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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内容概要

序
黄 霖
这是晴川的第三部专著。他的第一部专著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
古代小说》，第二部是《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如今第三部《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是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成果，接着从事的是《民间秘密宗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很清楚，他一
路搞来，是偏重于“秘密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为此，他曾写信给我说：“几年来，我
所做的课题都非学界主流，自己常以‘野狐禅’自嘲。”但我深以为他“野”得好。做学问最容易得
名与取利的是趋炎附势与媚俗于时。所谓“主流”也者，大半是这类货色。但学问的真价值不在于重
复，而在于创新；不在于逐大流，而在于有自我。假如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尽管自己走的
是“独木桥”，就止人家去挤“阳关道”吧!
我之所以欣赏他的这类研究，或许与我自己对这方面的兴趣也有关系。五午前在东京，有朋友曾半带
玩笑地介绍我说：“他是搞最正经的学问，也搞最不正经的学问。”他所指的“正经”与“不正经”
究竟指什么?我没有迫问，但我确实向往能有一种“两耳不问校内事，一心只读奇异书”的境界。在我
问学的道路上，就曾经为一个怪杰金圣叹和一部奇书《金瓶梅》颠倒过。这一奇一怪，现在看来也没
有什么不正经，但曾经也被列入“不正经”之列的。至于命相卜巫之类，自幼耳闻目睹，颇感好奇。
早在我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就与小朋友一起争论过面相这玩意儿究竟当唯物地去审察，还是以唯
心的心态去看?并好不容易从一个同学的家中弄到一本相书来偷偷地琢磨了一阵子。直到1986年，在日
本群马的一次小说讨论会上，听到东北大学小川阳一教授真的将命相卜巫之类同《金瓶梅》等小说联
系起来的讲演时，使我茅塞大开。但回到国内，当时要在图书馆找一本《玉匣记》、《麻衣相法》之
类的书还十分困难，好在不久在地摊上到处摆满了这类书籍，并零星地读到了如陈东有先生写的《(金
瓶梅词话)相面断语考辨》一类文章了。不过，一时间还鲜有人真正认真、全面地来研究这类问题，所
以当2000年读到晴川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小说与命相学研究》时，感到十分惊奇。他的这篇论文，
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命相术的发展过程及命相学对古代小说创作思想、艺术构思的影响，并
对两者关系之所以成立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原因作了探讨，使我大开眼界。因此，当他申请来复旦博士
后流动站工作时，我举双手赞成。
目下这本《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就是他在半教学、半研究的情况下完成的出站报告的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关于巫文化，海内外已有若干专著；巫文化与戏剧、诗歌、绘画、雕塑的关系，时人
也有一些研究；就是对巫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学界还未充分重视。晴川他不畏艰难，披荆斩
棘，从形成基本的理念，到搜集浩瀚的材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前进。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对中
国古代的巫、巫术和巫文化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巫文化的材料收罗得十分丰
富，在分析过程中又能较好地运用人类学、民俗学、主题学及原型分析的方法，从而在论述巫术思维
对古代小说创作思维的影响、巫术小说的结构类型和解读古代小说中的巫术内容时，不能不使人感到
有论有据，且论多原创，据极丰赡，精完神足，血肉饱满。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份博士后出站报竹一
下子就被专家组评定为优秀之作了。这也坚定了我对他的这类“野狐禅”研究的总体看法：很有特色
，很有开拓，很有价值，很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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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作者简介

万晴川（1963-），原名万润保，江西南昌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9月至2002年6月期间，在复旦
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供职洪都，现就食武林。个人专著有《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等五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省、厅级社科课题多项，现在研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有：“中国古代小
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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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精彩短评

1、举例有趣，可没什么观点可言
2、想法很好，就是缺少自己的观点。通篇都在引用别人的，唯一的新鲜处就是将巫这个词套用上去
而已。真正的新瓶装旧酒，没看头。
3、基本是总结前人，然后有所深发，观点够独特而正确 只是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男的。。。。。
4、想法挺好，不过绪论后就没什么看头了
5、博士论文就是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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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

精彩书评

1、在原始时期，科技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随时可能遭受不确定的天灾人祸，人们开始信仰超自然
的力量，并祈求得到庇佑，以避免天灾人祸的伤害。人们相信有神灵的存在，并且神灵具有超自然的
能力，能给人们以庇佑。随着智能的提高，再加上偶然性的经验，就逐渐产生了对崇拜偶像的追求和
控制意思，这种原始的心态及智能水平是导致巫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巫觋这种专门负责与
神灵沟通的职业也应运而生。巫觋的职能范围极其广泛，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最早出
现的巫师是一种综合性的技术人才或是文化人才。他们是祭师、预言家、医生、天文学家、史学家、
政治首领等，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古代小说的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所以巫文化在古
代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巫术丰富了小说的题材，对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起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奇幻的鬼神世界、形形色色的妖魔，都与巫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从巫术对小说的
发展推动作用有艺术形式上的作用和取材上的作用，从艺术形式上来说，主要有两类，一是巫术或巫
术灵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利用巫术灵物或巫术作为推动小
说情节发展的例子并不鲜见，并且还使小说结构完整，脉络条理清析。初唐小说《古镜记》便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大概内容是说王度得到一面能使“百邪远人”的古镜，接着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写了王度
和他的弟弟王绩用这面镜子降妖伏怪、治病驱邪的故事，这其中包括各种狐妖、鼠妖、鸡妖、猿妖等
。整个故事是由多个有关古镜驱邪的故事串联而成，而古镜就是联系全文的线索，在其中作用极其重
要。巫师和巫术的形象并不单一，巫术和巫师都有黑白之分，可以用白巫术歌颂、表扬，也可以用黑
巫术的使用来塑造另外一种对立的形象，以达到对比突出的作用，所以巫术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占卜
和治病，也可以用来作为满足自身私欲的手段，这里最常见的就是诅咒术，各式各样的咒术在古代小
说甚至现代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如《红楼梦》中赵姨娘马道婆用咒术暗害贾宝玉和王熙凤的情节
，这种类似情节不仅可以推动情节发展、丰富小说内容，也可以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人物形象
塑造起极大作用还有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对外貌描写时运用到动植物等自然形象的也可以说是受到了
巫术的影响，常见的描写词汇如：虎背熊腰、龙行虎背、贼眉鼠眼、豺声蜂眼、目若朗星、松柏之姿
等。可以试想，如果我国古代小说中去掉巫文化，那么它的光彩就会失掉很多，所以对于古代小说，
巫文化对其还有丰富素材、渲染情感等作用，无论是巫术灵物、巫师斗法、驱邪祈福、神怪角色、招
魂诅咒等题材都是古代小说中极其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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