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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阳祖师告诉我们：道教应当出世还是入世  纯阳子三曹主宰兴行妙道天尊 吕祖师 吕仙祖纯阳祖师

道教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成仙”与“就俗”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来自于外在儒释二教的压力，同
时又与道教的修仙观念直接相关。

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又逐渐使三教互相融受，也终影响了道教的成仙、修仙思想。明代小说中有关吕洞宾
的诸种故事实质上反映了这种道教成仙观念的转化。

一、明代小说中吕洞宾形象分析

在明代以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中，吕洞宾无疑是活跃的道教仙真形象。此期作品中的吕洞宾，已与传
统自闭山林，修道而不理俗务的传统神仙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凡人情
趣。

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又有着宋元道教大力强调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这种二重性正是宋元道教适应不
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的具体反映。这正是吕洞宾这位在神仙谱系中辈份不高的神仙，一跃成为宋元以后道
教在民间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一个主要因素。



１.入世”精神

在明代小说《飞剑记》、《八仙出处东游记》、《韩湘子全传》以及以吕洞宾为主要人物的戏剧作品，
如《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三醉岳阳楼》中，吕洞宾是一位以道术救死扶伤
，佐国扶命，济苦度厄的神仙形象。他修炼内丹，却从不闭门自封，而是云游于俗世凡间，出没于街头
巷尾。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的神仙形象。吕洞宾的入世”精神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①拯救自然灾害：在《东游记》中，龙王为泄一己之愤，不惜发大水淹没人间。吕洞宾及时施展法术，
运沙土填入东洋，避免了一场人间大难。

②治病救人：道教以“生”为善，以“长生”为目标，自然视疾病为天敌。因此，吕洞宾的道术大都具
有治病祛厄之效果。《飞剑记》中，吕洞宾身背葫芦，内藏丹药，主动施予市中病重之人。在《三醉岳
阳楼》、《三度城南柳》中，他在城市中也以治病为业，以丹药救人无数。

③度人为仙：吕洞宾在通俗小说和戏剧中广为人知的还是其劝善度人的故事。在道教看来，度人为仙是
从根本上使凡人摆脱灾难的善举，是根本的“救世”之道。

在小说《韩湘子全传》中，吕洞宾历尽艰辛，度韩湘子成仙，使他终脱离轮回，享尽为仙之乐。同样的
故事也出现在《飞剑记》等小说以及一系列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度脱剧”中。而这类故事的情节皆围
绕吕洞宾度“尽天下有缘之人”的誓言展开。

④倡导人伦：道教将世俗伦理引入其修仙观念，也将实践人伦视为成仙之必务。因此，小说中的吕洞宾
以身作则，大力劝善戒恶，并将人间道德与成仙之道相结合。

在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黄粱梦”故事中，钟离权对吕洞宾的梦中考验和教化内容，就是以世俗道德为
中心的。除此之外，吕洞宾还经历了“七试”，即“轻财布施”、“遇险不惧”、“戒色”、“无利心
”、“不吝财”、“不轻慢”、“不惧鬼怪”等。

这些内容大都是世俗伦理。而吕洞宾在成仙后云游四方，在治病度人之中，也是在以行动倡导人伦，施
行教化。《飞剑记》中，他多次宣称，要以手中之剑，除掉世上一切不平之事”。

２.去欲净心”的修仙伦理

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入世”精神外，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吕洞宾形象还具有另一面：对道教“去欲净心
”修仙伦理的强调。这便形成了通俗文学中吕洞宾形象的二重性。

①“黄粱梦”故事中的道教伦理：大多数通俗文学在介绍吕洞宾的故事时，都会提及他经“黄粱梦”终
弃儒修仙的情节。“黄粱梦”的故事强调的是与前面我们提及的积极“入世”不同的宗教观念——人生
虚幻，唯有修仙为正途。

在《飞剑记》中，主人公吕洞宾在现实中历尽磨难，在梦中经历人生荣辱。一梦醒来，黄粱未熟。至此
，神仙钟离权指出：“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瘁多端，五十年，一顷耳，得不足喜，丧何足忧！”
而吕洞宾也感悟慨叹，“知宦途不足恋矣”。于是转而修道。

②“神仙之试”：吕洞宾故事中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内容就是钟离权考验吕洞宾，教育他“修仙”应“去
欲净心”的情节。

在反映吕洞宾得道经历的小说《飞剑记》第二回“吕纯阳遇钟离权，钟离子七试洞宾”中，就以“神仙
钟离权设试”的情节，介绍了道教的修仙伦理观念。



从这“七试”看，其内容大都是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但这些内容在小说中，又是与主人公的“修道成
仙”目标相结合的，自然也就成为道教仙道伦理内容。

从这儿，我们也可以发现道教伦理的特色以及它与世俗道德的紧密联系。不过，小说乃是从“修心去欲
”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伦理道德的，视其为格守道规，心中无欲的结果，是主人公“内心清净”境界的外
在表现。这点又更直接地与道教的宗教伦理观念相联。

另一部小说《韩湘子全传》在讲述主人公修道成真的故事时，也对道教“清心去欲”的伦理观念作了大
量表现。小说在讲述钟离权、吕洞宾二师点化转世白鹤韩湘的故事时，也有关于“试”的内容。

如小说第六回“弃家缘湘子修行，化美女初试湘子”，就是钟、吕二仙令山神、土地化美女相诱，试韩
湘是否尚存色心；第七回“虎蛇拦路试韩湘，妖魔遁形避真火”，则是以蛇虎鬼判等妖魔来试湘子“有
无惧心”。通过种种考验，韩湘被证明已具道心，摆脱了世俗束缚，方得见钟、吕二仙，被授丹道。

道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道德，具有较浓的“出世主义”色彩。所以它虽然以世俗道德为基本内容，但必
然又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超越世俗道德的宗教特性来，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形成冲突和矛盾。

《东游记》第二十四回“云房十试洞宾”中，“试”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飞剑记》中“七试”外，
还加入了“见家人病死，不悲不怨”（试），“笃信道师，以死试丹”（第八试）等内容，这些明显是
超越世俗道德观念的宗教伦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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