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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封禅与祭祀》

内容概要

名山大川，五岳为先；五岳之尊，首推泰山。泰山的名字寓意深邃，形神兼备，一个“泰”字既体现
出泰山雄伟崇高、峻极于天的自然形貌，又阐发出稳重安宁、国泰民安的深刻意境，涵盖了泰山自然
景观和文化积淀的全部底蕴。
    泰山作为世界自然及文化双遗产，当之无愧，举世公认。泰山的自然景观雄伟壮丽，是名副其实的
“天然山岳公园”。她矗立于齐鲁平原之上，东望苍海，西襟黄河，宛若东天一柱，高峻挺拔，雄峙
天外，有直达天庭之概。天下名山，或以丽、或以奇、或以险，唯泰山以其雄，安天下常人之心，壮
天下英雄之胆。泰山的历史文化含蕴丰富，博大精深，被誉为“东方文化宝库”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的缩影。泰山成山久远，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而且也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孔
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姚鼐等文化名人都曾登临泰山，留下了数之不尽的诗文碑刻。作为天人合
一的典范，泰山集儒释道于一山，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特别是道教的碧霞元君、东岳大帝诸神在民
间有着美丽的传说和广泛的信仰。历代帝王对泰山更是推崇备至，从传说中的远古七十二位君王到有
史可查的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都到泰山举行过封禅祭祀活
动，既给泰山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也使泰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泰山瑰丽多姿的自然
景观和丰厚无边的文化资源，是泰安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生活和工作在泰山脚
下的泰安人，我们既为拥有泰山、得益泰山而自豪，也深感继承遗产、再创辉煌之责任重大。建国五
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泰安市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泰山的保护和管理，充分开发利用泰
山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使古老的泰山焕发了青春。面对新的
世纪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文明素质的提高，国内外旅游业蓬勃发展，前
景广阔，人们对旅游产品的品位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们要“营造大泰山、发展大旅游、开拓大市场
、构筑大产业”，必须在保护、管理、开发泰山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泰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和宣传，
让世人了解泰山，使泰山走向世界。泰山自古以来就是神山、圣山、文化山，其历史文化、宗教文化
和民俗文化积淀深厚，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很高的开发价值。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
，许多典籍、文物、古迹散佚毁废，发掘和阐释的难度越来越大。做好泰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
意义重大，刻不容缓。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种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今
后，我们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既注重发掘泰山的人文景观
和文化内涵，也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集思广益，深入研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赋予
泰山以新的魅力和新的价值。我们坚信，随着泰山文化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泰山这座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宝库，将为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发掘泰山文化内涵，营造泰山旅游品牌，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专门成立泰山研究中心，汤
贵仁教授主其事，以研究泰山文化和旅游为目的，在广泛收集、深入研究、汇集整理的基础上，陆续
编辑出版泰山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学术性丛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对宣传泰山、
宣传泰安大有裨益，而且也将对泰安的旅游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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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望至，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
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
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
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隗嚣利用西汉末年的
社会结构震荡、王莽进行改制的机会，拥兵自立，企图在权力再分配的动荡争夺中幸分一杯羹。方望
给隗嚣献策，要隗嚣“急立高庙”，打汉高祖的旗帜，以争取民心。我们关心的是“所谓‘神道设教
’，求助人神者也”二句。方望的这两句话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一个特别的规则。    “神道
设教”的政治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纵观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有的民
族是经历一个很长的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有的民族则始终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历史机制。显然，
政教合一的民族和“神道设教”有极密切的关系，不过，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的民族，也由于历史的
原因，和“神道设教”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明确考定“神道设教”始于何朝何代，甚至是何年何月，
自然是困难的，但是从古代典籍中寻觅它发展的线索，还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    中国古代，巫
术盛行。严格地说，巫分男女，男巫曰“觋”，女巫曰“巫”。为叙述方便，统称“巫”。关于“巫
”的功能，说法甚多，最主要的是：见神鬼，传达神鬼的意志；又将人的虔诚和企求转达于神鬼，是
人与神、人与鬼之间的联系桥梁。因此，巫在实际运作中，和古代的祭祀仪典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
的“巫”始于何时，已难确切说明。《竹书纪年》说“帝启十年，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墨子·非
乐篇》说启“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因而后人推定：一、夏启时代的乐舞和
祭祀相关；二、夏启时代的乐舞祭祀，可能通过巫进行。为什么将巫与乐舞祭祀捆绑在一起呢?请看《
诗经》中的记载：“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陈风·宛丘》)。所谓“鹭羽”
，就是巫祭祀鬼神时手持或头戴的饰物。《地理志》中也说，“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
故其俗尚巫鬼。”“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因此，古代人通过音乐、舞蹈来祭祀神鬼，而乐舞祭祀
的中介人物便是男巫与女巫。引文虽然只涉及陈、楚两地，但应该承认，以乐舞祭祀神鬼的活动是普
遍的，而且是长时期存在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风俗人情。质言之，以乐舞祭祀神鬼的普遍性是因为
它与古代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联系在一起：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
尘。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
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折疏麻兮瑶
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
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    (《九歌·大司命》)这是屈原
的名作。所谓“大司命”，学者公认，是主管人寿命的神。人类自从意识到生命的开始与结束之时起
，便追求生命的长久或永恒。在生命时限短暂的困惑中，为首领和父母祈求长寿，为自身祈求健康，
甚至祈求子嗣。祭祀“大司命”，正是人类这个愿望的体现。普通人以祭祀神只来祈求自己希望达到
的目的，部落首领和后来的帝王也可以利用巫术和祭祀神只来达到社会政治目的。《诗经·大雅·生
民》是史诗性的作品，描绘后稷出生、发明农作物的过程和业绩。其叙述方式，很有“神道设教”的
意味，兹摘录如下：“厥初生民，时维姜螈。生民如何，克里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
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从历史的发展看问题，人类的原始时代以渔猎为生，为了获
得生活资料，就有相对的流动性。为了生存，历尽千辛万苦。自从农业生产被确认是养生之源后，人
类开始定居，相对稳定。虽不免有水、旱、虫灾之扰，但毕竟收获的可靠性相对稳定，比起渔猎生涯
来，自有天壤之别。相传，发现种植豆粮之术的是后稷。因此，在《生民》一诗中，后稷因姜螈受孕
于天，出生时亦大不寻常，“不坼不副”，人以为怪物。于是，将他抛放在小巷之内，受到牛羊的保
护；投之于森林之中，遇到砍伐森林者的救助；弃置在寒冰之上，有鸟儿以羽翼覆盖，凡此等等，自
非凡人。那么，到底是天帝创造了或赐予了人间“能人”(实际上是古代的部落首领)呢，还是普通人
将“能人”神化以示崇拜呢?到底是能人总结了前人和时人的经验而发明创造呢，还是能人凭个人智慧
忽然想到而突然发明创造呢?这在我们今天的回答和远古时代的人的回答是肯定不同的。由于生产力低
下，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和抗拒能力都极端的有限，对于每一次成功(包括获得鱼、兽、粮食)，人们
都以为是天帝的赐予，神的赐予。至于强有力的能人或有非常智慧的人出现，自然也是天帝的赐予，
神的赐予。后稷领导了农业生产，使远古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次跳跃性的变化，在人们的心目中，
自然是英雄。由崇拜而神化，是极自然的事。需要说明的是，远古人的崇拜和神化，虽然和人的物质

Page 5



《泰山封禅与祭祀》

生活改善相关，但其心理状态是平衡的，因而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现代人的崇拜和神化，在
许多情况下，也和物质生活改善相联系，但由于种种社会性因素的干扰，有时心理状态并不平衡，并
非是个人的愿望和要求，感情则出现极复杂的态势，令人遗憾。但是，远古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和情感
轨迹，显然被统治集团发现和利用了。无需旁征博引，只要翻检一下二十四史，就会看到许多帝王神
道设教的用心。请看封建盛世的唐宗宋祖：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日太
穆皇后窦氏。生而不惊。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日；“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及见太宗
，日：“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已辞去，高祖惧其语泄，使人追杀
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为神。乃采其语，名之曰世民。    刘邦既然能战败称霸一时的项羽，为什么
对匈奴人如此软弱，一战即休呢?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秦对东方各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加上刘邦反秦和反项羽的战争，，可谓战祸连年，民不堪命。西汉政权建立后，人民希望休生养息，
发展生产。而西汉财政状况，也确实令人忧心：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
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书·食货志》)皇帝没有四匹一种颜色的马拉车，宰相、将军只
能坐牛车，可见清苦。老百姓就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卖儿女，逃亡，甚至人吃人⋯⋯在这样的社会
经济条件下，刘邦委实没有力量再与边境上匈奴人较量。“和亲”、“让步”是必然的。换句话说，
刘邦虽然是开国之主，面对着如此局面，真也构造不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盛世来。他所能干的只能是
“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经过了70年的努力，休生养息，
发展生产，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同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
人给家足，都鄙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
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梁肉；
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汉书·食货志》)两
相对比，汉武帝时的经济状况和汉高祖刘邦的时代不可同日而浯。诚然，西汉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
汉武帝的功劳。西汉的经济繁荣是刘邦肇其始，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贯其终，“文景之治”给武帝刘
彻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
，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书·武帝纪》)这是元光二年(
前133年)的事。刘彻17岁即帝位，至元光二年，已7年，年24，少年气盛，立即组织军马，和匈奴人作
战。在他手下出现一批杰出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其中，霍去病18岁任汉武帝侍中
，开始打仗，至24岁死，身经六大战役，将匈奴一部追至大漠以西，“封狼居胥山，禅姑衍，登临翰
海”而还。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十分伤感，命令投降的属国军队穿上黑色的铠甲，送葬的军队自长安
一直排列到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给他营造的坟墓形状象祁连山。史称霍去病“开河西酒泉之地，
西方益少胡寇”，可见他在开拓疆土和安定边陲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汉武帝的努力，通过众多将军
和士兵的苦战，汉王朝基本上解除了边境上数十年的困扰，加强了与边陲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
联系，这不仅给中原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最著名
的当是张骞通西域，唐蒙使夜郎了。    张骞出使西域，一共是两次。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前138年)，张
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的目的是寻找与匈奴有仇的月氏王，以期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匈奴，完成
汉家大业：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
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
陇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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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名山大川，五岳为先；五岳之尊，首推泰山。泰山的名字寓意深邃，形神兼备，一个“泰”字既体
现出泰山雄伟崇高、峻极于天的自然形貌，又阐发出稳重安宁、国泰民安的深刻意境，涵盖了泰山自
然景观和文化积淀的全部底蕴。    泰山作为世界自然及文化双遗产，当之无愧，举世公认。泰山的自
然景观雄伟壮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山岳公园”。她矗立于齐鲁平原之上，东望苍海，西襟黄河，
宛若东天一柱，高峻挺拔，雄峙天外，有直达天庭之概。天下名山，或以丽、或以奇、或以险，唯泰
山以其雄，安天下常人之心，壮天下英雄之胆。泰山的历史文化含蕴丰富，博大精深，被誉为“东方
文化宝库”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泰山成山久远，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而且也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姚鼐等文化名人都曾登临泰山，留下了数
之不尽的诗文碑刻。作为天人合一的典范，泰山集儒释道于一山，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特别是道教
的碧霞元君、东岳大帝诸神在民间有着美丽的传说和广泛的信仰。历代帝王对泰山更是推崇备至，从
传说中的远古七十二位君王到有史可查的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清高
宗，都到泰山举行过封禅祭祀活动，既给泰山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也使泰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
位和尊严。泰山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无边的文化资源，是泰安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得天独厚的
优势。    作为生活和工作在泰山脚下的泰安人，我们既为拥有泰山、得益泰山而自豪，也深感继承遗
产、再创辉煌之责任重大。建国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泰安市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泰
山的保护和管理，充分开发利用泰山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使
古老的泰山焕发了青春。面对新的世纪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文明素质的
提高，国内外旅游业蓬勃发展，前景广阔，人们对旅游产品的品位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们要“营造
大泰山、发展大旅游、开拓大市场、构筑大产业”，必须在保护、管理、开发泰山的同时，大力加强
对泰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和宣传，让世人了解泰山，使泰山走向世界。泰山自古以来就是神山、圣山
、文化山，其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积淀深厚，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很高的开发价值。但
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许多典籍、文物、古迹散佚毁废，发掘和阐释的难度越来越大。
做好泰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意义重大，刻不容缓。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种探
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
方针，既注重发掘泰山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也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集思广益，深入
研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赋予泰山以新的魅力和新的价值。我们坚信，随着泰山文化研究工作的
逐步深入，泰山这座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将为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为了进一
步发掘泰山文化内涵，营造泰山旅游品牌，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专门成立泰山研究中心，汤贵仁教授主
其事，以研究泰山文化和旅游为目的，在广泛收集、深入研究、汇集整理的基础上，陆续编辑出版泰
山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学术性丛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对宣传泰山、宣传泰安大
有裨益，而且也将对泰安的旅游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应约写了上
面的话，以示支持。是为序。    莫振奎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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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水平较差，观点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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