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72020 年第 2 卷第 8 期 实践探索

浅析《中国文学史》中楚辞与隋唐五代巴蜀仙道文学
张　倩

（云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对于相关的研究浩瀚如同大海，其中游国恩先生的研究最为瞩目，游国恩先生博古通今，却

又极其谨慎，他发表的每一部书都在文学界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例如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本文通过分

析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的楚辞研究以及隋唐五代时期巴蜀仙道文学的研究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以游国恩先生的

楚辞接受史，以及隋唐五代巴蜀，仙道文学的具体研究范围为切入点。进而引出了研究内容，首先分析了楚辞作品的代表人物，屈原和

宋玉的作品，然后分析了楚辞的艺术论以及审美论之后，研究了隋唐五代巴蜀仙本土的仙道诗以及隋唐五代时期入川文人的仙道诗。通

过解读隋唐时期的巴蜀仙道文学中的优秀诗词来展示出受道教文化影响下的独特文学魅力，进而彰显出道教在文学中对文学的影响以及

仙道文学在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旨在凸显游国恩先生对于二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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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述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游国恩先生天资聪颖，对古代文

学颇有研究，他博古通今，但是却极其谨慎，很少著书立说。他

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各种文学体裁有了详细的介绍，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就要求主持以及隋唐时代的《巴蜀仙道文学》。楚

辞是中国文学里边的显学之一。

游国恩的《楚辞学研究》对以后的楚辞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游国恩生的《楚辞学研究》为以后学者的楚

辞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和发展的脉络。除楚辞外，巴蜀仙道文学又

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重要题材诗词，尤其在隋唐时期尤为新盛，

而隋唐的巴蜀地区新风大叫，又有很多大诗人定居于此，他们的

诗词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着仙风道骨的韵味。通过

对隋唐时期巴蜀仙道文学的研究，大致勾勒出该时期巴蜀仙道文

学的样貌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一）游国恩的楚辞接受史

如果将游国恩对于楚迟研究的接受史分为几个阶段的话，可

以分为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再肯定阶段这三个阶段。游国恩转

编的《楚辞概论》，在 1926 年 9 月由北勋书籍出版。郭沫若夸奖

赞叹他关于《离骚》两个字的解释，只有游国恩讲解得最为透彻。

这个阶段可以理解为游国恩对楚辞研究的肯定阶段。游国恩对楚

辞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得到的评

价也越来越好。这段时间是游国恩对楚辞的再肯定时期。游国恩

先生博古通今，思想体系庞大而又细微，可是他却不轻易著书立说，

《中国文学史》是他得意的代表作品，其中的楚辞和隋唐五代巴

蜀仙道文学文学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隋唐五代巴蜀仙道文学的研究范围

对于隋唐五代巴蜀，仙道诗词的具体研究范围，本文的研究

时段选在隋文帝到北宋统一全国，这一段时间之间。巴蜀的仙道

诗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为巴蜀本地文人创作的仙道诗

词，第二为诗词的作者不是巴蜀本地人士，但是仙道诗词的创作

地点或者是创作内容都与巴蜀这一地点密切相关。

巴蜀本地仙道诗词的作者，主要包括巴蜀籍的文人和巴蜀籍

的道士僧人以及女冠和巴蜀籍的皇帝以及妃子。在隋唐五代这一

时期文人四处游历，三川大部分的巴蜀籍作家在其工作之后都陆

续走出了属地，开始其漫游全国的历程，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天

生文学素养极高，使他们在领略祖国大好风景和人文景观的同时，

把自己的才华化作诗留在了异乡。

基于以上这个原因，这类作者的诗大体可以分为属地创作和

属地外创作两个部分。笔者主要以文人在属地内创作的仙道诗为

研究内容。属地外创作的诗为辅助研究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属地

外人是分为游览属地和遇居属地两种。游览属地是指巴蜀这一个

地方，只是文人漫长游览生涯中的一个落脚点，文人墨客在把才

华留在这里之后，又奔 向其他的地方遇居蜀地，是指文人墨客在

遍游蜀地之后选择定居在这里，他以后的活动范围也都在巴蜀地

区。

二、对楚辞作品及艺术审美分析

（一）楚辞代表论

1. 屈原思想论

屈原是我国楚辞中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投江还形成了一个

节日，端午节。中国文学以风骚著称。风指的是诗经，这是古代

文人集体智慧的创作。骚指的是楚辞，大部分是屈原个人创作的

结果。屈原是楚辞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没有屈原，楚辞就如同没

有灵魂一般。

从古至今，不少诗人为屈原的忠贞才情所感叹。刘思在《文

心雕龙辨骚》中，夸赞“屈原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苏轼在《屈

原塔》中说到“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李白在《古风诗

五十九首》中说到“比干荐而死，屈原蹿湘源”。

这么一位旷世奇才却含恨投江而死，不得不说，这是多让人

遗憾的一件事儿。在游国恩的研究中，他认为屈原具有阴阳家的

思想。游国恩认为阴阳家学说的主要精神是时空推论，屈原的作

品中就体现了时空推论法。例如在离骚之中，部分篇章就引用了

尧舜三代。另一个重要的篇章，天问之中，一整个篇章就是一个

纵向的历史系统问题。篇中从大禹治水到成汤放法因受暴乱等几

十个问题连续追问。游国恩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想到屈原是在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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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思想之下产生的系统历史观。游国恩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

屈原具有法家的思想，他从屈原的作品为切入点，找到其中的方圆，

规矩等法度名词，代表了屈原具有法治观念。

2. 宋玉作品论

在对于楚辞另一位大师宋玉的研究之中，游国恩在中国文学

史一书中主要通过宋玉的师从论，以及宋玉与楚王，以及对宋玉

作品的评判几方面来进行的阐述。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

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他认为宋玉出生于屈原死了之后，

如果他们之间存在师生的关系，屈原必定是宋玉的师傅。

根据史记的记载，宋玉先后侍奉楚威王以及楚襄王。游国恩

认为宋玉的作品大部分以抒发情思为主。他在《中国文学史》一

书中提出宋玉借古乐为新裁，抒发情诗这一观念。例如在宋玉的《九

辩》之中，游国恩就着重强调了宋玉的抒情性。游国恩认为《九辩》

描写入神，情感细腻，可以算作宋玉的代表之作。

（二）楚辞艺术及审美

1. 楚辞艺术论

在楚辞的艺术表现手法中，比兴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比兴最早，

提出在《周礼春宫》之中。游国恩认为楚辞中的比兴。最显著的

特点是用女人来做比兴的依据。游国恩曾说，女人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花，所以屈原的楚辞之中就经常出现各种香花，用花来比喻，

方戒，用花来比喻与自己兴趣相投的人。游国恩在舆论中写道，

如果说楚辞的代表是风骚，倒不如说楚辞的代表是女性，因为他

们都是谈论女人的，他的中心理念是主持女性说，因为在储值中

大量运用的比兴，把女人作为一种象征意义。

游国恩还提出屈原在楚辞中的比兴手法，不仅仅限于此，在

一些篇目中有意无意的也运用了比兴，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

一书中总结了，屈原用女性来作为比兴材料的显著特点。

2. 楚辞审美论

游国恩对于楚辞的研究，在文学界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

对于楚辞的审美研究，一方面来自于对前人研究经验的总结，一

方面就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艺术体验美学和楚辞学之间，虽然不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对于游国恩来说，美学却是楚辞学研究

中的导向。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从古就有，

他是文人墨客安身立命的精神动力，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

游国恩详细分析了屈原所面临的朝廷形式，屈原面对的是自己国

家日渐衰落，国内党派纷争不断，外敌虎视眈眈，百姓生活困苦

不堪。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滋生出了别样的审美体验。从审美

心理上看，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到审美感知是从形

式结构过渡到心理的关系。

三 、对隋唐时期巴蜀仙道文学的探究

（一）隋唐五代巴蜀本土仙道诗

1. 巴蜀本土文人诗

享誉至今的大诗人李白就是巴蜀人士，他的祖籍是绵州昌隆

县。在李白 24 岁以前，他都是在属地境内生活，在这段时间他除

了读书之外，也受到了巴蜀道学风气的感染，对神仙之道有所倾慕。

在公元 724 年李白这一年，24 岁他，突发感想，大丈夫必有

四方之志。因而远游，可是这一走竟然走了大半生，他的后半生

基本都过着漫游的生活。

李白遍游四方，他的诗歌也流落四方。根据笔者的统计，估

量其中关于仙道的诗歌就高达 160 多首，可见，道教的思想对李

白的影响有多重，在李白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在他的诗中有这样

的篇章：“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而且这种影响是从幼时

便开始耳濡目染的，例如李白的诗中又说：“十五学神仙，仙游

未曾歇。”

李白的的仙道师的主要题材和内容大部分为因为山水林木而

产生的道心。清新的自然，优雅的森林，它的妙处在于可以悄然

净化人的心境，使受束缚的人有世外桃源之感。而且，修炼道教

的人选择的居住地方，往往也是深山老林之中，带有神秘色彩的

得道飞升的传说，又使其增加了独特的魅力。

例如在李白的诗中“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就

很好地体现出了因自然而产生的道心。李白对于自然的喜爱不仅

仅只包括亲身处在清幽的山林之中，即使面对山水画，李白也会

产生修仙的联想。在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之中，“且放白鹿

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就是很好的写照。

2. 巴蜀本土道人诗

巴蜀本地的道人和他们的仙道诗歌和专业的文人创作比起来，

数量没有文人多，在艺术成就上也没有文人的艺术成就高，他们

的创作动机也不一样，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巴蜀本土道人这个群体

所创作的作品毫无优点。

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专业的宗教人士更能凸显出道教的本色，

也能够更直观的展现出道教的情怀。在一些篇章中，他们也许还

会比文人更高一筹。由于本身的宗教信仰，在写诗的时候不可避

免的就会融入宗教因素，例如在描述笔下景物的时候，道人就会

融入其中的道教冥想。

例如，隋代的道人程太虚的诗歌《磨剑泉》《漱玉泉》就从

视觉和听觉入手，展开丰富的道教联想，其中磨剑泉之中，作者

把泉水反射出的波光联想到刚刚铸造而成泛着光芒的宝剑，用宝

剑斩杀恶兽，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扫除尽天下的妖魔鬼怪，

才是他伟大的归宿，这一诗中就反映出了信道之人想要斩妖除魔，

守护苍生的博大胸襟。《漱玉泉》之中，诗人看到从山上垂直而

下的瀑布将全身道教冥想而成天外之音。这反映出了信道之人的

道教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了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思想角

落以及思想习惯之中。

3. 巴蜀本土女冠诗

女冠也是仙道诗歌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这个身份的特殊性可

以让她们不用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有一

个更为人心照不宣的身份，这个身份的特殊性让她们在一些方面

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生活的大门。

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在纷扰杂乱的世事中，在檀香萦绕的打坐时，

敏感细腻的女性用诗传达着她们纤细的内心世界。

薛涛就是其中典型人物代表。根据史料记载，薛涛不仅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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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而且极具才情。后人将她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以及蜀

中四大才女之一。可见她文学之成就。薛涛从小就跟随父亲住在

巴蜀地区，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中穷困潦倒，没有办法才

做了。身份的特殊性让她变得纤细敏感，同时也给了她别的女性

没有的抛头露面的机会。

在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时候，她认识了大批的社会名流，其

中不乏当时名扬社会的大诗人，例如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

但是由于受到道教的熏陶，薛涛并不留恋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她脱离身份以后就选择了隐居过着信道清修的日子。

在全唐诗中收录着薛涛的诗歌，大概有 80 多首，其中关于仙

道的诗歌就有 10 多首。其中包括借着仙道诗歌描写恋情的例如《题

竹郎庙》和《乌山庙》。也包括记录修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例如《试

新服裁制初成三首》和《送扶炼师》。

（二）隋唐五代入川文人仙道诗

1. 与道人送别诗

道教被李氏王朝推崇为国教一些有名望的道人，例如玄英和

李含光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他们被官家封号，甚

至还会得到帝王的亲自访问。巴蜀籍赵法师，也得到过这样的荣誉。

例如唐玄宗李隆基的诗中就有很好地体现《全唐诗》中收录

的一首诗李隆基的诗名为《为赵法师别造经院过院赋诗》 其“宗

师心物外，为道运虚舟”，就是道教被重视的很好体现。

道人经常会出门远游，由于他职业的神秘性，就连出门远游

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诗人，一些诗人在送

别诗中会对此进行渲染。

《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和姚合《送任尊师归蜀觐亲》为例“大

罗天上神仙客，濯锦江头花柳春。”“白云修道者，归去春风前”

都融入了诗人的浪漫想象。这种诗歌的题材有很多，其中包括描

写送别的自然环境，并且加以浪漫渲染的。例如司空输《送张炼

师还峨嵋山》、薛曜《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这两首诗都

烘托了对于道教清修的向往以及表达了对道人离去的不舍。

2. 宫观诗

宫观是道人们平常生活和修炼时的地点，在平常人眼中本来

就具有独特的神秘色彩，如果再有道人曾经在此地得道成仙的神

秘传说，就更能增加她独特的魅力，所以文人墨客在游道观的时候，

在这种独特的景观和神秘的氛围下，或抒发情怀或感叹仙真也成

了常有的事儿。

例如王勃《寻道观》和薛能《过昌利冠观有怀》都是典型的代表。

王勃的诗中讲述了公关内外的奇异景观。抒发了“苍穹不可得，

空望白云崖”的感叹，从中可以感受到王维对道教深深的恋慕之情。

杜甫的《玉台观》则把道仙和慕仙结合在一起。这首诗在颈

联儿以及汗脸儿，详细的描述了道观之中的风景人物，真诚地歌

颂了诸位仙真读这首诗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了仙境之

中。在尾联儿，杜甫又抒发了“更肯红颜生羽翼，遍生黄发老渔樵”

的慕仙之情。

在宫观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宫观叫行宫道观，这个道观是专

门为帝王出行时准备的，帝王在游览道观时，就将它作为行宫而

使用。对于这类道观，文人墨客往往会追思历史，感叹时代的兴

衰变化。例如薛逢的《题上皇观》就以追忆了当初唐玄宗在安史

叛军的追击下破军于此，营造出了苍凉落魄的景象，传达出了今

时不同往日的感伤也流出了对国运的担忧。

3. 游仙诗

隋唐五代时期的研究范围，可以把游仙诗分为单纯意义的游

仙诗、恋仙诗以及咏仙诗。

单纯意义的游仙诗是指诗人将自己游历的经历作为主要内容

而继续的诗歌。例如王勃的《出境游山二首》，在这首诗中，王

勃就把自己游玄武山时所见到的事物所产生的情感，详细表达出

来。其中首联和颔联，是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官从上下左右等不同

的角度方位对玄武山中道观静物的观看，诗的后四句则是诗人借

助道观的知名来抒发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产生的怀才不遇之

情，以及离家远游所带来的相思之情，这首诗虽然清新超然，好

像置身于世俗之外，但其实其中也有着一颗世俗的心。

恋仙诗主要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下，独特的景观下诗人对

神仙的倾慕的自然流露而产生的诗作。例如王勃的《八仙径》和

杜甫的《丈人山》，这些诗的来源都产生于诗人对神仙的向往和

对仙踪神迹的探索。牧仙师的情感主要侧重于诗人抒发自己对神

仙的恋慕之情。

咏仙诗的表达重点是歌咏言真。在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之内，

入川的文人在这一期间创作出了大量的咏仙诗歌。涌现诗歌歌颂

的对象主要是巫山神女。诗人们对于巫山神女的向往，经过岁月

的沉淀，使神女好像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存在，只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代文人的歌咏，巫山神女留给人

们想象的空间越来越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刘希怡

的《巫山怀古》陈陶的《巫山高》以及李贺的《巫山高》，都是

歌颂神女的经典篇章。

四、结语

刘国恩先生是我国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楚辞学

方面研究颇深，而且在隋唐时期巴蜀仙道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对楚辞的作品以及艺术审美分析系统而又详细对于隋唐时期巴

蜀仙道文学的探究，有自己独特的分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游国

恩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楚辞研究和隋唐时期巴蜀仙道文学研究

来窥见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魅力，希望能够为后世研究中国文化提

供参考作用，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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