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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苏轼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①

杨晓霭，宋昀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苏轼文集》收录苏轼祝文９６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以及祭勾芒神、祭土牛、告
五岳、秋赛等，联系着丰富多样的仪式仪节。祝文应用于祭奠仪式，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结合苏轼各类祝文的写

作背景，探讨祝文及其仪式应用中所映射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教育观念、文化习俗，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

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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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其文章构思精妙，行云流

水，成就颇高，研究其文章的成果，亦十分丰硕。近３０年

来，对苏轼文章进行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著述与以前相

比也有较大增长，著作有王松林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

局，１９８１）、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曾枣

庄《苏文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等，论文有赵仁皀

《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大学报》，１９９７）等。这些著述

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苏轼散文的各方面进行研究，而对

苏轼祝文的研究则盖寡。本文试结合苏轼祝文的写作背

景，探讨其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

祝文，是古代祭祀神鬼或祖先的文辞。《说文·礻

部》：“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孔

颖达疏：“读策告神谓之祝。”可见祝文与原始祭祀密切相

关，《诗经》和《楚辞》的许多篇目都是祝文的雏形。祝文历

经各个朝代的演变，发展至宋代更是兴盛一时。在王文诰

注辑、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收录了苏轼大量有关

礼仪的文章，在苏轼所写的礼仪文章中，祝文是其所写最

多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与“祝文”的体式、功用相同，明

确题为“祝文”的多达９６篇。宋代不仅对历代旧神加以整

理改造，还加封了许多新神，天地山川、家家户户，无处不

神。宋代文化政策较为宽松，使得一些应用文体的实用功

能大为增强，苏轼因而也创作了大量祝文。其祝文不仅辉

映着“蜀学”思想的光芒，浸润着儒、释、道的精华，而且映

射了宋代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教育理念和文化思想。

一　苏轼祝文创作概况
苏轼祝文是宋代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苏

轼文集》中的祝文内容分类如下。

（一）祈（谢）晴、雨、雪类

苏轼祝文，题作“祈（谢）晴、雨、雪”的数量最多，有５６

篇。我国古代祭祀，有祈有报，祈祷感应后的报谢是祭祀

活动的一部分，是祈祷仪式的延伸。据笔者统计，虽然苏

轼祝文涉及的报谢仪式仅为祈祷仪式的１／５，但其作用却

无可替代。宋代自然灾害频仍，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

计，宋代旱灾１８３起，水灾１９３起［１］２２。面对如此恶劣的生

存条件，靠天吃饭的人们只能祈求上苍恩赐，向诸神祷告。

１．祈（谢）雨文所占比例最大，有３４篇。嘉六至八

年，苏轼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当地正遭受旱灾，写了多篇

祈雨文：《祷龙水祝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祷雨蟠溪

祝文》等；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为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

军州事，是时密州旱蝗相继，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

不雨，皇帝诏令有司祷群望，乃祷于常山，作《祭常山祝文

五首》《祭常山神祝文》。宋哲宗元元年，苏轼迁中书舍

人。是年，浙江、颍州、扬州、定州等多地发生旱灾，令其赴

多地进行祝祷，相继作《天地社稷宗庙等处祈雨祝文》《五

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五岳四渎等处谢雨祝文》《西路阙

雨于济渎河渎淮渎庙祈雨祝文》《祈雨迎张龙公祝文》《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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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僧伽塔祝文》《北岳祈雨祝文》等７篇祝文。

２．祈（谢）晴文有１４篇。神宗元丰元年，苏轼任职徐

州，时值黄河泱溢，逾月不退，作《祷灵慧塔文三首之一》

《祷灵慧塔文三首之二》２篇。其余１２篇系苏轼到任一方，

或因涝而祈，或因应而谢所作的祝文。

３．祈（谢）雪文有 ６篇。神宗元丰元年，苏轼徐州任

职，久旱祈祷降雪，作《谢雪祝文 徐州》以谢神灵；元丰元

年，徐州冬温无雪，作《祷灵慧塔文之三》；仁宗元元年历

冬不雪，赴五岳四渎等地，作《五岳四渎等处祈雪祝文》等。

４．祈雨雪文有１篇：《奏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等

处祈雨雪青词斋祝文》。元元年，苏轼任翰林学士，因天

旱而作。

以上四类祝文，祈祷的对象多为天地、山川、宗庙、宫

观、僧塔等，涉及儒、释、道三教神灵。

（二）神御类

神御，又叫御容、圣容、圣像等，是古代为祭祀、供奉、瞻

仰等活动专门绘制或塑造的帝王、后妃等的图像。在《苏

轼文集》中，有１４篇涉及御容奉祀的祝文，其中《景灵宫奉

安神宗皇帝御容》等１０篇涉及宋神宗。如元二年八月，

神宗御容迁址，苏轼作《神宗皇帝御容至会圣宫并应天禅

院前一日奏告诸帝祝文》。其余４篇，有的是为了奉安先

帝神御而作，有的是为了先帝神御迁址而作，有的是为了

帝后神御迁址而作，有的是为了增容神御宫殿而作。无论

是安放神御还是迁址神御，都要举行祭祀仪式，祭祷对象

一般是天地、社稷、宗庙、先帝等。

（三）谒庙类

谒庙，指古时帝后等外出或遇有大事
(

例须谒告于祖

庙。后官员出任地方，每到一地，为佑护自己仕途顺利和

百姓安康，也要谒庙，并形成惯例。《苏轼文集》中收录了９

篇谒庙类的祝文。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移知湖州，作《谒文宣王庙祝文》

《谒诸庙祝文》；元四年出任杭州，作《谒文宣王庙祝文》

《谒庙祝文》《谒诸庙祝文》；元五年，作《祭英烈王祝

文》；元八年，苏轼出知定州，作《告文宣王祝文》《谒诸庙

祝文》《再谒文宣王庙祝文》。此类祝文用于释奠和诸庙，

作为官员，其每到任一方，即拜谒当地文庙和诸庙，以求属

地风调雨顺、文化繁荣。

（四）其他类

苏轼祝文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苏轼文集》中还有１７

篇内容各异的祝文。《神宗皇帝銺祭太皇太后亲行祝文》

《神宗皇帝銺祭皇帝亲行祝文》《神宗皇帝銺祭皇太后亲行

祝文》三篇是有关神宗皇帝给宋仁宗郭皇后、先帝和宋英

宗高皇后除丧服时写的祝文。《永裕陵修移堠门户柏窠奏

告神宗皇帝祝文》《永裕陵修移堠门户祭告土地祝文》《景

灵宫天兴殿开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宫祝文》《东太一宫翻修

殿于奉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上清宫成诰告储庙祝文》等

５篇为宫殿修移堠门、宫室打井、翻修宫殿、营建宫室前向

皇帝、土地神、道观、十神太一、储庙等神灵祈求顺利施工

而作。《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奏告太庙并诸陵祝

文》和《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礼毕奏谢天地社稷宗

庙诸宫观并诸陵祝文》，前者是受册仪式前对先祖及天地

神灵的祭祷，希望能够保佑仪式顺利进行，后者是受册仪

式后对天地、先祖表达谢意的。《祭勾芒神祝文二首》则为

劝农事的。芒神，又名句芒、木神、春神，是主宰草木和各种

生命生长之神，也是主宰农业生产之神；《立春祭土牛祝

文》，土牛，用泥土制的牛，立春时造土牛以劝农耕，象征春

耕开始。这两篇主要是向芒神、土牛进行祷祀来保佑农事

顺利进行的；《秋赛祝文二首》《又》是秋日酬神之文；《告五

岳祝文》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向五方帝祷告而作。

还有两篇比较特别，一篇为《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

陵祝文》，写的是西部一带少数民族无故侵犯，宋将领活捉

其首领而奏告神宗皇帝以让皇帝保佑大宋国运昌隆。还

有一篇为《日食祈祷祝文》，宋人认为日食现象与君主德行

缺失有关，所以在日食时祷告神明以免灾祸发生，保佑

苍生。

二　苏轼祝文创作特色
《周礼·春官》记载，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作六

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郑氏注云：“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

者也。”［２］３６８意思是说，祭祀仪式上诵读的祝文，文字须庄

重典雅，却不易写好。祝文是应用文体，实用性很强，但比

较刻板。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创作的祝文却朗朗上口，文

学韵味极其浓厚。

（一）善用典故

苏轼乃大家，凡是能入其祝文的典故，信手拈来，都用得

恰到好处。如《天地社稷宗庙神庙等处祈雨祝文》［３］１２８６：“惟

德弗类，致常之灾；斯民何辜，有荐饥之惧。……循省再

三，夙夜祗栗。……既穷之词，其忍弗听。”“常”出自《尚

书大传》卷二：“厥罚常阳。”［４］６４“荐饥”出自《左传·僖公十

三年》：“晋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曰：“连岁不熟曰

荐。”［２］３６８“?栗”亦作“祗栗”，敬慎恐惧。《汉书·匡衡传》：

“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５］３３４３祝文虽短，却连用三个典

故，把土地干旱导致人们心情惶恐的情景描写得栩栩如生。

又如《神宗皇帝御容进发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庙等

处祝文》［３］１２９０：“祗畏天明，率循祖武。……恭择良辰，启行

仙驭。分遣执事，并告有神。”“祗畏”亦出自《汉书·匡衡

传》：“陛下祗畏天戒，大自减损。”［５］３３３７“祖武”出自《诗·

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郑玄笺：“戒慎其祖

考所履践之迹。”［２］１０４７前一个典故，极写人们敬仰神明的虔

诚之心，后一个典故，尽述人们对祖先感恩恭顺之情。

（二）骈散结合

祭祀文发展至六朝，骈俪之风愈盛，祝文写作受此影

响也多用骈体。宋初文坛，很多文体吟风弄月、淫巧侈丽，

弊端颇多。苏轼继承欧阳修、陆贽融散入骈的风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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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变体，诚如欧阳修所言：“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

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６］１９８３苏轼用自己的创

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观，其祝文创作骈散结合，风格独具。

如《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３］１２８７：“天人之交，应若影响。

雨不顺，咎在貌言。失之户庭，害及寰宇。求治虽切，不

当天意之中。于神盖反掌之易，而民免挤壑之忧。仰瞻云

霓，待命旦夕。”

再如《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３］１９２２：“杭之

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

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是用因

赈恤之余资，兴开凿之利势。”

虽为祝文，苏轼却能融散于骈，骈散结合：四言，六言，

间或五言，七言和八言等交替使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

成；既有跌宕起伏之节律，又无晦涩、凝滞之感，当真与众

不同，文章精意，尽在于此。

（三）语言自然

苏轼提出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也体

现在其祝文的创作追求上。如《谢雪祝文》［３］１９１９：“天不吝

泽，神不忘职。胡为水旱，吏则不德。雨则号晴，旱则谒雪。

神既不谴，又满其欲。四山暮霰，万瓦晨白。牲酒匪报，维

以告洁。神食无愧，吏则惭栗。尚飨。”

祝文作为应用文体从传统的写作手法上来说，应是极

尽铺陈雕琢、用词华丽之能事的，但我们从这两篇祝文看

到的却是苏轼祭祀文章语言清新自然，简约精炼，晓畅通

达。“四山暮霰，万瓦晨白”，无论“四”、“万”两个简单的

数词，还是“山”、“瓦”以及“暮”和“晨”四个名词，皆为普

通词语，或为寻常事物，虽无夸饰之言，但用词之简朴，表

达之干练，均为上乘。

三　苏轼祝文关涉的仪式意蕴
读祝文，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环节，祷祝对象不同，其

仪式仪礼也不尽相同。苏轼祝文涉及的主要仪式有祈雨、

祈晴、祈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受册、祭勾芒神、祭

土牛、秋赛等，其仪式意蕴值得我们探究。

（一）天人合一，民为邦本

苏轼祝文中，祈（谢）雨、雪、晴祝文涉及的祭祀仪式多

种多样。《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天地社稷宗庙神庙等

处祈雨祝文》《祭风伯雨师祝文》等反映的祈雨仪式，系官

方常用的祈雨仪式，包括天地、宗庙、社稷、风伯、雨师、岳镇

海渎等，且涉及儒释道三教神灵，这些往往是与祈雨配合

的常祀，与常祀相比，由于非常祀用于突发的自然灾害，非

常祀祝文数量就多于常祀。《宋史·礼志五》专立祈报，

“《周官》：祈，用酒、脯、醢，郊庙、社稷，或用少牢；其报如常

祀。”［７］２５００苏轼《祈晴祝文》《谢晴祝文》等使用了这种祈报

仪式。《宋史·志五十五》：“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

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輒

饵。”［７］２５００苏轼《祷龙水祝文》《祭常山祝文五首》《祈雪雾

猪泉祝文》文中所用的“牲酒”、“牲币”、“肴酒”、“茶果”等

祭品则体现了对祭祀对象的虔诚和敬意。祝文关涉的天

地、山川、河岳等，无一不是自然的代表，而祝文又是沟通

自然（神）与人的桥梁，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观就可见一

斑。《祭勾芒神祝文二首》《立春祭土牛祝文》《秋赛祝文二

首》等祝文运用的仪式，或为迎春神，或为祭土牛，或为秋

日酬神，均为劝农事谢神灵；祈（谢）雨晴雪的目的都是希

冀旱时有墒，涝时有晴，期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

康。苏轼儒家“仁爱”及“民为邦本”的思想彰显无疑。

（二）民族凝聚，弘扬孝道

苏轼《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西京应天禅院

会圣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天章阁权奉安神宗皇帝

御容祝文》等用于奉安皇家御容的仪式。“荐圣祖殿以素

馔，神御殿以膳羞，器服仪物，悉从今制。天兴殿门以奉天

神不立戟，诸神御门置亲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

文武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凡执政官除

拜，赴官恭谢。其后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

仪。”［７］２６２２仪式中皇帝穿的祭服、祭器祭品的摆放、出席的

官员、阵仗的排列等处处显示着皇家祭祀仪式仪节盛大而

庄严。神御奉安仪式，一方面，反映了皇家“孝亲”的伦理

道德，另一方面，皇家的“孝亲”行为在客观上影响着百姓

的“孝亲”观，其不仅内涵宗教精神，也具备了伦理教化功

能。同时，这一仪式还体现了“血亲”在宗法制度中使宗族

“凝聚”在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百

姓，使“凝聚力”由上而下蔓延，逐渐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凝聚力，“慎终追远”的人伦品格也在仪式的庄严中生

成。正是因为皇家和百姓的“祭祖”或者“孝亲”仪式朝朝

代代的延续和叠加，使龙的传人传承着中华民族内涵丰富

的“孝文化”，涵养着后世之人的道德和人伦品格。

（三）立礼修身，尊崇教育

宋代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对孔子倍加礼谒，宋真宗

时孔子更是被加封为“至圣文宣王”。哲宗元八年，苏轼

作《告文宣王祝文》［３］１９２８：“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钧用

于一君，而为无穷之遗教；身不宠利于一时，而有不朽之余

荣。……鸣玉载道，分袍在庭。有践笾豆，有丰粢盛。敢用

昭荐，飨于克诚。尚飨。”

“鸣玉载道，分袍在庭。有践笾豆，有丰粢盛。”这种仪

式场面的描写，使读者有身临释奠仪式之感。举行仪式，

进行拜谒，“对参与者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而仪式

的庄严肃穆更让人们从中体悟到学经明道的重要。”［８］苏

轼礼谒文庙其实就是对孔子“礼”的延续和发展，进一步来

讲，就是“立礼”的过程，正如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人

无礼则不胜，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是一个

人修身养性、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安身立命的基

础。许多祭孔的仪式从表层看是纪念孔子，其实质是强化

孔子在文化教育领域精神领袖的地位，孔子“兴办私学”及

其“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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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观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之人。

四　结　语
苏轼的祝文通过仪式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

社会生活，如自然界的灾害祸患，儒释道宗教相融、祖先的

灵魂超度，君师的崇拜，皇家册封之礼以及对生命延续的

祈求等。这些活动，关乎天地，关乎生命，关乎国家，涉及到

宋代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苏轼祝文创作的散文化，不仅

打破了祝文的惯用写作手法，让我们耳目一新，古文运动

的光辉也不可阻挡地从苏轼的祝文中照射出来，更为我们

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苏轼祝文及其

所反映的礼仪活动，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苏轼创作活动的另

外一个层面及由这个层面生发的苏轼人格特征，还映射出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宗教、教

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精神诉求，更为后人进行文化

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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