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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摇栽典其他哉衍一檬，是古代案多衍数中的一踵，造些衍数是否厦於民简信仰？
                                                                                                                                                                                                                                                                            \

      “摇”典“哉”都属於民简文化，而“摇哉”结合起来却主要是上屠统治者尤其是帝王将相信奉亚

      利用的街数，那磨摇哉是民简文化遣是官方文化？摇哉是漠族特色十分澹厚的一撞哉衍文

      化，而其他人主中原的民族却能十分迅速地接受和利用追踵裁衍文化，这是焉什磨？追些固

      题值得探封。

          朋键铜 ：落哉 哉衍 民简信仰 民族文化

                                          一 － - - - - - - - ~ - - - - ~ ~

    中团古代落瀚十分盛行，史害及其他典籍中纪缘保存了大量的落瀚，但是目前封落裁的

忽藏却比较模糊，一些基本简题遐需要探衬，下面就裘侗尚题稍加封榆。

    “落裁”是古代裁衍文化的一部分。一般忽焉裁衍是古代巫师、方士等预 卜未来的法

衍〔’〕，的榷不少哉衍都是如此，但是摇哉却有些特别：大多簇裁所涉及的“落”都是比较天然

的民落或童摇，业非巫师、方士等人使用法衍而有意裂造，“落栽”主要是“好事者”将民落（包

括童落）引人特定的政治庭史儇境所作的引申阐释。“落哉”之所以也属於哉衍文化，是因焉

裁衍文化最基本的核心是预 卜典磨输，而“落潜”就是韶定民落（包括童簇）具有追踵预 卜和

磨输的基本特性 。

    “落栽”以及栽衍和其他衍数，是否属於民简信仰？

    现代人封信仰的一般定羲是：“封某踵主张、主羲、宗教或某人拯度相信和尊敬，拿

来作焉自己行勤的指南或榜檬。”〔“〕然输是官方信仰遗是民简信仰，信仰至少要有封象：

或是鬼、神、人等形象育骼，或是主张、主羲等理输骼系，但是落裁的 “信仰”封象却是

民簇― 一踵拯焉短小筒略的民简文季形式。追是封民简文季的 “拯度相信和尊敬”？遣

是封捂言文字魔力的畏催？或者是封衍数的迷信？追幢 “信仰”可否真正算作信仰？

    民落 （包括童摇）之所以被赋予预卜和鹰输的特性，是因焉古人普遍韶焉民落尤其是

童落淳璞熬苹，是自然座生的，是人频然楼心的天然流露，也可以锐是上天的代言，是天

〔1〕《漠捂大洞典》（缩印本），漠捂大祠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 6703真
〔2〕 同上，600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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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所以封 “落”的 “拯度相信和尊敬”，蹄根结底遐是封上天的敬畏，遣是封天人感膺

（或合一）理输 （或主羲）的信仰。提追侗意羲上耩，“落哉”可以算作是一幢信仰。但造

踵信仰似乎又亚非民简信仰，因焉信仰 “落潜”的不少是官方人士尤其是帝王将相 （祥晃

下文第二茚）。

    “落潜”之 “摇”曾被古人附官焉荧惑星精下凡到人简所作的预言，例如 《史能》卷

二七 《天官鲁》云：“笑惑焉勃乱，残贼、疾、丧、艘、兵。”唐张守筋 《正羲》引 《天官

占》云：“其 （笑惑）精焉夙伯，惑童兄歌摇嬉威也。”《天官占》屑於潜肆衍数季锐中的

天文占，它徒天人感瘾出臀，忽焉是上天通遇荧惑星精 “惑”兄童，使其 “歌落嬉截”,

因此腹崖生了具有预言作用的童落。《晋香》卷十二 《天文志》以及 《隋害》卷二十 《天

文志》更癸展了追侗毓黯：“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於地焉人。崴星降焉青臣；类惑降

焉童兄，歌落嬉哉；填星降焉老人埽女；太白降局壮夫，虚於林麓；辰星降焉埽人。吉凶

之瘾，随其象告。”五星之精都可以降地焉人，荧惑星精在造裹也不只是 “惑”兄童 “歌

摇嬉敲”的 “夙伯”，而是貌自下凡现身局兄童，直接锐唱 “歌摇”。追撞锐法是童摇被富

作簇哉的重要理输根捺，圃释 “摇瀚”的人基本相信造侗 “主张”〔“〕。如果笑惑星精被富

作信奉摇哉者的终拯信仰封象，那磨 ’‘摇哉”就是比较钝粹的形象育骼信仰了，但事育

上，相信 “落哉”的人们却业没有因此而信仰笑惑星精，因此封 “摇哉”的信仰也只是理

输艘系信仰的一侗附属信仰。

    古代的 “哉”包括圆潜、物哉、藉瀚、爵哉、落哉等各幢雄哉，其中摇潜、捂裁、持

瀚都典捂言文字有密切阴像，而且 “哉”字提 “言”，也可锐明捂言文字潜是 “栽”中比

圆哉、物潜更局重要的 “哉”。古代潜衍雌然盛行，摇哉案多，遣有裁香出现 （如 《河圆》

《洛香》《输捂潜》以及後代的 《推背圆》《烧耕歌》等），但是哉衍却似乎徙来没有被人佣

镯立分立出来而自成艘系，它熄是典 “肆”以及其他衍数结合在一起，也没有惠阴的栽颇

（包括预言大师），擞师大多由隆赐五行家或精通隆赐五行的儒生、方士、衍数家、道士、

和尚尼姑等人兼任。追大概因焉瀚衍雌是古代衍数文化中的一踵，但典其他衍数如占星

衍、占卜衍、相面衍等相比，却颖得没有足够的衍数根檬，没有频似星相、卦象、面相的

象数颊特微可以檬以焉橙，尤其是 “落潜”谨以民落字面以及揩音拆字之颊的藉言游威规

则作焉衔数根捺，颖示出太多的随意性或游截性。

    衍数因大多有自成骼系的主张而被不少人“拯度相信”，大艘上可以锐属於民简信仰，但

是其衍数又遇多沉溺於方衍象数等技警本身，所以又燕法算作瞿格的信仰，而作篇一幢不十

分康谨的衍数― 哉衍，就更鞋遭人崖格信仰的鲍嚼。衍数（包括哉衍）是衔数家通遇仔细

觑察自然社官现象，用幢幢方衍推算预测人的氧数命速的方式。在推算预测遇程中由於融

合了多撞社含文化等因素，因此形成的一踵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仍通常将其典巫衔结合起

来，稍作巫 卜文化，而巫 卜文化因焉有静多原始神秘因素，又被蹄人原始宗教一颊，原始宗教

自然是信仰，是典现代信仰不同的原始信仰。

  〔3〕根璩追侗主张，簇裁似乎可以算作占星街或天文占的一侗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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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鼓三明

    “摇瀚”主要是“好事者”（包括衍数家）以民摇局栽捂，揭示或圃释其所预示的团家军政

大事的。民落是民简流行的民案文鬃，栽街也是民简流行的文化形式，而“摇哉”却是上屠统

治者尤其是帝王将相信奉和利用的衍数。那磨落哉是民简文化遐是官方文化？

    二十五史中的“摇栽”，浅乎没有一像是预示和输橙平民百姓生活内容的，案多的“摇哉”

都典帝王将相或团家大事相阴，把先秦到清代的“摇撇”按著峙简顺序以及所涉及的厥史事

件串耩，差不多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部中团古代政治史，追裹列皋北朝峙期的浅则“摇哉”以

锐明民瑶典团家大事之简的繁密聊繁：北魏的哉摇能缘了北魏末年的裘件大事。首先是萧

育夤阴中媒反：萧宵夤是南杳明帝萧鬓之子，在梁代杳之隙逃到北魏，北魏孝昌三年（527) ,

萧宵夤企圆割檬阴中，在畏安稍杳帝，建元隆绪，业毅害阴右大使鄙道元，所谓“赏生十子九

子殿，一子不缎阴中乱。”〔4〕次年，萧育夤兵败後投奔万俟魏奴，北魏永安三年（530）被魏将

雨朱天光擒毅。雨朱氏在北魏末年惠擅朝政，獾倾一峙，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高歇蛊

诚雨朱氏，“三月末，四月初，揭灰簸土竟真珠”、“颐去填，脚跟杳，驱上榭不须梯”，纪缘了雨

朱氏悲惨的结局〔5〕。雨朱氏的部将贺拔腾投降高歇，但是贺拔氏不久又典孝武帝共媒封付

高歇，永熙三年，高歇人洛赐，贺拔腾兵败降梁，孝武帝逃往阴中，依附宇文泰，不久又被宇文

泰毒害，高歇立清河王之子元善见局静孝帝，业遭都於郸，提此北魏分裂焉束、西魏，所谓“铜

拔打缴拔，元家世将末”〔“〕、“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摇断索”〔7〕，裘首潜落兑橙了北魏末

年的厥史。束魏和北杳的潜摇典北魏一胍相承，是北魏屋史的延擅。“可嶙青雀子，履来郑

城裹。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可嶙青雀子，形人郸城裹。作案猫未成，皋颐失绑里。寄

畜典父母，好看新埽子”〔“〕，被“好事者”富作是北杳高氏魔除业毅害束魏静孝帝而自立的潜

摇，高氏代魏之後，将静孝帝的皇后下嫁给惕，t# ，但不久又将其典裼氏一族全部毅害，“白羊

颐尾秃，投握颐生角”、“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速我道，不速打雨腊”、“阿磨姑褐也，道人姑夫

死也”三首民摇〔”〕具刂被“好事者”富作追件事的哉示。高氏最终取代元氏政獾建立北膺，追

首“一束藁，雨颐然，河遏投握及上天”〔’O〕的潜摇起了很大作用，高洋因焉名患此瀚摇而决心

毅掉孝静帝。在高洋建立北膺之前，束魏政獾始终被高氏掌握，所以束魏的哉落大都典高氏

有阴，如武定（543一550）中的哉摇“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瞪澄诚”〔”〕，“藏者”就韶焉哉示著

武定五年高歇（追溢神武）之死以及武定七年高澄（高歇世子，追溢文襄）被毅。中团古代所

有庭史峙期都有追檬的摇潜。

    通俗短小的民摇如此繁密地典重大崖熏的团家大事结合，崖生一踵令人惶惑簧奇的效

〔4〕唐李延爵《北史》卷二十九《萧宵夤傅》，中革害局，1974年版，第 1065页。
〔5〕 北杳魏收《魏香》卷七五《雨朱彦伯傅》，第 1665一1666真。

〔6〕唐李百桑《北杳害》卷一《帝纪第一神武上》，中革害局，1972年版，第 9真。

〔7〕 唐李延爵《北史》卷五《魏本纪孝武帝本纪》，第 174真。

〔8〕 唐李百桑《北杳香》卷二《帝纪第二神武下》，第 18 页。

〔9〕 同上，卷三十四《褐惜傅》，第 459 真。

〔10j 唐李延嘉《北史》卷七《杳本纪中文宣帝（高洋）本纪》，第 258真。
〔11〕 唐李百桑《北杳害》卷三《帝纪第三文襄》，第 37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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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追幢小典大、鲤髯典庸重、民简典官方褚踵因素奇特融合的文化，使人燕法判定它属於民

简文化退是官方文化。街数家、隆赐五行家以及庭史肇家等“好事者”充富了民简文化典官

方文化的媒介，天人感磨的思想将天然的民摇典人简的大事聊繁到一起，成焉一踵特别的文

化 。

    二十五史中以及厥代肇纪中纪载了大量“落哉”，不谨有漠民族统治峙期和地匾的，遣有

静多少数民族统治峙期和地匾的。譬如束晋峙期落栽十分盛行，而典束晋封峙的十六团中，

至少巴寅（又稍巴氏）建立的成漠、揭族建立的後趟、陈渭氏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後燕，

追四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獾都现存了不少“落栽”，其中前秦“落裁”遗焉数不少。又如南北

朝峙期，南朝宋膺梁隙漠族建立的各朝均有“瑟栽”自不待言，而北朝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束

魏、西魏、以及解卑化了的漠族高戳建立的北鸯也都有“落擞”存在，典雨宋同峙业存的遗、西

夏、金，也是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罐，也典雨宋一檬流行“落栽”，更不用锐统

一了全团的蒙古、满族建立的元朝、清朝了。

    少数民族统治峙期和地匾不谨存在不少“落潜”，而且造些“落哉”在富峙的政治革事生

活中遣起了很大作用。趟（李）德明（1003一1015在位）是西夏王朝的重要奠基人，他黯到

“火星人南斗，天子下堂走”〔’2〕造侗哉落後，竟然“下堂”而到贺葡山躲避而攘炎，可晃他封

“落哉”（包括其中涉及的星相），像漠族的皇帝一檬畏惬和信奉。又如在北臀和北周之简的

戟事中，“落潜”曾成焉一次靡简舒的一侗重要手段，起到特殊的作用：北杳左丞相解律光英

勇善戟，封北周横成威膏，北周将军章叔裕（字孝竟）利用北臀统治者内部不和，黔取其参军

曲岩（衍数家）舒策，裂造“簇潜”:“百升形上天，明月（光字明月）照畏安”和“高山不推自崩，

槲榭不扶自竖。”业派遣简碟在北杳首都郭都有意泄漏，解律光的政散尚害右璞射祖挺篇了

侗人利益，不但不阻止，反而推波助澜，擅编“落栽”:“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眺舌老母不得

藉”，业令小兄歌唱於道路，遭而引此“落裁”向皇帝趣告解律光媒反，北杳後主於武平三年

(572）毅光，业诚其族，北周得知此消息後，大赦天下，皋团数厦〔’“〕。簇哉在追次艇简戟中起

到了出奇制腾的效果，追是以前摇哉不曾癸择遇的作用。

    可晃，“落栽”不谨是漠族统治峙期和地匾的特有一幢栽衍文化，而且也是不少其他民族

也共用的潜衍文化 。

    现存最早的“落栽”是周宣王峙期的“犀弧箕服，宵亡周团”〔’4〕，追锐明“落栽”在先秦峙

期就已经崖生，富漠代哉障神季具盛之隙，“落哉”庚篇流傅，成焉漠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少“落潜”是根檬民簇的漠藉藉音文字特微（如揩音拆字等）阐释裂作的，因此“落哉”比其

他哉衍更具有漠文化特微。其他民族的“摇裁”燕疑受到了漠民族“落哉”的影警。

    其他民族在统治漠族地匾期简，接受漠族各踵文化同峙也接受了漠族的潜衍文化，譬如

  〔12〕 清吴魔成《西夏害事》卷十一。

  〔13〕唐李百桑《北杳害》卷十七《解律金傅附子解律光》，第 225百。

  〔14〕 漠司焉遭《史能》卷四《周本纪》第四，中革香局，1982年版，第 147一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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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晋十六团峙期的四侗其他民族短暂政罐就是如此：“摇裁”在西晋统一峙期南北地匾都很

盛行，少数民族估领北方後，大都承囊或者吸收了一些漠民族文化，但是由於少数民族漠化

的程度不同，封待漠族文化的悲度也不很相同，接受漠族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因此影警到

“摇裁”以及其他漠文化思想、文化形式的臀生舆癸展。考察十六团的四侗政獾的现存瀚摇，

我佣臀现浅侗政獾都典漠族和漠族文化有密切聊繁。成漠建团在成都平原，建团峙就利用

了秦史胡母敬、三团蜀漠肇者瞧周的栽藉，直接灌承了蜀漠遣夙，其诚亡峙也有蜀地童簇作

焉栽示；後趟石勒封待漠族和漠族文化的憨度不同於前趟割氏，他富皇帝前，曾经用“自古碱

胡人而焉名臣者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5〕来麻痹估捺幽州的王浚，使一些漠族将镇如割琨

封他心存幻想，富皇帝後，又利用漠族士大夫组成“君子管”来维镬漠族地匾的统治，後趟是

最早吸收漠族文化的少数民族政獾；而前秦曾经一度统一北方，其统治者主勤接受和宣尊漠

族文化，《晋鲁 · 符墅载纪》云：苻氏“愎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固褚非正道典鬃，一皆焚之。

⋯⋯及整之僭，颇留心儒季，王猛整杳夙俗，政理根皋，季校渐具，阴澈清晏，百姓登集。”漠族

文化全面普及，业日渐具盛，是前秦落哉比较雄多的主要原因。鲜卑慕容氏早期打著摊镬晋

朝的旗虢，使不少不顺典後趟合作的漠族士大夫颐意投奔其麾下，而前燕比较重视漠族文

化，後燕建圃较晚，北方地匾漠族文化已经基本恢愎，因此追裘侗政獾都有摇擞的流行〔’6〕。

造足以橙明其他民族的落裁是受到漠民族擞衍文化的影警。

    但是其他民族只是被勤地接受了漠族的簇潜和瀚衍文化喝？焉什磨其统治上屠接受追

幢潜衍文化比接受其他漠族文化速度要快得多？他佣是如何接受摇裁的？在接受“摇谶”之

前他俩有没有本民族的颧似的哉衍文化？由於肇者封造些民族文化缺少足狗的了解，所以

燕法断定。谨就现有的一些材料考察，可以锐明其他民族在建立政獾前即便没有“落裁”，也

有典“裁”相阴的栽衍文化。例如前秦苻氏在建立政獾之前，符氏祖先就十分相信落栽，他佣

根捺“雨若不止，洪水必起”追HlJ“簇栽”，焉符健的父貌命名符洪〔’7〕，追侗名字果然焉符氏带

来了洪水般的势力，符氏不谨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政獾，消诚了其他政獾，统一北方，而且一度

威膏束晋，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追HlJ“摇裁”是氏族建立政獾之前就存在的，雌然其性臀不可

榷定，但可以锐明氏族很早就有接受“落哉”和裁衍文化的事育。苻氏政獾一直十分重视裁

摇，符整峙畏安城中有《古符傅育缘》〔’8〕一颧栽障害流行，不知追本害能载的是什麽峙期的

“古符”，是否蕴涵殊渭氏族的谶衍文化？北杳一位民简衍数家引用“周里跤求伽，豹祠嫁石

婆，靳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蜒靴”〔’9〕追首带著民族捂言音挥的童落，以断定武明妻太后久

病鞋瞥，追侗夹雄鲜卑藉的民摇，是否鲜卑族蓄有的“摇栽”？又如邃代有“青牛娠，曾避

路”〔20j，追侗“簇栽”至少在邃太祖在位峙期（907一926）或之前就有了，它镇示著邃太祖的那

    〔15〕 唐房玄龄《晋害》卷一百四《载豁 · 石勒上》，第 2722 真。

    〔16〕富然，亚非所有漠化程度较高的政獾簇裁以及哉绰擎都很具盛，譬如後秦，享有十六团文化之具盛“莫通二秦”

之譬，就没有留存落瀚，其落哉可能已经散失，或者有其他原因。一些落瀚有可能是束晋人的偏造，尤其是那些典束晋政

治军事阴像密切的落哉。落哉在少数民族政獾流行，是一侗比较腹摊的尚题，可能退有其他原因有待考察。

    〔17〕 唐房玄龄《晋害》卷一一二《载能 · 符洪》，第 2867 页。

    〔18〕 同上，卷一一四《载能 · 符壁下》，第 2928 真。

    〔19〕 唐李百桑《北杳害》卷三三《徐之才傅》，第 445一446 真。

    〔20〕元脱脱《邃史》卷七十一《后妃傅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傅》，中革害局，1974年版，第 1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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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速土地神都要焉之镶路的述律后，来日必富大富大青，而述律氏果然不谨位拯皇后而且在

邃太祖死後摄知军团大事。追侗摇栽很有契丹族的民简信仰特默，因焉“青牛堰”是契丹人

的土地女神，典漠人的社神或土地箭不同。

    雌然追些事例不足以锐明追些民族存有漠化之前本民族的“落潜”和撇衍文化，但我佣

可以肯定追些民族在人主中原之前，就有著人顿普遍具有的信“谶”文化心理，有著接受“摇

撇”和裁衍文化的心理基磁。

    徒“栽”的本羲来看，《锐文》云：“哉，输也。”哉的本意就是瘾输，就是所有的事前预示都

有事後的瘾输，《後漠害 · 张衡傅》纪载张衡的上疏更明榷指出哉的意思是：“立言於前，有微

於後，故智者青焉，谓之裁害。”“哉”典“兆”不同，兆的本意是预示，“哉”的本意也包括预示，

但它更注重的是预示後的鹰驮。相信预示和膺输是各侗民族祈望忽知世界的普遍心理，追

踵信“栽”心理是很多衍数以及信仰崖生且被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磁。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自

己本民族的先知和预言，有本民族自己的巫 卜文化，就可以橙育追一黯。人主中原的各民族

在人主之前情况不壶相同，但都信“哉”，都有本民族的巫 卜文化是可以肯定的，譬如“在契丹

人的社官夙俗中，巫 卜的地位自然比漠人社官更重要。”“党项社官拯重巫 卜，西夏藉以巫焉

厮也，卜师谓之厮乩。”“女真人最初信奉硅满教。‘珊燮者，女真捂巫堰也’⋯⋯後得邃之太

史如忒、孛萌、未拯母三数人，皆明天文，占输数中”[2l〕。信“哉”文化心理以及本民族固有的

巫 卜文化，是其他民族迅速接受漠民族落哉以及瀚衍文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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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静参朱瑞熙等《邃宋西夏金社含生活史》，中团社含科季出版社，1 998 年版，第十六章“巫 卜”, 255一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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