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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于个人学术兴趣，我曾经花费二十年时间，寻求中国历史上对于三国时代蜀将关羽崇拜文化的由来
演进。
说来由于《三国志演义》及戏剧、说书的影响，对于关羽崇拜，几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
作为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
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但陈寿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祗
。
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城乡的“关帝”庙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
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也颇不解，他曾历数关羽崇拜的过程，并感慨道：“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
皆有运数。
而不可意料者。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
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裎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
，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
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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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三国志演义》及戏剧、说书的影响，对于关羽崇拜，几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作为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批评他“刚而自矜”，“以
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但陈寿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千载以后，关羽作为武圣人竟然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
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城乡的“关帝”庙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
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

 清代关庙中的这样一幅对联，颇能溉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
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
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
明清两代关羽已经赫然成为国家神，绫摄三教，覆盖全国。
但今日宗教学界各自独立，似乎并不清楚对于历史上关羽人而神、神而圣的提升过程。

作为一个长期的，影响广泛的“活”信仰，关羽的形象从来没有封闭凝固在文字或传说中，而是不断
发展变化。
如何将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羽形象，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生成的背景之中，凸现其变化的因果联系，
以及与同时代其他宗教、社会、民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影响，然后又如何展现在文学艺
术之中，这是本书的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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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要言不烦，但也开启了中国民族学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聚讼纷争之始。
一般以为，“汉族”的称呼源于汉朝。
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从民族间的通婚、各民族王朝王室和高官显贵的民族出身、民族之间互相更
名、改姓等问题人手，以汉族为中心缕述为八期，分别是“汉族胚胎时代”论述“汉族内部之融合”
；“汉族蜕化时代”论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汉族休养时代”；“汉族第二
次蜕化时代”论述“匈奴、乌桓、鲜卑、氏、羌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二次休养时代”论述“高丽
、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奚，契丹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
论述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三次休养时代”；“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
”论述”满族、西藏血统之加入”。
啉惠祥《中国民族史》则以为“汉以前只称‘华夏’，汉以后则称汉族。
”③自“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传人以后，范文澜辄以汉族为秦汉以下“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
民族。
”④这曾经引发过一场“部族”还是“民族”的争论，反对学者也分为两派，一派以为“汉民族形成
于鸦片战争以后”，一派以为“汉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
以“形成”得如此之晚，其实是因为两派都在套用苏联专家格·叶菲莫夫“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形成为民族的过程”的模式。
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汉族形成的看法依然未能统一，只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一种意见认为“汉民族形成是分为两步完成的”，第一步华夏部族联盟或者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或
者形成于夏代。
然后在秦汉形成民族；另一种则认为分三阶段形成，分别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
③有的学者还试图定义，说是“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
④但以上诸说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或稍后称呼“汉族”、“汉人”者，主要是周边民族和地
区，并非中原民族的自主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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