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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崖葬的文化意蕴

万 建 中

“
崖葬 ” 是将死人棺木放置到高出于水面几十米甚至百余米的崖壁上或崖洞中

,

是我国古

代一种奇异的葬俗
,

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

年代以来
,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南

方的崖葬进行了全面考古的发掘
,

使人们对此葬俗 有了初步认识
,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

用考
古学

、

民族学及历史学对此葬俗的形制
、

年代
、

族属和分布等
“
硬性

” 问题进行研究是必要

的
,

但这远不能揭示其文化意蕴和形成的内在原理
。

本文试从灵魂崇拜的角度
,

就这方面作

些探索
。

葬俗是灵魂崇拜的主要形式
。

远古时期
,

葬俗的形成往往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关系密切
。

实

行树葬或叫风葬的
,

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
,

如我国古代契丹人
,

将尸体悬挂树上
,

三年
后焚烧尸骨 中国西北的氏羌民族

,

因生活在高寒山地
,

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
,

影响

到丧葬也盛行火葬
,

以火为媒介
,

让死者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
。

依凌纯声先生之说
,

我国大陆的崖葬主要分布于两大区
,

处于东南地区的
,

在赣
、

浙
、

闽

三省
,

例如武夷山和栏杆山的崖葬
,

约为山越
、

贩越
、

闽越的遗迹
,

系属古之百越
。

而在云

南
、

贵州等地的
“
焚人

、

襄人
、

僚人
、

讫佬
、

龙家
、

诞户等皆为百淮之后
,

保持淮越文化较多
,

中国西南的崖葬
,

为彼等所留的遗迹
。 ①

居于南方长江流域的古淮越人
,

正如 《汉书
·

严助传 》所言
,

是
“

水行山处 ” 之民
,

故

他们死后施行了与
“ 山 ” 、 “

水
”

有密切关系的崖葬
。

当然
,

此葬俗还同淮越人的生活习性有

关
。

淮越人之 “
淮

”
字

,

从水从人
,

《说文 》亦说
,

淮字从水
,

说明淮人即
“

水人
”
为水上人

家
。

《左传
·

昭公十九年 》曰 “楚子为舟师
,

以伐淮
。 ” 《滇系

·

蒲人篇 》云
“

蒲人即古百淮
”

一以竹篓负背上
,

或傍水居
,

不畏深渊
,

能浮以渡
。 ” 《太平御览

·

僚传 》引 《永昌郡传 》
“

僚民 ⋯⋯能水中潜行数十里
,

能水低持刀刺捕取鱼
。 ”

这都说明
,

淮人乃傍水而居之人
。

至

于越
,

族称上虽没有象淮字那样的解释
,

但史籍上对越人水居的记载颇多
,

《越绝书 》卷八载
“
勾践唱然曰 夫越性脆而愚

,

水行而山处
,

以船为车
,

以揖为马
,

往若飘风
,

去则难从
,

锐

兵任死
,

越之常性也
。 ” 《淮南子

·

主术训 》曰 “

汤武
,

圣主也
,

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 小

船 而浮于江湖
。 ” 《齐俗训 》亦有

“越人便于舟
。 ” 《汉书

·

严助传 》记载淮南王刘安上汉武

帝书时
,

曾提及福建越族生活情况
“

闽 越
,

方外之地
,

赞发之身之民也 ⋯ ⋯处期谷之间
,

重竹之中
,

习于水斗
,

便于用舟
,

地深昧而多水险
。 ”

诸文字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南方古越民族

的水上生活
。

古代越淮民族的生活习性对其葬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纵观我国崖葬的葬具
,

虽然样式

不少
,

但船形棺是早期的典型形制
。

从发掘情况看
,

东南地区的崖葬棺具的船形虽不如西南

地区的那样显著
,

但都是用园筒木半开夸成
,

整个棺具极似独木舟
,

这也是船的一种
,

是舟

的原始型
。

明徐学漠 《游仙岩记 》云
, “

他岩
,

棺尤累累
,

有规形而锐者稍异
。

又有壑而舟横

者
,

窦而床列者
,

虽去人远甚
。

俨有形似
,

其
‘

仙船岩
, 。 ” 又 明朱维京 《游仙客 》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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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有千年骨
,

梯悬万初船
”

的诗句
,

再如位于江西贵溪南面的南丰县仙人岩
,

方志中曾载
“

在山半中有尾
,

有窦
,

有仙床
,

坚硬若沉香
。

又有石函
、

七星剑
、

木匙
、

五色锁子骨
、

小木

船
、

桅竿
,

其舟穴犹存
。 ②古淮越人生前善于用舟

,

死后以船为棺安葬
,

乃 自然之事
。

正如马

克思所言
“

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
,

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
,

以便他在幽冥中
、 能继使用

。 ⑧类似情况
,

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和越诺人中也有
。

由于他们为海岛人家
,

非船
不能生

,

所以人死后就以船为棺
,

将死者葬于海滨
,

或将死者置于船上
,

任其飘浮于海上
。 ④

在崖葬早期
,

大概还没有专门作为葬具的船形棺
,

而以死者生前使用的船 独木舟 作为葬

具
。

因此船形之棺
,

应是肇始于独木舟
。

那么
,

以舟代棺与古淮越人的灵魂信仰有何关系呢 其实
,

他们是把船作为其灵魂归宿
的载体

。

以船为棺是蹼越人灵魂信仰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
,

同他们密切相关的船只
,

会把他

们的灵魂载回故乡
,

或驶向另一美满的世界去
。

四川船棺有的棺内还有木棺
,

船棺起着撑的

作用
。

《武夷山志 》卷六载
“
又有四船

,

俯仰相覆
,

亦盛仙函
,

船皆圆木夸成
,

半枕于洞中
,

置函二十余
。 ” “

内有船盛仙蜕数函
。 ”

既有函盛尸体
,

还要外套船棺
,

这就有力地说明船棺除

了具有一般棺的作用外
,

古淮越人还赋予了其载运灵魂的功能
。

送亡魂到一个适当的处所
,

不让它与活人纠缠
,

与活人捣乱
,

最好的办法是把亡魂引到

祖先那里去
。

四川琪县流传这样的民间传说
“

整人部落首领阿旦因部族遭受恶性传染病
,

死

亡者甚众
,

他 自己也染上重病
。

他把弟弟阿段藤喊到病榻边
,

对他说
“ 听老人说

,

我们焚人

远祖老奶奶住在很高的山头上
,

她知道一切
,

你快去找着她
,

请她救救子孙后代
。 办 阿段藤经

历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远祖老奶奶
。

老奶奶说
“

你们对祖先不尊敬
,

埋浅了
,

任野兽糟踏
,

要

把棺材架在高岩上
,

才算是尊敬祖先
,

子孙才会兴旺
。 ’, ⑤这则传说十分明确地反映了魂归 “

故

里 ” 的观念
。

在古淮人看来
,

唯如此方能让死者灵魂得以安宁
,

达到取悦亡魂的目的
,

恰如

布留尔说的
,

人死后的
“

葬仪防止死者今后再混入活人中
,

并把他引进即将作为一员去参加

的那个社会中 ⋯⋯死人从遵守规定中得到了回报
,

心安理得
,

于是不再要求什么东西
,

从而
,

活人也不再用害怕他了
。 ”⑥

古淮越人以舟代棺将灵魂送至祖先的出处的看法
,

可与古代南方民族的 “
魂舟

” 习俗互

为印证
。

凌纯声在 《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 》一文中指出
“

今婆罗洲多船形棺 ⋯ ⋯此船形

棺与岩葬之起源地有关 ” 。 ⑦而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就曾盛行把灵魂招回来后
,

再用
“

魂舟
”
引导

灵魂返回老家的招魂送魂仪式
。

本世纪 年代
,

法国学者戈鹭波在 《东京与安南北部的青铜

时代 》一文中
,

对此有详细述 先建一个
“

平栏
”
式小屋

,

这是让死者的灵魂准备一在天国

居住的
。

屋中盛了各种生活用品
。

村民们从早到晚吹奏芦笙
,

敲击铜鼓以驱赶鬼怪
,

当天魂

取到屋中的物品后
,

便为灵魂准备一只船
,

船头船尾模仿犀鸟的头和尾
,

船上还有装饰着鸟
羽的桅杆

,

作为陪伴和引导灵魂的鸟儿的栖身处
,

船的后部还有一个小船
,

里面放有铜鼓
、

锣

和武器
。

一切就绪
,

村民们便不断击鼓
,

邀请死者的灵魂上船
,

然后由一位叫丹蓬
·

德鲁的

仙人指挥
,

将灵魂送至遥远的故乡
。 ⑧至今有些地方还有以舟送亡魂的习俗

。

江西大部分地区
,

在端午节期间要举行
“

号船
”

活动
,

号船队伍中
,

有一具与真棺大小的棺
,

棺之两侧各绘一

条龙身
,

舟上尽绘阴间慈魅鬼怪操挠竞渡之状
,

此棺的抬杠前端圆形截面上写
“ 日 ”

字
,

后

端写
“

月 ” 字以示阴间阳界
,

号船实际是一种以龙舟送亡魂至阴间的仪式
,

我国南方普遍流

行的竞渡习俗
,

正是根源于原始的以舟送魂
,

为亡魂超度的祭祀仪式
。

魂舟和崖葬皆以舟船作为死者返回老祖宗那里去的工具
,

所不同处
,

魂舟运载的为灵魂
,

并由飞鸟为其
“ 导航

”

崖葬则是直接将遗体送到悬崖峭壁的岩洞里
。

可以这样认为
,

船棺是

魂舟更为古老的一种形式
。

在魂舟习俗出现之前
,

古代南方民族尽管有了灵魂不灭的思想
,

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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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灵魂不能远离遗体而独立活动
,

于是灵魂要 回到本氏族之源地
,

便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
,

将沉重的棺置于高高的绝壁中
,

让遗体和灵魂一道和祖先
“

团圆 ” 。

因崖葬靡费
,

难

度大
,

非奴隶平民所能为
。

故后来惟有权势的淮越奴隶主一直沿袭之
。

而当灵魂可与肉体分

离而继续活动的观念发生后
,

便有了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魂舟习俗
。

只需将灵魂送 回 “
老

家
” ,

尸体则可就近入土中
。

广大奴隶平民盛行的正是魂舟观念和习俗
。

这或许是古淮越人的 ‘

土墩葬远多于崖葬的原因之一
。

我国崖葬年代
,

从发掘情况看
,

大致为东早西晚
。

东部多为岩洞葬
,

即将棺木放入洞穴

里
,

此以武夷山系为代表 西部多为悬葬
,

即把死尸架放于峭壁边沿
,

此以西南地区为最
。

可
以认为

,

崖葬最初的葬式应当是岩洞葬
,

后因此葬法须修掘洞穴
,

将棺木吊入峭壁洞隙又颇

为艰难
,

于是岩洞葬便渐渐变异传承为悬棺葬式
。

潘世雄先生亦持此说
,

认为
“
历史上所谓

悬棺葬
,

实际上就是岩葬
,

是岩葬的变形 它是在当地无天然岩洞或天然岩洞比较少
,

不能

满足人们的岩葬之需的情况下出现的
。

悬棺葬是被迫成就的
。

,,

那么
,

为什么要将棺木安放于洞穴中呢 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或精神上的
“ 寻根 ” 意

识在葬俗上的反映
。

其成因与古淮越初民山洞居处有关
。

黔南地区古代的山僚乃百族一支
,

宋

代人记载这一带僚人的居住生活情况时说
“

江山险陵 ⋯⋯皆左枉椎髻
,

礼异俗殊
,

以岩穴为

居止
。 ”⑩ “

僚在左右江溪洞之外
,

俗谓之山僚
,

依山林而居
,

无酋长 ⋯⋯
。 ”。说明僚人过去曾

经居住在洞穴或绝壁之下的丛林间
。

潘世雄先生据桂林等地发掘出 多处山洞遗址
,

说明
“ 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和麒麟山人是居住在山洞里的 ” ,

这些原始人群却是
“
广西演越人的先

民 ” 。

他还列举了历史文献
。

《易经 》 “上古 之民 穴居而野处
。 ” 《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

传 》云 盘瓤背高辛氏之女
, “

走入南山
,

止石室中
” 。 “ 巴郡

、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 ” 。

四川
《琪县县志 》中《洞居赋 》《焚人岩 》等资料表明四川哭人也有以岩穴为居止的情况

。

另外
,

他

还从岩葬洞的形状予以论证
“

高县的岩葬洞
,

洞常做成门状
,

门头上并刻以精致的花纹
,

江

西贵溪有岩葬仙岩
,

洞内用板做成娜室
,

洞 口用板做成门状
。

这都是古岩居的反映
。 ”

最后得

出结论
“

树高千尺
,

落叶归根
。

这些岩人生时既以岩为家
,

死时当以岩为葬
。

,, 朱熹 《武夷
山图序 》云

“

武夷君之名
,

著自汉世
,

祀以干鱼
,

不知果何神也
。

今崇安有山名武夷
,

扣传
即神所宅 ⋯ ⋯两岩绝壁

,

人迹所不到处
,

往往有枯木檀插石峥间
,

以度舟船棺枢之属
,

枢中

遗骸
,

外别陶器
,

尚皆未坏
。

颇疑前世道阻未道
,

川奎未决时
,

夷落所居
。

而汉祀者
,

郡其
君长

。 ”
也即是说

,

武夷君应是前世
“

夷落
”
之

“

君长 ” ,

船棺葬处
,

正为
“

夷落 ”
所居之地

。

崖葬之 目的
,

是为了安抚魂
,

祭祀祖先
。

这种
“
寻根 ” 意识或叫追祖现象的产生并得以为继

,

与远古淮越人的鸟图腾崇拜不无关
联

。

前文提到魂舟为鸟形并以鸟引航
,

即为鸟图腾观念的反映
。

从辽东半岛到南海
,

鸟图腾

几是中国全部海岸地区的主要图腾形式
。

它并且从海岸向内陆延伸
,

在古百越
、

百淮民族活

动过的地区
,

也留下了很多遗迹
。

锥田
,

又名鸟田
,

锥实为小雁
,

是淮越许多支系信奉的图腾
。

《吴越春秋
·

越王无余外传

第六 》载
“少康恐禹祭之绝祀

,

乃封其庶子于越
,

号 曰无余
。

余始受封
,

人民山居
,

遂有鸟
田之利

。 ” 《水经注 》亦记 越王无余时
, “

安集鸟田之端
,

以为百姓请命
。 ” 《越绝书

·

越绝外

传记传 》载
“

大越海滨之民
,

独以鸟田
,

大小有差
,

进退有行
,

莫将 自使
,

其故何也
。 ”

在

古代的广西一带
,

曾有
“

锥田 ”、 “
锥民

”、 “

锥王 ”
等称呼

,

证明锥图腾一度盛行
。 。直至现在

,

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使用各种装饰来表示对鸟的尊敬
。

例如贵州黎平侗族在跳芦笙庆
丰收时

,

必以鸟旗为前导
,

芦笙手亦要穿羽衣
、

跳鸟舞
,

随行男子要头插鸟羽
,

女人要头戴
鸟冠

,

等等
。

这些仪式实际上都是鸟图腾崇拜的遗存
。

而高山峭崖之洞穴
,

乃群鸟巢栖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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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
,

自然被淮越人仰视为图腾始祖之故居
。

此与祖先穴居之现实相叠合
,

抑或正因群鸟筑

巢于崖洞
,

而为古淮越先民幻化为图腾也未可知
。

先前奉鸟为图腾
,

为保护神
,

死后 自然也

要回到图腾那里去
。

崖葬洞穴为图腾与祖先共同的
“

安乐 ” 之地
,

无怪乎武夷山一些岩洞被

称为升真洞 又同仙蜕岩
、

换骨岩
、

仙机洞等
,

江西龙虎山的岩洞则干脆叫作
“
仙岩 ” 。

葬
入崖洞的主人及棺木因与图腾或仙人共处而沾上了神性

,

亦被仙化
,

故而为人称作
“

仙人

葬
”

或
“

仙棺
” 。

《史记
·

索隐 》引六朝人顾野王案 《地理志 》曰 “
建安有武夷山

,

溪中有仙
人葬处

。 ”
洪迈 《夷坚志 》云

“

泰宁县东十五有仙棺石 ⋯⋯棺木在岩洞
,

其处峭绝
,

人莫能
上

,

疑仙人蜕骨送于此
。 ” 至于 “

崖葬
”、 “

崖洞葬
”、 “

船棺葬
” 和 “

悬棺葬
”
等名称

,

皆是近

代才出现的
。

崖葬全
“

不施蔽盖 ” 。

晋常球 《华阳国志
·

蜀志 》记
“

住 应为堂 狼 应为蚁 县
,

故
淮人 邑也

。

今有淮人家
,

家不闭户
。 ” 明田汝成 《炎缴记闻 》和 《行边记闻 》记佗佬葬俗云

“
硷死有棺而不葬

,

置之岩穴间
,

高者绝地十尺
,

或临大河
,

不施蔽盖
。 ”

江西 《乐安县志 》卷

一及 《贵州通志
·

风土志 》皆有同样记载
。 “

不施蔽盖 ”

或
“

家不闭户 ” 显然不宜防止人及禽
兽侵袭和棺之保存

,

唯一解释便是洞穴是群鸟活动的场所
。

敬奉鸟为图腾的古淮越人当然不

会将
“

祖先
”

拒之门外
。 “ 不闭户

” 和 “ 不施蔽盖
”

正是为了让它亡魂和图腾物两者的亲近
。

贵州松桃的船棺无盖
,

鸟类在内建巢
,

将棺内全部扰乱
、

破坏
,

棺内满盛孵化后之鸟类蛋壳
。 。

尽管古淮越人早已意识到 “

露棺
” 于棺有损

,

但因图腾观念的潜在影响
,

这一特征作为崖葬
俗的一部分

,

乃一直延续了下来
。

以舟代棺葬入群鸟聚栖的岩穴
,

与将魂舟鸟形化 图腾化 的意识导向完全一致
,

一方

面是借助鸟图腾飞翔的神力
,

引导亡魂去和祖先团聚
。

譬如
“
西南僚人

,

人死后
,

陪以母鸡
其前身为鸟

,

以母鸡领路
,

陪伴他的灵魂到祖先的去处
,

实际上是以鸡作领路神
,

与赫哲
人之以鹰作领路神同

。 ”⑩另一方面
,

对于信仰者来说
,

图腾物不是一种异己力量
,

而是具有神
秘关系的亲属

,

它具有保护 自己氏族成员或亡魂的功能
。

按古越人习惯
,

每次出海时
,

要照

图腾形象
,

把他们自己装扮成以鸟羽为衣冠的羽人或鸟人
,

同时也把他们所乘的船只予以以

图腾化
,

以祈祷图腾始祖威灵的护佑
。

生前如是
,

死后用船只运载灵魂去寻找祖灵
,

自然亦

需图腾的
“

护航 ” 。

“
水行而山处 ”

为古淮越先民典型的生活环境
,

因而他们很 自然地将生来死往与水上之舟

及山崖之穴联系起来
,

舟与穴是他们灵魂信仰所凭籍的两种基本实物
,

最能激起他们灵魂崇

拜的思维联想
,

灵魂返祖的载体 舟 及
“
落脚点

”
岩穴 找到了

,

才能编排以灵魂信仰为
目峥的崖葬俗的程序和穿哺

、

完成了这些葬俗的程序和事项
,

古代越淮族人的心理便得以平

衡及满足
。

崖葬是的覆盖面极为广泛
,

这种劳民伤财的葬式
,

倘若没有强烈的灵魂信念的支配
,

是
难以演化为一种风俗的

,

这便是崖葬产生和传播的内在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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