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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 代 民间节俗包含 了大量巫术的因素 ,主 要分为祈求、驱鬼、辟邪、祛病、祭祀五种形态 ,并 贯穿 了求生拒

死、趋吉避凶的主题 ,在 一定程度上表达 了宋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愿、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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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巫鬼信仰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诸

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无不

留下巫文化深刻的印痕。就节 日习俗而言 ,既凝结

了宋人浓厚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 ,又显示其独特的

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 9是 民间文化的一面多棱镜。

节俗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集体性和传承性。从内容

上看 ,融祭祀、服饰、饮食、社交、农事、游艺、竞技等

于一体 ;从形式上看 ,既 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尤其

是祈福求祥、驱鬼除祟、驱瘟除病、祛邪禳灾、敬神祭

祖等活动更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 祈求巫术

祈求巫术是指人们以一定的方式 ,通 过求助于

超自然力来满足自身欲望的巫术 ,在节俗活动中主

要表现为祈福祈祥。古人视
“
寿、富、贵、安乐、子孙

众多
”
E1彐 (卷 下《辨惑第十三》)为 福 ,因 此祈福一方面

是对生命诞育和延续的关注 ,如祈子祝殖、为老人祈

寿延年、为小孩祈福降祉等 ;另 一方面则是对生存状

态的重视 ,是人们企求富贵安乐愿望的表现。

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 ,宋代民间

衍生出各种求子风俗。如 ,襄 阳一带 ,每年正月二十

一日有系石宜子之俗 ,是 日
“
谓之

‘
穿天节

’
,云 交甫

解佩之日,郡 中移会汉水之滨 ,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

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 ,以 色丝贯之 ,

悬插于首 ,以 为得子之祥
”
匚2彐 (卷上)。 简州玉华池 ,

“
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 ,漉得石即是男 ,瓦 即是女 ,

自古有验
”
匚3彐 (卷 76)。 这些与石有关的祈子遗俗源

于初民的灵石崇拜 ,是 将石作为能带来生育希望的

神物 ,认为无子或不孕妇女只要向石祈求、跪拜或采

取戴石、摸石、投石等方式 ,与石产生神秘感应 ,便可

如愿。七夕为传统的祈祭牛女之日,民 间在这一天

要行乞子、乞巧、乞富之事。据周密《武林旧事》卷 3

载 :“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及泥孩儿 ,号
‘
摩喉

罗’
,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 ,其直不赀。并以蜡印凫

雁水禽之类 ,浮 之水上。
”
从表面上看 ,“ 以蜡印凫雁

水禽之类 ,浮 之水上
”
只是一种带游戏性质的水嬉活

动 ,实际上是唐时祈子巫术的延续和变异。唐人薛

能《三体诗语》引《唐岁时记事》云 :“ 七夕 ,俗 以蜡作

婴儿形 ,浮水中以为戏 ,为妇人宜子之祥 ,谓之化生。

本出西域 ,谓 之摩喉罗。
”
宋人沿袭这一奇俗 ,并推陈

出新 ,代之以凫雁水禽之类精美的蜡制品 ,“ 以黄蜡

铸为凫雁、鸳鸯、潞艉、龟、鱼之类 ,彩 画金镂 ,浮于水

中,谓 之
‘
水上浮

’”
E4彐 (卷 8)。 摩喉罗(一作磨喝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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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兼具宜子、乞巧的涵义而成为大众喜爱的一种

应节流行商品。北宋京城开封每逢七月七 日,“潘楼

街东宋门外瓦子 ,州 西梁门外瓦子 ,北 门外 ,南朱雀

门外衙 ,及马行街内 ,皆 卖磨喝乐 ,乃 小塑土偶耳 ,悉

以雕木彩装栏座 ,或 用红纱碧笼 ,或 饰 以金珠牙翠 ,

有一对直数千者
”
匚矧 (卷 8)。 市场上出售的摩喉罗

做工考究 ,价值不菲。原为泥塑土偶 ,后在材质上发

生很大变化 ,有木制的 ,也有用金银、象牙、玉石等贵

重材料制成的 ,从表情动作到服饰栏座 ,每一细微处

都认真妆点 ,从而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摩喉

罗以苏州 、平江、揶州等地所产尤佳 ,苏 州泥孩儿号

称天下第一 ,而
“
临安风俗 ,嬉游湖上者 ,相 尚多买平

江泥孩儿 ,仍 与邻家 ,谓 之土宜像
”
匚5彐 (后 集卷 2)。

“
揶州田氏作泥孩儿 ,名 天下 ,态度无穷 ,虽京师工效

之 ,莫能及
”
匚6彐 (卷 5)。 由于人们对此种节物 的偏

爱 ,七 夕市井之中便时常 出现手执荷叶的小孩儿 ,

“
效颦摩喉罗

”
匚7彐 (卷 3)。 值得注意的是 ,七 夕 ,“丿L

童辈特地新妆 ,竞夸鲜丽
”
E4彐 (卷 8),精心妆扮的儿

童之所以成为节日的一大亮点 ,是 因为他们被认为

具有一定的生殖感染力。而宋人的乞巧活动如种

生、穿针亦带有明显的生殖崇拜痕迹。据《东京梦华

录》卷 8记载 ,京城人家
“
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

苗。⋯⋯又以瓜雕刻成花样 ,谓 之花瓜。⋯⋯又以

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 水浸之 ,生 芽数寸 ,以

红蓝彩缕束之 ,谓之种生
”
。生苗生芽是从作物的萌

生引发对生殖的联想 ,具有异质同构的相似性 ;雕刻

的花瓜也是生殖象征物 ;至于七夕妇女望月穿针更

具有乞巧、求子的双重含义。引线穿针从表层看是

乞求双手灵巧 ,但这一动作本身也是对阴阳两性结

合的模拟行为。金盈之《醉翁谈录》卷 4云 :“其夜妇

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其实此针不可用也 ,针褊

而孔大。
”
这里所使用的针显然已超出实物本身含

义 ,但寓意较为隐晦。实际上 ,“月亮被认为是与女

性有着特殊而直接的联系 ,它成为生育之力的象征
”

匚8彐 (212— 213页 )。 陈师道《后山丛谈》卷 5说 :“ 中秋

阴暗 ,天下如一 ,中秋无月 ,则 兔不孕 ,蚌 不胎”荞麦

不实。兔望月而孕 ,蚌望月而胎 ,荞麦得月而秀。
”
因

此 ,七 夕妇女望月穿针应蕴含大致相同的意思。此

外 ,民 间每逢社 日出嫁之女都要回娘家 ,宋人认为此

举有利于添丁进口,其 中二月的一次
“
名曰归宁 ,旧

俗相传是 日归宁则多外甥
”
匚9彐 (卷 3)。 而八月秋社 ,

“
有士庶家妻女归外家回,皆 以新葫芦儿、枣儿等为

96

遗 ,俗谚云谓之:宜 良外甥儿’之兆耳”
匚10彐 (卷 4,“八

月”条)。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为中和节 ,“ 民闾尚以青

囊盛百谷、瓜、果子种 ,互相遗送 ,为献生子
”
E10彐 (卷

l,“ 二月”条)。 以多籽的瓜果及种子相赠 ,也是希望

借此产生某种神秘感应而得子延嗣。

宋代民间节俗渗人孝敬长辈、体恤幼弱的家庭

伦理观念 ,使巫术行为具有明显的情感趋向。老人

是家庭、家族的尊长 ,元 日饮椒柏酒、剪青幡 ,冬至献

鞋袜和守冬守岁之俗 ,都包含了为老人祈寿的深意。

东汉崔定《四民月令》云 :“正月之旦 ,进酒降神毕 ,室

家无大小 ,次坐先祖之前 ,子 孙各上椒酒于家长 ,称

觞举白。
”
E11彐 (卷 958)饮 椒酒流传久远 ,意 在除病祈

寿。因古人视椒为北斗七星中玉衡之星精 ,认为年

长者服食可身轻如燕 ,延 缓衰老 ,而柏与
“
百
冖’
音谐 ,

并具有岁寒不凋的特性 ,历来被看作长寿的象征 ,故

以柏叶和椒一同浸酒饮用。元日,一些地方还
“
以鸦

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 ,围 一大幡 ,或 以家长年龄戴

之 ,或贴于门楣
”
匚12彐 (卷 5,引 《皇朝岁时广记》)。 按照

五行观念 ,东 方属木 ,色 青 ,正 与万物复苏的春天相

配 ,剪青幡戴在长者头上或贴在自家门上 ,是将其作

为瑞物 ,寓意年丰人寿。宋代冬至与元旦、寒食并称

三大节 ,“冬至谓之亚岁 ,官府民间各相庆贺 ,一如元

日仪 ,吴 中最盛。故有
‘
肥冬瘦年’之就。舂粢糕以

祀先祖 ,妇 女献鞋袜于尊长 ,亦古人履长之义
”
匚7彐

(卷 3,引 《杭州府志》)。 冬至妇女向长辈敬献新鞋新

袜 ,具有
“
迎福践长

”
匚13彐 (卷 2)的 巫术象征意义。宋

代民间流行
“
守冬爷长命 ,守岁娘长命

”
匚9彐 (卷 4)的

俗谚 ,因 此冬至前一夜要守冬 ,除 夜无论士庶更是
“
围炉团坐 ,达旦不寐

”
匚4彐 (卷 10),各 齐宵夜果子 ,或

博戏取乐 ,或把酒共欢 ,以 度过漫漫长夜。

在为老人祈寿的同时 ,人们也为小孩祈福 ,诸如

卖痴呆、卖口吃、开聪明等岁时民俗事象 ,究 其 目的

都是为了使小儿易育和健壮聪明。卖痴呆亦称卖

懵 ,此俗主要盛行于两宋江南一带 ,如镇江 ,“ 除夕之

前 ,小儿相呼 ,谓 之卖懵 ,莫 有应者。应之则云/懵
已售矣

’”
匚14彐 (卷 3)。 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卖痴呆

词》形象地描述了苏南小孩卖痴呆的情形 :“ 除夕更

阑人不睡 ,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 ,云有

痴呆招人买。二物与人谁独无?就 中吴侬仍有余。

巷南巷北卖不得 ,相 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

下 ,独 要买添令问价。儿云 :‘ 翁买不须钱 ,奉赊痴呆

千百年。’
”
其诗序云 :“分岁罢 ,小儿绕街呼叫云 :‘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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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痴 ,卖 汝呆 !’ 世传吴人多呆 ,故 儿辈讳之 ,欲贾其

赊 ,益可笑。
”
E15彐 (卷 30《 臌月村田柴府十首》)卖痴呆始

终在轻松戏谑的气氛中进行 ,是一项充满童趣的活

动。而卖口吃与此大致相类。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5载 :“ 元 日五更初 ,猛 呼他人。他人应之 ,即 告之

曰 :‘ 卖与尔愫懂 !’ 卖口吃亦然。
”
这些做法均源于人

们认为疾病灾祸可以发遣转移的巫术观念 ,是移病

巫法的表现形式 ,与 民间流行的
“
走百病

”
习俗颇为

相似。此外 ,人们还采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为小孩

禳灾祝吉。如纠正小孩畸形 ,“ 生太短者 ,元 日五鼓 ,

就厕傍偃卧 ,从足倒曳跬步许。太长者 ,以 木椒拍其

头
”
E12彐 (卷 5,引《岁时杂记》)除 日长辈照例赐予小孩

压岁钱 ,因 钱币在古代被视为通神役鬼之物。宋人

王黼《宣和博古图》列汉代五种厌胜钱形制并称 :“今

此钱一体之间 ,龙马并著 ,形 长而方。
”
匚16彐 (卷 27)民

间俗信小孩魂魄不全 ,需 借长者力量护佑而免遭鬼

魅伤害以安度年关 ,故压岁钱亦称
“
压祟钱

”
、
“
压胜

钱
”
等。宋时这种钱币往往用五彩丝绳串成龙形 ,压

于床脚。每逢社 日学校要放假一天 ,女孩需停下手

中活计 ,俗说这一天如不休息会使人懵懂。小学生

以葱系竹竿上 ,“将其伸出窗外 ,谓之
“
开聪明

”
,无论

男女均以彩丝串蒜挂于胸前为饰 ,“令人能计算
”
E9彐

(卷 3,二月)。 重九日,一 些地方要以粉面蒸制
“
重阳

糕
”
,这种应节食品也成为一种祝吉巫物 ,“ 天欲明

时 ,以 片糕搭小儿头上 ,乳 保祝祷之 ,云 :‘ 百事皆

高
”
匚12彐 (卷 34,引《岁时杂记》)。

富足安乐是个体和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指针 ,

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生存状态 ,为此宋人沿袭传

统的送穷迎富方式并有所改易。送穷之俗由来已

久 ,南 朝梁代宗懔记闽中风俗 ,“ 除 日以食物送穷
”

匚17彐 ,唐时送穷活动已十分普及。姚合《晦日送穷三

首》一诗云 :“ 万户千门看 ,无人不送穷。
”
匚18彐 (卷 ω

韩愈曾作过一篇有名的《送穷文》,文 中将穷鬼之名

概括为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种 ,送 穷鬼时

需
“
结柳作车 ,缚草为船

”
匚19彐 (卷 36)。 宋代此风犹

盛 ,时间不一 ,方式多样。有的在正月初六 ,“探取粪

壤 ,人未行时 ,以 饼七枚覆其上 ,弃之通衢 ,以 送穷
”

E9彐 (卷 3)。 有的则在正月二十九日,“ 扫除屋室尘秽

投之水中,谓 之送穷
”
E13彐 (卷 2)。 还有的在其它时

间进行 ,并特意制作芭蕉船载穷鬼远行。陈元靓《岁

时广记》卷 13引 《古今词话》记述 ,能言善辨的太学

士人于正月晦日用芭蕉船送穷 ,作《临江仙》一词道 :

“
莫怪钱神容易致 ,钱 神尽是愚夫。为何此鬼却相

于?只 由频展义 ,长是泣穷途。韩氏有文曾饯汝 ,临

行慎莫踌躇。青灯双点照平湖。蕉船从此逝 ,相 共

送陶朱。
”
这是以有形之物送无形之鬼 ,颇具戏谑意

味。出于功利的考虑 ,人们送穷之外还要迎富 ,其 中

以打灰堆最为典型。高承《事物纪原》卷 8:“ 今人元

日鸡鸣时 ,辄往积壤间捶之 ,云 使人富。”范成大《腊

月村田乐府十首》诗序 :“ 除夜将晓 ,鸡 且鸣,婢获持

杖击粪壤致词 ,以祈利市 ,捐之打灰堆。
”
E15彐 (卷 30)

打灰堆亦称乞如愿 ,此俗源于民间传说。据《录异

记》记载 ,庐陵人欧明经商 ,常 以船中之物投于彭蠡

湖中,水神青洪君邀其至府第谋以厚报 ,欧 明携青洪

君婢女如愿归家而大富 ,但 日久生隙 ,元 日鸡鸣时呼

如愿不起 ,盛怒之下便想拿杖痛打 ,如 愿逃于粪堆之

中,任凭捶打始终未再出现。欧明因此立誓 :“汝但

使我富贵 ,后不捶汝。
”
匚12彐 (卷 7,引《录异记》)后 来逐

渐演成民间求富活动。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

中打灰堆词即是这一习俗的生动写照 :“除夜将阑晓

星烂 ,粪扫堆头打如愿。杖敲灰起飞扑篱 ,不嫌灰沆

新节衣。老媪当前再三祝 :‘ 只要我家长富足 ,轻舟

作商重船归 ,大柠引犊鸡哺儿 ,野茧可缫麦两岐 ,短

衲换著长衫衣。当年婢子挽不住 ,有耳犹能闻我语。

但如吾愿不汝呼 ,丁任汝归彭蠡湖 !’
”
E15彐 (卷 30)宋

人迎富并不限于除夜岁旦。南宋魏了翁《二月二 日

遂宁北郭迎富》诗云 :“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簪花迎

富时。谁为贫驱竟难逐 ,寿 为富逼岂容辞。贫如易

去人所欲 ,富若可求我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 ,漫随

人意看儿嬉。
”
EzO彐 (卷 9)

总的说来 ,祈福是以
“
人

”
为中心 ,而 祈祥则以

“
年

”
中心。正月是一岁之始 ,在这-个月的节庆中

便穿插了各种祈祥活动。东京人家常于元 日用盘盛

柏一枝、柿桔各一枚 ,“ 就中擘破 ,众 分食之 ,以 为-
岁百事吉之兆

”
匚12彐 (卷 5,引《琐碎录》)。 因柏、柿、桔

谐音为
“
百事吉

”
,故 被当作新年吉祥物。临安城每

值岁末市场上有锡打春幡胜、百事吉斛儿等物出售 ,

人们竞相购买 ,“ 以备元旦悬于门首 ,为新岁吉兆
”

E10彐 (卷 6,“十二月”
条)。 夔州则有踏碛系石之俗 ,当

地民众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 ,每逢人 日,“倾城出游

八阵碛上 ,谓之踏碛。妇人拾小石之可穿者 ,贯 以彩

索 ,系 于钗头 ,以 为一岁之祥
”
匚21彐 (卷 57)。 ~为 了祈

求农事丰稔 ,宋代江南一带流行
“
照田蚕

”
之俗。腊·

月二十五日夜 ,乡 民将缚有火炬的长竿立于田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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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占年并祈求来年丝谷丰收。范成大对此有生动

的描述 :“ 乡村腊月二十五 ,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

云开森列星 ,远如风起飘流萤。今春雨雹茧丝少 ,秋

日雷鸣稻堆小。侬家今夜火最明,的 知新岁田蚕好。

夜阑风焰西复东 ,此 占最吉馀难同。不惟桑贱谷艽

芄 ,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
”
匚15彐 (卷 30《 腊月村田乐府

十首》)

二 驱鬼巫术

古人的观念 中 ,鬼无时无处不在 ,人鬼共居的世

界里 ,人们对鬼采取祭祀献媚 、威吓驱逐 、济施安抚 、

欺骗捉弄等手段以获安获利 ,明 显带有现实需要的

功利性色彩 ,节 俗中也从来少不了这一类的活动。

宋人年前岁末行傩事、照虚耗、燃爆竹、挂桃符、贴门

神等做法 ,与
“
去尘秽 ,净庭户

”
匚10彐 (卷 六,“ 除夜”条)

的扫尘活动一样 ,同属于岁末家庭净化仪式的组成

部分 ,目 的在于驱赶鬼怪、荡涤污秽 ,以 新的气象迎

接新年。
“
民岁终而傩 ,所 以逐厉

”
匚22彐 (卷 ⒃《劝民文》)。

宋代每人冬月 ,民间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驱傩活动 ,并

带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东京、临安每到十二月 ,便有

乞丐三五成群 ,走街串巷 ,装 神扮鬼 ,并 敲锣击鼓挨

家挨户索要钱财 ,“ 俗呼为打夜胡 ,亦 驱祟之道也
”

E4彐 (卷 10,“ 十二月”条)。 实际上 ,相 当于不定期的驱

傩表演 ,“人们通过布施方式买通乞丐 ,实现娱神与

自娱目的 ,使乞丐充当沟通凡人与鬼神之间联系的

角色 ,象征贫穷的乞丐扮演代表富贵的财神
”
E23彐

(16页 )。 湖州土俗 ,“ 岁十二月 ,人家多设鼓而乱挝

之 ,昼夜不停 ,至来年正月半乃止。问其所本 ,无能

知者 ,但相传云 :‘ 此名打耗。’
‘
打耗

’云者 ,言警去鬼

祟也
”
匚纽彐(卷 GKK腊 鼓》)。 驱傩时鼓成为不可缺少的

重要法器。《初学记》卷 1引 《抱朴子》曰 :“雷 ,天之

鼓也。”咚咚鼓声实际上就是对天上雷鸣的模拟 ,以

赶走鬼魅并昭示春天的临近。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夜 ,许多地方都有照虚耗的做法 ,陈元靓《岁时广记》

云 :“交年之夜 ,门 及床下以至圊混 ,皆 燃灯 ,除夜亦

然 ,谓 之
‘
照虚耗

’。
”
E12彐 (卷 39,引《岁时杂记》)对于这

-习俗 ,《 东京梦华录》、《梦梁录》亦有记载。照虚耗

即燃灯驱鬼。陈元靓《事林广记》引唐《辇下岁时记》

云 :“ 明皇昼寝 ,忽 梦虚耗二鬼 ,怒呼武一 ,俄有大人

顶胄衣袍 ,捉鬼擘而啖之。问其姓名 ,乃 终南山进士

钟馗也。今人挂钟馗 ,乃 食虚耗也。”E25彐 (甲 集卷下)

从中可知虚耗是鬼名 ,驱逐时主要采取恐吓、贿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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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前文
“
打耗

”
和

“
照虚耗

”
是通过击鼓燃灯吓退

邪魔恶鬼。而洋洲的
“
祝佛送耗

”
则是以贿赂手段远

送避害 ,“孟春中浣后一日,州人将五谷攒于寺观中 ,

因而送耗 ,以 祈禳虚耗 ,谓之祝佛送耗
”
匚21彐 (卷 68)。

如果说照虚耗是以明亮的灯光驱赶鬼怪 ,那 么燃爆

竹则是以巨大的声响吓走恶鬼。宋代因火药的广泛

采用 ,出 现了内装火药的纸制爆竹供人燃放 ,并有爆

仗、炮仗、编(鞭 )炮等不同的名称。如澧州除夜 ,“家

家爆竹。每发声 ,即 市人群儿环呼曰 :‘ 大熟。’如是

达旦
”
匚2彐 (卷上)。 会稽除夕 ,“ 爆竹相闻,亦 或以硫

黄作爆药声 ,尤震厉 ,谓之爆仗
”
E26彐 (卷 13)。

门在居住空间中极具神秘性 ,“不仅被看作内与

外的界隔、人与鬼的界隔、正与邪的界隔、善与恶的

间隔 ,同 时又是阳界与阴界、现世与往世的界隔
”

匚27彐 (21页 )。 门既具有如此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年

节活动中人们便十分注重对这一部位的装饰。
“
以

桃枝洒地辟鬼
”
匚28彐 (卷 l),以桃人、桃梗、桃板(版 )、

桃符等桃木或其制品把守门户以除凶邪 ,都反映了

传统的桃木崇拜观念对宋人的深刻影响。陈元靓

《岁时广记》卷 5载宋代桃符之制 :“ 以薄木板长二三

尺 ,大 四五寸 ,上 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 ,下 书左郁

垒 ,右神荼 ,或写春词 ,或书祝祷之语 ,岁 旦则更之。
”

匚12彐 (卷 5,引 《皇朝岁时杂记》)人 们于桃符上绘制神

像 ,题写联语祝辞 ,每年除夕岁旦更换以避鬼。除桃

符外 ,其它形制如桃梗、桃版等也常被用于门户驱

鬼。戴埴《鼠璞》云 :“鬼畏桃 ,今人以桃梗作代 ,岁 旦

植门以辟鬼。
”
匚29彐 (卷 下)会稽人家所挂桃版 ,“ 书左

神荼 ,右郁垒 ,亦或书他语 ,门左右设之旧,又 以酒糟

渍笔大书于门扉上 ,曰 宜人新年 ,大 吉利 ,近 岁糟书

颇废矣
”
E26彐 (卷 13)。 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明 ,市 场

上已出现种类繁多的雕版印画。如每近岁节 ,东 京
“
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及财门钝驴、

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
匚4彐 (卷 10,“ 十二月”

条)。 临安城

中的百货店铺 ,“ 画门神桃符 ,迎春牌儿 ,纸马铺印钟

馗、财马、回头马等 ,馈 与主顾
”
E10彐 (卷 6,“ 十二月”

条),以辟邪禳灾 ,祈年吉顺。桃木及其制品守门户

时往往与艾人、门神等其它物品并用。宋代门神中

驱鬼斩魔的钟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 ,这是因

钟馗捉鬼、啖鬼等异闻广为流传和受朝廷影响所致。

每逢除夕 ,皇帝都要赏赐大臣钟馗像 ,如
“
熙宁五年 ,

上令画工摹拓镌板 ,印 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

夜 ,遣人内供奉官梁楷 ,就 东西府 ,给 赐钟馗之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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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30彐 (补笔谈第26卷 )。 民间竞相效仿 ,“ 岁首画钟馗

于门
”
匚30彐 (卷 24),将 其绘象贴于门、壁之上以御鬼

祛邪。除门神、桃符外 ,宋时面具也成为一种常见的

厌胜物。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⒃ 引《岁时杂记》云 :

“
除日作面具 ,或作鬼神 ,或作儿女形 ,或 施于门楣 ,

驱傩者以蔽其面 ,或 小儿以为戏。
”
面具是神头鬼面

的显形化、艺术化 ,也是驱傩时必须佩戴的道具 ,因

此被民众赋予驱鬼、除病、辟邪的法力而饰于门户。

宋代每入五月 ,端午在即,许多人家都要供养花

木。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 :“ 初一 日,城 内外家家

供养 ,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 ,一早买

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 ,一

家买-百钱花 ,便可见也。⋯⋯只供养得一早 ,便为

粪草。虽小家无花瓶者 ,用 小坛也插一瓶供养。盖

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 ,却 不相笑 ;J淮重午不

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
”
匚31彐 吴 自牧《梦梁

录》卷 3亦云 :“杭都风俗 ,自 初一 日至端午 日,家家

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 ,又并市茭、棕、五色水

团、时果、五色瘟纸 ,当 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 ,沿 门

唱卖声 ,满街不绝。
”
民间视春夏交季的五月为恶月 ,

故于月初几 日供养花木 ,有 的还配搭五色水团、时

果、五色瘟纸等物 ,意在借助神秘的五色力量驱赶鬼

怪。
“
五色指黑、白、红、黄、绿 (蓝 、青),它们作为一

个色群同时并用 ,以 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将

之并用于民俗仪式 ,主要是表明以最根本、最全面的

神圣力量驱除邪恶
”
匚32彐 (278页 )。

三 祛病巫术

身体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的前提和保证 ,宋代

节俗中有许多活动正是基于此 ,希望通过特定的手

段驱疫除病 ,尤 以元 日、端午最为典型。京城元人

日,“ 皆煎术汤以饮之 ,并烧苍术 ,以辟除疫疠之气。
”

E12彐 (卷 5,引《皇朝岁时杂记》)。 而民间阖家饮椒柏酒

既有祝寿之意 ,也可
“
辟丁切疫疠不正之气

”
匚33彐 (卷

8)。 饮屠苏酒 ,据说也可起到同样的作用 ,“治疫气 ,

令人不染 ,及辟瘟病、伤寒
”
。方法是将大黄、桔梗、

川椒、白术、桂心各一两 ,乌 头六钱 ,菝 葜一两二钱 ,

“
判散缝袋盛 ,以 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 ,

正月朔旦出药 ,置酒中,煎数沸 ,于东向户饮之 ,先从

少起 ,多 少任意
”
匚34彐 (卷 3)。 饮屠苏酒遵循 自幼及

长的俗规 ,对 此饮法有不同的说法。晋人董勋称 :

“
俗以小者得岁 ,故先酒贺之 ;老者失时 ,故 后饮酒

”

E35彐 (续笔卷2),可各一说。宋人赵彦卫则认为此俗

应为汉代
“
小岁

”(汉代称过腊一日为小岁)之讹匚33彐

(卷 8)。 类似饮法亦可见于医方中。如顾文荐《负暄

杂录》载
“
辟时疾

”
方 :“ 每于腊月二十四日五更汲取

井华水 ,盛净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 ,至 岁旦五更

暖令温 ,从小至大 ,每人以乳香一小块 ,饮水 ,三呷咽

下 ,则 一年不患时疫矣。
”
匚36彐 (卷 18)开 封一带人家 ,

元 日捏制面蛇 ,并炒黑豆、煮鸡蛋 ,待 四更时分 ,由 三

姓之人掘一小坑 ,将面蛇、黑豆、熟蛋放人坑内,用铁

钉各钉三下 ,并念动咒语 :“蛇行则病行 ,黑豆生则病

行 ,鸡子生则病行
”
匚12彐 (卷 5,引 《岁时杂记》)。 事毕 ,

把土夯实 ,认为如此一来即可百病去身。端午 ,宋代

亦称重午、蒲节、浴兰令节等。古人将五月五日视作

毒虫猖獗、疾疫流行的恶月恶日,故采取多种手法以

逐疫祛病。如沿袭传统的饮菖蒲酒或艾酒、采草为

药等方法进行预防保健。一些地方还流行焚故药以

辟疫的做法 ,是 日午时一到 ,家家户户便将存放之药

置于院内焚烧尽净E12彐 (卷 21)。
“
人目眚赤

”
的患者

则可于此日
“
以红绢或榴花及红赤之物拭目弃之 ,云

得之者代受其病
”
匚12彐 (卷 2,引 《岁时杂记》)。 使用颜

色相类之物揩拭生翳发红的眼睛 ,就能将病症转移

给替代物 ,这种奇妙的联想正体现了
“
同能致同

”
的

巫术原理。澧州一带端午时节有以舟送瘟之俗 ,“ 作
‘
五瘟社

’
,旌旗仪物 ,皆王者所用 ,唯赭伞不敢施 ,而

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 ,长 数十丈 ,舳 舻樯柁 ,无

一不备 ,饰 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

事之类为状 ,以 载于舟中,浮 之江中,谓 之送瘟
”
匚2彐

(卷上)。 用船只作为物质工具载邪魔远离是-种 旨

在和神的巫法 ,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广为流行。英

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即描述塞兰姆岛

南部地区、东印度群岛的一些居民为引走致病妖魔 ,

用一只小快帆船装上人的偶像和远程的粮食 ,让其

随风浪漂走的情形匚37彐 (798页 )。 此外 ,宋人腊月二

十五日食赤豆粥、立冬 日洗药浴、夏至疗殪、系健粽

之类的习俗都意在辟疫除病、强身健体。如吴中 ,

“
二十五日食赤豆粥 ,云 辟瘟 ,举 家大小无不及。下

至婢仆、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其外者 ,亦贮其分 ,

名曰口数粥
”
匚38彐 (卷 2)。 关于此俗的由来 ,据说是

因
“
共工氏有不才子 ,以 冬至死 ,为 疫鬼 ,畏赤小豆 ,

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 ,盖本于此。然用于是夜 ,

莫详所始
”
E14彐 (卷 3)。 赤小豆味甘酸 ,有清热除湿、

行血消肿的作用 ,以 此作粥合家分食辟疫既具有巫

术意味 ,又有其合理的医药成分。杭州 ,“立冬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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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 ,捐 之扫芥
”
匚7彐

(卷 3,引 《西湖志》)。 腊八 日,“ 医家亦多合药剂 ,侑 以

虎头丹、八神、屠苏 ,贮 以绛囊 ,馈遗大家 ,谓之腊药
”

E7彐 (卷 3)。 苏州民众则多重夏至 ,“ 复作角黍以祭 ,

以束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 ,名
‘
健粽

’
,云 令人健壮。

又以李核为褒带之 ,云疗殪
”
匚38彐 (卷 2)。

四 辟邪巫术

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惧怕各种邪祟作怪和灾难

降临 ,便设想出种种方法以求镇慑禳解。如宋代元

日民间便有禳兵灾、挂兔头之俗。禳兵灾主要流行

于巴蜀地区。南宋诗人范成大《丙申元 日安福寺澧

塔》一诗注云 :“元日成都士女群集安福寺塔下 ,然香

挂幡以攘兵火之灾。”匚15彐 (卷 17)夔 峡民众当正月之

际 ,“ 十百为曹 ,设牲酒于田间 ,已 而众操兵大噪 ,谓

之养鸟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 ,多 以人为厉 ,用

以禳之
”
匚39彐 (卷 19)。 有的地方则挂兔头辟邪 ,方法

是
“
元 日取免头 ,或兼用面蛇 ,或 以竹筒盛雪水 ,与年

幡面具 ,同 挂门额
”
匚12彐 (卷 5,引 《岁时杂记》)。 孟春时

节 ,洋州一带还有解缴的奇俗 ,具体时间是在该月四

日,“居人游江上 ,遇藤葛缠缴草木者解之 ,取解殃缴

咎之意 ,因 而有会 ,谓之解缴
”
E21彐 (卷 68)。 在阴阳

交逆的五月 ,人们更是小心翼翼 ,采取各种自认有效

的办法以渡过灾厄。宋代民间素有端午插艾于门以

辟恶之俗 ,其方式五花八门,有的“
采艾插户上 ,以 禳

毒气 ,亦有结艾为人者 ,与荆楚同。乡村或采练木叶

插之 ,父 老相传可以禁蚊
”
匚40彐 (卷 ⒃)。 有的则以

艾、百草、竹、木、泥土、蒜等为原材料制作偶像张天

师置门额上 ,如
“
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 ,悬于门额上 ,

或悬虎头白泽。或土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
‘
五月

五日天中节 ,赤 口白舌尽消灭’之句
”
匚10彐 (卷 3,“ 五

月”条);“ 或以虎 ,或 以艾束作人形 ,而 以土作天师

头 ,竹作剑 ,木作印
”
匚26彐 (卷 13);或

“
以艾为头 ,以 蒜

为拳 ,置于门户之上
”
E12彐 (卷 21,引 《岁时杂记》)。 同

样地 ,端午系百索、佩蒲制品、戴钗头符等做法 ,也是

为了辟邪。
“
丨日传三闾大夫语人 |‘ 五色丝 ,蚊龙所

畏。’故是日长幼悉以五色丝系臂 ,一名长命缕 ,一名

续命缕 ,父老相传可以辟蛇 ,至七夕始解弃之
”
匚40彐

(卷 40)。 长命缕亦称续命缕、辟兵缯、百索等。按宋

人高承的说法 ,“本以饰门户 ,而今人以约臂
”
匚41彐

(卷 8),借 五色之力辟除虫蛇鬼物、消灾延年。菖蒲

是一种味辛性温的中草药 ,能开心窍 ,醒神清脑 ,散

寒除浊 ,故亦用之辟邪。
“
端五 ,刻蒲为小人子 ,或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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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形 ,带之辟邪。王沂公端午帖子云 :‘ 明朝知是天

中节 ,旋刻菖蒲要辟邪。又秦少游端午词云 :‘ 粽团

桃柳 ,盈 门共垒 ,把 菖蒲旋刻个人。’
”
匚12彐 (卷 21,引

《岁时杂记》)。 日常生活中 ,人们对劾治百鬼、除邪去

魔的神符往往带有一种狂热 ,在不同时间、场合将其

作为厌胜物使用。宋人端午时节便佩戴各种符篆以

驱邪辟瘟 ,如 佩赤灵符 ,或剪缯彩制作精巧别致的小

符戴于钗环之上 ,称为
“
钗头符

”
匚l4彐 (卷 3)。

宋代寒食、清明盛行插柳之风。据吕原明《岁时

杂记》云 :“今人寒食节 ,家家折柳插 门上 ,江淮之间

尤甚 ,无一家不插者。
”
以柳插门 ,是 因人们认为柳枝

具有镇魔除邪、明 目祛瘟的特殊功用。北朝人贾思

勰《齐民要术》:“ 正月旦取杨柳枝著户上 ,百 鬼不人

家
”
匚42彐 (卷 5),柳是驱鬼的法器。而宋人吴 自牧《梦

梁录》云 :“清明交三月 ,节前两 日谓之
‘
寒食

’,京师

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 日,便是此 日,家家以柳条

插于门上 ,名 曰
‘
明眼

’”
匚10彐 (卷 2,“ 清明节”条),柳 是

明目之物。宋代每值寒食 ,许多地方还有枣柳并用

插于门户的做法。如东京人家将一种名叫
“
子推燕

”

的枣饼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楣上E4彐 (卷 7,“ 清明节
”

条)。 而河东民众则
“
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 ,呼 为子

推 ,留 之经岁 ,云 可以治口疮
”
匚2彐 (卷 3)。 宋室南渡

后 ,杭城寒食仍然
“
插柳满檐 ,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

爱 ,大家则加枣锢于柳上 ,然 多取之湖堤。有诗云
‘
莫把青青都折尽 ,明朝更有出城人’”

E7彐 (卷 3)。

五 祭祀巫术

宋人受敬神畏鬼观念的影响 ,节 日中要举行各

种祀鬼神、祭祖先的活动。宋代民间俗神以灶神和

紫姑最受崇祀 ,并将巫术与祭祀相融合 ,仪式完备、

灵活。
“
夫灶者 ,上 为列宿 ,下 为直符 ,在人间为灶

君 ,号 曰司命 ,司人家一家良贱之命 ,记人善恶 ,月 晦

之日,悉奏天曹
”
E5彐 (后 集卷 2)。 因此 ,每 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即宋代民间俗称的交年或小岁 ,无论贵贱

贫富 ,家家户户都要摆上供品敬祀灶神 ,并 竭尽贿

赂、糊弄之能事 ,如用胶牙饧粘住其 口舌 ,将灶马贴

于灶上 ,再用酒糟涂抹灶门,称
“
醉司命

”
E4彐 (卷 10,

十二月),目 的是使其上天无法言人罪状 ,以 免折寿降

灾 ,遭受天谴。每年正月十五夜 ,民间盛行迎紫姑的

活动。宋代的紫姑神祀是由南北朝时期的紫姑俗信

流变而来 ,这一时期的紫姑不再是专司厕事之神 ,而

成为官僚庶民广泛崇奉的能诗会文 ,“ 医 卜无所不

能 ,棋与国手为敌
”
匚30彐 (卷 21)的 乩仙。迎紫姑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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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望夜的一项重要活动 ,人们以此问休咎、卜年岁 ,

也可根据自身需要随机进行。迎祀紫姑时 ,要 预先
“
作其形

”
匚13彐 (卷 2),“ 衣草木为妇人

”
匚43彐 (卷 1970,

《子姑神记》),“衣服箕帚为子姑神
”
E43彐 (卷 1970《 天篆

记》),实际上是工种偶像巫术。宋人笔记有不少迎

请紫姑、求乩
“
灵验

”
之事的记载 ,足见当时人们对紫

姑信仰之深和扶乩风气之盛。关于扶乩降神 ,朱或

《萍洲可谈》描述了大致过程 :“ 尝观其下神 ,用两手

扶一筲箕 ,头插一箸 ,画 灰盘作字 ,加 笔于箸上 ,则 能

写纸 ,与人应答。
”
匚狃彐(卷 3)降神时要借助灰盘、箕、

箸
`纸

笔等工具 ,并需要特定的施术者作为沟通人神

的中介 ,象
“
黄州郭氏

”
匚43彐 (卷 1970《 天篆记》)、

“
金陵

夏氏
”
匚45彐 (卷 2)等 ,都 以精通此术闻于当时。士大

夫也有擅长者。张世南《游宦纪闻》卷 3云 :“近时都

下有士人 ,许其姓者 ,能迎致大仙 ,所言多奇中。
”

宋人逢年过节按例要祭祖祀鬼以表达对祖先的

追思和缅怀 ,或设法解脱地狱中受苦的亲人 ,这是返

始报本、慎终追远伦理思想的又一体现 ,其 中以清

明、七月望、十月朔三大冥节的活动最为突出。清明

祭墓由来已久 ,宋时此风大盛 ,朝廷明确规定从寒食

至清明扫墓三日。吴自牧《梦梁录》云 :清明日,杭城
“
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 ,以尽思时之敬

”
。应绰《鸡肋

编》卷上记河东寒食上坟之俗 :“寒食日上冢 ,亦不设

香火 ,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 ,皆 登山望祭 ,裂

冥帛于空中 ,谓之擘钱。
”
七月十五 日俗称

“
鬼节

”
,是

道教的
“
中元节

”
和佛教的

“
盂兰盆节

”
的合一 ,因 此

其中融人不少宗教仪俗。宫观是 日设醮荐福 ,寺院

放灯度魂 ,作盂兰盆会。东京人更是别出心裁 ,用竹

编制盂兰盆 ,内 盛祭品 ,置 于三根竹竿围成的支架

上 ,然后搭挂衣服冥钱 ,行祭后连盆一道焚烧 ,以使

亡魂接受生者的供养匚4彐 (卷 8,“ 中亢节”
条)。 民间这

一天人们还要置各素食、时果、冥器、麻谷等物上坟

祭扫 ,并 向祖先预报秋收讯息。十月初一为寒衣节 ,

“
宰臣以下受衣著锦袄三日,士 庶此日出城飨坟”

E4彐

(卷 9,“十月一 日
”
〉。

宋代巫觋已被官方祭祀排斥在外 ,但其身影仍

时常出现在民间祭祀活动中,节 日期间乡里村社、个

体家庭的部分祭祀都少不了巫觋的参与。每逢社

日,乡 民要举行祭社神的活动以祈年和酬报 ,届 时巫

觋到场主持隆重的祭神仪式 ,祭 毕与众人分享丰盛

的供品。至于节日民众的家祭 ,或 由家长主持 ,或延

请巫觋出面。如
“
番阳民俗 ,杀 牲以事神 ,贫 不能办

全体者 ,买猪头及四蹄享之 ,谓之
‘
头足愿

’。木工胡

六病 ,其妻用岁除日具祷赛 ,置五物釜中俟巫者。会

节序多祀事 ,巫者昏乃来
”
匚46彐 (丙志卷 11,胡 匠赛神)。

巫者因当地节日祀事繁忙来迟 ,正 反映了巫觋广泛

涉足于民间大小祭祀场所的事实 ,节 日祭祀也因此

更显神秘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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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chcraft and song】Dynasty Folk FestivaI Customs

FANG Yan
(「Ⅱ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4, China)

Abstract:Folk festival customs in the song lDynasty include a lot of witchcraft factors,mainˉ

ly in five forms of pleading,driving out dev⒒ s, avoiding evⅡ  spirits, curing diseases and sacrifice,

with the theme of beg宫 ing f° r life and avoiding death, pursuing good fortune and avoiding disasˉ

ter,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express the Song people’ s life consciousness, living w⒒ l,ethical idea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Key words:、 vitchcraft; Song Dynasty; folk festival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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