供了神学依据。
传说中姚苌至七曲山，得梓潼神张恶子显灵点化之事，撇开其中的宗教神秘因素，此传说确有一定历
史依据。
前秦时姚苌曾在蜀地活动，前秦建元十年（373年），姚苌随杨安伐蜀，攻占蜀地之后，姚苌被苻坚任
命为宁州刺史，屯守垫江（今合川县）。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又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
梓潼七曲山位于蜀道边，姚苌确有至七曲山的经历。
因此唐李商隐《张恶子庙》诗曰：“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
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
”中国古代民间不乏形形色色的地方神灵，但列代统治者多有整饬神祠的举措，那些地方神往往被视
为淫祀而遭取缔。
蜀中的梓潼神却安然无恙，并且其神运扶摇直上，直至成为天下之通祀。
其原因一是梓潼神灵响暴着的名声，二是梓潼神祠占据蜀道之地利，南北往来于蜀道之人，往往慕名
而顶礼祈祷。
正是这宗教地理因素的交互作用，梓潼神的影响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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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梦与道:中华传统梦文化研究(上下册)》是詹石窗编写的，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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