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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修订而成的。
2003年我负笈北上，来到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名校山东大学，师从王洲明先生修先秦两汉文学博士业。
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德高望重，学界知名。
承蒙先生不弃，天资愚笨的我得以有幸忝列门墙，聆听先生的教诲。
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工作负责认真。
一人校，先生便为我们拟定了详细的阅读计划，还给我们开设了《文学专题研究》等课程。
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
先生授课，高屋建瓴，循循善诱，不仅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教给了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门径和方法。
毕业论文的写作，则凝聚着先生更多的心血。
从最初论文选题的确定，到后来写作提纲的成形，无一不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论文初稿写成后，先生逐字逐句地进行详细的批阅，大到篇章结构、理论提升，小到文献校对、字词
标点等，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论文前后几易其稿，每一次先生都认真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可以说，没有先生的精心指导，就没有我今天的博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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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就是一部从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切入，研究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先
秦两汉文学内在机理关系的一部论著。
它在研究梳理了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从孕育、生成，到成熟、发展整个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先秦两汉文
学的发展实际，研究和回答了在不同阶段，作为神仙思想，是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介入到了文学的创
作，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及于先秦两汉文学的浪漫风格的。
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为准确认识以尚实为主的先秦两汉文学中的浪漫特征提供了帮助，还因为
先秦两汉文学（特别是先秦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处于源头地位，它所研究认知的浪漫特征对把握
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浪漫传统，也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问题还在于，它是结合文化思想层面的、形成中国浪漫文学的“元素”之一的“神仙思想”，具体探
索其与文学内在机理联系的一次实践，其成功或不足之处，都能给类似问题的研究以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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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圣良，男，1969年生，河南西平人。
200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在《天津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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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
生，都有其深层的内部原因和动力。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神仙思想是先民生命意识觉醒后，渴望延寿长生、进而幻想彻底超越时空限
制的产物。
神仙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世俗精神的反映，是中国人追求生命永恒与自由的一种独特方式。
　　一、生命意识的觉醒　　生命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对于生命的感知和体验。
原始人在刚刚摆脱动物状态，开始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与其他动物一样，还不可能产生生命意识。
早期的原始人几乎还是处于浑浑噩噩的混沌状态，认识水平极为有限，对于自身的生命现象还缺乏最
基本的感知能力。
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就曾经说过：“‘自然死亡’对于原始人是一个极其陌生的观念。
”然而，这种混沌状况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随着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越来越多的同伴死亡现象，使人们渐渐地产生
了有关生命存在与消失的基本认识。
”人类一旦认识到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生命意识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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