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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0

清朝具有一定程度的
!

亚性!清史的相当一部份可以算是
!

亚

史!反对者大概已经很少了#不过对於我这样更关心
!

亚史而不是清史的研

究者来
0

!不会仅仅满足於宣称自己喜欢的学科领域已扩张到了清朝#清史

不仅在空间意义上伸展到
!

亚!而且!对於
!

亚研究者来
0

!这些清史中的

!

亚性!还在时间上与
!

亚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

!

亚史与历代王朝史之

间!以及
!

亚史不同时代之间错综重砯的关!当然已不需要在理论层面予

以论证或阐述#然而一般读者中!甚至一部份历史研究者中!相比
!

亚史!

对王朝史连续性的敏感与自觉要
%

烈得多#挖掘"阐释
!

亚历史传统的独立

性与连续性!对中国史研究来
0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眧!我要用一个

例子来
0

明!清史可以
"

研究
!

亚的连续性提供巨大的空间与可能#

我想讨论的例子是清代$堂子祭天%仪式中的$设杆致祭%" $立杆大

祭%!我认
"

在该祭典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所谓 $神杆%!在
!

亚历史上许多

人群"许多政治体的重大祭典中也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们之间的相似或相

通!无疑反映了数千年间
!

亚文化传统的一种连续性#

清代的$堂子祭天%出自满洲旧俗#

<

振蒶.养吉斋丛
1

/

0

- $其祭

"

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 %昭賨.啸亭杂
1

/- $国家起自辽沈!

有设杆祭天之礼# %但因
"

有资格参与祭天大典者属於一个严格限定的人

群!如
<

振蒶所
0

! $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

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 这一祭典的封闭性及其显然有
(

於中华传统

的?质性!营造出一种神秘氛围!种种牵
%

附会随之而起!比如把堂子之祭

与邓将军联起来# 连朝鲜燕行使都注意到了!深以
"

奇# 这些事项学者

知之已悉!皍不赘列#

!

"

#

$



然而祭典中的$神杆%!实有悠久的
!

亚渊源!试略述如次#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以前!北魏最重要的国家祭祀是每年四月的

西郊祭天#据.南齐书/!平城西郊祭天在每年的四月四日#这
'

重要的祭

祀事件! .魏书/帝纪只有寥寥数条记
1

-道武帝登国六年 '-,( ($夏四

月!祀天%&道武帝天兴元年 '-,/ (四月壬戌 '四日 ($帝祀天於西郊!

麾帜有加焉%&道武帝天赐元年 '.'. ($夏四月!车驾有事於西郊!车旗

尽黑%&孝文帝太和十年 './+ (四月 $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於西

郊%'按甲子是四日 (# 北魏祀天大典较
"

系统的记
1

见於 .魏书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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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祭天的中心场所是一个置有七根木主的方坛!把方坛围起来的四堵

R

各开一门! $各以其方色
"

名%!东门称
"

青门!北门称
"

黑门!那
'

南

门和西门应该分
(

叫赤门和白门#皇帝率领$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从东方

行来!直抵青门# $百官%分
"

$

!

朝臣%和$外朝臣%#接下来!只有皇

帝和$

!

朝臣%能进入青门!外朝臣和宾国诸部大人不能进入青门!留在青

门外列队参与整个祭天仪式#皇帝与
!

朝臣进入青门後!皇帝站在青门
!

靠

南
R

的位置!

!

朝臣则站在他的北侧!都背对东
R

!面朝方坛#皇后 '可

敦(率领後
3

从北边的黑门进入围
R

!然後向东走到东
R

北侧!背靠东
R

而

立!面对方坛#很可能皇后'可敦(在南!後
3

其他人员在北#包围方坛的

这四堵
R

就是一个分界瞃!划分出拓跋集团结构意义上的
!

与外#

!

朝臣与

皇室是
!

!外朝臣与宾国诸部大人是外#

接下来!即将成
"

牺牲的白牛犊"

:

马驹与白羊被牵到方坛东侧#方坛

&./

Öì

!

"

#

$



东边有两个台阶!主持祭祀的是手执皮鼓的女巫!她站在青门
!

最靠近方坛

的地方!紧贴着那两个台阶!同样面向方坛#她的南侧站着从$帝之十族%

中挑选出来的七个手捧酒壶的年轻人!他们紧随在北面女巫之下!面对方

坛#女巫经台阶走上方坛!

N

晃皮鼓!正式开始祭祀#皇帝下拜!皇后下

拜!之後!青门
!

外参与仪式的所有人员都下拜#女巫祭祀完毕!皇帝以下

再次下拜#然後宰杀方坛前的牛马羊#七个手捧酒壶的年轻人把酒洒向方坛

上的$天神主%#

*

人再拜#洒酒七次!拜七次#这才算完成祭祀!

*

人退

出#

.魏书/把插在方坛上的七根木主称作 $天神主%!代表祭祀的对象即

天神#那
'

!被宰杀的马牛羊如何处置呢)也就是如何敬奉给天神呢)同书

记道武帝天兴二年正月$亲祀上帝於南郊%!从阳则焚燎!从阴则瘗埋# 祭

天如何处置呢)这眧
8

有交待#读者很容易看到!北魏西郊祭天大典上的这

些木主与清人$堂子祭天%中的$神杆%!不仅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祭祀

功能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那
'

它们的具体功能是什
'

呢)我认
"

!它们的

功能!是悬?牲体!即已被宰杀分割的马牛羊#

.魏书/记太武帝派李敞等人到乌洛侯以北的先祖之庙石室'嘎仙洞(!

告祭天地! $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 这是非常有趣的材

料!

0

明祭祀中所宰杀的动物牺牲被分割後要悬?在木柱上#这提示我们注

意!祭祀活动中把分割後的动物身体悬?在木柱上作
"

奉献!可能是
!

亚的

一个悠久传统#

.辽史/!卷.,! *礼志一,的$吉礼%门首先是祭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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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眧的$君树%和$群树%!都是临时插立的木杆# $杀牲!体割!悬

之君树%!就是动物身体分割之後悬?到所立的木杆上#这个典礼环节就是

所谓$神主树木!悬牲告办%#分割之後的牺牲先$悬之君树%!然後$太

巫以酒酹牲%!也就是把酒洒在?在木杆上的肉块上#由此可知!前引.魏

ã["A!#��P°f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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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西郊祭天大典!也是在杀牲之後! $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

所描述的!正是把酒撒向已经?上木杆的动物肉块上#

.蒙古秘史/第.-节的最後一句!

0

沼兀列歹曾参加过名
"

$主格黎%

的祭祀#该节的明代总译
z

-

$¹Ðq°#�d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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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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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记孛端察儿死後!沼兀列歹被兄长逐出兄弟行列!失去了参与祭

祀的资格#$祭祀%一词!在.蒙古秘史/的原文是$主格黎%!即S

#

r

d432%!

旁译
"

$以杆悬肉祭天%# 历来蒙古学家对S

#

r

d432%这个词的研究!可参看罗

依果"D4.+;3H(?03L%2,Q)的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
%

调! .秘史/

在这眧提沼兀列歹在孛端察儿活着时能
5

参加$以杆悬肉祭天%的仪式!是

"

了
0

明孛端察儿认他
"

子!因而他在宗法血缘的意义上具备了参与最重要

祭祀的资格#只有某一些人可以参加这种祭典!参加者必在某个宗法意义上

的社会范围之
!

#元朝初年的王恽在.中堂事记/眧
0

!忽必烈亲临的祀天

大典!$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蒙古秘史/所记$主格梨%"S

#

r

d432%)!

词义既是$以杆悬肉祭天%!可见祭祀仪式中要把牺牲?在所立的木杆上#

後来在忽必烈祀天大典眧!大概也应该有最後把动物牺牲悬?在木杆上的细

节#只是因外人不得预礼!祭典细节无人记
1

#

清代$堂子祭天%虽然崇重!

/

因同样的原因已难知细节# 不过!

B

大

多数材料都会提到 $立杆 %" $设杆 %这个重要因素!一些材料还称之
"

$神杆%#福格! .听雨丛谈 /!卷*! $满洲祭祀割牲 %条- $满洲祭祀

之礼!各族虽不尽同!然其大致则一也#荐熟时!先牲之耳"唇"心"肺"

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献於神杆斗盘之

!

#又有荐血之礼"肠脂
�

於牲首之礼!旧俗相沿!莫知其义者多矣# %

由福格所记!清代神杆也还承担有悬?献牲的功能#

不同时代不同
!

亚人群在祭祀中树立木杆的数量可能差?是很大的#昭

賨.啸亭杂
1

/- $既定鼎中原!建堂子於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於正中!

即汇祀诸神癨者#南向前
"

拜天圆殿!殿南正中设大
!

致祭立杆石座#次稍

後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
"

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

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 %方?师! .蕉轩随
1

/!卷((! $祭神%

&*'

Öì

!

"

#

$



条- $堂子之祭!

"

我朝敬事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谕礼部等衙门!

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设立齐整#寻议神杆立座每翼
"

六排!每排

"

六分!皇子神杆列於前!其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排建立!

从之#%

.魏书/记延兴二年'.)& (六月! $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

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於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 据

此!历代皇帝在位时!每年祭天大典都会在方坛上增加七根木杆!

4

了皇帝

则从七根重新开始#北魏献文帝的变革就是不再每年增加!而要长期保持七

根木杆的数量# .魏书/把方坛上插立的七根木杆解释
"

$天神主%!称
"

木主!不过这是一种误解#理论上看!那些木杆本身?不代表天神!它们的

作用只是悬?牺牲以供天神享用#史料描述匈奴以降的草原?牧政权祭祀礼

仪!常常提到树木!如匈奴的锧林!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类所谓的 $林%!

其实是祭祀时插下的木杆#这类
"

祭祀插立的木杆!其功能本来只是悬?动

物牺牲#正是因此!随着祭祀规模扩大!插立的木杆也会增加#

.南齐书/!卷*)! *魏虏传,- $'平(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

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

陈卤簿!边坛宾士奏伎
"

乐# %祀天坛有.,木人'皇帝在位已七年(!应该

是出自文成帝或献文帝时期刘宋使者的观察或听闻#这一记
1

最难得的!是

对方坛上的木杆'木人(有非常细的描述!包括长度和装饰#清代皇朝之

外的私人祭祀中!神杆长度与北魏相近#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 /!卷-!

$跳神%条- $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长丈许#杆上有锡斗!形如浅

鰕!祭之次日献牲!祭於杆前!谓之祭天# %姚元之所记神杆上的锡斗!是

用来盛放所献牲体的!其本义正同古代
!

亚悬?牲体於木上的传统#

*清史稿1礼志1堂子祭天,对神杆的来源"尺寸和形式有详细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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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杆?不是砍削得光光
�

?!而要在顶部保留九层枝叶!这样看起来就

是一棵树而不是木杆#不知道古代
!

亚祭典上的木杆是不是也保留枝丫!从

功能上
0

!保留枝丫至少有利於悬?牲体#

清代堂子祭天中献祭的动物牲体!最後都要由与祭者分食!称之
"

$吃

ã["A!#��P°f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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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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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方?师 .蕉轩随
1

/- $满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礼!亲友之来助祭

者!咸入席分胙!谓之吃肉# %清帝大祭之後$赐王公大臣吃肉%!史料中

屡屡可见#这种分食祭祀牲体的礼仪!也是一种悠久的
!

亚传统# .蒙古秘

史/第)'节记也速该死後!诃额伦夫人参加烧饭祭祀到得晚了!

8

有领到应

有的$馀胙%!原则上她理应分食这种献祭的肉# 虽然清代曾短暂地实行把

肉煮熟之後献祭!但以生肉献祭应该是
!

亚各时期各人群的普遍做法#

北魏西郊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在北魏献文帝延兴二年 '.)& (六月之

前!每个皇帝第一年祭天时用七根!後逐年增加七根#新皇帝即位!要拔除

前任皇帝在位时的木杆#也就是
0

!每年祭典中使用过的木杆要予以保留!

直到皇帝死去#

!

亚其他时期其他人群的做法!我们已无从考知#清代的做

法是每年除夕'次日就要举行新年祭天大典 (把包括神杆在
!

的前次祭典用

物都烧掉# $故事!神位所悬纸帛!月终积贮盛以囊!除夕送堂子!与
�

纸"神杆等同焚# %

以上简述清代堂子祭天中的神杆与
!

亚历史上其他人群其他政治体祭祀

典礼中的$木人%" $木主%或$树%的联!意在以此
"!

亚历史和
!

亚

传统的独立性连续性添加一个证据#清代史料之丰富!是过去各个时代都无

法想像的!对於
!

亚研究来
0

!更是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的宝藏#这就要求
!

亚研究者多多关心清史!也要求清史研究者把视野扩展到
!

亚的其他时代其

他人群#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借助清代的浩瀚史料!发现更有时间深度的历

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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