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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人心》

内容概要

本书仔细清理了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企图以此为主要线索，
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来诠释唐宋之际郭煌民众的信仰世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作者几乎穷尽了
所有相关郭煌文献，并有机会走访牛津、剑桥、伦敦、巴黎、莱顿、柏林、京都、台北等学术中心，
亲自校核原卷，且于欧美、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多有吸纳，使理论思考更趋成熟，文献考证更加缜
密，扩张了敦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了敦煌学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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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欣
1974年生，浙江台州人。2003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7-2009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学者，曾为香港
中文大学、法国中国文明研究所、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并应邀赴美国宗教学会、哥伦
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发表学术讲演。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学、隋唐
史、中外关系史。

Page 3



《神道人心》

书籍目录

序
敦煌文献征引凡例
导论：民生宗教社会史理论的初步建构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术语释义
第二节 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总体构想
第四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一篇 众神赴会：诸种信仰在敦煌的交融
引言
第一章 张纲列目：散食文中的诸神系谱
第一节 文本释读
第二节 散食文与焰口施食仪轨
第三节 敦煌万神殿的结构性分析
第四节 密教流布及其影响
第二章 民神杂处：沁入日常生活的土偶
第一节 灶神
第二节 土地
第三节 城隍
第四节 树神
第三章 死生异域：墓葬神煞考源
第一节 《曹元深祭神文》发微
第二节 祭神文中诸神阶位
第三节 墓葬神煞疏证五题
第四节 传入敦煌年代蠡测
第五节 民生宗教之凝固性
第四章 权力幽灵：神祇盛衰的政治解读
第一节 三危大圣和金鞍毒龙鬬法
第二节 慕容使君座位之争
第三节 祠庙营建与战争动员
篇末结语
第二篇 卜宅安居：生活空间与民生宗教的交涉
引言
第一章 营造法式
第一节 性命所系
第二节 基本法则
第三节 风水宜忌
第二章 入宅暖房
第一节 初入宅法
第二节 暖房相屈
第三章 宅中鬼神
第一节 宅神
第二节 伏龙
第三节 神怪
第四章 厌劾妖祥
第一节 石镇法
第二节 解厌法
第三节 符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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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丹药法
第五节 诵经法
第六节 复合法
第五章 生活空间与信仰空间的转换
第一节 婚嫁礼俗、性别意识与住宅象征
第二节 设斋于宅
第三节 家兰若与舍宅为寺观
篇末结语
第三篇 游必有方：敦煌文献所见中古时代之出行信仰
引言
第一章 择吉之术
第一节 占周公八天出行择日吉凶法
第二节 孔子马头卜法
第三节 周公孔子占法
第四节 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第五节 七曜日占法
第六节 摩醯首罗卜
第二章 出行禁忌
第一节 新史料 新问题
第二节 术语笺释
第三节 方位吉凶
第三章 “往亡”、“归忌”再探
第一节 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中的史料
第二节 敦煌具注历日中相关材料分析
第四章 行神信仰索隐
第一节 穷源竟委
第二节 上下探赜
第五章 出门仪式
第一节 禹为除道：道教色彩的出征仪
第二节 天王密扶：佛教意味的登程礼
第六章 行路难：禳灾辟邪的诸般法门
第一节 佩物禳镇
第二节 带符念呪
第三节 写诵经文
第四节 画纸赛神
第五节 厌胜遁甲
第六节 健行仙方
第七章 思远道：为行人祈福的各种方式
第一节 道场施舍
第二节 设斋启愿
第三节 燃灯供养
篇末结语
余论：未完成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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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偶然的机会认识到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强大的精神存在。
2、新材料与新问题，一直是敦煌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源泉。滥觞于上个世纪初的敦煌学，已经跨越
百年沧桑，二十一世纪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独辟蹊径，以特有的视角，揭开了这门国际显学新
的一页。在中国中古宗教社会史和敦煌研究中，长期以来使学界倍受困扰的是：缺乏适当的理论工具
和问题意识。仔细清理了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企图以此为主
要线索，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来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此书的
创新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考辨的基础上的。几乎穷尽了敦煌地区诸种信仰的所有相关文献，并有机会
走访各地，得以亲自校核原卷，且于欧美、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多有吸纳，使理论思考更趋成熟
，，文献考证更加缜密，扩张了敦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了敦煌学的新面向。
3、文献-宗教历史-心态，我最喜欢的思路
4、万花筒
5、囫囵读过
6、“民生宗教”概念，与渡边欣雄“民俗宗教”实同。
7、學習學習
8、重点学习了有关论文绪论写作经典范式的第一章，的确很出色，后面的就看不太懂了~
9、口口声声要跟欧洲汉学争胜，可写得那么像个法国人，还争个屁啊。
10、长见识。
11、啧啧，一篇优秀博士论文啊！
12、汉学的底子
13、这是余老师的博士论文，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写得真的不错，小时候耳闻目染农村中的各种神
秘习俗，在这本书中能够得到一定的解答~只是因为是学术著作，读起来可能比较晦涩
14、看了绪论和第一章
15、此中人皆碌碌，不足盡是書。
16、顺序看反了，不过更能看出来余老师的进步之处，这本跟他的后作相比确实生涩
17、资料长编吗这是？
有必要引那么多外文参考吗？
去对对一手资料吧。
18、多少带有私心和偏爱
19、做文献的世界我果然不懂。
20、录文错误多。标点也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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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敦煌文献包含主题丰富多样：佛道典籍、政府公文、交易契劵，变文小说、图籍历书、天文术数
，不甚枚举。这些沉睡千年的文书为我们展现了史籍外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细节。然而，除了占
绝大部分的佛教文献外，其余只能提供给我们碎片化的零散信息。一个世纪以来，它们被收集、拼接
、解读，一方面用于辅证各种既有中古史研究， 另一方面也为学者总结出特定类别，从而开辟全新研
究领域。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一书，显然属于第二种路数。不过，与
以往冠名“敦煌”的类别型研究不同，本书并未局限文献本身性质，而是发明“民生宗教社会史”概
念，以之为引领，重构各类文献实物材料，来阐释当时当地的信仰和社会。如导言中所言，现今敦煌
学需要“从文献到历史”的升级，作者的关注点始终是历史，但非制度、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而是历
史中动态的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信仰观念与国家政治、地域社会、 意识形态、社会变迁千丝万缕的
联系。本书结构和内容的设定来自于作者提出的“民生宗教”概念。所谓民生宗教，是“围绕个人或
家庭那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的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与行为”（页2）。作者梳理了国内外社会史和民间宗教的各种理论
，指出其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它们并不适合阐释零散的敦煌文献。作者受民俗宗教，尤其是日
本学者渡边欣雄对此术语定义的启发，把视角转向生活和宗教的结合：“侧重点在民生宗教对生活方
式与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层面，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热衷于从文献中发掘人们又什么信仰，而是注重
信仰如何融入生活并作用于生活，企图进入到信行者的历史情境和内心世界中去了解生活”（页20）
。由此可见，民生宗教的概念即作者收集文献的准则：与生活相关的信仰。而这一概念的理论深度则
对应作者要展现的历史：多面的中古生活。同时，借鉴宗教所具备的信仰、仪式、象征因素，作者列
出了民生宗教在这三方面内容，如信仰上的鬼神观念，仪式中祭祀、节庆、礼仪、忌宜、巫术和占卜
，及象征中的自然物、吉祥、驱邪物等等 （页21-23）。这些在本书中均或多多少有所涉及。但因作
者目的是了解古时生活，故本书三篇集中考察的是日常祭祀的神灵，居住和出行的各种“迷信”。第
一篇《众神赴会》意在勾勒敦煌的万神殿。敦煌神灵纷繁复杂，不过作者注意到展现“全景图”的两
篇文献--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其中包罗众多神灵，排列有序。两篇愿文属密教适食
法仪式，但结构内容已与佛教仪轨已大相径庭。对于融入其中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众多“杂神”，作者
认为愿文中的神灵鬼怪是当时归义军政府糅合地方政治文化和本土信仰，以其政治理念整合神灵体系
的结果。接下来，作者重点分析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几个“土偶”：灶神、土地、城隍、树神。这些
在敦煌文献中屡有出现，作者收集相关文献，一一说明它们的源流和功用。第三章考证墓葬神煞，作
者从《曹元深祭神文》着手，比对汉代镇墓文和宋代买地劵，说明该文献兼具醮墓愿文和卖地盟誓性
质。在梳证五个墓葬神煞后，作者指出这些神的时空特征，并由魏晋南北朝的镇墓文推测这些神煞晚
至唐初传入敦煌。本土的墓葬神煞经汉晋唐宋变化不大，表现了民生宗教的“凝固性”（页127）。第
四章考察神灵变迁后的政治因素，作者举出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三个个案：三危山和金鞍山神分别为张
氏和曹氏政权的宣传工具，其在不同时期祭祀地位变化，是地方政权变迁的反映；文献P 2943 中出现
的瓜州官吏百姓为慕容归盈请求立庙一事，透露出曹元忠政权和瓜州地方社会间的斗争； 而乱时的祭
祀祈祷活动，说明基于地域利益，糅杂诸种宗教的神衹崇拜成为各阶层共享信仰。总之，敦煌万神殿
的纷杂表明民众崇拜并不关心神衹来源或信仰纯洁，而仅注重神的功能。神灵信仰也非孤立现象，而
是社会权利网络交织在一起。第二篇和第三篇则直接关联到“民生宗教”的问题：信仰如何融入人们
的居住和出行中？这部分内容，以往多属敦煌术数文献研究，但作者目的既非梳理术数文献，也非以
文献展现日常生活，而是考察信仰在人们生活、情感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第二篇《卜宅安居》，作者
以《宅经》文献为中心，分门别类说明有关居住的信仰。首先是从建宅到入住过程：修宅有顺阴阳、
辨五性的两大法则；住宅风水上，水渎方位、种树种类、规划布局和修造顺序都有特定忌宜；而入宅
也有一定仪式，其中佩戴镜剑反映了道教的影响。 其次，宅中有众多鬼神，如宅神、伏龙、作祟的神
怪人鬼等等。为了厌劾这些神怪， 又有石镇、解厌、符镇、丹药、诵经等各种镇宅法。可见，佛道教
也是人们用来驱怪禳灾工具之一。另外，宅中的婚嫁需在特定位置完成相应仪节，是家庭伦理秩序的
象征。宅中设斋，家内外建兰若或佛堂现象说明佛教的“民生化”，即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第三篇
《游必有方》，作者以占卜文献为主，辅之以具注历、愿文、牒状及契约等材料，考察有关旅行的信
仰。在敦煌文献中，有种种择日出行的占卜术，如周公八天出行、孔子马头占、周公孔子占、李老君
周易十二钱卜法、七曜日占、摩醯首罗占等等，作者归纳出如上几种占法，指出其占法简单，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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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特点。出行还有日期和方位的忌宜，体现在专门的择日文书和具注历中。作者以秦简日书和唐时
术数文献，笺释了其中一些重要术语，如四出火日、天陷、五穷日、大岁日、四绝、往亡、归忌等。
路途中同样有各式鬼神，在唐宋敦煌，官民都崇奉专门的行神。而对于这些鬼怪和忌讳，人们又有各
种法术应对，有进行道教禹步、佛教天王密扶两种出门仪式，又有如带金银、桃枝、符箓，或写经、
赛神、厌胜、服药等趋吉避凶的方法。对于远行亲人，“施物疏”和“愿文”中体现了人们通过施舍
佛寺道场、设斋燃灯为亲人祈福。在这两篇中，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书，为我们再现了唐宋时敦煌人
们住行生活的种种细节。同时，通过对术数文献的考证，作者力图揭示这些文献在术数史上承前启后
的重要位置，及所折射的诸种宗教信仰混杂的背景。作为一本敦煌学领域的论著，本书体系了作者扎
实的敦煌学功底，且不谈书中征引文献之广博，对大部分文献，作者均以专业态度处理，绝非简单引
用了之。对一些文献，作者进行了有原创性的释读、分析、定性，如第一篇第一章所录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 （页57-67），第三篇第二章中新出俄藏文献дx. 12829、дx.12830V《占出
行择日吉凶法》（页278-280）。对已有前人释读文献，作者也不停留在前人成果上，如第一篇第三章
中《曹元深祭神文》，作者通过对比汉墓劵、宋买地劵，指出其中神煞并非如前人所言归属道教，而
是代表源远流长的本土观念（页107-113）。另外，书中所出现的众多术语考证，更是作者以“示范性
”文献来解释敦煌文献的努力，使得生僻的神灵和术数在历史背景中找到定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还将文献结合敦煌历史，索隐探迹，寻求文献内容中蕴藏的历史事件、权力争斗及信仰冲突。如
第一篇第四章中，作者以P 2943 《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犯愿长等为慕容使君神座事牒》，分析出瓜州
地方社会和曹元忠政权的斗争，最为精彩。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本书理论结构十分规整，但论证逻辑
却不太严谨。有时写作中大段引用他人理论，如144-145页，谈宗教“自组织”功能，民众精英文化交
流，意识形态扩散、仪式意义等等，不仅散乱，也不见作者如何用之说明三危山和金鞍山信仰意义。
作者说明民生宗教的一些特点，亦有不恰当之处。如第二篇第三节中，作者举出若干变住宅为佛堂或
兰若的例子，便得出“制度化宗教进一步脱离寺院和僧团，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的结论（页247-250
），似引伸太过，未考虑到舍宅为寺是否普遍现象，制度化的寺庙力量多大，占多大比例等问题。又
如第三篇第一章中，作者总结占卜文书简单易操作，指出专为庶民所用，便说到整个占卜的普及化和
简易化，更断言唐代为庶民文化蓬勃兴起转折期（页276-277）。庶民所用之物当然较为简易，又何来
占卜都变得普及简易，庶民中流行占卜便是文化勃兴？显然，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材料来说明。其实，
观点需详细地证明、严密的推理，而非随意引申联想。与其列举许多不太具说服力的观点，还不如进
一步思考列举的材料，归结一两个核心论点来。 总之，在敦煌学上，本书确为一部从“文献到历史”
突破性杰作。但对于作者想要说明的历史上的“民生宗教“，书中并无多少论证有力或颇具启发的观
点。本书三篇内容中，第一篇说明敦煌的众神，这些神并不见得与民生生活有大多关联，至少作者没
有提及它们中有多少、又怎样与生活关联。第三章中权力对神灵的利用更无关所谓“民生宗教”。第
二、三篇虽紧扣主题，但更多只是把术数文献“还原”到生活中。我们的确清楚了生活中哪些忌宜，
但对于作者想说明的信仰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却没有明确答案。由于作者未加分析总结，看完后印
象似乎是古人在如此多忌讳和鬼神笼罩下，生活定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便。 至于作者论断的民生宗教特
征，如兼容并包、信仰的功能性、涵盖所有阶层、关联政治社会变迁等，多是前人已发，无何创新。
但不管怎样，作者理论尝试还是很有意义的：正是“民生宗教”这一概念，使得众多零散的敦煌文献
得以形成本书清晰完整的体系，也得以为现代的我们展现了逝去千年日常生活中的神奇世界。
2、“在中国乡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民间的信仰和祭祀习俗，乃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余欣先生著作《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后文简称《神道人心》），以唐宋
之际敦煌民众的祭祀习俗、迷信习惯等为出发点，以相关敦煌文献为依据，吸纳欧美、日本、港台的
研究成果，理清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独创性地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并以此为主线
索，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其视野之广阔，思维之创新使观其
书者无不称道。本文将对《神道人心》一书独到之处作出介绍，并提出笔者拙见。 一、�结构清晰《神
道人心》一书行文脉络清晰，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可谓典范。导论部分先明确研究对象、简述资料来
源以及运用方法、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继而提出本书的核心概念“民生宗教”。正文部分分为三篇，分
别研究关于神、住与行的信仰，从而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对三个民生宗教领域的专题研究对敦煌民
众民生宗教的内涵进行剖析。每一篇结构规范，每篇第一章先以敦煌出土文献为出发点，提出作者论
点，而后通过后几章实例证明论点。书中每章底下分纲列目，举出例子，让读者信服。以第一篇《敦
煌的万神殿》为例，这是关于敦煌的神灵信仰的专题研究。其第一章通过敦煌出土文献中散食文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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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结构揭示敦煌诸神系谱受到密教影响，力图通过民生宗教仪轨表现各种信仰在敦煌民众生活的
交融，并且对以往强调中国官僚体制对神祗等级秩序的影响提出质疑。第二章为个案研究，举例竈神
、土地、城隍、树神。不作过多溯源性研究，而是考察它们在敦煌百姓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位置
和巨大影响力。第三章是对墓葬神煞研究，运用大量考古材料对一些重要神煞进行考证，以墓葬神煞
的“历史延续性”为论据，说明民生宗教的固有特点不会受佛教外来、道教确立而产生极大改变。第
四章考察世俗政治与民生宗教的关系，通过几个典例，观察敦煌地区政府与地方势力之争，集团利益
如何相互争夺等，从中把握民生宗教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关系。不难看出，第二、三、四章内容都为
支撑第一章的论点，表达敦煌民生宗教的特点：交融各种信仰，神灵多样繁杂；祭祀仪式动机出于现
实生活诉求，而非终极幸福。 行文结构对于论点的表达以及论证过程有重要作用。余欣先生《神道人
心》一书结构清晰，对于每个主要论点都先总结前人研究结果，后引出独到观点，再以典例以及各方
考据论证之，令人信服、感到观点可靠。二、重视学术史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对学术史的掌握以及回顾是研究问题前必不可少的过程。余欣先生在《神道人心》一书中，处处不忘
学术史，并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的同时提出自己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个人评判，从而提出自己
观点。 在《导论：民生宗教社会史理论的初步构建》里，作者郑重其事用一节的篇幅回顾敦煌学学术
史。并根据作者所涉猎的论著，对敦煌学学术史作出与《中国敦煌学史》阶段划分方法相异的学术史
阶段划分。作者把敦煌学学术发展史分为古典时期、停滞时期、初步展开时期以及繁荣时期。在对学
术史进行分期过程中，余欣先生还对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学术史的回顾不仅便于读者按图索骥查找文
献，也利于提高研究者对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度。 另外，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引言里也包含详尽的
学术史回顾。对学术史有所总结才更能体现作者观点新颖，思维深度。在行文过程中也不乏对前人研
究成果的评判。例如第二篇第三章第一节《宅神》中，作者引用S.6094《祭宅文》并对比姜伯勤先生
对同件文书的摘录。作者指出姜先生的摘录不完整且有误，把“土苻”抄录成“大苻”，而且添加了
文书上并没出现的“镇宅”二字。此外，作者认为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提
出“S.6094号文书中所云庚申日以大苻镇宅，则应与守庚申除三尸的道教习俗有关。”观点是真知卓
见，但遊佐昇早有论及。这就显示出学术史的重要性。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
的确有此论述 2，书中亦无提及遊佐昇及其观点。而余欣先生在此段描述为“姜伯勤先生⋯⋯申论曰
⋯⋯庚申日祭宅神与道教庚申信仰有关，诚为卓见，但遊佐昇前揭文早有论及。”3 往前翻揭发现余
欣先生所指的应为遊佐昇1981年于日本《东方宗教》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惜本人不谙日语，未能
查证。若遊佐昇该文章有提出S.6094中选择庚申日祭宅神与道教的庚申信仰习俗有关，就时间先后顺
序而言，的确是姜伯勤先生的卓见已“早有论及”。 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宗教”与“政治”涵
义宽泛，可探讨的内容可谓浩如烟海。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
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第一篇第四章《权利幽灵：神祗盛衰的政治借读
》里，余欣先生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力图展现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作者先在引言部分总体阐
明民生宗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关系，即双方相互利用同时又相互冲突，然后通过敦煌归义军政权时期
三个实例分三节内容说明之。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体现在作者用具体普通的事例展现敦煌民生宗教
与政治的关系。以第二节《慕容使君座位之争》为例，作者以敦煌文书P.2943《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
氾愿长等为设慕客使君神座事牒》4  为基础，先考证“慕容使君”、“座位”和“衙推”等词语，然
后引出瓜州地方实力派氾愿长利用前瓜州刺史慕容归盈在敦煌当地百姓心中的威信，借为慕容归盈立
庙一事对节度使曹元忠政权发动挑战。通过几个真实细致案例可知神祗信仰不仅是一种崇拜，更是展
现和树立权威的政治艺术。就是依靠这种小处着手的工作，使得从政治角度讨论中古时代宗教信仰的
研究，能够落实到史料研判过程中并加以诠解的个案分析。从而使有限时段、局部区域的微观剖析，
成为对较长时段、整个国家的宏观变迁命题回应。大处着眼于长时段的全国宏观命题，小处着手于一
件文书的研判和诠释，令人拜服。 余欣先生《神道人心》给予后来研究者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经验，
除了广博的知识，独到的思维，更在于其学术规范，架构清晰，重视学术史以及其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的观念和方法。另外，余欣先生的文笔也使这部学术著作更加精彩和吸引，让人对此书爱不释手
。1、郑振满 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   2、姜伯勤：《
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311。   3、余欣：《神
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页198。 4、余欣《神道人心：唐
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页146，题中将“慕容使君”写成“慕客使君”并非摘录出错，应为
敦煌当时当地抄录者所写错别字，如该文书中多处出现“暮（慕）容”、“坐（座）位”等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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