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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关公代表了忠义信的儒家正统文化，那么钟馗则代表了中国人精神中旁门左道的另一种文化，
这就是斩妖逐邪杀鬼的文化，也是对正义平等的精神诉求。
    钟馗不是正神，他是一位偏神，体现了以偏求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因此他犹如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支奇兵，出其不意地占据了民间审美形象的制高点，千百年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
成为古代文学、传说故事和戏剧中经常表现的人物，并成为中国古代民众最喜闻乐见的门神之一。
    为何人们喜欢钟馗？
这与中国人喜欢鬼故事的文化心理有关。
民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钟馗打鬼、捉鬼，且又置身众鬼中间，役使小鬼为他抬轿举伞，随他出游、嫁妹、捉鬼、除恶，好
不威风，鬼世界里平添了几分人情味，也因此使得钟馗故事多了几分趣味，在民间广为流传。
    钟馗为人们喜爱，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的丑。
本书读者大多应看过作家贾平凹的散文名篇《丑石》，丑到极点就是美，大丑中有大美，这是审美心
理学，也是美学辩证法。
钟馗是中国古代诸神中形象最为丑陋的一位，并且总是与阴间恶鬼相伴为伍，似乎更加丑不忍睹。
    然而，大丑中必有大美，丑钟馗又是美的，美在性格，他性格刚烈；美在个性，他嫉恶如仇；美在
心灵，他心存感恩。
好友杜平厚葬他，他则将妹嫁给杜平以报答。
几乎在所有笔墨精妙的画家笔下，钟馗都是美的，他惩恶扬善，气宇轩昂，英武潇洒，宛然若生，被
清代著名杨柳青年画画家钱慧安尊称为“古丈夫”，被近代美术大师吴昌硕盛赞为“美髯公”，焉能
不美！
    钟馗为人们喜爱，代表了人们对平民神仙的喜爱，这种喜爱和对关公的喜爱不同。
钟馗不是大将，也不是武圣，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贫寒读书人，这使他成为古代平民知识分子
的典型。
故事里钟馗距离梦想仅仅一步之遥，却因皇帝个人好恶，而痛失美好前程，他的冤屈经历易于引起历
代读书人的共鸣。
因此钟馗的平民身份，与传说故事的通俗性相吻合，使他具有了广泛的人民性，比起高高在上的诸神
，他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人们喜爱钟馗，最重要的是他能打鬼驱魔，除邪镇宅，保护民众，赐福纳祥。
人们喜欢他无所畏惧、疾恶如仇、一身正气，所以，尽管他丑，尽管他的身份是鬼，人们却从来没有
厌弃他。
每到年节喜庆日子，家家户户都要张贴他的年画镇鬼祛邪，这种风俗源自唐朝持续至今，一千多年从
未更改和间断，堪称中国年画史上的奇迹。
    本书全面介绍了钟馗文化源流，钟馗民俗文化和神话传说，讲述了钟馗与唐明皇的故事，对钟馗传
说进行考证分析，追溯了钟馗的来历、钟馗的身份、钟馗与门神、钟馗嫁妹的来龙去脉等，并对钟馗
绘画特别是各地年画进行品鉴介绍，通过作者收藏的大量钟馗题材的民间年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钟馗崇拜现象。
    沈泓    2011年8月6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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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泓编著的《钟馗文化》内容介绍：钟馗为人们喜爱，代表了人们对平民神仙的喜爱，这种喜爱和对
关公的喜爱不同。
钟馗不是大将，也不是武圣，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贫寒读书人，这使他成为古代平民知识分子
的典型。
故事里钟馗距离梦想仅仅一步之遥，却因皇帝个人好恶，而痛失美好前程，他的冤屈经历易于引起历
代读书人的共鸣。
因此钟馗的平民身份，与传说故事的通俗性相吻合，使他具有了广泛的人民性，比起高高在上的诸神
，他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起来翻阅《钟馗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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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泓：在海内多外2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800多万字，5篇报告文学在全国性评奖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
，出版个人专著40多部。
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收藏投资系列丛书和文章受到收藏界关注，在读者群中产生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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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宋代是傩仪发生大转变的时代，所以宋代以后，钟馗信仰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其
特点是，逐渐向着世俗化和民俗化方向发展。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宫中岁除所行的傩仪：“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
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
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
，共千余人，自郡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
” 从书中可见，宋代，钟馗戏开始流行：，“又爆竹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革华）简，如钟
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
”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描述了在近岁节的十二月里，市面上销售的吉祥物品中有钟馗画：“
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 唐代的方相氏、十二兽等角色，在宋代汴京宫中举行的大傩中，已销声匿迹。
参加驱邪的将军、门神、判官、钟馗等角色，都是由教坊人来扮演的，变成了岁除举行的只有象征作
用的民俗活动。
 吴越之地在五代十国时就已流传着钟馗捉鬼的信仰和除夕之夜驱傩的习俗。
至宋室南迁后，汴京宫中的驱傩惯例照样保留下来，禁中驱傩埋祟的队列中也照例还有装扮成钟馗的
演员。
 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所撰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钟馗其人及其传说则变得完整和丰
满起来。
沈括记录的这个传说，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个情节最丰富、最完整的异文，它标志着钟馗传说发
展中的一个转折。
此文的全文可见下一章。
 稍后出现的有关钟馗传说的记载，还有已经亡佚的有《唐逸史》（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末以后的作品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四《梦钟馗》条注引），还有高承（1078—1085）的《事物纪原》。
 《唐逸史》和《事物纪原》描写的钟馗传说情节与《梦舞钟馗赋》和《梦溪笔谈·补笔谈》基本相同
，但增加了两个情节：一是明确说明钟馗的身份系终南进士，二是说钟馗所捉之小鬼名为“虚耗”。
从前朝廷官员“挂钟馗”的风俗，此时也流人了民间。
吴自牧《梦梁录》记载，除夕之日，“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
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
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神
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周密《武林旧事》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据《乾淳岁时纪》记载，六甲、六丁、六神等神将，是由女童装扮的。
 宋代宫中在岁除之际虽仍举行大傩仪，但这种傩仪不再是国家的“典礼”，而变成了“直以戏视之”
的民俗活动，完全是娱乐活动。
此时，钟馗从统领鬼众诸神的地位，变成了与灶神、将军、判官、门神等同一等级的辟邪象征角色，
只作为人们祈求吉祥福祉心理的抚慰者。
 于是，从产生于西晋或东晋末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及产生于中晚唐的其他敦煌写本起，经张说、
刘禹锡的简单记载，周繇《梦舞钟馗赋》的描写，到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唐逸史》和《事物
纪原》止，围绕着钟馗这个人物，最终形成了由四个故事情节单元构成的民间传说。
 这四个故事是：唐明皇梦鬼、钟馗啖鬼、吴道子画鬼、钟馗嫁妹。
故事情节层层累积，使钟馗这个传说人物，在动态的叙述和静态的描写中变得立体化了。
从而，钟馗信仰风俗也变得立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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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间年画中的神像，凝聚着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美术史、中国民俗史等诸多
领域的知识景象，随便拿起一张神像年画，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文化和民俗，看到无数的传说和故事
，看到无限辽阔的精神境域。
    这套丛书，是笔者多年收藏和研究的结果。
1O多年来，笔者收藏和研究兴趣转向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特别是神像年画。
每收藏一幅民间神像年画，都要探究其意味和来龙去脉。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向民间艺人请教，最后发现，这些神像年画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阔，其中很多因
时代久远，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其来龙去脉和寓意已无迹可寻，面对它们，往往有面对断崖绝壁之
叹。
    就像寻幽探奇的探险者，越是未知，越有探究的兴趣和动力，入之越深，其路越险，其景越幽，一
忽儿山重水复疑无路，一忽儿柳暗花明又一村，乐在其中。
    知识的获得按古人言不外是读书和走路。
读万卷书，可以了解神像知识的宏观脉络；行万里路，则是从民间获得神像民俗的原始知识。
这是细节微观的知识，是源头的知识，是来自大地和泥土的知识，因而它是最真实、最可靠，也是最
权威的知识。
    因为书本上的知识，不过是民间沃土上开放的花朵，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书斋中构造的所谓的书本
知识不过是空中楼阁。
因此专家学者的论述都离不开源头。
    走进民间，就是走向田野，神像年画和民俗文化就是一门生长在田野上的学问。
笔者庆幸收藏将自己无意中带到了辽阔无垠的绿色田野上。
10多年来，笔者为收藏濒危的或正在消逝的民间木版年画，利用休假数十次行走在中国大地和东南亚
华人居住区，以及偏僻乡村和田野阡陌，寻访民间年画艺人，在深山古寺和寂寥老巷，寻找神像年画
故事。
笔者发现，神像年画尚存的地方，都是民俗文化最浓厚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民风民俗保存
得完整的地方。
    每找到一幅神像年画，笔者都喜欢刨根究底追问其画面深处的寓意内涵，喜欢听民间艺人讲述神像
年画的故事，喜欢了解神像年画背后的民俗、宗教和文化内涵。
    似乎每收藏到一幅神像年画，都意味着收藏了一个传奇故事，可以肯定地说，每收藏到一幅神像年
画，都收藏了一种神像的民俗知识。
因为笔者发现，神像年画就是民俗的结晶，而民俗又是神像年画的起点和终点。
民俗给予了神像年画题材源泉，神像年画又升华了民俗的蕴涵，让民俗变得形象化。
    本书的全部图片采用笔者本人收藏的民间年画和民俗美术藏品原作，用传承千年的中国传统年画图
案说话，更加贴近民俗的本真，也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古代没有照相机，民间年画和民俗图案
将古人生活和观念复制下来，流传下来，是唯一可以真实考证古人生活的形象凭证。
    文字可以谬传，传说可以虚构，唯有栩栩如生的民间年画和民俗图案不会欺骗我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张民间年画的真实信息量．可以超过一篇论文的信息量；一张古代年画的价值，
甚至可以超过一本书的价值。
    很多神像民俗消逝了，但年画让民俗得以留存。
这就是民间年画在民俗学中的独特价值。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科技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商品社会的不断演进，将有更多的神像民俗“逝
者如斯夫”。
    不仅大量神像民俗和神像知识将消逝，就是神像载体之一的那些残存的民间木版年画，也将逐渐减
少甚至消失。
    所以，尽快将这些年画藏品整理成书，并在书中全部使用笔者本人的藏品原作，就成为越来越紧迫
的事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钟馗文化>>

这套丛书，是笔者继《寻找逝去的年画》丛书、《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品年画读经典》丛书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和《中国民俗文化探幽》丛书等之后，写作的又一套抢救性的丛书。
不仅是对民间年画的抢救，也是对神像民俗和传统文化的抢救。
    神像文化知识，尤其是其历史知识、民俗知识和传说故事等，或是既有历史事实，或是约定俗成，
或是在民间流传千百年，不可虚拟也不可更改。
因此笔者参考借鉴了大量资料，其中引用部分网络资料，都是为研究和说明问题而适当引用和合理引
用，未能一一注明准确来源，如涉及原作者著作权，请及时和本书作者联系，笔者将以民间木版年画
或纸马原作藏品酬谢，作为资料互换和资源共享而共同拓展和深化神像文化研究。
    笔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和同好交流，交流邮箱：sh2h2@126.com。
    沈泓    201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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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钟馗文化》全面介绍了钟馗文化源流，钟馗民俗文化和神话传说，讲述了钟馗与唐明皇的故事，对
钟馗传说进行考证分析，追溯了钟馗的来历、钟馗的身份、钟馗与门神、钟馗嫁妹的来龙去脉等，并
对钟馗绘画特别是各地年画进行品鉴介绍，通过作者收藏的大量钟馗题材的民间年画，解读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钟馗崇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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