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明清時期，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成為各種思想的重要載體，當時乃至後世普通民眾的世

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核心觀念很大程度上受到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在民間信仰的構建過

程中，以《西遊記》《封神演義》為代表的神魔小說無疑是最能集中體現這種狀況的典型文本。

本書通過對這兩部代表性文本的考察，揭示出小說中的神祇主要來自佛道二教以及流傳久遠的

民間信仰，數量龐大的神祇被小說創作者以特定方式整合，展現出一個跨越多個文本的、相對

完整的神祇譜系。這個神祇系統的成型，意味在古代中國民間信仰系統中「信仰─文學─信仰」

傳播鏈條的成型。這顯示出文學作品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創作者將信仰作為素材吸納

進作品，文學作品再通過各種傳播形式、介質在民眾之間流傳，轉而又對民間信仰產生極為重

大的影響。在這個鏈條當中，文學作品作為信仰變化的見證者與推動者存在，信仰則通過文學

的反映與傳播而獲得更多的信眾。

本書擷取《西遊記》《封神演義》中的部分神祇進行追本溯源之研究，重點考察了觀音、城 

隍、方相氏等神祇，以冀從其來源、傳播、流變的過程中考見古代中國民間信仰傳播與文學書

寫之間的特殊關係，同時也探討創作者對東西方神祇的整合態度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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