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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宗教角色 ，诸如公共演讲

人 ，皇帝等的宗教导师 ，长生

术 、内修术实践者 ，仪式表演

者。 唐代翰林学士需要到宫廷

里值夜班 ，值班的地点在宫廷

女道观隔壁的玉晨观 ，所以他

们经常会看到女道士表演仪

式 ，所以有八篇翰林学士描写

女道表演仪式的文章流传下

来 ，唐代诗词中也有很多描写

女道士表演仪式的作品。

宋若宪 《唐大明宫玉晨观

故上清太洞三景弟子东岳青

帝真人田 （元素 ）法师玄室铭

并序 》： “内事典坟 ， 遍皆披

览 。 演五千之玄妙 ， 听者盈

堂 ； 登法座而敷扬 ， 观者如

堵 。 ”这是描写女道士公开演

讲 ， 听众趋之若鹜的场面 ，韩

愈的 《华山女 》所描写的也是

类似的场景 。

赵承亮 《唐故内玉晨观上

清大洞三景法师赐紫大德 （韩

自明 ） 仙宫铭并序 》：“德既升

闻，帝思乞言。 （大和）初，召入

宫玉晨观 。 师每进见 ，上未尝

不居正端拱，整容寂听。 ”这是

女道士在担任皇帝的宗教导

师 。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好几

篇 ，以往学者怀疑韩愈 《华山

女 》所讲 ，怀疑唐代女道士是

否真的可以这样公开演讲 ，现

在新出的很多墓志铭都可以

与之佐证 。 朱熹注韩愈诗 ，对

华山女有一点批评。 现代学者

也批评华山女伤风败俗 ，批评

其行为淫荡 ， 关于这一点 ，贾

晋华在讲座中也有所解读。 此

外 ，唐代女道士也抄写和传播

道经 ，贾晋华在敦煌文书中发

现了几幅唐代女道士抄写的

道经 ， 并带有落款和题名 ，我

们可以看到女道士的书法非

常漂亮。

对于这一类型的女道士 ，

贾老师重点介绍了柳默然 、胡

愔 、李季兰 、元淳 、崔仲容 、鱼

玄机等几位的人生经历和主

要成就。

柳默然是非常杰出的理

论家 ， 其生平详载于李敬彝

《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

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 》。 柳默

然原来是士大夫家庭的女儿 ，

受教育程度非常高 ，丈夫去世

后 ，独自把儿子们抚养和教育

成人 ， 随后与两位女儿出家 ，

而她刚开始是学佛的。 唐代有

两篇 《坐忘论 》，传统上皆归属

于司马承祯 ，被认为是司马承

祯最重要的代表作 ，实际上这

两篇都不是司马承祯写的。 在

王屋山司马承祯庙碑的背面 ，

有一篇 《坐忘论 》铭文 ，乃是柳

默然刻石 ，铭文称 ：“近有道士

赵坚 ，造坐忘论一卷七篇 。 事

广而文繁 ，意简而词辩 。 苟成

一家之著述 ， 未可以契真玄 。

故使人读之 ， 但思其篇章句

段，记其门户次叙而已 。 ”《道

藏》所收七篇 《坐忘论 》当是初

唐道士赵坚（字志坚）所撰。 对

比赵志坚的 《老子注 》，里面很

多地方提到 “坐忘 ”，还有很多

用词跟七篇 《坐忘论 》是一致

的 ， 蒙文通先生很早注意到 ，

然后朱越利先生也做了考证 。

贾晋华做了更加细致的比较 ，

因此确定七篇 《坐忘论 》是赵

志坚所作而非司马承祯。 另一

篇短的 《坐忘论 》，被误会为司

马承祯的作品 ，是因为被刻在

司马承祯庙碑的背面 ，但是铭

文中好几段明确引述吴筠的

《神仙可学论》。 贾晋华同样做

了一个详细的对比 ，《坐忘论 》

使用的是引文的语气 ，而 《神

仙可学论 》运用的是叙述的语

气 ，再加上铭文的佐证 ，可见

是 《坐忘论 》摘自吴筠 《神仙可

学论》，而非吴筠抄 《坐忘论 》。

因此 ，两篇 《坐忘论 》都不可能

是司马承祯的代表作。

柳默然在此 《坐忘论 》铭

文下面另刻有一篇 《薛元君昇

仙铭》，可确知是她所撰。 两篇

铭文阐发相似的道教内修理

论 ，提出 “炼形合气 、炼气合

神、炼神合道 ”的主张 ，这与北

宋成熟的内丹理论 “炼精化

气、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 ”已经

很接近了 ，这一点法国学者凯

瑟琳已经注意到 ，不过她那时

以为 《坐忘论 》铭文是司马承

祯所作 ，而事实上是中唐柳默

然刻石并甚至可能由她所撰。

女道医胡愔也是一位重

要的女道士 ，《道藏 》中收录其

两个版本的 《黄庭内景五脏六

腑补泻图 》， 两个版本各有缺

漏 ， 合起来正好是完整的著

作 ，内容主要是对 《黄庭内景

经 》的阐述与发展 。 王明在半

个世纪前就已经对这部书有

很高的评价 ， 称 ： “唐女子胡

愔 ，为黄庭学者之巨擘……是

论析五脏六腑之生理及病态 ，

以药物治其标 ，行气导引固其

本 ， 所言绝少神秘之宗教性

质 ，庶为实际摄生之医经 。 黄

庭经原理医学与宗教思想糅

合而为一 ，今乃蠲涤宗教色彩

而复归于医术 。 对黄庭经义 ，

发明实多 ，是黄庭内景五脏六

腑补泻图可谓黄庭学之一大

衍变也。 ”这个评价很高，而后

半部分并不很准确 ，因为他只

看到一个本子 ，那里面去掉了

很多宗教的部分 ，他没看到的

另一个本子里却保留了宗教

元素 ，所以需要将两个版本放

在一起看 ，才是完整的 《黄庭

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 从中

可以发现胡愔在两方面都有

重要的贡献。

《黄庭经 》系统有两种发

展趋势 ，第一种是人体神灵体

系的理论和存思实践 ，发展为

后来的内丹理论和实践 ；另一

种是将道教的内修与传统中

医相结合 ，逐渐发展为养生理

论和实践。 胡愔对两种趋向都

有贡献 。 首先 ，胡愔将传统的

四方四宫 （二十八宿分为东西

南北四宫 ）星象之神转化为脏

腑之神 ，并增加两种 ，强化身

体之神的宇宙关联和神圣象

征 ，使人体的小宇宙更加严密

地吻合外部的大宇宙 ，脏腑之

神象征人体的神圣性 ，最终为

道教的长生成仙目标和内丹

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神学依据 。

其次 ， 她将道教的身体观念 、

长生技术与医学理论 、身体炼

养相结合 ，制订一套与四季相

配的修养法 、六气法 、月禁食

忌法 、导引法 ，建立四季养生

的体系 ，最终形成养生理论和

实践 。 胡愔对后世的影响 ，主

要在其四季养生体系开创同

类著作的先河 ，被后代大量引

用 ；同时她的脏腑六神及其解

说被道教内丹著作反复引用。

三

接下来 ， 贾晋华介绍了

《瑶池新咏集 》 和三位女道士

诗人李季兰 、 元淳和崔仲容 。

9 世纪蔡省风编 《瑶池新咏

集 》，宋元书录都有著录 ，明代

开始就没有见到了 ， 但是徐

俊 、荣新江等从俄藏敦煌文献

中找出此集的残卷 ，卷首有李

季兰 、元淳 、张夫人 、崔仲容四

位诗人的 23 首诗 ， 除了张夫

人以外 ， 三位都是女道士 ，而

张夫人的丈夫也是道士 ，还俗

后成为大历十才子之一 。另外

还有三个敦煌写本抄录了李

季兰和元淳的 6 首诗 。结合新

发现的作品与传世的诗歌来

看 ，李季兰和崔仲容的作品主

要是爱情诗 ， 元淳是至德观

主 ，她的墓志也出土了 ，是宗

教领袖和实践者 ，她的诗歌多

表达其对女冠姐妹及家中亲

人的情感 ， 这些诗都能真诚

地 、直接地 、娴熟地抒发自己

的心声 。

最后 ， 贾晋华介绍了鱼

玄机的生平和诗歌研究 。 她

认为鱼玄机是唐代最优秀的

女诗人 ，以往总是推崇薛涛 ，

其 实 薛 涛 的 诗 是 较 为 平 庸

的 ， 而鱼玄机的诗歌抒写自

己的心路历程 ， 所以非常真

挚感人 。 鱼玄机出生于长安

都城中的普通人家 ， 成长为

倾国美女和著名诗人 ， 当过

士大夫的小妾 ， 被离弃后度

为女道士 ，最终以 “杀人犯 ”

而被定罪并处死 ， 死后又被

谤为 “娼妓 ”。 贾晋华考证鱼

玄机的生平 ， 爬梳所有相关

资料 ， 以证明鱼玄机没有当

过娼妓 ， 同时提出婢女之死

是误杀 ， 因为发现婢女死亡

的时候鱼玄机非常惊恐 。 鱼

玄机的爱情诗写得最好 ，而

且绝大部分是写给她的丈夫

李億的 ， 所以不能因此而责

备她 “淫荡 ”，实际上是李億

把她抛弃了 。 胡应麟对她的

诗评价很高 ， 说她的七言排

律是唐宋时期写得最好的 。

从性别批评的视角来看 ，六

朝以来的男性诗歌中 ， 女性

形象被色情化和客体化 ，成

为欲求的对象 ， 美丽动人但

柔弱无助 ， 情感上完全依赖

于男性 。 鱼玄机将欲求的客

体转化为欲求的主体 。 虽然

也交织了忧愁 、焦虑及孤独 ，

但不再是无助的 、 依附的哭

泣 ，而是独立的 、主动的对于

爱和欲望的热烈追求 。

另外 ，鱼玄机的诗歌中还

有对个人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

及她对自己的才能 、生存目的

和性格的诠释。 《卖残牡丹》是

其代表作之一 ，诗题的意思是

“卖剩下的牡丹 ”或 “未卖出的

牡丹 ”， 首句 “临风兴叹落花

频 ”非指牡丹 ，而是晚春时飘

落的其他花卉 ，尾联描写未被

赏识和出售的牡丹仍然肯定

自己的存在价值 ，相信其归宿

将是最高贵的地方。 作为女性

有这样自尊自重 、性别化的主

体意识 ， 这在当时是很难得

的。 此外，她还有一首《游崇真

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 》，“自

恨罗衣掩诗句 ，举头空羡榜中

名 ”，罗衣是女性的象征 ，这首

诗从表面上看是在责备性别

原因使她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和入仕 ，更深层的意思则是批

评不平等的性别制度限制了

女性才华的施展。

贾晋华批驳将唐代女道

士贬为“娼妓 ”“淫荡 ”的话语 ，

她们所有的作品没有任何 “淫

荡 ”的色彩 ，她们的爱情诗抒

写真诚的情感和欲望 ，至于误

读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传

统礼法不允许女性超越家庭

等私人空间 ，并禁止她们表达

自己的爱情和欲望 ，二是缺乏

对唐代历史背景和性别模式

的了解 。 在唐代 ，女道士的爱

情诗和公共演讲受到高度称

赞 ，而有些现代学者却批评她

们伤风败俗。

（本文图片均由贾晋华老

师和白照杰老师提供， 在此说

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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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真公主为金仙公主书写的墓志铭 ，

雕刻工艺精湛， 四边饰以卷叶云纹， 碑文

以楷书书写，端严稳健，朴厚古雅。

邗 （上接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