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元朝是由起於漠北高原的蒙古貴族建立起來的，它版圖遼闊，通過滾滾鐵騎，殺伐征戰，成

為一個橫跨亞、歐的統一大國。蒙古族人入主中原之後，一方面保持著傳統的薩滿教信仰，另一

方面也在征服西藏的過程中接受了藏傳佛教。為了管理和穩定以漢族為多數的多民族組成的社會，

蒙古貴族在宗教信仰上實行承認現狀和相容並包的政策，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

其他信仰都給予寬容，形成元代宗教文化多元並存、同時發展的局面。

儘管元朝國祚不長，但其對宗教相容並蓄的態度，使元朝的各種宗教都有相當多的信眾，

進而影響到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的方面。

元雜劇的宗教戲劇是元雜劇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通過對全部宗教劇目爬梳整理，並經過

詳細考查和辨析，提出了有別於「神仙道化戲」的新的概念。

另外，本文也論及了元雜劇宗教戲劇的模式，宗教與戲劇的有機結合，以及「八仙戲」這

一特殊的戲劇現象。同時，作者在對《西遊記》雜劇研究時，發現它是介於原生的西遊故事和

小說《西遊記》之間的重要橋樑，因為它有別於小說《西遊記》，其一些特徵更能證明前輩學者

關於《西遊記》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之間的因緣。

通過對元雜劇宗教戲劇的研究，可以發現，任何文學作品都不是向壁虛構的，宗教戲劇也

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從中可以看出世態炎涼、官場傾軋、妓女苦況和高利貸制度等，使我們對

元代社會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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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雨的《虛幻與現實之間—— 元雜劇「神佛道化戲」論稿》一書，是

他的博士論文。當時研究生部只要求博士生寫八萬字左右的長篇論文，而我

卻苛刻地要求他寫一部二十萬字左右的學術專著，他欣然同意了，並如期完

成，且作得很好，這使我很快慰。 
小雨的父親是河南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他受家庭

影響，古文根底紮實。他上大學時，是外語系的優秀學生，尤其在英語上下

功夫較深，許多年前曾將唐詩、宋詞翻譯成英文出版，這很不容易。小雨還

有幸作為訪問學者赴印度留學，對宗教有比較濃厚的興趣。歸國後，他撰寫

並出版了《印度雕塑》、《印度壁畫》和《印度藝術》等專著，在學術界有一

定影響。 
小雨是從我攻讀中國戲曲史的博士生，鑒於他對宗教有興趣，又有研究

能力，而我又多年從事過有關道教史、佛教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經過一段

時間的共同商討，最後確定了這項研究課題。小雨讀書很雜、很勤、很刻苦，

在比較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先擬出大綱、提要，在與我商討後動筆

完成。他非常注重第一手資料，其中有些章節多次易稿。他的這部書有以下

幾個特點： 
第一，他用「神佛道化戲」取代了自明初朱權以來一直沿用的「神仙道

化戲」分類法，不但拓寬了研究視野，而且這樣歸類也更符合實際情況。過

去的研究者，大多注重對元雜劇中道教內容戲的探索，而不大對元雜劇中佛

教內容戲的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對兩者兼顧的綜合性論述，更沒有出過對「神

佛道化」進行縱深研究的學術專著。小雨的這部書恰好彌補了這方面的學術

空白，拓寬了元雜劇研究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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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在對元代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和文人心態研究的基礎上，從

事對元雜劇中「神佛道化」戲的探索，既有寬度又有深度，力求真實地反映

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給人以啟迪。 
第三，在研究《西遊記》雜劇時，與《西遊記》小說既聯繫，又比較，

並在吸收前人近一個世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考辨，進而提出自己的見

解。他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及《大莊嚴論經》、《雜寶藏經》、《六度集經》

等譯經，認為《西遊記》中孫悟空或多或少受到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神

猴哈奴曼的影響。儘管他的有些看法與我過去研究不大一樣，我仍很高興。

因為他沒有人云亦云，而是在認真研究、認真思考，這正是年輕一代學者應

具備的品格。 
第四，在對「八仙」傳說及有關戲曲劇本、劇目的研究中，他既吸收了

浦江清《八仙考》、趙景深《八仙傳說》的研究成果，又補充了一些新的正史、

野史、小說、戲曲、寶卷中的資料，尤其是佛教經典中有關資料。在研究「八

仙」戲的形式與內容上，也不乏新見。 
第五，能從縱橫兩方面互相照應，加以研究，涉及面廣，既能給人以比

較全面的論述，又能深入挖掘重點劇本、劇目，不失之空泛。 
鑒於以上幾點，我願為小雨這部有價值的學術專著作序，並向廣大讀者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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