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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論《西遊記》及其續書的創作背景及淵源(下) 

翁小芬 ∗ 

三、時代思潮轉變 

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必有其肇因，或因作者好意所驅使，或是作者生

平經歷的激發，或社會背景與時代思潮的鼓動，這些都是文藝創作形成的

背景因素。《西遊記》、《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亦然，有關其

形成的原因，有一大因素是時代背景對作家及其作品的啟發及影響，包含

作家自覺及個性解放思潮，這促使文學作品展現出對情感欲望與自由的追

求、童話色彩的浪漫氛圍，及以諧謔寄託情懷的文學特質。以下針對此項

作進一步的說明。 

（一）作家自覺 

明清政治黑暗，時局不穩，在內憂外患之下，許多作家關注社會歷史

的發展變化，而激發出匡世濟俗的熱腸，希冀能充當理想社會的角色，這

樣的時代思潮便影響著明清文學的創作。皋于厚曾針對明清的小說，列出

小說主要的特徵，包括：（一）明清小說中展現的理想人物和理想人格，是

對現實的否定和反撥中產生出來的。（二）明代中葉以前小說的理想世界，

是建立在王道仁政的基礎上；而明代後期的小說，則過渡到個體化的理想，

並藉由紛雜的現實人生表現出來。（三）明清小說中的理想願望，由明代後

期中民間的市民心曲，逐漸向文人的志趣轉化。（四）小說顯露的封建道德

日趨淡薄，而新的道德觀則日益鮮明。（五）明清小說探索的理想主流，與

社會及哲學文化思潮有著密切關係。（六）優秀的明清小說家，大多是清醒

的現實主義者。 1是故，明清小說創作者深深具有自我意識的覺醒，而自我

意識的覺醒，讓小說創作者能將自身對社會的感懷，自覺地體現於文學作

品之中，也促使小說蘊含著許多寓意。 

（二）晚明個性解放思潮  

明朝朱元璋以程朱理學作為統治思想的基礎，建立保守的宗法農業社

會，強調三綱五常的等級次序，以及封建倫理道德，以確保政局穩定。此

                                                 
∗ 修平科技大學助理教授 
1 皋于厚：＜理想世界的探尋和理想人格的設計－論明清小說主潮及其流向＞，《江

海學刊》第  6 期（1999 年），頁 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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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儒學是一種為專制政治所需求的理論。到了明代中後葉，制度衰敗及

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封建傳統的僵化與拘束日漸感到不耐，於是王守仁提

出「心學」主張，對程朱理學的傳統儒學造成極大的衝擊。其以「樂是心

之本體」為基點，強調心是天地萬物之主，並注重內心的省思，開啟了人

們對心靈思維的探索，也促使人們個性化的開展，成為個性解放的哲學基

礎，而這也影響著小說的創作。  

1.表現情感欲望與自由的追求 

由於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促使人性日益復甦，市民意識增強，

人們對情感欲望以及歡樂生活的追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肯定，而這

樣的改變也影響了《西遊記》的創作。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不愛受拘束，喜好自在自由，所以小說中極

力刻劃出一個恣意「放心」的大聖。他大鬧天宮、反抗權威、蔑視偶像，

完全率性而為，表現出追求個性解放與自由的精神，而這種強調自我個性

的態度，也正是明代個性思潮湧動，以及人生價值觀念改變的反映。又猪

八戒對食色之欲的貪愛，亦是對原始人性期待的渴望與折射。雖然這和西

行取經的宗教性相左，但從八戒內心渴望與壓抑的矛盾心態之中，似反映

出明代中葉以後，市民階層在傳統禮教和世俗欲望之間徘徊游移與掙扎的

心境。 

2.體現文學童話浪漫色彩 

明代中後葉重視「心學」，李贄吸取禪宗超脫的思想及王陽明心學重視

主體精神的哲學主張，給予新的解釋和發揮，形成著名的「童心說」。而此

「童心說」，李贄曾於＜童心說＞中闡述： 

夫童心者，真心也。若以童心為不可，是以真心為不可也。夫童心

者，絕假純真，最初一念之本心也。若夫卻童心，便失卻真心；失

卻真心，便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不復有初矣。童心者，人之初

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蓋方其始也，有聞見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

也，有道理從聞見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理

聞見日以益多，則所知覺日以益廣，於是焉又知美醜也，而務欲掩

之而童心失。夫道理聞見，皆自多讀書識義理而來也。古之聖人，

曷嘗不讀書哉！然縱不讀書，童心固自在，縱多讀書，亦以護此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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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若學者反以多讀書識義理而反障之也。夫學

者既以多讀書識義理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立言以障學人

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不由衷；見而為政事，

則政事無根柢；著書為文辭，則文辭不能達。非內含於章美也，非

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句有德之言，卒不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

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見道理為之心也。 2 

李贄認為「童心」即是「真心」，所指的是最初一念之「本心」，而此「本

心」乃是與生俱來的，因此「童心」也是與生俱來的心，是故，人應回歸

到最初的原始狀態，回到嬰兒那天真純樸的心靈境界。一旦人的「童心」

被蒙蔽之後，人就會言不由衷，辭不暢達。所以「童心」是針對假道學家

那些虛偽的封建禮教，以及傳統倫理道德觀念的反動。許金如亦言： 

李贄是從王陽明學派發展出來的思想家，受王陽明心學和禪宗思想

影響較大。他的「童心說」與王陽明的「心外無佛」、「本性即佛」

的觀點相似。……上承老莊阮嵇，近取陽明心學、禪宗美學，形成

了自己很有特色和個性的自然論美學思想。 3 

明清文學作品受到「童心說」的影響，明末富於童話色彩的《西遊記》，

正是李贄＜童心說＞思潮的反映，文中那股天真爛漫的童話色彩，便是體

現出明代中後期文人志士對於精神解放的浪漫追求，書中動物世界的奇異

刻劃，以及孫悟空富於想像、樂觀活潑和自由不羈的性格特徵，都是明代

中、後葉人們追求精神解放與回歸心靈原初狀態的象徵。 

所以《西遊記》的童話文藝特性和李贄的「童心說」有著密不可分的

關鍵性。  

3.以諧謔寄託情懷 

晚明文學思潮是明季在個性解放之下的文學標誌，作家們以抒發真實

情感來創作文學作品。清初士人亦崇尚自然，在作品中抒發性靈，自娛娛

人。加以清代嚴酷的文字獄，文人們動輒得咎，不敢肆無忌憚隨意書寫，

故只能以另一種方式間接呈顯心迹，以諧謔的方式來逃避現實生活壓力。 

                                                 
2 李贄：《焚書》，頁 98，收錄《李摯文集》（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年 5

月），第 1 版。 
3 許金如：＜近代自然人性論美學的晨輝－評李贄的美學思想＞，《揚州師院學報》

第 1 期（1995 年），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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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諧謔」，是一種以喜劇手法書寫的文藝技巧，其目的在於「寓莊

於諧」，藉諧謔來透視社會。而「寓莊於諧」，「寓」為寄寓、寄託之意；「莊」

為嚴肅、端莊之意；「諧」為諧趣、詼諧之意。簡明言之，「寓莊於諧」乃

指以詼諧有趣的技法寓寄莊嚴主題於其中的寫作手法。 4 

劉勰於《文心雕龍．諧隱第五十》，對「諧辭」的寫作特徵描述得極為

貼切，言：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樂，而淳于說甘酒；

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

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說，抑止昏暴。是以子長編史，列

傳＜滑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5 

劉 勰 認 為 「 諧 語 」 應 具 有 「 辭 淺 會 俗 ， 皆 悅 笑 也 」 的 審 美 娛 樂 功 能 ， 以 及

「 意 在 微 諷 ， 有 足 觀 之 」 的 認 識 功 能 。 而 此 「 辭 俗 」、「 悅笑 」 和 「 微 諷 」

即 為 諧 謔 的 寫 作 手 法 與 目 的 。 文 中 並 舉 優 旃 和 優 孟 之 例 ， 言 其 善 用 「 譎 辭

飾 說 」 來 勸 諫 君 王 ， 以 抑 止 昏 暴 ， 此 「 譎 辭 」、「 飾 說 」 乃 是 「 諧 謔 」 的 寫

作 特 徵 ， 即 是 運 用 奇 異 的 言 辭 ， 不 直 書 目 的 ， 而 以 假 託 的 方 式 來 指 出 諷 寓

的一種寫作手法。 

明 清 在 嚴 酷 的 文 網 與 專 制 的 政 治 之 下 ， 士 人 為 了 抒 發 困 厄 與 被 壓 制 的

不 滿 情 懷 ， 只 能 尋 求 其 他 文 學 形 式 來 化 解 怨 憤 之 氣 ， 他 們 常 以 諧 謔 手 法 ，

或 寄 寓 、 或 諷 刺 。 但 文 士 們 卻 不 似 魏 晉 名 士 那 般 放 浪 形 骸 ， 放 縱 不 羈 ， 而

是 以 一 種 笑 看 現 實 世 界 的 態 度 來 感 知 人 生 ， 藉 詼 諧 戲 謔 的 文 風 表 現 出 來 。

明 中 後 期 ， 文 人 間 瀰 漫 流 行 著 一 股 風 流 蘊 藉 、 瀟 灑 狂 放 的 風 氣 ， 以 不 同 程

度 表 現 出 蔑 視 禮 法 、 我 行 我 素 的 傾 向 ， 在 這 股 風 氣 的 薰 陶 之 下 ， 文 學 的 審

美情趣也隨之改變，促使諧謔詼諧的筆法成為風尚。《西遊記》便是吳承恩

將 他 對 社 會 、 人 生 的 看 法 和 態 度 ， 以 諧 謔 的 手 法 來 對 當 時 世 態 進 行 諷 刺 ，

使小說賦予戲謔性、諷喻性和幽默感。  

四、對前代文學之傳承 

一種文體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過漫長的演繹過程，《西遊記》

及 其 續 書 亦 然 ， 其 長 時 間 廣 泛 吸 收 了 中 國 文 學 的 養 分 ， 包 括 先 秦 寓 言 隱 含

                                                 
4 林淑貞：《寓莊於諧：明清笑話型寓言論詮》（台北：里仁書局，2006 年 9 月 10 日），

初版，頁 10。 
5 羅立乾：《新譯《文心雕龍》》（台北：三民書局，1999 年 8 月），第 3 版，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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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意 的 手 法 ， 以 及 許 多 傳 統 與 民 間 文 學 的 傳 承 與 誘 發 ， 如 神 話 傳 說 、 志 怪

傳統、歷史事蹟、宋元說話、平話、傳統戲曲、寶卷、壁畫、佛經翻譯等 ，

這 些 都 與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的 創 作 有 著 或 多 或 少 的 關 聯 性 。 以 下 將 依 次

說明之。 

（一）傳承說話、戲曲與平話 

完整的《西遊記》故事之形成，並非一人一時的創作，而是自唐至明，

經過歷史事件與文人創作長期累積的成果，促使西遊取經故事的情節與人

物塑造，在歷經漫長的時光歲月後逐漸累積與豐富，由歷史走向神異世界。  

自唐、五代至宋初，是西遊故事初步形成，是由玄奘取經歷的單一歷

史事件逐步轉化為神話傳說的時期。《西遊記》本取材於唐僧玄奘赴印度取

經的故事，據《舊唐書．方伎傳》記載，玄奘自貞觀三年前往印度求取佛

經，至貞觀十九年返回中土，自西域帶回佛經 657 部，後經玄奘口述西行

取經的過程，由弟子辯機筆錄成《大唐西域記》。爾後，取經事件逐漸被神

化，在玄奘弟子慧立、彥悰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出現了神

化的痕跡。唐末，出現演義玄奘取經而成的神奇故事，如筆記小說《獨異

志》、《大唐新語》、《開天傳信記》等，其不僅記載此取經故事，並加以誇

飾與變形。到了唐、五代的寺院俗講，取經歷程被改編成情節完整的神話

傳說故事。然而截至唐末，有關取經的各種著作，都只是處於佛教神話化

的階段而已。 

至宋末明初，西遊故事廣泛傳播，並且豐富發展起來，促成小說《西

遊記》的主要人物與情節逐漸定型，並臻至成熟。成書於北宋年間，刊行

於南宋末年的說經話本小說《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有了豐富的變化，包括

猴行者第一次出現，其化身為白衣秀士，一路上斬除妖怪保護唐僧；而深

沙神為沙僧的雛型亦已出現；書中歷史上的真實人物也開始由虛構人物取

代；佛教故事演向神魔故事發展等，這些轉變，皆標誌著玄奘取經已由歷

史故事轉向文學故事的轉變。 6 

                                                 
6 李悔吾：《中國小說史》（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年 4 月），初版，頁

316～317。關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性質、成書與刊印年代，眾說紛紜，袁

行霈綜合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羅振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跋》、德

富蘇峰《魯迅氏之＜中國小說史略＞》、鄭振鐸《宋人話本》、太田辰夫《大唐三

藏取經詩話考》、王力《漢語史稿》、小川環樹《＜西遊記＞的原本及其改作》、程

毅中《宋元話本》、張錦池《＜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成書年代考論》等意見，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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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代南戲《陳光蕊江流和尚》、金院本《唐三藏》、元代吳昌齡

的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無名氏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二郎神鎖齊

天大聖》、元末明初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等戲劇作品，也由取經的題材

移至神魔之爭，劇中故事的主角也從聖僧變為斬妖伏魔的孫行者，進一步

發揮了玄奘西行途中的艱難險阻與異域風情。特別是楊景賢的《西遊記》

雜劇，豬八戒首次出現在取經故事中；而孫行者也有了「齊天大聖」的稱

號；深沙神也改稱沙和尚。至明中葉以後，西遊故事再經改寫與修訂而逐

漸完善。 

故西遊故事的發展，與說話、平話、雜劇有著深切的關聯性，而這些

關連性也與《西遊記》故事情節的發展有關。 

1.宋元說話 

「說話」即講故事，在文學史上，專指唐、宋、元時期民間文學技藝

的一種。 

宋代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擴大，使得「說話」愈趨盛行。

南宋「說話四家」各有不同的題材，此四家的論述首見於南宋耐得翁《都

城紀勝》一書，文曰： 

說話有四家：一者小說，謂之銀字兒，如煙粉、靈怪、傳奇、說公

案，皆是搏刀、杆棒及發迹變泰之事。說鐵騎兒謂士馬金鼓之事。

說經謂演說佛書；說參請謂賓主參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前代書史

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7 

故宋元說話四家中的「說經」，其題材特徵是演說佛書與參禪悟道，而此內

容與《西遊記》、《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的關係相當密切。 

流行於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可視為說經一類的話本，它是演

說 唐 玄 奘 取 經 的 故 事 ， 與 佛 教 傳 說 有 密 切 關 係 ， 最 初 可 能 出 自 僧 徒 俗 講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當成書於北宋年間，刊印於南宋末年，參見袁行霈、吳燕

萍：《中國文學史》（台北：五南圖書公司，2003 年 1 月），初版，頁 620。 
7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古典文學三百題》（台北：建宏出版社，1993 年 11 月），初

版，頁 740。另胡士瑩亦提出四家的分法為：一、小說（即銀字兒）：包括煙粉、

靈怪、傳奇、說公案，皆是樸刀杆棒及發迹變泰之事；二、說鐵騎兒：士馬金鼓

之事；三、說經：演說佛書，又有說參請、賓主參禪悟道等事，以及說渾書；四、

講史書：講說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見胡士瑩：《話本小說概論》（北京：

中華書局，1980 年），第 1 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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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視為說經一類的話本。8該書可謂是《西遊記》的先聲，如其中的：

（一）災難邪魔衍成《西遊記》中的八十一難。（二）白衣秀士猴行者衍成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三）《西遊記》中的緊箍帽、金箍棒、紫金缽盂，

原 是 《 大 唐 三 藏 取 經 詩 話 》 中 大 梵 天 王 賜 予 猴 行 者 的 隱 行 帽 、 金 環 錫 杖 、

缽盂。可見，《西遊記》的內容是經過長時間的累積而成，而有一部分的內

容取自於說話。 

2.平話 

「平話」即評話，是中國說唱藝術中「說」的一種，所謂「說」，是指

相 聲 、 評 書 和 講 古 ， 乃 以 「 說 」 為 主 要 的 表 演 體 裁 。 平 話 由 說 話 、 講 史 發

展而來，除了說話表演之外，也為古典小說的創作開創了前所未有的模式。 

元明之際出現一部《西遊記平話》，其發展了《西遊記》取經的主體故

事，玄奘在《西遊記平話》中修成正果，成為旃檀佛如來。可惜原書已佚，

無 法 得 知 全 貌 ， 然 該 書 之 「 車 遲 國 鬥 聖 」 情 節 （ 即 《 西 遊 記 》 第 四 十 四 至

四十六回內容），在元末明初朝鮮人邊暹等人所編的古代漢語教科書《朴通

事諺解》已有記載。 9 

3.戲曲 

《 西 遊 記 》 在 成 書 以 前 ， 故 事 情 節 已 被 搬 上 舞 台 。 玄 奘 西 天 取 經 的 故

事在宋、元時期的戲劇中早已出現相關的內容，如：金院本的《唐三藏》10、

宋元南戲《陳光蕊江流和尚》 11、元初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 12、

                                                 
8 程毅中言：「關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撰作年代，近人研究的結果比較趨於一

致，多數認為當在宋代，甚至更早一些。……當然，《取經詩話》並沒有演說佛經，

也沒有多少參禪悟道的故事，而且在話本裡還是年代較早，題材和體裁較特殊的

作品，它產生於宋代說話分家數之前。因此以往學者沒有為它分別門類，如孫楷

第《中國通俗小說書目》就把它列在宋元部的小說類裡。但從它的淵源說，和佛

典文獻及唐五代的僧徒俗講文學確有一定的聯繫，猶如《廬山遠公話》，雖然增添

了神異荒誕的｀七謊＇，但還是佛教徒的宣教作品，以至日本人新修的《大正藏》

也收錄作為佛典。」見程毅中：《宋元小說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年），頁 369～370。 

9 佚名撰（朝鮮）、崔世珍諺解：《老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台北：聯經出版社，1978
年），頁 294～309。 

10 元陶宗儀《輟耕錄》（共 30 卷）卷 25，「院本名目」中的「打略拴搐」項下「和

尚家門」有金院本《唐三藏》，見周光培編：《歷代筆記小說集成．元代筆記小說》

第 2 冊（全 4 冊）（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4 年 4 月），第 1 版，頁 504。 
11 明徐渭《南詞敘錄》中「宋元舊篇」載有《陳光蕊江流和尚》，參見中國戲曲研究

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三）》（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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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趙彥暉《一枝花妖精狐媚了唐三藏》13、元末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

14等。這些戲曲或多或少影響了《西遊記》的創作，如：（一）《西遊記》中

西遊取經的每一次劫難都有始末及高潮，若單一抽離，皆可編成一齣戲曲。

（二）《西遊記》中孫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四者的安排，原先於南宋

刊 行 的 《 大 唐 三 藏 取 經 詩 話 》 中 是 一 行 七 人 ， 雖 然 金 院 本 《 唐 三 藏 》 與 元

初 吳 昌 齡 的 《 唐 三 藏 西 天 取 經 》 今 已 失 傳 ， 但 金 院 本 與 元 雜 劇 通 常 有 四 至

五個腳色，加上後來元末明初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正是四個腳色。（三）

《 西 遊 記 》 中 喜 劇 角 色 的 安 排 與 性 格 的 刻 劃 並 非 憑 空 捏 造 ， 而 是 和 戲 曲 中

滑 稽 詼 諧 的 腳 色 密 不 可 分 ， 如 猪 八 戒 在 《 大 唐 三 藏 取 經 詩 話 》 中 並 沒 有 ，

其 應 是 受 到 戲 曲 的 影 響 ， 他 與 孫 悟 空 滑 稽 調 笑 、 插 科 打 諢 的 喜 劇 性 表 現 ，

明 顯 受 到 戲 曲 的 影 響 。（ 四 ）《 西 遊記 》 中 孫 悟 空 伶 牙 俐 齒 、 猪 八 戒 俏 皮 詼

諧 的 口 吻 ， 以 及 其 他 人 物 的 自 述 和 對 話 ， 加 上 短 語 、 快 語 的 文 字 書 寫 ， 此

皆表現出說書人的機智、俏皮和幽默，帶有市民曲藝中說書人說話的特色。

可見《西遊記》中人物的確立與金元同類題材的戲曲有著密切的關聯。 15 

                                                                                                                          
第 1 版，頁 251。而《陳光蕊江流和尚》今殘存佚曲三十八支，見錢南揚輯錄：《宋

元戲文輯佚》（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年 12 月），第 1 版，頁 165～172。 
12 在范氏天一閣抄本鍾嗣成《錄鬼簿》上卷，吳昌齡《西天取經》劇下，註有其題

目正名曰「老回回東樓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經」。見（元）鍾嗣成、賈仲明著，浦

漢明校：《新校錄鬼簿正續編》（成都：巴蜀書社，1996 年 10 月），第 1 版，頁 95。 
13 散曲家將傳說典入曲文，已見取經故事的風行。見劉蔭柏：《《西遊記》發微》（台

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 9 月），初版，頁 149～150。 
14 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其題名《楊東來批評西遊記》，共 6 本 24 折，收錄於隋樹

森編：《元曲選外編》第 2 冊（北京：中華書局，1959 年 9 月），第 1 版，頁 633
～694。由於此劇刊本為明萬曆甲寅年（四十二年，西元 1614 年），實已在《西遊

記》小說最初刊本，即萬曆二十年（1592 年）世德堂刊本之後 22 年，故胡光舟認

為此劇並非楊景賢所作之原貌，而是在《西遊記》小說流行之後，楊東來等人將

小說的情節增補入楊景賢的原作中，將其四折雜劇予以接續加長而形成目前所見

的內容，其中孫行者在此劇中的稱號為「通天大聖」，又劇中的猪八戒首次出現於

取經故事的文學作品中，沙和尚之名稱亦是第一次出現，參考胡光舟，《吳承恩與

《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年 9 月），第 1 版，頁 75-76。雜劇將

唐僧神話為「西天毗盧伽尊者」轉世，所托生的肉身是「諸佛議論」的結果，其

取經是奉「佛命」化闡教，而非降謫贖罪。謝明勳認為，若將《西遊記雜劇》視

為《西遊記》故事的承續，那麼或許可以作為由《詩話》過渡到「百回本」的重

要憑藉。參見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之唐僧「十世修行」說考論＞，《東華

人文學報》第 1 期（1999 年 7 月），頁 125。 
15 林庚：《《西遊記》漫話》（北京：北京出版社，2004 年 1 月），第 1 版，頁 11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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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文學之傳承 

以 下 就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在 成 書 過 程 中 與 其 他 文 學 的 關 係 分 項 論 述

之，以期對其創作背景有更全面的認識與瞭解。 

1.先秦寓言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承 襲 了 先 秦 寓 言 的 寫 作 手 法 ， 肯 定 文 學 作 品 中 所

隱 含 的 特 定 主 旨 與 作 者 情 志 ， 因 此 陳 元 之 曾 於 ＜ 西 遊 記 序 ＞ 中 評 《 西 遊

記》，曰： 

彼以為濁世不可以莊語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不可以為教也，故

微言以中道理。道之言不可以入俗也，故浪謔笑謔以恣肆。笑謔不

可以見世也，故流連比類以明意。於是其言始參差而俶詭可觀，謬

悠荒唐，無端崖涘，而譚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不可

沒也。 16 

其以寓言寄託微言的觀點來評述《西遊記》，不僅明確闡明了作者的創作心

態 ， 也 道 出 明 代 知 識 份 子 在 亂 世 中 為 了 明 哲 保 身 的 無 奈 與 悲 哀 之 情 。 因 此

《 西 遊 記 》 借 虛 幻 的 創 作 手 法 來 表 明 作 者 對 現 實 社 會 的 諸 多 想 法 ， 其 虛 擬

出 許 多 妖 魔 神 怪 及 誇 張 情 境 ， 這 看 似 脫 離 現 實 ， 但 其 實 妖 魔 神 怪 乃 是 人 獸

合 一 的 形 貌 ， 其 中 的 悲 歡 離 合 與 喜 怒 哀 樂 卻 與 現 實 人 生 相 近 。 作 者 創 作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冀 透 過 文 學 作 品 以 諷 刺 炎 涼 世 態 ， 以 對 明 代 黑 暗 社 會 進 行 揭

露 與 撻 伐 。 這 透 過 虛 幻 誇 張 的 小 說 情 節 來 闡 明 主 旨 意 涵 的 手 法 ， 實 是 受 到

先秦寓言筆法所影響。  

先 秦 《 莊 子 》 的 筆 法 就 有 許 多 諧 謔 的 特 質 ， 其 往 往 藉 假 託 來 闡 述 哲 學

思 想 。 如 西 漢 司 馬 遷 《 史 記 》 中 之 ＜ 滑 稽 列 傳 ＞ ， 就 藉 俳 優 的 滑 稽 言 行 寄

寓微言。至明朝俗文學發達，具有諧謔性質的笑話也大行其道，「笑話」文

學 如 越 南 星 的 《 笑 贊 》、 浮 白 齋 主 人 的 《 笑 林 》、 馮 夢 龍 的 《 笑 府 》 與 《 古

今 譚 概 》、 江 盈 科 的 《 雪 濤 諧 史 》、 潘 遊 龍 的 《 笑 禪 錄 》 等 ， 其 採 用 誇 張 的

戲 謔 手 法 來 進 行 嘲 諷 。 這 戲 謔 筆 法 影 響 了 寓 言 小 說 的 寫 作 ， 在 《 西 遊 記 》

中 就 有 許 多 諧 謔 的 元 素 ， 如 子 母 河 八 戒 懷 孕 、 女 妖 企 圖 與 三 藏 發 生 關 係 、

孫悟空大鬧天宮、高老庄八戒招親等情節，都具有幽默詼諧的藝術魅力。  

                                                 
16 陳元之：＜西遊記序＞，見《鼎鐫京本全像西遊記》，收錄於國立政治大學古典小

說研究中心主編：《明清善本小說叢刊初編》第 5 輯（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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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話傳說 

神話傳說是早期先民對抗大自然與生活的智慧結晶，而這些神話傳說

的流傳與演變也影響著後代文學的創作，《西遊記》及其續書即是例證。 

 「神話」是早期人類對客觀世界認識的反映，是先民經由思想認識和

經驗智慧，透過幻想虛構所表現出來的口頭故事。早期人們對險惡的自然

環境茫然無知，但又希望能征服支配它，於是將天地萬物賦予人格化和神

格化，希望藉由不自覺的想像，將自然界化為具體的形象和奇特的意象，

於是產生英雄式人物，形成了神話。 

關於神話的闡釋，茅盾在＜中國神話研究＞中曾言： 

是一種流行於上古時代的民間故事，所敘述的是超乎人類以上的神

們的行 事，雖然荒唐無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傳述，卻確信以為是

真的。 17 

魯迅在＜神話與傳說＞中述： 

昔者初民，見天地萬物，變異不常，其諸現象，又出於人力所能以

上，則自造眾說以解之：凡所解釋，今謂之神話。 18 

劉大杰亦在＜殷商文學與神話故事＞中說： 

神話是初民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反映人類和自然界的鬥爭。 19 

又言： 

遠古的神話故事，都是原始社會勞動人民集體的創作。在有文字以

前，已經廣泛地流傳在人民的口頭。它們流傳日久，使得故事的內

容複雜化、系統化、美麗化，而成為初民在生產勞動的過程中，對

於自然現象的解釋，對於自然界的鬥爭和願望以及社會生活在藝術

概括中的反映。 20 

隨著認識水平的提高，人們便運用有意識的聯想和想像對原有的神話

素材進行改寫，創造出許多賦有神話元素的文學作品，並藉以進行勸誡和

                                                 
17 茅盾：《神話雜論》（台北：世界書局，1929 年）。 
18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釋評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年 1 月），第 1

版，頁 12。 
19 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年 6 月 20 日），

台版 1 刷，頁 21。 
20 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年 6 月 20 日），

台版 1 刷，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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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喻。 

而「傳說」的產生則晚於「神話」，且大多敘述古史事蹟和英雄行為。

魯迅曾對「傳說」作了說明： 

迨神話演進，則為中樞者漸進於人性，凡所敘述，今謂之傳說。傳

說之所道，或為神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異能神勇為凡人所

不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卵而生商，劉媪得交龍

而孕季，皆其例也。 21 

可見，「傳說」原與歷史人物、歷史事件、地方古蹟、自然風物和社會習俗

有關，只是漸漸地，神話與傳說輾轉相傳後，神話中的神變成人，而傳說

中的人又變為神，於是神話和傳說遂混淆不清了。 

《西遊記》及其續書，將神話和傳說的元素注入小說中的例證多處可

見。茲說明如下。 

（1）「十洲三島」 

《西遊記》第一回，記載孫悟空的家鄉位居東勝神洲海外之傲來國，

其海中有一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來龍」。此「十洲三島」

是借用古代神話傳說中神仙居住之處。 

（2）「托塔李天王」 

《 西 遊 記 》 第 四 回 及 《 後 西 遊 記 》 第 四 回 中 有 「 托 塔 李 天 王 」。「 李 天

王 」 即 為 李 靖 ， 本 為 唐 初 名 將 ， 死 後 配 享 武 成 王 （ 姜 太 公 ） 廟 。 在 唐 人 小

說 《 續 玄 怪 錄 》 中 有 其 代 龍 行 雨 的 故 事 ， 知 其 在 唐 已 被 神 化 ， 且 於 五 代 封

為「靈顯王」。元末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其中有一折＜神佛降孫＞，

李天王道：「天兵百萬總歸降，金塔高擎鎮北方，四海皆知名與姓，毗沙門

下 李 天 王 。 」 此 時 已 將 二 神 合 一 。 而 在 《 西 遊 記 》 中 ， 乃 依 據 民 間 傳 說 與

信仰塑造出「托塔天王李靖」，使其脫離毗沙門天王，而成為一位徹底中國

化的神明。 22 

（3）「王母娘娘」 

《西遊記》第五回的「王母娘娘」，是根據古代神話西王母的信仰而來，

                                                 
21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釋評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年 1 月），第 1

版，頁 12～13。 
22 柳存仁：＜毘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說之關係＞，《新亞學報》第 3 卷第 2 期（1958

年 2 月 1 日），頁 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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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道教將西王母與東王公相配，成為地位最高的女神，故《西遊記》中

王母娘娘的形象乃依據民間西王母傳說改編而成。 23 

（4）「赤腳大羅仙」 

《西遊記》第五回的「赤腳大羅仙」（赤腳大仙），本是宋昭陵太子，

幼時每穿履襪，便即脫去，故宮中稱為「赤腳仙人」。 

（5）「南極觀音」 

《西遊記》第六回中出現「南極觀音」。她本是大乘佛教中僅次於佛的

第二等果位，是未來成就佛果的修行者。在《西遊記》第六回中稱其為「南

海普陀落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靈感觀世音菩薩」，並將其塑造成「魚籃觀

音 」 的 形 象 ， 形 貌 為 「 懶 散 怕 梳 粧 ， 容 顏 多 綽 約 。 散 挽 一 窩 絲 ， 未 曾 戴 纓

絡 。 不 掛 素 藍 袍 ， 貼 身 小 襖 縛 。 漫 腰 束 錦 裙 ， 赤 了 一 雙 腳 。 批 肩 繡 帶 無 ，

精 光 兩 臂 膊 。 玉 手 執 鋼 刀 ， 正 把 竹 皮 削 。 」 其 手 提 紫 竹 籃 ， 籃 中 有 亮 灼 灼

的 金 魚 。 這 樣 的 描 繪 乃 是 繼 承 了 民 間 傳 說 與 戲 曲 小 說 中 觀 音 的 名 號 與 形

象，較屬於中國本土信仰中的造型，而非印度大乘佛教的原始形象。 24 

（6）「黎山老母」  

《西遊記》第二十三回中的「黎山老母」，本為「驪山老母」，是中國

古代傳說中的仙女。傳說中殷周時有位驪山女，時為天子，到了唐宋以後

成為女仙，遂尊稱為「姥」，或曰「老母」。 25 

（7）「女媧」 

《西遊記》第三十五回中記「混沌初分，天開地闢，有一位太上老君，

解化女媧之名，煉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此「女媧」是民間信仰中最為

顯赫的古老女神，具有始祖神、造物主及文化英雄的神格性質，女媧常與

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相黏合。 26 

（8）「彌勒佛」 

《西遊記》第六十六回之「彌勒佛」。其原為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民間

                                                 
23 劉耿大：《《西遊記》迷境探幽》（上海：學林出版社，1998 年 5 月），第 1 版，頁

106～107。 
24 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北：谷風出版社，1993 年 6 月），初版，頁

143～144。 
25 鄭明娳：《《西遊記》探微》（台北：里仁書局，2003 年），初版，頁 68。 
26 楊利慧：《女媧的神話與信仰》（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第

1 版，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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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傳 其 蒙 釋 迦 牟 尼 佛 授 記 ， 將 繼 承 釋 迦 而 在 人 間 成 佛 ， 所 以 將 其 名 為 「 未

來佛」。後來，衍生出許多彌勒佛轉世的傳說，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末五代後

梁的「布袋和尚」，世人以其為彌勒之化身，後世便以布袋和尚取代彌勒佛

之形象。《西遊記》中彌勒佛之形象即是根據布袋和尚的傳說塑造而成的。

27 

（9）「泗州大聖」 

《西遊記》第六十六回之「泗州大聖」，是民間傳說中觀音的化身。相

傳其本為西域僧人僧伽，於唐高宗時至長安、洛陽等地行化，後定居泗州。

唐 中 宗 曾 請 其 至 宮 中 講 說 佛 法 。 僧 伽 圓 寂 後 葬 於 泗 州 ， 世 人 稱 其 為 觀 世 音

菩薩的化身，後「州」改「洲」，又稱「四洲文佛」。 

爾後來所流傳的「泗州大聖」（觀世音菩薩）擒水母傳說，則是源於大

禹 鎖 水 怪 巫 支 祁 （ 無 支 祁 ） 的 神 話 。 巫 支 祁 本 為 一 形 若 猿 猴 的 淮 河 水 怪 ，

後又變為女水怪，即水母娘娘。28劉蔭柏認為「無支祁」的傳說，對於孫悟

空的形象及故事之演變應當有一定的影響。 29 

（10）「照妖鏡」 

《 續 西 遊 記 》 中 ， 二 黿 有 個 自 天 宮 偷 來 的 照 妖 鏡 ， 它 是 張 騫 乘 槎 誤 入

斗 牛 宮 所 得 來 的 月 鏡 。 此 傳 說 源 於 漢 武 帝 時 ， 漢 武 帝 被 一 神 仙 所 迷 ， 希 求

長 生 不 老 ， 於 是 派 遣 方 士 入 海 尋 求 神 仙 ， 張 騫 遂 奉 武 帝 之 命 出 使 西 域 ， 尋

求 神 話 中 的 崑 崙 山 。 相 傳 崑 崙 山 是 一 座 仙 山 ， 是 神 與 人 天 地 交 通 的 必 經 之

處 ， 故 崑 崙 山 有 長 生 不 死 的 象 徵 。《 續 西 遊 記 》 中 二 黿 之 「 照 妖 鏡 」， 便 與

崑崙山的神話傳說有關。 30 

（11）「龍王」 

《西遊記》及其續書中描寫了許多動物神及自然神，賦予其保護人間

的神性。如「龍王」，「龍」本是古人幻想出來的一種動物，在古代傳說中，

                                                 
27 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北：谷風出版社，1993 年 6 月），初版，頁

142。 
28 呂宗力、欒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 年 10 月），

頁 1005～1008。 
29 劉蔭柏：《《西遊記》發微》（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 9 月），初版，頁 58～68、

98、120。 
30 杜而未：《崑崙文化與不死觀念》（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85 年 4 月），頁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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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具備降雨的神性。後來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佛經中描寫龍王可以興雲佈

雨。至唐宋以後，帝王更敕封龍神為王。道教並且吸收民間傳說與佛教的

龍王信仰，創造出各種龍王，於是龍王廟四處林立。 31 

（12）「自然神」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中 描 繪 了 許 多 自 然 神 ， 如 雷 神 、 山 神 、 風 神 等 ，

此亦源於古代自然崇拜的信仰。 

在 民 間 信 仰 的 形 成 過 程 中 ， 常 會 將 一 些 源 自 古 老 神 話 或 出 於 民 間 信 仰

中 的 神 祇 拉 進 神 仙 譜 系 之 中 ， 而 成 為 神 仙 世 界 中 的 一 員 ， 而 在 諸 神 明 間 的

不 斷 混 合 與 交 融 過 程 中 ， 有 些 神 祇 的 原 有 地 位 及 職 司 會 因 此 改 變 與 調 整 。

如 「 女 媧 」 的 煉 石 補 天 ， 傳 說 女 媧 是 受 玉 帝 或 太 上 老 君 所 指 派 ， 因 此 女 媧

在民間的傳說中便與太上老君產生關聯。 32 

《西遊記》中就有「李老君乃開天闢地之祖」，並能「解化女媧之名，

煉 石 補 天 ， 普 救 閻 浮 世 界 」 一 事 的 論 述 ， 即 是 吳 承 恩 融 合 神 話 傳 說 與 道 教

神祇加以創造而成的結果。 

可見，《西遊記》及其續書深深受到神話傳說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並

不是小說家自己創造的，而是集體共相傳承的結果。 

3.志怪傳統 

中國早期社會著重巫術及占卜；到了漢末與六朝，又關注超自然的問

題，舉凡不朽、來生、賞罰與因果關係，以及道術、巫法、煉丹等。魏晉

初期又崇尚老莊，玄風盛行，使得社會上下巫道神佛夾雜泛濫。從三國時

期至隋初，由於朝代更替，社會動盪，人們幻想享樂，羽化登仙；加上佛

教傳入，報應輪迴，鬼神顯驗的宗教觀念驅使，這些都進一步在故事情節

與文學背景當中反映出來，促使文學作品參雜著靈異色彩，充斥著鬼神精

靈與妖怪。因此「志怪」之名隨之產生，「志怪小說」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中

孕育發展起來的，可見，文學中的志怪特質與早期的宗教有著極大的關聯。

魯迅對此曾作出概括的分析：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來，神仙之說盛行，漢末又大倡巫風，而鬼道

                                                 
31 呂宗力、欒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上）（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 年 10 月），

頁 437～443。 
32 楊利慧：《女媧的神話與信仰》（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第

1 版，頁 93～94、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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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見流傳。凡此，皆張皇鬼神，稱道

靈異，故自晉訖隋，特多鬼神志怪之書。 33 

此說明志怪小說所反映的對象多為神仙鬼魂、精怪妖異、凶祥卜夢及殊方

異物，泛指社會上和自然界一切反常的現象。 

魏晉南北朝的文學明顯有神異色彩的傾向，此時期的「志怪小說」，在

小說發展史上是創作繁榮的時期，其作者眾多，題材廣泛，以「異、神、

怪」為主要特徵  。重要作品記有曹丕《列異傳》、王浮《神異記》、張華《博

物志》、郭璞《玄中記》、干寶《搜神記》、葛洪《神仙傳》、王嘉《拾遺記》、

孔約《志怪》、祖台之《志怪》、荀氏《靈魂志》、戴祚《甄異傳》、陶潛《搜

神後記》、劉義慶《幽明錄》和《宣驗記》、劉敬叔《異苑》、郭季產《集異

記》、東陽無疑《齊諧記》、祖沖之《述異記》、任昉《述異記》、王琰《冥

祥記》、吳均《續齊諧記》、蕭繹《金樓子志怪篇》、侯白《旌異記》、顏之

推《冤魂志》、佚名的《窮怪錄》、《稽神異苑》、《續異記》、《錄異傳》、《神

異傳》、《外國圖》、《神鬼傳》、《志怪》等三十餘部。 

其題材廣泛，舉凡世間奇怪之事物，無所不記，內容大致可分為三類：

（一）地理博物體志怪小說，如晉朝張華的《博物志》。（二）雜史雜傳志

怪小說，如晉朝葛洪的《神仙傳》。（三）雜記體志怪小說，如晉朝干寶的

《搜神記》。作品如曹丕《列異傳》之＜宗定伯捉鬼＞： 

南陽宗定伯，年少時，夜行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

鬼曰：「卿復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問：「欲至何所？」

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行數里。鬼言：「步

行大亟，可共迭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便先擔定伯數里。

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

因復擔鬼，鬼略無重。如是再三。定伯復言：「我新死，不知鬼悉何

所畏忌？」鬼曰：「唯不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

聽之了無聲。定伯自渡，漕凗作聲。鬼復言：「何以作聲？」定伯曰：

「新死不習渡水耳。勿怪！」行欲至宛市，定伯便擔鬼至頭上，急

持之，鬼大呼，聲咋砟，索下不復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為一

羊。便賣之，恐其便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於時言：「定

                                                 
33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釋評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年 1 月），第 1

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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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34 

這是記述宗定伯憑藉勇氣和機智捕獲一鬼的故事，其在干寶《搜神記》中

亦有記載，大同小異，只把宗定伯改為宋定伯，題名為＜宋定伯賣鬼＞。

將世間的邪惡勢力與困難比喻成「鬼」，藉由捉鬼告誡人們面臨困難與挑戰

時應鎮定，避免慌亂，如同宗定伯捉鬼時一樣，以智取勝。作品運用擬人

法，使鬼魅生動逼真的形象躍然紙上，特別是描寫渡河和鬼魅的呼聲，情

態宛然，生動有趣。又如干寶《搜神記》（卷十九）的＜李寄斬蛇＞： 

東越閩中有庸嶺，高數千里。其西北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

大十餘圍， 土俗常懼。東冶都尉及屬城長吏，多有死者。祭以牛羊，

故不得禍。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女年十二三者。都尉

令長，並共患之。然氣厲不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女養

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囓之。累年如此，已用九女。 

爾時預復募索，未得其女。將樂縣李誕家，有六女，無男，其

小女名寄， 應募欲行，父母不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六女，

無有一男，雖有如無。女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不能供養，徒費衣

食，生無所益，不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豈不

善耶？」父母慈憐，終不聽去。寄自潛行，不可禁止。 

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便詣廟中坐。懷劍，將犬。

先將數十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便出，頭大如囷，目如

二尺鏡，聞麨香氣，先啗食之。寄便放犬，犬就囓咋，寄從後斫得

數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女髑髏，

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女緩

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女為后，拜其父為樂將令，母及姊皆有賞

賜。自是東冶無復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35 

這則故事記敘東越閩中少女李寄冒險入蛇穴，智斬大蛇為民除害的事跡，

藉此讚揚李寄能以勇敢、機智和沉著斬除大蛇，為民除害，肯定其破除迷

信的精神，從側面揭露出官吏昏庸，巫祝害人的事實。 

至 唐 ， 這 種 志 怪 傾 向 遂 成 為 文 學 的 共 同 傳 統 ， 而 不 僅 是 在 敬 事 鬼 神 或

闡揚宗教而已。舉凡唐代作意好奇的傳奇筆記；宋元話本中的靈怪、神仙、

                                                 
34 魯迅：《古小說鉤沉》（上海：魯迅先生紀念委員會編，1947 年），頁 141～142。 
35 黃鈞：《新譯《搜神記》》（台北：三民書局，2000 年 4 月），初版，頁 65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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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 術 。 明 代 以 「 記 」、「傳 」、「 演 義」 命 名 的 小 說 敘 述 模 式 ， 如 《 天 妃 濟世

出 身 傳 》、《呂 仙 飛 劍 記 》、《 封 神 演義 》 等 ， 都 帶 有 濃 厚 的 宗 教 色 彩 ； 以及

元 代 雜 劇 的 神 仙 道 化 ， 皆 充 斥 著 搜 奇 志 異 的 敘 述 特 點 。 爾 後 ， 明 清 的 神 魔

小說更充斥著此怪誕誇張之風。 

《 西 遊 記 》、《 續 西 遊 記 》、《 西 遊補 》、《 後 西遊 記 》 融 入 佛 道 的 各 種 宗

教 元 素 ， 虛 擬 出 許 多 神 魔 妖 怪 ， 極 盡 幻 想 誇 張 之 能 事 。 如 《 西 遊 記 》 中 的

孫 悟 空 可 以 七 十 二 變 ， 一 翻 觔 斗 能 出 十 萬 八 千 里 ， 即 使 刀 劈 火 燒 亦 不 能 傷

其 身 ， 不 僅 如 此 ， 他 還 有 三 頭 六 臂 ， 變 化 萬 千 ， 這 些 變 幻 ， 讓 小 說 兼 具 誇

張與怪誕的傳奇色彩。 

4.歷史事蹟 

西 遊 取 經 故 事 的 形 成 ， 乃 由 唐 代 玄 奘 取 經 的 歷 史 事 件 為 源 頭 ， 再 慢 慢

演 變 成 為 長 篇 白 話 通 俗 小 說 。 故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中 有 關 唐 玄 奘 師 徒 及

龍馬西行取經及演化的題材，實與歷史事蹟有明顯的關聯。 

玄奘取經的事蹟於《舊唐書》中有明確的記載： 

僧玄奘，姓陳氏，洛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論。嘗謂翻譯

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異本以參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

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群，所在必為講釋論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

在西域十七年，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

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年，歸至京師。太宗見之，

大悅，與之談論。於是詔將梵本六百五十七部於弘福寺翻譯，仍敕

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

整比。……凡成七十五部。 36 

此玄奘取經的事蹟，於貞觀二十年經由玄奘口述，弟子辯機筆錄，撰成《大

唐西域記》，共十二卷，記載著玄奘西行取經歷行百餘國的經過。後來，由

慧立與彥悰撰成《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慈恩傳》），共十卷，以

極 度 頌 揚 的 口 吻 記 述 玄 奘 的 生 平 事 蹟 ， 加 以 神 異 和 誇 張 化 ， 敘 述 著 玄 奘 西

域取經的歷程，使書中除了弘揚佛法之外，更增添了許多傳奇和神通。    

玄 奘 的 事 蹟 經 一 再 傳 誦 之 後 ， 成 為 民 間 故 事 的 素 材 ， 並 予 以 改 編 與 神

化 。 在 《 大 唐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師 傳 》 中 濃 厚 的 神 異 化 傾 向 ， 也 成 為 後 來 《 西

                                                 
36 劉昫等撰、楊家駱主編：《新校本《舊唐書》》（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第 5

版，頁 5108～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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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記 》 的 情 節 來 源 ， 除 此 ， 書 中 胡 人 換 馬 、 流 沙 之 困 、 玄 奘 成 為 高 昌 國 御

弟 、 歸 途 中 翻 船 失 經 等 事 件 ， 都 成 為 《 西 遊 記 》 中 鷹 愁 澗 收 龍 馬 、 流 沙 河

伏沙僧、唐太宗拜御弟、通天河老黿沉經的情節。 

宋 代 有 關 於 玄 奘 取 經 故 事 的 作 品 ， 首 推 《 大 唐 三 藏 取 經 詩 話 》 及 《 新

雕 大 唐 三 藏 法 師 取 經 記 》。《 大 唐 三藏 取 經 詩 話 》 對 《 西 遊 記 》 產 生 的 影 響

主要在於：（一）猴行者的加入，助三藏法師除難，達到取經的目的。（二）

深沙神為沙和尚的影子。（三）途中出現許多的妖魔災難。 37 

由 上 可 見 ，《 西 遊 記 》 的 故 事 是 以 玄 奘 法 師 西 行 取 經 的 歷 史 事 蹟 為 基

礎 ， 在 經 過 多 次 的 演 變 之 後 ， 促 使 小 說 情 節 與 題 材 的 意 趣 逐 漸 轉 變 ， 可 謂

是一部「集體累積型」的小說。 

5.民間故事 

關於民間故事的影響，《西遊記》中所述及的「陳光蕊」、「江流兒」事

例 ， 李 福 清 認 為 是 出 自 於 淮 海 一 帶 所 流 傳 的 ＜ 陳 光 蕊 為 三 元 大 帝 的 父 親 ＞

民 間 故 事 ， 其 更 舉 出 幾 例 少 數 民 族 所 流 傳 的 唐 僧 故 事 ， 以 印 證 《 西 遊 記 》

與民間故事的關聯，如：（一）達斡爾族的無文字神話與唐僧過通天河有關，

不過故事中的烏龜卻吃了唐僧肉。（二）彝族故事裡有唐僧是由膝蓋骨生成

的 奇 生變 形。（三 ）索倫 族 故事 則將 唐 僧取 經代 之 以取 不死 之 書。 38而 根 據

孟 繁 仁 考 察 ， 其 以 為 《 西 遊 記 》 的 故 事 是 濫 觴 於 北 方 黃 土 高 原 ， 在 發 展 演

變的過程中，曾以西夏人的童話形式流行過一段時間。 39 

6.寶卷 

《 西 遊 記 》 與 元 明 時 期 的 寶 卷 亦 有 著 深 厚 的 關 係 ， 其 中 以 元 代 中 晚 期

的《銷釋真空寶卷》為最早。《銷釋真空寶卷》中有一則敘述唐僧西天取經

的故事，言： 

唐僧西天去取經，一去十萬八千里。 

                                                 
37 參考胡適：《《西遊記》考證》（台北：遠流出版社，1986 年 5 月），初版，頁 45

～52。鄭明娳：《《西遊記》探源》（上）（台北：里仁書局，2003 年），初版，頁

247～249。何錫章：《幻象世界中的文化與人生－『西遊記』》（雲南：雲南人 民

出版社，1999 年 6 月），第 1 版，頁 30～33。 
38 李福清：《李福清論中國古典文學》（台北：洪葉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年 7 月），

頁 118～132。 
39 孟繁仁：＜《西遊記》故事與西夏人的童話＞，收錄於西遊記文化學刊編委會：《西

遊記文化學刊》【1】（北京：東方出版社，1998 年），頁 14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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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如來真口眼，致今拈起又重新。 

正觀殿上說唐僧，發願西天去取經。 

唐聖主，燒寶香，三參九轉；祝香亭，排鸞駕，送離金門。 

將領定，孫行者，齊天大聖；猪八戒，沙和尚，四聖隨根。 

正遇著，火焰山，黑松林過；見妖精，和鬼怪，魍魎成群。 

羅剎女，鐵扇子，降下灉露。流沙河，紅孩兒，地湧夫人。 

牛魔王，蜘蛛精，設入洞去。南海裡，觀世音，救出唐僧。 

說師父，好佛法，神通廣大，誰敢去，佛國裡，去取真經？ 

滅法國，顯神通，僧道枓聖，勇師力，降邪魔，披剃為僧。 

兜率天，彌勒佛，願聽法旨。極樂國，火龍駒，白馬馱經。 

從東土，到西天，十萬餘里。戲世洞，女兒國，匿了唐僧。 

到西天，望聖人，慇懃禮拜；告我佛，發慈悲，開大沙門。 

開寶藏，取真經，三乘教典；暫時間，一剎那，離了雷音。 

取真經，回東土，得見帝王。告我佛，求懺悔，放大光明。 

到東土，擒真經，唐王大喜；金神會，開寶藏，字字分明。 40 

寶 卷 中 的 豬 八 戒 、 沙 和 尚 、 齊 天 大 聖 、 白 馬 馱 經 、 牛 魔 王 、 蜘 蛛 精 、 雷 音

取 經 等 與 小 說 中 的 人 物 、 情 節 雷 同 。 又 如 ， 明 嘉 靖 年 間 《 清 源 妙 道 顯 聖 真

君一了真人護國佑民忠孝二郎寶卷》，其中有許多言及唐僧取經的內容，於

＜五眼六通品第十三＞中敘述唐僧與孫行者： 

唐僧領旨辭聖主，出了長安望西行。……到了山中無出路，要見活

佛難上難。唐僧祝贊天合地，阿彌陀佛念萬千。正是長老為難處，

猛聽人語叫連天；叫聲師父救救我，情願為徒把經擔。唐僧一見忙

念咒，大山崩裂在兩邊。行者翻身拜師父，擔經開路上西天。 41 

《 銷 釋 科 意 正 宗 寶 卷 》 亦 有 唐 僧 取 經 的 描 寫 ， 如 ＜ 出 玄 門 遊 三 界 品 第 十 六

＞： 

唐僧白馬，師徒五人，西天去取經。每路辛苦，只為眾生傳下大法，

照樣 修行，唐僧譬語，收攬一身。 42 

                                                 
40 張希舜、濮文起、高可、宋軍主編：《寶卷》第 19 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年），頁 262～264。 
41 張希舜、濮文起、高可、宋軍主編：《寶卷》第 14 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年），頁 31～33。 
42 劉蔭柏：《《西遊記》發微》（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 9 月），初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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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通俗寶卷多產生於市井之間，直接間接地吸收了民間傳說、詩話、

雜 劇 、 平 話 、 小 說 的 題 材 ， 故 在 研 究 《 西 遊 記 》 上 ， 寶 卷 提 供 了 重 要 的 參

考依據。 

7.壁畫 

《 西 遊 記 》 中 的 西 遊 故 事 亦 可 自 壁 畫 中 窺 見 ， 如 歐 陽 修 《 于 役 志 》 中

曾提及揚州壽寧寺經藏院玄奘取經壁畫： 

甲申與君玉飲壽寧寺，寺本徐知誥故第，……壁畫尤妙，……盡污

墁之，惟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 43 

這壁畫應是目前所見最早的五代《玄奘取經圖》，因瓜州人民為了頌揚唐僧

法 師 西 行 的 事 蹟 ， 而 將 其 畫 於 洞 窟 之 中 。 當 年 玄 奘 潛 行 出 關 ， 為 了 逃 避 官

府 追 緝 ， 河 西 高 僧 慧 威 特 派 弟 子 慧 琳 與 道 整 密 送 ， 餐 風 宿 露 行 至 瓜 州 ， 獲

得 瓜 州 刺 史 獨 孤 達 、 州 吏 李 昌 抗 旨 護 送 出 玉 門 關 ， 渡 葫 蘆 河 ， 偷 越 國 境 ，

此驚險事蹟遂於民間廣為流傳。 

另 外 ， 甘 肅 安 西 縣 榆 林 石 窟 和 東 千 佛 洞 ， 亦 發 現 有 六 幅 西 夏 時 期 所 繪

製的《玄奘取經圖》壁畫，描繪玄奘冒險西行、取經東歸及途中所歷之事。

這六幅都是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內容為依據。 44 

8.佛經翻譯 

印 度 佛 經 翻 譯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學 產 生 極 大 影 響 ， 尤 其 在 小 說 的 宗 教 層 面

上。胡適對此曾有一番論述： 

中國固有的文學很少是富於想像力的，像印度人那種上天下地毫無

拘束的想像力，中國文學裡竟尋不出一個例。……印度人幻想文學

之輸入確有絕大的解放力。試看中古時代的神仙文學如《列仙傳》、

《神仙傳》，何等簡單，何等拘謹！從《列仙傳》到《西遊記》、《封

神傳》，這裡面才是印度的幻想文學的大影響！ 45 

梅維烜（Victor Mair）在研究敦煌文學的變文時，強調其中「幻」與「化」

的 特 質 ， 影 響 了 中 國 人 對 於 小 說 的 了 解 ， 進 而 促 使 小 說 從 街 頭 巷 議 、 軼 史

                                                                                                                          
148。 

43 歐陽修：《于役志》，清康熙間刊本五朝小說本，頁 5。 
44 段文杰：＜玄奘取經圖研究＞，《藝術家》第 210 期（1992 年 11 月），頁 289～291。 
45 胡適：《白話文學史》（台北：東方出版社，1996 年），第 1 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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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筆 記 中 逐 漸 推 展 成 為 虛 構 故 事 ， 肯 定 中 國 在 吸 收 印 度 文 化 之 後 ， 才 在 唐

代開始出現了有意識的文學創作。 46 

佛 教 傳 入 與 新 的 文 學 、 語 言 的 形 式 ， 確 實 對 虛 構 文 學 提 供 許 多 素 材 ，

並 影 響 著 生 活 的 許 多 層 面 。 文 人 結 合 了 佛 祖 、 高 僧 與 奇 人 的 冒 險 事 跡 ， 為

文 學 提 供 許 多 引 人 入 勝 的 題 材 ， 如 《 西 遊 記 》 的 故 事 大 抵 基 於 唐 史 玄 奘 的

事 蹟 ， 此 史 實 是 宗 教 史 上 的 一 個 事 實 ， 作 者 加 以 虛 構 ， 使 小 說 深 具 宗 教 意

義，富於濃厚的宗教色彩。 

印 度 佛 經 翻 譯 對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的 影 響 ， 可 從 寫 作 手 法 與 小 說 內

容兩方面來看。 

（1）寫作手法 

《 西 遊 記 》 大 鬧 天 宮 中 ， 孫 悟 空 與 二 郎 神 鬥 法 ， 令 人 眼 花 撩 亂 ， 以 及

西 行 路 上 ， 孫 悟 空 率 眾 與 各 路 妖 精 鬥 志 鬥 勇 ， 大 顯 神 通 的 降 妖 伏 魔 ， 尤 其

是 在 車 遲 國 與 虎 力 、 鹿 力 、 羊 力 三 大 仙 輪 番 鬥 法 ， 這 些 情 節 的 生 成 與 想 像

奇特的佛教文學有明顯的淵源關係。47如《賢愚因緣經》卷十《須達起精舍

品》，是描寫須達長者建只園精舍供佛及度化舍衛國人的事蹟，須達長者為

了 建 立 精 舍 引 起 六 師 外 道 的 嫉 恨 和 阻 撓 ， 舍 利 佛 遂 變 化 神 通 ， 降 伏 六 師 外

道，文為：  

六師眾中，有一弟子，名勞度差，善知幻術。於大眾前，咒作一樹，

自然長大，萌覆眾會，枝業郁茂，花果各異……時舍利佛，便以神

力，作旋嵐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又復咒作一池，

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時舍利佛，化作一

大六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蓮花，一一花上，有七玉女。其象徐

庠，往詣池邊，并含其水，池即時滅……時舍利佛，即便化作金剛

力士，以金剛杵，搖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復作一龍身，

有十頭，於虛空中，雨種種寶，雷電振地，驚動大眾……時舍利佛，

便化作一金翅鳥王，擘裂啖之……復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力，

                                                 
46 參見余國藩著、李奭學編譯：《《紅樓夢》、《西遊記》與其他》（北京：生活、讀書、

新知三聯書局，2006 年 10 月），第 1 版，頁 362。 
47 俞曉紅：《古代白話小說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年 8 月），第 1 版，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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麤腳利角，爮地大吼，奔突來前。時舍利弗，化作師子王，分裂食

之……復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燃，目赤如血，四

牙長利，口自出火，騰躍奔赴。時舍利弗，自化其身，作毘沙門王。

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利弗邊，涼冷無

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

時舍利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行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

東沒西踊，西沒東踊，北沒南踊，南沒北踊。或現大身，滿虛空中，

而復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身。於虛空中，忽

然在地。履地如水，履水如地。作是變已，還攝神足，坐其本座。

時會大眾，見其神力，咸懷歡喜。 48 

又，釋迦牟尼佛四十多年教法中的重要中篇經典《中阿含經》，其中卷

三十之《降魔經》描述大目犍連尊者入定時，忽覺魔王化作細形入己腹中，

乃喝叱令其出，魔王即化細形出尊者之口，文載： 

耳時尊者大目犍連教授，為佛而作禪屋，露地經行。彼時魔王化作

細行，入尊者大目犍連腹中……尊者大目犍連便知魔王在其腹中。

尊者大目犍連即從定寤，語魔王曰：「汝波旬出！汝波旬出！……必

生惡處，受無量苦。」……彼魔波旬復作是念：「今此沙門，知見我

故，而作是說耳。」於是魔波旬化作細形，從口中出，在尊者大目

犍連前立。 49 

又《舊雜譬喻經》上卷十八條中，載＜梵志作術＞： 

梵志獨行，來入水池浴，出飯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女人，與

於屏處作家室。梵志遂得臥。女人則復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年

少男子，復與共臥。已便吞壺。須臾梵志起，復內婦著壺中。吞之

已，作杖而去。 50 

                                                 
48 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 10《須達起精舍品》，見《大正藏》第 4 冊（佛光教育

基金會影印，1990 年），頁 420。 
49 《中阿含經》由東晉瞿曇僧伽提婆於西元 401 年由梵譯漢，其中《降魔經》是由

瞿曇僧伽提婆譯，見《中阿含經》第 30 卷，為《大正藏》第 1 冊（佛光教育基金

會影印，1990 年），頁 620。 
50 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卷上第 18 條，見《大正藏》第 4 冊（佛光教育基金會

影印，1990 年），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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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極 富 奇 幻 色 彩 的 神 異 故 事 ， 均 啟 發 了 明 清 寓 言 小 說 的 創 作 ， 為 其 神 通

變異的藝術泉源。 

除此，林庚認為《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其原型深受印度史中「哈

奴曼」的影響，這也是受到印度文學影響的另一面向。 51 

（2）小說內容 

翻 譯 佛 經 對 《 西 遊 記 》 及 其 續 書 內 容 的 影 響 ， 如 《 西 遊 記 》 第 二 十 七

回 的 「 三 打 白 骨 精 」。 在 佛 教 修 道 中 有 所 謂 「 白 骨 觀 法 」， 如 《 蘇 婆 呼 童 子

請問經》之《律分品第一》言：「若貪恚盛者，修白骨觀及膨脹爛壞諸不淨

觀 。 」 52《 大般 涅 盤經 》中 言 ：「聲聞 弟 子有 因緣 故 生於 貪心 ， 畏貪 心故 修

白骨觀。」53「修白骨觀」是為了息念去欲，而將女色幻想成一具骷髏嶙峋

的 白 骨 ， 帶 有 佛 教 意 旨 。 而 佛 典 中 亦 有 描 述 化 美 女 為 白 骨 故 事 ， 如 《 賢 愚

經 》 之 《 優 波 毱 提 品 第 六 十 》 中 描 寫 門 徒 在 尊 者 說 佛 法 時 為 波 旬 魔 王 所 幻

化而成的美人所惑，尊者遂將此女化作白骨的事例，文曰： 

於第四日，復集大眾。魔王復化作一女人，端正美妙，侍立尊後。

眾人注目，忽忘法事。於時尊者，尋化其女，令作白骨。眾人見已，

乃專聽法。 54 

另外，《大般涅盤經》之《師子吼菩薩品之四》中亦有世尊教人子寶稱修白

骨觀一事，言： 

爾時我復往波羅奈，住波羅河邊。時波羅奈有長者子。名曰「寶稱」，

耽荒五欲，不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觀法，見其殿舍宮

人婇女，悉為白骨，心生怖懼，如刀毒蛇，如賊如火。 55 

                                                 
51 林庚：《《西遊記》漫話》（北京：北京出版社，2004 年 1 月），第 1 版，頁 15。 
52 輸波迦羅等譯：《蘇婆呼童子請問經》卷上之《律分品第一》，見《大正藏》第 18

冊（佛光教育基金會影印，1990 年），頁 722。 
53 慧嚴等人依照《般泥洹經》撰成《大般涅盤經》，載於《大般涅盤經》卷 23 之＜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二十二之五＞，見《大正藏》第 12 冊（佛光教育基金

會影印，1990 年），頁 760。 
54 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 13《優波毱提品第六十》，見《大正藏》第 4 冊（佛光

教育基金會影印，1990 年），頁 443。 
55 慧嚴等人依照《般泥洹經》撰成《大般涅盤經》，載於《大般涅盤經》卷 28 之《師

子吼菩薩品之四》，見《大正藏》第 12 冊（佛光教育基金會影印，1990 年），頁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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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西 遊 記 》 第 二 十 七 回 ， 白 骨 精 三 次 幻 化 身 形 去 誘 騙 唐 僧 師 徒 ， 最

後 死 於 行 者 的 金 箍 棒 下 ， 此 乃 受 到 佛 教 白 骨 觀 法 的 觀 念 所 影 響 。 文 中 白 骨

精 第 一 次 化 作 一 位 月 貌 花 容 的 女 子 ， 長 得 眉 清 目 秀 ， 齒 白 唇 紅 ， 左 手 提 著

青 砂 罐 ， 右 手 提 著 綠 瓷 瓶 ， 其 「 翠 袖 輕 搖 籠 玉 筍 ， 湘 裙 斜 拽 顯 金 蓮 。 汗 流

粉 面 花 含 露 ， 塵 拂 蛾 眉 柳 帶 姻 。 」 第 二 次 變 作 一 位 年 滿 八 旬 的 老 婦 人 ， 手

拄 著 一 根 彎 頭 竹 杖 ， 一 步 一 聲 的 哭 著 ， 長 得 「 雨 鬢 如 冰 雪 ， 走 路 慢 騰 騰 ，

行 步 虛 怯 怯 ， 弱 體 瘦 伶 仃 ， 臉 如 枯 菜 葉 ， 滿 臉 都 是 荷 包 摺 。 」 第 三 次 變 為

一 個 老 公 公 ， 其 「 白 髮 如 彭 祖 ， 蒼 冉 賽 壽 星 。 耳 中 鳴 玉 磬 ， 眼 裏 幌 金 星 。

手拄龍頭拐，身穿鶴氅輕。數珠招在手，口誦南無經。」這妖精三番變形，

戲 弄 唐 僧 ， 最 後 孫 悟 空 念 動 咒 語 ， 喚 來 土 地 神 與 山 神 的 幫 助 ， 最 後 用 金 箍

棒打死妖精，妖精斷絕靈光後，頓時變作一堆粉骷髏，在脊梁出現一行「白

骨 夫 人 」 的 字 樣 。 這 段 情 節 中 ， 美 女 是 妖 魔 ， 亦 是 骷 髏 ， 汲 取 了 佛 典 白 骨

觀 的 旨 意 ， 將 「 紅 粉 骷 髏 」 的 寓 意 寄 於 鬥 妖 的 故 事 當 中 。 可 見 《 西 遊 記 》

中 「 三 打 白 骨 精 」 的 情 節 構 思 ， 深 受 佛 教 「 白 骨 觀 」 法 的 影 響 是 極 為 明 顯

的。 

由 上 論 述 ， 知《西遊記》以唐玄奘西行取經的史實為基礎，歷經長時

間的神化演繹而成，其與續書在內容與形式上，傳承了先秦寓言、志怪傳

統、神話、傳說、歷史故事、說話、平話、戲曲、佛經翻譯等創作，又雜

糅政治、社會、宗教等因素，促使著小說充滿虛幻想像的特色，增加作品

更多解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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