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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牲(也称“人祭”)是用活人做牺牲，杀之以祭神灵或祖先。
人殉是用活人去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
在原始社会末期到初级国家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人牲和人殉曾经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
现象。
被当作祭品的牲人和陪同主人死去的殉人，都是原始宗教的牺牲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产生人牲人殉的原因，牲人殉人的身份、来源以及他们被杀害的含义却又很不相同。
一般地说，人牲是供“食”的，而吃敌人是个古老的传统，所以用的是俘虏、“仇人”；人殉是供“
用(役使)”的，既为“用”，就要避仇敌，使亲近，所以殉者须“亲嫟”，须“故旧”，殉者与被殉
者的关系应是二者生前关系的继续。
有些研究者只看到人牲人殉表面相似的一面，而忽视其本质不同的另一面，所以有必要就二者的起源
申述一下。
此外，还有一种用自我割体的伤残行为来表白自己与死者的亲密关系或自己与自然神的亲密关系的做
法。
从其演变过程看，它有可能是自成体系的，但它的含义应与人牲人殉紧密相关，可视为人牲或人殉的
变种，所以也附带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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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人牲人殉习俗，从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历经商周秦汉，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
各个发展阶段，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人牲人殉的长期存在？
人牲人殉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与中国历史社会有什么关系？
本书对此作了系统考察与论述，具有较高的资料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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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史前期人牲人殉遗存的考察　　中国史前期，指中国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
其下限一般界定在公元前20世纪。
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夏代。
夏代是我国史籍记载中的第一个王朝，但在考古学上至今未得到确认，所以，本章把部分属于夏纪年
范围内的人牲人殉遗迹也包括在考察之列，另一部分与商王都直接有关的人牲人殉遗迹留到下一章叙
述。
　　一人牲遗存的考察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原始宗教崇拜各有不同，
表现在人牲的有无及其形式，当然也有区别。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暂时把中国史前期的人牲分为三大类：(一)血祭地母；(二)猎头祭谷；(三)奠基牲
。
“血祭”和“猎头”，都与农业崇拜有关。
前者流行于黄河流域，并为古代中国的统治王朝所继承；后者发生于长江以南，以后长期流行于南方
越僚系民族间，并远播于东南亚及南洋诸岛。
判断“血祭”遗迹的重要标志，除了要有非正常死亡的遗骸以外，还应有崇拜物或祭祀场地作为佐证
。
“猎头”的标志应是完整的首级，明显的砍杀痕迹；一般应有装置“猎头”的容器或其他可供识别的
标志。
“奠基牲”遗迹的重要标志是看被害者是不是埋置在城墙基内或房基内，城墙基下或房基下及房址居
住地面下，而这个房子一般应该是比较大的建筑。
为了避免以一概全，我认为不论何种人牲的确定，在同一文化遗存中都应发现多起，而非孤例。
　　如果这些判断准则没有大错，对中国史前期的人牲似可以做如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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