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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项历史性的基础研究，它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以上古的祭-祀为纲，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天文
、考古、语言、文学、哲学、音乐、美术、民族、民俗、人类学、神话学、古典文献等诸多社会科学
领域。
从实用的角度看，它似乎离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很遥远，也不可能带来即刻就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但
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人，有责任和有义务对祖先所创立的灿烂的文化予以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为它
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一。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祀之与戎，乃国之大事”，祭祀活动覆盖了国家政治活动、民众精神生活
的基本内容，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功利性活动，都与当时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
祭祀是当时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它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大规模的贵族祭祀与民间的个体祭祀，是阶级社会以后的事情。
人类在早期阶段，对于-“死亡”还没有理性的认识，所以，当时是没有祭祀的。
到了氏族社会，尤其是进入原始公社制后期，由于人类思维的进步，“灵魂”的观念出现了，构成了
人的双重世界观。
人们认为，本部族的成员死后，灵魂会像生前一样，来帮助他们战胜困难或予以降福。
由人而推及自然，人们认为自然中的万物也是有灵气的，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人在自然面前，
应服从自然。
由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自然崇拜开始发生。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中，人们周围的土地、高山大川、岩石树木、风雨雷电等诸自然物，都成了人们所
崇拜的对象。
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支配权的确立，使得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只有他
们才可以支配。
在主观意识与愚民政策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在神灵的世界同样存在一个支配自己的主宰，那就是天帝
。
人世间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等都由上帝主宰，而统治阶级中的王，则是上帝的代言人，即所谓
的“天之子”来主宰众生。
这样的“王”死后，其后代对他顶礼膜拜。
因此，不同的政治集团取得统治权后，都会编造出一个始祖神的故事来，如商王朝的“简狄吞燕卵”
，周王朝的“姜螈履巨神之迹”。
这些神话，在初期阶段，尚属人们认识自然的初级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追求与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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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中国上古时期的祭祀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内容涉及古代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哲
学、宗教、天文历法、音乐舞蹈、语言、文学、神话学、人类学、古典文献等诸多学科。
本书以商周时期的祭祀为重点，对于其中的庙制、郊祀、宗庙中的祭祀礼仪、丧葬中的祭祀礼仪、巫
的起源及其人体牺牲源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作者从文化视角切入，运用微宏观互渗的方法，从选取典型实例人手，将民俗调查、神话传说、文献
记载、出土文物等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对上古社会祭祀现象作了具体分类与描述，并对其产生的历史
根源、社会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全面展示了现代人们比较陌生的古代祭祀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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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亚庶，195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拜泉县。
1969年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
1973年应征入伍。
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3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著名文史学家何善周教授，1986年毕业，获硕士
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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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祭祀的起源第二节 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人类在生理上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之后，在
心理、思维意识上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界。
在朦胧的意识里，是万物皆我、物我不分的观念，把外界的一切东西都看成和自己相同的、有意识的
生命体。
“原始人在理解他本身和围绕着他的自然界时所陷入的主要错误或疏失是，他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
开，而把他自己与自然的现象和力量合为一体。
因此，当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他误认为自己也有唤起或创造这些现象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把仅
为人所具有的能力与可能广泛地归属于自然力以及我们称之为无生气的自然界的物体。
这就是说，他把他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加到了自然身上。
”①这里所说的“错误”，未免苛求古人。
按照人类学的理论，这种原始思维的特征，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庄子·马蹄》日：“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又日：“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
”成玄英《疏》日：“填填，满足之心。
颠颠，高直之貌。
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时，人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
所以守真内足，填填而处无为；自不外求，颠颠而游於虚淡。
”从《庄子》的论述中，我们窥见了战国时期流传的关于史前社会的一些情况。
《庄子·应帝王》日：“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
”《释文》引司马云：“徐徐，安稳貌。
于于，无所知貌。
”郭庆藩《集释》日：“于于，即盱盱也。
《说文》：'盱，张目也。
'于与盱，声近义同。
《淮南·俶真篇》'万民睢睢盱盱然'，《鲁灵光殿赋》'鸿荒朴略，厥状睢盱'，张载日：'睢盱，质朴之
形。
'《淮南·览冥篇》'卧倨倨，兴盱盱'，高注日：'盱盱，无智巧貌也。
”'《论衡·自然》日：“三皇之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
纯德行而民瞳矇，晓惠之心未形生也。
”正是基于这种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原始人类把自然的一切都看成自己的同类。
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有一种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在彝族流传。
桂西彝对十二兽的排列是：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
毛道黎对十二兽的排列是：鼠、牛、虫、兔、龙、鱼、肉、人、猴、鸡、狗、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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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我在业师何善周先生指导下撰写的第二部著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
毕业时，以《刘子校释》为题，参加论文答辩（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新编诸子集成》）
，后来留校任教，一直在先生身边工作与读书。
研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当时只是一种构想，研究什么，如何开展研究，心中没底。
但这一想法却得到先生的充分肯定。
先生早年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且造诣极深。
因此，除指导我推敲有关问题外，还将早年在西南联大、在其业师闻一多先生身边读书与工作期间确
定的几篇大论文的提纲拿来给我。
先生的这种无私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也坚定了我做好研究的信心。
后来我在从事具体的研究中发现，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成熟的看法。
这大大早于后来学术界的某些结论，有些观点，学术界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我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书，在许多观点上得益于先生的指导，如祖神观念与社神观念的关系、人体牺牲
等支撑性的观点，都是先生早年成熟的看法。
现在先生已移居国外，但仍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不时打来越洋电话，在学术上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
，激励之意、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谨此对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祝先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这项研究，曾获得国家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资助，1999年，获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基金资助出版。
2004年，通过教育部遴选，确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推荐用书。
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看重，使此书能有修订机会，重新出版。
该社高级策划李海风女士为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约编辑张春亭先生在编校质量上精益求精
。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詹子庆先生应笔者求教，于百忙之中，通审书稿，为之赐序，使本书增色，在此，
均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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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上古祭祀文化(第2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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