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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    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
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飘渺，
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
“鬼之为言归也”（《尔雅》）。
问题是活蹦乱跳的“人”，归去后还有没有感觉，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据说，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死人有知无知时，孔子的回答颇为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
之，犹未晚也。
”（刘向《说苑》）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达的人实在不多，“无事自扰”的常人，偏要在生前争论这
死后才能解开的谜。
    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鬼”与“神”是有很大区别的。
前者祸害人间，故对之畏惧、逃避，驱赶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间，故对之崇敬、礼拜，祈求其赐福。
“畏”与“敬”、“赶”与“求”本是人类创造神秘异物的两种心理基因，只不过前者坐实为“鬼”
，后者外化为“神”。
这样，“鬼”、“神”仿佛有天壤之别，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词汇也都带有明显的情感趋向。
“鬼域”与“神州”不可同日而语;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说你“心怀鬼胎”、“鬼
鬼祟祟”，与说你“神机妙算”、“神姿高彻”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是在强调其非人间或非人力所能为这一点上，鬼、神可以通用。
比如“鬼工”就是“神工”，“神出鬼没”与“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锅煮了。
    也有努力区分鬼、神的哲人，着眼点和思路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
汉代的王充以阴阳讲鬼神，称“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论衡》）。
宋代的朱熹则赋予鬼、神二名以新义，将其作为屈伸、往来的代名词，全无一点宗教意味:“气之方来
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
午前是神;午后是鬼。
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
草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
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
”（《朱子语类》）如此说神鬼，已失却神鬼的本来意义: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没有存在
价值了。
    我之不想区分神、鬼，并非鉴于哲人的引申太远和民众的界说模糊，而是觉得这样说起来顺些。
本来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无法截然分开。
说近的，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以鬼为神”或者“降神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
说远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用，并无高低圣俗之分，如《尚书》中的“鬼神无常享”、《左
传》中的“鬼神非人实亲”、《礼记》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等。
先秦时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样的威力，也享受同样的敬畏与祭祀。
再说，详细辨析鬼神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加以准确的界定，那是学者的事。
至于文人的说神道鬼，尽可不必过分认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
否则，文章可能既无“神工”也无“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话。
也就是说，如果是科学论文，首先要求“立论正确”，按照大多数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人的思路，自
然最好是宣传无神论，或者大讲不怕鬼的故事。
可作为文艺性的散文，则鬼神不分没关系，有鬼无鬼也在其次，关键在“怎么说”，不在“说什么”
。
只要文章写得漂亮，说有鬼也行，说无鬼也行，都在可读之列。
有趣的是，大多数有才气有情趣的散文，不说有鬼，也不说无鬼，而是“疑鬼神而亲之”———在鬼
神故事的津津乐道中，不时透出一丝嘲讽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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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坚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气太盛、教诲意识太强，难得雍容自适的心态，写起
散文来自然浮躁了些。
二    周作人在《谈鬼论》中曾经说过，他对于鬼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
的（民俗学上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还应加上第三种立场的爱好:现实政治斗争的。
从艺术欣赏角度谈鬼、从民俗学角度谈鬼，与从现实斗争角度谈鬼，当然有很大不同。
不应该单纯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其有所褒贬。
只是必须记得，这种褒贬仍然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和文艺学的差别。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生活实在太紧张太严肃了，难得有余暇如周作人所吟咏的“街头终日
听谈鬼”。
这就难怪周氏《五十自寿诗》一出来，就引起那么多激进青年的愤怒。
现实中的神鬼为害正烈，实在没有心思把玩鉴赏。
于是，作家们拿起笔来，逢神打神，遇鬼赶鬼。
虽说鬼神不可能因此斩尽杀绝，毕竟尽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后人或许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把散文写成“科普读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为
了消灭鬼”这样煞风景的口号，比起苏东坡的“姑妄听之”，比起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寻常事”，未
免显得太少雅趣。
陈独秀的话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
最为有力。
”（《有鬼论质疑》）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现代中国作家，不能不请科学来驱鬼———即使明知这样做
没有多少诗意。
是的，推远来看，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
》）。
可当鬼神观念纠缠民心，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时，打鬼势在必行，作家也就无权袖手旁观，更不
要说为之袒护了。
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现代造神运动，都是为了解放人的灵魂。
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也挺有诗意吗———当然，落实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
事。
    文人天性爱谈鬼，这点毋庸讳言。
中国古代文人留下那么多鬼笔记、鬼诗文、鬼小说和鬼戏曲，以至让人一想就手痒。
虽说有以鬼自晦、以鬼为戏、以鬼设教之别（刘青园《常谈》），但谈鬼可自娱也可娱人，我想，这
一点谁也不否认。
李金发慨叹:“那儿童时代听起鬼故事来，又惊又爱的心情!已不可复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话连
篇》）之所以“不可复得”，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不再相信神鬼。
倘若摒弃鬼神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少点“又惊又爱”的刺激，也不该有多大抱怨。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纪的文人尽管不乏喜欢谈鬼说神的，可大都有所克制，或者甚至自愿放弃这一爱
好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论语》杂志拟出版“鬼故事专号”，从征文启事发出到专号正式发排才十五天时
间，来稿居然足够编两期，可见文人对鬼的兴趣之大。
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论鬼外，像老舍、丰子恺、梁实秋、李金发、施蛰存、曹聚仁、老向、陈
铨、林庚、许钦文等，都不是研究鬼的专家，却也都披挂上阵。
好多人此后不再谈鬼，很可能不是不再对鬼感兴趣，而是因为鬼神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基本上是个
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
要不打鬼，要不闭口，难得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小品心态”。
也就三十年代有过这么一次比较潇洒而且富有文化意味的关于鬼的讨论，余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
不说各种名目的真真假假的“打鬼运动”，即使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或讨论一出鬼戏，都可能是
一场政治斗争的讯号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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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谈神说鬼成了治国安邦的大事，区区散文家也就毋庸置喙了。
勉强要说也可以，可板起面孔布道，笔下未免滞涩了些。
 三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贾生》诗，曾令多少怀才不遇的文人感慨唏
嘘。
时至二十世纪，再自命“贾生才调更无伦”者，也不敢奢望“宣室求贤访逐臣”了。
即便如此，不谈苍生谈鬼神，还是让人胆怯乃至本能地反感。
古代文人固然甚多喜欢说鬼者，知名的如苏轼、蒲松龄、纪昀、袁枚等，可据说或者别有怀抱、或者
寄托幽愤。
今人呢?今人实际上也不例外，都是兼问苍生与鬼神。
正当“鬼故事专号”出版之际，就有人著文捅破这层窗户纸，诉说不谈国事谈鬼事的悲哀，结论是“
客中无赖姑谈鬼，不觉阴森天地昏”（陈子展《谈鬼者的悲哀》）。
    茶棚里高悬“莫谈国事”的告示，可并不禁止“白日说鬼”;报刊中要求舆论一律，可也不妨偶尔来
个“鬼话连篇”。
无权问苍生，只好有闲谈鬼神，这是一种解释;无权直接问苍生，只好有闲假装谈鬼神，这又是一种解
释。
中国现代作家中无意于苍生者实在太少，故不免常常借鬼神谈苍生。
鲁迅笔下“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的地狱里的鬼魂（《失掉的好地狱》），老舍笔下无处无时不令人讨
厌的“不知死的鬼”（《鬼与狐》），周作人笔下“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我们的敌
人》），还有李伯元笔下的色鬼、赌鬼、酒鬼、鸦片烟鬼（《说鬼》），何尝不是都指向这“清平世
界朗朗乾坤”?清人吴照《题〈鬼趣图〉》早就说过:“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不管作
家意向如何，读者本来就趋向于把鬼话当人话听，把鬼故事当人故事读，故不难品味出文中隐含的影
射、讽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暗示与引申。
即使把一篇纯属娱乐的鬼故事误读成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也不奇怪，因为“鬼世界”本就是“人世间
”的摹写与讽喻。
正如曹聚仁说的:“为鬼幻设计殿阎罗，幻设天堂地狱，幻设鬼市鬼城，也是很可哀的;因为这又是以
人间作底稿的蜃楼”（《鬼的箭垛》）。
一般地说，“牵涉到‘人’的事情总不大好谈，说‘鬼’还比较稳当”（黄苗子《鬼趣图和它的题跋
》）。
但也有例外，说鬼可能最安全也可能最危险，因为鬼故事天生语意含糊而且隐含讽刺意味。
当社会盛行政治索隐和大众裁决，而作者又没有任何诠释权时，鬼故事便可能绝迹。
谁能证明你的创作不是“影射现实发泄不满”?“鬼”能证明吗?    还有另外一种说鬼，不能说无关苍
生，但确实离现实政治远些，那就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借助鬼神的考察来窥探一个民族的心灵
。
不同于借鬼神谈苍生，而是谈鬼神中的苍生，或者说研究鬼中的“人”。
这就要求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同情，多一点文化意味和学识修养，而不只是意气用事。
周作人说得好:“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
之投影则当不谬也。
”（《鬼的生长》）虽说早在公元一世纪，哲学家王充就说过鬼由人心所生之类的话:“凡天地之间有
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论衡》）。
但是，王充着眼于破有鬼论，周作人则注重鬼产生的文化心理背景，两者仍有很大差别。
在理论上，周作人谈不上什么建树，他所再三引述的西方人类学家来则等对此有更为精细的辨析。
不过，作为一个学识颇为渊博的散文家，认准“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鬼
的生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钩稽出许多有关鬼的描述，由此也就从一个特定角度了解了“中国民
族的真心实意”。
经过周氏整理、分析的诸多鬼故事，以及这些谈论鬼故事的散文小品，确实如其自称的，是“极有趣
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
至于这项工作的目的与途径，周作人有过明确的表述:“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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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
”（《说鬼》）代代相传的辉煌经典，固然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可活跃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鬼
神观念及其相关仪式，何尝不也代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隐秘世界?前者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后者在思
想史研究上的意义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
当然，不能指望散文家作出多大的学术贡献，可此类谈神说鬼的散文确实引起人们对鬼神的文化兴趣
。
借用汪曾祺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水母》），因此，我们不能撇下鬼神不管。
在这方面，散文家似乎仍然大有可为。
 四    本世纪初，正当新学之士力主驱神斩鬼之时，林纾翻译了“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的莎士
比亚的戏剧和哈葛德的小说。
为了说明专言鬼神的文学作品仍有其存在价值，林纾列出两条理由，一为鬼神之说虽野蛮，可“野蛮
之反面，即为文明。
知野蛮流弊之所及，即知文明程度之所及”（《〈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一为政教与文章分
开，富国强兵之余，“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
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吟边燕语〉序》）。
用老话说，前者是认识意义，后者为文学价值。
    三十年后，梁实秋再说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可就只肯定鬼是莎氏戏剧中很有用的技巧，而且称“
莎士比亚若生于现代，他就许不写这些鬼事了”（《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或许一般读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鬼神观念的束缚，还很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客观考察鬼神的产生与发展
，故文学作品不宜有太多鬼神。
说起古代的鬼诗、鬼画、鬼戏、鬼小说来，作家们大致持赞赏的态度，可一涉及当代创作，则都谨慎
得多，不敢随便表态。
“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话说得很通达。
可别忘了，那是有前提的:“前人的戏曲有鬼神，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办法可想。
”（《有鬼无害论》）也就是说，廖沫沙肯定的也只是改编的旧戏里的鬼神，至于描写现代生活的戏
里能否出现鬼神，仍然不敢正面回答。
    这里确实不能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水平。
理论上现代戏也不妨出现神鬼，因那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艺术技巧，并不代表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
更无所谓“宣传迷信”。
可实际上作家很少这么做，因尺度实在不好把握。
周作人在谈到中外文学中的“僵尸”时称，此类精灵信仰，“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
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
”（《文艺上的异物》）。
反过来说，倘若不是用艺术的眼光，不是“平心静气”地欣赏，鬼神传说仍然可能“于文化发展颇有
障害”。
了解二十世纪中国读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及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的启蒙意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家们
对当代创作中的鬼神问题举棋不定、态度暧昧。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至于为什么鬼神并称，而在这个世纪的散文中，却明显地重鬼轻神，想来起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原
因:一是鬼的人情味，一是散文要求的潇洒心态。
不再是“敬鬼神而远之”，民间实际上早就是敬神而驱鬼。
现代人对于神，可能崇拜，也可能批判，共同点是走极端，或将其绝对美化，或将其绝对丑化，故神
的形象甚少人情味，作家落笔也不免过于严肃。
对鬼则不然，可能畏惧，也可能嘲讽，不过因其较多非俗非圣亦俗亦圣的人间味道，故不妨对其调笑
戏谑。
据说，人死即为鬼，是“自然转正”，不用申请评选;而死后为神者，则百年未必一遇。
可见鬼比神更接近凡世，更多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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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里鬼中有人，人中有鬼，有时甚至人鬼不分;作家讲起此类鬼而人、理而情的鬼故事来，虽也有一
点超人间的神秘色彩，可毕竟轻松多了。
而这种无拘无束的宽松心境，无疑更适合于散文小品的制作。
    对于鬼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作家们虽一再提及，其实并没有认真的研究。
老舍也不过说说鬼神可以“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
就颤抖的东西——神经的冷水浴”（《鬼与狐》）;而邵洵美分析文学作品中使用鬼故事的“五易”，
则明显带有嘲讽的意味（《鬼故事》）。
如果说这个世纪的散文家在研究文艺中的鬼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的话，一是诸多作家对罗两峰《
鬼趣图》的评论，一是鲁迅对目连戏中无常、女吊形象的描述。
“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常》），这“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
颈挂两条纸锭”，“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女吊（《女吊》），借助于鲁迅独特的感受和传神的文笔
，强烈地撼动了千百万现代读者的心。
这种鬼戏中的人情，很容易为“下等人”领悟;而罗两峰的《鬼趣图》和诸家题跋，则更多为文人所赏
识。
现代作家未能在理论上说清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可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的介
绍评析，仍值得人们玩味———这里有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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