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序記—我是怎樣請古人作序的

一

我寫此書，編輯林君說缺少一個序言，找誰作序呢？想來

想去，名人固然多，但是聽說門檻甚高，再則，我這裡談鬼論

神，他們也未必懂，即便肯為操刀，寫出序言來也未必中肯。

我對林君說最好能請紀曉嵐、蒲松齡或者袁枚來寫個序吧，林

君說這個主意甚好。我說你知道他們電話號碼嗎？或者微信也

行，林君說不用那麼複雜，你拿一根繩子掛到房樑上，站在凳

子上，脖子伸進去，然後踢掉凳子，就能見到他們了。

這不扯嗎？我這本書就是扯鬼蛋，你還要把我扯成鬼嗎？

《西遊記》上有個劉全進瓜的故事，唐太宗當年因為玄武門

之變被閻王爺招到地府，他答應給閻王爺送個南瓜，這才被放

回來，雖然南瓜不值錢，但要找個人送過去，最後劉全承攬了

這項業務。那這個劉全不就是個快遞員嗎，我要找的也是個快



遞員，把我的文章送過去。

這讓我聯想到民間在農曆十月初一給鬼送寒衣的習俗，家

人在路邊將已經剪好的衣服焚燒，就表示給鬼送了過去，但我

想應該沒有那麼簡單，焚燒衣服只是相當於在前台辦理了業

務，肯定有快遞員要攬件。

於是在這一天晚上，我就匍匐在一堆剛剛焚化的紙灰前，

果然，子夜時分就見一輛綠色的廂貨車開了過來，下來一個

人，將那些灰都裝入車裡。我趕忙走上前去打招呼：“你好，我

要郵寄一封快遞。”那人回手一巴掌打我臉上：“大半夜的搞甚

麼啊，寄快遞去郵政局，跟我們環衛工人說甚麼？”

原來不是地府郵政。

我捂著火辣辣的臉往回走，走得正急，砰地被一個人撞了

滿懷，身上一陣寒冷，就如同撞在了一塊冰上，冷得我急忙後

退三步。

這人好大一張臉，一張老臉。

而且高鼻深目，鼻子下兩筆濃濃的八字胡和下頜花白的鬍

子連在一起。

再看身上一襲紅衣，後面還背著一個大大的口袋。

竟然是聖誕老人！

我脫口喊了出來，可是今天不是聖誕節啊。

這個老人嘿嘿一笑。

“沒錯，我是聖誕老人。”

“你今天出來幹甚麼？”



這個老人說：“我是聖誕老人啊，今天出來收寒衣，給鬼送

過去，閻王為了取悅眾鬼，讓我這份打扮，說是為和國際接軌。”

我恍然大悟：“你就是鬼界的快遞員吧？”

這老人一臉不高興：“請叫我聖誕老人。”

好吧，聖誕老人，我拿出我的文稿。

“麻煩你把我的文章送給紀文達公看看，讓他們幫我寫個

序。”

“紀文達公？”聖誕老人一愣，“沒聽說這個人！”

“就是紀曉嵐。”我只好直呼其名。

這聖誕老人大叫一聲，說：“我不去送，他們都住在冥界的

子不語小區裡，那兒的人都愛扯鬼蛋，我可不敢去。”

一聽他這話，我一把摟住他的身體：“不去也得去，他會扯

鬼蛋，我也會。”

聖誕老人嚇得連連大叫：“好， 好，我去不了，讓我那老妻

去還不行嘛？”

二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我剛睡著，忽聽有人在我耳邊輕輕吟

唱“錦翼花冠安在哉”？

這是一句唐詩，我筆名錦翼，別人問我含義的時候，我慣

常用這句來粉飾自己，當即回答“雄飛雌伏俱塵埃”。



就聽有個女子嚶嚶笑道：“閣下錦翼先生嗎？”

我睜眼看去，竟然是個老嫗，老則老矣，但身材婀娜，看

得出來年輕時是個美女。

看見美女，我就把持不住，當即微微一笑：“然也。”

這老嫗說：“隨園老人請你去參加扯蛋大會。”

隨園老人，那不就是袁枚嗎？我連忙道：“好，我去。”

這女子一把拉住我的手，我頓覺頭暈目眩，好一陣才醒過

神來。就聽周圍人聲喧嘩，有人說道：“錦翼這傢伙來了。”

我定睛看去，面前黑壓壓的一片人，有上百之眾。

大都是破衣爛衫，面帶愁容，對我怒目而視。

我一陣惶恐，一個老人走了出來。

他的服飾較為華麗，身邊還有兩位老嫗服侍，在眾人中十

分顯眼。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一番，哈哈笑道：“果然後生

可畏，扯得一手好蛋。”說完自我介紹：“在下袁枚。”

我一聽是隨園老人，趕忙見禮。

袁枚一指身邊一個穿著破舊官服的人說：“這位是紀文達

公。”居然是紀曉嵐，我正要說話，他卻哼了一聲，不去看我。

袁枚又指著另一位落魄書生模樣的老人說：“這位蒲留仙。”

蒲松齡先生啊，我上前見禮。

袁枚拉著我將眾人一一介紹，這裡面有寫《神仙傳》的葛

洪，有寫《搜神記》的干寶，有寫《夷堅志》的洪邁，有段成

式，有張岱……很奇怪的是還有一位面目模糊，袁枚說他是《山

海經》的作者，我待細看到底是誰，卻怎麼也看不清楚。



看著這些志怪的前輩，我團團作揖。最後笑問：“拙作《紙

上尋仙記》集諸位之大成，和諸家鬼神故事，考據而成體系，

現即付諸棗梨，求序一篇，望各位推薦……”

話沒有說完，忽覺頭上一疼，就見紀曉嵐手拿著煙袋鍋

子，狠狠朝我腦袋上敲了一下，他結結巴巴說：“推……推，

你……個頭。”想不到堂堂的鐵齒銅牙是個結巴。

我有些生氣：“你幹甚麼？”

袁枚笑道：“文達公是嫌棄你謬託知己，過度解讀他的文章。”

“這也不是，”人群中有人喊道，“袁子才你這麼護他，難

道他沒有扯過你的嗎？”

袁枚面有怒色，喊道：“扯扯又怎麼了，我們這些人生前日

日扯鬼蛋，死後被人扯上一扯，也是天理報應。這位小兄弟能

於當今科技昌盛之日，讀我等文章，廣大之，宣傳之，蛋疼又

何妨。”

眾鬼立刻安靜了。

我卻聽得雲裡霧裡。

袁枚回頭對我道：“是這樣的，我們生前日日談鬼，生前扯

鬼蛋，死後被閻王爺罰居在這個子不語小區，不許我們外出，

以免他鬼遭殃。但去年以來，日日每有胯下一疼之感，想不到

被人扯了。我們商量半日，延請華佗扁鵲也無對策，近日聖誕

老人的妻子送來你的快遞，我們才知道被你在陽世扯了。所以

大家都很生氣。”

“啊。”我大吃一驚，趕忙賠不是，要諸位多多見諒。



蒲松齡咳嗽了一聲：“扯扯也不打緊，我們是覺得你在文章

中大段引用我們的文章，怎麼也要付一點稿費給我們吧？”

紀曉嵐連連點頭。

我一聽就生氣了：“袞袞諸公，都是文史留名的人物，怎麼

如此世俗。”

袁枚歎了一口氣說：“你有所不知，我們這些人在陽世談

鬼，大家都當成故事聽聽。可現在到了陰間，大家都是鬼，誰

還肯聽，生活沒有著落，所以才要你……”

原來如此，我哈哈大笑：“這個好說，這書如果大賣，一定

少不了各位的好處，這樣吧，你們聯袂推薦一下，再找哪位執

筆寫個序言，銷量如果過了百萬冊，我一定多多焚化紙錢，請

紙馬大家製作紙車紙別墅，電子產品也多多燒來，如何？”

眾鬼大喜，突然葛洪喊道：“我們這裡電壓不穩，給燒個供

電站過來。”

我一口應允。

袁枚低聲說：“我這兩個女弟子都太老了，給我燒幾個年輕

的美女過來。”

我哈哈一笑：“先生放心，我送你三打美女，中俄日美英各

國美女應有盡有如何。”

袁枚搖頭：“西方美女性情豪放，我這鬼骨頭不禁折騰，亞

洲最好，亞洲之中，扶桑最好。”

我說：“請隨園老人放心，如果需要，我把我的硬盤燒了給

您。”



袁枚回頭對紀曉嵐道：“那就請文達公執筆，我們每人一句

寫成序言可好。”

“我先來。”蒲松齡說，“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

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

我一聽趕忙說：“這些是您在聊齋裡用過的序。”

蒲松齡哼了一聲：“送給你用了。”

袁枚接著說：“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

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

我說：“這是您《子不語》的自序啊。”

袁枚也一擺手：“送給你了。”

“可是這不成文啊。”我急得要跳起來。

紀曉嵐哼了一聲說：“你……你……不……不就擅長東……

東拉西扯嗎，我們每……每人送你一句話，你自己回去看著連

起來吧。”他提筆寫道：“平生春秋坐消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這半……半首詩我也送給你了。”

我簡直要哭了：“就送半首，是你結巴得讀不上來了吧？”

就這樣，這些人每人送了我一句話。

最終忽聽一聲雞叫，眾人倏然散去。

我睜開眼來，已經躺在床上，我手機鬧鐘鈴聲裡那隻大公

雞正叫個不停。

手邊放著一張紙，寫滿了雞零狗碎的文字。

我給編輯林君敘說此事。

編輯林君哈哈一笑：“你被群鬼所戲矣，紀昀謚號文達，死



後怎能做鬼，要做也得做神仙，那些文人怎麼可能都住在一個

小區，以他們的才華，又怎能自拾牙慧……一定是群鬼看你愚

癡，玩了一個角色扮演。”

我哈哈一笑：“管他呢，序言有了。”

下面是我連綴而成的序言，都是吹捧的話，通篇文縐縐

的，其實就是一句話：這是一本好書，都來買啊。

鬼神之言，子所不語，然子又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

賢。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

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至於士君子不得志於時，欲作不

平之鳴，而不得施之於世時，更每假鬼神以澆塊壘。是以前

有三閭氏，披蘿帶荔感而為騷；後有長爪郎，牛鬼蛇神吟而

成癖。至於稗官，上溯《齊諧》，下迨《聊齋》，皆一脈也。

無不奇想天開，憑空結撰，陸離光怪，出人意表，使人心驚

舌咋，目炫情搖。

然紛紛紜紜，難成體系，況白話文行世，文言式微，古

人知音日希。今有趙人錦翼，雖卑為賬房，但心有大志，十

歲即翻閱古籍，復原邯鄲步法。今又根祇六經，爐冶百子。

祖《麟經》之義嚴；效狐史之筆直，承馬遷之敘述，操稗官

之筆削，作《紙上尋仙記》，成一家之言。正所謂：

紙上煙雲過眼多，姑妄看之姑妄說。光怪陸離全扯淡，

外孫幼婦賽曹娥。



又道：

莫道筆荒墨又唐，都是古人好文章。鏤影雕空筆引虹，

玉環金礔入奚囊。

紀曉嵐、袁枚、蒲松齡、干寶、洪邁、葛洪等眾多志怪

作者聯袂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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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傳拾遺》上說西王母招待周穆王用餐，先喝

了蜂山上的石髓，又吃了玉樹上的果實，然後飲

了“琬琰之膏”，吃了“甜雪之味”，隨後還吃了

點“素蓮黑棗，碧藕白橘”。



0
0
0

0
0
0

一飲瓊漿百感生

—神仙吃出來的

不食人間煙火的原理

《西遊記》智商最高的妖怪我以為當數白骨精，她似乎深諳

《孫子兵法》中攻心為上的道理，知道不是孫悟空的對手，就採

取了離間的策略。她的三次變化，從送飯的女兒到找女兒的媽

媽最後變成等著家人回來的爸爸，三個人物環環相扣，就像自導

自演了一齣話劇，由不得唐僧不信，終於逼走了孫悟空。如果

不是最終一次演得太投入，抽身晚了被孫悟空打死（這也算為藝

術獻身了），活到現在拿奧斯卡不敢說，得個金雞百花甚麼的大

獎，應該綽綽有餘，而且同時得最佳演員和最佳導演兩項大獎。

因為她不光演技出眾，在道具選擇上也十分用心。

第一次變化的時候，她幻成一個美女，左手拎著一個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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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這裡面是香米飯，右手拿著一個綠瓶子，說這裡面是炒麵

筋，是到地頭送飯吃的，唬得八戒直流口水。待到孫悟空及時趕

到，將她打跑，那瓶子裡的東西也露出真相：白米飯竟然是長尾

巴蛆所變，炒麵筋是癩蛤蟆所化。

用蛆當白米飯，這是多麼有創意的隨地取材啊，而且這說明

她還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妖怪，因為這裡面也是用了典的。

這個典故出自《集仙錄》，這本書裡記載了一位得道的女

神仙謝自然，這位謝姑娘天賦異稟，生下來就不吃葷腥之物，

只吃素食，十四歲那年，吃新稻米飯，她看了一眼說：“這都是	

蛆蟲。”從此以後就戒掉了任何糧食，開始了人生成仙的第

一步。

神仙似乎都看不起人類的飲食，《呂祖志》裡神仙中的催眠

大師呂洞賓（在黃粱一夢中他就成功催眠了盧生）到廬山開元寺

裡遊玩，見堂上一個和尚正在睡覺，和尚頭頂爬出一條小蛇，沿

著床的左腿爬下來，看見地上的鼻涕口水就吃掉，爬上夜壺喝了

點尿，爬出門外，爬過一條小溝，繞著幾朵花看了一陣，又向前

爬，又是一條小溝，見水大只能回去，呂洞賓就在他前面插了一

把小刀，這蛇嚇了一跳，繞開刀子，爬到床邊，沿著右腿爬上，

又鑽進和尚頭頂。和尚睡醒，對呂洞賓說：“我夢見自己從左門

出去，看見一桌好飯，吃完之後，又喝了美酒，涉江又遇見美女

數十個，當我回來的時候，竟然有人要殺我，幸好我繞道而回。”

呂洞賓大笑而去。也就是說在呂洞賓看來，凡人吃飯如同吃鼻

涕唾液，喝酒也似喝尿無二。

而且不光是這些神仙，就是神仙家裡牲口—龍，也看不

上人間的大米飯。《聊齋志異》裡有個故事叫《疲龍》，說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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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裡遇見了龍，他們將白米撒下去，龍就嚇跑了。具體原理就

是因為白米長得像蛆，龍害怕蛆，所以就不敢興風作浪了。

我倒以為龍不一定是害怕，很可能是噁心，就如同在大街上

打架，對手突然抓起大便扔過來，你會挺身迎上去嗎？

從這個角度理解神仙不食人間煙火，倒不是清高，很可能也

是噁心。這麼說來，神仙就好比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看

見人類吃白米飯，或許就如同莊子說的鵷看見鴟鴞吃腐鼠一樣，

只有噁心了。

這麼說，豬八戒肯定不高興，	因為他被佛祖封為淨壇使者，

佛祖就讓他享受四方供奉，還說這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果

是出去吃死老鼠，怎麼能稱得上是“受用”呢？

這裡就有一個誤會，佛祖所說的享受四方供奉，不是如同

我們凡人那樣大快朵頤，神仙所謂的吃不是我們理解的吃。唐

僧他們自從得了真經，回去的路上，到了陳家莊，人家設宴相

請，眾人就都不吃，八戒說：“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可

見得道成佛，即便豬八戒這樣的饕餮之徒也弄得跟得了厭食症

一樣。

如果這樣的話，八戒的淨壇使者真的也沒有甚麼意義了，他

又怎樣享受四方供奉呢。這一點吳承恩在《西遊記》裡沒有說，

但同樣寫於明朝的《後西遊記》裡對此事進行了補充說明。《後

西遊記》裡說豬八戒當年離開高老莊的時候，已經在高翠蘭的肚

子裡播下了愛情的種子，豬八戒取經去了十四年，這顆種子就在

高翠蘭肚子裡生長了十四年，八戒修成正果之日，這顆種子才呱

呱墜地（哪吒才三年，小豬完勝），當然，這個時候八戒已經在

如來佛祖那裡位列菩薩，這些當年犯下的錯誤是不會管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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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像小蝌蚪找媽媽一樣開始了尋找爸爸的歷程，苦心人天不負，

終於找到了豬八戒。他對父親這個淨壇使者工作十分羨慕，就

想做個不勞而獲的富二代，跟著父親一起享受供奉。八戒雖然

懶惰，卻不嬌慣孩子，他說大家供奉的都是馨香之氣，我享受的

就是這些空香虛氣，你不成佛是享受不了的。

由此可見，神佛的吃飯方式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所能想

像得到的，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甚麼平常的供品神佛們動都

不動，而信徒們還要一如既往地供奉。面對四方供奉飄來的馨

香之氣，普通人就不具備攝入的系統。

倘若一個普通人真的具備了攝入系統，也是一件很危險的

事情。因為神佛們可以選擇吃或者不吃，但是如果一個凡人被

供奉的話，他很可能就沒得選擇，必須被動地接受這些飲食。

《玉堂閒話》上說狄仁傑當年在魏州當刺史，頗受老百姓愛戴，

後來他到武則天身邊當丞相，月初經常醉醺醺地上班，武則天覺

得奇怪，狄仁傑解釋說是魏州人民給我建立了一座廟，裡面供奉

著我，每到月初就供酒，於是我就“被喝酒”了。

可見凡人沒得選擇的，相隔千里，這些食物的馨香之氣你也

不得不品嚐，而且功效一點也不減，照樣醉人。

豬八戒不讓兒子跟隨他在天庭享受供奉也是出於安全考慮，

如果小豬在天庭享受起來，每天被迫飲食，早就被撐死了。

後來小豬遇見唐半偈（唐僧的弟子），改名為豬一戒，同樣

是西天取經，修成正果，也被封為淨壇使者，終於享受了供奉，

這才叫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還真是勵志。

所以，凡人要想得到神佛們的待遇，必須要自我修煉，但不

是人人都有取經的機會，幸好道家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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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修仙。道家深諳神仙腸胃與凡人不同的原理，修仙第一步

都是從肚子開始—辟穀。

成仙是個技術活

一般人理解中的辟穀就是不吃飯。

這樣做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減肥，葛洪就說他從來沒有見過

肥胖的神仙，這麼說倒不是因為神仙重視身體健康，而是因為瘦

了在飛行中可以減少空氣阻力，騰雲駕霧禦風而行的時候減少

雲和風的負重（神仙們好懂物理學啊）。所以過去修仙的人都餓

得跟麻稈一樣瘦，一則便於他們乘風而去，更重要的是要把體內

這些人間煙火給排出去，好讓自己的腸胃適應天庭的飲食。

如果這樣長期堅持下來，成仙是否不知道，但成鬼那是一定

的了—餓死嘛！實際上辟穀是個技術活，並不是不吃飯那麼

簡單，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複雜過程。

在這方面，那位把米飯稱作蛆蟲的謝自然就是一個很好的

案例。

謝自然可以說是神仙界的居里夫人，她把一生都獻給了成

仙的事業。她把大米飯稱作蛆蟲是在十四歲的時候，在那之前

她還是吃了十四年“蛆蟲”的。

十四歲之後，她也不是甚麼也不吃了，而是只吃柏樹葉喝

水，七年之後，柏樹葉也不吃了，只喝水，九年之後，水也不

喝了。

她頂住了世俗的輿論壓力，繼續絕食，終於當上了天庭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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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似乎還是個領導，因為她被授予“東極真人”這個讓人“不

明覺厲”的稱號。

謝真人的經歷啟發了我們，從不吃肉到不吃飯，然後不吃樹

葉，最後不喝水，完全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口吃不成個胖

子，一下子也餓不成個神仙。

謝真人修仙成功之後，還談了一下成功感想，她說吃米飯讓

人體重，吃小麥讓人體輕，在神仙愛好者的眼裡，吃小麥比吃米

飯更能讓人成仙。

不光是因為大米看起來像蛆，更是因為小麥秋種冬長，春生

夏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裡就說小麥“具四時中和之氣，故

為五穀之貴”，當然，李大夫是把小麥看成一味治病的藥。在魏

晉隋唐的時候這可是修煉者眼中的成仙藥，就是因為這個“中和

之氣”。

中和之氣有多厲害呢，看看《宣室志》裡這個故事就知道

了。有個叫陸顒的人從小愛吃麵食，吃得越多就越瘦。有一天，

一群外國友人（胡人）帶著酒肉來找他，請他吃飯喝酒，過兩天

又送他金子。陸顒的朋友說，小心點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陸

顒身為公務員，這一點覺悟還是有的，於是他就搬家住到郊外。

沒想到，這些胡人過兩天又找過來了，這次胡人就說了實話：

“我們想要你肚子裡的那個蟲子，你愛吃麵，並不是因為你愛

吃，而是你肚子裡的這個蟲子喜歡吸收天下中和之氣，小麥具有

中和之氣，所以你就愛吃麵。我們想高價收購了你這個蟲子。”

在以胖為美的唐朝，陸顒怎麼吃也不胖的體質估計給他帶來了

不少煩惱，他沒想到這個體質居然可以換錢，當然答應了。胡人

給了他一粒丹藥，陸顒就把蟲子吐了出來，蟲子兩寸大小，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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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青蛙。胡人給了他好多錢，於是陸顒一夜暴富，成了一個土

豪。當陸顒沾沾自喜的時候，胡人邀請他一起去大海上看看，他

們來到大海上，胡人將這個蟲子放到鍋裡，下面用火烤，烤著烤

著，就見大海裡出來一個小孩獻上一顆珍珠，胡人大罵，小孩就

走了，過了一會，一個美女拿了十幾顆珍珠來獻，胡人又把她罵

走了，最後又來一個神仙送給他們一個三寸大小的珠子，胡人拿

起這顆珠子，收了消麵蟲，帶著陸顒下到大海裡，滿海的寶物任

他隨便挑，胡人和陸顒都拿了許多，陸顒這才知道自己得的那點

錢根本不算甚麼。

這一切的功勞都源於那個吸收中和之氣的消麵蟲—要說

還是人家外國人有經商頭腦，有了寶物不用來修仙，只用來發家

致富。可惜這個蟲子現在失傳了，要是流傳到現在，倒是一個減

肥的好東西。

當然，如果頓頓吃小麥，吃得滿身都是中和之氣也不能成

仙，按照謝自然的理論，下一步應該是走出家門來到荒山野嶺吃

柏樹葉。

針對吃柏樹葉這個行為，謝自然還進行了一下深度說明，她

說吃柏樹葉最好吃側柏的樹葉，如果沒有側柏，那就最好避免吃

靠近墳墓的柏樹葉，柏樹葉一定要現摘現吃，不能曬乾了吃，喝

水一定要喝泉水，不能喝井水。除了柏樹葉，像茯苓、枸杞、胡

麻，都可以試著吃。

這基本上可以說是那個時候道教修仙飲食方面的攻略，許

多人就是靠著這種近似偏執狂的飲食方式得道成仙的，不過他

們吃的東西卻各有不同，成仙之後大家乾脆用他們吃的那種食

物代替了他們的本名。比如有位赤松子，是專吃松子成仙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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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荔枝仙人，是專吃荔枝成仙的，漢武帝當年第一次看見荔

枝就很激動，因為他也聽說吃這個可以成仙，就讓人在花園裡栽

培，這個農業實驗當然失敗了，否則後來唐詩裡也不用拿“一騎

紅塵妃子笑”來說事了。

漢武帝太教條主義了，他不知道神仙吃這些東西就在於因

地制宜，在這方面，許多比他卑賤得多的人吃隨手得到的東西就

成功了，即便不成仙，也能像神仙一樣上下飛騰。《稽神錄》裡

說臨川有個婢女，受不了主人的虐待，跑到了山中，沒糧食吃，

就經常吃水裡的野草充飢，於是她的身體日益輕健。晚上她睡

在大樹下，聽見虎嘯，心裡非常害怕，抬頭看樹，心頭剛剛起念

住到這兒也不錯，身體就飛到了樹梢（這基本上是後來武俠小

說中那些剛剛得了一甲子內力的高手經常發生的事情）。從此以

後，她就可以隨心所欲控制自己的行動，完全像飛鳥一樣。後來

有人砍柴時看見了她，就向主家報告，主家派人來抓，許多人在

懸崖絕壁前把她包圍了，她身如飛燕掠上山頂。主家非常不服

氣：一個傻乎乎的奴婢居然成了仙？於是就在她行走的山路上

擺上許多好吃的，引誘婢女來吃，結果她吃了一頓，身體就不能

飛了，主家抓住她後問她為甚麼能飛，她講述了自己吃草的事，

描述草的形狀，大家才知道這是吃了黃精，再讓她去找，卻怎麼

也找不到了。過了幾年這個婢女就死掉了。

這一個令人扼腕的故事，充分說明修仙的過程是可逆的，稍

有懈怠就打回原形，如果這個婢女不吃那些飯菜，即便不成仙，

也可以長命百歲。

《抱扑子》上說漢成帝時期，一個打獵的人在終南山遇見一

個遍體黑毛不穿衣服的野人，獵人想要抓住他，哪知野人跟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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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婢女一樣，奔跑如飛，逾坑越谷，直如平地。後來一群獵人

形成一個包圍圈，終於抓住了野人。這個野人說自己本是秦朝

皇宮裡的宮女（也是個女人），後來劉邦帶兵進入關中的時候，

她就逃到這山裡，遇見了一個老頭教她吃松葉松果等，於是就不

再飢餓。從劉邦入關到漢成帝在位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這個

宮女可真夠長壽的。獵人們發了善心，給她吃糧食，這位宮女剛

開始覺得食物很臭，吃了幾頓就習慣了，過了一年，身上的毛髮

脫落，容貌衰老，最終死去。

作者葛洪在文後感歎：如果她沒有出山，肯定就能成仙了。

這位神仙專家說得太過絕對了，據袁枚說法，直到清朝還有

這種人存在。他在《子不語》裡說，在湖廣鄖陽房縣（這個地方

南面就是著名的神農架，現在還傳說有野人）有很多遍身長毛的

野人，鳥銃都傷害不了他們，但是要制服他們也簡單，只要拍著

手叫：“築長城！築長城！”這些野人就倉皇逃跑了。為甚麼會

這樣呢？袁枚有一個叫張敔的朋友在這兒當官，考察了這件事，

這些野人有時候碰見人會問一句：“長城修完了嗎？”於是人們

就猜測他們是當年躲避修長城逃到這兒來的。

這些人都快活了兩千年，可以說是長生不老了，估計他們和

那位宮女一樣，是吃樹葉造成的長壽，但是活了兩千年還是那麼

膽小，一句修長城都能嚇跑，可見壓根沒有成仙—人活到這

分上，活上一萬年又有啥意思？

實際上，不吃飯跟成仙是兩回事，對於神仙來說能夠不吃飯

完全只是揮一揮衣袖的事情。翻開《太平廣記》，這裡面收錄了

好多遇見個神仙，隨便給一個東西讓人吃了，從此就得了“厭食

症”的故事。《稽神錄》裡有個教坊樂師的兒子，經常生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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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又黃又瘦。他一天碰見一個道士，道士說我能治你的病。隨

後拿出幾個藥丸給他吃了，吃完這個道士一看口袋，拍手驚叫：

“咦錯了，給你拿成辟穀藥了。不過也好，這藥也能治療你的病，

但是從此你就不吃飯了。”後來果然如此。

同樣是《稽神錄》，有個叫蔣順卿的人，路上碰見一個人，

給他吃了兩個林檎果—其實就類似蘋果，從此他也就不餓了。

這個神仙夠高級，直接把藥弄成了蘋果的模樣。

神仙不但能讓人不吃飯，還能讓牲口不吃飯。

《神仙傳》裡有個神仙叫沈建，有一次他要出遠門旅遊，將

家裡的一個婢女、三個家丁、一頭驢、十隻羊託付給鄰居，給

他們各餵了一顆藥丸就走了。鄰居就很生氣：這麼多活物，不

給我錢，我咋給你養活啊。沒想到的是，這些奴婢和家丁，給他

們飯他們也不吃，他們像謝自然那樣，看見飯就很噁心，餵驢羊

吃草，這些動物也不吃，甚至還抵他。這些動物不吃不喝反倒越

長越壯，奴婢們也是神采奕奕，比吃飯還好。三年之後，沈建回

來，又讓他們分別吃下一丸藥，人和動物就又開始吃東西了。

可見神仙能夠隨心所欲控制人和動物的飲食。這我們就不

明白了，既然奴婢們不吃飯還能幹活，不是跟機器人差不多了

嗎？動物不吃飯還能長肉，這該讓多少養殖場羨慕啊。為甚麼

沈建回來之後還要給他們吃解藥，讓他們繼續吃飯呢？

我覺得這裡就涉及一個世俗社會眼光的問題，因為大家會

感覺你很奇怪，為世俗社會所不容，比如那個樂師的兒子，後來

父母逼著他吃飯，於是他就跑到山裡去了。吃了林檎果的蔣順

卿受不了世人的眼光，家裡人以為這是厭食症，四處尋醫問藥給

他治病，後來碰見一個老頭，餵他吃點別的，他就把那兩個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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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吐出來了。

如果沈建讓家裡的家丁們繼續不吃飯，估計也會被神仙界

所不容，大家說他虐待員工，工會要找他麻煩的。當然，更重要

的一點是，讓他們不吃飯的藥有效力只能維持三年，三年之後再

不吃飯，估計要餓死了。如果繼續讓他們吃“辟穀”藥，製藥成

本大於讓他們吃飯的成本，在經濟上不太合算。

後來，葛洪對辟穀這種方法進行了反思，他以為辟穀可以節

省糧食，在荒山野嶺，掌握訣竅的話可以獲得長生（要不掌握訣

竅的話咋辦？只有餓死了），但就算是獲得了長生，在修仙過程

中不過是個量變，要達到質變必須要吃點其他的。

吃甚麼呢？很簡單，神仙重要特點是長生，所以要吃那些長

了千年的東西，吃了這些東西就可以把它們長生的基因吸收到

自己的身體裡，所以千年靈芝、千年枸杞、萬年雪蓮就在人的

想像力應運而生了。《神仙感遇傳》裡有個人叫蕭靜之，在公務

員（進士）考試中失利，就開始修道，估計沒少捱餓吃樹葉，修

了十年卻是容顏憔悴，他一怒之下出山做生意，一下子就發財

了。於是他就開始蓋房子，結果在挖地的時候挖出一個像人手

一樣的東西，蕭靜之就把它吃了。從此以後，蕭靜之精神煥發，

齒生髮黑，一個道士說：你一定吃了仙藥。給他一號脈，告訴

他：你吃的是肉靈芝，吃了之後你將壽同龜鶴，如果你能隱居山

林，就會得道成仙。於是蕭靜之開始再度修仙。

注意，這個老道說的是壽同龜鶴，這是因為烏龜和仙鶴壽命

都很長，能達千年，但是在各類筆記故事裡卻不見有人吃仙鶴和

烏龜，估計是因為這兩者都是祥瑞之物，人類吃了之後，神仙會

不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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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千年靈芝甚麼的，從來都是可遇不可求，要是這

樣忽悠人，上當的人就會越來越少，所以必須尋找新的，能讓人

接觸到的東西，彷彿成仙就在明天。

葛洪在觀察了大量的成仙案例後（其實都是他道聽途說加想

像），提出藥分上中下三等，草木是下等藥，這些藥只能治病，

不能成仙；中等藥則是指雲母、雄黃這些礦物質，吃了這些藥

可以讓人長命百歲；能成仙的是上等藥，主要是黃金白銀玉石

等，吃了這些藥立刻就能“身安命延，升為天神”。

遙想當年，葛洪肯定是這麼給人傳道的：“你看啊，草木這

種東西啊，埋了就腐，煮了就爛，一燒就著，生命力這麼弱，怎

麼能讓人長生不老呢？再看黃金，你放到火裡，百鍊不熔，埋到

地下，永不腐爛，你想想看啊，把這東西吃到肚子裡，不就能保

護人體了嗎？”這套理論可參見《抱朴子》，葛洪把歪理邪說整

得頭頭是道，那可是迷倒了一片人。

但是金銀那麼硬，吃了非得胃穿孔不可，怎麼吃呢？這就涉

及一個加工的問題，那就是煉丹：拿金銀丹砂甚麼的在一起煉

製，燒製出仙丹來（其實主要成份就是硫化汞），經過一番折騰

之後再毒死人。當然對於煉丹的人來說，死了那也是升天了。

《神仙傳》裡有個關於魏伯陽的故事，魏伯陽帶領徒弟燒製

仙丹，燒成之後，他們都不敢吃，魏伯陽就說：“先餵狗吧。”結

果狗吃了後就死了，魏伯陽說：“我煉了這麼長時間的仙丹，死

了也要吃。”於是他就吃了，結果當場死掉，徒弟們都不敢吃，

唯獨一個徒弟說：“我跟隨師父去。”也吃了仙丹隨即死掉，其

餘弟子就出山了。結果他們一走，魏伯陽就復活了，並把自己吃

的仙丹分給弟子和狗，一起成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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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故事前半段應該是真的，後面死而復活的傳說

應該就是神仙愛好者編出來意淫的。這樣的故事就是鼓勵大家

在成仙的道路上不要害怕死亡，那不過是一個考驗，通過這個考

驗，神仙就在雲端向你招手。

煉丹是個技術活兒，如果沒有一定理論和操作知識就會有

危險，據說火藥就是人們在煉製仙丹過程中發明的，可以想像，

當你懷著激動的心情掀開丹爐蓋的時候，等待你的是一聲巨響，

如果沒有諾貝爾先生那樣的運氣，就會不用服藥也能立即登天。

所以在當時還有一個相對簡便的方法—服用“五石散”，即服

用五種礦物質。這個方子是現成的，只要你從朋友那兒抄來一

份，把五種礦石搗爛服下就行了，所以在當時大行其道。當時的

竹林七賢、王羲之等都是五石散的“癮君子”，這玩意當然有毒，

服用之後會全身燥熱，於是人們都穿著寬衣大袖，走完就跟吃了

搖頭丸一樣快走散熱—於是人們就發明了“散步”這種健身方

式，這可真是“嗑藥改變歷史”啊。

由於五石散流行，反而沒有甚麼神秘性，所以人們很早就認

識了這種藥的危害，開始慢慢反思這種藥的作用，所以到了唐

朝，像孫思邈這樣的一些名醫就開始反對，唐朝之後這種藥也就

慢慢地消失了。但是，由於煉丹有一定的技術性，普通人不敢反

對，而且吃了之後立刻死掉，反正死去的人也不會出來辯解，而

且死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為升天，於是仙丹的作用聽起來

就無懈可擊了。

煉丹術貫穿了整部二十五史，神仙愛好者們前仆後繼地親

身實驗。這當中主要是富人，因為無論丹藥還是五石散，沒有一

定資金是消費不起的，五石散還好點，家境稍微好點就行，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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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藥堪比往中國股市上扔錢，要是家裡沒個金山銀山還真燒製

不起，哪怕你掌握這方面的訣竅也不行，這就需要引進“風投”，

在古代一般是由皇帝兼任的，比如西漢時大名鼎鼎的李少君，

《神仙傳》上說他年輕時跟隨一個神仙安期生得了“神丹爐火之

方”—也就是煉丹的訣竅，但是家裡太窮，買不起原材料，後

來找到漢武帝“路演”，得到皇帝的投資後才開始煉製仙丹。葛

洪同樣也是如此，他家裡窮得叮噹響，後來晉成帝司馬衍給他

投資，派他到盛產丹砂的勾漏縣當縣令，他的事業才開始步入

正軌。

等著神仙來餵你

這麼說來成仙是個權貴們的遊戲，屌絲們先想著發家致富

吧。那麼問題來了，謝自然家裡條件一般，就沒有吃仙丹，光靠

辟穀吃樹葉不也成仙了嗎，而且還是個領導，這怎麼解釋？

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有人給她送來成仙的藥。《集仙錄》

裡說最後天上的金母（金母和西王母是一個人，因為西方屬金，

所以西王母又叫金母）來接謝自然上天的時候，為她帶來了大量

的天上土特產—成仙藥。謝自然吃了仙桃，喝了符咒金水，

最終登天成仙。而對於西王母來說，這些東西壓根就不用煉製，

隨手拿來就是—這才是修仙的捷徑，煉丹甚麼的弱爆了。

但是神仙這些藥不能隨便給別人，你得具備一定的條件，比

如像謝自然這樣—前生是個神仙，西王母見到謝自然第一句

話就是：“和你分別兩劫了。”劫是種時間概念，翻譯成人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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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好久不見了。”可見謝自然和金母是曾經的熟人。謝自

然是道家的，對於佛教來說也是如此，《西遊記》裡大名鼎鼎的

唐三藏，人家本來就是如來座下的金蟬子，到凡間不過是個掛職

鍛煉，回去就升職了。

當年李白號稱謫仙人，他就想給自己造一份好的成仙簡歷，

好讓神仙接他上天，但是神仙的人事檔案肯定管理嚴格，一查，

壓根就沒有李青蓮，因此儘管李白非常努力，煉丹嗑藥無所不

為，最後還是沒有人來給他送藥。

不過在各類筆記故事裡，李白最後還是成了仙，只是他這神

仙是追授的。李白的粉絲們為李白編了一個死法，說李白是在

江邊吟詩，看月亮甚好，就想捉來玩玩，結果溺水而亡。這樣的

說法固然浪漫，但是總讓人聯想起撈月亮的猴子，太貶低大文豪

的智商了。於是各類筆記故事裡就說了，李白這不是捉月，而

是“水解”—這是一個道教用語，就是通過淹死而成仙了。後

來還有人見過李白，《廣列仙傳》上說白居易的後代白龜年，有

一次到嵩山去，突然有個人過來對他說：“李翰林請你去一趟。”

白龜年去了，見到了一個風神飄逸的人對他說：“我是李白，水

解成仙。在這裡掌管各類奏疏。”

不管怎麼樣，李白是成仙了。

這就說明作為人，前世不是個神仙也能成仙。但是李白的

經驗不可取，一頭扎水裡，不成仙，那就成仁了。所以最好的辦

法就是潛心修道，以真心感動上天的神仙來給你送成仙藥。這

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漢武帝，他為了成仙，採取了自己煉丹和向神

仙索要兩種方法，他任命李少君為他煉製仙丹，同時設置了承露

台，每天接上一點露水，他以為這就是神仙放進去的仙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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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配合著玉屑喝掉—但為甚麼不想想，萬一神仙把這個小盤

當公共廁所了呢。

神仙的態度是“我可以給，但你不能要”，所以漢武帝想盡

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成功。但他這種誠懇的態度，最終感動了上

天。《漢武內傳》上說後來西王母過來了，請他吃了仙桃—不

過這仙桃對於成仙意義不大，西王母主要給他講了講怎麼修煉，

她這時候是真心讓漢武帝成仙的，還請來了另一個神仙上元夫

人也給他講了講課，又送他好幾本書。總之就是不給他藥，而是

讓他好好修煉，將來再讓他成仙。但是神仙們走後，劉徹卻犯了

驕傲自大的毛病，以為自己必將成仙，就開始窮奢極慾。最後天

庭生氣，收回了對他的承諾，還將送他的書都燒掉了。

漢武帝的這個故事給了大家一絲希望，只要好好學習天天

向上，不隨便翹尾巴，總有一天會有神仙來給你送藥。《廣異

記》上有個人叫邊洞玄，她修道四十年，估計也吃了不少樹葉，

突然有一天，一個神仙飛到她面前給了她一鍋湯餅，說這是玉英

粉所製，吃了就能成仙。邊洞玄吃了之後，果然就有五色彩雲來

接—《大話西遊》裡紫霞仙子的夢想就這樣實現了。

不過這裡只有五色彩雲，沒有意中的蓋世英雄，因為神仙們

對於這些普通修道者的贈送都很隨意，西王母這樣的大神一般

是不會出現的，隨便派個普通的使者過來就行了，有時候連個使

者也不派，直接從天上扔下來。《廣異記》上說黃梅縣有個道士

叫張連翹，跟謝自然一樣，年紀輕輕就開始不吃飯了，但她沒有

出去吃樹葉，而是在家吃棗（棗比柏樹葉可好吃多了，《神雕俠

侶》中裘千尺就是靠吃棗撐過來的）。後來她直接出家當了道士。

十八歲的時候，大概神仙覺得該讓她成仙了，就從天上扔下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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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錢，張連翹去撿，鄰居家一個婦人推倒籬笆過來搶，張連翹趴

在錢上，才沒讓她給拿去。這時候天上又掉了三顆藥丸，張連翹

撿起兩顆，那婦人撿起一顆。兩人都吃了，同時死去。過了一會

兩人又活了過來，張連翹開始覺得神清目明，而那婦人卻毫無感

覺。過了幾天就見五彩祥雲擁著一輛車自天而下來接張連翹，

眾人都來觀看。可是過了一會雲散車飛，張連翹卻沒有走。她

對大家說：“你們這麼多人看，我就不走，不讓你們看。”這肯

定是氣話，我以為真實情況是上天給了她三顆藥丸，她只吃了兩

顆，不夠成仙的資格，所以神仙就放棄她了。故事最後作者說張

連翹一直沒有走，但長期不吃飯，形體枯悴—都是上級不負

責任害的。

聊以自慰的是張連翹還是吃了兩丸，倘若三丸藥都被那農

婦搶走了，自己修了半天道，卻是為別人做嫁衣，那不就更冤

枉了。

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神仙傳》裡說有個人叫權叔本，醉

心修道。有一天有兩個神仙過來幫助他飛升，變成兩個書生前

去他家拜訪，問他家的傭人陳安世：“你家老爺在不在？”陳安

世說：“在。”陳安世過去稟報，權叔本的媳婦建議：“這一定是

來打秋風的，告訴他們老爺不在家。”權叔本授意陳安世這麼

說，於是陳安世出來說：“我們家老爺說他不在家。”—兩個

神仙非常驚歎於陳安世的誠實，將成仙的藥給了他，後來陳安世

果然白日飛升，成為神仙。

對於權叔本來說，這個故事說明，找個過於耿直的手下，總

會以你意想不到的方法害了你，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說明如果

不修道，單純做個缺心眼的好人，也可能會有神仙給你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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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們對於這些人反倒送得小心，送藥之前先要考察一番，

看看是否真的缺心眼，一般都是變成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考察你

是否能幫助，藉此來引導社會風氣。

《續仙傳》中說在宜君縣有個老王，為人熱情，有一天一個

穿著破爛的道士來投靠他，這個道士遍身惡瘡，老王請人為他看

病，道士說：“給我弄一大甕子酒泡泡就好了。”老王就為他釀

造了一大甕子酒，老道放了點藥進去，自己脫光衣服跑到裡面。

三天後出來，竟然鬚髮皆黑，面容變成了少年模樣。這老道說：

“你這是好酒啊，喝了可以讓人飛上天。”當時他們家正在打麥

子，老王就把酒拿出來，和大家一起喝了。喝完之後，就見彩雲

如蒸，整個房子都飛了起來，雞犬一起升天，只有貓和老鼠留了

下來。

顯然那個道士是來給他們送成仙藥的，看病不過是個考驗，

通過這個考驗倒還好說，最噁心的是後面那個，竟然把你泡過瘡

的酒讓人喝，這該有多麼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喝下去啊。

這充分彰顯了兩個素質，一個是善良—肯幫助別人，另

一個是缺心眼—否則誰會去喝泡澡水？後面這一個條件就把

許多好人擋在了門外。

比如《稽神錄》上說有個旅店的梅老闆熱情好客，和尚道士

住宿，概不收費。某天一個道士住宿了好長時間，梅老闆毫無怨

言。這個道士這天對老梅說：“你給我二十個新碗，七雙筷子，

明天你到某某地，我請你吃頓飯。”第二天老梅去了，發現這個

道士衣衫華麗，有房有傭人（當時梅老闆的心情估計五味雜陳）。

道士讓人上菜，竟然是一個蒸熟的嬰兒，梅老闆就跟唐僧看人

參果一樣，不敢吃，過了一會兒又上了一道菜，是一隻蒸熟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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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梅老闆也不敢吃。道士歎息一聲，令人將昨天的碗筷還給

他，竟然都成了金子材質的。老道說：“你是一個好人，但是成

不了神仙，剛才那些都是千年的人參枸杞，你不敢吃說明沒有緣

分。”說完這個道士就不見了。

這個道士的邏輯太荒唐了，梅老闆不吃嬰兒不吃狗，這說明

他心地善良，居然不讓他成仙，他若狠著心都吃了卻反倒是成仙

的人選。《神仙感遇傳》有個《維揚十友》的故事情節類似，但

更過分，說維揚十友十個人都是好心腸，經常幫助一個老乞丐，

這一天老乞丐請他們吃飯，還順便請了幾個乞丐，端上來的菜也

是一個蒸嬰兒，維揚十友不敢吃，那幾個乞丐無知無畏吃了，最

後這幾個打醬油的乞丐變成金童玉女升天去了，維揚十友一無

所獲。

但沒辦法，這就是規矩，誰叫你不缺心眼呢？神仙對此也

有解釋，那就是緣分，也就是說這些人如果不吃，那就是緣分不

到，如果非要告訴他們這是成仙的好藥，引著他們吃，沒準會害

了他，這方面是有前車之鑒的。

《神仙感遇傳》上同樣有個故事叫《薛逢》，說是有兩個和尚

在少室山進入了仙人的境地，這裡有吃的，一個和尚就吃了點，

另一個和尚不吃，結果吃了東西的和尚沒走出去就變成了石頭。

有時候就算神仙讓你吃，食物也會直接抗拒。《續神仙傳》裡

寫一個叫王可交的人，他遇見了神仙，神仙說你這個人骨骼清

奇，但你做針灸的時候把眉間扎破了，破了你的這份福相。接著

神仙給他酒喝，但是酒在壺裡怎麼也倒不出來，最後神仙也放

棄了。

總結原因就是緣分不到，福分不到，而緣分、福分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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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是否做好事沒有關係，正所謂“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

屍骸”，也是一樣的道理。但是也不用太失望，因為神仙似乎在

最後一道關卡審核頗嚴，具體節點在服藥之後，飛升之前。

《集仙錄》裡有個女人叫楊正見，婆母家裡人讓她殺魚她不

肯殺，楊正見選擇了離家出走，遇見了一位道姑，就拜了師父，

住到道觀裡去了。她在道觀裡每天打水，去溪邊打水的時候經

常看見一個胖娃娃跑來跑去，她覺得奇怪，回去後告訴了師父，

這師父一聽就知道遇見了甚麼，當即就說：“你明天給我抱過

來。”這個楊正見不敢聽婆母命殺魚，卻敢聽從師命拐賣人家兒

童，第二天她就把那娃娃抱回去了。走到道觀的時候，娃娃變成

了一個樹根。師父就讓她上鍋開始煮，恰好道觀裡沒了糧食，師

父就出去買糧，告訴她煮三天就可以熄火了。結果師父買了糧

食回來路上大雨沖壞了道路，耽擱了十幾天，楊正見沒糧食吃，

聞著鍋裡香，就只好自己先吃了。她吃完的時候，師父也回來了。

楊正見只是神采煥發，卻遲遲不飛升，過了一年多才走。後

來她告訴師父：“我為甚麼升天晚了一年呢，是因為當年我爹管

公款的時候，我從公款裡偷了兩塊錢，天庭記錄在案，罰我在人

間多等一年。”

由此可見，天庭在誰吃藥這個問題上有點混亂，但是在最後

一關的“政審”上還是非常嚴格的。在人間多待一年，其實就等

於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楊正見的師父倒真是修道者，她一點也不生氣，把一切歸結

到緣分和福分上去了。如果楊正見知恩圖報的話，應該給師父

在城裡買套房子，弄個書房—書裡有個升仙的捷徑。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裡說有個人在書裡看見了一根捲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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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頭髮，整個是一個環，沒有頭，於是他就把這個弄斷了，斷開

後流出好多水，拿它放到火上燒，有頭髮的氣味。一個老道聽說

這個事，大為感歎，說你本來該成仙的，得到寶貝卻不會用，錯

失機會。那個不是頭髮，而是脈望，蠹魚連吃三回書上的神仙字

樣，就會變成這個。你拿著這個晚上看星星，就會有天上的使者

下降，送你仙丹，然後再把它弄斷，就著流出的水喝了，即可成

仙。這個人趕快回去看看書上被吃掉的字，聯繫上下文看，果然

都是神仙字樣。

這個方法雖然簡單，但讓蠹魚吃神仙二字，必須是隨意的，

如果刻意為之，沒有好處。據《北夢瑣言》上說唐朝有個姓張的

年輕人，聽說了這個事，就抓了幾個蠹魚放到瓶子裡，然後將寫

滿神仙字的小紙條扔進去。只是這些蠹魚卻沒有變成脈望，他

就抓起這些蠹魚吃了，結果神仙沒有當成，卻成了一個瘋子，滿

嘴髒話，最後早早死掉了。

看來還真是一切都得靠緣分，但甚麼是緣分？緣分又由誰

來決定？有句話叫“緣分天注定”—天不就是你們這些神仙

嗎？真當我們缺心眼啊。

神仙都吃點啥

在求仙的過程中，周穆王是最強悍的一位，人家不等不靠，

開著自己的“寶馬”八駿到了崑崙，直接去見神話界的女王—

西王母，和西王母一同用餐。西王母非常歡迎這位遠道而來的

客人，拿出特產來招待他，《仙傳拾遺》上說他們先是喝了蜂山



0
0
0

◎
 

一

飲

瓊

漿

百

感

生

—

神

仙

吃

出

來

的

上的石髓，又吃了玉樹上的果實，然後飲了“琬琰之膏”吃了“甜

雪之味”，隨後還吃了點“素蓮黑棗”和“碧藕白橘”。看西王母

給周穆王開出的這份食單，主要食物都是石頭類的深加工產品，

比如蜂山上的石髓，玉樹上的果實—想必也是玉石材質的，

至於“琬琰之膏”，琬和琰都是玉石，這兩種玉石做成的膏還有

甜雪之味，這個比較模糊，一般都說是冰淇淋之類的東西，但我

以為要是冰淇淋，也是玉粉製作的冰淇淋，不過這個玉帶甜味。

除了玉石之外不過“素蓮黑棗”、“碧藕白橘”，這些似乎是飯後

甜點，作為點綴食用的。

有這麼多石頭材質的東西，是因為石頭是神仙們的主要食

物，西王母住在崑崙山，這裡本來就盛產石頭，庸俗的理解就是

西王母就地取材，以石頭當做食物，事實上正好相反，不是西王

母選擇了石頭，而是石頭選擇了西王母。

據“研究”發現，石頭裡含有神仙身體必需的營養成份，這

是根據神仙的“物理學”—五行學說推導出來的。

五行嘛，金木水火石……

甚麼？五行當中壓根就沒有石頭？

應該是金木水火土，我當然知道，這五行之中甚麼最重要，

不是排在第一位的金，而是排在末位的土。西漢那位著名的董

仲舒在《春秋繁露義證》裡說：“五行莫貴於土。”後面論證了一

大堆，其實就一句話：我們吃的東西都是從土裡來的，沒有土，

一切都是狗屁，不對，連狗屁都不是。

好吧，按照課本裡的說法，這反映了我們老祖先樸素的唯物

主義思想。後來到了三國時代，有個叫楊泉的寫了本《物理論》，

聽這名字就更能上課本了，都開始物理了，下一步就應該化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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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了，現代文明就該誕生了，但這還是樸素的唯物主義。楊

泉在這本書裡說“土精為石”，也就是說土的精華為石頭。後來

道教的高手們繼續深化研究，發現“石之陰精為玉，石之陽精為

金”，也就是石頭中陰陽俱全，陰這一面的精華就是玉，陽的這

一方面精華就是金。金和玉可都是讓人成仙的寶貝，這不就是

滋養神仙的東西嗎。

所以說崑崙山上玉石多，正好滋養了神仙西王母，為甚麼滋

養出來的是一位女神仙呢，正是因為崑崙山上玉石多，這正是石

頭陰的一面啊—而孕育了孫悟空的那塊石頭肯定是含有金的

成份更多一點。

正因為石頭中富含神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看各類筆

記故事裡，神仙們的飲食主要是石頭為主。像西王母這樣高級

一點的神仙就把玉石進行深加工，製成液體，磨成粉麵，是家居

必備之物。《西遊記》裡孫悟空推倒了鎮元大仙的人參果樹，四

處求人補救，每到一處神仙們很歡迎他，都請他喝玉液瓊漿就是

一個例證。

許多凡人無意之中到了仙界，神仙招待他們的一般也都是這

些東西。比如《神仙拾遺》上說嵩山有個老頭掉入一個山洞，遇

見兩個神仙，神仙就給他喝了一杯飲料，然後讓他從一口井中返

回人間，這口井裡有好多青泥，味道鮮美，不知道是甚麼。回來

之後這人就去問張華，張華說你喝的是玉液，那青泥就是石髓。

那口井顯然就是神仙的糧倉，之所以放到井裡，因為石髓這

種東西是高溫冶煉出來的，需要一定的保存環境，否則就會變成

石頭。《神仙傳》上有個人叫王烈，無意之中看了神仙們冶煉石

頭，他在太行山裡修道，突然看見大山崩開一道口子，兩旁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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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中間有一個一尺寬的口子，有像青泥一樣的東西流出，王

烈拿出一塊團成丸狀，像熱蠟一樣很快就成形了，氣味像是粳米

飯，吃起來也像。他帶了一些回去給朋友看，結果拿出來的時候

發現那些東西都變成了石頭。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是神山開裂，神仙們用自來水的形式給

人間輸送神仙藥—石髓，這種東西對於神仙來說應該就像喝

的粥。光吃粥肯定不行的，還要吃些乾的才行，這乾的最好當然

是石頭的精華—玉。如果到處採集就會太累了，神仙們就開

發了新的方式：種植。

西王母請周穆王吃了玉樹之實，這種樹在別的神仙家也有。

《酉陽雜俎》裡說晉朝的時候，有個叫蓬球的人去山裡砍樹，聞

到一股異香，循著氣味找過去，看見一個大宅院，他走進門去，

先看到五棵玉樹，有四個美女在彈琴。少女們似乎認識他，說：

“蓬君怎麼來了？”蓬球說跟著香味來的，然後少女繼續彈琴，

不跟他說話。蓬球覺得餓了，還想去吃這玉樹上的露水，結果被

神仙趕了出來。

蓬球這是沒有仙緣，如果有仙緣，神仙還送你玉樹的種子。

《仙傳拾遺》上有個人叫陽翁伯，非常孝順，父母去世後，他在

父母墳前痛哭流涕，感動了上天，在墳墓一側流出一道泉水，陽

翁伯將泉水引在路邊，供行人飲用。一個老頭在這裡飲馬後，送

給他一罈石子，說這是玉種，你要是種到地裡就會結出玉石來。

陽翁伯種下，果然很快就長出了一對白璧。不過他沒有吃這對

白璧，而是將白璧作為聘禮娶了一個媳婦，然後跟著媳婦一起升

天了—他可真是甚麼也不耽誤啊。

吃石頭這麼講究的當然都是高級神仙，對於神仙裡的屌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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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卻只能在人間直接吃石頭，例如《神仙傳》裡就有個老頭經

常煮石頭吃，乾脆用石頭命名，就叫白石先生（不姓齊），還有

個叫焦先的人也經常煮石頭，他說石頭吃起來有股芋頭的味道。

即使是山珍海味老吃也會煩，何況芋頭，而且芋頭這東西吃

多了容易脹氣，屁多。所以許多神仙都開發出農副產品，首先當

然是農業，他們要種植自己的農作物。

就算種植農作物，他們也盡量考慮到石頭成份的吸收。《廣

異記》上說秦始皇聽說有不死草，就去問鬼谷子哪裡能找到，鬼

谷子說在東海中祖州上，長在玉田裡，把秦始皇忽悠得口水直

流，派徐福帶三百童男、三百童女去海上尋找。

但是他也不想想，如果能有不死草，徐福會帶回來給他嗎？

果然徐福一去不返，據說他就自己成仙了。徐福得道之後想必

是把人間的農業與仙草的種植技術結合到了一起，唐朝的時候

有個人在海上漂流，遇見了徐福，徐福請他吃的是飯，而不是

玉石。

神仙們散居在各地，由於其資源和稟賦不同，所以開發出的

品種也不同。西王母開發出來的是桃，在天上種成一大片桃園，

而東王公培育出來的是瓜，名為空洞靈瓜，鎮元大仙種的特產當

然就是人參果了。《西遊記》裡孫悟空的造反被鎮壓之後，各位

神仙就紛紛獻上自己家裡的特色產品，赤腳大仙送上的是交梨

火棗，南極仙翁送上的是千年靈芝和千年碧藕—西王母招待

周穆王時，使用了千年碧藕，估計是採購自南極仙翁的。

觀察神仙們的這些農作物，就會發現三個特點，第一是成

熟週期長，動不動就幾千年。例如《西遊記》蟠桃園裡的桃子就

分為三千年一成熟、六千年一成熟和九千年一成熟，鎮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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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三千年成熟，週期也是

九千年。不過這都還不算甚麼，《拾遺記》上說東王公的瓜“四

劫”才能成熟。劫是個時間概念，按照佛教裡對“劫”的解釋，

四劫意味著一個世界從生發到毀滅的全過程，這可真是“我等到

世界的盡頭”。

第二個特點是個頭大。《神仙傳》上說沈羲被神仙接到天上

見到了太上老君，老君除了給他仙丹吃，還給他吃了兩枚棗，這

棗跟雞蛋一樣大。按說不小了，但是跟安期生的棗比起來還是

太小了，《神仙傳》上李少君對漢武帝說他在大海上遇見了安期

生，安期生吃的棗子比瓜都大。

第三個特點是質量高，密度大，凡人一吃就飽，一頓頂好幾

頓。《劇談錄》裡有個人叫嚴士則，在山裡遇見了神仙，神仙就

給他拿了一顆小豆一樣的東西讓他煮了吃，他吃了半粒就飽了。

神仙的飯是這樣，酒就更了不得，似乎度數特別高，凡人一喝就

醉。《神仙傳》裡說麻姑下凡帶給大家天上的酒，必須要兌了水

才能喝，否則就會腸穿肚爛—這不是高濃縮度的酒精嗎？天

上能夠釀造出這種酒來或許就是因為天上的釀酒原料質量高，

密度大。《文樞鏡要》上就說在崑崙山旁邊一個名叫赤縣洲的小

山上長著一種“玉紅草”，吃它一顆果實，就醉三百年，那腸穿

肚爛的酒估計是用這種草釀製而成的。

《述異記》上說魏文帝的時候天上掉下幾粒朱紅色的李子，

吃上一粒好幾天不用吃飯，幸運的是有人把果核留下了，現在有

一種又大又甜的安陽李子據說就是這樣種出來的，不過南橘北

枳，這東西種在凡間只是又大又甜，好幾天不用吃飯的功效就消

失了。當年西王母請漢武帝吃桃，漢武帝想把桃核留下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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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西王母明白告訴他：“這兒的地太薄，種不出來。”

幸好大部分水果現在人間都有種植，隨著各類技術的使用，

個頭也是越來越大，我們不用太遺憾桃和李子這樣的水果，最值

得羨慕的是我們這兒沒有的水果。

據我閱讀所見，有兩種食物最令我羨慕，一種是鳳腦芝，一

種是龍根脯，這兩種食物已經脫離了普通食物只能讓人吃的低

級趣味，它們不光是食物，還是坐騎，融植物的甜美與飛禽走獸

的彪悍於一身。

先看龍根脯，《玄怪錄》裡說在巴邛有個人種了一大片橘林，

這年下霜之後許多橘子都收了下來，只剩下兩個橘子掛在樹上，

這兩個橘子特別大，像罐子一樣。大家都很奇怪，把橘子摘下

來，打開後卻發現每個裡面都住著兩個老頭兒。老頭們在下象

棋，一個老頭說：	“我餓了，想吃龍根脯。”從口袋裡掏出一個

草根，也就一寸大小，但形狀如龍。老頭一邊削一邊吃，每削一

刀，那東西就自動補齊。老頭吃飽了，拿清水一噴，這東西竟然

變成一條龍，帶著四個老頭飛升而去。

龍根脯是神仙的食物，我們凡人可遇不可求，但鳳腦芝卻是

可以想一想的。《酉陽雜俎》裡說，首先你要在地上挖一個六尺

深的坑，把一塊瑰寶種在地裡，然後用黃泉的水澆灌，用土牢固

培育，三年後就會長出一棵像葫蘆一樣的東西，這可不是葫蘆

娃，結出來的果實像是桃子，有五種顏色。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鳳

腦芝，吃了它之後，吐口唾沫就能變成鳳凰，騎上鳳凰就可以飛

升到天上。

如果我們有這種食物，哪怕吃了之後不上天，只在人間也能

解決擁堵問題，我們早上起來可以把龍根脯或者鳳腦汁當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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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吃出龍或鳳凰來，然後騎著上班就走了—這該多麼拉風，

楊過與神雕甚麼的都弱爆了。

既然龍和鳳凰都可以從地上種出來，在天上這兩種神獸估

計就跟我們養的家畜一樣，所以天上吃個龍肉甚麼的就跟我們

吃牛羊肉一樣隨便。《西遊記》裡孫悟空闖進蟠桃大會看見的菜

品之一就是龍肝鳳髓，後來如來佛祖降服孫悟空，玉帝設宴招

待，也有龍肝鳳髓，但是佛祖吃素，這菜肯定不吃。

注意這裡只說了龍肝鳳髓，就跟我們吃豬下水一樣，只取了

一部分，或許這是龍和鳳身上最精華的部分吧，諸如龍肉等其他

材料估計就隨手扔掉了。《聊齋志異》上有個故事就說，龍堆之

下，掘地數尺，會看見龍肉，隨便吃。估計這個地方就是上天處

置龍肉的垃圾堆，可憐人類，刨到了垃圾堆都這麼興奮。蒲松齡

老師告訴我們，吃的時候不能說龍這個字，否則就會被雷擊死。

畢竟吃垃圾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想吃就吃，不要聲張。

蒲老師在這裡只模糊地說了一個叫龍堆的地方，不知道確

切位置，如果知道，現在估計開採成風了。我要知道這個地方

的話，就不開採，因為既然這個地方是龍肉垃圾堆，龍一定是在

廚房屠宰的，天上的廚房肯定就在這附近，我要設法找出廚房

所在。

神仙的廚房叫天廚，《甘石星經》上說天廚有六顆星，在紫

微宮的東北，是百官的廚房。紫微宮是天上玉帝住的天宮，很顯

然，廚房就是為玉帝等百官服務的，裡面想必有不少廚師，天上

的神仙外出訪問都會帶著廚師。西王母會見漢武帝的時候，漢

武帝準備了許多好吃的，西王母連看都不看，吩咐天廚為自己做

飯，有意思的是後來上元夫人過來也帶著天廚，又專門為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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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桌。這還只是出了個小差，有時候神仙犯了錯誤，被貶下人

間，天上還派一個廚師跟著。

《子不語》上說有個叫曹能始的官員吃飯特別精細，家裡有

個廚子也非常善於烹調，曹能始請客，只要沒有這個廚師大家就

吃不高興。某一年，有人向曹借這個廚師，廚師不去，對曹說：

“你原本是天上的仙官，我是天廚，所以才給你做飯，其他凡人，

我伺候不了，你也快死了，我就先走一步了。”說完就飛升而

去，不到一年曹能始就死掉了。

神仙們走到哪裡都帶個廚師，並不是他們太奢侈，而是神仙

們有潔癖，例如看大米都是蛆蟲，這可咋吃，所以人間的供奉只

能吸食氣息，就算他們克服了心理障礙真的去吃，他們的脾胃太

虛弱，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甚至吃了還會死掉，例如巴豆。

《五雜爼》說“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死”。

所以神仙們到處都帶著一個廚師，就為防止有些凡人的加害。

有趣的是，人死為鬼，但如果神仙死了也成為鬼，他們還用

吃飯嗎，請看下一個話題—鬼吃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