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处

—以 年来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为例

陈华文

死亡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
,

但由于人类文化的介人
,

死亡已经不

是一种简单的生老病死
“

规律
” ,

而成为人类表达 自己文化的仪式
。

自

古以来很多哲人都对死亡及其相关的文化进行过论述 ① ,

但却没有一

个时期
,

像 年到 年这 年一样
,

如此大规模地对死亡与丧

葬文化进行研究
,

并出现了如此大量的著作
,

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

本文正是以此 年为限
,

对于此期的死亡与丧葬文化研究的著作成

果
,

进行一些概述和反思
,

以期为今后的研究者
,

提供一些思考的余地

和进一步研究的借鉴
。

一
、

兴起 发端于丧葬制度史的研究

世纪 年代末
,

中国民俗学科的恢复
,

对于各类民俗内容的研

究提出了自己的目标
。

但在 年中国民俗学会建立之前
,

一般的民

俗的研究还具有相当的狭隘性
,

范围也相对有限
。

因此
,

单篇的论文是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学术成果体现方式
。

由于考古学方面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
,

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对于古代礼制文化的研究
,

其中
,

也包括古

代丧葬礼制的研究
。

这就促使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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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世 ② ,

虽然它是一本制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
,

而且由于它只对古代

帝王之家的陵寝制度进行研究
,

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作为民俗范畴意

义上的丧葬文化的认同
。

另外
,

还有一个原因
,

是 日本学术界基于坟丘

文化研究的需要
,

促使杨宽先生做了陵寝制度史的研究
。 ③然而

,

正是

这本著作
,

从现在客观公正的历史层面来看
,

却催生了有关丧葬文化研

究
,

并最终在 世纪 年代时迎来了作为民俗学或民俗史意义上的

丧葬文化研究的一个高潮
。

另外
,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到的是
,

杨树达先

生做于 年代的《汉代婚丧礼俗考 》
。

这本著作于 年 月被上海

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
,

虽然相对来说
,

它比较单薄
,

但资料却还是

非常丰富的
。

正是这种礼俗混合研究的事实
,

给资料相对较为欠缺的

民俗史研究
,

提供了一种模式
。

后来的一些丧葬文化方面研究的著作
,

大都带上这种研究的痕迹
,

如徐吉军
、

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 》等
,

便

是如此
。

事实上
,

世纪 年代中后期
,

对于丧葬文化的研究
,

基本上还

处于准备阶段
,

因此
,

其成果大都是编撰性质
,

以介绍为主
。

如孙中家
、

林黎明编著的《中国帝王陵寝 》④
,

于善浦编著的《清东陵大观 》等 ⑤。

这

是一类对于特殊墓葬形制或特殊朝代的断代帝陵进行介绍的普及性著

作
,

除了传扬某些知识内容之外
,

更多地为地方旅游文化服务
。

加上这

类著作大都以事实和客观内容为依据
,

研究者的介人相对来说较少
,

所

以
,

它还不能说是对于丧葬文化的一种研究
。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罗开玉先生于 年出版的《中国丧葬

与文化 》
。

这本著作分上编与下编
,

上编是
“

丧葬与文化
” ,

共包括
“

丧葬

与宗教
”

等七章
,

下编是
“

中国丧葬习俗概说
” ,

包括
“

葬前礼仪
”

等三

章 这是 年代以来
,

第一本具有理论性和整体研究思想的学术著

作 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

这是一本
“

对中国各族古今丧葬做了系

统而简略地阐述
”

的著作
,

然而
,

正是其简略才真正说明了丧葬文化研

究起步阶段的特性
,

并为后来大量成果的出现
,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进人 年代之后的第一本与丧葬文化方面相关的研究著作是黄

展岳先生的 《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 》⑥ ,

这是一 本结合考古学方面的成

果
,

并对古代人牲人殉制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的著作
。

但正如作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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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后记中所说的
,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揭露社会

的黑暗和惨无人道
。

因为
,

作为一种丧葬文化的陋习
,

人殉制一直沿续

到明清
。

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

这本著作不仅达到了著者本身的目的
,

而且还大大超越了这一 目的
,

并且在人牲人殉制度的研究方面
,

开创了

一个新的天地
。

至今
,

这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超越这一成果
。

随着人们对于丧葬文化认识的不断提高
,

也随着个案性的研究成

果不断出现和丰富
。

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

在 年代时期开始引起了学

术界的注 目
。

年应该说是中国丧葬文化研究的特殊年份
,

原因是
,

在这一年
,

除了黄展岳的《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 》一书之外
,

还出版了席

克定的 《灵魂安息的地方 》⑦和罗开玉的 《丧葬与中国文化 》⑧两本著

作
。

前者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进行研究的著作
,

后者实际上

是本人著作《中国丧葬与文化 》异名的翻版
。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
,

从典籍制度史开始研究的丧葬文化
,

已经

纳入到民俗学的范畴
,

而从民俗学学科本身角度去认知和研究丧葬文

化
,

也逐渐地成为后来丧葬文化研究的一条主线和主流的走势
。

二
、

年代 著作丰硕
,

涉及内容广泛

一旦一种学科研究进人一定层次
,

参与的学者增多
,

这方面的成果

便会层出不穷
,

中国丧葬文化的研究在进人 世纪 年代之后也呈

现出这样的势头
。

除了 年的上述三部著作外
,

年徐吉军
、

贺云翱的《中国

丧葬礼俗 》
, ⑨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⑩和夏之乾的《中国少数民

族的丧葬 》⑧三部著作相继问世
。

这三部著作各有特色
,

徐
、

贺的著作
,

是一本比较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丧葬礼俗进行研究的著作
,

其

实可以视作是一本历史书
。

著者对于历史典籍中存在的丧葬礼制方面

材料的挖掘相当成功
,

同时
,

对于考古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

也给予了

较全面的关注并在书中得到展示
。

这为徐吉军后来《中国丧葬史 》的撰

写
,

垫定了基础
。

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是一本对丧葬习俗中

的丧俗丧制以及葬式进行叙述的著作
,

全书为九章
,

内容都比较简要
。

值得一提的是
,

书中有一章关于盗墓的研究
,

颇有意思
,

这是其他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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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中非常少见的
。

应该认可
,

盗墓也是丧葬文化的
一

个组成部

分
,

是对于厚葬的一种挑战
,

并在一定意义上促使陵墓等墓葬形制不断

增加技术含量或改进建造方式
,

因此
,

推动了墓葬形态的发展
一

夏之乾

的《中国少数民族的丧葬 》也是 一本部头不大的书
,

但却第 一次单列对

中国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

而且跳出 席克定先生

仅限于贵州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研究的框架
,

视野更加开阔
卜

全书为九

章
,

对葬法
、

葬仪
、

墓地
、

墓式
、

葬式
、

葬具
、

随葬品以及丧葬习俗所反映

的社会形态和宗教对丧葬习俗的影响
,

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

与 年一样
,

年也出版
一

三部丧葬文化研究的著作
,

这就

是邓卓明
、

邓力的《中国葬俗 》够
,

霍巍
、

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 》协和陈明

芳的《中国悬棺葬 》甘
。

两邓的著作主要介绍中国历史 仁或现实中存在

的各种不同的葬法
,

如悬棺葬
、

树葬
、

塔葬
、

天葬
、

水葬
、

土葬和火葬等
,

共九章
。

最后一章
“

中国当代葬俗面面观
”

则是讨论 当 「殡葬改革内容

的
,

与现实关联度相当高
。

不过叫葬俗
,

实际上并不 十分恰当 霍巍
、

黄

伟的《四川丧葬文化 》是一本研究地方性丧葬文化的著作
,

他在地方性

丧葬文化研究方面
,

与席克定的《灵魂安息的地方 》有同 〔异曲之妙

至于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 》
,

虽然它是
一

部研究单个葬法的著作
,

但由

于它用功颇巨
,

研究颇深
,

影响也非常大 这是一部
“

历时十载有余
”

伙

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和文献检索而完成的著作 全书分五章
,

并有

章附录
,

其特点是资料相当完备翔实
,

结构比较合理完整
,

研究十分全

面深入
。

据后来陈明芳在
“

学术批评网
”

的一篇题为 嘴令人忧虑的抄袭

剿窃现象 —从拙著 中国悬棺葬 的遭遇谈起 》⑩的文章说到
,

有明显

抄袭该书现象的著作就有九部之多
,

从侧面也说明了该书所具有的影

响
。

这一时期的著作
,

如果这样罗列下去
,

除了证明研究者不断增加
,

成果越来越丰硕之外
,

没有其他意义 但从我们可 以概括的内容来看
,

至少在下述几方面的研究
,

取得了显著成果

对丧葬礼俗文化的研究
。

它以徐吉军
、

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 》为代表
,

另外包括周苏平的

《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
、

常人春的《红白喜事 —
旧京婚丧礼俗 》⑩

、

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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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汉代丧葬制度 》⑩
、

汪受宽的《溢法研究 》⑩
、

谢宝富的《北朝婚丧礼

俗研究 》⑩等著作
。

这些著作既从礼
,

也从俗
,

尤其还从礼俗的历史发展

演变等角度
,

对丧葬文化中礼俗交错并存的现象
,

或者是单一一种礼

制
,

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探索和研究
,

这为今后这方面内容的进一步研

究
,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对丧葬文化历史的研究
。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显著
,

如万建中《中国历代葬礼 》
、

陈华文

的《丧葬史 》公
、

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 》。
、

陆建松的《魂归何处 —中国

古代丧葬文化 》以及上述提到的李如森
、

谢宝富的著作
。

这些著作从

历史的层面
,

对中国丧葬文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
。

其

中
,

陈华文的《丧葬史 》应该说是一本最具民俗学学者角度的丧葬文化

历史研究的著作
,

它的突出特点
,

就是在理清丧葬发展演变历史的同

时
,

突出描述民间暗含的几乎被典籍文化所遗忘的发展历史
,

并在书中

鲜明地提出了是民间丧葬在本质上影响着中国丧葬文化发展的观点
。

而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 》则在《中国丧葬礼俗 》的基础上
,

进一步系统

而 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被典籍文化记载的中国丧葬礼俗文化的沿革历

史
。

对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的研究
。

中国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比较独特
,

加上民族学研究者在很早的

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文化形态
,

因此
,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容忽

视的
。

如席克定的 《灵魂安息的地方 》
、

夏之乾的 《中国少数民族的丧

葬 》等
。

《四川丧葬文化 》则有 比较大的篇幅研究四川地方上或历史上

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
,

而《中国悬棺葬 》也在很大程度上对

少数民族存在的此类丧葬文化形态进行了描述和研究
。

应该说
,

这方

面的工作虽然还仅仅是放在中华民族丧葬文化背景下所做的粗线条研

究
,

成绩却是不容忽视
。

不过
,

要从根本上理解并解释许多少数民族中

存在的与汉族迥异的丧葬文化
,

则还需要通过许多学者不断的努力
。

因此
,

年时孕藏才旦
、

格桑木的《天葬 —藏族丧葬文化 》一书
,

则

应该说是这一进程的继续
。

对地方葬俗的研究
。

场了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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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

民俗的存在都是地方化的
,

丧葬文化也是如此
。

因此
,

在这

一时期
,

有不少的著作对地方性的葬俗进行了研究
,

如席克定的《灵魂

安息的地方 》
,

霍巍
、

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 》
,

何彬博士的博士论文《江

浙汉族丧葬文化 》。等
。

这些著作对地方性丧葬文化的探讨和研究
,

使

人们更深透地领会到作为与每一个地方性存在的人紧密相关的丧葬文

化
,

是如何深深地打上地域文化的特征的 而且
,

通过这类著作的研究
,

还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
,

主流的丧葬礼制在地方化过程中
,

是如何

被各种所谓的俗文化所溶化
、

所吸收并完全地方化的

对丧葬文化理论化
、

体系化的研究

如果说郑小江主编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 》
,

仅仅是对中国丧葬文

化进行梳理
,

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丧葬文化一般研究案臼的话
,

那

么
,

王夫子的《殡葬文化学 —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 》每
,

则已经在一

定意义建立起有关死亡 —丧葬文化的基本框架
。

这部著作从死亡文

化的界定
,

原始人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对死亡文化的理解到中国丧葬文

化等诸多方面
,

进行了叙述和研究
,

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丧葬作为文化

学内容研究组成部分的地位
,

为今后丧葬文化学或死亡文化学的研究

奠定
一

了基础
一 、

另外
,

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值得注意的有
,

李向平的《死亡 与超越 》二

和杨鸿台的 《死亡社会学 》每 ,

前者是一本侧重于对死的意义研究的著

作 后者是一本
“

从社会人文角度研究各种有关死亡现象的
”

著作妙 ,

这

本 书有
“

总论篇
” 、 “

思辨篇
” 、“

因素篇
” 、 “

方式篇
” 、 “

应用篇
”

和
“

文化篇
”

等六篇
,

共二十章
,

它对死亡文化
、

死亡的道德伦理观
、

影响死亡的因

素
、

死亡的方式
、

死亡教育和死亡习俗
,

进行了社会学意义 上的全面的

论述
。

这种理性的研究
,

相信对于死亡或丧葬文化研究品味的提高
,

具

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其他方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出版的与丧葬文化密不可分的著作
,

据笔者所知还有王

文斌的《无畏的赞歌 —死亡崇拜之解剖 》娜
、

陈兵的《生 与死 —佛教

轮回说 》“‘ 、

赵远帆的《死
一

亡的艺术表现 》架 、

徐汝涂编著的《名人墓志

铭 》铆
、

沈英甲的《采访死亡手记 》摊和马 书田的《中国冥界诸神 》汤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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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对于死亡或丧葬文化的理解
,

对这种被人类赋

予了特殊意义的文化形态
,

进行研究和探讨
,

并极大地丰富了丧葬文化

研究的内容
,

拓展了丧葬文化研究的领域
,

推动了丧葬文化向更广更深

的方向发展
。

三
、

世纪 不会有结尾的继续

死亡的事实每时每刻都会来到生存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中间
,

不是

你 自己便是你的亲人或朋友或熟人或同事
,

有关对于死亡的文化虽然

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
,

但永远也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

进入 世纪

之后
,

对于丧葬文化的研究
,

同样没有停止的迹象
。

因为我们看到
,

在

年和 年两年时间
,

就已经出版了 部这方面的著作
,

既有制

度史方面的研究
,

如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 》
,

也有地方特殊丧葬习

俗的研究
,

如孕藏才旦
、

格桑木的《天葬 —藏族丧葬文化 》
,

同时也有

对丧葬习俗进行较全面介绍的著作
,

如王增永
、

李仲祥的《婚丧礼俗面

面观 》髻和雷绍锋
、

张俊超的《丧葬习俗 》
,

以及由国外学者撰写并重新

译介给国人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等各种著作
。

丁凌华的 《中国丧服制度史 》①与其说是一本丧葬文化方面的著

作
,

不如说是一本丧葬文化分支
,

即中国人用以象征丧葬过程中亲疏远

近关系的服饰文化
。

但是
,

有一点
,

丁凌华是非常清楚的
,

虽然研究所

侧重的是丧服制度
,

而这种制度的形成却源于民间对于丧服象征本身

的需要
。

因此
,

丧服制度是一种与民间丧俗文化存在着互动
,

并对民间

丧葬文化影响巨大的文化形态
。

本书分五章
,

从丧服服饰制度
、

服叙制

度和守丧制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

研究了丧服这一独特文化现

象的制度化过程和对中国人的影响
。

书中图文并茂
,

虽然大都是现代

人生疏的内容
,

但读来却并不令人生厌
。

孕藏才旦
、

格桑木的《天葬 —藏族丧葬文化 》⑩ ,

就像书名一样
,

是一本对藏族独特葬俗进行研究的著作
。

天葬是一种由于它的奇异而

深为汉族等民族的人们所惊讶的葬法
,

它长期以来都是藏族等民族的

一种主要葬法
,

与民族的生存环境
,

尤其是宗教信仰
,

有着紧密的联

系
。

但对天葬的研究
,

却并没有定论
。

本书通过八章不算长的篇幅
,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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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并研究了天葬这一独特的丧俗文化形态
。

因此
,

在葬法方面
,

是继陈

明芳的《中国悬棺葬 》之后
,

又一本专门性的著作
。

相信这方面的研究
,

随着丧葬文化研究的深入
,

还会不断地出现
。

至 于说到
,

诸如 《丧葬习俗 》必之类的著作
,

随着现代化的向前发

展
,

随着传统文化 日益退出历史舞台
,

随着世界不同文化影响的 日益加

快
,

出于 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的不断加强而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市

场
。

并且
,

随着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的 日益频繁
,

这类具有独特文化表

征的传统文化
,

也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不同国家学术界的重视
。

因

此
,

丧葬文化
,

这种关于人类生命最终处理方式的文化模式
,

会不断地

进行下去
,

其研究永远不会有结尾
。

四
、

结语

正如我在《丧葬史 》一书的结尾中所写道的
“

丧葬伴随着人类从远

古走来
,

也必将伴随着人类走向明天
,

走向永久的未来
,

这是一种绵亘

不绝的实行和创造
,

一种无尽期的认同
。 ”

因此
,

丧葬是
“

一种永远的文

化
’

吻
,

这种文化必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

然而
,

在中国民俗学会

恢复以后 年来的丧葬文化研究过程中
,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值得颂扬

的成就之外
,

下述方面的问题
,

却也同样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
,

在出版的成果方面
,

非民俗学专业的学者研究占有绝大部分
,

因此
,

对于丧葬文化的把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也就不足为奇
。

这是需

要重新进行思考的
。

编撰性的著作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

真正有份量的开拓性的研

究
,

还需要今后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
。

在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同时
,

地方性丧葬文化的研究同

样需要加强
,

因为地方性的丧葬文化才是真正属于民俗学者值得进人

的领地
。

历史层面丧葬文化内容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
,

而对现实层面
,

尤其是建立在对现实丧葬文化进行调查基础上的研究
,

则相对缺乏

但是
,

我们可以期待
,

丧葬文化的研究
,

必定会随着人们对生命文

化的不断重视
,

而取得更加丰硕
、

更具有历 史和社会现实意义的成果

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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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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