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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认为,宋元时期的文艺思潮中虽然存在“道统”与“文统”的矛盾与对立,但由于“道

统”在文艺思想界始终占居统治地位,因而对宋元时期的诗学思想和神仙道化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道统  文统  佛学禅宗  

   

  全真道教宋元时代的文艺思潮,是儒家的道统观念和程朱理学占了支配地位。自宋初统一全国,结束

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后,为了巩固新的封建秩序,赵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种种措施,而且在思

想意识上也需要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宋代的理学便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并直接被元代统治阶级所利用,

甚至明清两代的思想界,也都蒙受其影响。另外,由于当时统治阶级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道释观念既

促成了理学的创立,又同时在文艺领域里发生了作用,主要表现是佛学禅宗影响了诗学,全真道教影响了戏

曲中的神仙道化剧。  

                        理学:道统与文统  

  所谓理学,实际上就是儒家道统观念在宋代的新发展,是佛教和道教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形成的

一种新儒学。宋代的理学家很多,主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北宋的周敦颐,取道家的太极图来说

明宇宙和万物所以发生的道理,以阴阳五行解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论证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合理性。他

的学生程颢和程颐在洛阳讲学,吸收禅宗“明心见性”和华严宗“理、事之说”的佛学观点,论证人性与

天理的关系,提出“顺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奠定了以“理”作为中心观念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二程认

为宇宙的根源是“理”,也叫做“道”,所以“理学”又称为“道学”。程颢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

道,过此则无理。”1程颐则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

间,皆是理。”2可见他俩说的“道”和“理”,实际上就是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和社会原则。当

时关中人张载写了一篇《西铭》,鼓吹封建道德,程颐称赞它“明理一而分殊”,从而又提出了“理一分

殊”的新概念,意思是指每一种具体事物虽各有差别,但都统一在天理之下。南宋时朱熹在闽中讲学,进一

步阐释这个论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

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之各具此理,事物之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3这就是说,不管具

体的君臣父子如何, 变化,而封建伦理的总的原则是万古长存的。其基本思想是把封建秩序当作永恒不变

的“理”,把孔孟之道当作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的专制主义统治服务,因而受到统治集

团的赏识,被立为官方的正统哲学。  

  自理学创兴,宋代的思想界人人以传道自命。《宋史·道学传序》曾评述其源流说:“文王、周公既

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讠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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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

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

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仍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

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

《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

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

《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

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足见理学家很重视圣人之道和四书

五经,推其本源,实出于儒家的道统观念。  

  关于儒家的“道统”,《孟子·尽心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

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孟轲的意思是隐然以传孔子之道而自命。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指出: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他以孟子的继承

者自任,打出了恢复道统的旗帜,掀起了古文运动。这直接影响到宋初的文坛,大家都把韩愈作为“道统”

与“文统”合二而一的模范,如柳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

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4但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理学家与古文家发生了分化。理

学家丢开了韩愈,不讲“文统”,只讲“道统”,他们认为“道”是目的,“文”只是手段或工具。理学家

这种偏执的文学观,使文艺逐渐为道学气所笼罩,提出了“载道说”,甚至认为“作文害道”。  

                        思想领域里的争论  

  “文以载道”这个口号,是理学家周敦颐首先提出的。他在《通书》第二十八章《文辞》中说:“文

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

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致之,是为教。”这明确地表示了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还没有完全否定文艺的价

值。他反对的是“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反对徒有装饰或空虚的车子;如果车子里载的是道,即

使装饰得美观些也还是可以允许的。然而程颢、程颐却唱出了重道而废文的高调,二程认为道德是

“本”,文学只是附庸,必须先道而后文,因此指责“学文而及道”的韩愈是“倒学”:“退之晚年为文所

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都倒学了。”5所以理学家讲道统时便撇开韩愈,直接抬出周

敦颐作为继孟轲之后能够传道的代表(见《说郛》本李元钢《圣门事业图》第一图《传道正统》)。二程

认为文学与异端同科,发出了“作文害道”的谬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 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

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6这种道德观念的极

端论者把文学看成了歪门邪道,把文艺创作视为玩物丧志,把文人看成是俳优浪子。在二程及其弟子们的

头脑里,只有孔孟是圣贤,只有四书五经是唯一的教科书。他们要求作家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做封建教条

的传声筒,影响所及,道学压制了文学,摧残了艺术规律,破坏了形象思维,使宋元时代的一些诗文,带有不

同程度的说教气味。道学家把词曲视为小道,把戏曲小说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然则,正是不登大雅之堂

的宋元戏曲和话本小说,在创作主题中展开了反道学反礼教的斗争,这是二程始料所不及的。  

  在理学家鼓吹道统观念的绝对权威时,思想领域里并不是没有斗争的。例如王安石“新学”和二程

“洛学”的对立,就代表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家,他撰著的《三经新义》,

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诗经》、《书经》和《周礼》,在政治上推行变法革新,在文学上倡导“有

补于世”。他以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揭露和批判豪族地主的顽固保守派。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到

南宋的陆游。全祖望和王梓材在《增补宋元学案》中补写的《荆公新学略》,就列举了陆佃、陆宰、陆

游,认为他们祖孙三代是属于新学的系统。另外,在南宋朱熹的“闽学”盛行时,浙东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

家陈亮和叶适都展开了反道学的斗争。他们切救时弊的学说被称为“功利之学”,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思

潮,直接影响到爱国词家辛弃疾的创作。  

               “文”与“道”的关系:古文家与理学家的分歧  

  古文家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也始终是跟理学家不同的。本来,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来说

明“文”与“道”的关系,说明内容决定形式,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宋初理学家石介等批判形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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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体”,反对浮艳的文风,对于发动诗文革新运动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程朱学派愈演愈烈,把“道”

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抬高到吓人的地位,甚至企图以道灭文,这就扼杀了文艺创作的生机,不能不

引起古文家的争辩。其实,在“道”的问题上,古文家和理学家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

的,都是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宣扬封建道德的。古文家与理学家发生分歧和对立的

焦点,主要是在“文”的问题上。理学家肆意贬低“文”的地位,连韩愈也不相信了;古文家则竭力维护韩

愈的威信,力争抬高“文”的地位。从欧阳修的“充道说”到三苏的重视文采,便可以看出古文家力挽狂

澜的卓越贡献。他们通过丰富的创作实践,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都举着“尊

韩”的旗帜,继承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统,终于完成了宋代的“新古文运动”。欧阳修主张道统与文统

合一,《答祖择之书》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

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这种“充道说”的理论,就是文道并重的意思。发展到三苏,更进一步强调

“文”的重要。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原来,唐人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曾有“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而苏轼在《欧阳修墓志铭》中宣称“吾所为文必与

道俱”,这就具体地发展了“贯道说”,与理学家“先道后文”的主张唱了反调。苏轼受老庄思想影响,表

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再加三苏的“蜀学”是跟二程的“洛学”对立的,因此被朱熹斥为异端。他把韩

愈、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和陈亮都骂遍了,他指责苏轼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

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为文必与道俱’,

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他大病处。”7他又针对“贯道说”进行批

驳:“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

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8朱熹是坚持“载道说”的,他和二程一样,比周敦颐更强调“道”的重要

性,所以他竭力反对古文家的“充道说”和“贯道说”。他在《通书解》中声称:“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

载物。”“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从福建到庐山

白鹿洞书院,广招门徒,扩大社会影响,形成了颇有声势的道学集团。宋宁宗即位之初,朱熹得到宰相赵汝

贤的赏识,官至涣章阁待制,直接为宁宗讲“正心诚意”和“克己复礼”之学。但在庆元党争中,赵汝贤败

亡。韩亻广乇胄当政后,揭露朱熹道学的虚伪,道学被斥为“伪学”,定为“伪学逆党”,史称“庆元党

案”,朱熹被贬病死。可是权奸史弥远暗杀了韩亻广乇胄,在宁宗死后又发动宫廷政变,强行拥立赵昀(宋

理宗)。史弥远当政后,重新树立道学的权威,加谥朱熹为朱文公。宋理宗看出程朱理学有利于强化封建统

治,特颁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9并追赠朱熹为太师,封为信国公。将朱熹的《四书

集注》“立于学官”,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由于宋理宗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

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全面控制了教育界和文艺界。 

                            元代仍奉理学为官学  

  蒙古奴隶主贵族在侵入中原地区的初期,曾大肆破坏封建社会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造成北中国政治

经济的严重倒退局面。但从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立国以后,随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他作为新生

的蒙古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不管蒙古贵族中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反对,毅然“遵用汉法”,

建立了元朝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忽必烈认识到程朱理学有麻痹人民、巩固

统治的作用,便大力提倡,并征召儒学名臣,立孔庙,设学校。据黄宗羲《宋元学案·北方学案》记载,元初

著名的理学家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刘因等,都曾得到元世祖的重用。他们把南宋的理学引到了北

方,以大都为中心,建太极书院和周子祠,收集周敦颐和程朱等人的遗书八千余卷,广招门徒,讲学传道,直

接为蒙古统治者服务。元世祖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崇奉理学,据《元史·许谦传》记载,元仁宗延 初

年,许谦在金华讲学,鼓吹:“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

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金华地区有四个理学家,是朱熹的嫡派正传,从宋末的何基到元代的

王柏、金履祥和许谦,“江浙行中书省请于朝,建四贤书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学官”。足见元代的统治阶

级仍然奉行程朱理学,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在这种思想统治下,元代的诗文创

作也仍然以“载道说”为准则。影响到戏曲小说的作品中,也往往夹杂一些封建道德的说教。  

  元代正统文学的作家,大都是理学名臣,正如《元史·儒学传序》所说:“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

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

分而为二也明矣。”可见元代官方的文学思想,是跟宋代一脉相承的。  



                           佛学禅宗对诗学的影响  

  宋元时代的文学创作,还直接受到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三教合一论”使文艺界援佛入儒、援道

入儒的情况相当普遍。最典型的代表者是苏轼,他出入庄、释,熔化佛、老,把禅宗的妙语机锋和道家的玄

言妙理注入诗文,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禅宗是佛学中的主要流派,创始于北魏时期,正式形成于唐代。禅宗和所有的宗教哲学一样,也是彻头

彻尾的主观唯心论。但由于它提倡“顿悟”、“呵佛骂祖”,似乎具有反传统反偶像崇拜的大胆作风,在

儒家正统思想钳制下找不到其他理论武器时,往往能给人以一种新的启示,因此到宋代大为盛行,渗入到社

会各阶层和各个思想领域。连市民文学的“说话四家”中,也有参禅悟道的家数。至于士大夫文人,更以

参禅之法从事创作,以禅理、禅典、禅趣为诗,成为时尚的风气。苏轼《书楞伽经后》说:“近岁学者各宗

其师,务以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论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10这

种读禅说诗还影响到文学评论,促进了“诗”话的繁兴。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禅道惟在妙

悟,诗道亦在妙悟。”他比诗于禅,通禅于诗,借禅理说明诗理,创造性地融合了诗学与禅学。另外,诗坛之

分宗派,也是受禅学影响的结果,如宋末元初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确立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实即得

自禅宗各立门户的启示。他宣称:“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这反映了宋元诗坛流行的一种

风气。元代高僧中以诗文著名的作家很多,如圆至、大讠斤和本诚号称“诗禅三隐”,还有明本、行端、

子庭等,都是元代杰出的诗僧。  

                     全真道教对神仙道化剧的思想影响  

  道家本是先秦诸子中学术流派的名称,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至于后世作为一种宗教,则是东汉末年

张道陵创建的。张氏凑合巫术、谶纬等迷信杂学,牵强附会地把老子奉为教祖。宋元之世的统治者都曾利

用道教来愚弄各族人民,宋徽宗甚至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及至北宋沦亡,金人入主中原,南北分裂,

道教也开始分立派别。《元史·释老传》记有四派:正一天师道是张天师以来传统的道教旧派,全真、大

道和太一三派则是在金人统治区的北方出现的道教新派。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全真道,其势力范围

遍及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带。戏曲文化中的神仙道化剧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流行起来

的。  

  全真教的创始人是王重阳。当北中国沦落后,一些无所寄托的北宋遗民,既不愿依附女真族奴隶主统

治集团,又无力斗争反抗,便纷纷退隐,消极避世,王重阳的全真教,就是适应这种乱世而隐的知识分子的精

神需要而创立的。所谓“全真”,无非是保全其高洁的操守的意思。王重阳开始是在陕西终南山传道,金

世宗大定七年到山东昆山仑山,发展了郝大通、丘处机、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和王处一六个徒弟,声

势大盛。元人《郝宗师道行碑》记述:“道家者流,其源出于老庄,后之人失其本旨,派而为方术,为符 ,

为烧炼,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远,其来久矣。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

南,达于昆山仑,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

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老氏所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为道日损,损之又

损,以至无为’。庄生所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外天地,遗万物’,‘深根

宁极’,‘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庄之道于是乎始合。重阳唱之,马、谭、刘、丘、王、郝六子

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谓七真,师其一也。”11这说明了全真教的源流、教义和特征。它不搞烧符炼

丹,而提倡修真养性,实际上是吸收了理学、禅学和老庄思想的一些哲学因素,以“忍耻含垢”和“苦己利

人”为宗旨,因此受到沦陷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欢迎和信仰。到了蒙古灭金前后,北方地区长期陷于战乱,

全真教作为精神麻醉剂,又被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利用。成吉思汗西征时,特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到中亚等地

传道,全真教从此在整个元代得到政治上的优遇,广为流行。当时的道士欢喜和文人交往,他们填词作曲,

互相唱和。特别是元代杂剧中,“神仙道化”和“隐居乐道”两类作品,都与全真教直接有关。如马致远

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杨景贤的《王祖师三化刘行首》、岳伯川的《吕洞

宾度铁拐李岳》等,总不外是真人现身说法,度脱成仙。——由此可见,任何文学现象都是有其思想根源

的,都是受文艺思潮所影响的。  

  注: 

    12、56《二程遗书》卷五、卷十九、卷十八。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厦门市海韵圆科研楼（2）201 

联系电话：0592- 传真：： Email: 

页面执行：93.750毫秒  

xx[xx.Net]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   

  3、7、8《朱子语类》卷十八、卷一三九。  

  4四部丛刊本《河东先生集》卷一。  

  9《宋史·朱熹传》。  

  10《东坡集》卷四十。  

  11《道藏·甘水仙源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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