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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王三北 杜 婷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

摘 要：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

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

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

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 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关键词：天水伏羲庙； 灸病习俗； 巫术； 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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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尤其是在汉族中，大凡是民间习俗都含

有一定成分的信仰，其中巫术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这种观点得到了民俗学界的普遍认同。可以说，

巫术与中国民俗密不可分，它不仅影响某些民俗的

形成，而且直接成为这些民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展，民俗也因具有巫术成分而

得到更广泛、更持久地传承，在民间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探讨有关民俗问题便不可轻视它与巫术

的历史联系。

一、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

伏羲氏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国

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传说中的英雄，如

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他们都

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而伏羲氏是渔猎阶段

的代表。!伏羲在传说中还是三皇之一。徐旭生《中

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云：“按三皇的名字，宋均、谯周

虽有燧人、伏羲的主张，《白虎通义》又有伏羲、神

农、祝融的记载，可是郑玄注 《尚书中候敕省图》引

《春秋运斗枢》、《文选》，班固《东都赋》注引《春秋元

命苞》皆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风俗通义·

三皇》曰I “三皇，《礼号谥记》说伏羲、祝融、神农。

《含文嘉》记宓戏（伏羲之名，在不同的古籍中，用字

不一，如庖牺、宓牺、伏牺等，主要原因是伏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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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字， 以音相传，后来就出现 了同音异体

字。!）、燧人、神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补撰《三

皇本纪》，谓三皇乃伏羲、女娲、神农。可见，虽然何

谓三皇，说法不一，但伏羲列为三皇的地位多无动

摇，且多居三皇之首位。伏羲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

地位是因为他有着非常的业绩。唐司马贞作补 《史

记》之《三皇本纪》，比较完整的勾划了伏羲事迹、功

绩：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

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

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

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

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记官，

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以此为基础，再参阅其

它古籍，可得出如下结论：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天

水境内），因德而王，建都陈（今河南淮阳）。始画八

卦，发明渔猎工具，规范嫁娶礼仪，制作琴瑟，被誉

为 “人文始祖”。因此人们对伏羲钦崇有加，历代奉

祀。天水作为伏羲文化的摇篮，也就成了人们参谒

朝拜伏羲的圣地。自古及今，凡来天水者，不论文人

墨客还是普通民众，都要在天水伏羲庙祭祀游历一

番。

天水是伏羲氏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

保存着全国 规模最大的祭祀伏羲的 明代建筑群

——— 伏羲庙和伏羲画八卦的遗址卦台山，是海内外

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圣地。对伏羲的祭祀起自秦

人。"元代，诏令全国通祀三皇，秦州作为羲皇故里

，卦台山伏羲庙成为有名的祭祀地。明代，朝廷在秦

州专立伏羲庙，礼部特别制作标准祭文，由地方官

负责祭祀，一年两度，礼乐齐备，规格非常之高，秦

州由是成为全国性的伏羲祭祀中心。清代以后，祭

礼有所简略，但遗俗从未断绝，并作为一种民俗文

化深深沉淀于天水民众的生活之中。

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六的伏羲祭祀活动中，群众

参与最多的就是纸人灸病的习俗了。农历正月十六

相传为伏羲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天水市民众会自

发集会祭奠 “人宗爷”（天水人习惯将伏羲称 “人宗

爷”），乞求幸福安康，新年好运气。伏羲庙内，古柏

森森，庄严肃穆。庙内的古柏按天干地支六十甲子

排列循环，每年推选其中一株在庙内值班，据说这

棵大柏树就成了伏羲旨意的直接体现者，被称为

“喜神树”。要找出哪株是喜神树就是看哪棵柏树落

下的树叶最多。也有人说喜神树会发出雷鸣一般的

声音。庙会时神树上会悬挂红灯作为标志，以供祀

奉。人们在拜祭伏羲敬奉香火后，会走到神树前，粘

贴纸人，点香火灸病。带病者为自己灸，不带病者可

以为亲友灸，哪个部位伤病，即可灸对应的纸人的

部位。纸人以红纸为原料，剪成人的形状，男人光

头，女人是两只小辫子，大小均可。灸是仿中医上的

针灸而为，讲究的是用艾草贴自己的伤病处与纸人

相关的部位，用香火点焚，图方便的可以直接用点

燃的香头戳。人们还用随身携带的物品蘸取祭品的

鲜血，认为可以护身。从十五日晚到十六日白天，最

多时要进来三万人左右，于是就在每棵树都贴，庙

会结束时，棵棵古柏的树干上总会粘贴上无数小纸

人，非常壮观。这种习俗代代相传，年盛一年。

可见，在这种祭祀灸病的活动中，人们已经把

纸人和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联系起来了。人们相信这

种祭祀行为能对人有影响，能使人达到拥有健康、

幸福的目的。

二、渗透在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或事

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是最古老、最

普遍的信仰。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那时因为生产

力极低，人们无力战胜大自然，就相信大自然具有

魔术性和魔术力。它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人们

看不见的种种联系和影响；相信外界 （包括人死后

的冥界）有种种可能对人们发生影响；相信人反过

来也可以对这些外界发生影响，就是人本身，人与

人之间也可能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影响。这便是一种

巫术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原始人十分确

信，只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手段，就有可能按照自

己的意愿，或循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去影响外界和

他人，影响与人发生着种种不可见的联系和作用的

一切事物。于是巫术与巫术行为便发生了。相信这

种手段之功能的观念就叫做巫术观念。

对中国的巫术而言，除了巫师的活动外，就是

群众巫术，它自始至终存在于民间习俗中，人们在

生活中往往以某些巫术原理、巫术观念和手段来处

理问题。高国藩在 《中国民俗探微——— 敦煌古俗与

民俗流变》中提出：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

的巫术，通常是依据下述三种原则来实行的，而天

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点正是与这三

种巫术原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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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原则为感应律，即施术给这一种东西，

而同样的另一种东西就感受到有魔术力。这种原则

的巫术又分为两个支脉之形态：一种是人体分出去

的各部分，仍然能够继续得到相互的感应，这种叫

做“顺势巫术”。如头发、指甲、眼睫毛等等，虽然离

开了人体，但是依然与人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有

人施巫术于头发、指甲、眼睫毛等，就能够影响于人

体。另一种是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

是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这种叫做接触巫术。比

如一个人的衣物或东西，这些衣物或东西也能与人

体互相感应，其人就必然受其影响。如婴儿的胞衣

或脐带，在许多民族中被认为与婴儿的生命联系在

一起。因而对这种牵连生命之物，处理便特别慎

重。有的盛于坛中深埋地下，有的为父母精心收

藏。这种脐带或胞衣，如果常年不腐且安全存在，人

的生命便会健康无虞。有时患了疾病，如昏厥、不省

人事，巫师便要卜一卜是否是胞衣被盗或被虫咬水

泡等等。这种感应律在医学领域中，最值得注意的

“成功用例”是人痘接种法的发明。这种方法是将患

天花病愈者的疮痂，转移到未患此病的人身上，以

实现“引胎毒外出”的目的。人痘接种法的发明，是

免疫治疗法的重大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重大

地位，并对 !$ 世纪英国医生贞纳发现牛痘接种法

有极重要的启发作用。于是一种没有任何病毒学、

免疫学理论作基础的免疫方法就这样产生了，成为

造福人类的一大发明。

在天水伏羲庙的祭祀活动中，人们把柏树作为

伏羲旨意的直接体现者，将其神化崇拜，既是自然

崇拜的体现，又反映了巫术的这种感应原则。民俗

中早就有对植物的崇拜，其中也包括对树的神化崇

拜。满族人就把神树称为 “通天桥”，“认为树很高，

所以天神只要稍微弯弯腰便知道了。”!更重要的

是，古代的医术可以说是源于巫术。古代巫职有五：

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医为巫职之一。此外，古

之医（ % 字，下从巫，这也佐证了医源于巫。《古史

考》称“伏羲氏作卦始有巫”，因此到元代以后，把伏

羲、神农、黄帝作为药皇祭祀。神农尝百草，著 “本

草”，称为药医之祖；黄帝有“内经”、“素问”，被尊为

“医术之祖”；而伏羲画八卦、兴卜巫，被奉为 “巫医

之祖”。因此，人们确信祭祀伏羲可以“帮助”他们消

痛祛病。正是因为相信树可以 “通天”，再加上特殊

的生长地点的原因，庙内的柏树便自然可以与伏羲

产生某种连接。灸病的人们祀奉柏树，在其上粘贴

纸人灸病，就等同于直接祈求伏羲治病、庇佑、赐

福。此时，在祭祀的人们的眼里，树木是活的、有灵

性的，并拥有超人的神力。可见，这种以树为祭祀主

体的灸病行为正是巫术的感应律的具体体现。

第二种原则为象征律，也叫 “模仿巫术”。它一

般来说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同类相生死，如仿

照某人形状做木偶，此木偶便于某人同类，置木偶

于死地，也象征着某人已亡。在我国各民族中，采取

这种相似联想进而模拟的巫术活动也很多。西南彝

族咒人时用一草人代替，用刀把草人剁碎，便认为

是把敌人砍碎。在东北地区，有埋泥人的咒人的做

法，做泥人埋入地中，或进行捶打，意味着被咒的对

方死掉或身染重病。还有的做木人，以钢针刺木人

的眼睛或心，以使仇方失明或心痛而死。第二种是

同类相治法。相类似的假事物，能制止真的事物，如

利用刀具等凶物可以辟除邪怪。同时这也是最早巫

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器官，就

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器官 （生物化学证明其化学构

成确相似）。古印度人治疗黄疸病，就是把黄疸病通

过巫术转移到黄色的牲畜身上，取颜色的相似来治

疗疾病的。各种“禁忌”，多是由这种相似律产生。如

在中国北方，孕妇不能吃兔子肉，因为如果吃了兔

子肉，将来生下的孩子便可能有兔子一样的三瓣

嘴。在水上行船，吃鱼时要从鱼的上面一直吃到鱼

的下面，不能吃了半边再翻过来吃那半边，否则船

也会像鱼一样翻了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伏羲庙祭祀活动中，人们那种根据纸人的形

状取象形意义而灸之的行为，也正是渗透了这种模

仿巫术观念的体现。祭祀的人们用红纸剪成人形，

男人光头，女人两只小辫，因为形状与人相似，此纸

人便与人同类，灸烧纸人，便相信其人也能得到救

治。这就是把相似看成了同一，由此联想建立起来

的渗透了模仿巫术观念的纸人灸病习俗。

第三种原则为反物律。即巫术中使用的物品对

巫师欲反对的对象具有反感的性质，这种物品能用

较高的魔法力来管制较低的魔力，人们带的护身

物、护身符、辟邪物、厌胜等都是其表现。这种巫术，

一般也称为反抗巫术。例如桃符、桃木等作为驱鬼

辟邪的神物，早在《淮南子·诠言训》中就有相关的

记载：“羿死于桃 ”。许慎注 & “ ，大杖，以桃木为

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羿是我们熟知

的射日英雄。在《羿射九日》的神话里，他不避艰险，

一举射落九个毒日，从而戴着神圣的光环走进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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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神的“英雄谱”中。然而他却死于桃杖之下。由此

可见，桃木有着怎样的威力！神且如此，阴间下的芸

芸众生，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早在先秦时代，就有

了立桃人以驱鬼辟邪的习俗。!宋代则有桃符之制$
以长二三尺、宽四五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画狻猊、白

泽两个镇鬼神像，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

其用途如《荆楚岁时记》所说$ “插桃符其旁，百鬼畏

之。”桃符之制，与道教符箓术有关。“符”本是汉代

帝王下达旨令的凭证，以竹制成，长六寸，分而相

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道教方术之士认为，天神也

有符，或为图，或为篆文，在天空以云彩显现出

来，方士录之，遂成神符。它能 “医疗众病，鞭笞

百鬼。”"因而，桃符的习俗，不仅有原始信仰的历史

积淀，而且还有道教方术的有力渗透。二者的杂糅，

使桃符习俗的内蕴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影响更为广

泛深远。近代江汉流域一带，常以桃制成神棍，用于

傩舞之中。在江汉一带的烹饪习俗中，也有桃的妙

用。人们婚丧嫁娶，碰到饭菜蒸不熟，以为是邪气所

致，于是就用桃杖把蒸笼、灶台上下敲打一番。据

说，这样就不会有半生不熟的饭菜了。

在天水伏羲庙的祭祀活动中，人们除了灸病祈

福，还用随身携带的物品粘祭品的鲜血。因为人们

相信携带粘有祭祀品鲜血的物品，可以护身，这既

反映了血崇拜，同时也是受反物律的影响。原始先

民认为血有魔法作用。这种魔术性可以使自然界屈

从人的意志，可以抵御任何外界力量的攻击和侵

害。基诺族在盖新房时，要先在旧房楼梯斩杀一头

猪，用猪血滴在每个梯阶上，然后，由宗姓中年龄最

大的女婿在竖柱后，敲杀一只狗，以狗血涂家族长

家的柱子，再依次涂其它各柱。这是运用血的魔法

作用以禳灾祛邪的一个实例。此外，祭祀的人们相

信祭祀后的物品会产生较高的魔法力，可以管制较

低的魔法力，那么随身携带这种粘有祭品鲜血的物

品自然就可以护身辟邪。这和人们去庙中求信物、

护身符等是同质的。

可见，天水伏羲庙的这种纸人灸病习俗正是以

上三种巫术原则的具体体现，渗透在其中的巫术观

念也正是其反映。

三、迷信面纱下的当今主流思想

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迷

信活动，在其迷信的面纱下，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

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

首先，将树神化崇拜，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

的古老民俗中，树一直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俗中重视风水，而风水又与树有着密切的联系，

树是民俗中判断风水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树有藏

风聚气之功，一个地方树长得好，说明这里土质好，

水量充足，阳光充沛，那么风水就好。此外，树也可

以预测祥瑞吉凶。《三国志·蜀书》称刘备舍东南有

桑树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谐怪

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

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大树预示着

刘备将为人才。在中国很多民俗活动中，也多将树

神化。例如我国云南红河南岸的哈尼族，有一种较

为原始的祭祀活动，称为“祭龙”。这种祭龙，对象不

是龙，而是树。即祭祀对象是被视为村寨守护神的

神树。为了求得村寨的平安和每个家庭的幸福，全

寨每年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祭祀仪式。在我国，还

有不少的民族也信奉神树。在这些祭祀活动中，人

们将树神化崇拜，虽以迷信的形式出现，但却和后

现代主义深生态学的观念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深生

态学是西方众多环境伦理学思潮中最令人瞩目的

新思想，它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

性的生态哲学。这种生态哲学关注的生态危机的根

源，追溯到一种价值观上，那就是人的自我利益与

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利

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首先共同体的范围扩大

到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价值观念

上的重要进步，是人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重

要“生存智慧”。后现代主义的深生态学的专家们认

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只有承认自然物、其它生命

物种的内在价值，才有利于人类尊重生命，善待大

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在灸病习俗中，人们将

树神化，用与祈福、祈寿、治病，其表面上是迷信，但

深究，是对人是自然界的主宰的价值观的颠覆，具

有谋求一种与生物共生互助的深生态学价值观的

雏形。树佑人，人佑树，人树互佑，才能共生同存，维

护生态平衡。可见在古老民俗中早已注意到这种

“生物协同作用”，后现代主义的深生态学的观点在

古老的民俗中找到根基，古老的民俗迷信的面纱也

借后现代的理论得以消解，两者合成一个崭新的合

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与民俗习惯，对保护好我们

生存的家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外，人们相信灸烧纸人就可以治病，通过虔

诚的祈祷，神力会帮助他们战胜病魔。这在本质上

宗

教

学



·

·

!"

!"#$%!"&$#$’( )’(’")*+ $! ,$!-+"$ !"!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 ,-.* #$$%王三北 杜 婷：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来说是一种古老的巫术医疗活动。在科学文化不发

达的旧时代，人民普遍认为人得病的原因不是内部

生理失调，而是有鬼怪作祟或邪魔入侵。因此人们

遇病只能赴庙宇烧香拜佛求神药，或请巫师降魔施

法术，由于它的不科学及含有鬼神观念、愚昧成分，

贻误病情，甚至造成死亡的事，也每有发生。然而在

缺医少药的社会中，却体现了人们与疾病做斗争的

各种积极愿望，有的也获得一定的功效。同时，这也

体现了现代医学中心理治疗疾病的先进思想———

强调精神对健康的影响。在现代医学治疗中，医生

通常会隐瞒严重病人的病情，就是为防止心理压力

过大或丧失信心造成的病情恶化。在医疗史上，也

出现过多起顽强与病魔斗争战胜疾病的实例。可

见，心理疗法对抑制病情恢复健康有重要的作用。

祭祀后的人们坚信自己的疾病很快就会消除，这在

病人的心理上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减轻压

力，恢复生机，抑制病情。这种虔诚不自觉的与当今

的先进疗法契合，可以说是一种蒙昧中的智慧。

此外，在这种灸病习俗中，也反映出了原始先

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是巫术与医疗结合的

表现形式。在灸病时，主要是使用艾草。艾草是一种

中药材，本身具有药用价值。对它的广泛使用可以

看出原始先民已经认识到它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

病，是人类在生产生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产

生的药物医疗活动的一种体现。在古代，巫术和医

疗是密不可分的，求药和求巫都统一于医疗活动之

中，药物心理和巫术心理取得了自然的结合。巫药

结合，药巫互用，信药之中有信巫之成分，信巫之中

亦有求药之要求。此外，在这种灸病习俗中的 “灸”

是仿中医的针灸而为之，也反映了传统的针灸治疗

方法。可见，从原始时期起，人们就在经受各种疾病

的苦恼中寻求各种医病的方法，人们一方面把疾病

的来源认作是瘟疫、病魔的缠扰，是它们造成的疾

病 # 另一方面也寻求各种方法，进行医疗实践。后

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这种巫术心理

和行为的愚昧性则越来越显露出来，甚至成为迷信

的根源。巫术，究其本质，它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

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际功效

是不可验证的，其效力主要是心理信仰上的，具有

心理上的排解作用，而非实际体验上的。而医学的

发展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认识、总结、提高、

完善，吸取了精华，去除糟粕，完全是建立在实践经

验之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经受住了社会发展的

考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

总之，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由来已久的习俗

现象。巫术不仅影响到许多重要民俗之形成，而且

直接成为一些民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中国民俗

的整体中，巫术信仰是心理民俗中的一个大项，如

果包括其各种巫术仪式，则在行为民俗中也有它的

地位。而天水伏羲庙的灸病习俗不仅渗透了许多巫

术观念，更重要的是它还同时反映了一些当今的社

会主流思想。如果我们滤去迷信的成分，这就意味

着一个新方式的潜在价值，预示着对一种“神话”进

行重要的修正，同时建立一个有关世界和人类的位

置的概念。一些现代的观点在古老的民俗中找到根

基，古老民俗的迷信面纱也借现代的理论得以消

解，两者合成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现代价值理念和民

俗习惯，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结构和心态有不

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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