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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视"祭祀作为古礼

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了我们处理天人0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然和思想$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

际交往原则$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分"祭祀诗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祭祀诗的具体

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

中"可以从祭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祭礼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这部分诗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关键词!祭礼!.诗经/!祭祀诗!原始宗教!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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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祭祀诗又称郊庙歌"简称祭歌"是宗教祭祀活动

中咏唱的赞颂神灵0祖先"祈福禳灾的诗歌$一方

面"不同民族的祭祀诗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独特性和

地域性"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祭祀诗同时又存在某

些共同的本质特征$所以祭祀诗也是一种世界性的

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中"研

究这部分诗歌不仅对于认识文学史"而且对于研究

宗教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祭礼的形成与发展

%一&祭礼与原始宗教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低下"先民们通过祭祀神

灵求得生产的丰收和部族的繁衍"祭祀活动寓寄着

人们沟通自然进而去改造自然0甚至控制自然的愿

望和要求$作为当时生产劳动的必要补充和辅助手

段的祭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对恶劣生存环境

的一种斗争"是部族全体成员怀着巨大热情踊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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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重要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

化"生产力逐步提高"人们对自然和人事逐步加深"

祭祀活动在生存这一层面上的意义逐渐减弱甚至渐

渐消失!而统治阶级之所以积极将其神化"垄断化"

首要目的是为了维系其统治内部的团结并且不断巩

固暴力统治"这一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因而统

治阶级愈发重视"甚至达到一种至高的特殊地位$

祭祀是伴随着人类宗教观念的发展成熟而出现

的$宗教观念产生于人类面对强大异己的宇宙自然

而寻求生存的生产0生活实践过程之中"因而它起初

总与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状态的具体事物和现象有

关$当种种外在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对人的生存产生

无可逃避的决定性影响时"探寻其产生0发展和演变

之根本动因的结果"便产生了宗教学上所谓'万物有

灵论("即认为世界万物都同人类自身一样具有灵

性"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情感或神意的沟通"这是

人类早期思维%即原始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原

始思维遵循互渗律"即认为人和各种物之间存在一

种共性的神秘力量渗透于一切人和事物之中$(

,

#

-这

种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原始人的集体表象

与我们的表象或者概念是有极深刻的差别的"77

它们没有逻辑特征$另方面"它们不是真正的表

象$(

,

#

-人类思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到了人

类思维发展的类比联想思维阶段和逻辑抽象思维阶

段"才有了'真正的表象($恩格斯曾经做过令人信

服的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

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

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

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

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

,

!

-

%二&祭天之礼

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

视"而且这种祭礼为最高统治者所独占"是周天子的

专利"诸侯不得郊祭$.春秋/记鲁僖公三十一年多

次为郊祭之事占卜"而成公十年更有'五卜郊"不从"

乃不郊(的记载"所以.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对此进

行了批评'鲁郊非礼也为"鲁郊何以非礼* 天子祭

天"诸侯祭土$(在某种程度上"祭天神0上帝比祭祀

人鬼更重要$

在初民的精神意识中"天是万物的主宰"大自然

的所以一切都是天所赋予的$他们相信天是万能

的"因而对天的祈求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祭天"又称作郊"就是野外祭天的典礼".礼记+礼

器/注'郊"祭天也$(.周颂+昊天有成命+序/#'郊"

祀天地也$(陆德明.经典释文/#'郊者"祭天之名$(

在古代民众的思想观念中"天也就是人格化的上帝"

.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

礼运/#'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记+礼

器/#'飨帝于郊而风雨节0寒暑时$(

郊祀的对象是天0昊天0上天$从.诗经/中看"

上天已被人格化"决定了一切人间的事$如.大雅+

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

莫$(在'帝省其山(0'帝度其心(0'帝谓文王(等诗句

中"上帝俨如人间帝王"对下界之事作了种种安排$

在周人的眼中"天0昊天0上帝往往是一体的"并没有

明显的区别$昊天即上帝"上帝即天"钱玄先生的解

释是#'按称天0昊天"指自然之天体"乃先民所常言$

称上帝"则天神而人化"其意为天之威力大"如人间

之帝王"故称天为上帝".诗/0.书/中"天0昊天0上帝

皆用"其内涵亦无区别$(

祭天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周族统治

者通过对天的祭祀和供奉"给自己的统治地位披上

神秘合法的外衣"如.小雅+信南山/#'曾孙寿考"受

天之祜$(.大雅+文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诗序/云#'郊"祀天地也$(.笺/云#'昊天"天大

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

能够承天之命"当然是上天之子"周统治者认为自己

只要虔心敬奉"上天就会爱其如子"福佑有周$.周

颂+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

另一方面"统治者相信天命的存在"祈求降福"保国

安民"使自己的统治稳定$周族统治者通过祭祀来

祈求上天的保佑".大雅+大明/#'唯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

其佑之$(.小雅+天保/中多次出现的'天保定尔(诗

句"更是表现了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意识$

%三&周人天命思想的发展

.尚书+汤誓/中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77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以从中看出周人与殷

人在关于祭天观念上的巨大差别"殷人经常通过占

卜和祭祀来沟通上天"他们对上天有极度的信仰"甚

至迷信上帝$但是相比之下"到了有周一代"周人则

不像殷人那般盲目"他们对上帝0天0昊天的态度是

少了些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多了些理性的思考和对

人事的关注$在祭祀的过程中"除了对上帝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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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天人之外"还夹带着一些

功利性的0现实性的目的和需求$从.诗经/中看"周

人的天命思想的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对于前

朝殷商的亡国之祸的影响$.大雅+荡/中'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0'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0.大雅+文

王/中'天命靡常(0.大雅+大明/中'天难忱斯(等一

系列的感叹"契合了.尚书+君/中'天不可信(的

天命观念$而且"周人更进一步地对天命产生了种

种怀疑和理性的判断"这在殷人看来是不可思议"匪

夷所思的$在.小雅+节南山/#'昊天不佣"降此鞫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雨无正/#'浩浩

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天疾威"

弗虑弗图$(.大雅+瞻?/#'瞻?昊天"则不我惠$(

.大雅+召/#'天疾威"天笃降丧$(这些都是在

当周人的生存境况遇到威胁"环境恶劣生活艰难"命

途多舛之时发出的对于上天的疑问和对于现实与人

事的理性思考"甚至是愤懑0不满和谴责$但是尽管

如此"周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真正地0完全

彻底地否定天命和上帝昊天"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加以改变"从而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和管理$关于

殷商灭亡的原因"周人将其归结为殷人德行的缺失"

从而失去了上天的庇佑".尚书+酒诰/'弗惟德馨

香"祀登闻于天("只有德行谨慎"祭祀恭敬"天才会

受命于人"以致万寿无疆"即在.尚书+召诰/中云#

'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2 曷其奈

何不敬2(

三"*诗经+中的祭祀诗

%一&周代祭祀诗的特点

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

分$祭祀诗的具体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

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作为

宗教附庸的祭祀诗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周人宗教

观念的特点在祭祀诗中充分反映出来"并从根本上

决定了周代祭祀诗的面貌"使它既不同于古希腊的

祭歌0古印度的.吠陀/和古埃及的.亡灵书/"也不同

于秦汉以后的郊祀歌0明堂歌和各式各样的庙歌$

这是正确把握中外之间和我国历代之间祭祀诗不同

特征的关键$因为祭祀诗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尽管

采取了文学的形式"但其思想本质却完全是宗教的$

它虽然披着神的外衣"看似神秘地凌驾于万物之上"

而事实上则完全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且就象那

些政治诗0怨刺诗和讽谕诗一样"有其极其迫切的政

治目的和功利性$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具备了鲜明的

时代性和阶级色彩$

%二&*诗经+中祭祀诗的内容

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

事件$'凡治理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

祭$(

,

%

-古代由于祭祀活动的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

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祷禳灾的祭歌$其中一些有利

于统治阶级统治的祭歌"被选入了朝廷"历经辗转被

选入了.诗经/"大部分保存在三颂之中$共计三十

四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小雅/中祭祀诗共计四篇".楚茨/是周王祭祀

祖先的乐歌"'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

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它描写了祭祀的全过

程"从祭前的准备一直写到祭后的宴乐"详细展现了

周代祭祀的仪制风貌$.信南山/与.楚茨/同属周王

室祭祖祈福的乐歌$但二者也有不同".楚茨/言'以

往尝("乃兼写秋冬二祭!而此篇单言'是是享("

则仅写岁末之冬祭"而且它侧重于对农业生产的描

绘"表现出周代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文化特色$.甫

田/是周王祭祀土地神四方神和农神的乐歌"'黍稷

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大田/与前

篇.甫田/是姊妹篇"同是周王祭祀田祖等神癨的祈

年诗$.甫田/写周王巡视春耕生产"因'省耕(而祈

求粮食生产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收!.大田/写

周王督察秋季收获"因'省敛(而祈求今后更大的福

祉$.大雅/有祭祀诗三篇#.既醉/描述周代统治者

祭祀祖先"'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

福$(祝官代表神尸向主人表示祝福"祭祀完毕后周

王和诸侯尽情宴饮$.凫?/是周王绎祭宾尸%祖先&

时所唱的诗"祭祀的次日"主人设宴酬谢神尸"酒菜

丰美"求得福禄$'尔酒既清"尔肴既馨$公尸燕饮"

福禄来成($

.云汉/全诗八章"每章十句$是一首禳灾诗$

周宣王时"连年旱灾"周宣王作此诗求神祈雨"抒写

为旱灾愁苦的心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

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

不我遗$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在.周颂/祭祀诗

最多"共有二十二篇#.清庙/是周王祭祀文王于宗庙

的乐歌!.维天之命/0.维清/都是祭祀的诗!.烈文/

是成王祭祀祖先时诫勉助祭诸侯的诗!.天作/是周

王祭祀岐山所奏的乐歌!.昊天有成命/是周王祭祀

成王的乐歌!.我将/是祭祀上帝的乐歌!.时迈/是武

王克商后巡游狩猎诸侯和祭祀山川百神的诗!.执

竟/是祭祀武王0成王0康王的乐歌!.思文/是郊祭周

人始祖后稷以配天的乐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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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我民"莫匪尔极$(!.噫嘻/是一首祈谷的乐歌"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全诗

既由其具体地反映周初的农业生产和典礼实况"从

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振鹭/这是周天子设宴招

待来镐京助祭的诸侯的乐歌"'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无恶"在此无鉩($.丰年/是秋天丰收后祭祀祖

先时所唱的乐歌!.有瞽/是一首和乐祭祖的诗!.潜/

是周王献鱼求福祭祀于宗庙时所唱的乐歌!.閖/是

武王祭祀文武"在祭毕撤去祭品时唱的乐歌!.载见/

是周成王率诸侯拜谒武王庙祭祀土神谷神的乐歌!

.载芟/是周王在春天籍田时祭祀土神谷神的乐歌!

.良?/是周王秋收后祭祀土神谷神的乐歌!.丝衣/

是周王祭神而燕饮宾客的歌舞诗!.赉/的武王克商

还都"祭祀文武并封功臣的乐歌!.般/是周王巡狩祭

山川的乐歌!.商颂/五篇全是祭祀诗#.那/主要表现

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

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

'猗与那与2 置我鱠鼓$奏鼓简简"絗我烈祖$(.烈

祖/是春秋宋君祭祀祖先的乐歌"'?假无言"时靡有

争$绥我眉寿"黄?无疆$(这首诗的功利目的非常

明显"就是通过祭祀烈祖"祈求'绥我眉寿(0'降福无

疆($它是典型的宫廷祭歌%又叫'庙堂乐歌(&$.玄

鸟/是宋君祭祀并歌颂祖先的乐歌"玄鸟可能是商的

图腾$'龙?十乘"大?是承(是祭祀的规模!.长

发/0.殷武/均是宋君建庙祭祀高宗的乐歌$

通过对祭祀诗中祭祀对象的考察"我们发现"其

中和祭祀祖先有关的诗占了总数的
C$X

"而其他和

祭祀自然神有关的诗仅占
#%X

"祭祀祖先的诗歌在

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

它的背后一定和商周时期的社会宗教观念0礼乐文

化0审美观念息息相关$

四"祭礼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祭礼与万物有灵

初民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对他们说来自

然万物和死去的祖先都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属性和力

量"冥冥中掌握着人们的命运$在这种观念的支配

下"原始社会先后出现过自然崇拜%包括天体崇拜0

土地崇拜0江河崇拜等&0动植物崇拜0祖先祟拜0图

腾崇拜等"每一种宗教形式都有其相应的祭祀活动$

进入阶级社会"在原始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消

失以后"这种观念本身并没有随着它而立即消失"而

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观念而继续存在下来"并深刻地

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原始社会即将解体的舜

的时期"普遍盛行着祭祀上帝0山川和'六宗(%指星0

辰0风伯0雨师0司中0司命"又说指日0月0星辰0泰

山0河0海&的活动"直到.诗经/时代仍是如此"正如

.国语+鲁语上/所言#'凡?0郊0祖0宗0报此五者"

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

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及天之三辰"民

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

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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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祀"一方面离不开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但一方

面原始宗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敬天,,, 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万物是天地所生"天生

地养"这是中国先民最朴素的生命观$原始社会末

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大自然的斗转星移0四季变化"

使人类显得渺小无力$中华先民认为"世间万物都

有灵魂"且受神灵护佑$在瞬息变化的大自然面前"

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依赖的感情$因此"当

时的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0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

的选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

思想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世间真相了解逐渐

深入"就意识到"并不存在天命"天行有常"不为桀

存"不为纣亡"于是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说"人应努

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封建时代"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天人相分之

后"他们就更不受什么约束了"为了能够对他们产生

一些控制"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推出了天人感应说"其

目的是告诫帝王"人间的一些灾象正是天意对他的

警示"申天以屈君"达到约束帝王的目的$

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人们观察到的天象"包括日

食月食"都能用盖天说来解释"从而人们认识到"天

象变化是有规律的$东汉时的王充体会到天是自然

无为的"从而形成了天道自然论$认为天是自然物"

没有意识"从而明确的否定了天人感应论$

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认为一切物都有自己的

作用"天和人一样"也有各自的作用$而天不能制订

礼仪"人不能更改四季"这就是天人不相预!在自然

方面"天胜过人"在社会方面"人胜过天"这就是天人

交相胜$自然界要有人来治理"人又根据万物的自

然本性来治理万物$因此"天人关系除了交相胜的

一面"也有还相用的一面$总之"天与人的关系既相

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为用$

.易+象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序

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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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在这里"天地从来就有"后来派生出万物和人"

人既然是天派生的"因此就要像天0则天0顺天0

应天$

北宋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气"天地和人都是

气聚而成$天人合一"一就是气$张载说#'客感客

形与无感无形"唯尽性者一之$(天是太虚"是无法感

觉的无形的气"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是气聚而成的

客形"是可以感觉的$尽性者"指透彻了解事物本性

的人$也就是说不管事物能否感觉得到"只要透彻

的了解了事物的本性"就会知道世界是有统一性的"

万事万物都是一回事"既天人合一$

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天人本无

二"不必言合$(现代大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中国古

代哲学家所谓4天人合一3"最基本含义就是肯定4自

然界和精神的统一3"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命

题是基本正确的$(

%三&祭祖,,,古今一体

.史记+礼书/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祭祀大地"报天地覆载之德!祭祀祖先"

报父母养育之恩$祭祖这一社会习俗"有着深刻的

文化意义$中国原始宗教具有自发性0原生性的特

征"相信祖灵有神通"可以福佑子孙"也可以降临灾

祸"所以子孙要敬祭祖先"以求家人平安$

本来祖先崇拜的对象都是那些生前创造过光辉

业绩"对本民族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如文

王0武王0公刘0后稷等等"祖先死后的亡灵成为本民

族的保护神而受到后人的崇拜$这在祖先崇拜观念

很强的殷人和周人那里都是如此$但是"与殷人不

同的是"在周人心目中他们的祖先具有更大的神通

和威力"与上帝具有更为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殷人

的祖先其神位在上帝之下"一切听命于上帝!周人的

祖先其神位俨然与上帝平起平坐"'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大雅+文王/&他的尊严和地位大大超过了

殷人的祖先$殷人祈求上帝要通过祖先的神灵"而

周人祭上帝常配以先王"因而似乎可以与上帝'直接

对话($有时周人甚至将自己的祖先与上帝0天神等

同起来"例如黄帝0帝喾都是五方帝之一"周人又认

为他们也是自己的祖先!后稷是始祖"同时又是农

神$周人拉大旗作虎皮"借抬高祖先的神灵以加强

自己"完全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我们可以从这微

妙的变化之间看出周人在祭祀中观念的极大转变$

.礼记+坊记/说#'修宗庙0敬祀事"教民追孝

也(0'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是中国人对万物和

人生本源的基本观念$中国人很少相信天地万物和

人类是由某种神灵创造的"只是实实在在相信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又受之父母"以至先祖"而人来

源于物"物来源于天地$由于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

祖先给了我们生命"所以要报本答恩"报答的方式便

是敬天祭祖$这是一种很朴实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

观"把社会归结为家庭"把家庭归结为自然"基本上

合乎人类演化和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以父子关系

为轴心的家族关系是古代社会的基础"中世纪宗法

等级社会各种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和

扩大$祭祖是家族社会的宗教"也是它的哲学"是它

的最高信仰"在很长时期内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的民俗和精神生活$

五"结论

祭祀作为古礼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

了我们处理天人0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和思想$作

为一种人神相接"以通上天的宗教活动"祭祀向来受

到人们的重视$直到现在"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我

们依然或多或少的保留继承体现着这些思想$但是

作为一种礼仪性质的祭祀从周代开始便不免带有了

功利性的色彩"为了祈祷风调雨顺0五谷丰登"为了

降福子孙0庇佑后嗣"为了实行统治者的独有权利"

为了使统治更加合理化等等"使祭礼在发展完善继

承的过程中沦为了统治者政治的一把有利工具"来

划分明确的等级"不得僭越"不得有误"使人性在一

定程度上被扼杀"成为一种礼教"自然的生命被束缚

和捆绑$但与此同时"不可否定和忽视的一面是祭

礼作为礼仪规范"能够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民

成俗"让人民懂得节制"懂得敬畏"在谦卑的姿态中

生活生产"从而懂得报答感激"懂得节俭"懂得借鉴"

懂得保本返祖"溯本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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