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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亦隐亦仙现象

井 延 京

内容提要 隐逸现象由来已久,神 仙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二 者都形成了

各 自独特的精神。本文讨论两者的相通之处,指 出由于这种相通 ,形 成了神仙与隐士一

体的形象 ,并 阐述了这种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隐逸文化现象 道教 神仙 亦隐亦仙

行行访名岳,处处必留连。遂至一岩里,灌木上忝天。忽见茅茨屋 ,暧 暧有人烟。一士开

门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 ,焉 知隐与仙。EI]

这是陈代月弘让的一首五言诗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 ,“ 隐
”
与

“
仙

”
在人们的认识中有很大的

相似丁相通性 ,二者之间甚至没有确定的区分。在很多诗赋中,我 们都可以看到对隐士们仙风道骨

的描写 ,例如 :

傲世公子,体 逸怀遐。意邈澄宵,神 夷静波。仰群轨以遥企 ,顿骏翮以婆娑。寄冲气于大

象,解 心累于世罗。袭三闾之奇服 ,咏 南荣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涧 ,氵斥凯风于卷阿。⋯⋯抱玄

景以独寐,含芳风而寤语。发兰音以清唱,掺 玉怀而喻予。于是葺宇中陵,筑 室河曲,轨 绝千

途而门瞻百族。假妙道以达观,考贲龟而贞 卜。苟形骸之可忘 ,岂 投簪其必谷。E2彐

风动秋兰佩 ,香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3]

终朝吐祥雾,薄 晚孕奇烟。洞涧生芝草,重 崖出礼泉。中有怀真士 ,披褐守冲玄。石户栖

十秘 ,金坛谒九仙。乘鹇方履汉,辔 鸾上腾天。E‘ ]

自昔厌喧嚣,执 志好栖息。啸歌弃城市,归 来事耕织。凿户窥雌嵫,开轩望蜥ul【l。 激水檐

前溜 ,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鹦,高 梧栖绿翼。泉脉洞沓沓 ,流波下不极。仿佛玉山隈,音 像

瑶池侧。夜诵神仙记,里 吸云霞色。将驭六龙舆,行从三鸟食。谁与金门士 ,抚 心论胸臆。E5彐

以上所引几篇诗赋 ,均被欧阳询收入《艺文类聚》卷三十六《隐逸》中,都表现了对神仙之人、

神仙之事的向往,环境与气氛描写类似于仙境 ,其 中的形象也难以分清是
“
隐

”
还是

“
仙

”
。

这种现象与传统的神仙思想是分不开的。神仙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本世纪 30年代 ,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思想不仅是儒、释、道三家 ,而是儒、释、

道、仙四家。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 ,对传统的鬼神观念的重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神仙思想更

加深入人们的生活,进入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许多知名人物被仙化。老子

作为道教教主自不必说 ,他成为人们所崇奉的太上老君。黄帝也被披上了道家方士的羽衣 ,《 山海

经 ·西山经》有一段黄帝在垄山服食玉膏的描写 ,而在《博物志》、《古今注》、《列异传》中,干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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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黄帝登仙

”
,“皇(黄 )帝乘龙上天

”
,“黄帝葬桥山,山崩无尸 ,惟剑舄存

”
,径直把黄帝当作由凡

登仙的仙人。禹也被仙化 ,《 山海经 ·大荒南经》云 :“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 ,禹攻云雨 ,有赤石

焉生栾 ,黄木、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
”
郭璞注谓

“
药

”
为

“
神药

”
,《抱朴子》同记此事 ,甚至借孔子

之口对吴王说召
“
此乃《灵宝》之方 ,长生之法。禹之所服 ,隐在水邦 ,年齐天地 ,朝于紫庭者也。禹

将仙化 ,封之名山石函中,今乃赤雀衔之 ,殆天授也。
”
这分明将禹塑造成了修仙慕道而终于登仙

的形象。

道教以长生不死、修道成仙为主要目标 ,《释名 ·释长幼》曰 :“老而不死曰仙。仙 ,迁也 ,迁入

山也。巛山海经》中已大量记载了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不死药等 ,都 以长生不死为言。《抱朴

子》内、外篇更论述了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 ,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

法。道教的修炼方法如导引术、炼气法、炼丹术、药物技术、饮食调养等 ,许多都已世俗化。东汉时

期已有服食丹药的记载 ,到魏晋时,服食丹药之风盛行 ,不仅方士、道士炼丹服丹 ,一些上层士大

夫也开始服用寒石散、五石散等经过烧炼的矿石药物散剂。当时
“
竹林七贤

”
中的向秀便非常热衷

于修炼服食。

隐士们不少隐居山林 ,澄心静怀 ,正便利于修炼 ,许多人都进行过此类活动 ,有的甚至还被说

成具备了某些神仙道法 Q这 在正史中亦有记载。如 :《晋书 ·隐逸列传》载郭蹈
“
凿石窟而居 ,服柏

实以轻身
”
;张忠

“
恬静寡欲 ,清虚服气 ,餐芝饵石 ,修导养之法

”
。《魏书 ·逸士列传》载冯亮

“
以盛

冬丧 ,时连日骤雪 ,穷 山荒涧 ,鸟兽饥窘 ,僵尸山野 ,无所防护
”
,而其尸左右虽鸟兽之迹纵横 ,却毫

无侵毁 ,“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 ,回 绕其旁 ,自 天属地 ,弥朝不绝
”
。《旧唐书 ·隐逸列传》载刘道合

隐于蒿山 ,高宗召其入宫。及封泰山,会天久雨 ,刘道合作止雨之术 ,俄而晴朗 ,帝大悦。死后弟子

为其迁棺时 ,发现其尸唯存空皮 ,背上开裂 ,尽失其齿骨 ,蝉蜕而去。《新唐书 ·隐逸列传》载张志

和出身不凡 ,“母梦枫生腹上而生志和
”
;武攸绪

“
晚年肌肉销眚 ,瞳有紫光 ,昼能见星

”
。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旧唐书》的《隐逸列传》中载入的司马承祯、吴筠、王远知、潘师正、刘道合

等数位隐士E6],都 是在道教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再看道教在唐代的地位 ,唐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

后裔 ,奉行崇道政策。唐高宗追封老子为
“
太上玄元皇帝

”
,唐玄宗下令

“
道士、女冠隶宗正寺

”
,即

把道士道姑都当作皇帝的宗族看待。并设立了道举制度 ,规定贡举人应兼通道经 ,把《老子》、《庄

子》、《列子》定为真经 ,将这些书的内容作为明经科的内容之一进行考试。唐玄宗亲试
“
四子

”E7〕 举

人 ,并带头为道经作注。唐代对道教的崇奉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道教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

王远知等道士在唐代的地位应是极高的,而后代史家把他们列入隐逸传当是经过慎重考虑 ,一方

面可以看出对隐逸的敬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正史作者已经认识到道与隐在精神上的相通。

南宋时期 ,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全真道提倡精气神的修炼 ,认为清净无为乃修道之本 ,主张

通过除情却欲来修炼性命 ,使 自己的神(性 )、 气 (命 )相结合即成为所谓
“
神仙

”
,“识心见性

”
即为

全真 ,此谓
“
内丹

”
术。

“
内丹

”
术与f夕卜丹

”
术相比,在 内在精神上与隐逸有了更大的相通。

仙人与隐士之能够相通 ,除却已经提到的影响外 ,更主要的在于神仙精神与隐逸精神的相

通。神仙境界是-种理想 ,隐逸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呢?它不仅是个别隐士的行为方式 ,在更广

泛的意义上 ,它是对社会对生命的思考 ,是一种生存方式、人生态度的追求。

下面两篇赋所写的隐士与仙人相差无几 ,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出t隐”
与

“
仙

”
的相

似点 :

有嘉遁之玄人,含 贞光之凯迈。靡薜荔于苑柳 ,荫 翠叶之云盖。挥修纶于回澜 ,临 峥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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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坠。溯清风以长啸,咏九韶而忘味。⋯⋯形犹与以徒靡 ,神 旷寂而难寻。浑无名于域外 ,和

丘中以草音。于是混心齐物,遨翔容与。薄言采薇,收 萝中野。朝观夷陆,夕 步三渚。仰弋呜

雁 ,俯钓鲂屿。游无方之内,居 无形之域。咏休遁之贞亨,察天心而观后。委性命于玄芒,任 吉

凶而庳录。E:]

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冤以辞世 ,披 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

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 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以绝绪,岂 世网之能加。E9彐

其中包含着
“
隐

”
与

“
仙

”
的几个相似因素:1.环境之

“
幽

”
;2。 形象的

“
清

”
、
“
雅

”
、
“
妙

”
;3。 精神

的超脱、自在 ;4。
“
无为

”
、
“
无形

”
、
“
委性命

”
、
“
任吉凶

”
的道家思想;5。 傲世、尊贵 ;6。 世人对他们的

不可捉摸。

人们在隐逸精神中附会了这么多玄秘成分 ,这从下面这篇梁简文帝的《玄虚公子赋》中也可

以突出地感受到。这篇赋亦见于欧阳询的《艺文类聚 ·隐逸》:

有玄虚公子,轻灭喧俗 ,保此大愚,居 虚利而不染 ,岂 声色而能拘。迥环四始 ,出 入三坟。

心溶溶于玄境 ,意 飘飘于白云。追寂圃而逍遥 ,任 文林又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 ,纵 志于有无

之上。不为山而自高,不 为海而弥深。

为什么隐逸精神中能够接纳
“
仙

”
的神秘玄虚成份呢?这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道家思

想是隐逸精神的重要源泉 ,同 时也是道教的经典 ,而道教正是神仙的大本营。

再看道教产生的其它几个思想渊源 :传统的鬼神观念、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谶讳神学。以这

样的基础而在其早期就选择道家思想作为理论前提 ,说明道家思想与玄秘因素之问有着确凿的

相通之处 ,正是它在隐逸与神仙之间搭起了重要的沟通桥梁。儒家思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社会伦理关系,它的许多理论都是以维护这种关系为前提的 ,《 论语》所谓
“
不仕无义 ,长幼之

节 ,不可废也 ,君臣之义 ,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 ,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
”[L叫

的观点

便是如此。如果不能突破这种人伦关系的束缚 ,也就谈不上神仙的逍遥。道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这种局限 ,《老子》以它对宇宙本源的探索 ,它的微妙玄虚为神仙提供了游方之外的广阔空

间。《应子》则已经把神仙具象化 ,把他们作为理想的人生状态 ,庄子笔下的神仙已摆脱了长生不

死的世俗追求 ,而着重于精神的超越。

下面具体分析
“
隐

”
与

“
仙

”
在生活态度、精神状态方面的相通之处。在此之前 ,先谈谈

“
神仙

”

问题 ,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如果细分 ,“神
”
与

“
仙

”
是有区别的 ,从字形看 ,神从示申声 ,说明与祭祀

有关 |仙从人山声 ,说 明该字本义指人间事。《说文解字》说 :“ 神 ,天神 ,引 出万物者也。
”
即万物的

支配者与创造者 ,与叮氏
”(地神)相对。《释名》曰 :“老而不死曰仙

”
,仙指修炼得道长生不死的人。

从后世成神成仙的方法来看,二者也不同。神是由皇帝封的 ,凡是经帝王封的人部能成神 ,他们多

是忠臣名将 ,如关羽、秦琼、尉迟恭等。仙是由自己修炼成的 ,如 葛洪、张天师、吕洞宾、陈抟、张三

丰等都是由道士修炼成仙的。神都有职责 ,相当于在位者 ;而仙则是道地的散谈人。仅此一点 ,仙

便有了浓厚的隐士味。

首先 ,在生活态度上 ,他们都爱好自然、亲近自然 ,力求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隐士们的高蹈

遗世很符合人们对飘然独往的神仙的想象。他们梅妻鹤子 ,入鸟兽而不乱群 .居于荒途绝岭、游于

名山大川的愿望(不少隐士也的确这样做了)与神仙行迹不谋而合。道家的
“
游方之夕卜

”
、
“
避世

”
思

想一面连着
“
隐

”
,一面连着

“
仙

”
。不同的是 ,他们高蹈遗世的归宿一是自然山水 ,一是仙宫玉阙 ,

但自然山水与仙宫玉阙是没有认真加以区分的。-则道家所讲的
“
自然

”
代表着最高境界与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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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空间,完全可以与有形的仙宫媲美。道教神仙除了少数象元始天尊一样在玉京山有宫阙,大

多数还是或居山、或居水 ,随风雨来去的。《释名y仙 ,迁也,迁入山也
”
可为一证。二则 ,虚幻的仙

境比山林更有彼岸性 ,更有吸引力,使
“
超越

”
更加彻底 ,心灵更加自由。它预示着隐逸所能眵达到

的至高的境界 ,同 时用形而下的东西把这种精神境界展示给世人。正如同有些人因为天堂的纯净

高尚而向它迈进时,天堂也用它的黄金地面吸引着另外一些人。由此而来的是隐士的清高与不可

捉摸 ,正所谓
“
物外莫得窥其奥 ,举世不足扬其波

”
,正应合了

“
仙

”
的超然脱俗。

其次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代表着精神的解脱与超越。超越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

淡泊自甘 ,与世无争匚 是傲世独尊。前者使人不汲汲于名利而超越了个人荣辱。后者的
“
傲世

”

使人超越于整个社会的纷争、人生的迷雾之上 ,带来了人的尊严 叮骄傲 ,这是一个充满了光辉的

形象 ,这是在对自已有了充分认识与肯定之后更高层次上的与世无争,它让我们想到了庄子笔下

的仙人 :

至人神矣!大 泽焚而不能热,河 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 ,

乘云气、骑日月,而 游乎四海之外。(《庄子 ·齐物论》)

邈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 约若处子 ,不 食五谷 ,吸风饮露,乘 云气、御飞

龙,而 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 ·逍遥游》)

郭象在注后一则时 ,已经阐明它与隐逸之间的某种联系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 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 ,便谓足以缨

绋其心矣。见其历山林、同民事 ,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今言王德之人而

寄之此山,将明世所无由识 ,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 ,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处子者不以外伤内。
”

无论庙堂之上还是山林之中 ,可贵的是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超越 ,不为物羁缚 ,姑射山之仙

人正代表了这一令人向往的特点。隐士们所追求的
“
天子不得臣 9诸侯不得友

”
正是从否定的方面

表达了他们傲世脱俗、提高自身价值的愿望。

上述两侧描写还有一个共同点 :“游
”
,这一行为陵我们的视点最终由玄妙的境界落到主体本

身。正是这一
“
游

”
的过程传达出仲缩随意、进退 FJ如 的逍碰。

由于
“
隐

”
与

“
仙

”
的相通 ,产生了不少隐士仙化与仙人隐士化的传说。隐士的仙化 ,是 以仙为

主体对隐的肯定。

汉代东方朔在隐逸现象中是-个令人瞩目的人物 ,他 曾说 :“ 如朔等 ,所谓避世于朝廷者也。

古之人 ,乃避世于深山中。
”
作歌曰 :“陆沉于俗 ,避 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

中,蒿芦之下 !”
「Ⅱ]由 于他的不同凡响 ,人 们把他想象为道家神仙之一 ,乃 是下凡的岁星 ,故刘向

将其录入《列仙传》。《东方朔别传 9,X寸 他是岁星下凡还有颇为生动的记载。

唐末宋初真源人陈抟 ,字图南 ,号扶摇子 ,见于《宋史 ·隐逸列传 ·陈抟传》。据说他散尽家

财 ,带一石铛飘然而去 ,梁唐各朝士大夫仰慕他的清高 ,以 见他一面为荣 ,陈抟对此深恶痛绝。唐

明宗亲下沼书相请 ,见面后他只行礼而不跪拜 ,明 宗越发敬重他,赐以三个宫女 ,陈抟拒绝后到武

当山隐居 ,精诚修道 ,二十年后转到华山。宋太祖登极后 ,要封他为官 ,陈抟回答说 ,我的一片野

心 ,已 被白云留住。后来他到了峨嵋山,在石室中坐化 ,一苴过了七天 ,容颜不改 ,身体温暖 ,并有

五色祥云在洞口经月不散。这是对清高自守人生态庋的肯定。

吕洞宾在道教中地位极高 ,全萁道奉他为纯阳祖师。据说他自小便有仙风道骨 ,聪慧过人 ,但

两次考进士都落笫 ,后经仙人指点 ,他 丢弃儒冠 ,隐居起来潸心修道 ,云游四方。如今在福建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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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庙还保存着一副对联 :“ 曾作宰官身 ,检唐苑名经 ,春 色曲江归进士 ;独醒尘世梦 ,话岳州诗

事 ,月 华冶麓拜飞仙。
”
概括了他弃世为仙的经历。吕洞宾的仙化 ,是对他看破功名的肯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成仙代表着一种理想 ,它对非功利的、超脱的人生进行着肯定。而仙人的

隐士化 ,则是以
“
隐

”
为主体 ,向

“
仙

”
的推进 ,表现为f仙”

向
“
隐

”
的求同。

张果老的传说非常富有传奇性。据说唐太宗、唐高宗召他做官 ,都被他婉言拒绝 ,武则天找他

时 ,他干脆倒地装死 ,以 至尸体腐烂。开元二十一年 ,唐玄宗派裴晤到恒州迎接他入宫 ,张果老便

在裴晤面前倒地气绝。玄宗派中书舍人徐峤带圣旨再请 ,张果老才入宫 ,被安排在集贤院中,玄宗

问及神仙事他只闭口不言 ,不久辞官而去 ,隐退山林。明皇再请 ,他再次倒地死去 ,弟子埋葬他时 ,

才发现棺材是空的
E】 2卩

。

为什么在神仙身上会负载这么多
“
拒仕

”
的信息呢?这些神仙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长生不死 ,

他们有了更大的人间性 ,负载了更多的人间理想 ,是隐逸思想发展后向神仙思想的浸入。前面谈

到黄帝、禹这些儒家圣人的仙化 ,也是受隐逸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墨子的仙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逸思想的这种渗透 :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 叹曰:“ 世事已可知矣,荥位非可常保 ,将 委流俗以随赤松游矣。
”
乃

谢遣门人,入 山精思至道 ,想 象神仙。⋯⋯乃得地仙 ,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

辽 ,束 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 出。视其颜色,常 如五六十岁人。周游五岳,不 止一处

也。"]
这里的墨子受到隐逸与神仙的双重加工 ,是一个典型的亦隐亦仙形象。在以后的文学创作

中,亦隐亦仙形象有了进-步的发展。且看元代戏曲。元代文人士子的地位一落千丈 ,科举制度

的取消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亡国的剧痛又激起他们空前的反叛精神。元曲中有大量描写

隐逸情调的作品 ,杂剧中也有不少描写名士隐居的故事 ,例如马致远的《陈抟高卧》、官大用的《严

子陵垂钓七里滩》,塑造了陈抟、严光等一批隐士形象 ,明 代戏曲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把它

们归入了神仙道化剧-类。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四百本元剧剧目中,神仙道化剧约占十分之

一 ,尤其是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鄙弃功名 ,超俗离世 ,否定现实的倾向非常鲜明。马致远人称
“
马

神仙
”

,《录鬼簿沉己他的剧作十三种 ,陈《汉宫秋》之外 ,均 为神仙道化剧 ,其中形象更象失意的文

人。如《陈抟高卧》中的陈抟 ,《岳阳楼》上的吕洞宾 ,《黄粱梦》中的钟离权 ,《荐福碑》中的张镐 ,《 马

丹阳三度任风子》中的任风子。这些神仙道士实际上都是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吕洞宾

在岳阳楼上叹兴亡 ;钟离权耿耿于功名 ,进入仕途后却屡遭迫害 ;张镐怀才不遇 ;任风子表现了仕

途迫害士子的罪恶。他们的出路只能是成仙避世。《陈抟高卧》第三折中陈抟言 :

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 ,敢 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本

居林下绝名利 ,自 不合划下山来惹是非,不 如归去来兮。

俺那里草舍花栏药畦 ,石 洞松窗竹几。您这里玉殿朱楼未为贵 ,您 那人间千古事 ,俺 只松

下一盘棋 ,把 富贵做浮云可比。[l‘ ]

以仙人之身 ,在无奈的现实中得到了解脱。

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 ,导致了大量游仙作品的出现。被

称为
“
后世游仙诗之祖

”
的《远游》9已经表现出力求在对神仙境界的游历、追求中得到精神上的超

脱。王逸早已在《楚辞章句》中点出游仙与隐居的相似之处。虽然天上人间有别 ,但其精神实质都

是追求超脱尘世的暄嚣与纷争 ,求得内心的合谐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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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聚》卷七十八所载曹丕、曹植的《游仙诗》最早以《游仙》命名。曹植曾在《秋思赋》中发

出
“
松乔难慕兮谁能仙

”
的感叹 ,尽管心存疑虑 ,但如履薄冰的处境、压抑的心情使他只能把自由

的灵魂寄托在虚幻的仙境中。请看他的一首《游仙诗》:

人生不满百,戚 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 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 ,翻 迹登鼎湖。翱翔九

天上 ,骋 辔远行游。

魏晋时期大量出现的游仙诗正是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忧愤不平的时代情绪在文学中的反映。

颜延之在《五君咏》中对嵇康的评价是 :“ 中散不偶世 ,自 本餐霞人
”
;清 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

选》说 :“ 阮、嵇轻世肆志 ,所托不群,非欲真仙也 ,所愿长与俗人别耳。
”
正因不偶于世 ,才追求餐霞

得仙。嵇康在《游仙诗》中自言 :“ 长与俗人别 ,谁能睹其琮
”L:s],此正陈祚明所本。

郭璞的《游仙诗》是游仙诗中的代表作 ,其中流露出强烈的隐逸意识 ,游 仙与隐逸已浑然一

体 ,例如 :

京华游侠窟 ,山 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茱j临 源挹清波,陵 冈掇丹荑。灵黔可

潜盘 ,安 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菜 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 ,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 揖

谢夷齐。E16彐

青黔千仞余 ,中 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 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 ,云 是鬼谷子。翘迹企

颍阳,临 河思洗耳。闾闺西南来 ,潜 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 ,粲 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 ,要之

将谁使。[I7]

翡翠戏兰苕 ,容 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 ,蒙 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 ,静 啸抚清弦。放情凌

霄外 ,嚼 蕊挹飞泉。巳:彐

王孙列八珍 ,安 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 来山林客。["彐

此类作品不胜枚举 ,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 ,也是仙隐一体的形象。再看梁代庾肩吾的

《赠月处士诗》:

九丹开石室,三 径没荒林。仙人翻可见 ,隐 士更难寻。篱下黄花菊,丘 中白雪琴。方欣松

叶酒 ,自 和游山呤。E2°]

欲招隐士与之同游 ,与招仙人同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幅世外佻源的美景 ,反映出一代名隐对时代纷争的厌倦 ,展示

了理想人生的外在条件。我们将它与仙境作-番 比较 ,可 以看出其中有相似之处。

晋太元中,武 陵人捕鱼为业,缘 溪行 ,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夹 岸数百步 ,中 无杂树 ,

芳草鲜美 ,落 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 ,欲 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

若有光;便舍船从田入。初极狭 ,才 通人;复 行数十步,豁 然开朗,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有 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 ;阡 陌交通,鸡 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 ,男 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 怡然

自乐 ,见 渔人,乃 大惊。问所从来,具 以答之。便要还家,设 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 来

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率 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不 复出焉,遂 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 ,乃

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E2闸

再看一段有关仙境的描写 :

禹之治水土也,迷 而失途 ,谬之一回,滨北消之北,不 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 国名曰终北 9

不知际畔之所齐限。无风雨箱露,不 生乌兽虫鱼草木之类,四 方悉平 ,周 以乔陟。⋯⋯土气和、

亡札厉 ,人 惜婉而从,物 不竞不争 ,柔 心而弱甘,不骄不忌,长 幼齐居 ,不君不臣,男 女杂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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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不聘。缘水而居 ,不 耕不嫁 ,土 气温适 ,不 织不衣 ,百 年而死 ,不 夭不病。其民孳阜无数。有

喜乐 ,无 衰老哀苦 ,其 俗好声 ,相 携而迭谣 ,终 日不辍音。〔22彐

桃源与仙境的区别在于前者充满 r劳动的乐趣而后者强调不耕不稼的优游 自在 ,而其境之

美、其民之和乐、其不君不臣的平等都非常接近。两者的创作手法也很相似。到唐时 ,王维则直言

桃源为仙境了 :

渔舟逐水爱山春 ,两 岸挑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 ,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卩潜行始隈

泱,山 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 ,近 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 汉姓名.居 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 ,还从物外起 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 ,日 出云中鸡犬喧
'晾

闻俗客争来集 ,竟

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 ,薄 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 ,及 至成仙遂不还。峡

里谁知有人事 ,世 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 ,尘 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 ,辞 家

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 ,安 知峰壑今来变。常时只记入山深 ,青 溪几度到云林。春来

遍是桃花水 ,不 辨仙源何处寻。[231

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文中诗末云 :“ 愿言蹑清风 ,高举寻吾契
”
,已 明言了他 志同道合的友人乃

方外之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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