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研究论文】 

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 

胡鸿保，林春 

 

 

今天武陵地区1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堂祭三献礼”，长期来被不少人以为属于道教仪式，

而我们经过现场考察结合文献梳理，认为其中含有较多的儒家因素。如果以人类学的“文化残余”

以及“大/小传统”互联互渗的观念考究，堪称能够揭示民间信仰在偏远地区形成、变化与延续的

一个难得案例。今天的欠发达地区在现代交通发明之前，是重要的族群交往场域和文化交流通道。

笔者拟将对此礼仪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和初步解释呈现出来，供行家们作进一步研究，不妥之

处，请批评指正。 

 

一 

 

湖北省的宜都市（县级）、五峰、长阳二个土家族自治县2以及与之比邻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是一片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当地的丧葬仪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土家族的“跳丧”，二是道士

们所进行的“开路”，三是“堂祭”3。1949 年以前，有经济能力的丧家可能会同时举行上述三种

丧葬仪式，但三套仪式并不混杂着做，丧家一般采取的是一天做一套，即一天“跳丧”、一天“开

路”、一天“开祭”。4第三套葬礼在 1949 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在本次考察之前，当地有关部门

或者不知道、或者将其视为道教的葬礼，并未考虑到它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就听说这儿保存有一种主要唱词来自儒家经典的丧葬礼仪；2004 年 2 月，

终于有机会在海拔 1000 多米高的五峰县傅家堰乡何家湾村现场考察堂祭三献礼的“开祭式”5。 

本场堂祭是为已经过世的张姓土家族老人举办的“周年祭”。已经过世的张姓老人有三子二女，

都已结婚成家，除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仍居住在张家老屋外，其余分住各地。第二次开祭的孝堂设

在大儿子的堂屋和堂屋外的稻场。 

孝堂外贴出以“鸿儒文坛”名义张贴的告示，告示上写道： 

                                                        
1 “武陵地区”泛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今湖南省常德至重庆市涪陵（东经 107～112°）、自湖北省宜昌到贵州

省凯里（北纬 30～26°），大致相当战国晚期秦国所置黔中郡的范围。 
2由于种种原因，当地一些土家族居民的民族成份可能识别为苗族更加贴切。例如根据本次开祭的张氏先人留下

的裙装服饰和后人回忆中的头上银饰，当属苗族特征。 
3在发现的地方抄本中，“堂祭”亦有写作“唐祭”。 
4据说鄂西南的“堂祭”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丧礼“开祭”，另一是婚礼“告祖”。 
5所谓“现场”，实际上是为我们的考察专门安排的。在宜都工作的退休文化干部张××接受我们委托寻找这一

礼仪操演。当回到他在五峰县深山处的老家找到堂祭抄本后，他与若干位曾经在几十年前做过堂祭的老人们一起

回忆有关这一礼仪的程序和细节，并请这些老人们再次实践数十年前的开祭。 

本开祭式共进行二次，第一天在乡政府所在地举行，以为张××父亲新逝的名义进行；第二次在张××的老屋

举行，以为张××已过世的父亲进行“周年祭”的名义进行。但二次开祭的告示和祭文都用的第一次开祭所书写

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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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上的执事者中： 

主祭李×× 85 岁。在长阳县大儒吕敬臣处读私塾，小时候前常随其师为丧家开祭或为喜主

告祖，1949 年以前曾多次当过主祭和亚祭，本次开祭的文告、祭文等都由他指导、画押，是本次

开祭活动的核心。瘦小的他由于身体不好，在本次开祭中的很多时间中只是呆站（或坐）在中堂

的左侧，但在休息时，有妇女抱着幼儿向其讨教孩子的疾病治疗，可见儒生们在今天当地民众中

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本场堂祭一个多月后的 2004 年 4 月，李××去世，在五峰县的深山处可能再

也凑起能够较为完整的堂祭班子了。 

亚祭刘×× 72 岁。其父王××为长阳县大儒吕敬臣的弟子，王××后来也成为当地的私塾

先生，刘××本人读过 7 年私塾，当过歌童，因其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入赘到大山深处的刘家。

刘××至今珍藏着其父在民国年间所书写的堂祭抄本和 1936 年为学生们所撰写的常识课本，家传

的私学使刘××对堂祭的程序、细节都有相当的了解，并对此保持很高的热忱。 

证盟李×× 75 岁。读过数年私塾，解放以后考上武汉大学，1957 年被打成右派并遣送回家

乡，他和他的三个兄长娶妻时都举行“告祖”礼。本次开祭中的“鸿儒文坛”告示、祭文、设所

等所有文字都是他在主祭的指导下，根据堂祭“文式”之类的抄本撰写并书写。 

引礼生 2 人。都是 70 岁以上的、读过私塾的老人，但显然对堂祭的程序、细节和唱词都谈

不上熟悉，所以无法履行作为引礼生（又有称通赞生）带领歌童唱赞词的任务，他们作为通赞生

的职责只好由亚祭刘××替代。 

歌童 4 位歌童中有 3 位 70 或近 70 岁，或可称“歌爷爷”，也都参加过真正的堂祭。本次“现

场”原打算与数十年前一样，让当地的学童们来担当，但考虑到让没读过私塾的孩子们在短时间

内恐怕跟不上引礼生的唱词而作罢。 

告示中的“音乐”在当地称“六合班”，是当地的半专业乐班，承接当地的红白喜事，不管是

跳丧、开路或者开祭，他们承认自己不是“先生”(即儒生，当地也有把儒生称为“宗伯先生”的，

把开祭称“行宗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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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开祭的程序为： 

1、起奠 主要内容：设立浣洗所、寢息所、刚鬣所、茅沙所等诸所，迎神； 

2、行初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初献帛，初献馔，初献果品，献蓼莪首章、白华首章和南陔

首章1； 

3、行亚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亚献帛，亚献馔，亚献果品，献蓼莪次章、白华次章和南陔

次章； 

4、行终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终献帛，终献馔，终献果品，献蓼莪三章、白华三章和南陔

三章； 

5、行侑食礼 主要内容：侑食、献茗、孝子受胙、焚燎、撤馔、招魂2、送神。 

由于本场开祭是周年祭，所以不必扶棺上山，但有一道当地开祭中必不可少的“埋茅沙”。 

在行侑食礼中的孝子受胙之后，亚祭刘××在主祭李××的指点下用红笔点申奏牒文，并盖

上“儒贤良宝”方章，在亚祭朗读申奏牒文以后，放进信封后一起焚烧，意思是呈送给天上的孔

夫子。“申奏牒文”全文如下： 

 

 

 

 

 

 

 

 

 

 

 

 

 

 

 

 

 

 

 

信封则写道：(见右图) 

申奏牒文 

上 詣 

東極宮中大成寶殿 

鴻儒文壇（章） 具 

                                                        
1 “白华”和“南陔”都是《诗经》中的亡诗，堂祭中的“白华”和“南陔”都是采用西晋束晢所编的补亡诗。 
2 “招魂”只在祭祀对象的周年祭上举行，新逝亡人不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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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4 月，笔者在收集到湘西和贵州锦屏县的堂祭

三献礼1的一些资料后，专程找亚祭刘××，从他那儿得知：

2 月份举行的堂祭是没有献牲的，如果是献三牲（猪、牛、

羊）的话，就需要加唱《大学》、唱《易经》或《正气歌》、

或者《论语》。 

可以看出，堂祭的程序和某些细节与文献和目前仍在福

建、台湾存在的三献礼大同小异，与胡适家乡（朱熹的家乡）

三献礼“先有‘降神’，后有‘三献’，后有‘依食’，还有

‘望燎’”2的程序接近。 

但是，鄂西地区的堂祭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1、浓厚的儒家色彩 

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中曾经提及其安徽绩溪老

家丧葬三献礼等儒家传统，鄂西堂祭三献礼也是《朱子家礼》

在当地的传承结果。但与安徽绩溪一带富庶地区安逸的儒生

们相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汉夷杂居区的祭堂上，儒生

们更有一种文化精英俯视天下的气派，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

孤芳自赏的孤独感和使命感。 

本次开祭的参加者反复强调他们的儒生身份，说他们从

不参加“跳丧”或“开路”。他们说，作为儒生他们在丧家或喜家们吃的都是正规的、上十道菜的

酒席，而不像一些开路道士，围着一个火锅就可以打发。 

与每年季夏参加祭孔仪式的书生们一样，参加堂祭的礼生们都必须穿长袍，这是对参加堂祭

的礼生们在服饰上的唯一要求。 

与鄂西地区相似，渝东南彭水县的“文坛”，“自称儒教，由朱熹所创。其礼仪是朱熹按《礼

记》、《周礼》改编而成”。“参加文坛的都是有文化的男子，祭祀活动中，有一套进退跪拜礼仪，

被认为是斯文的一派，所以颇受人敬重。” 

2、抄本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为其他地区所未见 

收集到的所有抄本以都大量引用《诗经》、《礼记》、《正气歌》等经典，这一现象在整个武陵

地区都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 

3、婚典“告祖”是其他地区所未见 

告祖的程序与细节同开祭相近。也是设诸所，由引礼生引新郎到祠堂或厅堂向祖先报告，在

唱词中大量引用《诗经》中“关睢”、“桃夭”等经典。显然，开祭与告祖是一批儒生生产出来的

双胞胎。 

 

A． 二 

根据目前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武陵地区的 8 个县（市）有堂祭三献礼的残存或者记录，其中

                                                        
1陈晓毅：《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3（6）。 
2 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见《胡适全集》，第 1 卷，674－687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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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处、湖南一处、重庆两处、贵州两处（黔东与黔北各一处）。渝东南、黔北的三处是在文献

中搜索到的，具体情况不详，其他五处有抄本或整理本。从抄本的情况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1、鄂西南宜都市的抄本中含有大量的道教内容，可能与宜都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地带有关。

由此推理，如果继续搜索的话，可能还会在类似的边缘地带出现儒道（或许再加上释）混杂的现

象；再进一步设想，在武陵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否可能出现儒教与诸如土家族文化谱系中最原始

的“梯玛”等巫教混杂的现象。 

2、鄂西南的抄本中都有招魂的内容，而其他地方的堂祭抄本中没有发现，这可能与“招魂”

习俗流行于湖北省长江干流沿线、襄樊等地有关。 

3、鄂西南五峰的抄本与湘西张家界的最接近，如果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可以再分区的话，

这二个地点很可能是同处于一个亚区；黔东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是从湘西的靖州传过去的，抄本

虽然与鄂西南、湘西的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显然具有自己的个性，抄本中把讲书所、读礼所作为

堂祭必设之所是这些抄本中所仅见，抄本中大段的《礼记》、《论语》、《正气歌》也是鄂西南、湘

西抄本所未见。相比之下，锦屏本更严谨、更接近儒家教义。不过迄今为止锦屏未见告祖婚典。 

现在来谈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起源和传播还为时过早，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据陈晓

毅的研究，黔东锦屏县河口乡的三献礼可能是明未由江西传入湖南靖州县，清顺治十一年(1654)

传入锦屏县河口乡；而地处渝东南的彭水县，“文坛”传入该县是在清咸丰年间。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上文已经谈及，随着主祭李××的去世，要在五峰县组织一次具权威性的堂祭恐怕办不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尤其是 1949 年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儒生们无法在新的社会

中生存，儒家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私塾教育的结束而消亡1，堂祭三献礼也随着儒生的死亡

而死亡。而与之对应的是，随着由跳丧改编而来的“巴山舞”在宜昌等地的流行，被认定为土家

族民俗的跳丧也得到推广，原来不跳丧的地区开始跳丧，汉族居民也跟着效仿。武陵地区的大环

境是道教的温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在丧礼上讲排场的心理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空

间，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批量生产道士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鄂西和湘西的情况相反，据陈晓毅介绍，堂祭在锦屏县河口乡很流行，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他在复印堂祭三献礼抄本时，原籍湖南娄底市的打工仔们告诉他，他们家乡这种叫做“三献祭礼”

的抄本多的是，他们还随口背了几句给他听。娄底市显然不属于武陵地区，至少不属西南官语区。

不过，在没有调查或者见到抄本之前下结论下为时过早，因为今天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存在有别

于武陵地区的三献礼。 

锦屏县和娄底市堂祭三献礼的复苏，而不是像鄂西南、湘西三献礼的式微，可能与当地宗族

势力的强弱及社会对这一礼仪的需求有关。鄂西南、湘西地区宗族势力弱小，没能为“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的朱子儒家精神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而锦屏、娄底地处宗族势力上

升发展区，宗族势力的发展需要借助朱熹式儒家的教义。但是可以断言，这些“礼生”们绝不是

像主祭李××那样的旧儒生，而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人。 

 

                                                        
1据方志记载，武陵地区的私塾教育大约要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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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显然不是本地文化产物，而是若干批儒生根据《朱子家礼》等儒家经典

演绎出来的。随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武陵土司制度的限制乃至最终取缔，儒家对土民的教化作

用与统治者们的愿望渐趋吻合，在彭水县，“原由僧道等办的‘打清醮’，办‘盂兰会’、‘办亡斋’

等，都由文坛取代”。在武陵地区这一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儒家为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和获得的成

果是有迹可寻的，不过，儒家在与道教、佛教对下层百姓的争夺中也使自己具备了宗教的性质。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林春，

女，长江水利委员会文物考古队，高级工程师，武汉，430010。 

 

 

【研究论文】 

影响朝、汉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韩悦 

 

内容提要： 

朝鲜族是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古老族群，历史上与汉族相互融合，一

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很少有冲突发生；同时，朝鲜族又是一个跨国族群，与中国境外的朝鲜、韩

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的发展和中、朝、韩外交形势的变化，朝、汉

两个族群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新时期分析朝、汉两个族群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

文对影响朝、汉两个族群关系变迁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将这些因素划分为生理文化型

因素、利益型因素、政策型因素，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朝、汉两个族群关系的现

状进行了概括，对影响两个族群友好相处和相互融合的障碍进行了探讨，最后尝试提出了促进两

个族群友好相处和相互融合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族群关系、生理文化型因素、利益型因素、政策型因素、族群融合 

 

    朝鲜族
1
是聚居在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古老族群，他有本族群的语言、文化传统

和特殊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朝鲜族成为中国境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族群；历史上，朝、

汉两个族群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很少有冲突发生，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

民族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迁移，增进了与汉族的融合，同时也

由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竞争的加剧，为两个族群的融合增加了阻碍；同时，朝鲜族又是一个

跨国族群，与中国境外的朝鲜、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的发展和中、

朝、韩外交形势的变化，朝、汉两个族群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两个族群一直保持着

                                                        
1 本文中的朝鲜族、汉族都是指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和汉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