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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的儒释道思想探析

崔雪茹,罗　 莎1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儒家、道教和佛教三家思想互相借鉴与融合,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

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其融合发展逐渐成熟深刻,文学艺术作品中多见其影响。 儒释道的融会贯通在明清小说代表之一的

《西游记》中有着典型深刻的反映。 《西游记》不仅仅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它还将儒释道三家文化融合,开篇就以石头

文化来讲述儒释道三家的联系。 同时,作为明清小说的代表,它用具体的人物代表三家,反映了儒释道融合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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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的文学古典大作《西游

记》,是以唐僧玄奘和尚与三个徒弟奔赴西天取得

真经的故事为主干,以《大唐西域记》 《大唐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等作品为基石,经过对之前作品的整

理、参悟,再加入自身的想法,最终写成的中国古代

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 吴承恩通过这部旷

世奇作表达了其对明朝现实的不满,抒发了自己想

要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将“天人合一,君贤神明”
这种理想政治形态的愿望注入了作品中。 作品中,
师徒四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一

一对应着明朝社会中的种种苦难。 而书中各种引人

入胜,光怪陆离的场景,人、神、兽三位一体的人物角

色塑造,精妙绝伦的写作技巧,大胆创新的想象都是

使《西游记》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

魔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才出现了孙悟空、猪八戒等

流传至今的经典形象。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

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同时文中善意的嘲笑、辛
辣的讽刺与严肃的批判一同出现,也对讽刺小说写

作手法和技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西游记》中儒

释道三种思想和谐共存,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三教

合一”的现象。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儒释

道思想之间互相补充,不断发展,逐渐融合,对我国

文学作品等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儒释道“三教合一”。
学者顾敦鍒曾说过:所谓“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

来是一家” [1]83“儒家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
道教为治身之学” [2],因而“佛教与儒道浑成一家之

后,就演成一个中国的新文化” [1]84。 自南北朝之

后,佛道之间已经出现一种相融合的趋势。 元明时

期“三教合一”思想成型,儒释道三教之间本来就有

许多相通之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明清时期

儒释道的交融走向成熟,儒释道的融合影响着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艺术活动。
《西游记》是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

的产物,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带来的个性解放

思潮的产物,同时是汲取了道家仙话、六朝志怪、唐
代传奇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 吴承恩虽然是

一位儒者,但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儒释道思想融

合的痕迹,“三教合一”思想也在其代表作《西游记》
中有着明显体现。 鲁迅先生指出:“然作者虽为儒

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

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

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

附会而已。” [3]当时社会“三教合一”的现象远比简

单的融合现象复杂,主张人因为立场不同,故而主张

的思想内涵差异明显,从来没有儒家、道家、佛家的



思想分庭抗礼的说法。 所以说从前的学者在阐述

《西游记》的宗教思想内涵的时候,仅用“三教合一”
这一混沌含糊的词稍有失当,对其中具体情形,三种

思想的具体体现,完全有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只
有这样才有助于更深入挖掘此文,乃至更多其他作

品的宗教思想底蕴。
以往研究对于师徒四人以外的人物剖析不够,

文章将以石头文化开篇,讲述儒释道三家的关系,结
合儒释道的融合在小说中的体现和《西游记》中作

者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两个角度来分析《西游记》
受儒释道融合的影响。

一　 《西游记》以石头文化开篇讲述儒释道三家的

联系

在《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

持大道生”中,这样描写孙悟空不凡的出生:“东胜

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

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

光,射冲斗府。 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 [4]2-3

石头文化在原始时期便已经有了,许多的历史典籍

中有与石头孕育有关的故事。 “禹生于石” (《淮南

子》卷十九《修务训》篇)便是大禹由灵石而生,其子

也是由灵石而生。 由此可见,石头作为一种带有神

话色彩的工具,从原始时期就开始了。
(一)佛教中的石头文化之于孙悟空诞生的

意义

在佛教中,释迦牟尼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而孙

悟空的诞生更是如此。 “天外仙石”是佛教《金刚

经》中有关石头的词语。 “天外仙石”这个词语更像

是在暗示孙悟空七十二变通天的本领一般,为孙悟

空之后在西天取经过程中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中国

化的佛教哲学以禅宗为首,认为石之不生不死的特

性,超越了生死轮回,以其永恒的寂寥彰显世界的真

实。 不生不死的特性不正是孙悟空所具备的吗? 而

这“永恒的寂寥”也正与唐三藏为齐天大圣取的名字

“悟空”一般,体现出了佛教中十分重要的“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 [5]的思想,而与唐三藏对八戒的期望落

空一样,悟空也正与“色空观”背道而驰,他骄傲冲动,
为了仙桃大闹天宫。 由此可见,石头文化在佛教中的

含义对于孙悟空的命运有一定的暗示作用。
(二)道家中的石头文化之于孙悟空诞生的

意义

石,正以其无生,故而无死,是一个真正的“不

生不死”者。 在道教中,世界中的生命存在,因其

“生生之厚” [6],最终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生。 就像孙

悟空在被派去西天取经之前,作为齐天大圣的他活

得逍遥快活,但是却不能真正地领会到人生的酸甜

苦辣咸,结识世间形形色色复杂的人们,所以他总是

去寻找令自己快乐的事情,大闹天空、强抢定海神针

等一系列荒唐的事件,用道家的眼光来看也不仅仅

是因为孙悟空的顽劣。 但是一块顽石,掷于九州,却
又脱然于宇内,无生生之厚,故无死地,所以长生。
正因如此,这块顽石才能够展现出盎然而无边的生

命力,正所谓石无枯竭之日,在枯竭中仍保持着光润

的姿态。 在孙悟空与其他三人西天取经的途中,他
遇到了误解、无助,也感受到了温暖、体贴。 所以在

黄花观之战中,百眼魔君与孙悟空斗五十余回,即使

被困在金光里,把头都撞晕了也出不去,但是他仍然

没有放弃,最终变成了穿山甲打洞才躲过了一劫。
石在枯燥中见润,孙悟空在绝境中方生智。 由此可

见,石头文化在道教中的含义对于孙悟空的内心世

界的发展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三)儒家中的石头文化之于孙悟空诞生的

意义

石头的特性是顽固不化,灵石之子身上必然会

带有石头坚毅顽强不妥协的特质,因此,孙悟空必定

是一个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异类”,成为所处时

代的叛逆者。 他受到天界神权专制的压迫,故而他

为了追求生的绝对自由,闯地府勾划生死簿,在玉皇

大帝面前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4]49 的

口号。 他这种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的勇气反映出他

对天朝统治的极度蔑视,更是其反抗天朝神权专制

的集中体现。
孙悟空的孕育与诞生都源于一块“有三丈六尺

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 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的
石头,世人称之为能汲取天地之精华,与天地相通的

仙石,为孙悟空的身世与诞生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同
时也更加神圣之不可亵渎。 “三丈六尺五寸高,按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

气”,更是将其融于天地历法中,象征着孕育着他的

便是天地父母,与仙石的传说呼应;“上有九窍八

孔,按九宫八卦”正如道教的思想精髓,更加证实了

其天地即为父母。 这些超理性超自然的描写,充满

了佛教中天地运行数理体验中的神秘数字,蕴含着

更加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形象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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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及其浓郁的文化隐喻。” [7]

自古儒家便以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的从仕思想为倡导,讲究“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仁义思想。 因此,众多

尊崇儒学的有志之士应召追求仕途,获取功名,从而

惠泽百姓。 但人生在世,哪有皆如愿之事,当追求功

名不成,有的甚至遭人陷害被贬,生活潦倒,叹生不

逢时,不甘于此的他们便去寻求另外的生命寄托,万
千山水、浩渺江湖和千千万万细小的生活轶事便成

为了承载体,寓情于景,融情于景,托物言志便成为

了志士们的表达手法,将山水奇石,梅兰竹菊拟人

化,将本我与真我融于其中,不仅能够发现山水江湖

的壮阔美丽,还能够更加洞悉本我真我的个性与精

神,从而熏陶思想,培养情操,完善自我。 能够以最

完整的姿态展现自己的往往就是山水事物,而世人

能够从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内容与自身所独有的思想

相结合,找到抒发自己的最佳载体。
如在《西游记》中的石猴大圣孙悟空,被寄予了

作者吴承恩的思想与现实愿望。 石猴原本就没有父

母,从石头中出生,从自然中而来,并且一出生“便
就善学爬学走,拜走四方”(第一回),没有多少文化

积淀的熏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教育灌输,没有被

各种条条框框拘束,从而保存着更直率、更自由、狂
野和天真的本性。 正因这样,所有的规章制度、清规

戒律对他来说都没什么用处。 正因为没有了传统文

化,各家各道的方圆限制,他认为肆意一生,从心所

欲才是正道。 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从老龙王那儿

抢来定海神针———金箍棒,从生死簿中划掉他自己

的生死书,自称为齐天大圣,还敢去对着天界的最高

权力玉皇大帝挑衅嘲讽,从而有了一切事件的导火

索———“大闹天宫”。 在“大闹天宫”中,他的野性得

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带给了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折

磨,压抑着各种负面情绪的世人扑面而来的自由与

野性,开始了对撕开世间的面具,从而获得最本真的

自己和人生的期望。 他身上流淌着的,是肆意潇洒

与真实放纵的本真血液,人类的独特的“个性”二字

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苏与体现。 所以,
他在第七回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强调了

儒家的人本思想,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

争先”。
强烈的自我追求可以保持人格的活力和独特

性,但个体必须不断调整自身内在的精神和心理功

能,使个体与外界保持协调的关系,并在追求自我的

过程中自我提升。 人类创造的文化模式往往因其固

化的形式而想要控制个体,因为个体与整体往往是

矛盾的。 由于认知和心理原因,个人很容易被文化

控制,而中国对此高度重视与崇尚。 因此,有容乃大

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已经形成了规范

社会、思想道德的强大力量,对人从个体外在行为到

内心深层的思想都进行了严格控制,越矩对于受儒

家文化熏陶的人们是极其出格的一件事情。 儒家的

阶级性、守矩观是世上最完备的,也是最严格的,因
此像石猴这样离经叛道者要么被毁灭,要么被“修
正”,无论如何,皈依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所难免。 最终,石猴被压到五行山下,受磨难,清
“魔障”,这是皇权借助了如来佛的佛力,逼迫他臣

服于王权,但他仍是孽根未断,脱困后又肆意妄为,
屡破佛规,直至尝到了紧箍咒的苦头。 而紧箍咒作

为佛家的清规戒律,也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

模式,如果社会个体未能遵循这种模式,或者背叛了

它,便会受到社会的惩罚,它将社会个体禁锢在了这

个模式里面,就如同紧箍咒一样。 而在文末石猴护

送唐三藏成功取得真经后,已经在取经的路途中被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驯服,
自动进入了“紧箍咒”的模式,甚至会开始维护与倡

导这种文化模式了,传统模式的提倡者、支持者不用

再忌惮他了,所以戴在石猴头上的紧箍咒就自己消

失了。 在紧箍咒消失的同时,石猴的野性与肆意的

独特个性也随之萎缩了。 最后猪八戒还敢说一句:
“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 [4]1208 之类

抱怨的话,仍存有取经之前的本我个性,而当年充满

反叛精神的石猴却对最终的结局甚是满意。 所以,
大闹天宫时的石猴与后来取经路上的石猴是大不相

同的,从前身上的一夫当关讨人喜欢,在后面的途中

却一遇妖孽就向菩萨求救。 早些时候,神性、人性、
猴性、野性被山水、天地的精神与美所唤醒,融为一

体,充满了挑战欲、进步欲、手眼通天、疾恶如仇,视
妖怪为草芥,视权势为粪土,视规矩为敝履,英雄侠

义气概跃然纸上的石猴消失了,这都是儒释道文化

模式下熏陶至此。 “大闹天宫”时的齐天大圣孙悟

空有一种背离于世界的超然感,而取经路上的他更

多展现的是遵守儒家秩序之美,虽偶有反叛,却都因

紧箍咒的力量而收敛。 强大文化力量与社会个体本

能需求的矛盾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

种矛盾具有普遍性,它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状态的迷

茫,是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是对自身意识的觉醒。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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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悟空的形象美就美在通过他“大闹天宫” “五
行山被压”“西天取经路上”等一系列过程展示了一

个人是如何从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是当代社会中

个人社会化的变相过程。

二　 《西游记》全面总结了儒释道三家的关系

《西游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以佛教为主

线,以道教为辅线。 其中,作为让孙悟空成为弼马温

的直接人物———玉皇大帝,与在取经途中教化孙悟

空的关键人物———唐三藏,这两者将儒释道三家的

关系串联起来,将其呈现在故事当中。
(一)玉皇大帝———儒家与道教的代表人物

玉皇大帝或玉帝的名称最早出于陶弘景的《真
灵位业图》,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之下的一位普通

的神仙。 唐人的诗文中也有谈到玉皇或者玉帝的,
所指的是上帝,甚至在隋唐的时候,也没有被道教完

全接受。 在宋真宗的策划下,中国才有了玉皇大帝

这尊神。 所以,玉皇大帝之所以能够在《西游记》中
让太上老君称臣,也是因为受了道家的影响。

而对于儒家而言,儒家借助这位尊神来巩固国

民对上帝的信仰,儒家强调忠孝是为政之本。 《二
程文集·卷五》中所说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

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 [8],这正是儒

家所提倡的,君主应以顺民心、厚民本、安民意为本,
而作者以天庭的君主玉皇大帝为类比对象,通过描

写玉皇大帝在面对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时的束手无

策,只能求助各大官臣,先是听太白金星的话封孙悟

空为弼马温使他安分,又是派遣十万余天兵天将,最
后还请如来佛祖帮忙。 身为天神的君主,他屡战屡

败,辛苦了十万余的天兵天将。 如果这样的君王放

在人间,简直是劳民伤财祸害百姓,实在是一个

昏君。
综上所述,儒道的互补才能出现真正的超脱世

俗而又优秀的治理者,而玉皇大帝这个例子,更是在

为当时背景下的中国文人谋求一条新的出路。
(二)唐三藏———佛教的代表人物

三藏法师中的“三藏”源于佛教中的经、律、论
三藏,这不仅直观表明了唐三藏与佛教的因缘关系,
也强调了玄奘法师对于佛事的虔诚,一心向佛。 而

他的三个弟子,对应着佛教中的三毒———贪、嗔、痴。
天蓬元帅的猪八戒之称,意欲让他受戒,才能熄灭他

的贪欲,获得智慧,故又称他为悟能。 而悟空,便是

为了告诉那些有能力但是心性不成熟的人,一切无

常,万法皆空的道理。 最后,第三个弟子———沙悟

净,代表了那些生性憨厚的“老实人”,因为不明白

佛法,造下了杀生吃肉的罪孽,取名悟净是要他修净

行,想要出离三界必须慈悲为怀,不杀生。
但是《西游记》对身为高僧的佛教代表唐三藏,

也是有讽刺与揶揄的。 “虽是师父,但是他既没有

向徒弟们传授佛道,也没有佛班,更没有以身示教,
使得徒弟们明达事理,是一个只会念中国的经文而

缺乏才干与修养的人” [9]。 被徒弟一路保护着的唐

三藏一听见妖精的动静,甚至只是听见徒弟说“有
妖怪”便惊慌失措,更加夸张的还有直接从马背上

跌落下来,妖怪还没现身,自己先把自己给吓得魂不

附体,何等胆小之辈;如果被妖怪捉去,便立马涕泗

横流,只会哀求妖怪饶过自己,或是心念悟空赶紧救

自己,从来不会自己思索脱离之法,何等愚蠢之辈。
从唐三藏的身上可以看出佛教的缺陷,于是才

有了《西游记》中三家结合关联的现象发生。 在《西
游记》中,只有儒释道三家的相互配合,师徒四人才

能完成西天取经的任务;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儒释道

三家相互联系,才能在浮浮沉沉中保持韧性,寻求

自我。

三　 《西游记》反映了儒释道的融合

(一)明清小说成为大众接受儒释道融合的主

要途径

儒释道融合的思潮源于唐宋时期,在明清时期

则已经成为了主流。 而作为在明清时期诞生的《西
游记》,儒释道融合的观点必会在其中显现出来。
最初为什么师徒四人会踏上西天取经这条路,发生

《西游记》中的种种故事呢? 玄奘法师受到了唐玄

宗的支持,想要去取佛教的经文,这说明在当时儒家

思想已经能够接受佛教。 同时,正是因为佛教和道

教已经开始融合,玉皇大帝才会允许西天取经。 因

此故事的起点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儒释道三家已经

开始全面地结合了。
明清时期小说的盛行,受众面极为广泛的民间

小说的传播成为了大众接受儒释道融合的最直接的

方式。 除了《西游记》,小说《三国演义》也体现了儒

释道的融合。 《三国演义》主要讲述了东汉末年社

会动荡,皇权旁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群雄争霸,
各路势力割据一方,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魏蜀吴三

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深受儒释

道文化的影响,比如儒学的仁义思想,佛教的色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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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因果报应说。 正因为《三国演义》受到道教

的影响,增添了神秘主义色彩,以及受道教法术观念

的影响,才把赤壁之战描绘得栩栩如生,极大地提升

了诸葛亮的名气。
《红楼梦》中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儒道佛思想,

《红楼梦》与儒道佛融合奠定了全书的人物命运走

向,构建了全书的主旨。 书中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体

现在人物的言行身教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
对其的批判否定体现在塑造宝玉、黛玉人物的追求

上;佛学因果循环的哲理为故事的开端创造了神秘

感,为故事结局埋下伏笔,让读者在感叹世事无常

中,走向结束;在道家的“道法自然”上理解对人生

价值的追求。 总之,明清小说中大都体现了儒释道

的融合。
(二)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集中体现儒释道

融合的关键人物

从整体来看,《西游记》以佛教为主线,三藏、八
戒、悟空、悟能、悟净等称号都是源于佛教的思想与

典藏,如来佛这个角色还体现出了佛教“佛法无边”
的思想。 从细节上看,这部书不仅仅是有关佛教的,
更有儒释道融合的思想贯穿全书,而孙悟空便是其

中最能够体现这个思想的人物。
从道教开始,孙悟空的长生不老术和七十二变

便是从菩提祖师门下学来的,在观世音菩萨的点化

之下师从三藏法师,一路上保护其西天取经;在儒家

的层面上,孙悟空对自己的师父忠心耿耿,无数次救

其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到后

来也能说出:“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
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 [4]392 而佛教思想,先
是如来佛五指山镇压孙悟空,后是佛道两家共同设

置的西天取经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唐三藏西行取经

这个故事本身便是佛道两家融合的体现。
(三)儒道结合在《西游记》中的体现

儒道两家皆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发展

中互相借鉴与影响,经过千余年的融合,对社会活动

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游记》是一个

典型案例。
《西游记》的神魔系统植根于道教,又根据儒家

思想进行了创新。 道教内部的神权系统结构从太上

老君到日月星辰、再到四大元帅、四大真人体现了从

道教尊神到自然之神再到护法神将、群仙众真的组

成。 这样的神权结构在《西游记》中表现明显,却又

不尽相同。 此结构若与儒家统治结构相对应,则有

一处明显不同。 在儒家统治结构中,君主占绝对领

导地位,君主更迭以血缘关系为依据,展现出浓厚

“家天下”的观念。 太上老君显然不具备这一点,于
是在《西游记》中以玉皇大帝为核心的权势结构则

取代了道教自身的神权体系。
玉皇大帝是严妙乐国的王子,除了有正统皇室

血统,其统治思想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 作为

天庭统治者,它将各路神仙按照儒家标准布局,使其

各司其职。 从文武大臣到仕女的职务分配都展现了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权力结构。
同时,在道教神魔世界里,在许多妖魔鬼怪身上

却有儒家所推崇的纲常伦理观念的痕迹。 《西游

记》中描写的黄袍怪强抢妻子,他虽毫无人性,杀戮

无辜生命,但他对百花公主却是十分疼爱。 “你穿

的锦,戴的金,缺少东西我去寻。 四时受用,每日情

深” [4]108。 而且,他还欲去与公主父王认亲。 可见,
他虽为无人性的妖魔但却严格遵循儒家纲常伦理,
有着责任感和道德感。

总而言之,在道教的神魔世界里,无论是神是魔

都会恪守儒家纲常伦理与道德规范。 可见儒道的融

合在《西游记》中有着典型体现,这种融合也是明清

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
(四) 儒释结合和释道结合在《西游记》 中的

体现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在中国的发展却十分迅

速。 它通过自身的本土化,与儒道两教相融合,形成

了独具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佛教。
佛教与儒家的融合是大势,二者的融合也随着

时间的发展逐渐成熟。 “佛教东传之初,与儒家思

想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例如,儒家讲究务实与入世,
但佛家却提倡隐世修行。 但佛教善于变通,它不断

吸收转化儒家思伦理纲常,成为具有‘儒家特色’的
佛教。” [10]《西游记》中,佛家人物众多,但文中对他

们的评价则是依据儒家的纲常伦理。 在小说第十三

回中,法门寺僧人评价唐僧“忠心赤胆大阐”,以表

达他对唐僧西天取经坚决心志的钦佩与欣赏。 小说

将唐僧西天取经和对君主的忠诚和国家的荣誉联系

在一起,展现了儒家与佛教的交融。 在小说第三十

回中,白龙马称赞孙悟空为“有仁有义的猴王”,儒
家思想是围绕“仁”展开的,可见小说对人物的评价

中多有儒释结合的痕迹。 此外,师徒四人的形象也

展现了儒释的融合,师徒四人虽为佛门弟子但身上

却展现着儒家所推崇的道德情操。 徒弟们对唐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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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与孝顺,沙悟净的不辞劳苦与勤勤恳恳等都展

现了佛门弟子的儒者风范。 由此可知,《西游记》的
故事以佛教为人物基础,又用儒家纲常伦理充实人

物骨架,是儒释融合的典型例子。
佛教与道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关系也十

分密切,在《西游记》中释道的融合也十分明显。 在

道教的神魔世界中,多有佛教神仙的出现,如如来佛

祖、观世音菩萨等,并且两个不同系统的统治者也时

常互相帮持。 在孙悟空大闹天空后,天庭众神想尽

办法压制,由太上老君将其关入炼丹炉中,但他依旧

逃脱了,最后是请出了如来佛祖才将其镇压在五指

山下。 小说在凡间的故事也不乏仙佛之说。 由此可

知,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平民百姓的故事都体现了

释道交融。
三教的交融互鉴植根于明清时期的社会和文化

背景。 “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
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

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11] 而

这样的格局又对社会活动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

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西游记》中的体现即是三

教融合。

四　 《西游记》中作者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

《西游记》是儒释道融合的典型例子,但作者对

三教的态度却有褒有贬。 吴承恩作为一位儒者,深
受儒释道融合的影响,但他也看到了这三教背后的

不足和局限。 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看出吴承恩对

三教持褒扬与推崇的态度,但许多小细节也表现了

他对三教阴暗面的暗讽与揶揄。
作者赞同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孝顺等思想,

并通过侧面描写对这些品质进行了赞扬。 但小说中

儒家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玉皇大帝却遭到了作者的

批判。 他对任命孙悟空为弼马温的意见一味认同,
对孙悟空的大闹天空的破坏性行为一筹莫展,可见

他的无能与懦弱。 同时,他作为儒者却做着残忍无

情的事,只因沙僧不慎打破了琉璃盏,他便重重惩

戒,并将其打入凡间,毫无仁爱之心。 除了天庭的统

治者,作者也批判了人间不仁的皇帝。 其中比丘国

的皇帝自私残忍,为了长生不老竟然杀害无数儿童

并取其心肝入药,这是何等的昏庸无能、残忍无情。
创作来源于现实,作者将现实中代表儒家的统治阶

层的昏庸行为小说化,展现了其对儒家阴暗面的批

判和讽刺。
小说中,师徒四人在西天取经的途中碰到的妖

精多有道士身份。 如金银角大王、小儿城的国丈,与
蜘蛛精勾串的黄花观道士等,他们都为了自己的长

生不老而作恶多端或是蛊惑、怂恿统治者残害生命。
作者讽刺和批判的正是道士炼丹只为追求长生不老

的狭隘思想。
同时,唐僧作为小说中佛教的代表也受到了作

者的暗讽。 唐僧虽然心地善良仁慈,但懦弱无能。
在遭遇危险之时,他只会求助于徒弟,并且一直给整

个西天取经的过程增添负担。 除了唐僧,小说中佛

与菩萨也时常危害人间,如黄袍怪本是灵山脚下得

道妖怪,大鹏金翅雕是如来的舅舅等。
《西游记》中儒释道融合的运用是植根于社会

大环境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产生于社会,又反作

用于社会,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作者在《西游记》中也辩证地表达了自己对儒释道

三者的关系和各自利弊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

认识三教的途径。 《西游记》作为明清小说的代表

之一,典型又深刻地反映了儒释道的融合,是一部结

合时代背景与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 《西游记》中

有大量儒释道的义理描写,从每一个人物到整个故

事情节,都渗透着儒释道三种文化,厘清这些文化知

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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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Fusion on Journey to the West

CUI Xue-ru,LUO Sa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and are integrated, which have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of China in various period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ey formed a tripod
complexion, and it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gradually matured and developed deeply. Its influence is found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as a typical and profound reflection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ing and Qing novels.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s one of Chinas four masterpieces, is not only the story of
the f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West, along the way to make a strange story,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culture hybrids,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stone culture to tell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link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ing and
Qing novels, it represents three with specific characters, reflect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
dhism.

Key word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tegration;　 Journey to the West;　 ston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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