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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田《中国冥界诸神》北京团结翎版社，200“年6月第2版。

    “中国是个富有造神传统的国度，其时间之久远，数量之众多，品种之齐全，令人叹为观

止。”〔’〕马书田先生历时十一年之久，撰成《中国神抵文化全书》四册（分别为《中国佛教诸

神》、《中国道教诸神》、《中国民间诸神》和《中国冥界诸神）)）。马先生在《中国冥界诸神 · 自

序》中说：

        《中国冥界诸神》是拙著《中国神抵文化全书》中的第四本，也是最费心、最费力、最

    费时，写得最累的一本。

        为何这样说？《中国冥界诸神》与前三种（即《中国佛教诸神》、《中国道教诸神》和

    《中国民间诸神》）比较而言，史料和相关资料要少得多，且十分零散，这就需要搜罗和查

    阅大量书籍，进行一番爬梳整理，才能广种不薄收。冥界鬼神的名目倒也不少，但很多

    是好事者随意虚构，有名无实；有些因流传的久了，便也弄假成真；有些则语焉不详，含

    混不清。总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要将其真面目弄个水落石出，不下一番功夫不成，

    功夫小了也不成。此外，还要尽可能地到与阴间鬼神有关的历史遗存和现状景观去转

    一转，做．点田野调查，亲身感受感受。

可见，在这套书中，本书是马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

    “神鬼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心理和民俗习惯的一种反映，影响了和

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由此而在中国历代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神鬼文化，自然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冥界诸神》的出版，也因此有着它应有的

学术地位：不仅对鬼文化和鬼现象作了深人细致的认识和破译，而且全面整理、诠释并构建
了中国阴间鬼神谱系，在鬼文化和鬼现象研究领域填补了该项空白，从而拥有了较高的学术

价值。

    ， 本文属于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方向成果。

    〔1〕见《中国冥界诸神》封面语。
    〔2〕大路书屋对《中国冥界诸神》的介绍，载大路国际文化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网址：http刀：~ ta一lu.

com· tw. 2005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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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由自序、前言、正文、附录和后记等几部分组成。正文包括冥王篇、冥帅篇、阴官冥

吏篇、凶神恶煞篇和鬼卒篇五部分。附录中收录了冥界鬼神诞辰及纪念日一览表、与冥界鬼

神相关的民俗节日一览表和冥界鬼神及其重要寺庙一览表，这对有志于进一步探索者来说，

无疑为一大方便。

    拜读之后，除了为其行文布局和学术功底而折服之外，觉得本书还具有两大特色，值得

向学人推介：

    第一，收辑有丰富多彩的图片，显示了图文并茂的特色。

    鬼是人们头脑中主观想象的虚幻的产物，其存在又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所以鬼的形

象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对一的原始模型，人们创造的鬼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固定的模

样，可以说是因人而异、随心所欲和模糊的。这一点，古人已早有认识。《韩非子》卷十一《外

储说 · 左上第三于二》云：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对曰：“鬼魅最

    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日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

    也 。〔3〕

后汉张衡亦云 ：

        且律历、封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譬扰画工，恶图

    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4〕

上述材料一方面显示了民间造鬼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们在了解和认识鬼、鬼形

象、鬼文化上所面临的莫衷一是的困难。然而，本书中汇集的 130幅图片却能够使我们索象

于图，将中国古今历代人心目中的鬼形象一一尽收眼底，准确而感性地把握鬼、鬼形象、鬼文

化，从而较好地解决上述困难。欣赏书中精美绝伦的图片，可以发现它们的来源十分壮阔：

一是历朝各代画家笔下的鬼形象。如前言 28页的宋代佚名作品《搜山图》，正文 108页的元

朝王振鹏的《钟馗嫁妹图》〔5〕，封页插图中明朝朱见深的《如意钟馗》、明朝戴进的《钟馗游》，

116页清任伯年的《钟馗宰鬼图》，106页清末倪田的《钟馗刺鬼图》等；二是宗教组织所用法

物中的鬼神图像。如封页插图中的《地藏王与十殿阎罗》，4页的《地藏王》，巧页的《地藏道

明闵公》，16至 18页的各种地藏菩萨像，284页的《十殿转轮王与孟婆迷魂汤》；三是各种古

籍中的插图。如 87页的《韩擒虎像》，90页的《包公装扮阎罗夜审郭槐》，170页的《唐太宗游

地府》，175页的《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插图》，242页的《瘟神赵公明（清）》；四是流行

于民间的传播物（例如劝善书或类似物、玉历至宝钞、版画、年画、祭祀用品或祭祀物等）中的

图画。如前言 41页的《九殿平等王》，60页的《地狱中的剥皮、钉板、锯解、跪铁沙等酷刑》，

102页的《五道将军》，137页的《夜游神日游神》，228页的《雌雄二煞神（煞鬼）》，276页的《飞

天夜叉（清）》等等；五是作者对有关鬼神的实物摄影。如封页插图《判官》、《十大阴帅》、《鬼

面具》和《藏族面具舞》；六是考古文物中的壁画和棺画。有封页插图《傣族壁画“人间地狱报

一 － - - － 一 ．- - - -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3 〕 《四部丛刊初编》第 61 册，上海书店印行 1989 年 3 月。

    〔4〕《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 5月第 1版第 7册第 1912页。
    〔们 为方便起见，表示前言中的插图则在页码前加“前言”二字，表示正文中插图的页码前的“正文”二字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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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图”》和 181页的《土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棺画）》；七是其他不明出处的画图。例如前言

4页的《人们想象的群鬼图（清）》，19页的《清代地藏节舍身人点肉身灯的情景》，25页的《酆

都大帝判案（清）》，160页的《清代北京都城隍庙超度孤魂法会》，222页的《清代民间祭拜五

通情景》，233页的《回煞（清）》等等。

    总之，无论是从传统文献典籍中，还是从田野调查资料中，通过马先生的辛勤搜集，众多

图片的汇集为学术界呈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生动翔实的鬼世界。其劳不可谓不深，其学术价

值也不言自明。

    第二，囊括了传说中几乎所有的鬼神，全面而集中地体现中国鬼神现象、鬼神信仰及相

关的鬼神文化，详致构建了冥界鬼神的谱系，具有较高的学术原创性。

    首先，按照冥王、冥帅、阴官冥吏、凶神恶煞、鬼组的位序将活跃在我国鬼文化中的众多

鬼神各就各位，如在冥王篇里安置了冥界地狱的主宰叫藏王、阴间地狱的最高统治者酆都大

帝、掌管人类贵贱和生死的阴间大神东岳大帝、阴间的实际最高统治者阎王、汉化的十大冥

王。。十殿阎君以及传说币一由历史人瘾 当的中国四大阎王；冥帅篇里包括了司世人生死之
职的五道将军、捉鬼治鬼的神明钟馗、辅弼东岳大帝的十太保温李钱刘杨康张岳孟韦元帅、

                                                                                                                  丨

丰都鬼城的十大阴帅，阴官冥吏篇收录了城隐判官、守纂神后井土地、池头夫人、血河大将
军及功曹使者；凶神恶煞篇汇集了五通、煞神、瘟神、五瘟使者、八部鬼帅、丧门神和吊客；鬼

                                                                                                                  丨

卒篇则集中了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夜叉罗刹与孟婆神等‘＼这样，在我们的视觉中，鬼神世界

如人间统治秩序一样俨然有序、纹丝不乱，彰明了我国鬼神世界的完整性。 ·

    其次，对各鬼神进行了详细的溯源考证，充分揭示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轨

迹。例如东岳大帝的研究，依次从山神崇拜与五岳之首泰山的崇高地位、泰山神赐寿使人成
仙、阴间主宰、由泰山府君到东岳大帝、阴府机构以及东岳庙与东岳庙会等六个方面，对东岳

大帝的渊源由来、历史演变、发展壮大和流传影响进行严密论证，从而将一个血肉丰满的东

岳大帝展现在学人面前。同样地，本书中其他各鬼神也是按照这种研究模式来处理的。在

这样的研究过程中，马先生整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最后也最体现本书原创性的，是对冥界鬼神的对比研究。在这一点上，尽管作者没有自

觉地去关注它，但其行文布局和搜罗旁证已产生了对比研究的萌芽，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一章

冥王篇。地藏王是佛教传来的产物，酆都大帝是道家的虚构，东岳大帝是民间的信仰，而阎

王则是外来佛教和本土信仰的杂糅，在这里，作者分别对它们的渊源、演变和影响做了认真

推敲，不自觉地也就完成了对它们的对比，从而清晰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影响。书中这种若
隐若现的比较研究法，“有助于学者们从宏观的和微观的角度探讨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民

俗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应该说，马先生的这一探索，在“民族比较或比较民俗在中国
民俗学研究中还是刚刚起步，尚缺乏具体的实践和系统的理论指导”〔’〕的时候，具有可贵的
学习作用。详读全书，个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小缺憾，例如：

    (1）部分鬼神的图画未收集齐全。作者在前言中说：

〔6〕 陶立潘《比较民俗学的话题》，载《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一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 9月版，第 183页。

〔7〕 同上，第 184页。



                                    中国俗文化研究 第三样
二二二二尝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

        在汉墓画像中，如“行傩驱鬼图”里，也能看到一些鬼的形象。汉代河南南阳石刻有

    神茶、郁垒图，神茶、郁垒虽为捉鬼神，但二位形象却也恰似一幅鬼模样。

        ⋯⋯如宋代李高有一幅著名的《骼髅幻戏图》，图面有大小两骷髅和两个妇女、两个

    小儿，表现了生死轮回的主题。

        需要一提的是罗聘（清人，“扬州八怪”之一）的《鬼趣图》。⋯《鬼趣图》一共八幅。

    画面分别为：满纸烟雾，隐约看见些离奇的面目肢体；一短裤尖头的胖鬼急步先行，另一

    戴缨帽的瘦鬼跟在其后；一衣着华丽、面目可憎的“阔鬼”靠近一红衣女鬼作呢语状，一

    拿扇白帽无常在一旁倾听；一矮鬼扶仗豫地，一红衣小鬼给他捧着酒钵；一长脚绿发鬼

    伸出长手作抓拿状；两个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的小鬼，后面是一大头鬼；风雨中一鬼打

    伞急走，前面有个先行的鬼，还有两个鬼脑袋在伞旁出现，枫林古家中，两个白骨骷髅在

    说 话 。

在正文 113 页中又有 ：

        最早的最著名的钟馗画当首推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 图”。

本书只对这些图片做了文字说明，而不知何故未存收录图片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因为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些图片都有极大的参考和验证价值，如果俱能收人文

中，则古人所谓“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方”〔“〕的效果一定会更加明显。

    (2）文中图片除极少数之外，大多没有注明出处。这对一部具有较强学术价值的著作来

说，有缺乏可靠性和规范性之嫌，不能不说是致命内伤。

    (3）在征引古文献时，有一些小错误。如在前言中讨论鬼之形象与种类时，作者引《后汉

书》卷五十九《张衡传》，文日：“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检

原文实为：“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不穷也”。再如在同一地

方，作者引文曰：“狗马最难，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

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注文标明出自《韩非子 · 外储》。其实不然〔”〕，它是出于后儒对

《韩非子 · 外储》所载内容的衍绎，如《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工艺部七 · 画上》就有类似记

载：“韩子曰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曰：‘画孰最难？’对曰：‘狗马最难。’‘孰曰最易？’对曰：‘鬼

魅最易。夫狗马，人之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也；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

也。”，〔’0〕

    尽管本书有瑕疵若干，然终究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及其对民俗研究的推进和借鉴作

用仍然是值得学界充分肯定的。

邓星亮，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 2004 级研究生。

    〔8〕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 · 图谱略》，中华书局，1995年，下册，第 1852页。

    〔9〕《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 ·左上第三十二》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日：“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
者？”对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日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10〕 《四部丛刊三编》第 51 册，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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