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１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９８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文学与艺术研究】

试论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

闫 德 亮

摘　 要：为了提高自身影响力，宣传神仙信仰及长生不死，仙话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对神话进行改造、借用，使古

代神话出现仙话化的趋势。 神话仙话化是中国古代神话独有的发展特征，其发展过程漫长，与神仙思想的发展关

系密切。 神话与仙话相似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宇宙、自然、灵魂的相同认识与观念是神话仙话化的前提基础。 神话

仙话化是价值观的觉醒与改变、方士集团的鼓吹与宣传、帝王的崇信与践行、对神话历史化的对抗与反拨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神话仙话化使仙话得以广泛传播、巩固与发展，同时也使神话得以丰富、充实、保存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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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神话与仙话是两种悠久的历史文化现

象。 在共同发展中，仙话利用神话宣传神仙传说与

道教信仰，神话逐渐被仙话化。 神话与仙话有着相

似的追求内核，在主体意识觉醒、方士推动、帝王崇

信、对神话历史化的反拨的共同作用下，神话仙话化

得以完成。 对于神话和仙话而言，神话仙话化是一

个双赢的结果，仙话借助神话得以广泛传播、巩固与

发展，神话也通过仙话得以丰富、充实、保存与流传。

一、神话与仙话概说

马克思指出：“神话是远古洪荒时代人与自然

矛盾的反映，其产生于人类社会野蛮期的低级阶

段。”①中国古代神话产生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认知水平较低的上古时代，是人类童年的历史。
神话反映了先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理解与想象，
对神灵的膜拜和信仰，蕴含着先民对灵魂不灭与自

身健康的祈盼。 进入文明时期，文化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使神话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与生产的动力，新神

话生产的脚步逐渐停滞。 与此同时，新的文化现象

为了自身发展不断对神话进行改造，以宣传、扩大自

己的影响，使神话呈现出历史化、仙话化、谶纬化、佛

教化、民俗化等样态与特征。
古代神话大体可分为宇宙和万物起源神话、人

类和民族起源神话、宇宙灾难神话、文化起源神话、
诸神战争神话等几类，其功能是向人类宣扬神灵的

威力、解释大自然的变化、叙述人类与文化的起源、
讲述英雄的故事，以此强化人们的信仰，满足人们的

情感需要，证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合

理性，进而构建我们民族早期的宗教观、世界观和历

史观。 可以说，神话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制度性，它
是人类的成长历史与共同记忆，是先人的宗教与信

仰，是古代社会的基本遵循、行为规范及个性追求。
仙话是讲述古代方士、方术及其神仙信仰的故

事与传说，简言之，就是讲述神仙道士炼丹求仙、追
求长生不死的故事与传说。 它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健

康与长生不死的希冀与追求，是生命意识觉醒的体

现。 仙话萌孕于殷周时代的巫术，开始于春秋战国

时代的神仙方术，巫觋与方士是其主要倡导者与传

播者。 战国后期，巫觋崇尚谈鬼，方士致力于炼丹与

求仙。 炼丹与求仙即是神仙方术，其目的是追求长

生不死。 秦汉时，炼丹求仙等神仙方术在民间广为

流传。 仙话的发展与道教关系密切。 汉末时，张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闫德亮，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９３１



张道陵把神仙方术与老庄道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创

立了道教。 道教的核心内容与核心教义是神仙信

仰，主要表现形式是炼丹与求仙，基本目的是追求长

生不死与得道成仙。 道教创立后，神话与仙话的关

系又扩展或延伸为神话与道教的关系。 自此以后，
“仙”与“道”结合起来成为“仙道”，神仙信仰、长生

不死成为其共同追求；“方士”与“道士”融为一体，
成为宣传道教教义的“道人”；仙话成了讲述道教故

事、宣传道教教义的“道话”。
“道话”主要是讲述宣传道教的神仙信仰，其中

蕴含着道家对宇宙万物起源、人与自然关系、事物运

行变化规律的“道”的探索。 这些内容又与古代神

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例如，道家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周行而不殆的抽象

理论，包含着一生道、二生阴阳（天地）、三生万物和

天人和谐的宇宙观、自然观、发展观；神话的盘古开

天辟地、化生万物、颛顼死即复苏、夸父逐日等蕴含

着万物本源的一元论、阳天阴地、天人和谐的宇宙

观、自然观、发展观。 叶舒宪指出：“追寻宇宙本源

或第一因，不仅是早期哲学的共同特征，也是神话、
尤其是创出神话的根本特征。 不言而喻，早期哲学

所探讨的问题实际上是神话时代早已提出的老问

题。”②神话与道家的“道”都是原始思维下的产物，
但晚起的道家受神话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神话的主角是“神”，《说文》曰：“天神引出

万物者也。”可见，“神”为先天的，是万物的源头。
仙话的主角是“仙”，亦称“神仙”。 《释名·释长

幼》曰：“老而不死曰仙。 仙，迁也，迁入山也。 故其

制字，人旁作山也。”可见，“仙”是后天的，是人修炼

而成的。 闻一多认为，“神仙是随灵魂不死观念逐

渐具体化而产生的一种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③。
人通过修炼而成仙，成仙后可以像神一样突破时空

限制，但又不必像神那样与尘世俗乐完全隔绝。
“神”与“仙”是两类不同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神话仙话化的典型表现

神话仙话化是中国古代神话鲜明而独有的特

征，是仙话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己，达到宣传

神仙信仰及长生不死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对神话进

行借用和改编的结果。 以神仙信仰为教义的道教产

生后，神话仙话化仍在继续，因此神话仙话化也被称

为神话道教化。 神话仙话化使神话中的神成为仙，

神话故事成了仙话传说，下面择其典型者分而论之。
１．盘古神话的仙话化

盘古以开天辟地的功业而被誉为开辟神，但随

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发展，盘古从神坛一步步走

进仙堂。 三国时吴人徐整《三五历记》载，盘古生在

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 至东晋葛洪《枕中书》载，盘
古在混沌未开的鸿蒙中已是真人，仙号元始天王，他
住在天上的玉京山，吸天露饮地泉，后来与太元玉女

通气结精，生下“天皇十三头”。 在南朝陶弘景所作

《真灵位业图》中，盘古道号被改为“元始天尊”，全
称为“上清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居诸仙之首。
流行于桐柏山地区的民间故事，则说盘古夫妻出世

前是玉皇大帝的金童玉女。 如此，盘古神话已被仙

话完全侵染。
２．女娲神话的仙话化

女娲以补天造人的功业亦被誉为开辟神。 汉

代，开辟神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拯救人类后，却如

仙人一般登天了。 《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乘雷

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

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
宓穆休于太祖门下。 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

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④。 另外，在有些地方女

娲还被仙化为送子娘娘。
３．黄帝神话的仙话化

黄帝是神话中的天帝，为五帝之首、人文始祖。
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中已含有仙话的因子，《山海

经》载黄帝在峚山食玉，《庄子·大宗师》载“黄帝得

道登天”。 战国时期，方士们为宣扬长生不死的神

仙信仰，积极编造黄帝向仙人宁封子、广成子等学道

的故事。 另外，黄帝还拜访西王母、求不死药、炼丹

修仙，并在同蚩尤的战斗中得到神仙风后、九天玄女

的帮助。 在《列子·黄帝篇》中，黄帝还有理想的道

教王国华胥国。 到了汉代，《淮南子·说林训》中的

黄帝成为阴阳历数占卜大师。 在《史记·封禅书》
中，黄帝成了道家、神仙法术的始祖，他采首山铜铸

鼎荆山，最后升天。 道教产生后，黄帝神话的仙话化

仍在继续，《抱朴子·极言》中说“黄帝服神丹之后，
龙来迎之”而升天，《博物志·史补》也说“黄帝登仙

升天”。 这些故事使黄帝仙话故事更加丰富完整。
至唐代，武则天把黄帝偶像化为“神岳天中黄帝”，
将黄帝的妻子奉为“天中皇后”。 如此，黄帝神话已

和道教仙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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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西王母神话的仙话化

西王母是一个具有图腾色彩的神话人物，她长

着虎齿豹尾，住在昆仑之丘，掌管着刑杀大权，昆仑

山上有“不死药”“不死树”，她手下有三青鸟为之役

使取食，这其中已有仙话的因子。 战国时期《穆天

子传》中的西王母成了带有仙气的天帝之女，她在

瑶池与人间帝王穆天子相见饮酒交欢唱歌，已具神

仙风采。 与此同时或稍晚的《归藏》记载，嫦娥服西

王母不死之药奔月成为月精，这时的西王母俨然成

为一个掌管着长生不死仙药的神仙。 至秦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关于西王母神仙形象的描述更多。 在

《汉武故事》 《汉武帝内传》 《西王母传》 《神异经》
《别国洞冥记》中，西王母从西方刑杀之神演化为神

仙的首领，掌管着仙药。 不仅西王母被仙话化，甚至

她身边的人和物也都成了仙。 在《神异经·中荒

经》中，西王母还找到了配偶东王公。 在葛洪《枕中

书》中，她成为元始天王和太元玉女所生之女，被称

为太阴之精、天帝之女。 唐代以后，西王母与玉皇大

帝结合，成了玉皇大帝的夫人，被称为“王母娘娘”。
然而在民间，西王母却是可恶的仙界人物，因为她用

银河分开了牛郎与织女，又拆开了七仙女与董永，给
世间留下了无尽的遗恨。

５．大禹神话的仙话化

大禹的神性特征明显，大禹治水神话更是家喻

户晓。 大禹神话的仙话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

始。 《荀子》曰“禹学于西王母”，《吕氏春秋》载禹

至“不死之乡”，《列子》载禹游历理想的道教王国终

北国。 汉魏以后，大禹仙话丰富多彩，情节完整，脉
络清晰。 《绎史》卷 １１ 中注引《遁甲开山图》说大禹

是女娲的第 １９ 代孙，活了 ３６０ 岁，得道成仙飞入九

嶷山，３６００ 年后，为帮尧治理洪水，他化生成石纽山

泉出世。 《艺文类聚》卷 ９６ 记载，禹杀死防风氏后

“疗以不死草，皆生，是为贯胸国”。 《抱朴子》中说

禹服灵宝之方而仙化不死。 《太平广记》卷 ５６ 中说

王母之女云华夫人帮助大禹治水，把大禹变成道教

中人，封为紫庭真人，至此大禹也进入了仙班。
６．羿与嫦娥神话的仙话化

羿又叫后羿，其作为神话英雄以善射而著称；嫦
娥又称常羲、姮娥、常仪、羲和，其作为帝俊妻，以生

十二月而闻名。 战国的《归藏》载嫦娥服了西王母

的不死药奔月成为月精。 此时，嫦娥奔月神话出现，
嫦娥也染上了仙化色彩，但她与羿无任何关联。 到

了汉代，嫦娥却成了羿的妻子。 《淮南子·览冥训》
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高诱注

曰：“娥，羿妻。 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娥
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张衡《灵宪》载，
奔月前，嫦娥求道术，“枚筮之于有黄”。 汉代，嫦娥

奔月神话初步完成仙话化的过程。 唐代对道教十分

重视，神仙信仰达到高潮，嫦娥奔月故事在“羿烧仙

药”“吴刚伐桂”等新情节的渲染下更加丰富完美。
至此，嫦娥奔月神话彻底完成仙话化的过程，演变成

为纯粹的仙话。
总之，古代神话的仙话化使神话中的神与仙话

中的仙在杂糅中交叉、叠合，甚至融为一体。 随着时

代的变迁与文化的发展，双方进一步相互影响，结果

是道教仙话的神仙信仰通过神灵得到广泛传播，神
话借助道教仙话的传播得到持续流传。

三、神仙信仰与神话仙话化的发展历程

神话仙话化的过程与神仙信仰的发展演变紧密

地交织在一起，发展历程久远漫长，大致可以分为萌

孕期、起步期、发展期、鼎盛期、完备期五个阶段。
１．萌孕期

在春秋以前，有“神”无“仙”，神在人们心目中

是至高无上的。 先民们所崇信的是由原始信仰而产

生的天神、地祇等神灵及神话，但其中蕴含有早期巫

术、鬼神观念、长生不死与自由飞天等神仙观念的因

子。 这些因子成为神仙信仰的直接源头，是仙话的

主题与素材。 神仙长生不死、餐风饮露、自由飞天等

特性，是神话仙话化的诱因与条件。
２．起步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神仙信仰经过艰难

的孕育和发展而终于得以成型的时期。 这一时期，
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在关注灵魂不灭的同时，也开始

关注人种的繁衍、族群的延续、社会的发展、理想人

格的塑造，同时也更注重个体生命的不死以及存在

价值，甚至希望肉体与灵魂一样得到永生。 为了逃

避社会现实，关注现世享受与自身健康，追求生命的

永恒，人们产生了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把对神话大

神的信任依赖转向对长生不死的神仙的追求，神仙

信仰得以产生并发展。 战国时期，各种有关长生不

死之人的记载陆续出现并广泛传播，出现神人、真
人、至人、大人等神仙称谓，神仙思想广泛流行渐成

一种信仰。 战国中晚期，“不死”信仰广泛流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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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方术信仰大行于世，神仙信仰受到极力追捧，出现

为统治集团倚重的庞大的方士集团，此时神仙信仰

已经形成。 战国后期，方仙道形成，神仙信仰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上达到一个

新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仙道方士除了创作神仙

故事，还有意识地对神话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借此宣

传自己的神仙信仰，神话仙话化开始出现。 此时的

神话仙话化处于起步期，数量少、程度轻、情节不完

整，仙气不浓，神与仙的结合遮遮掩掩。
３．发展期

秦汉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热衷求仙长生，
神仙信仰得到充分发展。 秦始皇本人是一个狂热的

神仙信仰者，他封禅泰山、礼祠名山大川、东游海上，
并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他还南下至

湘山、登会稽，希望在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求取能

够长生不死的奇药，最后死在求仙之路上。 西汉立

国后，神仙方术思想、长生不死信仰更是炽盛不衰。
西汉早期以黄老道治国，神仙信仰流行。 汉武帝希

冀长生不死，带头信仰神仙，求仙五十余年，甚至把

女儿嫁给方士，在皇家园囿中修建模仿仙境的宫殿

甘泉宫、通天台等。 元帝、成帝、哀帝皆信仰神仙，其
间民间道教出现，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到东汉神仙

信仰之风仍兴盛不衰，东汉中晚期，太平道、天师道、
五斗米道等不同的道教派别相继问世。 它们宣称能

借助所谓的神仙力量，驱赶疾病，延长生命，极大地

推动了长生不死信仰在民间的传播。 受神仙方术思

想和长生不死信仰的影响，汉代仙话小说大量产生

并流行。 这些仙话小说多借助神话的内容，也有很

多仙话内容渗入神话中去，加速了神话的仙话化。
如在《淮南子》一书中，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
羿、嫦娥、夸父等神话人物都有仙话的描述。 另外，
还出现专门依托神话而作的仙话专著，如《穆天子

传》《神异经》 《海内十洲记》 《列仙传》 《西王母传》
《汉武故事》等，这些都增加了神话仙话化的分量。

４．鼎盛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险

恶，士大夫为了明哲保身纷纷逃避现实，转而热衷于

长生不老的神仙信仰。 为了增强本土宗教道教对外

来宗教佛教的斗争力量，寇谦之、葛洪、陆修静、陶弘

景等著名道教人物对道教理论进行全面改造，使道

教完成从追求救世太平到追求不死成仙的重大转

变。 这一转变增强了道教的战斗力，并使之走向成

熟与成型，由此也激发大量仙话的创作。 具体而言，
曹魏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

教两个层次。 北魏时期，在寇谦之的规范下，道教向

官方体制靠拢，变为符合士大夫阶层的上层道教。
东晋时期，针对当时很多人对不死成仙的怀疑、对神

仙存在的否定，葛洪撰《抱朴子》，证仙扬道，建立了

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促使道教转向以追求长生成

仙为最高目标，将神仙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推动

了道教的崛起。 南朝时期，陆修静著《三洞经书目

录》，纠正了道教经书的混乱，为后世道教经典《道
藏》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陶弘景对道教贡献更大，
他撰写 ５０ 多种道教著作，其中《真灵位业图》建立

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神仙信仰体系。 这一时期，不仅

道教著作丰富，仙话著作也十分丰富，《神仙传》《神
异记》《拾遗记》 《搜神记》 《幽明录》 《述异记》等仙

话创作高潮迭起。 这些作品极力宣传神仙信仰，其
中很多内容用神话作为素材，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

５．完备期

唐宋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大力提倡，追尊道教教

祖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这种认祖追封行为对道教

的传播与流行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人
们迷恋神仙，热衷炼丹，追求长生，道教发展迅猛，仙
话大量产生。 《独异志》 《游仙窟》 《续仙传》 《墉城

集仙录》《仙苑编珠》《三洞群仙录》《集仙传》《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等仙话对神话仙话化起到补充与

完善的作用，神仙信仰再次得到社会认同。

四、神话仙话化的内在契机

从神话与仙话的内容与特性来看，两者有着对

“不死”的共同追求，以及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

方式，这些共同性是神话仙话化的前提基础。
１．对长生“不死”的共同追求

神话与仙话有着共同的“不死”追求。 神话与

仙话中都蕴含着对生命不息的忧患与渴望，表现为

对“不死”、复生与变形、仙境乐园等的期昐与追求。
神话中记载了很多“不死”的现象，仙话中则大书特

书“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
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有很多“不死药”“不死之

国”“不死民” “不死之山”等“不死”现象的记载。
如刑神西王母掌管的不死之药、巫彭等所操的“不
死之药”与仙药同，巫山与云雨山的“帝药”、灵山的

“百药”也是不死之药。 道教与仙话中的仙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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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炼成的丹药为上乘，主要功能是让人服食后

长生不死，故方士与道士都把炼丹作为主要职责。
神话中的“不死药”是对身体健康、生命长存的关

注，与仙人道士炼丹求仙药的目的一致，“不死”亦

是仙话与道教共同的追求。 神话的“长生不死”也

成为殷周之时长生不死神仙说产生的基础。
长生不死是一种美好愿望，死亡却是不可避免。

神话创造性地采用“复生”与“变形”的方式来破解

这一难题，表达自己的生命观———死亡不是生命的

终结，而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 “复生”与“变形”表
达了先民对死亡的忧患和对生命不息追求的集体意

识。 经典神话颛顼变鱼妇、鲧化禹、稷为后稷、女娃

变精卫、冯夷变河伯、宓妃变洛神、蚩尤桎梏为枫林、
夸父之杖为邓林等，皆为此类。

神话中的不死观念表达的是先民对生命的愿

望，追求的是人类的生生不息；仙话中的不死观念表

现的是人们对性命的关注，追求的是自身享乐。 神

话中包含有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不死观念是神仙

信仰产生的动因，神仙信仰的主要内容与目的就是

追求个人的长生不死。 灵魂不死观念在神话中表现

为大神死后幻化为其他生物，在仙话与道教中表现

为仙道通过道术炼丹追求个性生命不死。 总之，神
话与仙话相同的内核因子，即对生命不死的信仰与

追求，使仙话篡改神话宣传神仙信仰成为可能，也使

神话依赖仙话丰富发展自己变为现实，进而使神话

仙话化得以实现。
２．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方式

神话与仙话有着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方式，
表现为：其一，神话中的神与仙话中的仙有着相似的

超自然神性，这是神与仙能够叠合、趋同或融合的基

础。 正因为如此，始祖神黄帝成了道教教主，刑神西

王母成了王母娘娘，开辟神盘古成了元始天尊居诸

仙之首等。 其二，神话与仙话有着奇特、大胆、荒诞、
幼稚等相同的思维方式，能够想象与虚构出相同的

宇宙论与自然观，采用相同的变形手法与形式等。
其三，神话与仙话有着相同的文学表达因素，以神魔

形象、法术幻想，构筑成丰富多彩的神秘文学空间。
仙话既能较多地保存古代神话的本意，也能传其神

韵。 总之，这些形式特征推进了神话仙话化。

五、神话仙话化的外部动因

神话仙话化现象的产生是受主体观念、历史文

化、社会变迁的影响所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改变

人们迈进文明时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与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神话逐渐失去了生产、发展

的土壤。 殷周时期，人们解决了生活之需，开始关注

现世快乐和自身长寿。 与这种精神需求相适应，周
代的巫觋提出神仙说，并依托神话的影响力进行神

仙说的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自我意识觉醒，自
我人格开始形成。 人们相信求神不如求己，人为地

修炼成仙可以实现自我灵魂不灭、长生不死、快乐自

由的愿望。 于是，神仙思想与神仙信仰得以产生并

流行。 神仙信仰的盛行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眷恋、
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这种时代价值观促使仙话大量

产生并流行。 一方面，由于仙话与神话在“神性”与
“不死”观念上有很高的契合度，于是方士们就利用

古代神话的社会影响对其进行改编和再创造，使神

话仙话化成为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失去生存环

境发展停滞的古代神话也在仙话的篡改中逐渐向仙

话靠拢，使神话仙话化成为一种自觉。 可见，神话仙

话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耕文化自我觉醒

意识的内在选择，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生命价值的

自我追求，是神话与仙话的共同需要。
２．方士集团的鼓吹与宣传

方士源于周代以前的巫觋阶层，他们为部族首

领与神话英雄，兼有巫、医之长，是部族中的通天人

物。 在神话仙话化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崛起的仙

道方士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中的仙道方士异常活跃，他们吸取道家、阴
阳家等理论素养，以修炼成仙为道术，专谈“修身”，
提出神仙信仰，传播神仙方术，宣扬长生不死，逐渐

形成一种以追求长生不死、快乐自由为主要内容的

方士文化，助推了神仙信仰的发展。 战国中晚期，以
“不死”为主要追求的方士在楚、燕、齐国等地区大

量出现，方士文化广泛流行，神仙信仰大兴。 汉代神

仙信仰更是盛行，皇帝们普遍深信神仙可求、长生可

得，一大批神仙方士趋之若鹜，营造了浓厚的求仙气

氛。 东汉时，求仙信仰一直不衰，众多道派和道术相

继问世，极大地刺激了长生不死观念扎根民间。 方

士集团的壮大、方士文化的盛行与道教的形成，加速

了神仙思想的传播，使神仙信仰畅行不衰，进而催生

了汉代仙话小说的大量产生。 方士道士们以神话作

为宣传工具，借助神话的社会影响力为其服务，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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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动并加速了神话的仙话化。
３．帝王的崇信与践行

方士们对神仙信仰的鼓吹宣传，不仅让庶民信

仰神仙，就连最高统治者也都热衷崇信神仙并积极

求仙。 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倚重方士，信
仰神仙，把燕齐大地神仙信仰推向高潮。 秦始皇为

了追求长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派人入海求仙。 汉代

帝王们普遍是神仙的信奉者，高祖定都长安后即用

巫祭，汉武帝对神仙痴迷向往，他宠用方士，多次差

遣方士入海求仙，大肆举行封禅活动，并建仙人乘露

盘，郊祀太一，筑通天台以候仙，还建蓬莱、方丈、赢
洲、壶梁等仙苑，聊寄思仙之情，他追求长生不死的

求仙行动可谓不遗余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不

断进行改革，上层神仙道教得以形成，追求不死成仙

成了道教主要内容，同时也不断得到帝王认可。 唐

时更是把道教定为国教而大力提倡。 帝王们对神仙

方术长生不死的崇信与不懈追求，在客观上起到了

引领神仙信仰盛行的作用，在推动了仙话创作的同

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
４．对神话历史化的对抗与反拨

进入文明社会后，为了炫耀自己高贵的血统，塑
造理想的人格，加强王权力量，巩固王朝统治，满足

民族、国家及时代的需要，人们对原始时代奉为圭臬

的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篡改与肢解，这就是神话的

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完成于汉初，主要表

现为神话的儒教化。 它拉长了民族的历史，重塑了

民族的文化观念，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但同时也

破坏了神话的原生态，消解了神话的神性特征。
面对神话历史化这一文化主流现象，庞大的方

士集团不甘示弱，他们利用仙话与神话的“近亲”优

势，积极对神话进行“篡改”，竭力宣传自己的神仙

思想与神仙信仰。 这种主观的意愿与积极的实践不

仅使古代神话朝着仙话化的路子不断前行，与神话

历史化形成抗衡；同时也在客观上对神话起到一种

“保护”作用，使神话的某些神性特征在仙话中得以

保存。 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原始神话，保护文化

原生态平衡的作用，对神话历史化也有一定的“反
拨”作用。 如果说，神话历史化是对神话的消解和

摈弃，那么，神话仙话化则是对神话的回归与重构，
只不过这种回归与重构是以仙话的宗旨为转移的，
不能与神话同日而语。 神话历史化结束后，神话仙

话化仍在继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除了神仙方术思

想和神仙信仰的盛行外，仙话专著及含有神话因素

的古史著作和志书大量出现与流行，其中含有古代

神话的因素，是神话仙话化的重要表现。 可以说，神
话仙话化是后期神话发展的主干和主流。

总之，神话与仙话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有着相

同或相似的信仰、期待、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晚起的

仙话显然受到神话的启发。 仙话在发展过程中，不
断改编神话来为己所用，借助神话的影响抬高并宣

传自己，致使神话仙话化。 神话仙话化在宣扬仙话

与道教的同时，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神

话的流传，丰富并保存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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