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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祠祀信仰》

内容概要

本篇论文系以北朝的祠祀信仰为探讨的主轴，概略将祠祀信仰分成官方祠祀与民间祠祀两个范畴来谈
。由于现存的史料多以官方记载为主，为了能较清楚地掌握这时期祠祀发展的脉络，本文试将五胡时
期直到隋代的重要祠祀事件编写成〈北朝官方祠祀史略〉一节。官方祠祀具有明显的教化作用，在统
治者的意志与礼学的规范下，祠祀乃有「正」、「淫」之辨，但「淫祀」一词在实际使用上却有多种
意涵，本文罗举诸例，逐条细说。又，政治与祠祀的关系相当密切，除了由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外，藉
由祠祀而表现出的民意也造成官、民间的紧张关系，此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其次，本文将《魏书》
〈地形志〉与《水经注》中所载的祠庙资料加以分类、统计，估算各类祠庙所占的比例，发现人灵祠
庙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山神庙，再次为其它类，水神庙则殿后，两份数据中的比例高低顺序大致相符
。本文亦举尧祠、汉高祖与伍子胥三个祠为例，探讨祠庙分布的特性，发现少部分的祠庙具有跨地域
性分布的情形，详细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最后，本文对祠祀信仰与佛教间的互动作一论述，探讨东
汉至五胡时期，祠庙与佛寺间存在着混合、并代的现象。北魏以后，由于佛教转为较强势的宗教，有
些山神被配祀于佛寺中，似乎显示出佛教将本土的山神信仰纳入本身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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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祠祀信仰》

精彩短评

1、略有失望，所论未能体现「北朝」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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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祠祀信仰》

章节试读

1、《北朝的祠祀信仰》的笔记-第30页

        自道武帝至明元帝时期（386~423），宗庙与胡天神祭祀有大规模的扩张，切大部分以宗庙为主，
胡天神配祀。此句后有作者注释，以《魏书·礼志》中所记道武、明元立先帝庙于宫中、白登山，明
元帝并以日月之神与诸小神二十八所加置太祖庙的相关文字为佐证。后文并有直言胡天神为鲜卑旧俗
天神之语。
可是，日月与诸小神是胡天神么？鲜卑旧俗天神是胡天神么？答案显然为非。
胡天神一词在《魏书》仅见一次，《魏书·灵皇后胡氏传》中载“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
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此处胡天神据陈垣先生考订为火祆教之
神，见氏著《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111~112。
其余言胡神处皆是指佛陀，如《崔浩传》“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象
。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又如《释老志》中载太武帝灭佛诏书：“其一
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
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
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
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实则胡天神、胡神、胡经等言胡者皆从西域而来，不可能为鲜卑旧俗所拜之神明矣。蔡氏之论大谬。

但我一直对胡天神是否确为祆神有所怀疑。胡太后为安定临泾人，父司徒国珍，母皇甫氏。其姑为尼
，入禁中为宣武帝讲法，推荐胡氏入内廷。胡氏对佛教颇有了解，“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
，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又“太后父薨，百僚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
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则胡氏当为佛教徒。陈垣先生以胡氏一句“
化光造物含气贞”为据论胡天神为祆神，我稍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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