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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硕]神话资源的共享与争夺

——先秦秦汉天门神话研究

  作者：邱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2-15 | 点击数：1687

 

  三、天门神话资源的争夺 

  上古只有帝王能够进天门，到了汉代，帝王仍想垄断这一权利，但士大夫、民众和宗教信仰者都纷纷争取进天门的权利。争进天门，是社会

各阶层对同一信仰权利的追求博弈;从只有帝王能进天门到庶民也能进天门，是社会各阶层对神话资源进行分享与争夺的反映。 

  绝地天通排除了民间通神的可能性，唯帝王生前能通神和上天，死后能升天，伴随天帝左右。就是说，只有帝王拥有神一般操纵天门的权

利。但从周代开始，帝王离鬼神世界渐远，通神能力也逐渐下降，除了祭祀上天外，占梦、龟卜、占筮、诅祝等通神手段都渐渐旁落于巫，帝王

的王权加强，而神权削弱了。巫的职能也逐渐细化，有掌管天文、历算、占卜的数术之士，有掌管医药养生的方技之士等。 

  这样，关于鬼神的知识就逐渐转移到知识阶层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大量涉及鬼神内容，天对统治者的约束作用由知识阶层表达和

宣扬。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社会领域，以五行相克为规律的朝代更替说实际上使天道意志更加神秘化。邹衍受到诸侯们欢

迎和重视，可见其学说对统治者的影响。在神权下移的大背景下，知识精英屈原数次提到天门。在信仰方面，穿越天门的想象挑战了独属帝王的

权利;在文学创作方面，第一次大胆引入了天门意象。这两点都开启了文人创作的天门想象。屈子后的文人士大夫驰骋想象，描画天门内外情

景。天门这一神话资源为游仙文学争取了更多“游”的境界和快意。 

  战国以来，齐燕方士糅合阴阳家、道家、数术方技众说，创造了神仙学说，构建了长生不死的神仙世界。成仙的理论与实践方法都握在方士

手中，他们利用这套学说控制了帝王的信仰。在方士的怂恿下，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神仙和不死之药，秦皇汉武滥祭鬼

神，掀起求仙风潮。方士们还炮制仙人的故事，成仙之人并非帝王，这种言论给帝王造成压力，为普通人成仙争取了权利。从本质上讲，神仙方

士们创造的神仙说就是为非帝王阶层争夺信仰权，其制造的仙境就是与帝王之天界分庭抗礼。 

  方士是来自于民间的末流知识分子，神仙观念随着帝王的求仙行为和方士在民间的流动在民间扩散开来。灵魂进天门的信仰，从马王堆汉墓

的贵族享有，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普通民众享用。民众没有金钱和权力修建宫殿求仙，但他们把天门从天宫移到仙境，从现世转到彼世。《史

记》和《汉书》中记载的仙境专属于帝王，而民众利用传统的神话资源创造出自己的西王母仙境，让逝者灵魂能通过天门在这个世界中永远存

在。如果说过去的永生是阳世的恩泽，只有帝王才能享受，那么此时的永生则是阴间的福祉，民众也能拥有。从阳到阴、从生时永生到死后永生

的转变，对于民众来说，既是现实的不得已，又是一种自我适应的策略。天门观念影响越来越深广，这证明了民间信仰力量日益壮大。 

  有了民间信仰的深厚基础，早期道教徒又从方士那里继承了神仙信仰、集团化的组织方式、建立神仙祠的做法，就试图在东汉的乱世中用宗

教手段解灾度厄。天门神话在道教的信仰和政治组织两个层面发挥了强大功能。在信仰层面，天门神话构成了道教与上层统治者抗衡的信仰体

系。《太平经》宣扬得道成仙的天门畅游和生命树种植于天门而不死的神话，它其实是宣告：我们也拥有天堂，通过努力人人都可与天帝沟通，

永生并不是帝王的特权。在政治组织层面，张陵“据天门”设教从实质上来说也是一种象天设都的政治行为。首治“阳平治”的“天门”与帝王

的首都相对应的行政中心。以天门所在地为中央教区，意味着信教者能更顺利地得道成仙，反抗事业能得到天帝的庇佑。道教的天门神话是民众

对抗帝王的工具，并真正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帝王、知识阶层、民间三方在信仰权利上进行博弈，使得天门神话资源由统治阶级向知识阶层再向民间扩展，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国古代宗教

等级观的逐渐消减，帝王神权衰落而民间信仰势力增强。作为上古以来一直被认为难进的天门，实际上是人人所能够进入的——这种思想也是信

仰史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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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ing and Competition in the Myth Resource

—The Study on the Myth of Tianmen in the Pre-Q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Qiu Shu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ianmen’ is the great gate of the paradise. It’s the gate of the gods’ residence and also the symbolical gate 

of the ideal world. Tianmen myth is a narration of which core is the Tianmen and about the gods, the heave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ds and people. Tianmen myth accepted much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Meanwhile, this myth resource 

expanded from governing class to literati then to the folk. This process embodie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rights of belief 

between the emperor, literati and folk. It could also embody the historic process that the thearchy of emperor was on the wane 

and the folk religion gained in strength in the Pre-Q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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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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