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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与世俗+++瑶族文书)过山榜*的

精神向度

胡铁强!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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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瑶族文书#过山榜$的内容涉神话)传说)族史)生产)生活)风俗)宗教等!比较详尽地记录了瑶族的起源)迁

徙)习俗及瑶族人民开发山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号称瑶族的%圣经&和%护身符&" 作为契约型文书!#过山榜$是瑶族人

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瑶人既坚守神圣又关注世俗的特定精神追寻!对于缓解全球化语境下去圣化带来的精神危机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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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瑶族文书&过山榜'是南岭民族走廊瑶族过

山瑶支系重要的历史文献% 它记载了瑶族的创世

及人类诞生和族源的诸多神话#体现出一种神圣

追求#又以契约为文体#反映了其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传达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是瑶人精神向

度的集中体现%

一4神话'仪式'契约

从内容及文体特征来说#神话+仪式+契约是

&过山榜'的核心要素#也是瑶人关于神圣与世俗

的想象+思考与实践%

!一"神话'集体记忆与神圣

伊利亚德将神话尤其是宇宙创世神话视为

)神圣历史*% 阿兰/邓迪斯提出!)神话是解释

宇宙和人类何以成为其现今样式的神圣叙事%*

!

国内学者吕微指出!)神话通过解释宇宙起源+人

类起源以及文化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认识世界#并

为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提供神圣性的合法证明#

从神到人的-神圣历史.是神话最重要的叙事主

题#也是神话最基本的叙事模式%*

"

&过山榜'叙

述了盘古神话+伏羲兄妹神话+盘瓠神话及渡海神

话#分别讲述了宇宙起源+人类诞生+瑶族族源及

迁徙等故事% 这些神话叙事为族群集体所共同认

知并反复习得#形成了瑶族人民所认同的神圣性

的集体记忆#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成为凝聚族群

的重要精神纽带%

除了创世+祖先及族源神话#&过山榜'还记载

了由族源神话衍生的 )千家峒传说*#着重讲述了

瑶族先人历经万难的迁徙过程#也是瑶族神圣性集

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

的神圣性#认为这些记忆对于固化社会传统有着特

别的意义% 他提出记忆二重性的观点#认为!)集体

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现实#比如

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

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

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

东西%*

#由此#记忆的具体特征和抽象特征及其

来源和功能都得到强调% 在对基督教圣地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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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及其神化的论述中#哈布瓦赫发现#作为现实物

质的耶路撒冷虽然发生变故#但比起留守的信徒

来说#离开的信徒超越了地方变迁#为神圣意象的

稳定性贡献了更多的力量% 这一分析适用于 )千

家峒传说*!瑶族人民被迫离开)千家峒*#进行了

长期的迁徙#一方面来说#这种迁徙饱含着血泪#

另一方面#关于故乡和圣地的记忆脱离了物质变

故的影响#抽象的圣地抵御真实社会生活发生的

变迁#集体记忆的神圣性得以增强%

总之#&过山榜'叙述了英雄神话#强调了集

体记忆#更将对盘王的崇拜及族群历史的追溯当

成崇高的+不容亵渎的神圣#体现了原始宗教影响

下瑶族独特的精神追寻%

!二"仪式中的圣俗转换

如果说哈布瓦赫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

康纳顿则更关注记忆的惯性#即记忆与身体实践

的关系% 他指出!)假如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

忆#那么很有可能存在于纪念仪式之中% 有关过

去的意象和记忆正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

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的%*

!仪式与宗教信仰紧密

相关% 瑶族人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与仪

式#体现出对神圣的不懈追寻% 仪式不仅规定了

人的行为#它本身也具备宏大的神圣光环% 正如

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

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

所依赖的情感体系%*

"

)还盘王愿* 是瑶族最重要的仪式#其产生跟

瑶族的)盘瓠神话*和)渡海神话*及)千家峒传

说*有关% &过山榜'记载了瑶族先祖盘王晚年上

山狩猎#追赶羚羊摔下山崖死于梓树的故事#长鼓

舞及盘王祭祀活动由此而来% )渡海神话*则记

载了迁徙途中的瑶人遇上海难#祈求盘王庇佑并

成功脱难的瑶人为了感恩#也为了族群更好的延

续#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即)还盘王愿*#这

是瑶人最重要的集体仪式%

有学者说道!)在宗教学研究中#-神圣.一词

重在表达宗教信仰对象的非同寻常的品质% 在形

形色色的宗教现象中#存在神圣的空间#也有神圣

的时间#但是归根结底#-神圣.首先是一种属性#

而不是一种物(其次#-神圣.是在特定场域中被

赋予的属性#它是宗教的关键要素#正是由于-神

圣.的存在#人类的世界和行为才具有了意义%*

#

空间和时间是理解)神圣*的基本要素#是人

们认识和把握神圣与世俗的重要依据% 如前所

述#拉丁语中的)神圣与世俗*首先基于空间上的

划分% 神圣空间是与神灵交流之所#也是神圣之

力所在% 它与世俗空间并非截然分开#当某一世

俗空间进行一定的仪式布置#则可以成为神圣空

间% 在)还盘王愿*的仪式中#经过布置的厅堂是

活动的核心区域% 神职人员在这里进行繁复的科

仪表演#充满了神圣意味% 而与之紧邻的世俗空

间#歌娘以及童男童女围歌堂#长鼓艺人打长鼓#

客人们则一同狂欢纵饮#神圣空间和日常空间截

然分开% 值得注意的是#与汉族仪式强调内+外+

男+女+尊+卑+洁净+污秽+圣+俗的对立不同的是#

仪式空间和狂欢空间相隔但并非完全禁闭#神圣

空间之外狂欢的客人随时可以从狂欢空间进入来

观看祭神仪式% 从时间上看#神圣时间自许愿开

始% 师公抵达之后#逐步进入肃穆的神圣时间%

仪式的神圣时间主要由神职人员进行仪式的各项

程序#而同时#客人们进入狂欢的时间#神圣时间

和狂欢时间并行不悖% 仪式的神圣时间里#参与

仪式的人必须按规矩穿着传统的瑶族服饰#既代

表身份差异#同时也意味着暂时隔离世俗生活%

这服饰的变换意味着回归历史的+传统的时空#这

种象征与展示#标志着人们进入一个非常的神圣

时空从而感受和体验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神圣性%

总体看来#)还盘王愿*仪式中#神圣并非绝对#它

指向一定的时间+一定地点和一定的人#神圣与世

俗的区分也并不是十分严格#人神完全沟通状态

的迷醉和世俗的歌酒狂欢并行不悖% )还盘王

愿*具有极大的文化功能#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

)人类学研究表明#某个具体的民族#特别是没有

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化能够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

年#实际上就在于某一人群或族群通过仪式+活动

等重大事件把这些记忆-在场化.% 这时的-在

场.#不仅是参与者的在场#更有意义的是一种族

源性+祖源性传统通过仪式的作用#把某个族群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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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的记忆凝固+保护+保存与传承%*

!仪式操

演着集体记忆#通过集体记忆来重返神圣% )还

盘王愿*是时节礼仪#具备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

特性% 有学者说到!)宗教人也同样期待着神圣

对凡俗时间连贯性的冲击#每一个宗教节庆"比

如新年$#都是将过去发生的神圣事件再次实现

于当下#对它的经验使人定期地活在诸神的临在

之中#-永恒的演替.在节庆所构成的神圣历法中

周期性地复归#使时间得到净化和重生% 并且#通

过宗教礼仪对宇宙创生神话的反复重演#人们象

征性地由-此刻.回到时间最初的起源+由神圣模

式孕育的-彼时.#这种-永恒的回复.战胜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之箭所指示的死亡和毁灭% 这样#凭

借对-典范的神圣模式.这一基本-原型.的不断

-重复.和-仿效.#宗教人得以超越凡俗世界的限

制#进入神圣的生存维度%*

"

总之#)仪式是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

规章+程序以及一个特定的人群网络的人际关系

的公共空间"\NYG'-L\C-O$ *

#

#在这一空间中#仪

式的参与者通过身体的实践不断习得宗教信仰+

文化习俗+宗族意识等知识#在仪式的不断操演中

完成族群集体记忆的神圣性传承%

!三"契约的神圣性与世俗性

从&过山榜'的文体特征来看#它是瑶族与汉

族封建王朝之间的)契约*% )契约*本身是世俗

生活中的文书% 依据&过山榜'的记载#瑶人祖先

盘瓠是汉族王朝的臣下#因有功而被封赏% &过

山榜'列举了许多瑶人应该享有的世俗权利#这

种诉求是以)神*的名义向世俗王权伸张自己的

权利% 瑶人通过转述评皇的敕令来强调其合法

性#并代代相传成为神圣经典#体现了瑶族极高的

生存智慧% &过山榜'虽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神

圣化过程#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移动性#作

为族群首领盘瓠依然无法与封建王权比肩% 作为

契约文书的&过山榜'虽然将权利典籍化+神圣

化#保持着族群的独立性#但也只能以低姿态向封

建王权要求一定范围内的权限#瑶人所依赖的神

权需要得到王权的认可% 这种神圣权利与世俗权

利关系的认识既符合中国历史中与西方中世纪神

权至上不同的客观状况#又是瑶人既坚守神圣又

基于世俗的智慧表征#其蕴含的生存哲学符合马

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圣俗关系的思想#反映了中国

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补充#体现出边缘文化的

强大活力#对于神圣衰减+过度关注世俗的当代社

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4全球化语境下的精神追寻

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文

化经济日益走向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为西方文

化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国

家进行渗透% 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工业化及各种

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快速扩张#伴之

而来的是科学主义的极度膨胀#思想家们一致把

神圣视为天敌#代之而起的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

类生命意义彻底走向世俗化#人类的神圣品性和

神圣梦想被工业化所毁灭#神圣的物质基础甚至

精神基础都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对利益与工

具的追求% 就像伊利亚德所说的那样!)现代人

的创造力+以及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而言他的全新

品质恰恰在于他决心把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历史

存在#在于他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去圣化的宇

宙之中%*

$就这样#科学主义+理性思维慢慢毁掉

了人类的神圣品性#一切让位于知识+利益+工具%

人的本质被遮蔽#神圣性被世俗化的现实生活所

消解%

今天我们所说的)世俗化*远远超越了宗教

的范围#而泛指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

走向于与原始时代和宗教时代不同的日益剥离神

性+关注日常的趋势% )世俗*是一种性质#)世俗

化*则意指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的结果是宗教影

响力减弱#神圣性衰减#由彼岸到此岸#从出世到

入世#不再关注永恒的天国来世#而转向现实的+

当世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化意味着)去圣化*#

意味着理性的崛起和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 当科

学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传统宗教的威严不再重要#

01#

!

"

#

$

彭兆荣#朱志燕!&族群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研究'!$$1年第 "期%

沙湄!&宗教现象学方法的两难,,,读伊利亚德的2圣与俗3'#&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6 年版#第 "!0

页%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年第 !期%

I(cG'C%O(2/'$9("; &@06+79+:F"/'/('/+"!.=$N@9'$,/$9+:1/,'= ("; 2$6/,'=(E\J'.?UNYG'-CM'&.L##30)#\(#3!(



第 !"卷 胡铁强#等!神圣与世俗,,,瑶族文书&过山榜'的精神向度

现代人不懈寻求着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途径#物

质生活的丰裕却造就了精神世界的贫乏#人的内

心处于无处安放的状态#神圣被一点一点地从宇

宙+自然与人的生命中剥离+剔除% 而对于信奉宗

教的瑶人而言#世界包括宇宙自然以及人本身都

是神圣的作品% &过山榜'中记载了盘古创世和

人类诞生的神话% 天+地+高山+河流乃至树木石

头都被赋予神的色彩!山川由神的躯体和血液所

化#雨水为雷神赐予#高大的树木蕴含神性#人类

是神殚精竭虑的产物#自然属于超能的存在#散发

出神圣的特质% 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使瑶人将自身

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具备生命特征#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人从自然获取养分#死后又回馈自然%

但是#近代科学体系的确立使中国的)神*与

西方的)上帝*成为观念上的)过去*% 自然成为

科学客观意义上的物质存在#人成为生物学上的

蛋白质构成% 与此同时#神话所代表的神圣历史

也被世俗历史所取代#神在宇宙初始阶段创造的

光辉业绩被否定% 宗教连同神圣被视为是人类最

大的敌人% 继神圣被归结为蒙昧的同时#理性走

上了新的神坛% 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

到巨大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不断膨胀#征服成

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 理性的张扬和上帝的退

隐引发了精神性的危机% 正如弗洛姆所说!)十

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

死了% 在十九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二十世

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

!面对神圣

消退带来的精神危机#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求解决

的办法% 伊利亚德指出#宗教是一切生存危机的

典范解答#通过宗教的解答#不仅可以解决危机#

而且能够使人超越人的处境#获得通往灵性世界

的道路#这也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开启了不再是偶

然的或单一的价值% 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挖

掘人类潜意识中深藏的精神秩序#重返神圣#促进

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次觉醒%

马克思以前的宗教世俗化理论#继承和坚持

了古希腊的)宗教人造说*#把宗教归结于世俗基

础#从人本身寻找宗教的本质和根源#这无疑是正

确的% 但是#这些理论总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

宗教归结为人的意识的产物% 黑格尔的)绝对理

念*的学说远离了世俗性的基础#是一种观念方

式的神圣性#这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受到恩格斯的

强烈批判#认为它甚至比基督教的创世说)还要

繁杂和荒唐得多*% 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却企

图建立一种)爱的宗教*#以割裂神圣性与世俗性

为特征% 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割裂神圣

与世俗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以现实的生活实践

为基点来审视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将其统一于

)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中% 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

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轨迹在于!)第一#对

人的本质的规定成为追寻和解决神圣与世俗关系

的逻辑起点% 第二#对世俗生活的批判与革命成

为拯救神圣+超越世俗性#生成新的神圣的手段%

第三#追求活的神圣+历史中的有限神圣+真切的

神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主义立场% 第四#

塑造神圣的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

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现实生活来应对神圣

与世俗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正

确的理论导向#

%

关于神圣与世俗的讨论如此重要#它与信仰

紧密相连#也是现代社会人类安身立命的关怀方

式之一% 追寻神圣#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立足世俗

生活#神圣才有存在的根基% 当代社会日益走向

现代化#全球化的到来使得瑶族必然面临西方话

语+汉族话语和精英话语三重因素的影响#工业

化+城镇化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瑶人逐步离开传

统文化的家园而走向更为舒适方便的现代生活#

与其它兄弟民族一起接受新一轮文化的洗礼% 作

为瑶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形态#&过山榜'的内容博

大精深#是瑶族人民几千年以来集体生存智慧的

浓缩与结晶#在瑶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极为

重要的作用#在瑶族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

影响依然不可小视% 就其精神向度来看#既有在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世俗生活的努力实践#又保

持着对神圣的敬畏与追寻#神圣与世俗和谐地统

一在生活之中#这些思想与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

一切文化基于现实生活的逻辑% 瑶族诸多宝贵文

化遗产使其成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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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与世俗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两种存在向

度或者样式% 在一般人的思维中#宗教选择了神

圣#而-我们.选择了世俗(神圣属于过去#世俗则

属于现在和未来(神圣是人类理性前夜的情感和

心理+愚昧和智慧的混合产物#世俗则是科学主

义+理性主义和工业时代的必然结果或是这个过

程所无法回避的衍生品%*

!

什么是神圣1 它是关于生命与世界的虔诚信

仰#是真诚的敬畏与无限的热爱的综合体% 就像

自然和社会秩序一样#人类灵魂中深藏着一种精

神秩序#构成了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与力量%

神圣离我们很远% 与希腊人和印度通过神话

与宗教对神圣进行解读和认同相比#在中国#神圣

较早从世俗生活中隐退% 而当下工业化的浪潮更

使我们远离神圣+关注世俗% 神圣又离我们很近%

人的天性不断释放出对于崇高及更高质量的生命

状态的渴望% 身处文化边缘的瑶族人民#一方面

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坚

守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对&过山榜'的反复书

写#通过对各种仪式的反复演练来回归神圣% 但

是#当代中国面临着功利主义至上的压力#宗教更

多地成为一种文化产品#成为消费主义的工具%

对于瑶族来说#一方面承受西方文化的侵蚀#一方

面又处于大中华文明的边缘#如何达到神圣与世

俗的平衡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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