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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們談到元雜劇《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這類
劇目在元雜劇的系統中，都會歸類在「神仙道化劇」類
目中。
所謂「神仙道化劇」，就是指一些敷演道教神仙點
化、度脫凡人，以及道祖、名士悟道飛升內容的元雜
劇。這些雜劇固然盛於元代，但其實在宋代已見其雛
型。
宋代著名筆記體志怪小說集，由洪邁撰寫的《夷堅志
．支乙志（卷四）》便有一篇名為《優伶箴戲》的章
節，裏面寫了宋代儒、釋、道三教人士借助戲劇手段宣
講教義；而稍後的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五）》
「院本名目」亦記載了相關內容；金代有《莊周夢》、
《瑤池會》、《蟠桃會》等道教神仙題材劇目流行，而
南戲的傳統劇目也有道教故事《老萊子斑衣》。由此推
論，「神仙道化劇」早在宋代已是民間重要劇目，到了
元代更是大放異彩。
鍾嗣成所著《錄鬼簿》中記錄了金末至元中期雜劇、
散曲藝人的著作約四百種，據其題目、正名推論，「神
仙道化劇」劇目約有四十餘本，即佔所載十分之一左
右。這些劇目流傳至今已散佚了不少；明人臧茂循曾編
《元曲選》；後來今人隋樹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根據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輯成《元曲選外編》，
收錄元雜劇共62種（皆為明人臧茂循《元曲選》未收錄
者）。
《元曲選》與《元曲選外編》合計收錄「神仙道化
劇」18種，包括了元代作品13部，分別是馬致遠的
《岳陽樓》（即上文提及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任風子》、《黃粱夢》；岳伯川的《鐵拐李》；范子
安的《竹葉舟》；賈仲明的《金安壽》、《升仙夢》；
谷子敬的《城南柳》；楊景賢的《劉行首》；王子一的
《誤入桃源》；史樟的《莊周夢》；無名氏的《玩江
亭》、《藍采和》。
這些劇目的主題內容都是道教度脫升仙故事。而不得

不注意的是，元代道教新興教派全真道有關。

反映全真道在元代盛行
戲曲內容往往反映現實，「神仙道化劇」中有大量全
真道元素，正反映了全真道在元代盛行的情況。為什麼
全真道會在元代盛行？其實，今人陳垣先生在《南宋初
河北新道教考》便有論述此現象 ：「況其創教在靖康
之後，河北之十正欲避金，不數十年又遭貞祐之變，燕
都覆亡，河北之十又欲避元，全真遂為遺老之逋逃
藪」。簡單來說，在這個改朝換代頻繁的時代（北宋亡
於金，金又復亡於蒙古），全真教成為了一些前朝遺老
和讀書人的「精神避難所」，再加上全真道重視修身養
性，有別於其他重視符籙、煉丹（外丹）的道教教派，
所以較易受傳統儒家文士所接受。
事實上，宋徽宗寵信道士林靈素，也讓當時民眾對道

教失去信心，所以當王重陽創立修己度人的全真道後，
自然也吸納了不少信眾。
魯迅曾在《致許壽裳》的信中提到：「中國的根抵全

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反
過來說，看元「神仙道化劇」也可以明白道教與中國文
化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學校或職場經常有需要與人合
作的時候，找到能共事的人原本就
比找到能交朋友的人重要。個性不

合不見得是對方人品差，也可能是做事方法和思維邏輯不同。
所以我們應該盡量就事論事，不要過早對人下論斷，以免在相
處中心理矛盾，形成心結。
值得注意的是，愈不喜歡的人，愈該避免讓自己有更討厭他的
機會。像是到處蒐集旁人對他的評價、去探聽他的八卦，都容易
讓主觀情緒膨脹，更無法理性思考，反而會影響專業判斷。
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
一、常邀人參加聚餐
面對這種邀請，你會怎樣應對？可以不理嗎？聚餐可增進感

情，即使不想每次參加，還是建議偶爾參與。很多時候，人與
人之間關係的深化不在上班時，而是在下班後。多參與聚餐，
私下交流，才能快速拉近彼此距離。如果真的對此感到困擾，
不妨訂出個人原則，坦誠以告。反倒是默不吭聲、沒有理由的
不配合態度，會令同事或同學覺得掃興又莫名其妙。
二、愛爭功諉過的人，好頭痛！
這種人在合作初期就要清清楚楚地劃分負責範圍，過程紀錄

要留底。想對付這類缺乏貢獻、接受表揚卻跑第一的小人，可
以依照他爭功的強度來回應。

對付見縫插針，遇苦差事就落跑的人，如果他並非完全不參
與，而是避開麻煩作業、只做簡單事的話，不妨主動讓路給
他，反守為攻，明確、公開地劃出每人該負責的範疇，並說明
原則，運用群體壓力讓他無法拒絕，萬一出錯或沒做好，他也
無法規避責任。
對付不只一次爭功的人，既然知道對方習慣，最好凡事想得

比他更周到。在合作初期就要列出團隊成員的具體角色、細部
分工，事關重要進度的電郵或會議紀錄也要留存，以便在日後
產生爭議時作為證據。另外，若身在職場，你提出的任何新點
子，最好都直接和主管溝通，一來可讓主管清楚想法從何而
來，二來可避免想法事先被剽竊。
對付惡行惡狀有目共睹的人，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他習慣爭

功，你更該反其道而行，把光環和大家分享。碰到自己接受表
揚時，務必一一點名相關成員，歸功給大家，建立盟友關係。
久而久之，獨善其身的人，必然敵不過團隊口徑一致的力量。
同學們離開「象牙塔」後，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對於不

同的人，便要用不同的方法應對，唯一不變的是我們都必須保
持理性，這樣才能保護自己，也不冤枉別人。
◆籲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
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
書。）

金聖歎(1608—1661年)，江蘇吳縣人，乃
明末清初學者，極富才華，但在獨尊儒家
理學的時代，他卻偏偏鍾情於稗官野史，
終日飲酒批書，為正統文士所不齒。令他
受重視的正是批註、改寫《水滸傳》。
所謂「金批《水滸傳》」，是指由清代

名人金聖歎所批的《水滸傳》。由於他在
書頁版頭上用紅筆所批註的文句精闢獨到，有出書人索性連他
的批註文字也一並刊印，更增吸引力。「金批《水滸傳》」之
結局也與原版不同，經金聖歎改寫過後，讀者看得更加津津有
味。
金聖歎不僅批註和評點，還將《水滸傳》七十一回以後「受
招安」、「征方臘」等內容全刪去，並續寫了《梁山泊英雄驚
噩夢》一回。將盧俊義夢見梁山頭領全部被殺害的情節作為全
書的結局。金聖歎對《水滸傳》的批寫極具特色，不亞於高鶚
續寫的《紅樓夢》，不過亦招致無數批評，可謂毀譽參半。
有人批評金聖歎的思想離經叛道，因為他對通俗文學極其推
崇，從不認為儒家的「四書」「五經」就是天經地義，他把
《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
《西廂記》這基本看似毫無關聯，卻有着叛逆精神的書合稱為
「六才子書」。金聖歎還對《西廂記》進行了評點，也頗具特
色，讓人耳目一新。在封建時代發表奇談異議，何嘗不是一種
叛逆精神？

「抗糧哭廟」被判死罪
金聖歎是江蘇吳縣人，在清朝初年，吳縣縣令任維初私取公
糧三千餘石，不但貪污，而且常以各種名義去強徵暴斂，百姓
若不能按時完納，必遭毒打。任維初為了增加威懾作用，就把
打人的竹片浸泡在糞水中，打人時又沉又痛，受刑者被打得皮
開肉綻時，更受糞水感染，不死也染病一大場。
很多人慘死在縣令手上，百姓都恨他入骨。順治十八年，順
治帝病逝，哀詔下達，各地官府設帳祭奠，哭靈三日。吳縣的
秀才們藉機打開文廟，寫了「揭帖」到哭靈場所控告縣官。金
聖歎等人在《哭廟文》指名道姓地說任維初「鼠窩狗盜，偷賣
公糧。罪行髮指，民情沸騰」。這場藉題發揮的舉動，自然激
怒了任維初，連帶跟他朋比為奸的巡撫朱國治也被牽扯出來，
暴露出他貪婪的醜相。
朱國治惱羞成怒之下，將金聖歎作為首犯拘捕，給這群秀才
定了好幾條罪狀：吳地兵餉難徵，是因這群秀才從中作梗；他
們還在哀詔哭靈之日，聯群結黨，肆行無忌，驚擾先帝之靈；
知縣官職雖小，也屬朝廷命官，豈容他們聲言驅打⋯⋯
於是清廷下旨，將金聖歎等十八名秀才押赴金陵斬首。臨行
刑前，金聖歎寫了一首《絕命詞》作為家書，其中竟無一字提
及生死：「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
法一傳，吾無憾矣。」

◆任平生 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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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主要教授「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
榮譽文學士」課程，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東坡樂天最感人 鬢髮雖白志未老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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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
士，後世又稱他蘇東坡。他
是一位大文豪，作品受世人
景仰。有一位大師級的學者
非常欣賞和崇拜他，甚至替
他作傳，這位就是有「幽默

大師」之稱的林語堂先生。
林語堂在以英語寫成的《蘇東坡傳》序文中
說，蘇東坡是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是悲天
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他是散文
作家、大詞人，又是新派畫家、偉大書法家；他
更是假道學的反對者、是佛教徒、士大夫；同時
他也是一個「小丑」。
為什麼會說他是個「小丑」？因為林語堂覺得
「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
一笑，這個結論也許最能表現他的特質。蘇東坡
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方面天才的豐富感、
變化感和幽默感，智慧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
孩。」
蘇東坡雖曾遭受那麼大的挫折，下獄受審，
還差點被處死，但是他仍是那麼樂觀。「一蓑
煙雨任平生」盡顯其自得從容的情懷，像一劑
良藥，總能給人療傷和洗滌心靈。林語堂也
說，自己的幽默感很大程度是受蘇東坡這位大
文豪所影響。
世稱蘇軾為豪放派詞人的代表，這正表現出他
那豁達的、無拘無束的性格。就算同一個格律、
同一個詞牌，他也可以寫出不同的風格與神韻的
詞章。他有兩篇《江城子》，同是曠世名篇，風
格卻迥然不同。

狂放與哀傷同樣真摯
第一首《江城子》，寫於密州出獵時：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

裘，千騎捲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

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

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

天狼。

蘇軾每次遭受貶謫外放，都喜歡以「疏狂」自
況，以「老夫」自居。寫此詞時年僅四十，正值
盛年，雖鬢髮微有斑白，也不算老啊！這樣自況
僅表狂放，也為下片中所提的「馮唐」作鋪墊。
他左手牽着黃驃馬（有學者指可能是黃犬），

右手擎着獵鷹，一身獵裝，帶領千騎如疾風般捲
掃上山崗，是何等的威風！為報答大家，挽弓射
虎，有如當年孫權之勇姿。自貶謫以來，這樣熱
鬧、威壯的場面，屬實不多。
痛飲數杯，興致勃勃，膽氣更壯。兩鬢微白，
仍不失雄心壯志。希望朝廷不嫌我老，派人來宣
召我回京效命。到時我會一顯身手，拉開雕弓，
把天狼星也射下來，何況西夏呢？
蘇軾對這首作品頗為自得，在他予友人的信

中曾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
亦自成一家。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
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
以為節，頗壯觀也。」
此闋詞的確把他的傲氣表現得淋漓盡致，而

「黃」與「蒼」就是修辭學上的「借代」手
法。詞句中亦有表達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酬
的境況，藉着出獵釋放豪情，把鬱悶情緒傾瀉
出來。
不過，他另一闋《江城子》卻令人肝腸寸斷：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

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

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這闋詞是蘇軾悼念亡妻王氏而作。王氏賢慧聰
穎，雅擅詞章。她十六歲出閣，嫁予年僅十九的
蘇軾。少年夫妻，繾綣情懷，感情深厚。王氏經
常在蘇軾身邊伴讀，或替夫在結交識人方面把
關，留為佳話。可惜天妒紅顏，王氏在婚後十一
年去世，只留下蘇軾和兒子蘇邁。
起首的幾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

難忘。」已令不少有情人落淚。生死相隔十年
了，想把思憶放下，又很難忘記。「千里孤墳，
無處話淒涼。」更令人傷心悲痛。人鬼殊途，只
能夢中相見。這一晚，他夢中回到從前，回到千
里之外的故居，見到正在梳妝的妻子。最慘的是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兩人並無千言萬語
去慰藉對方，無奈地只留下令人腸斷之松岡孤
墳。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元雜劇為何離不開「神仙道化」？

◆四川眉山市的三蘇祠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居。
資料圖片

◆金聖歎貫華堂本《西廂記》。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