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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
搬
家
收
拾
東
西
，
無
意
翻
出
被
紅
絲
帶
捆

的
厚
厚
一

疊
紙
，
我
立
馬
緊
張
起
來
。
老
婆
問
：
那
是
什
麼
？
我
馬
上
掩
飾
說
，

沒
啥
，
是
我
過
去
寫
的
沒
發
表
的
稿
子
。
老
婆
狐
疑
地
看
了
我
一
眼
，

不
再
吱
聲
。
其
實
，
那
是
年
輕
時
女
朋
友
寫
給
我
的
情
書
。
我
怕
老
婆

看
了
不
高
興
，
再
醋
海
興
波
，
雖
然
那
都
是
陳
年
舊
事
。

年
輕
時
我
在
湖
北
大
山
裡
當
兵
，
因
為
是
技
術
部
隊
，
女
兵
很
多

，
約
佔
三
分
之
一
。
按
規
定
，
戰
士
不
能
談
戀
愛
，
後
來
，
我
們
很
多

人
都
提
為
軍
官
，
取
得
了
談
戀
愛
的
資
格
，
部
隊
領
導
也
想
通
過
內
部

成
婚
的
辦
法
來
留
住
業
務
骨
幹
，
談
戀
愛
的
事
就
多
了
起
來
。
我
談
了

一
個
家
是
長
沙
的
女
朋
友
，
就
在
一
山
之
隔
的
女
兵
中
隊
，
那
時
打
電

話
很
不
方
便
，
見
面
機
會
也
不
多
，
就
靠
寫
情
書
來
交
流
。
平
均
是
一

個
星
期
我
要
寫
一
封
吧
，
除
了
說
些
互
相
思
念
的
話
，
就
是
那
些
流
行

的
革
命
道
理
，
還
有
國
內
外
大
好
形
勢
，
跟
領
導
做
報
告
差
不
多
。
談

了
好
幾
年
，
光
情
書
我
就
寫
了
有
幾
十
萬
字
，
腦
細
胞
不
知
犧
牲
了
多

少
，
可
最
後
還
是
沒
成
，
白
耽
誤
工
夫
了
，
唯
一
的
收
穫
是
鍛
煉
了
寫

作
能
力
。

我
有
個
姓
劉
的
戰
友
，
才
華
出
眾
，
人
也
長
得
精
神

，
是
不
少
女
兵
心
中
的
白
馬
王
子
。
他
也
自
視
甚
高
，
覺

得
自
己
有
好
好
挑
選
的
理
由
。
他
同
時
看
上
了
兩
個
姓
葉

的
女
技
術
員
，
但
都
沒
把
握
，
就
動
了
個
小
聰
明
，
分
別

同
時
給
這
兩
人
寫
了
情
書
。
但
忙
中
出
錯
，
裝
錯
了
信
封

，
結
果
兩
個
女
兵
接
到
情
書
後
，
樂
不
可
支
，
立
即
高
聲

朗
誦
，
與
同
事
共
享
，
笑
足
笑
夠
後
，
才
把
情
書
交
給
對

方
。
也
就
是
兩
三
天
時
間
，
這
個
小
醜
聞
立
即
傳
遍
全
部

隊
，
成
了
大
家
茶
餘
飯
後
的
談
資
。
弄
得
那
個
姓
劉
的
幹

部
抬
不
起
頭
來
，
也
使
得
本
來
對

他
有
好
感
的
女
兵
也
不
敢
再
對
他

有
想
法
，
最
後
，
許
多
條
件
遠
不

如
他
的
小
伙
子
都
抱
得
美
人
歸
，

偏
偏
把
他
一
個
人
剩
下
了
，
不
得

不
在
家
鄉
找
個
姑
娘
結
婚
。

還
有
個
姓
金
的
女
兵
，
容
貌

嬌
艷
，
多
才
多
藝
，
被
男
兵
私
下

評
為
﹁隊
花
﹂
。
但
她
因
為
家
教
很
嚴
，
父
母
要
求
她
不

要
那
麼
早
談
戀
愛
，
在
事
業
上
多
努
力
，
她
也
就
對
那
些

平
時
想
和
她
套
近
乎
的
男
兵
冷
若
冰
霜
，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
有
個
不
信
邪
的
小
伙
子
，
是
團
裡
籃
球
隊
的
中
鋒
，
一

表
人
才
，
身
邊
老
是
圍

一
幫
姑
娘
，
所
以
自
我
感
覺
很

好
，
就
大
膽
給
小
金
寫
了
封
情
書
。
小
金
看
完
後
，
不
同

意
談
也
就
算
了
，
可
是
她
居
然
把
情
書
交
給
領
導
了
。
雖

然
領
導
並
沒
有
發
表
意
見
，
畢
竟
這
是
個
人
的
事
，
又
不

違
反
紀
律
，
但
小
金
卻
犯
了
﹁眾
怒
﹂
。
這
以
後
，
再
也

沒
有
男
兵
和
她
拉
扯
，
眼
看
快
成
為
﹁剩
女
﹂
時
，
她
不
得
不
調
走
了

，
從
此
便
無
音
訊
。
最
為
傳
奇
的
是
，
有
個
姓
吳
的
戰
友
，
家
居
農
村

，
其
貌
不
揚
，
但
很
內
秀
，
他
暗
戀
上
了
一
個
很
漂
亮
的
團
衛
生
隊
護

士
小
于
。
後
來
，
他
鼓
足
勇
氣
給
小
于
寫
了
一
封
情
書
，
還
沒
敢
署
名

，
讓
小
于
猜
了
一
圈
也
沒
猜
到
是
他
。
情
書
一
封
封
寄
來
，
文
采
飛
揚

，
一
往
情
深
，
讓
小
于
很
感
動
，
但
還
是
不
署
名
。
這
反
倒
激
發
了
小

于
的
好
奇
心
，
就
利
用
巡
診
的
機
會
，
到
幾
個
中
隊
去
核
實
筆
跡
。
當

一
年
過
去
，
小
于
收
到
情
書
多
達
上
百
封
時
，
終
於
找
到
了
寫
信
的
人

。
雖
然
大
家
都
覺
得
他
們
不
般
配
，
條
件
相
差
太
多
，
但
小
于
很
看
重

這
份
痴
情
，
還
是
毅
然
嫁
給
了
小
吳
，
舉
辦
婚
禮
時
，
特
意
搬
出
了
那

厚
厚
的
一
大
堆
情
書
，
以
作
為
他
們
愛
情
的
象
徵
。
小
吳
後
來
發
展
很

好
，
轉
業
後
，
幾
經
陞
遷
，
成
了
一
個
大
都
市
的
副
市
長
，
是
所
有
轉

業
戰
友
裡
職
務
最
高
的
一
個
。
戰
友
們
聚
會
時
，
大
夥
常
開
玩
笑
說
，

小
于
當
年
就
是
有
眼
光
，
早
就
看
好
了
這
個
潛
力
股
。

我國成功發
射神舟五號載人
飛船，實現了自
古以來中國人飛
天的夢想，最近
據中央電視台報
道，又將發射天

宮一號和神舟十號，顯示我航天事業的
飛速發展，全世界炎黃子孫無不為此歡
欣鼓舞。國人飛天夢可追溯至數千年前
。飛天工具，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們的
祖先就發明了最早的飛行器──風箏。
據文獻記載，我國春秋時期的高級良匠
魯班（公輸般）觀察鳥類在天空盤旋，
曾 「削竹為鵲」，成而放飛。與魯班差
不多同時代的先秦諸子之一墨翟（墨子
）亦用三年時間研製木鳶，使它在天空
飛翔。這便是最早的飛行器──風箏的
雛型。

漢代，造紙術發明後，風箏改用紙
糊製。據說，漢初大將韓信以竹為骨架
，用薄絹黏貼，圖以彩繪，以線牽引，
放飛高空，稱作 「紙鳶」，可說是紙風
箏的定型。風箏，最早時並非作為玩具
而製。對科學家而言，風箏從一開始便
是科學研究的工具。它在漫長的歷史進
程中，曾在軍事、體育、科研、醫療等
方面為人類文化作出過重要貢獻。例如
：上述春秋時魯班、墨翟製作木鳶，可
用於飛天窺察敵情，為當代一大創舉。
秦末楚漢相爭時，韓信命人乘上巨形風
箏飛臨楚營上空，在繁星滿天的夜晚唱
起思鄉的楚歌，藉以渙散人心，動搖楚
軍士氣，加速楚霸王項羽兵敗垓下，漢
王劉邦一統天下。又如：南北朝時，梁

武帝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侯景謀叛，南京
台城陷入重圍，簡文帝（武帝子）蕭綱之女獻計
作紙鳶，將告急文書藏於風箏放飛，周集各路兵
馬前來解圍，雖未能平定侯景之亂，亦足見風箏
有多方面的作用。唐五代時，古代風箏有所改進
和發展，有人在紙鳶頭裡裝上竹笛，隨風吹動作
響如樂聲。當時詩人高駢《風箏》一詩寫道：

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
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至宋，人們在風箏裡裝上炸藥，用四支 「起

火」作動力，風箏放飛到敵營上空，用香火點燃
導火線，引火藥爆炸，這叫做 「神火飛鴉」，成
為出奇制勝的新式武器。這是風箏的新發展。同
時，宋放風箏還向娛樂方面發展，放風箏成為城
鄉民眾一種娛樂活動，常在春秋時節舉行放風箏
表演。平民百姓，乃至帝王將相、王公貴族都很
喜歡，樂此不疲。明清兩代，放風箏活動達於鼎
盛。明代才子徐渭以風箏為題材寫詩作畫，有三
十多首歌詠風箏的名詩，反映民間放風箏的生動
場景。清代偉大作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是
善於製作風箏的高手。他在北京西山所著《南鷂
北鳶考工記》，集中國古代風箏紮、糊、繪、放
四藝之大成，對南北各地風箏繪以彩圖，配上歌
謠，極有文化韻味。曹著成為京津地區製作風箏
的範本。直至今日，京津各種傳統風箏都用曹家
的圖樣，承襲曹氏的遺風。

中國是風箏的發源地，全國各地城鄉都會紮
製多種多樣的風箏。風箏薈萃的三大產地是北京
、天津和濰坊。這三地的風箏各具特色，自成一
個流派，各有自家的高匠能手。濰坊是墨子的故
鄉，製作風箏歷史悠久。濰坊的風箏集紮、畫、
糊等工藝於一體，造型優美，起飛平穩，為我中
華古國民間藝術一奇葩，曾獲全國風箏比賽一等
獎。北京風箏主要是繼承曹氏的遺制，頗富京城
韻味。其軟翅風箏曾獲一九一五年巴拿馬萬國博
覽會銀獎。天津風箏多以動物圖案為主，吸取中
國畫版畫和楊柳青年畫的優點，形成自己的獨特
風格。

風箏發展至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品類繁多
，從外形看，大體上有三種，就是動物型（如雄
鷹等）、人物型（如孫悟空、天女散花等）、物
品型（如宮燈、花瓶等）。從結構上看，有平面
、浮雕、立體三種。風箏早在明代除用以多種娛
樂活動外，它還能負人載物，飛越山川，起着輿
、馬、舟楫所不能起的作用，顯示古人高超的智
慧。今日風箏在古來傳統技藝基礎上已把電子、
機械、遙控等技術運用於現代風箏的紮製和放飛
。現代發明家正在設想用風箏來發電、研究天文
氣象和拯救遇難者。隨着高科技日新月異的飛速
發展和神五、神十飛天夢的實現，風箏進一步改
進和提高，其用途將是無限的。

歲末年初，有景觀
意象與民俗事象的古城金
陵，成為遊人關注的年俗
奇景。特色鮮明、極富個
性的秦淮風光帶，更是成
為冬季裡的一大亮點，讓
南來北往的遊客和攝影發

燒友駐足流連，對景生情，心隨影動，體會並享
受人間樂事。

俗話說，年三十的煙火是伴團圓的年夜飯
迫不及待地綻放夜空的，正月裡的拜年往往會忙
壞男女老幼，而正月十五千家萬戶賞花燈、舞龍
獅、品湯圓，猜燈謎、唱大戲、遊龍船……則是

傳承千年的節俗，其中春節到夫子廟觀燈又成為
南京的傳統盛事。

始於六朝、盛於明清的金陵燈會，是從隋以
來正式形成並成為民間習俗，南京出現了專門製
作綵燈為生的民間藝人。一○三四年，古城金陵
用於祭祀孔子的至聖文宣王廟即今天的夫子廟建
成於秦淮河畔，成為覽勝佳地，也使燈會迅速發
展。

古時觀燈，男女老少紛紛夜遊，每年元宵佳
節，夫子廟一帶人湧如潮，鑼鼓喧天，熱鬧非凡
。如今，一年一度的金陵燈會，五顏六色、造型
生動的花燈璀璨奪目，美不勝收，秦淮兩岸燈如
海，人如潮，到處都是喜慶、祥和的歡樂景象。

大成殿買花燈，猜燈謎，品嘗城南小吃，遊船觀
秦淮風光，舉家出行者年年都會行走在觀燈的人
流中。更有年輕的帥哥靚妹， 「人約黃昏後」，
學古代未婚男女結伴賞燈，狂吃狂玩，一路笑
語，一路歡歌。

春節在古城南京度過，民俗不俗，感受秦
淮河畔年俗奇景，更可以把金陵文化的搖籃──
秦淮河風光帶遊遍。正月漫步，以夫子廟為中心
，訪大成殿、江南貢院，到李香君故居陳列館、
王導謝安紀念館、瞻園（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走走看看，或駐足白鷺洲公園，登上中華門城樓
，都可以觸摸到南京的歷史淵源，文化的獨特魅
力，以及令人心醉的萬般風情。

喜
歡
讀
書
，
喜
歡
手
指
撚
過
那
一
頁
頁
書
紙
的
感
覺
。
即
使
讀

得
累
了
，
也
喜
歡
用
手
摩
挲
着
那
些
書
頁
，
久
之
，
就
覺
得
有
了
溫

度
，
有
了
厚
度
，
有
了
重
量
。
只
因
紙
頁
上
有
了
那
些
文
字
，
所
以

，
一
張
很
薄
的
紙
，
就
有
了
很
重
的
承
載
。

據
說
，
古
人
在
讀
經
書
前
，
必
先
沐
浴
焚
香
，
或
齋
戒
停
房
事

，
然
後
，
正
襟
危
坐
，
神
貫
意
注
，
神
態
，
莊
重
而
又
嚴
肅
。
何
也

？
皆
因
古
人
明
白
，
一
張
紙
雖
然
很
薄
，
但
你
面
對
的
是
古
代
的
聖

賢
，
一
頁
紙
裡
面
，
有
聖
賢
的
面
孔
、
音
容
笑
貌
，
更
有
聖
賢
的
溫

情
、
睿
智
和
思
想
。
每
一
次
與
一
頁
紙
的
對
視
，
都
是
穿
越
時
空
，

與
古
聖
賢
的
一
次
精
神
的
交
流
。
輕
忽
了
一
頁
紙
的
厚
度
，
你
就
褻

瀆
了
聖
賢
，
你
就
在
文
化
的
傳
承
上
打
了
一
個
結
。

讀
史
，
更
是
如
此
。
一
頁
記
史
的
文
字
，
看
上
去
很
薄
，
似
乎

不
過
爾
爾
。
可
是
，
這
一
頁
紙
，
有
可
能
就
記
載
了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
一
場
重
大
的
歷
史
變
故
，
一
個
王
朝
的
傾
覆
或
建
立
。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
也
許
很
長
，
做
過
許
許
多
多
的
事
情
，
但
在

一
頁
紙
上
卻
變
得
很
短
，
甚
至
只
有
幾
十
個
字
。
可
是

，
我
們
正
可
以
通
過
後
來
的
幾
十
個
字
，
去
了
解
這
個

人
的
喜
怒
哀
樂
、
賢
愚
不
肖
、
功
過
是
非
。
一
頁
紙
，

就
刻
下
了
一
個
人
的
千
秋
功
過
。
好
人
，
變
得
高
大
起

來
，
成
為
英
雄
，
成
為
聖
賢
，
成
為
千
秋
楷
模
。
壞
人

，
被
釘
在
歷
史
的
恥
辱
柱
上
，
遭
受
鄙
夷
，
遭
受
唾
棄

，
成
為
千
古
罪
人
，
成
為
後
人
的
警
示
。
這
一
頁
紙
，

比
一
個
人
沉
重
；
這
一
頁
紙
，
比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更
厚

。
秦
將
白
起
，
坑
殺
長
平
軍
，
史
書
上
只
有
六
個
字
﹁

坑
趙
卒
四
十
萬
﹂
，
只
是
記
載
了

一
個
結
果
，
在
一
頁
紙
上
佔
不
到

一
行
，
你
根
本
感
受
不
到
它
其
中

的
重
量
。
可
是
，
如
果
你
展
開
想

像
，
做
一
下
﹁情
景
還
原
﹂
，
就

會
發
現
，
那
將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慘

烈
的
場
面
啊
！
人
喊
馬
嘶
，
哭
聲

震
天
，
刀
劍
長
吟
，
血
雨
腥
風
，

天
地
悲
泣
，
那
是
歷
史
上
最
悲
慘

的
一
頁
啊
。
你
就
會
明
白
，
這
一
頁
紙
，
有

不
能
承

受
之
重
。

有
多
少
個
王
朝
，
在
時
間
的
長
河
裡
傾
覆
或
創
立

，
而
這
一
切
，
都
是
通
過
一
頁
頁
書
紙
記
載
的
。
一
個

王
朝
的
沉
甸
甸
的
江
山
，
就
用
文
字
壓
縮
進
一
頁
頁
的

紙
上
，
那
裡
面
有
多
少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
有
多
少
的
風

雲
和
變
化
。
從
這
個
角
度
說
，
一
頁
紙
，
厚
重
到
用
幾

十
年
，
乃
至
幾
百
年
的
時
間
去
寫
。

即
使
，
一
頁
紙
，
記
錄
的
是
一
些
消
閒
的
文
字
，
你
也
可
以
從

中
得
到
一
些
什
麼
。
比
如
山
水
遊
記
，
通
過
一
頁
紙
，
你
可
以
做
一

次
﹁
遊
﹂
，
與
古
人
同
在
，
感
受
古
代
風
情
；
一
段
小
品
，
徜
徉

在
紙
面
上
，
你
可
以
感
受
古
人
的
那
種
優
雅
的
情
趣
。
如
此
，
那
一

頁
紙
，
就
變
得
溫
情
脈
脈
，
就
隱
隱
的
有
了
一
份
重
量
。

上
世
紀
，
一
位
偉
人
曾
說
過
：
﹁一
張
白
紙
，
沒
有
負
擔
，
好

寫
最
新
最
美
的
文
字
，
好
畫
最
新
最
美
的
畫
圖
。
﹂
這
句
話
告
訴
我

們
，
人
的
一
生
，
就
是
一
個
不
斷
書
寫
自
己
的
過
程
。
人
的
一
生
，

就
是
一
張
白
紙
，
該
怎
樣
去
書
寫
？
是
輕
描
淡
寫
，
還
是
濃
筆
重
彩

？
是
輕
浮
飄
逸
，
還
是
厚
重
沉
實
？
是
遺
臭
萬
年
，
還
是
名
垂
千
古

？
這
真
是
一
個
沉
甸
甸
的
問
題
，
又
是
一
個
誰
也
無
法
迴
避
的
問
題

。
至
此
，
人
生
的
這
一
張
紙
，
就
有

無
限
的
厚
度
，
厚
到
讓
每
一

個
人
不
得
不
傾
其
畢
生
去
書
寫
。

所
以
，
很
多
時
候
，
當
我
翻
動
一
頁
書
紙
的
時
候
，
我
總
會
感

受
到
一
種
厚
度
，
一
種
難
以
承
受
的
重
量
，
不
得
不
肅
然
而
對
之
。

情書的故事 陳魯民

最
早
的
飛
行
器
︱
︱
風
箏

楊
渭
生

韓國巫文化有感 王繼洪

秦
淮
氣
象

高
鶴
雲

紙厚 路來森

一九五四至一九
六四年，史學家陳寅
恪避開史學，旁騖文
學，用了 「十年辛苦
」工夫研究並撰寫《
柳如是別傳》。他賞

識且欽佩明末清初出身卑微而才華橫溢的奇
女子柳如是，讚美她勇於反抗封建專制統治
下的腐舊道德，竟敢以煙花才女身份同具有
反清復明民族主義意識的文人學者們為伍，
並和年邁學者錢謙益（牧齋）戀愛結婚。她
還經常在詩文中抒發民族興亡之情和男女相
扶互助之意。並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 「
燃脂瞑寫」著書作文，發表自己熱愛生活、
眷戀家國、復興民族傳統的真知灼見與不忍
家破國亡的切身觸受之感覺意念。

因而，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 「
模因」曹雪芹、脂硯齋等人在《紅樓夢》中
將 「真事隱去」的手法，倣效徐孝穆選編六
朝艷歌，集成《玉台新詠》，專事 「糜濫於
《風人》」的做法，以示自己與 「分封麟閣
，散在鴻都」的 「當今巧制」文章是何其涇
渭分明。

在《別傳》第四章，陳寅恪明白地解釋
道： 「前言牧齋之賦有美詩，多取材於《玉
台新詠》。其主因為孝穆之書，乃關於六朝
以前女性文學之要籍，此理甚明，不待多述
。」這裡講的 「女性文學」，是借玩 「古今
閨閣詩文」，以發散胸中塊壘。尤其是風塵
女子對清流名士所謂的 「情詩、戀詞、艷歌
、婉曲」等，其中不乏自訴孤獨、失意、哀
怨、淒涼、無可奈何之作。傳統文人們往往
在仕途失意之後，遁入風塵，避開政治權勢

而自比 「女性」陷入淫樂，並隱身於其間，消弭了一切
政治、社會等理想的現實追求。並非實指去研究什麼 「
女性文學作品」。況且，陳寅恪原本不是女作家，只不
過研究一下那些本來不屬於自己正經課題的 「六朝以前
女性文學之要籍」，聊以自娛，免得違心去做那種 「當
今巧制」之作。

陳寅恪提出的 「女性文學」作為一種既不能資政或
不願資政的隱喻，顯然具有閒玩、避時、遁世的心態。
這當然由他的身世生平背景及其一貫的獨立治學、自由
思想和性格操守所決定。其 「取此女性文學」，實乃 「
遊戲之筆」， 「破色取笑」以 「承平豢養，無所用心，
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衰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
涯之生耳。」陳寅恪《論再生緣》一文卷首語 「歲月猶
余幾時存，欲將心思寄閒言」，才是他寫《柳如是別傳
》的目的。他別有心事寄託，其友人章士釗作詩說他到
中山大學後，雖有 「百國寶書供拾掇」，但他卻 「一腔
心事付荒唐」。在 「以小說詞曲譴日」的荒唐中，搞 「
遊戲實驗」，做荒唐的命題，弄荒唐的 「女性文學之要
籍」。

在不少與友人詩詞酬答中，他說的是玩笑話、無聊
語，訴的是牢騷情，憤懣言。其實質是大知識分子自我
隱身的明哲處事心態。

他一點也沒有把 「女性文學」視為一個真正的學術
命題或文學命題。這正是他將 「女性文學」作為 「學術
隱喻」的一種心證。

陳
寅
恪
與
﹁女
性
文
學
﹂
王
怡
周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儘管 「巫婆」與 「媒婆」
等一起作為一種職業或習俗，
在中國已綿延過幾千年了，但
說起 「巫」來，現代的人不僅
會感到陌生，而且似乎也早已
無從談起了。但在我依稀的記

憶中，在五十多年前上海市民的生活中卻還存在過
。那時，鄰居家的一個小男孩突然病倒，神志不清
。另一位鄰居，住在我們石庫門亭子間的一位大媽
，她會巫術。靜夜之時，我被一陣陣急切的 「某某
（病孩的名字）活靈走進」、 「某某活靈走進」的
高聲喊叫和相伴劇烈動作的響聲而驚醒。模仿是孩
子的天性，第二天有見過這位大媽施術的孩子們就
好奇地重演起大媽昨夜的那一幕：雙手握掃帚，一
邊跳躍不停從四周掃地，一邊口中不停地高喊
。我想，孩子的模仿多半是局部的，也許還會有其
他的動作或樣式。後來那個男孩也無恙了，到底是
這位大媽的 「跳大神」有功，還是治病服藥的療效
，現在已無從考證了。但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或
我們大家的腦海中，絲毫不會懷疑此舉純粹是屬於
既落後又愚昧無知的 「封建迷信活動」了。

使我記起上述那一幕的是我在韓國忠州大學（
現為韓國交通大學）任教期間，偶爾看到韓國電視
節目中有類似巫術的報道。因我不諳韓國語，就自
然按照自己的習慣思維，想肯定是韓國有關部門通
過大眾媒體在揭露那些騙人的把戲，提醒人們不要
受巫術之騙，不要上巫婆之當了。但多看幾次後，
就覺得這類節目，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而是在介
紹和報道一部分人的生活和韓國現實社會文化之一
隅。

隨熒屏的閃爍，播送一幕幕：巫術的施行
者或接受者常常披頭散髮，頭顱顛搖，時而伴隨
手之狂舞，足之踩踏，高聲喊叫和發泄；時而聲淚
俱下、痛哭流涕。情景之亢奮、癲狂、悲滄和原始
之狂野，似不顧一切地宣泄精神和心理之深隱的場

景，真難以用通常之筆墨所能描述的。世界不同時
代和民族巫文化的表現各有差異，但 「以舞降神」
，憑藉神靈以除邪、驅魔和祛病等為主要出發點和
目的，該是八九不離十的吧。

讓我關注起韓國的巫術和巫文化，是在我即將
回國的二○一一年底，當我步入韓國國立民俗博物
館驚訝的一刻起，才知道韓國政府不僅允許有巫文
化的電視節目和報道，而且在這座代表一個國家
和民族文化的大型展館裡，不僅有反映韓國歷史上
的生產、生活、服飾、民居、教育、藝術、禮儀和
習俗等專題的陳列，而且還有一個單獨和規模不小
的韓國巫文化的陳列展。在這個展館眾多的陳列中
，生動形象地體現了韓國歷代巫文化的服飾、道具
、樂器和圖案等等。與其他陳列展不同的是，在這
個館裡是禁止參觀者拍照的。一旦有違例者，立即
被要求刪除。我想，也許是他們想讓巫文化保持其
原本應有的某種神秘的面貌吧。韓國國立民俗博物
館每年要接待三百多萬人次的參觀者，與巫文化陳
列相匹配的是，據說每周六下午三時在該館的大廳
，還要將巫術表演與古典舞蹈和國樂傳統節目等一
起演出。可惜，我沒趕上這樣的機會。今年年初，
韓國交通大學中國語系的俞泰揆教授作客滬上，我
也向他請教了這個話題。韓國巫文化和巫信仰不僅
體現在公眾的媒體和官方的文化展覽場所，還開展
相關學術理論方面的研究和探討。巫文化和巫信
仰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還在某種程度上連接韓國
的儒、道、佛、藝術和禮儀文化，以及作為匯聚鄉
民的某種場合和空間。

儘管可以任憑我們怎樣來讚美中國古代的神話
和傳說，但卻是很少觸及或時而迴避與神話有某
種同源關係的巫文化。雖然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功
底還不足以談論玄奧的巫文化，但客觀而論，巫文
化和習俗在中國眾多民族的歷史，乃至我們先祖或
前輩的日常生活中，都同樣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我
們可以不說古代的 「巫」扮演過溝通神靈與人之間

的某種 「中介」角色，因為對於這一點，很難用明
瞭的事實加以證明。但 「巫」卻比 「士」更早進入
「知識群體」，恐怕是不爭的事實。台灣 「教育部

」的《異體字字典》收錄 「醫」之異體字，其中該
字的下半部分結構為 「巫」的有七個之多，就是一
例明證。在常見的古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漢書．
蘇建傳》： 「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便就
是的。遼代的《龍龕手鏡》（高麗本）對 「毉」字
的解釋： 「古巫，咸初為毉。」可見釋行均對古代
巫醫不分家，以及 「巫」早於 「醫」，已作了簡明
而權威的評說。國學大師陳寅恪說過： 「凡解釋一
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們從 「醫」字眾多的異
體字的使用和遺存，可以略見巫文化在中華文明史
留下的一些痕跡。

中國的典籍浩如煙海，但很少有哪一部書的書
名，能像《山海經》那般，能作為漢語流傳久遠的
一個口頭禪── 「山海經」。正是這部有關中國古
代的地理、博物、神話、巫術和宗教的奇書，受到
了魯迅的重視，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山海
經》 「蓋古之巫書」，而魯迅在其後《朝花夕拾》
集的《阿長與山海經》中，直言《山海經》為 「那
是我最為心愛的寶書。」可見魯迅以文學和學術研
究的角度，對巫、巫文化和神話也有過不同凡響的
闡述與思考。

當我徘徊和遊目於韓國民俗博物館那光線暗淡
、散發濃郁神秘氣氛的巫術文化的展館中，一面在
沉思：巫文化果真絲毫不能化腐朽為神奇，其與現
代科學文明真是那麼絕對的水火不相容嗎？存在過
幾千年的巫文化是否還蘊含那怕是點滴合理的成分
和難以取代的特長，來對現代科學起到一些微薄的
拾遺補缺功效呢？一面又對如此翔實巫文化的實
物資料的積累、實景表演和現實傳承，一種莫名的
憂慮便油然從心頭湧起：假如哪一天韓國又將其的
「巫文化」去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成功的話

，作為遠早於其，又有傳世典籍足以證明的我們，
是否又將要經歷一次難堪而深深的遺憾呢？

也許這樣的擔憂是多餘而可笑的，但韓國以國
家的層面、角度和渠道多方位地重視、保持和利用
傳統文化，允許社會文化和民眾習俗多元化的傳承
，是否也能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思呢？

秦
淮
氣
象

（
攝
影
）
高
鶴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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