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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魔小说与人生仪礼
王猛

内容提要 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发现，神魔小说很多细节、内容，脱胎

于古代甚至远古的一些人生仪礼，尤其那些普遍存在、反复出现的情

节原型，如成仙、成佛考验，明显遗存有古代成年礼的印记。

关键词 神魔小说 人生仪礼 成年礼 考验

 神魔小说由于题材内容较浓厚的民间色彩，兼之很多作品为世代累积型成书方式，因而遗存着不少古代

乃至远古文化信息。如神魔小说中不少情节内容，便极可能源出于古代的一些人生仪礼，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普遍存在于此类小说中的成仙、成佛的情节模式，它们在很多文本中反复出现，从文化人类学

的角度看，尤似于古代人生仪礼中的成年礼，二者结构相似乃至至雷同，而其间成仙、成佛前的考验与

磨难，作为原型，更明显带有原始部族成年礼的考验性质。以《西游记》为例，这部神魔小说流派的颠

峰与发轫之作，从结构框架到一些具体情节、细节，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人生礼仪尤其原始成人礼及后

来冠礼的印记。

《西游记》以孙悟空出生、成长、成佛的故事线索贯穿全书，一开篇就写孙悟空的诞生，尽管他是仙石

化育、日精月华的产物，不是尘俗凡胎，但毕竟一切文学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超现实作品本质上亦不

例外，所以这部分内容还是留下了传统有关诞生、养育礼俗的痕迹。诞生礼是人生礼仪的第一个程序，

包含一系列礼俗，其中洗礼、满月礼、取名等在孙悟空身上多少可以看到。民俗中有为初生婴儿“洗

三”的习俗，是诞生礼中一个重要礼仪，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婴孩初生三日后，为之净洗，即所谓洗

三。洗礼的执行者往往是接生婆或儿女双全且有威望的老太太，一边洗一边说些吉利的话，如：洗洗

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做知县，洗洗沟，做知州。[1] 诸如此类，诞生礼是

人生正式拉开帷幕的象征。孙悟空出生后也恰好有一次“山涧中洗澡”的经历，正是在这次洗澡时，发

现了水帘洞，这对孙悟空来说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个考验。众猴道：“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

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第一回）看来这是一个对勇气和能力的考验。我们知

道，考验的内容本来属成人礼，但在现在民间，传统意义的成年礼大多已与婚礼或幼子养育习俗相结

合，这样写恰好是《西游记》遗存诞生、养育礼俗的一个旁证。孙悟空通过了这一考验，又经过众猴参

与礼贺的仪式做了大王——这又很似于诞生礼中的“满月”，专门为婴儿举行，众多亲友参与的庆贺仪

式，“带有使小孩走出家门进入乡里社会的意味”[2]。这一切使其脱颖而出，而此前则混迹于众物，

“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从此他开始求师学道、大闹天宫、取经成佛，这是

否可以视为，正是山涧洗澡、庆贺称王这些充满诞生礼意味的情节，拉开了他人生的帷幕呢？

古人生三月而命名，正式命名前还有乳名或小名，男女分别在冠礼、笄礼后还要取字。其中乳名、正式

命名属诞生、养育礼内容，取字则为成年礼的构成。《西游记》在命名上作了不少文章。自“石猴（作

者对孙悟空的一个临时借称，并非其所属群体认可的名字）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猴

王。”美猴王之名是孙悟空第一个公之于猴族家庭的名字，可视为乳名，带有一种随意的色彩。民俗中

取乳名，一般也较为随便，意义上不外有两种倾向：或偏于美好珍贵，如宝宝、贝贝等，显示了一个家

庭得子的欣喜、宠爱之情，美猴王应属这种情况；或偏于卑贱低俗，如阿毛、阿狗之类，至今在农村很

多地方还有取贱名的习俗，这种情况大概源于贱俗易养的民间观念。正式命名旧时往往在儿童入私塾

后，由先生起，称学名，也叫大名。孙悟空之名正是在拜师之后，由菩提祖师所起。祖师云：“子者，

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吧。”（第一回）这里明白地点出了孙悟空童年期

的生理特点。正式命名较为严肃慎重，多有深刻含蕴，代表着一种祝愿或心愿。菩提祖师也是在一番推

算之后，才命名“孙悟空”三字的，所谓“打破顽空须悟空”，正是其中深意。后来这个大名一直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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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终身。另外，大闹天宫的时候，又称齐天大圣，这可视为一个绰号，体现了人童年期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特点。绰号也称别号、外号，多为他人所起，用以概括本人性格或形状特征，往往和大名互称，

伴随人的终生。齐天大圣即是鬼王根据孙悟空神通广大特点提出的，作者在后文叙述时，同样常常大

圣、悟空混称。

《西游记》写了孙悟空诞生成长的历史，以隐喻形式展现了个体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历程，因此

既留有诞生、养育礼俗痕迹，自然成人礼仪的影响也再所不免。这一点早有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

发现，整个取经故事就是一个成年礼的原型模式。[3]如唐僧师徒经受的九九八十一难，即是原始成人礼

中重要的考验环节，最后到达西天，功德圆满，才算真正为成人世界接纳。其实不仅故事框架如此，小

说不少具体情节也与周代的冠礼吻合，明显带有古代冠礼的痕迹。 冠礼实质上是远古成人礼的遗留，由

其发展而来。《礼记》记载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冠礼与笄礼都是古代的一种象

征性的成年礼仪，至今已不存在，但在不少少数民族中，仍然保留有一些传统的、带有原始风貌的成年

礼仪。在传统社会中，汉族人一般是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即在男子二十岁时，由主持仪式者为男子戴三

次帽子，称为“三加”，分别为“缁布冠”（布做的帽子）、“皮弁”（皮做的帽子）、“爵弁”（据

说是没有上綖的冕，色似雀头赤而微黑，用于祭祀）象征冠者从此有了治人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和参

加祭祀活动的资格。传统冠礼中还有“命字”，即由嘉宾为冠者取新的字号，冠者从此有了新的名字。

命字后礼毕，冠者才有正式社会成员的资格。冠礼中加冠、取字等重要程序，在《西游记》里都被以局

部变形的方式展现出来。第十四回孙悟空打杀六贼，被唐僧责备，“他就使了一个性子，将身一纵”，

跑的无影无踪。唐僧悲怨悟空不受教诲，观音便赠他一身衣帽，又传了一篇咒儿，唤作“紧箍儿咒”，

说“他若不服你使唤，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凶，也不敢再去了”。后来孙悟空更换衣帽之后，果

然变的服帖多了。那么为何这身衣帽有如此魔力？奥秘关键在帽子上。原来帽子上有一金箍，乃是如来

传于观音菩萨，第八回写道： 如来又取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

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

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带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

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 这里明确指出，嵌在帽子上的金箍，有约束冠者的功

用，不服从者就要得到“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的惩罚，所谓“金箍”，实乃“禁锢”也。孙悟空有了

管束，便只能安心取经事业，再也不敢心生他念，所以十四回回目称“心猿归正，六贼无踪”。

古代冠礼象征性地同样具有类似功能。加冠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它实质是童年与成年、幼稚与成熟的

分水岭，不仅意味着权利，更意味着责任义务和社会规范的制约，童年时的错误人们可以原谅，成年人

犯错则必须受到处罚了，正如《仪礼•士冠礼》中始加时宾的祝词所云：“弃尔幼志，顺而成德（意思

是你要去掉小孩子脾气，按照成人的规矩办事）。”因此冠礼中的加冠，便极似于给人头上加了一道紧

箍一样，要冠者遵守成人世界的一切规则规范。明末黄周星在十四回回前 评中就明确点出： 紧箍儿

咒，一名“定心真言”。然则此箍非头间之箍，乃心上之箍耳。或问：“此咒今传否？”道人曰：

“《易经》、《论语》俱有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冠礼中负责加冠者，往往由神或地位尊贵的

长辈贵宾充任，《西游记》中衣帽金箍来源、操作的有关人物是如来、观音、师父唐僧。再有冠礼中多

次涉及到服饰的更换，都是要说明冠者已经成人，《西游记》则写道：“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棉

布直裰穿上。”种种细节的吻合说明该段情节无疑是采纳了古代冠礼的原型。小说最后写师徒四人历尽

磨难考验，最终均被封佛，孙悟空正果为斗战胜佛，有研究者指出即成人仪式最后部分的取字。[4]取字

者为负责加冠的宾承担，封悟空为佛的如来，正是金箍的所有者，这或许并非巧合。字是名的补充解

释，二者多有联系，或同义或相反。斗战胜佛之字正合悟空性格，显然是其名的反向补充。

《西游记》而外，古代人生仪礼在其他神魔小说中也有普遍遗存，其中最突出的是成年仪礼中的考验。

它在神魔小说中被置换为成仙、成佛的情节模式，是一个有仙缘、佛缘之人，从凡人世界步入仙佛世界

的必经的洗礼，而在这一序列意象的背后，沉淀的正是成年礼体现的，一个人从童年进入成人世界的象

征原型。成年礼仪简称成年礼、成人礼或成丁礼，是为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而举行的

人生仪礼，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人生礼仪中最为重要。在原始部落民族那里，每当一个人

长到其集团规定的成年年龄，人们就要为他举行隆重、庄严的成年礼，标志着他在经过漫长的文化化过

程后，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个体走向社会。成年礼中的考验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环节，其最突出的意

义是使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得到身心的磨练，培育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原始的成年礼的考验包括

肉体到精神的训练，甚至折磨，具有“死亡与再生”的象征意义，如“上刀梯”、“捞油锅”“鞭

打”、将当事人送到远离村寨的地方，让他过孤立无助的生活等，类似考验在今天的少数民族中仍有遗

存，如基诺族的对即将成人的年轻人发动突然劫持，高山族阿美人的赛跑考验及晋级礼仪——挨打受戒

等。[5]



神魔小说中的考验具有近似的意义。前述《西游记》孙悟空的成佛考验，从被压五行山五百年，到取经

途中的千辛万苦，便具有成人礼的象征意义。如果说《西游记》的考验原型由于作家较多的独创性，在

作品的意义表层几乎消弭难辨的话，在其他神魔流派作品中则要明显得多，我们来看一些涉及成仙考验

情节的神魔小说。

《韩湘子全传》写湘子学道心切，背叔婶、丢妻孥，不辞辛苦径往山中。途中，一直关注着他的钟、吕

二师“怕他心里一时翻悔，不能够登真证果，乃按落云头，唤出当坊土地，吩咐道：“吾奉玉帝敕旨，

临凡度化韩湘。那韩湘也肯随我修行，故弃了家缘，去了眷族，径来访寻我们。只怕立志不坚，难成正

果，汝可一路上变化多般，试他三番四转。”（6回）土地先化美女金钱引诱，继之是虎蛇拦路、鬼判

恐吓，湘子一一通过考验，方才得见仙师。守丹炉时，仙师又多方以幻术试探，结果屡试心坚，方得成

真证果。

《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为求仙弃数十万家私，又舍妻弃子，途中遇大虫、惊女鬼，因被骗所携钱财

几尽，一路风雨饥寒，吃尽苦头，到杭州时因拜求金丹大道，一叫花子让他吃下一只腐烂的蛤蟆，“里

边有许多虫蚁在内，腥臭之气，比屎也难闻”（10回），直到经受了这一考验，始得得遇仙机，最终身

膺天仙，被封善恶真人。

另外，有关吕洞宾故事考验情节较多，如《飞剑记》的“七试吕洞宾”、《东游记》的“云房十试洞

宾”等，均属此类。湘子、冷于冰、吕洞宾等人都经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磨难和考验，所以才能顺利

进入仙界——成人世界的隐喻，而此前，他们还生活于仙人眼中的童年世界中，因为从仙人的视角观

察，他们的人生观明显带有童年的幼稚、不成熟的特点。如湘子劝退之学仙的一段： 叹人生空自忙，不

觉的两鬓霜。你便积下米千担，攒黄金万万两，晓夜在思量，费心肠。恨不得比石崇家私样，王恺富豪

强，孟尝君食客成行。总之一身难卧两张床，一日难餐一斗粮。有一日大限临在你头上，那一个亲的

儿，热的女，替得你无常？有钱难买不死方，有钱难买不无常。你就有李老君的丹，释迦佛的相，孔夫

子的文章，周公八卦阴阳，卢医扁鹊仙方，他也一个个身亡。世间人谁敢和阎王强，假如你做了梁王，

置买下田庄，留与儿郎；或生下不成才破家子，出头来一扫儿光。花开时三月天，家家在荒郊外挂纸

钱。百般挑列在坟前。孝子泪涟涟，亡人几曾沾？你如今有得吃，有得穿，速回头去学仙，过几年得自

然。若还不肯抽身早，免不得北邙山里稳稳眠。（16回） 仙人以成人超脱的眼光审视尘俗世界的功名

利禄，凡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当然是可笑的不成熟的，所以一个有仙缘的人，通过考验升入仙界，正是

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社会化的过程，显然神魔小说中的成仙情节完全符合成人礼的原型模式。

当然亦有不能通过考验的反面的例子，如《八仙全传》的王一之，立志精进，专心学道，蓝采和、张果

老、何仙姑等试察他可有成仙之福，多方试探，均已通过，只是在最后一关，被要求搭乘极小之舟渡海

时，心生畏惧，结果错过仙缘，被仙家认为“欲心未退，道心未坚”，将来至多只能成为地仙。类似例

子还有《东游记》“铁拐屡试长房”一节。老君化一老翁试探长房，“于是遂随翁人深山，践荆棘，于

群虎之中，使之独处。长房不惧。又留长房于室，室以朽索悬万斤之石于其上，众鼠竞来啮索欲断，长

房亦不移。翁遂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味特甚，长房心恶之，翁曰：“子儿得

道，恨于此不能，奈何！”通不过考验，结果长房只能成为鬼仙。仙家的考验手段虽然有些不近人情，

与原始成人礼意义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让年轻人知道，生活是残酷的，只有通过考验才能适应以后的

生活，才能成就大事。 成仙考验大致包括对心地、气量、诚心、意志、胆量等方面的测试，其中融入了

三教的一些思想，但是在特别注重训练肉体的吃苦耐劳及精神意志的坚韧上，与成年礼是一致的，因为

这是进入成人社会所必需的东西。从成年礼经常采用的考验方法、手段上看，其中不少又于神魔小说中

得到再现，这也是成仙情节来源于成人仪礼的明证。如将年轻人置放于陌生的环境，生活的艰苦，长距

离的跋涉，制造恐怖场面，使其受到惊吓等，[6] 这些也是神魔小说成仙考验的常见之义。

综上所述，神魔小说与传统的人生礼仪乃至远古的成人礼仪都具有很深的渊源，一定程度上成为前者结

构情节、营造环境、塑造形象的手段，甚至有时对作品主题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与神

魔小说内容题材、成书方式有关。神魔小说在神话、传说、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很多作品就是民间

传说的融汇、结撰而成，而神话、传说正是集体无意识或集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而集体无意识在荣格那

里就是原型，这样人生礼仪的某些原型如考验等，在神魔小说中的复活，或通过置换变形后的面目再

现，也就势在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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