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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

刘　礼　堂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礼堂 ( 1963-) ,男 ,湖北大悟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主要

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摘　要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 ,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 ,

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 ,它产生于民间 ,盛行于民间 ,活跃于民间 ,扎根于民间 ,成

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 ,唐代长江流域

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 ,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

间信仰与祭祀习俗 ,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 ,探讨唐代该区域民

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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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巫术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 ,也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原始巫术仪式是人类最普遍的宗教仪

式 ,巫术和宗教是很难截然分开成立的 ,巫术时代应视为原始宗教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马克思曾经指

出: “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
[ 1]

(第 6页 )所谓“幻想”的形式当然包括巫术

信仰 ,巫术信仰本质上与宗教信仰是一致的 ,都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好巫尚鬼、重淫祀

由来已久 ,现依地域而论之。

一、长江上游的“信巫鬼、重淫祀”习俗

1986年 7月和 8月 ,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两个震惊中外的商代祭祀坑 [2 ]
(第 24

页 ) ,两个器物坑共出土青铜器 500多件 ,最著名的是立人像 1件 ,身高 170厘米 ,与真人相仿 ,大眼、直

鼻、方颐、大耳、细长颈 ,头戴花冠 ,双手极大 ,作持物状 ,着左衽长袍 ,前裾过膝 ,后裾及地。 赤足佩脚镯 ,

立于方座之上。庄严肃穆 ,似乎若非方酋则必大巫。对于立人像的身份 ,有些学者认为他是群巫之长 ,也

是万民之首 ,即蜀王
[ 3]

(第 41页 )。显然 ,这种青铜雕像处于最高层次 ,是沟通神人的人物。

发掘的青铜立人像有一处引人注目 ,就是尽管眼睛很大 ,但无眼珠 ,学者研究认为 ,青铜立人像身份

应为巫史 ,巫史在中国先秦时代曾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种情况在文字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尤为如

此。在文字典籍尚未出现的时代 ,知识——特别是神话、世系、史诗等等都是靠口耳相传。盲人因视力的

丧失 ,听力和记忆力往往特别强 ,民族知识也就掌握得特别多 ,因而成为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人物。直到已

有成熟文字的商代 ,仍就传播知识的学者称为“瞽宗” [4 ]
(明堂位 ) ,《左传·襄公十四年》正文引郑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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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Tang Dynasty 's Custom of Bel ieving in Witches and Ghosts ,

Pract icing Sacrif ice in Yangtze River Area

LIU Li-tang

( Schoo l o f Humanities, Wuhan Univ er 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 IU Li-tang ( 1963-) , made, docto 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 ties, Wuhan Uni-

versi ty , ma jo ring in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Folk belief and sacrifice in the Yang tze Riv er Area can be traced long back. Folk w as

established voluntarily and participa ted directly by the society members, Emerging and taking roo ts a-

mong them, constituting an impo rtant part of the spi ri tual li fe and folk culture o f the people, Sacrifi-

cial of fering is one kind of representa tion of the fo lk belief and in Tang Dynasty the custom of

'believ ing in withes and ghosts, practicing sacrifice 'w as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Yang tze Riv er area.

This a rticle, taking reference f rom the excavated a rtifacts and handed down li terature ma terial, t ries

to resea rch upon the folk belief and the custom of sacri ficial o ffering It cont rasts the di fference o f such

kind o f fo lk culture in various area and time, and also discusses it s development, local colo r and his-

to 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 the Yang tze Riv er Area in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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