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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
———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张泽洪

摘　 要: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 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

仙话传说, 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 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 是士人企

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 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 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 也反映出

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 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 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

的格局。 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 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 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

潼梦故事, 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

书、 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 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 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

升, 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 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 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

体系。 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 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 深刻影响了

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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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 梓潼梦中的梓潼神, 又称为文昌帝君、 梓潼帝

君、 梓潼真君、 梓潼神君, 是道教的司禄主文运之神。 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

话传说, 是道教与中国梦文化研究中值得讨论的问题。 学界对梓潼神及中华文昌文化已有多维度的研

究, 仅在文昌祖庭七曲山所在的四川梓潼县, 1996 年以来已先后召开 5 届中华文昌文化主题的学术

研讨会,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2008 年 10 月 6—8 日, 福建福清召开 “梦与中西文化研讨

会”, 笔者曾就梓潼梦与文昌帝君崇拜的关系进行初步讨论。①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提出, 梓潼

梦的灵验故事植根于道教神仙信仰, 是道教文昌帝君信仰与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值得从科举制度与

道教关系的宏观视野予以考察。

一、 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梓潼梦

梓潼梦是藉由梓潼神崇拜而产生的梦境, 亦是士人祈梦梓潼神保佑的灵验故事。 梓潼神张亚子本

是东晋蜀中七曲山的民间俗神, 在宋代民间俗神道教化的过程中被吸纳为道教神祇。② 梓潼梦的产生

可以追溯到唐中后期。 《太平广记》 卷二百七十七 《梦二·樊系》 引 《定命录》 载: “员外郎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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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应举前一年, 尝梦及第。 牓出, 王正卿为牓头, 一牓二十六人。 明年方举, 登科之后, 果是王正卿

为首, 人数亦同。”① 《定命录》 为唐吕道生大和年间 (827—835) 所撰, 樊系约于唐玄宗开元十七

年 (729) 登进士第, 此梦境为开元十六年 (728) 的故事, 其 “梦及第” 的叙事已有梓潼梦的特征。
唐赵璘 《因话录》 卷六载: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 流辈多已崇达, 常有后时之叹。 一夕, 忽梦及第

而与韦周方同年。”② 郑滂 “梦及第” 在唐文宗大和四年 (830), 该小说所载科名场所梦境的应验同

样具有梓潼梦的特征。 唐钟辂 《前定录》 则明确记载士人祈梦于梓潼神的神异故事:
遂宁岳某与阆州李某将赴试, 各祈梦于梓潼祠。 有一执簿者曰: “汝二人皆贵, 但身与头不

相称。” 令一使运斧以易。 及醒归, 其妻不识, 诘其家人, 始知之。 后俱甲试迁官。③

钟辂为唐文宗大和二年 (828) 进士, 《前定录》 成书于唐文宗大和年间 (827—835)。 故事中易头之

梦境颇为神异, 于梓潼祠祈梦得甲试迁官的灵验叙事, 亦是梓潼梦典型的叙事方式。 唐人小说 《前

定录》 《定命录》 多宣扬科名前定的梦境, 在梦文化中属于以梦先兆明定数一类, 这类宣扬梦兆的小

说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唐代孙樵在梓潼七曲山祭祀梓潼神, 是史籍中记载梓潼梦产生背景的可靠资料。 孙樵 《祭梓潼

神君文》 说: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 乡贡进士孙樵, 再拜献辞张君灵座之前: 樵实顽民, 不知鬼神, 凡过

祠庙, 不笑即唾。 今于张君, 信有灵云。 ……今过祠宇, 其敢默去? 觞酒豆脯, 捧拜庭下。 神其

歆此。④

孙樵祭文称会昌五年 (845)、 大中四年 (850)、 大中十八年 (864) 都曾在蜀道旁的七曲山梓潼庙祭

梓潼神。 孙樵这篇撰于大中十八年的祭文, 反映了唐代士人相信梓潼神的灵验, 在七曲山梓潼神庙求

梓潼神保佑的历史事实。 北宋蔡絛 《铁围山丛谈》 卷四说:
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 素号异甚。 士大夫过之, 得风雨送, 必至宰相, 进士过之, 得

风雨则必殿魁。 自古传无一失者。⑤

蜀道旁梓潼神祠之梓潼梦的灵异, 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中已是尽人皆知。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而确立于

唐, 封建王朝通过考试来选拔士人, 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仕途。 唐代社会梓潼

梦故事的产生, 与科举制下的祈梦文化有关。 在科举成为文人仕进的必由之路后, 期望神灵护佑科举

考试成功是士人普遍的心态, 而梓潼梦有预示科场成败的灵验, 故吸引士人纷纷朝拜梓潼神以获梓潼

梦的谕示。
宋代各地梓潼神及其梦境的灵验也为士人所熟知, 文天祥 《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 记录南宋

吉州龙泉县 (今江西遂川县) 梓潼神的灵验, 称: “士之所自为, 行为上, 文次之; 神所校壹是法,
合此者陟, 违此者黜。 人谓选举之权属之有司, 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 ……近世贵进士科, 士以得失

为病, 自元皇庙食于是, 始有司桂籍之说。”⑥ 文天祥认为进士科选举之权属于梓潼神, 品德与文才

是选拔士人的标准, 可见主司桂籍的梓潼神在宋代士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唐宋以来各种梓潼梦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至南宋时期便有志怪小说 《灵应集》 问世, 书中

多记载蜀中士人乞梦于英显神君的灵应传说, 是蜀中社会梓潼梦口传故事的文本记录。 《灵应集》 原

书已佚失, 部分内容为 《分门古今类事》 引录。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百四十二 《分门古今类事

二十卷》 载: “所引如 《成都广记》 《该闻录》 《广德神异录》 《唐宋遗史》 《宾仙传》 《蜀巽记》 《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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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脞说》 《灵验记》 《灵应集》 诸书, 皆后世所不传, 亦可以资博识之助也。”① 《分门古今类事》 收

录三卷 《梦兆门》 故事, 其卷八 《梦兆门下》 有 《刘悦第三》 《孙铉策题》 《文缜状元》 《元珍赠

诗》 《彦国文学》 《士美金堂》 《允蹈甲门》 《何某二子》 八则, 皆录自 《灵应集》 中的梓潼梦灵验

故事。 《文渊阁四库全书》 所录 《分门古今类事》 是宋代四川书肆刊行之文本, 中华书局标点本则名

为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 以下我们列举其中两则故事, 以见宋代梓潼梦的叙事特点。 《新编分门古

今类事》 卷八 《梦兆门下》 之 《刘悦第三》 载:
刘悦, 字圣与, 天彭人。 蔡薿牓第三人, 与常瓌同年, 又相善。 方集英赐第, 圣与叹息, 若

有所感, 瓌因询之, 圣与曰: “人生得丧果素定, 非人力也。 悦今日望见天子临轩, 公卿侍卫,
以至天日气象, 楼殿相映, 恍然如再至焉。 悦七年前过梓潼神君祠, 宿于祠下, 梦与举子数百人

趋禁中, 听唱名于集英殿。 俄有一卫士遽曰: ‘公第三人及第。’ 悦时名涛, 因问曰: ‘刘涛耶?’
卫士曰: ‘无刘涛, 乃刘悦。’ 语未毕, 胪传刘悦矣! 遂惊觉。 虽知其神, 而未敢改名。 会元祐

诏书, 若与上书邪等人同姓名者听改名。 时上书有彰信军进士名刘涛, 悦因改今名焉。 今日至庭

中, 无一而非昔日梦中所见者。 初闻第一第二人已赐第, 不觉正衣冠以待, 及蒙恩, 果第三人。
而心实安然, 若久已得之者。 信乎! 得丧果前定, 非人力也。” 崇宁五年, 悦归过梓潼, 既书其

事, 又请常瓌为记。②

这是刘悦得梓潼梦而改名中举的故事。 治平三年 (1066), 刘悦宿梓潼神君祠, 梦见宋英宗在集英殿

策试进士时得神灵谕示, 遂改名刘涛为刘悦, 七年后终以第三名考中。 其字 “圣与” 与梓潼梦境中

的改名, 都反映刘悦渴望科举成功的心态。 《梦兆门下》 之 《文缜状元》 载:
何 文缜, 政和间被贡, 宿梓潼, 梦一吏赍黄敕投其中云: “何 可特授承事郎、 秘书省校

书郎。” 次年, 文缜果大魁多士。 前此, 状头先除学官, 惟文缜独除馆职, 暨受敕衔位, 与梦中

所见不差一字。 嗟夫! 科名前定如此, 士而不安义命可乎!③

何 宿梓潼祠而得梓潼梦示, 于政和五年 (1115) 举进士第一。 南宋洪迈 《夷坚丁志》 卷八 《何丞

相》 载何 梓潼梦更为详细:
是夕梦入庙廷, 神坐帘中, 投文书一轴于外。 发视之, 全类世间告命, 亦有词语。 觉而记其

三句云: “朕临轩策士。 得十人者。 今汝裦然为举首。” 后结衔具所授官。 何公思之, 廷试所取,
无虑五百, 而言十人, 殆以是戏我也。 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 既而傅崧卿以省元升

甲, 遂足十数, 盖梦中指言第一甲也。 所得官正同。④

这则梓潼梦是科名前定神学观念的典型叙事。 何 梦中得梓潼神天授文书, 谕示可以考中第一甲之

首; 后赴京师参加宋徽宗亲自策问的廷试, 果然中了状元。
宋代蜀中流传祈梦于梓潼神, 可以预知科场胜算的传说, 这种民间口传故事被文人书写为文本,

成为与科举制度休戚相关的梓潼梦故事。 南宋洪迈 《夷坚乙志》 卷八 《歌汉宫春》 载:
绍兴四年, 蜀道类试进士。 成都使臣某人祷于梓潼神, 愿知今岁类元姓字。 夜梦至庙中, 见

二士人握手出。 共歌 《汉宫春》 词: “问玉堂何似, 茅舍疏篱” 之句。 神君指曰: “此是也。”
明日复入庙, 将验昨梦。 士人来者纷纷不绝, 久之, 有两人同出, 携手而歌, 果梦中句也。 省其

状貌皆是, 即趋出揖之曰: “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选者。” 具以梦告, 皆大喜。⑤

“士人来者纷纷不绝”, 可见祈梦梓潼神以求科举成功已在士人中蔚为风气。 北宋文士叶梦得 《岩下

放言》 中有篇 《来岁状元赋》, 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1008—1016), 西蜀二举人 “至剑门张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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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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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3 册, 第 1009 页。
委心子: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129 页。
委心子: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 第 130 页。
洪迈: 《夷坚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年, 第 2 册, 第 606 页。
洪迈: 《夷坚志》 第 1 册, 第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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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 号英显王, 其灵响震山川, 过者必祷焉”。① 可见, 赴七曲山梓潼庙祈梦已是宋代士人普遍的心

态及行为。 南宋时期, 随着文昌帝君信仰的流布, 江南各地亦建立梓潼祠, 以满足江南士人祈梦梓潼

神的心理需要。 吴自牧 《梦粱录》 卷十四载: “梓潼帝君庙, 在吴山承天观。 此蜀中神, 专掌注禄

籍, 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② 南宋士人祈梦梓潼神, 以真德秀的梓潼梦最为典型。 明叶子

奇 《草木子》 卷四上 《谈薮篇》 载:
真西山未第时, 将会试于行在。 道吾栝, 约友人郑达道同祈梦于梓潼庙下。 入谒于神, 遂击

其鼓, 题诗于上曰: “大叩则大应, 小叩则小鸣。 我来一扣动天地, 四海五湖闻其声。” 是夜得

吉梦, 其年果中。③

真德秀在都城临安考试前赴吴山梓潼帝君庙祈梦梓潼神, 击鼓题诗反映其渴望科举成功的豪放心态。
他于宋宁宗庆元五年 (1199) 中进士, 成为朱熹理学之一代传人。

宋朝科举对士人心态影响甚巨, 社会已形成以是否中举来评判士人成功与否的价值标准。 由此,
道教主司桂籍的梓潼神, 在士人心目中享有无比的神圣性。 笃信梓潼梦灵应而在梦境中与梓潼神交的

精神现象, 是文士信仰梓潼神的特殊表现方式。 史籍所载宋代社会流传的各种梓潼梦故事, 折射出士

人笃信梓潼神灵验的心理。 科举制度下士人祈梦梓潼神以求福佑已成集体无意识, 形形色色的梓潼梦

灵验故事真实反映了士人渴望科举考试成功的心态。

二、 梓潼梦的神学功能和社会影响

梓潼梦故事宣扬科名前定的神学观念, 士人若能祈梦得到梓潼神的谕示, 获好兆者就能科场如

意。 由于笃信梓潼梦的灵验, 一些人几近痴狂。 因为相信梓潼神的灵异, 那些为仕途奔走的士人, 必

为自己的前程而祈祷。 于是, 宋代以后梓潼梦在社会上愈益流行, 以致清代有科场中鬼神弄人之说。
清陈其元 《庸闲斋笔记》 卷二 《科场中鬼神》 述说清代科举考场中, 世每艳称鬼神之事, 以彰果报

之事。 并举一文昌示梦的例证: “咸丰辛亥科乡试, 同官陈星垞二子丙曾、 诵曾, 兄弟同掇高魁, 其

文皆取法尤、 王, 于是都中盛传星垞于元旦梦文昌神, 告以今年闱艺宜学西堂、 农山, 因此得隽。”④

宋代以后的笔记小说述科场中事, 多宣称文昌帝君的灵验以彰果报。 清袁枚 《续子不语》 卷三 《夺

状元须损寿》 载, 康熙癸未 (1703), 江南士子赴都会试, 某解元负才傲物, 同辈不堪其侮:
同舍生夜梦文昌帝君升殿胪传, 及唱名, 则某果状元也, 同舍生意窃不平。 未几, 有女子披

发呼冤曰: “某行止有亏, 不可冠多士, 须另换一人。” 帝君有难色, 顾朱衣神问之。 朱衣神曰:
“万历间亦有此事, 以下科状元移置上科。 其人早中三年, 减寿六岁, 此例今可照也。” 遂重唱

名, 状元为王式丹。⑤

这则梓潼梦故事, 反映文昌帝君以德行选拔士人的取向。 道教宣称士人的科名贵贱, 皆隶文昌帝君的

神选定夺, 这位解元因行止有亏而遭褫夺状元并减寿六年的惩罚。 袁枚 《子不语》 卷二十一 《福建

解元》 的祈梦文昌故事, 梦中文昌与关帝、 孔夫子同坐判士人是否中举, 则说明清梓潼梦已出现融

摄多元神灵的梦境, 反映了清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社会现实。 袁枚 《新齐谐》 卷二十一 《科场事五

条》 载: “王士俊为少司寇, 读殿试卷, 梦文昌神抱一短须道士与之。 后胪唱时, 金状元德瑛如道士

貌, 出其门。”⑥ 梓潼梦状元的道士形象, 或许是道教社会影响的隐喻。
清代甚至有梦文昌司命甄别新科举人名次的记载, 清汪辉祖 《双节堂庸训》 之 《授徒勿误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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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载:
武进有老学究教读数十年, 勤恳不倦。 乾隆辛酉元日, 邻叟梦文昌司命甄别新科举人名次,

一生以行玷应黜, 司命难其选补, 旁一神曰: “某学究可。” 司命曰: “学问欠优。” 神曰: “某教

读认真, 不误人子弟。” 司命曰: “若是, 可矣。” 果于是年江南乡试中式。①

这则梓潼梦宣扬梓潼神奖掖辛勤教授的文士, 教读认真者终获梓潼梦的应验。 清石成金 《传家宝全

集》 第一集 《教授果报》 载:
万历间, 京口张某有能文名, 入院七次, 望采芹如登天。 年将四十, 求梦文昌祠, 梦帝君怒

视曰: “尔天罚至矣, 尚望人泮乎? 尔忆十五年中, 豪富相延, 束脩颇厚, 汝之所授不能偿十之

一。 凡历五家, 皆为改文以欺父兄, 遂误其子之终身。 今尔饶裕, 犹不思衣食所自来, 且又习诸

游戏外好, 乃聚徒馆舍, 群习樗蒲, 尔竟不知, 为师者当如是乎?” 张不敢答。 遂觉, 察其徒果

然。 有一同社过访, 送不数步, 忽生徒汹汹来报曰: “某生因搏争殴, 被某生击死矣。” 后张株

连讼狱, 刑辱甚惨, 财尽郁死。②

这一梓潼梦则宣扬张某教书误人子弟而遭文昌神惩罚, 显示文昌帝君有因果报应的天鉴功能。
梓潼梦的故事在明清小说中有更生动的描写, 从文学的侧面反映梓潼梦对士人的心理影响。 明代

话本小说 《鼓掌绝尘》 第二十一回 《酒痴生醉后勘丝桐, 梓童君梦中传喜信》, 描述书生文玉梦梓潼

帝君神签之事: “文荆卿睡到二更时分, 渐觉酒醒转来, 朦胧合眼, 梦见一人, 面如傅粉, 唇若涂

朱, 头戴唐巾, 身穿绯服, 手执大红柬帖, 口称预报佳音。” 文玉梦中所见梓潼帝君题写的签诗谓:
“好音送出画楼前, 一段良缘咫尺间。 莫怪风波平地起, 佳期准拟蝶穿帘。” “文荆卿看罢, 躬身拜

谢。 只见那人将手向东南一指。 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文荆卿猛然惊觉, 乃是南柯一梦。 便把梦中诗

句, 默默牢记心头, 暗自忖道: ‘莫非我指日间有甚喜兆, 故梓童君梦中特来预报?’”③ 清俞达 《青

楼梦》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载士人金挹香对天怨詈, 月下老人决定请命于梓潼帝君,
确查其功名簿:

月下老人即往帝君处请见, 不一时, 已至文昌宫, 谒见帝君, 细陈一切。 帝君即命掌禄使者

确查金挹香功名, 不一时, 使者回禀帝君道 “查得金挹香功名该在二十岁入泮, 二十四岁举贤

书” 等语。 月老告辞归院, 议定其事, 即命蜂蝶使往苏州, 梦中指示挹香一切。④

又如, 明代话本小说 《西湖二集》 第十五卷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讲文昌帝君为罗隐添注禄籍的

故事; 清代李渔 《凰求凤传奇》 第十出 《冥册》, 写上天文昌星梓潼帝君掌握士子应试成功的命运;
清丁耀亢 《续金瓶梅》 第四十六回 《傻公子枉受私关节, 鬼门生亲拜女房师》 说: “所以这科目功名

再假冒不得的。 那天上文曲星、 梓潼帝君, 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才中, 谓之天榜。”⑤ 明清小说

以文学语言描写的各种梓潼梦故事, 反映明清文士祈梦梓潼神的历史真实。 元明清时期学校中多建有

文昌祠, 梓潼梦在文士中的社会影响亦臻于极盛。
汉唐间民间蓄积已久的地方信仰, 经历盛唐开放文化的整合, 迎来了宋代与道教相结合的历史契

机。⑥ 宋代是民间信仰道教化的重要时期, 民间崇奉的梓潼神、 城隍神、 关帝、 妈祖、 徐仙等, 都被

吸收衍化为道教的神祇。 随着宋代道教对民间梓潼神的改造, 道教化的梓潼神信仰日渐深入人心, 民

间甚至衍生出士人出生之时就已得到梓潼神阴骘之说。 宋杨万里 《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

谥忠肃虞公神道碑》 载: 虞允文之父秦公 “祷于梓潼神。 是夕, 梦入一官府, 见一大官, 衮冕迎秦

7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汪辉祖: 《双节堂庸训》, 王宗志等注释,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第 174 页。
石成金: 《传家宝全集》,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2 年, 第 26 页。
金木散人编: 《鼓掌绝尘》, 朱传誉主编: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5 年, 第 4 册, 第
11 页。
俞达: 《青楼梦》, 邹弢评, 陶丽点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78 页。
丁耀亢: 《金瓶梅续书三种》, 陆合、 星月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年, 第 444 页。
参见张泽洪: 《道教礼仪学》,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年, 第 67 页。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245 期

公, 执客主礼甚敬。 主人忽指其侧一人介胄而立者曰: ‘此为尔子。’ 秦国夫人娠, 公将生, 户外有

异光”。① 虞允文出生后果然聪颖异常, 后为绍兴二十四年 (1154) 进士。 元代士人吕思诚, 因其母

曾梦文昌星而生, 后得以举进士, 总裁宋辽金三史。 明代庄渠李氏的李奎, 其大父曾梦文昌之星降精

于家而出生。 明代文士张阳和, 其母梦文昌降于庭而生。 古代一些功成名就的士大夫, 总会宣称梦文

昌之星降精于家, 或梦文昌星现而诞生的神话。 这类天降神授的梓潼梦亦有道教经典的根据。

三、 道教对梓潼梦的回应和神学建构

(一) 道教对梓潼梦的回应

宋代志怪小说 《灵应集》 是记载梓潼梦最早的文本。 《灵应集》 撰者宋氏, 号委心子, 眉州青神

(今四川青神县) 人。 其委心子之号取 《淮南子·精神训》 “委心而不以虑” 之义,② 具有明显的道

家色彩, 但宋氏并不是道士, 所记录建构的梓潼梦代表的是社会上文士阶层的观点。 宋代道教吸收民

间俗神梓潼神之后, 对社会上流行的梓潼梦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的经

书和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 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 并在道教祭祀文昌帝君的宫观建桂籍

殿或桂籍阁, 以彰显梓潼梦的神灵感应。 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 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

梓潼神文昌帝君信仰体系。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 卷二说:
李知几少时, 祈梦于梓潼神。 是夕, 梦至成都天宁观, 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 “以是为名

字, 则及第矣!” 李遂改名石, 字知几。 是举过省。③

李知几在梦中得道士指点, 改名后果然科举成功。 中国传统梦文化中有各种占梦的方法, 改名是梓潼

梦灵验故事中常见的一类。 由于梓潼梦保佑科举的灵验, 古人甚至多有取名 “梦举” 者。 南宋刘安

胜撰 《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梓潼梦故事, 亦竭力称扬文昌帝君应梦的功

德。 该经卷二说: 文昌帝君 “应梦保生, 垂慈悯苦, 不骄帝境玉真庆宫, 现九十八化之行藏, 显亿

千万劫之神异, 飞鸾开化, 在在建坛, 助国救民, 人人被德”。 宣扬文昌帝君 “应梦储祥, 因心演

化”, “应梦储祥, 因心锡庆” 的功德。④ 元卫琪 《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卷二亦称扬文昌帝

君 “应梦保生, 垂慈悯苦”。⑤ 明代道经 《清河内传》 说梓潼帝君 “彰感应于劝惩, 贡举之令再颁,
考察之籍先定”,⑥ 亦是宣扬梓潼梦灵应的话语。 道教文昌经书宣扬文昌帝君应梦的功能, 是道门对

社会上梓潼梦故事的积极回应。
明代道经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 卷上 《文昌天演谱系品》 建构出最完整的文昌神系统,

包括三大系列的神祇, 即圣官曹治八十一仙官、 储佐列神及七曲凤凰诸山佐顺龙神四十五部。 其储佐

列神中的真君有: “文昌上将真君, 文昌次将真君, 文昌贵相真君, 文昌司命真君, 文昌司禄真君,
文昌司中真君, 文昌司贵真君, 文昌司文真君。”⑦ 道教宗师以丰富的想象力, 建构出文昌帝君文化

大神的神格。 明代道经 《清河内传》 说: “七曲名山闻天下, 而士之发策决科者皆归焉。”⑧ 道教长

期浸润中国民间社会, 在儒释道三教中独具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优势。 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

梦故事, 便是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梦境, 而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

格, 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 元卫琪 《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卷二说: “而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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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信者, 以帝君在蜀为大神, 自唐至今, 累朝崇重。”① 起源于蜀中的梓潼神, 因为梓潼梦灵验故

事的特殊建构,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
(二) 文昌帝君司禄功能与梓潼梦

梦境是人类精神心理和社会现实的反映, 梓潼梦是中国古代祈梦文化的一类, 是科举制度下催生

出的梦文化现象。 梓潼梦建立在梓潼神司禄功能之上, 而梓潼神司禄的观念又源于文昌宫星司禄之

说。 《史记》 卷二十七 《天官书》 说: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 一曰上将, 二曰次将, 三曰贵相,
四曰司命, 五曰司中, 六曰司禄。”② 秦汉时期的星象学说将星象与人的命运相连, 认为文昌宫第六

星有司禄之功能。 古人将文昌星的明暗与科场考试相比附。 唐裴庭裕 《东观奏记》 卷下说: “初日,
官奏文昌星暗, 科场当有事。”③ 而道教的文昌帝君被视为天界文昌星的化身。 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

后, 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 被认为可 “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由来”。④ 唐杜光庭 《道门科范

大全集》 卷十九至二十四共六卷文昌科仪, 都尊文昌帝君为司禄主者, 旨在宣扬文昌帝君司禄的功

能。 其中卷二十至二十二 《文昌注禄道场仪》, 分别是早朝、 午朝、 晚朝科仪, 说明道教文昌注禄有

完备的科仪。 《道门科范大全集》 卷十九 《文昌注禄拜章道场仪》 “启坛行道” 宣称: “七曲山司禄

主者, 职贡举真君, 主掌桂籍。” 《道门科范大全集》 卷二十三 《文昌注禄拜章道场仪》 “祝神行道”
亦宣称: “七曲山司禄主者, 职贡举真君, 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 主掌桂籍。”⑤ 科仪的主题都是阐扬

文昌帝君司禄、 主掌桂籍的神职。 道教主管科举禄位的文昌帝君, 在宋代已成为天下士人崇信的文化

大神, 梓潼梦的灵应故事的宣传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元仁宗延祐三年 (1316), 文昌帝君被加封为

“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标志着其司禄的功能亦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
道教汲取先秦文昌星司禄之说, 建构出内涵丰富的星辰崇拜。 宋吕元素 《道门定制》 卷三所列

第三十七状的星神为: “文昌上将星君、 文昌次将星君、 文昌贵相星君、 文昌司禄星君、 文昌司命星

君、 文昌司寇星君。”⑥ 这是宋代道教神仙中文昌六星的名号。 道教星辰崇拜中还有三台星君, 即上

台虚精开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禄星君。 唐傅洞真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
载有三台星君的神格形象: “下台星君名曲生。 身长一丈, 面青有光, 芒气如丝射, 暗立青气中, 道

服青衣, 执青圭。 ……下台二星, 上星主士人, 下星主庶人。”⑦ 宋蒋叔舆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
卷五十二 《神位门》 所排列的神灵亦有下台曲生司禄星君。 下台星君是主管司禄的神灵, 道教宣称

持念星君名号, 其功德力莫可称量。
(三) 文昌科仪与吸纳文士入道的文昌箓

道教祭祀梓潼神的醮仪, 文士们简称为文昌醮、 梓潼醮。⑧ 这些文昌醮显扬梓潼神司禄之功能,
以斋醮的方式祈求科举成功。 宋代蜀中道教的文昌醮会, 多在科举之年为祈求梓潼神而举办。 南宋文

士姚勉 《文昌醮宿建词语》 说:
大比兴贤, 又值设科之岁; 前期卜日, 用严事帝之忱。 恭按金科, 肃陈宝醮, 冀潜通于肸

蠁, 庶均被于祥厘。 伏愿天鉴积诚, 神钦宿戒。 朱衣豫送, 早标仙籍之姓名; 紫诏鼎来, 同夺亨

衢之步武。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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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在设科之岁举建的文昌醮, 科仪中骈文醮词的朱衣、 紫诏, 就是祈求梓潼神护佑事主中举的

语言符号。
明代道教正一法箓中有文昌箓, 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 明代道经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

紫阳宝箓》 就是专门传授文昌箓的经书。 赣西北民间道坛 《文昌箓封》 封面文字称: “天师府下拜受

正一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一封, 仰烦文昌威烈马元帅, 捧诣七曲文昌宫呈进, 祈颁恩命, 丐与前信厶厶

名下, 青云早陟, 丹桂高攀事。”① 明代龙虎山张天师正一法箓中, 已有新出文昌箓的传授, 以适应

社会文士阶层受箓的需求。 按照正一授箓的科仪格式, 文昌箓包括箓一部上中下三卷、 盟真合同环券

一封、 正一修真旨要节目、 祖玄真三师宝号及经籍度三师法讳。
 

明代道经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

箓》 卷上 《文昌九天开化品》 说: “吾昔奉上帝玉敕, 职掌桂籍, 兴文儒而擢贵品, 进贤德而佐明

时。 故得掌隶天曹, 秩专司禄, 校录地府, 位司定贵, 诠量水府, 职在进贤, 应三府选举, 吾总隶

焉。” 该经明确宣称文昌帝君职掌桂籍的功能, 即所谓 “金台桂籍悉隶属于文昌”, 竭力宣扬文昌箓

可为士人擢科名、 登禄位: 求科名的文士拜受该宝箓, 可以 “增益才华, 开明鉴识, 断除魔障, 斥

逐邪妖, 显擢科名, 进登禄位”
 

; “悟太上之玄机, 消除魔障; 登文昌之贵籍, 显达科名”; “增益智

慧, 通才辅文, 进登禄位, 一如盟言”。②

据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 卷下 《请箓法词》, 文昌箓传授要礼请经籍度三师, 其 “经籍

度三师法讳” 为:
经师上清三洞经箓南曹真士玉府上卿都天大法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 籍师上清三洞经

箓太极执法真宰灵宝领教真人都天大法主嗣汉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 度师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

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都天大法主嗣教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③

经籍度三师为明代龙虎山三位张天师。 元明时期, 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三山法箓, 道教专为文士阶层传

授的文昌箓, 亦在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之下。 《请箓法词》 又载:
据某贯居住奉道信士某词称: 本命某年月日时建生, 上属北斗某星君主照, 即日虔诚恭诣度

师教主天师大真人门下, 拜受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 一部, 皈身佩奉行持, 端冀开明

真性, 通悟本心, 弗措于学问辨思, 勿非于视听言动, 进修德业, 超益才华, 名成而赞辅皇猷,
禄遂则宣明正化, 致君于唐虞之上, 济民于成康之时, 封及祖宗, 泽垂后裔, 誓勤修奉, 永佐升

平, 如或背盟, 一依九天主宰元降律令!④

此科仪词文可知明代文昌箓的传授, 信士要向龙虎山张天师申请授箓。 此法箓的传授权亦彰显明代龙

虎山正一道贵盛的历史大势。

结　 语

通过上述对梓潼梦的考察分析, 不难看出道教对科举制度下士人阶层的深刻影响。 在梓潼神信仰

兴盛的唐宋元明清时期, 各种梓潼梦灵验故事在社会上颇为流行, 满足了应举士人祈求科举成功的心

理需求。 古代科举制度考试选拔环节的激烈竞争, 士人需要有神灵力量作为心理支撑, 而梓潼神司禄

的特殊功能, 使士人相信祈梦梓潼神可以获得神谕。 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 是士人企盼

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 可以说, 产生于科举制度下的脍炙人口的梓潼梦, 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思

想内涵, 也反映了道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 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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