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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讲了很多鬼怪故事，但不是用来吓人的，它们会告诉你人类魂魄不安的秘密。
    先看明海清笔记小说里88则离奇、有趣的魂魄传奇故事，再听王溢嘉如何用迥异于传统的视野和方
法解读中国人的灵魂观，以及各种鬼怪、僵尸、地狱、附身、转世故事所含的文化与心理信息。
    王溢嘉出身医学，但比医师懂得更多的心理学，比心理学家懂得更多的生命科学，比生命科学家懂
得更多的精神分析。
这是第一次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方法，深入到明清笔迹小说中，探究中国人的灵魂观念。
欲知中国人的灵魂想像景观如何，且听这位“杂家”大师的独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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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溢嘉，一九五○年生于台湾台中市，台大医学系毕业。
毕业后即弃医从文，专事写作和文化事业工作，曾在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及《牛顿杂志
》、《台北评论》等十余家报章杂志撰写专栏，著作三十余种，曾获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十大好书、
联合报读书人版年度推荐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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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文化的特质　　文化的特质是构筑魂魄传奇的第四种材料。
本书谈的是明清笔记小说里的魂魄传奇，因此，它指的自然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质。
　　《汤公还魂》就含有这种材料。
汤聘从死亡到还魂期间的经历，用现代科学的语汇来说，叫做“超越性濒死经验”，它也是一种让人
困惑的特殊感官知觉经验。
根据医学哲学家穆迪（R.A.Moody）对濒死复苏病人的调查，“超越性濒死经验”包括：对自己的一
生做快速而整体的回顾，觉得自己正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滚动，遇到指引者、死去的亲友，看到具有
人形的灿烂光体，目睹光城，某人将他从肉体死亡中拯救出来，怀着不同的信念重返人间等。
如果以此来对照汤公还魂的情节，不难发现其中有颇多雷同之处：所谓“从童年至今各种琐碎久忘的
经历，又都随心血而来，如潮水般一一涌上心头”，乃是在对自己的一生做快速而整体的回顾；而“
被塞进巨人袖中”则是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滚动的知觉变形；路边打坐的和尚是指引者；孔子圣庙、
文昌帝君殿是伟大的光城；而观世音菩萨则是拯救者。
　　但根据报告，一个西方人在濒死复苏后，往往会说他“看到”的指引者是牧师、神父或天使，而
拯救者则是耶稣基督、圣母玛丽亚或上帝，至于目睹的伟大光城通常是像教堂之类的建筑物。
在比较之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它们其实是受到文化制约的特殊感官知觉经验，这些幻觉反映了一
个人所浸淫的某些文化特质。
　　在汤聘以文化特质来包装其特殊感官知觉经验的过程中，又显现出另一种中国文化的特质，因为
他的游魂所遇到的孔子、文昌帝君和观世音菩萨，分别是儒、道、释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儒、道、释是一直在互争雄长的文化势力，汤聘的游魂在途中“巧遇”这三个代表人物，可
以说是此一文化现实的投影。
　　大多数的魂魄传奇也都具有诸如此类的中国文化特质，而它是使这些故事显出“中国特色”的最
重要材料。
　　材料间的有机组合　　特殊的感官知觉经验、古老的思维模式、意识与潜意识的心理内涵、中国
文化的特质是构筑魂魄传奇的基本材料，它们就像碳、氢、氧、氮四种元素，可依不同的比例和方式
组合成种类繁多的有机化合物。
　　若将魂魄传奇拆解开来，则每一个故事其实也都是由上述四种材料依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
《屋顶上的太监》这个故事最简单，它所含的也许只有特殊感官知觉经验这种成分。
而《僧人与小蛇》则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古老思维模式外，显然也含有特殊感官知觉经验的成分，因
为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感官知觉经验。
　　大多数故事都含有三或四种材料。
《穆小琼复仇》这个故事除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心理内涵外，亦以“见鬼”此一特殊感官知觉经验来串
场；而女鬼要求张某为她刻的“穆小琼神位”，则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质；不过这种认为灵魂会依附在
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之东西上的观念，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譬如非洲的阿闪提人就认为死者的灵
魂会依附在他生前所坐的木凳上，而在人死后，这个代表其个人身份的凳子即被用煤灰涂黑，放在家
族的“凳屋”(类似中国的祠堂)，接受阳世子孙的供奉祭祀；因此，它其实也是人类古老而共通之思
维模式的显影。
　　至于《汤公还魂》这个故事，除了我们已提到的特殊感官知觉经验及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两种材料
外，汤聘游魂与孔子、文昌帝君及观世音菩萨的遇合经过，多少亦是在显示中国民间百姓的某种集体
心思，从情节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民间百姓对儒、道、释是三者都要，但却又各有评价。
在照顾灵魂这个问题上，儒家多少被认为是“徒具虚名”的，释家则显得“技高一筹”，而道家则是
儒与释间的中介角色。
至于汤聘这个读书人，平日在朝为官，讲的是孔孟的圣贤之道，但死后却渴望前往西方的极乐世界，
这种“外儒内佛”的心理样貌，更是自魏晋以降，甚多中国士子的心理样貌。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特质中亦纠葛着某些集体的心理内涵。
另外，“技高一筹”的观世音菩萨，她所施展的大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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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下一段柳枝，倒出净瓶里的神水，合土为泥，拍附在汤某的魂体上——其实是常见于原始民族的“
模拟巫术”，亦即古老思维模式的产物，而观世音菩萨不过是“螺髻庄严，金容满面”的女巫师罢了
。
在这里，古老的思维模式又和文化特质纠葛在一起。
　　总之，拆解任何一则魂魄传奇，我们都可以发现它是由上述四种材料依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的心灵图谱>>

编辑推荐

　　笔者从最接近我们的明清笔记小说着手，定出魂魄、命运、情色、妖精、奇诡五大主题，先筛选
出最具代表性而又有趣的故事，译为白话，作为解读、论述的材料：然后用迥异于传统的视野、心态
和方法进行解读。
一方面回顾过去，到更古老的诸子百家思想里去寻找它们的观念源头：另一方面则立足当代、放眼世
界、以现代心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的相关档案与知识，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和解构，以期对中
国人的心灵样貌——包括它们所呈现的人类普同性与所流露的中国独特性，都能有较深刻的掌握和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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