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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刘永华

神明崇拜指 由官方和民间组织
、

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祀
、

礼拜等仪式行为
。

对于神明崇

拜象征的形成
、

发展和变化
,

研究者多从历时
、

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
、

象征

在时 (不同时期 )
、

空 (不同社会阶层
、

不同社会组织 )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
。

他们强调不同

时期
、

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
,

对诸神象征的诊释也不同
。

华深 (aJ m es L

w a st o n )对天后的研究
,

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 同社会组

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
。
①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

,

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
、

归结为心理

学研究的危险
。

本文希望通过对 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
,

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

与文化传统的关 系
。

笔者认为
,

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
,

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
,

更重要

的
,

是它 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
:

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
,

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

异
,

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
,

这构成 了杜赞奇 ( P r a s e n j it D u a r a )所说的
“

语意链
”

( s e m a n t i e

。 h ia n )② ;
从发展过程看

,

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
、

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
,

前者发

展受到后者的制约
,

文化传统一旦形成
,

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
,

成为一套社会共享 的文

化资源
,

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

共通性
。

因此
,

在神明象

征的发展过程中
,

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
。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

乃是吸取了上层

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
;
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

,

成为

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
。

正因为如此
,

官方祀典和 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

出较高的一致性
。

一
、

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
,

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 ③
。

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

拜情况
。

唐末范撼《云溪友议 》即云
: “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

,

荆州有玉泉祠
,

天下谓四绝之境
。

或

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
,

祠曰三郎神
。

三郎即关三郎也
。 ’ ,

④ 因此
,

比较稳妥的说法是
,

至迟在

唐代
,

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
,

是 以凶悍可畏 为特征的
。

《云溪友议 》称
: “

(荆州玉泉 )祠 曰三郎

神
,

三郎即关三郎也
。

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
。

细侣居者
,

外户不闭
,

财帛纵横
,

莫敢盗者
。

厨中

或先尝食者
,

顶刻大掌痕出其面
,

历旬愈明
。

侮慢者
,

则长蛇毒兽随其后
。

所以惧神之灵
,

如履

冰谷
。 ” ⑤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

。

《北梦琐言 》记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
: “

唐咸通 ( 8 6 0 一 8 7 3)

乱离后
,

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
,

家家恐惊
。

摧其患者
,

令人热寒战栗
,

亦无大苦
。

弘农杨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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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家 自骆谷入洋源
,

行及秦岭
,

回望京师
,

乃曰
: `

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
。 ’

语未终
,

一 时股

栗
。 ’ ,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

这些资料说明
,

在唐代
,

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
,

但民

间对关羽的映象
,

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
,

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

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
。

至宋代
,

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
,

但是
,

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

羽形象的踪迹
。

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
,

陆游《入蜀记 》即云
: “

雷池昭勇庙
,

吴

大帝 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
。

兴霸尝为西陵太守
,

故庙食于此
。

庞下有关云长像
。 ” ⑦渲州亦有关

云长庙
, “

在州治西北隅
,

土人事之甚谨
。

偶象数十躯
,

其一黄衣急足
,

面怒而多髯
,

执令旗
,

容状

可畏
’ ,⑧ 。

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 民间
。

在官方崇拜中
,

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
。

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 (姜尚 )
,

故称太公尚父庙
。 “

开元十九年 ( 7 3 1 )
,

始置太公尚父庙
,

以留侯张 良配
。

中春
、

中秋上戊祭之
,

牲
、

乐之制如文宣
。

出师命将
,

发 日引辞于庙
,

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
。 ”
至上元元年 ( 76 0 )

,

“

尊太公为武成公
,

祭典与文宣王 比
,

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
” 。

这
“

十哲
”

右为张良
、

田镶直
、

孙武
、

吴起
、

乐毅
,

左 为白起
、

韩信
、

诸葛亮
、

李靖
、

李劫
,

关羽并未列其中
。

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

中三年 ( 78 2 )
,

此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言
: “
治武成庙

,

请如 《月令 》春
、

秋释奠
。

其追封以王
,

宜用诸

侯之数
,

乐奏轩县
。 ”
于是

, “
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

,

列古今名将凡 64 人图形焉
” ,

这 64 位配享者

包括范蠢
、

孙膜
、

廉颇等古名将
,

而蜀前将军汉寿亭 侯关羽也位列其中
。
⑨至此

,

关羽始成为武

成王庙的 64 位配享者之一
。

不过
,

终唐之世
,

关羽在官方祀典中无足轻重
。

至北宋初期
,

宋廷以
“
关羽为仇国所擒

” ,

一

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 陪祀的位置
。
。 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

,

在佛教
、

道教将关羽纳入 自身神 系

的影响下
,

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
,

并予以救封
。

至宣和五年 ( 1 1 23 )
,

在礼部的奏请下
,

徽宗方
“
令从祀武成王庙

’ ,
L

。

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有所提高
。

但总的说来
,

明代以

前关羽在官方祀典中地位较低
,

也不稳固
,

其形象受佛 教化和道教化 的关羽的较大影响
。
。

二
、

宋元时期 民间对关羽 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 的一部分
。

据学者考证
,

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
。
。 从 《事物纪

原》和《东京梦华录 》等书看来
,

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
。

前者提到
:

宋仁宗时
, “

市人有能谈

三国事者
,

或采其说
,

加缘饰作影人
,

始为魏
、

蜀
、

吴三分战争之像
’ ,
⑧

,

而后者载徽宗时
,

东京瓦

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 《三分 》
。
。 苏东坡也记载

: “

涂巷中小儿薄劣
,

其家所厌苦
,

辄与钱
,

’

令聚坐听说古话
。

至说三国事
,

闻刘玄德败
,

晕整有出涕者
;
闻曹操败

,

即喜唱快
。 ’ ,

L三国故事

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
。

《南村辍耕录 》载有元代院本 《赤壁度兵 》
、

《刺董卓 》
、

《襄阳会 》
、

《骂 吕

布 》等名 目
。 。 《录鬼薄 》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 》

、

《单刀会 》
、

《双赴梦 》及武汉臣的《三战

吕布》等名目
。 。 宋末元初

,

在
“

说三分
”

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 出现了《三分事略 》 (刊于元世祖至

元三十一年 [ 1 2 9 4 年」)和 《三 国志平话 》 (刊于元至治年间〔1 3 21 一 1 3 2 3〕 )两书
。
。 至元末明初

,

就出现了上承
“

说三分
”

与《平话 》传统
、

并依据史书改编
、

摘录和复述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 》
,

简

称《三国演义 》。
。

《演义 》与
“

说三分
”

有清楚的渊源关系
,

《三国志平话 》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 35

个故事
,

都见于《演义 》
。

@

从
“

说三分
”
至《三国志平话 》再至《三国演义 》这一传统中

,

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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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

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
。

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
,

此时则变成

广为接受的人物
。

宋人张来《明道杂志 》记载
: “

京师有富家子
,

少孤专财
,

群无赖百方诱异之
。

而

此子 甚好看弄影戏
,

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
,

嘱弄者且缓之
。 ’ ,

@ 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

斑
。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
“

儒家化
”

来概括
。

陈寿《三国志 》中的关羽可说是名

将
,

但说到忠义
,

他却曾为敌国所俘
,

说到神勇
,

他却失之鲁莽傲慢
,

最后不得寿终
。
⑥历史上的

关羽虽非文盲
,

但大概也识字无多
。

《三国志 》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
,

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

传 》云
: “
羽好《左氏传 》

,

讽诵略皆上 口
。 ’ ,

@ 而宋代
“

说三分
”
继承

、

发挥这一说法
,

创造出关羽讽

诵 《左 传》
、

秉烛夜读的形象
,

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
,

进而将之 塑造成儒家的理

想人格
。

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
“

桃园结义
” 、 “

降汉不降曹
” 、 “

溺桥挑袍
” 、 “

古城会
”

等一系列情节

来完成的
。

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
,

《演义 》却将之改编为
:

关羽被围困在下

邢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

宁肯战死
,

决不投降
。

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
,

如果猛拼一死
,

等于犯了三

桩大罪
:

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
,

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
,

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

黎民
。

关羽听后
,

沉吟半晌
,

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
:

一是降汉不降曹
,

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

宅分为两院居住
,

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
。

直到曹操应允 了三项条件
,

关羽方才回下

那救出甘
、

糜二夫人
,

随曹操到达许昌
。

这就是著名的
“
约三事

” 。

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

的污点
,

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
,

它还为以后的一 系列故事作了铺垫
:

其后在
“

挂印封金
” 、 “

古城会
”

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
,

而在
“

华容道
”

故事中又 突

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
。

因此
,

宋元
“

说三分
”

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
,

就是在关羽

原有
“

勇武
”
人格中加入

“

忠义
”

的 内容
。

关于宋元
“

说三分
”

对关羽形象的塑造
,

清人顾家相强调

理学的影响
: “

北宋太祖得国
,

虽亦非正
,

而诸儒辈出
,

修身立品
,

远胜前朝
,

(韩
、

范
、

富
、

欧已然
,

不始于镰
、

洛
、

关
、

闽也
。

)一时风俗人心
,

为之王变
。

沿及金
、

元
,

虽以外域帝中邦
,

而理学大 昌
,

人存直道
。 ’ ,

。

三
、

明清时期的 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 》自元末明初出现后
,

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
,

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

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

早在明代
,

《演义 》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卷四十一
“
庄岳委

谈下
”

条即云
: “

古今传闻讹谬
,

率不足欺有识
。

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
。

乃读书之士
,

亦什

九信之
,

何也?盖睬胜国末
,

村学究编魏
、

吴
、

蜀演义
,

因传有羽守那见执曹氏之文
,

撰为斯说
,

而

理儒潘氏
,

又不考而赞其大节
,

遂至谈者纷纷
。

"(( 演义 》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
。

清太祖努尔

哈赤和太宗皇太极
,

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
。

早在太宗崇德四年 ( 1 6 3 9 )
,

即命大学士达

海译是书
。

顺治七年 ( 1 6 5。 )
,

《演义 》告成
, “

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
,

蒙赏鞍马银币有差
” ,

据清

人陈康棋《燕下乡挫录 》卷十记载
,

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
, “

类多得力于此
” 。

时人尚有清初

统治者以《演义》中
“

桃园结义
”

故事羁糜蒙古之说
。

@ 《演义 》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拾皆是
。

文

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
,

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 》者比比皆是
。

袁枚即举数例
:

一是崔念

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
;
二是何屺瞻作札用

“
生瑜生亮

”

一语
;
三是某孝廉作关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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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
。

@其实
,

清人作对用 《演义 》语者殊不足怪
,

梁章矩就指 出
: “

关帝庙联最

多
,

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 》语
,

殊不雅驯
。 ’ , 。 章学诚也指出

: 《演义 》 “ 七分实事
,

三分虚构
,

以致

观者
,

往往为所惑乱
,

如桃园等事
,

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
” 。 L正因为如此

,

清人感叹道
: “

士大

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
,

直不知有陈寿志者
,

可胜慨叹
’ ,

@
。

至《演义 》对平民百姓的影响
,

清王

侃云
: “ 《三国演义 》可以通之妇孺

,

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
,

《演 义 》之功也
。 ’ ,

@ 当时
,

地方戏

曲
“
多讲 《演义 》

,

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
’ ,

@
。

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崖随笔 》中评论说
: “
盖 自

《三国演义 》盛行
,

又复演为戏剧
,

而妇人孺子
,

牧竖贩夫
,

无不知曹操之为奸
,

关
、

张
、

孔明之为

忠
,

其潜移默化之功
,

关系世道人心
,

实非浅鲜
。 ’ ,

L

正因为 《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
,

明清时代的人
,

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 民

百姓
,

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 中
,

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

突出
。

嘉靖十九年 ( 1 5 4 0 )
,

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
,

他在记文中即称
: “

侯平

生雅好《春秋左传 》
。

盖《春秋 》以尊王室
,

攘夷狄
,

诛乱讨贼
,

孰典庸礼为义
。

侯之所以拳拳于昭

烈 (刘备 )者
,

良有以夫 !
’ ,
。 万历年间 ( 1 5” 一 1 6 1 9) 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

“

秉烛一节
,

可对天地
,

耿耿射人
,

照耀千载
,

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
”

等语
。
⑥至一般平民

,

据美

国学者周锡瑞 ( Jos eP h W
.

E hs er i o
k) 教授考察

,

清 代以三国故 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
,

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 目中的主要神抵
,

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
,

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

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 。

随着《演义 》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
,

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的地

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
。

明洪武二十七年 ( 1 3 9 4 )
,

明太祖即救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

阳
。 。 永乐帝迁都北京后

,

又
“

庙祭于京师
” 。

L成化十三年 ( 1 47 7 )
, “
又奉救建庙宛平县之东

” ,

作

为太常寺官祭场所
,

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 日拜祭
。 L凡

“
国有大灾则祭告

” 。
。但此时关羽 尚无封

号
,

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 ( 1 59 0 )
,

该年关羽晋封为帝
,

此后万历四十二年 ( 16 14) 再次救

封
。 。 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 ( 1 6 4 3) 便建关帝庙于盛京 (今沈阳 )

。

卿匝治九年 ( 1 65 2 )
,

追封关羽为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

乾隆三十三年 ( 1 76 8 )
,

加封灵佑
。

. 从雍正到乾隆年间
,

关羽及武庙逐渐获

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
。
。 从嘉庆十九年 ( 1 8 1 4) 开始

,

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
,

至

光绪五年 ( 18 79 )
,

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
。 。 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的 日

渐提高
,

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
。

万历

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
,

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
、

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
;
而清

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崇
,

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 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
,

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
,

从镇压京师
、

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

运 动
、

捻军起义— 有密切关 系
。 。 因此

,

我们可以说
,

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的地位越隆
,

反映

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
,

它在民间也 日益普及
。

早在明代
,

关庙已有
“

祀遍天

下
”

之说
, 。 “

其祠于京徽也
,

鼓钟相闻
,

又岁有增焉
,

又月有增焉
” 。

。 至清代
,

关庙之多
,

更有
“

天

下关帝庙
,

奚音一万余处
’ ,。 之说

,

所谓
“

今且南极岭表
,

北极塞垣
,

凡儿童妇女
,

无有不震其威

灵者
。

香火之盛
,

将与夭地同不朽吻
。

雍正皇帝也认为
: “

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阪海准村墟穷僻之

壤
,

其人 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
,

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
,

所在崇饰庙貌
,

奔走祈镶
,

敬思瞻依
,

凛然若有所见
” 。

。 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
: “

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
,

神仙中之纯 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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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中之关壮缪
,

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
。

… … 举天下之人
,

下逮妇人孺子
,

莫不归心向往
,

而

香火为之占尽
。 ’ , @ 另外

,

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
、

结社所崇拜
。

@

应该说
,

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 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
,

与同期《三国

演义 》及相关戏剧
、

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
。

后者不仅为关羽在

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
,

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

四
、

结 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
,

在讨论诸神崇拜时
,

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

机
,

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
、

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
,

视为崇拜者对政

治经济压力的一种 回应和反击
。

其必然结果
,

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 ,

这种解释的缺陷
,

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 的
“

工具
”

是从何而来的
,

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

速普 及的原因
。

显然
,

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

它是受当时作为
“
文化资源

”

的文化传统所

制约和影响的
。

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
,

也可能是 民间文化 (在本文中
,

构成文化资源的

是民间文化 )
。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
,

官方宗教的创立
、

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

化呢 ?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
,

而且是社会人
、

文化人
。

作为帝国官员
,

他们

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
“

逆旅
” ,

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
,

他们很大部分时间

(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 )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
、

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
。

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

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

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
。

而这为两者塑造各 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

从唐代至明清
,

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
:

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祟拜几

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
;
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

; 到

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
。

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
、

变化
,

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
,

这一趋势的形成
,

当与唐宋以来社

会流动性 日益提高有 内在联系
,

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
。
。 明清

时期
,

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
,

成为国家保护神
,

同时深入民间
,

成为财神
、

行业神和聚落保护

神
,

而且为秘密宗教
、

结社所尊崇
,

而王朝
、

民间社会
、

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
,

基本上是由于

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
。

如此之高的一致性
,

乃是 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
宋元民间

“

说三分
”

的传统
。

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

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

英国杰出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汤普森 (E d w a dr P
.

T ho m p so n) 在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一书中认为
,

1 7 9 2一 1 8 3 2

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
,

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
,

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

思想的反映
,

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
“

道德文化
”

或者
“

小传统
”

的影响的
。
。 笔者引出汤氏的观

点
,

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
,

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
,

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

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

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
,

虽然对于明清时

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
,

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

忠义观
,

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
。

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 (或者说统治阶级和

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 )
,

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
,

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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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rnG u
e ri vc 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

( c al ro
G i z n b ug r)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

,

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
、

统治阶级文化与被

统治阶级文化之间
,

实际上有循环往复
、

互相影响的关系
。
①

由官方
、

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
,

我 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
。

传统并非一成不变
,

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
,

不同时代都有 自身创造的传统
。
。 不同的

传统
,

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
。

有的节奏较快
,

阶段性较明显 (如官方的关羽崇拜 )
,

有的则比较缓

慢
,

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
,

阶段性不明确 (如关羽的民间形象 )
。

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

显示的
,

在传统创造
、

发展
、

变化的过程中
,

有连续性
,

亦有变异性
,

传统本身往往就是 由新旧因

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 。 。

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
、

大 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

时
,

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

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

种文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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