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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黎朔 著

八仙俗文學研究（上）



提    要

八仙對人們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許多地方都有祭祀八仙的廟宇，民間藝術亦

常以八仙為題材，製作成石雕、木雕、竹雕、剪紙等工藝品，裝置在居家顯眼之處，除了美觀，

也有祈求八仙庇護意味，所以宗教與民俗領域中，八仙可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而宗教與

民俗與俗文學關係密切，故本文以「俗文學」為主要材料，探討八仙與民眾間的關係。

八仙的出現與「神仙信仰」、「數字崇拜」有關係密切，而八仙事蹟能在民間廣泛流傳，則

是借助於俗文學力量。唐宋時期的八仙傳說，皆為短篇形式出現，它們大多為宗教的宣傳品，

其中揚善懲惡的故事情節，極具社會教育意義。元代以後，八仙中長篇小說出現，小說家改寫

整合舊有傳說、戲曲，雖然情節仍未脫離道教修練、成仙等思想，卻也有部分擺脫宗教束縛，

呈現了仙人世俗與鮮活的個性，使他們更平易近人。在戲曲方面，在宋代社火就有八仙小戲

出現，元代以降，八仙戲曲倍增，它們性質、功用各有不同，作者藉由它們抒發對神仙世界的

嚮往之情，或是對現實生活無常的感嘆。八仙戲曲引人入勝的情節與精彩的肢體表演，使其廣

受民眾歡迎，因此許多地方劇種也對它們加以改編、演出，使八仙故事更加普及，與民眾的生

活、情感愈加貼近，進而成為華人心中和諧、圓融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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