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文化在构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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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虽有不科学的一面 ,但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神徽是凝聚人心的旗帜 ,促进了民族的形成 ;首领利用神秘文化提高自身的地位 ,以顺利建立其统治 ;君主利

用神秘文化有效地实行统治 ;臣子利用神秘文化来匡正天下 ;普通人利用神秘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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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文化指人们利用人力以外的力量去支配人

的活动而创造的文化。它利用鬼、神、天、地等非人

力因素 ,通过占卜、占卦、占梦、符咒等手段来实现文

化制造者的意志。君主、圣贤、普通人皆可利用它来

达到缓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神秘文化有

不科学的一面 ,有时还制造一些混乱与浪费 ,如唐朝

迎佛进京、帝王封禅等事例。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的 ,在中国古代 ,尤其是上古 ,神秘文化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以为神秘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如下五个方面 :

一　神徽是凝聚人心的旗帜 ,促进了民族的形成

在远古时代 ,每个部落几乎都有神徽 ,这种神徽

在凝聚人心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使人们团结在

这个神徽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就

是民族。在中国原始社会出现过多种神徽 ,而以湖

南怀化高庙等地区出现的 7800～6800年前的凤凰

纹、獠牙兽面纹 (龙纹 )及八角纹 (如图 1,其中 3、4、

5引自贺刚文章 [ 1 ] )影响最大 ,这种类似的图案在后

来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

中反复以类似或变体图案出现 ,并影响至今。中国

人是龙凤的传人 ,可上溯至 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文

化。这种龙凤的神徽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

二 　首领利用神秘文化以确立其统治

在原始社会末期 ,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 ,无

图 1　7800～68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神徽

政府向有政府转化。可是 ,谁来充任政府首脑 ? 若

凭身体条件 ,也许很多人都差不多 ;若以德行为尺

度 ,又不合实际 ;若象动物争王一样 ,必然带来无穷

的厮杀。在文明化进程中 ,首领们往往通过宗教这

种神秘文化来实现其角色的转化。因此 ,有人将是

否有宗教祭坛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童恩正在论述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

作用时说 :“在原始社会后期 ,宗教仪式的举办和宗

教场所的兴建可以说是影响群众最方便的手段 ,这

种凝聚力有时连生产和战争活动也难比拟。在从事

以宗教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过程中 ,氏族的上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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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

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 ”。[ 2 ]

在上古史上 ,三代之祖皆有神秘降生的传说。

夏禹由其父夏鲧剖腹而出 ,故《天问 》有“伯禹腹鲧 ,

夫何以变化 ”的疑问。《史记 》载 :殷契 ,“母曰简狄 ,

有娀氏之女 ,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 ,见玄鸟堕其

卵 ,简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 ”。[ 3 ]殷本纪“姜原出野 ,见巨

人迹 ,心忻然说 ,欲践之 ,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

而生子 ,以为不祥 ,弃之隘巷 ,马牛过者皆辟不践 ;徙

置之林中 ,适会山林多人 ,迁之 ;而弃渠中冰上 ,飞鸟

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 ,遂收养长之。初欲弃

之 ,因名曰弃。”[ 3 ]周本纪

陈胜起义时也用了神秘手段。《史记 ·陈涉世

家 》:“陈胜曰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 ,

不当立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

公子扶苏、项燕 ,为天下唱 ,宜多应者。’吴广以为

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 ,曰 :‘足下事皆成 ,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 陈胜、吴广喜 ,念鬼 ,曰 :‘此

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 ’,置人所罾鱼

腹中。卒买鱼烹食 ,得鱼腹中书 ,固以怪之矣。又间

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 ,夜篝火 ,狐鸣呼曰‘大楚

兴 ,陈胜王 ’。卒皆夜惊恐。旦日 ,卒中往往语 ,皆

指目陈胜。”

至汉刘邦 ,又有其母刘媪梦感蛟龙而生子之说 ,

还有“赤帝之子 ”斩“白帝之子 ”之说 ,其“居上常有

云气 ”, 如 此 等 等 , 使 民 众 畏 惧 而 纷 纷 归 附

他。[ 3 ]汉高祖本纪

可见 ,古代贤人为了当上首领 ,大都利用过神秘

文化 ,这样很轻松地就使民众归附其麾下 ,避免了为

争夺位置而导致流血冲突。这种神秘文化看起来像

神话 ,因此过去的疑古学者不相信这些“神话 ”人

物。实际上 ,这些人都是历史人物 ,我们应充分认识

和了解这些神秘文化。

三 　君主利用神秘文化实施其统治

君主在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 ,常利用神秘文化

来实施其统治 ,这突出地表现在占卜与占卦上。占

卜 ,商代甲骨文有充分的证据 ,其实质可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方面是君主犹豫不决的时候听任“卜相 ”来

取舍 ;另一方面是君主意见敌不过臣子意见而采取

的策略 ,这时 ,常由“王 ”来占问。甲骨文中常有“王

占曰 ”的字样 ,用神的口吻来表达王的意志。周代

则主要是占卦 ,共六十四卦 ,每卦有卦、爻辞。占卦

与占卜比 ,带有更多理性的东西。因为卦、爻辞事先

写在书上 ,即《周易 》,这些言辞全是当时的哲理。

人们占卦 ,就是叫人们按《周易 》上的哲理去行事。

虽然有些神秘 ,但理性的东西增多了。

君主常常代表天帝发号施令 ,讨伐乱臣往往就

说是在执行“天罚 ”、“替天行道 ”。遇到重大活动要

举行神秘的仪式以使大家统一思想。例如 ,传说尧

禅舜、舜禅禹时都要举行“河出图 ,洛出书 ”的重大

仪式。如《宋书 ·符瑞志 》《竹书纪年 》皆载 :

洪水既平 ,归功于舜 ,将以天下禅之 ,乃洁斋修

坛场于河、洛 ,择良曰 ,率舜等升首山 ,遵河渚。有五

老游焉 ,盖五星之精也 (五老人扮装五星之精 ──

引者注 )相谓曰 :“《河图 》将来告帝以期 ,知我者重

瞳黄姚 ”五老因飞为流星 ,上入昴 (昴 ,西七宿之中

星也 ,据古星野说对应地上的冀州 ,即王畿之州 ,意

味着可以主持王畿之州而为天子也 ──引者注 )。

二月辛丑昧明 ,礼备 ,至于日昃 ,荣光出河 ,休气四

塞 ,白云起 ,回风摇 ,乃有龙马衔甲 ,赤文绿色 ,缘坛

而上 ,吐《甲图 》而去。甲似龟 ,背广九尺 ,其图以白

玉为检 ,赤玉为柙 ,泥以黄金 ,约以青绳。检文曰 :

“闿色授帝舜 ”,言虞夏当受天命。帝乃写其言 ,藏

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 ,率群臣东沈璧于洛。礼

毕 ,退俟 ,至于下昃 ,赤光起 ,元龟负书而出 ,背甲赤

文成字 ,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谓神话 ,皆人所为 ,所

谓出图书 ,皆事先写于玉璧之上 ,沉于河中 ,系之以

“青绳 ”,然后将其慢慢拖出 ,以愚弄旁观的百姓 ,以

示天之授政。这只是一种仪式 ,同时亦表示“洪范 ”

(洛书 )之重要 ,故《史记 》载尧禅舜、舜禅禹时都说

一句 :“天之历数在尔躬 ”的话 ,以嘱其按天行事 ,即

按客观规律办事。《尚书 ·顾命 》云 :“天球、河图在

东序 ”,可见《河图 》非天所赐 ,它是一种天文历法工

具 ,与“天球 ”一起 ,放在东边校舍里。后人不知“河

图 ”“洛书 ”的来历 ,故视之如神。

王莽篡位之时 ,也用了类似的神秘文化手段。

如《汉书 ·王莽传 》所载 :

梓潼人哀章 ,学问长安 ,素无行 ,好为大言。见

莽居摄 ,即作铜匮 ,为两检 ,置其一曰“天帝行玺金

匮图 ’,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

某者 ,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 ,皇太后如天

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 ,又取令名王兴、王盛 ,章

因自窜姓名 ,凡为十一人 ,皆署官爵 ,为辅佐。章闻

齐井、石牛事下 ,即日昏时 ,衣黄衣 ,持匮至高庙 ,以

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 ,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

御王冠 ,谒太后 ,还坐未央宫前殿 ,下书曰 :“予以不

德 ,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 ,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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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 ,成命统序 ,

符契图文 ,金匮策书 ,神明诏告 ,属予以天下兆民。

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 ,承天命 ,传国金策之书 ,予甚

祇畏 ,敢不钦受 ! 以戊辰直定 ,御王冠 ,即真天子位 ,

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其改正朔 ,易服色 ,变牺牲 ,

殊徽帜 ,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

之朔 ,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 ,牺牲应正用白 ,

使节之旄幡皆纯黄 ,其署曰‘新使五威节 ’,以承皇

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篡位时也举行了类似尧舜禹禅让之类的仪

式 ,只是将“五老 ”称为“五威 ”:

秋 ,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 》四十二篇

于天下 ⋯⋯五威将乘《乾 》文车 ,驾《坤 》六马 ,背负

鷩鸟之毛 ,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 ,凡

五帅。衣冠车服驾马 ,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 ,称

太一之使 ;帅持幢 ,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 :“普天

之下 ,迄于四表 ,靡所不至。”

孟子引孔子语曰 :“唐虞禅 ,夏后殷周继 ,其义

一也。”[ 4 ]即是说 ,尧舜禅让与殷代夏 ,周代殷是一

样的。笔者以为 ,利用神秘的“天命 ”来禅让 ,避免

了武力冲突 ,对社会的和谐起到重大作用。

除了占卜、占卦、神秘仪式之外 ,还有占梦、符

咒、祭祀等神秘文化手段。例如 ,据《史记 ·殷本

纪 》,傅说以一介刑徒 (“胥靡 ”)的身份 ,通过商王武

丁的占梦一跃成为商代的宰相 ,并使商代达到鼎盛。

周文王则通过占卦 ,得到姜尚 ,并拜为国师 ,使周朝

得以灭商。[ 5 ]这两件事 ,几千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提拔方式 ,当是为了避免在官员

提拔中王室与贵族间的不和谐声音。在那个时代 ,

提拔官员都得讲出身、讲等级 ,若按正常的途径去选

拔官吏 ,像傅说、姜尚这些地位低下的才人就难得选

上 ,武丁和周文王利用这种神秘的方法提拔官员很

好地化解了这种矛盾 ,使社会变得和谐。中国古代

史中 ,这类神秘文化的史事不胜枚举。

四 　臣子利用神秘文化来匡正天下

臣子也可利用神秘文化来制约君主。如 : 管子

用它阻止齐桓公封禅 , 董仲舒制造“天人感应 ”学说

来制约君主 , 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记 ·封禅书 》

载 :

齐桓公既霸 ,会诸侯於葵丘 ,而欲封禅。管仲

曰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 ,而夷吾所记者

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 ,禅云云 ;虙羲封泰山 ,

禅云云 ⋯⋯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 :“寡人北

伐山戎 ,过孤竹 ;西伐大夏 ,涉流沙 ,束马悬车 ,上卑

耳之山 ;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

三 ,而乘车之会六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诸侯莫违

我。昔三代受命 ,亦何以异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穷以辞 ,因设之以事 ,曰 :“古之封禅 ,鄗上之黍 ,

北里之禾 ,所以为盛 ;江淮之间 ,一茅三脊 ,所以为藉

也。东海致比目之鱼 ,西海致比翼之鸟 ,然后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 ,嘉谷不生 ,

而蓬蒿藜莠茂 ,鸱枭数至 ,而欲封禅 ,毋乃不可乎 ?”

於是桓公乃止。

这件事例生动地说明 ,管仲巧妙利用凤凰、比目

鱼、嘉谷等神秘之物 ,成功地阻止了齐桓公的封禅。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 ”、“天志 ”、“天意 ”存在 :

“天者 ,万物之祖 ,万物非天不生 ”;“为人者天也 ,人

之为人本于天 ,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者 ,百神之

君也 ”; “唯 天 子 受 命 于 天 , 天 下 受 命 于 天

子”。[ 6 ]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 ,天有着绝对权

威 ,人为天所造 ,人副天数 ,天人合一。人君受命于

天 ,奉天承运 ,进行统治 ,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 ,一

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 ,“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

天 ”,
[ 6 ]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

于维护皇权 ,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 ”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 ,又以天象

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 :“国

家将有失道之败 ,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

省 ,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知变 ,而伤败乃至。”[ 7 ]

“天人感应 ”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 ,影响深

远。据《汉书 》、《后汉书 》记载 ,汉宣帝、汉元帝、汉

成帝、光武帝等皇帝 ,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

地震等灾异时 ,都下罪已诏。可见 ,天人感应对皇帝

的警策作用。后世帝王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 ,开

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董仲舒的学术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

规谏君主法天之德行 ,实行仁政 ;君王受上天约束 ,

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

权的作用 ,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为构建古代和

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 　普通人利用神秘文化来实现小范围的和谐

普通人也常利用神秘文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孔子虽是圣人 ,但在日常行为中 ,也同普通人一样利

用过神秘文化。如 :“孔子周游列国 ,过蒲 ,会公叔

氏以蒲畔 ,蒲人止孔子 ,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车五

乘从孔子 ,其为人长贤 ,有勇力 ,谓曰 :‘吾昔从夫子

遇难于匡 ,今又遇难于此 ,命也已。吾与夫子罹难 ,

宁斗死。’斗甚疾 ,蒲人惧 ,谓孔子曰 :‘苟毋适卫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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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子。’与之盟 ,出孔子东门 ,孔子遂适卫 ,子贡曰 :

‘盟可负邪 ?’孔子曰 :‘要盟也 ,神不听 ’”。[ 3 ]孔子世家

孔子历来要求学生讲信用 ,可是这次他本人不讲信

用 ,不守盟约 ,遭到学生的质疑。孔子便拿“神 ”来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辩称在要挟的背景下订的盟约 ,

神是不认可的。

方术之士 ,常以符咒来治病。这种符咒 ,实质就

是“神秘文化 ”,但起作用的不是符咒 ,而是他采取

的药物或心理措施。过去的匠人临死时要举行一个

“倒教 ”的仪式 ,将其真功夫传给弟子。这在外人看

来 ,十分神秘。众弟子更感神奇。师傅到底要将

“教 ”倒给谁 ? 这个“教 ”到底是个什么内容 ? 没有

学过艺的人很难知晓。

据笔者调查分析 ,方术之士的符咒只不过是防

止外人随便学去 ,抢走他们“饭碗 ”的一种假托方

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他们采取的一些实际措施 ,

或精神方面的 ,或物质方面的。农村方术之士及匠

人们用“倒教 ”、符咒等办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地位

和周围的和谐 ,避免了与别人的职业争夺。有些匠

人带了很多徒弟 ,而“教 ”只能倒给一个人 ,就像帝

位只能传给一位太子一样 ,谁来受教 ,就决定了谁拥

有嫡传。师傅用这种方法能使徒弟长久尊奉师傅 ,

有效地维护了师道尊严。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在古代乃至现代

中国 ,神秘文化比比皆是 ,不能简单地以“谜信 ”、

“神话 ”去否定其历史存在 ,而应当细心研究其存在

的原因及其复杂作用。神秘文化尽管有不科学、欺

骗的一面 ,但却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今世界 ,尤其是西方信仰宗教

的国家 ,神秘文化仍不可一概否定 ,应具体分析。西

方国家信宗教的人很多 ,宗教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一

种重要要素。例如 ,西方人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 ,

并宣誓夫妻俩白头偕老 ,这种婚礼也具有一定的神

秘性 ,对夫妻和睦具有永久的影响力。西方信教的

人虽然很多 ,而他们的科技也很发达 ,看来 ,科技与

神秘文化也是可以并存的。神秘文化在当今固然不

会再发生那样大的影响 ;然而 ,神秘文化在古代维系

社会和谐的成功经验促使我们思考新时代的新办

法。笔者以为 ,上文中所列神秘文化的种种表现归

结为一点 ,就是帝王、圣贤、师傅们利用了受众的心

理 ,种种办法都是要使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施主的

意志 ,最终目的是要“得民心 ”,达到社会的和谐。

我们应充分研究这种神秘文化 ,并思考当今构建和

谐社会所应采取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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