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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竹山道院 “梦与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 述评

雷　宝　黄永锋＊

　　2008年 10月 6日至 8日 , 以 “梦与中西文

化”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有着 “中华梦乡” 之

称的福清市石竹山隆重举行。该次会议由石竹山

道院以及国家 “985” 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

研究创新基地 、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

心联合发起主办 , 福建省易学研究会 , 福建省老

子研究会协办 , 并于学术会议开幕当天隆重举行

了 《百年道学研究精华集成》 和 《石竹山道院文

丛》 首发式。国内及港台学者近百人参加本次学

术盛会 , 与会学者们就 “梦与中西文化” 这一会

议主题及相关议题多角度全方位展开了热烈而富

有成效的讨论 , 中外学术观点交流碰撞 , 融汇贯

通 , 提出了若干极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新看

法。现综述如下:

一 、“石竹祈梦” 现象的多角度解读

石竹山乃是何氏九仙的 “离宫” , 作为祈梦

“圣地” , 其由来可远溯南宋。如南宋福清渔溪人

林希逸的 《游石竹紫云洞》 一诗中有句云:“长

歌赋招隐 , 梦绕天涯山” , 即透露了石竹山祈梦

之内涵。认真发掘石竹山九仙信仰及源远流长的

梦文化 , 可以为 “中华梦乡” 文化品牌建设提供

有益的文化支持 。学者们就这一议题提出了许多

精辟的观点。

“石竹祈梦” 作为一种民俗现象 , 有强大的

文化生命力 , 因此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 。詹石窗

教授著文 《石竹祈梦的文化解说》 , 尝试从文化

学视角 , 对福建福清一带 “石竹祈梦” 这一现象

的历史由来 、文化渊源 、 文化特质 、文化魅力等

进行专门解读。詹石窗教授认为 , 作为一种影响

广泛的民俗文化形态 , “石竹祈梦” 并非偶然 ,

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 “石竹祈梦” 与中

国传统文化休戚相关 。石竹山以其富有灵气的自

然景观和独特的地理风貌吸引了修道士与探奇

者 , 这一渊源远溯西汉时期在石竹山修炼成仙的

何氏九仙 , 并随着何氏九仙信仰的兴起成为人们

祈梦的智慧象征和精神纽带。石竹山的祈梦活动

便成为当地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原生性民俗活

动 , 并且一直香火传承延续至今。詹石窗教授指

出 , 石竹祈梦文化具有 “慈 、 善 、 孝 、 义 、 信”

等道德内涵 ,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间养生方式 ,

并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效用 , 此外 , 石竹祈梦的

礼俗除广泛流布于福州 、 莆田 、泉州 、 厦门 、漳

州一带之外 , 影响力还远播及日本 、东南亚以及

与欧州 、 美州 、澳洲等有福建人聚居的国家和地

区。对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九仙信仰者和其它有

志于祈梦的人士来说 , “石竹祈梦” 可以说是一

种文化认同的符号 , 通过这种祈梦符号 , 传统文

化中的许许多多信息获得传递 。在这种传递过程

中 , 既促进了族群的文化认同 , 也加强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 , 成为族群联结的文化纽带 , 发挥着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 。

盖建民教授与何振中博士则独辟蹊径 , 从丹

道与何氏九仙梦文化之关系入手 , 研究了九仙梦

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特征 , 着力阐发了九仙的丹

道思想及其作用 , 认为九仙具有内炼与外丹兼修

的丹道特征。这种特征同样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的 , 九仙的丹道思想对梦文

化形成独具特色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作

用。盖教授指出 , 作为梦文化的主要仙真人物 ,

何九仙的生平及其活动对梦文化的构建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 。何九仙修炼包括了内炼与外丹修炼两



个方面 , 他们的丹道修为对何九仙梦文化的形

成 、 九仙以 “梦” 行道 、 常人得以 “梦” 中通神

等独特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盖教授这一观点对

探讨如何基于何九仙信仰所蕴含的丹道思想内

涵 , 深入挖掘祈梦文化与道教文化的联系提供了

很好的思路。

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教授及王建兵先生从史

学方法入手 , 考辨何九仙的原型 , 探察传说中所

隐含的历史意义 。认为何九仙传说其实反映的就

是当时福建移民状况 , 指出何九仙传说是福建祖

先崇拜的延伸和衍变 , 何九仙信仰与福建移民有

着紧密的联系 , 其原型正是这些福建移民家族的

祖先们的缩影。在何九仙传说中 , 何九仙入闽的

路线大致是从江西南昌入闽 , 到福州 , 经永泰 ,

再到莆田 , 最后至仙游 , 这条路线与福建晋 、南

北朝时福建移民的一条路线极其相似 , 即由江西

入闽 , 然后由闽江上游 、 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

官 , 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 、晋江流域和

九龙江流域。通过对何九仙信仰与秦汉至唐朝的

福建社会历史状况两方面相结合进行考查分析 ,

对照何九仙传说中的九仙修道路径与汉代魏晋南

北朝时期福建移民路径 , 揭示出两条路线如此相

似的必然性关系 。此外 , 还分析了何九仙传说的

“本土化” 进程 , 发现九仙传说故事的演变也与

福建移民的历史息息相关 , 提出神仙传说与历史

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何九仙信仰传播方式之一就

是移民 , 何九仙信仰中的九仙入闽传说充分反映

了汉至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福建移民状况 ,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晋南北朝时福建移民的复杂心

理 、 路径以及入闽后与土著居民和北方移民之间

相线斗争与融合的历史。

陈德铸先生在文章 《九仙梦文化摭谈》 中 ,

从 “九仙梦文化” 对社会人生之影响 、 九仙的民

俗文化品位与梦文化认同 、 “九仙梦文化” 独特

之处几个方面 , 探究九仙梦文化遗产 , 揭示其现

代价值。张丽娟则从庄子之梦的哲学意蕴出发 ,

解说道教之梦文化如何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

上 , 以精 、气 、 神等道教范畴来解释梦的本质 ,

并以梦度人 , 以梦启人 , 揭示人生本质 。

二 、梦文化现象与道教思想

道教与梦文化结缘甚早。梦即是修道易产生

的一种体验 , 也是与神灵世界沟通的方式。南朝

梁代陶弘景就在 《周氏冥通记》 中记录了弟子周

子良与众多神仙交往的梦 , 充满异彩纷纭 、 虚荒

诞幻的色彩。透析道教思想与梦文化间的千丝万

缕联系 , 对探究道教文化与梦文化来说都是一个

重要的方面。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刚教授以

《道教之梦》 为题 , 详细论述了道教自诞生伊始

而延续至今的 “不死之梦” 。人类最深切永恒的

焦虑 , 莫过于对死亡的焦虑。道教对于不死之梦

的追求 , 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这种最深切的内心

焦虑得以舒缓和慰藉 。李刚教授从宗教心理学的

理论出发分析 , 认为人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感的

强烈反弹 , 又使人产生出不死的渴望和追求 , 这

是形成道教求超越生死的 “不死之梦” 的心理机

制和原因所在 。道教 “神仙不死” 之梦 , 是被压

抑的潜意识之中抗拒死亡的自然而然的表露 , 是

中国人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 构成了中国人国

民性的深层特征之一 。道教神仙不死之梦尽管是

非理性的产物 , 却充分彰显了 “我命在我不在

天” 的主体性精神。

论及 “长生之梦” 的还有湖北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吴成国副教授 , 他在文章 《蝉意象中长生梦

的文化探寻》 中 , 以深刻反映古代文人价值取向

的蝉意象为切入点 , 通过对蝉意象中长生梦文化

渊源的探究 , 认为中国人的长生之梦从原始巫术

时代走入梦境 , 历经具有浓厚巫术文化传统和产

生了老庄道家的楚文化的浸润 , 再到与道教信仰

的长生不老 、 得道成仙相暗合 , 使得这场梦是如

此绵长美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孚琛先生撰文

《从道学文化看睡眠与梦》 , 从新道学的视角对睡

眠与梦给出新的理论解释 , 揭示了睡眠和梦的机

制 , 并对释梦 、导梦 、造梦乃至通过梦境指导现

实生活 、 发明创造等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

介绍了藏传佛教密宗 “那洛六法” 中的 “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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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 这一梦的具体修炼法门。胡先生这一视角对

解析石竹山祈梦 , 信仰者从梦中获 “神启” 这一

现象 , 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泽洪教授

从中华梦文化的学术视角 , 详细考察了文昌帝君

信仰的起源及其衍变 , 宋代科举的 “梓潼梦” 及

梓潼神崇拜 , “梓潼梦” 的神学功能和社会影响

诸问题。张教授认为唐宋以来社会各阶层关于

“梓潼梦” 故事和记载 , 反映了士人心灵深处对

科举成功的深切企盼 。古代士人祈梦梓潼神的风

气 , 是神道设教的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 反映出

道教影响科举制度的特殊方式及当时社会道教文

昌帝君崇拜的实况和心理 , 从而说明中华梦文化

与民间的宗教信仰之密切关系 , 尤其是对道教神

仙信仰的传播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广保教授在

《道家的梦论与道论》 一文中 , 从梦与生死两大

主题来展开原始道家道论的基本内蕴 , 并尝试探

讨一种形而上的梦论和生死论在原始道家中通过

何种方式得以建构 。指出不同于今人从生理学 、

心理学的角度对梦所提出的科学解释 , 也不同于

古人将梦看成是现实世界征兆的占梦学解释 , 道

家则是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梦作思考 , 从而提

出一种独特的 、 形而上的梦论 。此种梦论乃是围

绕着人生的超越主题即证道 、 体道而建立的 , 构

成其根本道论的一部分 , 而原始道家之所以选择

梦与死亡这两大关键问题来展开其道论的原因直

接源自道家独特的宇宙观 。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丁原明教授

《全真北宗与古代梦文化》 一文对全真道北宗与

古代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丁教授认

为全真道北宗对梦的追问 , 涉及到梦的成因 、梦

与修道成仙 , 以及 “无梦” 的神仙境界等内容。

特别是它们的 “无梦论” , 不仅促进了 “梦” 这

种潜意识往 “无梦” 的有意识的转化发展 , 而且

也丰富了古代梦文化的内涵。

三 、梦文化与 《周易》 及儒释思想

梦文化与 《周易》 及儒释思想是本次研讨会

的议题之一 , 同样有一些精彩力作 , 我们有必要

专门加以总结 。

人们对梦与易学的关系较少探究 , 然而易学

在占梦中被经常运用 , 詹石窗 、李育富在 《梦与

易学关系初探》 一文尝试从释梦之理论根基 、梦

的成因和占梦的方式等方面探讨易学为占梦提供

阴阳协调 、天人合一的理论根据 、 梦因的阴阳发

端和解梦的易学思维方式 , 揭示了易学在占梦中

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雷宝则从分析梦占与易占

的思维方式入手 , 通过对梦象与卦象逻辑关系表

达方式的差异性 、梦象与卦象思维过程相似性的

对比性分析 , 尝试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理解 《周

易》 “观象系辞” 的思维过程及特征 , 亦颇多

新意 。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陈金凤教授著文

《唐代士子的科举焦虑与梦境祈求》 , 他通过对唐

代士子的科举梦的研究 , 指出科举梦故事包含着

佛道思想 , 反映唐代佛道文化对儒家文化的渗

透 , 但更多的科举梦故事则表明士子对科举的坚

定信念 , 表现出士子儒家文化的根本性 , 以及唐

代士子经世致用的理念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台湾的林美容 、释印隆先生据承天禅寺传悔法师

一生种种传奇的梦境与征兆 , 认为传悔法师这些

梦兆与他在出家路上所体悟出的生命意义 、 佛门

的修行观念息息相关 , 他们结合佛门修行无常

观 、 因缘观 、 业障观 、福报观 、心定观 、大乘观

六个方面对此加以讨论。他们以传悔法师的梦与

境透析佛教修行观念 , 饶有意味。黄冈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江峰副教授 《太古学派梦文化的诗化哲

学解析》 一文以太古学派与梦文化相关的遗书资

料为对象 , 通过细致解析 , 可以体察到该学派梦

文化的诗化哲学意蕴 , 深化了对太古学派梦文化

的诗化哲学特质及其价值的认识 , 其中妙处不一

一列举。

这些新颖精湛的思路对我们进一步从多角度

研究梦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 、 梦与文学艺术

梦在文学艺术中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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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因此梦历来受到文人的青睐 , 他们常借作

品叙述梦或借梦的形式来构筑作品内容 , 文艺与

梦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詹石窗教授认为 “石

竹祈梦” 是激发灵感 , 推进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

方式 。然而文学中的梦多数并非真梦的实录 , 而

是清醒的创作意识的产物 。因而文学的梦比真实

的梦更具有反现实或超越现实的文化意蕴。厦门

大学哲学系郝爽以 《红楼梦》 为例 , 探讨了梦意

象描写作为能够揭示人内心世界 、 浓缩外界信息

的独到艺术手段的独特功能。

上海市道教协会张振国先生 《梦境与中国古

代文学艺术》 一文对梦与艺术两者关系进行了探

讨 , 在介绍了梦成因的多元性与梦境复杂性的前

提下 , 着重论述了梦境对于艺术创作的刺激 , 认

为艺术需要梦境 , 梦境的艺术表现应该符合社会

生活的道德要求 , 从而丰富情节 、 创造形象和表

现一种美学理念 , 说明在艺术创作中可充分利用

梦境所采用的道教元素 , 客观上起到传递道教追

求长生 、 宣扬果报的教义思想之作用。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申喜萍副教授提交的论

文是 《元代神仙道化剧 “梦幻” 主题刍议》 , 她

立足于元代翔实的史料 , 通过对元代数量众多的

神仙道化剧的梳理 、 概括 、提炼出神仙道化剧

“梦幻” 这一主题 , 并把产生这一主题的具体原

因放到元代具体的社会环境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的趋向上进行了探源性的研究 。元代神仙道化剧

具有突出的文学魅力和美学意蕴 , 从梦幻主题对

其进行解读和分析 , 对于很好的把握时代特质 、

文化趋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们的观点对开

阔梦与文学艺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不无裨益。

五 、其他相关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亦平教授着力于从现代文

化视野中探寻道教思想的普世价值 。她撰文指

出 , 道教以 “得道成仙” 为基本信仰 , 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思想文化 , 探讨道教关于人与自然 、人

与社会 、 人与人 、身与心等思想 , 辨明道教思想

中 “尊道贵德” 这一核心 , 发掘其中所包含的以

生命关怀为中心的普世价值可以给现代人一定的

启迪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小光副

教授以郭店楚简 《太一生水》 为中心 , 对古代的

水崇拜思想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 认为水生生不息

的力量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生命的理解 , 包括起

源 、 死亡和再生等方面。以上诸文均体现了可贵

的学术创新意识。其他学者对一些议题也各有发

挥 , 兹不一一列举。

石竹仙山 , 道韵天成 , 本次研讨会首次以

“梦与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 为主题 , 在素有

“中华梦乡” 之称的福清市石竹山举办 , 恰逢秋

兰飘香 , 景色宜人之时 , 学者们以 “梦” 会友 ,

各种学术观点互相交流碰撞 , 颇多创见 , 讨论气

氛积极热烈又不失和谐融洽。学者们对何氏九仙

信仰及祈梦文化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和解析 , 深入

发掘了石竹山九仙信仰及祈梦习俗的丰厚文化内

涵和积淀 , 认为何九仙梦文化对其信仰者的生活

至今仍具有积极的作用和现实价值 , 为石竹仙山

梦文化节系列活动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 成为文化

节活动中独特的人文景观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向新的高度推进 。我们也

注意到 , 在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看待祈梦文化现象

以及如何从自然科学角度借鉴融合当代国内外心

理学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最新结果上 , 一定程

度上还存在关注误区和知识盲点。这些在今后的

学术活动中有待改进 , 同时也启发学者们在这些

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宗教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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