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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仙外史》

内容概要

书叙天宫天狼星下界投胎洪武宫中，为燕王棣；嫦娥降生山东孝兼唐家，乳名赛儿。赛儿自幼聪慧绝
伦，蒙天师相助，习成天书剑法，又得玉帝玉玺一颗，名曰“月君”。赛儿择青州卸石寨立基。棣智
勇过人，封燕王，居北平，欲谋帝业，遂屯粮聚兵，俟机南下。建文四年，燕军破京，棣即立，建文
帝逃。赛儿为助建文，于山东起兵。各路英雄闻之，皆来投靠。棣大肆杀戮，忠臣难保，剑仙聂隐娘
等女仙救之，齐至卸石寨。山寨一时文宙武将，人才济济。月君青州起事，连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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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仙外史》

精彩短评

1、当作消遣的古代神怪小说来看的，但也不算顶尖的。
2、喜欢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推荐，这本书很有意思~
3、曲园先生曾言 吕熊平生学问 皆在此书 然以余观之 吕文兆才情 却也甚是一般 若非洪昉思之批阅 凭
此书欲赢得"天下士"之名 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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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推翻旧史撰新篇——正统文士心中的历史（评吕熊《女仙外史》）世之小说多如牛毛，仅明清之
白话小说，亦数不胜数。然以类分之，大致皆可分入历史，神魔、侠义、公案、世情等类之中。当然
也有不好分者，譬如这部《女仙外史》，若归于神魔类，其中神怪处并不甚多，且多以战场斗法之情
节出现；而此类情节在历史小说中也多有，似不足为据。且作者一本正经地叙以年月，以演述正史之
面目出现，内中多为历史人物，故难以定其为神魔。若以历史小说目之，则又不可：内中事显然为编
造，绝不可信。历史小说讲究的是“羽翼信史”，岂能容此等“外史”混杂其中耶？故此书似有些不
伦不类。其实作者吕熊不过是推翻旧史，另撰新篇，演绎的是他心中的那段历史。有明一代，最讳谈
者莫过于“靖难之役”。想太祖传位于长孙（长子已殁），合情合礼；且立有遗诏，藩王无事不得擅
自入京。何物燕王，自负雄才大略，久怀异志；至太祖崩，竟以汉七国之“清君侧”为名，举兵造反
，号曰“靖难”，以抗王师。初以为其不过是飞蛾扑火，螳臂挡车，自取灭亡耳，岂料竟由北至南，
打破京师，窃取帝位！王师百万、忠臣义士，尽遭屠戮，死于“靖难”者不计其数。使得甫自休养生
息，恢复生机之北方百姓，重遭战火、又历兵厄。若世无朱棣，岂有此等事哉！可恨燕贼，竟以数百
万生灵之性命换取帝位，仅为一已之私欲，便大开杀戒，荼毒人间，使得民生凋蔽，生灵涂炭，岂不
可杀！即至今日，亦颇使人不平，况明清之正统人士乎？正统观念：“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
朱棣乃太祖之第四子，且系庶出，自不当立。人心向背，即此可见。且燕贼系造反，又违太祖遗命，
处处于礼不合，与正统观念相悖。故当时即有正统人士怨愤难平，私作野史，以抒胸臆。被贼侦之，
便遭杀戮，书亦焚毁。除殉国者外，诸正统人士迫于燕贼淫威，敢怒而不敢言耳。然公道自在人心，
是非曲直，自有后人定论。燕贼堵得时人之口，却堵不得天下万世人之口也。且时人口虽不言，然心
中之历史，岂是他朱棣可一笔抹杀的？故至后文网较宽时，便有人出来大作文章了。《续英烈传》，
明末秦淮墨客所作。《英烈传》叙的是大明开国历史，意在表彰郭英鄱阳湖射贼（陈友谅）之功；而
秦淮墨客所作之续书，实与原书无干，写的是“靖难”事。虽称朱棣亦曰“天命”，但显然情系建文
，于其逊国后仍据传闻颇多落墨。其叙事口吻与正统文士无二。故可推知，在明末，此事已非绝口不
谈，一谈便召致杀身之祸的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又有人作《承运传》，站在朱棣一
方来批驳前者。用小说来驳小说，亦为我国一大特色，然与本文无关，便不再提。至清初，这种正统
观念，又与反清的情绪合二为一，故有鸿篇巨制《女仙外史》横空出世。《女仙外史》一百回，叙朱
棣造反、赛儿勤王之事。唐赛儿乃嫦娥降世，“掌人间劫教”；朱棣乃天狼星临凡，谋求帝位。至建
文四年，燕贼窃位登基，年号“永乐”；允炆逊国出亡，云游天下。唐塞儿乃举起义旗，号召勤王。
赛儿本为女仙，又受九天玄女七卷天书及诸多本领，神通广大；更兼有诸剑仙相助，吕军师等出谋画
策，局势渐大。诸忠臣义士及其后裔皆纷纷来投，威震山东。赛儿乃号为“帝师”，仍奉建文年号，
讨伐燕贼；至二十余年，乃终于兵临北平城下，燕逆求和，不许，眼见得便要一战成功了。恰在此时
，鬼母天尊临凡，剑斩燕逆，并召嫦娥回天复命。赛儿无奈，归天去也。燕世子即位，召抚诸忠臣义
士；允炆亦在外云游，不愿归来。众人星散，将成之大业，竟功亏一篑！全书结束。据《明史》载，
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发生在永乐十八年（公元１４２０年），唐赛儿一度攻城掠地，威震
山东，但不久即被震压下去。而作者竟将此事提前了十几年，与本毫不相干的“靖难之役”硬扯在一
起，说唐赛儿起义是为了“勤王”，这显然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史实的。但作者竟据此敷演出了六七十
万字的长篇小说，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极少见的。（民国时，有人作《反三国演义》，说蜀汉刘氏
一统天下，与此书相近。）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就是一个正统文士的心理了。原先（在明朝时
）不敢说、不能说，而现在（清朝）终于能说了，便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激情发泄出来（这其中还应包
含着一些反清情绪，但作者写得很隐晦，不易看出来）。试看，在此书之前，谁敢将朱棣称作“燕贼
”、“燕逆”呢？此书便大斥其为妖邪，并把被永乐称作“妖妇”的唐赛儿视为“女仙”。让她率领
一干忠臣义士，把朱棣打得抱头鼠窜。最后燕贼恶贯满盈，被鬼母天尊一剑取了性命，真乃大快人心
也！然大违史实，但此等结局乃人们心中所愿，这或许也是此书问世之初颇为畅销的原因吧。（像这
样“光明结局”的写法在小说中倒十分常见，如《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中写杨家将灭辽平西
夏；《说岳全传》中写岳家军灭金等，皆大违史实，只为快人心而作此光明结局。但此类书也只在结
尾的少数几回书里大违史实地安个“光明的尾巴”，而在大部份的篇章里还是有所依据的。不像这部
《女仙外史》，整个故事框架都是虚构的，写的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上的战争”。）此书
也可被称作“架空历史小说”。那么，像这样一部“编造历史”的小说，文字也并不是太出色，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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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不到什么好评才是。可事实却是，此书一问世，便好评如潮。不但成为当时的“畅销小说”，而
且当时的诸此书一时间名声大噪，洛阳纸贵。相比之下，此书今日之光景，便要“惨淡”得多了：不
但读者少得可怜，恐怕连知道它的人也不会很多。且专为此书作论文、评介的专家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甚至有一学者称此书或研究此书纯是浪费时间、虚度生命（那么国家大规模地多次印刷古典小说名
著（其中当然包括此书），自然也是白白浪费纸墨了，读者买便是浪费时间金钱）。说实话，这位学
者（杜贵晨）的文章（论《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对我是有些影响的，曾一度打消了我看此书的积极
性。不过还好，我买的这部《女仙外史》才花了三块钱（绝对正版，只不过旧些），算不上浪费钱吧
。看过之后，感觉还可以，虽不是太优秀，但行文布局等方面还是很有特色的，杜教授末免言过其实
、有失偏颇。由此我想，凡事需要自己拿定主意，绝不可人云亦云。在杜文之后，我又看过一篇评介
《女仙外史》的长文《对“正统”与“天命”的荒唐阐释》，论述较为精确、公允，且资料也较为丰
富，我还作了一点摘抄。正是此文使我对这部书又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我看完此书后，去网上一查
，查到的只有评介《女仙外史》的只言片语，并无专门的文章论述。大多数情况是因谈别的事而偶有
几句话涉及此书。如，有的谈“九天玄女”而提到此书；有的谈民间宗教与小说之关系；有的谈“大
同婆娘”（“扬州瘦马，大同婆娘”乃两地名妓的代称。《女仙外史》中的柳非烟乃大同名妓）；有
的谈唐赛儿起义；有的谈神魔、剑仙类小说等等。由此我想看过此书的人或许还不少，只是无人踏踏
实实地花些时间来研究它。（是不值得吗？末必。）  再回来说，此书为什么在康熙年间初问世时能
得到众多名士乃至大官的青睐呢？要知小说一道，历来被视为是“稗官野史”，上不得台面的。正宗
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者尚如此，何况这部向壁虚空“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刘廷玑《在园
品题》）的《女仙外史》呢？不但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放下架子来写序、跋，连那写出《长生殿》传
奇的大名士洪昇也为此书写回评，大肆吹捧（有人据《红楼梦》脂批提到“《女仙外史》写的回评作
对比认为洪升即是《红楼梦》的作者，而脂砚斋即洪之妻。其论惊世骇俗，“红”书居然与曹雪芹毫
无干系了，不知有人赞同否。）更有那位道貌岸然、以封建士大夫自居，恨不能将“稗官野史”“淫
词艳曲”等“坏人心术”的小说尽数把来烧了方快意的刘廷玑，居然也为此书写品题，不温不火地赞
了好几句。他刘廷玑不是最恨“怪诞”、“虚妄”的么？怎么会倒来赞成此书？他姓刘的不是最恨“
淫词艳曲”么？有一字涉于“非礼”，刘廷玑不也是要厉声痛骂的么？怎么此书有多处涉及到床第之
私，他姓刘的反来赞它？诸多怪现像。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了。其实，余以为，这还是正
统文士的心态问题。当日的文士还是肯定传统的宗法制度，心系建文；且时值清初，众文士即便没有
对清的抵触情绪，但总还会有些对故明的怀念之感的。（这点从孔尚任作《桃花扇》便可证明。孔尚
任生于顺治年间，并非前明遗民，但看他的《桃花扇》传奇之中，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故国之感！）此
书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触犯时忌之处，且写出了众人心中久欲说而末曾说出的话，众文士当然乐于为此
书作点宣传、写些评语了。这是在下的拙见，浅显得很。估计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可惜在下不知，只
得作罢。说几句这个唐赛儿吧。历史上的唐赛儿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据说她很有些法术（左不过是
些哄弄愚民的玩意儿）,百姓乐从，尊其为“佛母”。其实还是靠宗教力量来团结民众（这种利用宗教
秘密结社的形式来发展力量，搞起义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且历史久远。远至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近则可至几年前的邪教“法轮功”），但她倒底是什么教，说法竟不统一：我从网上查的，竟有八
卦教、明教、白莲教等多种说法。经在下再三推敲，觉得还是“白莲教”之说最为可靠。白莲教大概
是元、明、清之季发动起义最多的一个教派，且历史悠久，门徒众多，势力甚大，乃至官府屡禁不绝
，直至清末还在活动。唐赛儿起义虽声势浩大，攻城夺县，但仅一个来月便被平定，赛儿亦不知去向
，成为一个谜。永乐为抓她，竟把山东、京城的出家妇女抓了好几万（燕贼可恶！），仍不可获。但
据野史，赛儿为救众妇女，竟来自首；放了众妇女，杀她，却发现刃不能伤（刀枪不入！），随即神
秘消失。在野史中及民间，有关她的神异故事尚有许多，作者或许从中有所取材。但作者称其为“女
仙”而不认同政府所说的什么“妖妇”，这也应算是一个进步（其实并非是作者“阶级觉悟”高，赞
同所有农民起义者。他只是针对赛儿而言，因为她起兵反抗朱棣。）。只可惜这个观点的影响太小，
除本书外，在明清各种书籍之中，仍多称其为“妖妇”（《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平山东盗》条，可
参看。其它，如小说《三言二拍》中便有写唐赛儿的，仍称为“妖妇”，且淫荡无比。最后中了“美
男计”，被同床男子所杀。这种说法的影响似乎比本书还大，多有信以为真的，由此也可见《三言二
拍》的一个坏处。）。作者吕熊，在当时应是一个大名士，只可惜留到现在的资料确实很少。他写这
部书，其实也是很矛盾的。他同情建文，认为建文是正统，那理当是“天命所归”了；可为什么“正
不胜邪”，让燕贼窃取了帝位呢？他只好托诸神话，把这一切归为“天命”。故“天狼星”是奉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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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去夺皇帝做；而嫦娥也是奉命下凡去保建文。（老天爷大概也是糊涂了吧，怎么下这两道截然相反
的命令呢？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命”呢？无奈只得将这一切归之为“劫数”，“遭劫的在数，在数
的难逃”嘛，说到底是凡间的几百万百姓应劫该杀，连那洪涝、旱灾、蝗灾也是玉帝为应劫数而降下
界去大肆杀百姓的，这岂不是荒唐透顶！）让玉帝派下两股敌对势力到凡间去大肆拼杀，他老人家好
坐在天宫把这热闹看（瞧戏逗闷子呢），这可算是他吕熊的一大“发明”了，从无人敢这么写。《说
岳全传》第一回《天遣赤须龙下界，佛谪大鹏鸟临凡》，虽然也是天上下凡的两股神仙去拼杀，但只
好算作是玉帝与如来暗中较劲、斗法，与此书的玉帝派两股人去自家打自家毫不相同。他写的这个两
边都是“天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故吕熊一路写下去也是矛盾重重。一边说燕王该享二十多年的
天子之位，故他打仗“神风三阵助燕王，王师百万顷刻亡”；一边又说建文是真命天子，唐赛儿是顺
应天意举兵勤王。可偏偏又是赛儿所占的州府之地年年歉收，旱灾、蝗灾不断（玉帝降下来惩罚百姓
的），而燕王所占之地则物阜民丰，无灾无难。作者可能越编越觉得困难重重，到后来兵临北平城下
，实在无法再编了，便又让鬼母天尊奉命（这老天爷怎么老是乱下命令）去剑斩朱棣，并召嫦娥白日
飞升。而眼看就要破城，成功在即的军师、大将、兵士们便都不打了，那些忠臣义士们也都不想为先
辈报仇了，走的走、散的散，受召抚的受招抚，真乃咄咄怪事！怕是鬼也不信。吕熊这样编，末免太
牵强了。上面说了此书的许多“坏话”，抱歉抱歉。下边来说一下它的特色吧，首先便说这“《女仙
外史》论魔道”（脂批认为此类话语“甚奇”，余亦有同感）。传统观念，总认为“邪魔外道，人人
得而诛之”，可此书却不然，称现今乃是“魔道世界”，不但月君的一位仙师便是由魔道皈依观音的
，而且月君竟还和“魔教教主”刹魔圣手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姐妹，连那屡次下凡帮助月君的鬼母天
尊（刹魔主之姑母）也是由魔道归入天庭的。其中“刹魔主讲三千鬼话”等诸处议论新奇，而魔主也
自称“现今本教与三清、如来鼎足而三”。好嘛，释、道、魔竟成了三教，不知将儒置于何地？此等
“魔论”尚有许多，在下皆不可解，还望明者指示。书中斗法的描写并不甚多，主要还是靠人力行军
、定计斗将。书中有关炼剑、吞吐七窍、白光斩人等剑仙的描写，对后来清末乃至民初的《七剑十三
侠》、《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神侠小说”应有一定影响。书中斗法的内容也并非全抄
自《封神演义》，其中有些很有特色，譬如“刹魔圣主略揭翠霞裙，火首毗耶永堕红玉袋”，其斗法
场景便十分滑稽可笑。书中月君反复说“法术不可轻用”，但她却命几位剑仙用飞剑将十万倭夷尽皆
杀戮，看来作者对日本人也是深恶痛绝的，便索性将他们杀个干净。此书虽是“瞎编”，但很讲结构
，是作者整体规划、精心布局才完成的，倒叙、插叙、伏笔，设悬念，前后照应等手法运用自如，语
言也经过锤炼，很见功力。而且描叙战争也不像《封神演义》、《说唐全传》等书那样死板，不是战
场上斗法斗将，便是夜间偷营劫寨，顶多再加上断他粮道，再没别的了。此书作者却肯很费心力的用
计，几乎每场战斗中都要用些计谋（双方都用，并没有简单地把敌人当作傻子），而且思虑周全。但
每次都要出现一批新人物，当然还要死掉一批。有好多都是在本回一出即死。我认为这样会破坏故事
的整体性，减弱读者对它的兴趣。此书的艺术特色大致也就是这么多，除情节、语言出众一点外，也
别无长处。塑造人物也不是特突出，看过之后留有印象的也没几个。其他读者自能意会，无需在下饶
舌。现在要说的是，此书虽为虚构，但作者创作态度颇为严瑾，每战必标明具体年月，且为替建文报
仇，让那一帮“永乐功臣”，包括下西洋的郑和，出谋画策的道衍，大将朱能等，包括历史上平定唐
赛儿起义的柳升、卫青等，尽皆丧命。只没杀燕贼的那几个儿子，算是便宜他了。作者还详细为月君
制订了各种朝廷仪制，如官职、礼仪、科举、赋税等，皆细细列明。在这纸墨之上，一展作者的胸襟
抱负及所负之才，仿佛真有经天纬地之才一般。难怪有学者说此书一开后世“逞才小说”之先例。后
来的《野叟曝言》、《镜花缘》等，或许也受了点影响。这种在纸墨之间挥洒意气，借故事一展自己
生平之才，仿佛谈笑间便可平定天下的写法，左不过是书生“纸上谈兵”罢了。这在众多小说中多可
见到书生领兵破强敌的情节，不过是文人欲“平天下”的宿愿，几乎所有文人皆有此等想法，故不必
管它。（即便在下这等资质愚钝之人，亦曾写过战场冲杀、斗智设计、平定天下之类的文字，何况真
有才者乎？）在下花费了数日时光来看完此书，又耗去了几多心血方完成此文，虽写得有些杂乱无章
，但毕竟为自己尽心力所作，也算对得起此书了。从此将把这部《女仙外史》束之高阁矣，告辞告辞
。　　　　　　　　　　　————邯郸古道作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８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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