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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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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很多。与史书记载突出他的军国大事不同，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他

求仙和婚姻家庭方面的逸闻趣事。道士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改造，把他塑造成因放纵嗜欲而求仙失败的典型人物。汉武帝形象转变是汉魏时

期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神仙信仰以及道教对传说合目的改造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武帝由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再到小说人物的形象转变过程

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关键词] 汉武帝；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小说形象 

Abstract：  Emperor Han Wudi is great monarch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is much concerned about 

both by history and by legend． While the history focuses on his ability to govern the country and 

command the military， the legend emphasizes his anecdotes in the aspects of being immortal and domestic 

marriage． As a typical character in the Taoist fiction， he is described as the “failure in being 

immortal because of lustfulness”， which embodies the adaption of the legend． This change of Emperor Han 

Wudi’s figure is due to the multiple causes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such as telepathy， faith in 

gods as well as adaption by Tao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eror Han Wudi from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legendary hero to the fictional figure is representativ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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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之一，《史记》、《汉书》对他的事迹记载很多，《资治通鉴》也用六卷篇幅叙说他一生的功业和

事迹。在民间话语中，汉武帝事迹被有选择地加以渲染，并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在志怪小说中，他的军国大事被虚化，而他的求仙和婚恋方面的

故事得到强化，并增强了他身上的仙化色彩。在道士小说中，汉武帝又被改造成一个学仙者的反面典型，变成了暴虐嗜欲、毫无仙才的“庸

主”。从历史记载到民间叙事再到道士小说，汉武帝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转变？这是本文试图

探究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    历史记载中的汉武帝：追求长生的一代雄主 

 

汉武帝刘彻生于汉景帝元年，十六岁即位，七十岁去世，在位长达54年之久，大约占西汉王朝历史的四分之一。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过

60多年休养生息，社会太平，国库充足，人民生活安定。继承这样的太平王朝，再加上汉武帝聪慧过人，本应该开创出一个民富国强的盛世局

面。他登基之后，确实在很多方面大有作为。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汉武帝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王朝虽然拓疆几千里，内部却出现了民不

聊生、盗寇群起的末世景象。这就让汉武帝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虽然司马迁所著《今上本纪》不传于世，但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还有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对汉武帝的记载仍很丰富。需要指出的

是，历史记载并不是客观实录，世界上也难以找到一部完全客观实录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像《史记》这样文学色彩浓重的史著，所记载的汉武帝

是司马迁认识和理解的汉武帝，已经带上了史家的个人情感色彩。如果以为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代人而认为他的记载就客观准确，进而断定

《史记》中呈现的汉武帝就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肯定是有问题的。汉武帝去世之后，关于他的传说更多，东汉初年班固著《汉书》时就采纳



了一些传说材料，所以距离真实的汉武帝也有一段距离。到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除了采录《史记》、《汉书》的史料，还采用了后世

小说的一些说法，距离那个真实的汉武帝就更远了。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还是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历史记载，因为相比其

他描述，它们仍是最接近历史原貌的史料。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位令后人毁誉交加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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