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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古 代 屈 肢 葬 俗研 究

容 观 复

屈肢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
。

解放三十多年来
,

在调查发掘报告中
,

描述某一遗址这种

葬式特点的比较多
,

追论它的渊源比较少
;
如果联系到某一特定地区和族别的话

,

则又忽

视其普遍的历史意义
。

特别是对为什么要实行这种葬俗的问题还没有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

作出研究
。

本文旨在论述我国古代屈肢葬俗的分布和特点
,

追溯它之所以存在的渊源
,

希望从一

个侧面的研究
,

有助于明了当时 的社会历史面貌
。

屈肢葬
,

主要分蹲式和卧式两种
。

蹲式像活体蹲坐姿势
,

双手拳缩
,

股
、

胫骨紧贴
,

臀部不着地
。

卧式又有仰卧
、

侧卧
、

俯卧之分
。

其下肢屈 曲程度视般胫骨间内 角 大 小 而

定 , 双手的位置
,

有的交叉于胸腹前
,

有的则平放于两侧
。

国内发掘报告
,

有些就股胫骨

的内角大小分为六
、

七种不等
。

在 国外
,

一般分为蹲 (坐 ) 式 ( iS tt in g b盯 i al s) 和卧

(屈 ) 式 ( F l e x e d b u r i a l s
) 两种

,

后者又分全卧式 ( F u l ly f l e x e d b u r i a l。 ) 和

部份卧式 ( P a r t 主a l l y f l e x e d b u r i a l s ) 两类
。

就 1 9 8 2年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
,

这种葬俗在我国历史上
,

总的情况是
,

普遍出现于

新石器时代
,

夏
、

商
、

周三代有所发现
,

春秋战国时期又相当盛行
,

晚至唐代的墓葬仍偶

有出土
。

据粗略统计
,

全国各地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的单人屈肢葬超过 6 00 例以
_

L
,

分

别埋在窖穴
、

灰坑
、

土坑或贝丘之内
。

除山西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广东
、

西藏和贵州七

个省 (区 ) 未见报导外
,

其余各省 (区 ) 都有所发现
。

蹲式屈肢葬
,

有的人称之为屈肢蹲

葬
,

或蹲踞葬
,

已在黑龙江依兰县侨肯哈达洞穴
,

甘肃永靖县姬家川
,

四川巫山大溪
,

云

南元谋大墩子
,

广西桂林颤皮岩
、

扶绥敢造
、

横县西津
、

岂宁长塘等遗址发现 10 0多具
。

其余

卧式屈肢葬包括仰卧侧卧和俯卧都有
。

如果从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看
,

约在四千至五千

年间
,

这种葬 俗又比较集中在如下几个考古学文化之中
:

一是黄河上游临挑徨水地区的马

家窑文化
;
二是长江中游上段川东

、

鄂西的大溪文化 ; 三是广西左
、

右江 昌江 流 域 的 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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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岩— 西津文化 ; 四是西辽河流域的小沿河文化
。

其他文化地区则少见或罕见
。

屈肢葬发创于原始社会
,

已为中外古今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所证实
。

在时间上
,

可以

上溯到大约十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
、

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梯利亚 ( m ou
s t e r 主an ) 文 化时

期
。

在法国
、

巴勒斯坦和克里米亚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已经出 现 屈 肢 葬

了
。

①其后
,

历经旧石器时代晚期
,

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的屈肢葬骨架遍及全世界各地
。

过

去
,

曾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完全实行伸直葬的北欧瑞典
,

也有这种葬俗
。

②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
,

美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不少这种葬俗的骨架
。

据报告
, 1 9 3 4年 1 1月琴1 9 3 8年 2

月间
,

修建美国亚拉巴马
、

密西西比
、

田纳西三州相邻地区的 匹克威克水坝期间
,

发现 3 23

个遗址
。

在清理 1 8 个有骨架的遗址中
,

包括蹲式和卧式的屈肢骨架达 33 0 具
,

占出土骨

架总数的 3 9
.

3%
,

其中象我国黑龙江依兰县楼肯哈达洞穴和广西贝丘遗址的屈肢蹲葬者有

9 5 例
。

③
世界民族志也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

近代南北美洲
,

中南部非洲
,

亚洲的印度
、

印度支

那
、

印度尼西亚
、

美拉尼西亚一些部落仍然保留这种葬俗
。

④例如
,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纳

兰加人 ( N a r r a n g一 g a )
、

勒沃蒂戈巴勒克人 ( L v o t i g o b o l a k )
、

麦克乍拉温特人 ( m u k j a r
一

a w ia 时 )
、

思加拉戈 ( N g ur i g o ) 等
,

加拿大哈得孙湾的爱斯基摩人
,

北美阿利 桑 那妞

的皮马斯人 ( P im a s ) 以 及南全炭巴西的陶平南 巴斯人 ( T u p in a m b a s ) 等都 盛 行这 种葬

俗
。

⑤而非洲刚果的巴娃拿人全部举行蹲式屈肢葬
。

⑥

在我国境内一些民族中
,

这种葬俗
,

不但见于文献记载
,

而且解放后直至现在
,

仍然

存在着
。

《北史
·

高车传 》 载
: “ 其死亡葬送

,

掘地作坎
,

坐尸于中
,

张臂引弓
,

佩刀挟稍
,

无异于生
,

而露坎不掩
。 ” 李访等引 《酉阳杂姐》

: “

撩在徉柯
,

其妇人七月生子
,

死则竖

棺埋之
。

木耳夷
,

旧牢西
,

以鹿角为 器
,

其死则屈而烧
,

而埋其骨
。 ” ①元代

,

白族 “ 人

死
,

俗
,

尸束缚令坐
,

棺如方柜
,

击铜鼓送葬
。 ” ⑧清代

,

今 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新龙县

( 旧称赡化县 )
, “ 纯系夷民

,

… … 若死
,

则喇嘛打卦
,

视其应当水葬
、

火葬
、

地葬
、

天

葬时
,

始照此为之
。

… … 地葬
,

将其尸捆缚如坐椅形
,

所掘之穴
,

亦如其 大 小
,

置 坐 其

中
,

上盖以土
,

砌一石堆而已
。 ” ⑨又巴塘县 (旧称巴安县 ) “

夷俗
,

凡人死后
,

均用绳

缚
,

令口膝相连
,

两手交插腿中
,

更裹以平 日所着 旧衣
,

盛入草袋
,

悬诸梁 间
,

请喇嘛为

之诵经
, … … 数 日始送葬焉

。

其葬法须喇嘛考 卜定夺
,

有天葬
、

火葬
、

水葬三种
。 ” L西

藏
, “ 凡人死后

,

均用绳缚之
,

使其嘴膝相连
,

将两手插入腿中
,

而用其平 日所着旧衣裹

好
,

盛入皮袋而悬于梁上
,

招喇嘛读经… … 其葬式有天葬
、

地葬
、

水葬之别
。

… … 葬式必

先问喇嘛
,

喇嘛视其资产有无而定之
。 , · ·

… 地葬及天葬均为富者之葬式
,

贫者皆从水葬
。 ”

@

甘肃
“
番俗

, … … 父母段
,

男女聚哭尽哀
,

请喇嘛七人左右诵经
,

移尸帐房内
,

左以白褐

单
,

盖之或三五 日
,

于番经选 日时
,

以皮绳束尸
,

缚牛背上殡去
, … … 驮至山后直坑

, … …

置尸于内
,

以火焚之
,

化为灰烬
,

覆以土
,

不起坟
。 ” L青海番 人

, “ 将死之时
,

以毛绳

系首及跨促之
,

残忍极矣
。 ” L台湾北路诸罗番

, “ 凡遇父母兄弟夫妇之丧
,

头裹 帛衣
,

号哭十 日
,

不言
,

不笑
,

不履 门外
。

葬用石板四片
,

筑四 方穴
,

屈 曲尸膝
,

坐埋于上
,

上

盖以石板
,

覆以土
。 ”

南路凤山傀儡番
, “ 父母兄弟故

, … … 埋葬于屋内 挖 穴
,

四 围立

后
,

先后死者
,

次第坐葬穴中
。

无棺木
,

只 以番布包裹
,

其一部分物件
,

置死者侧
,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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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盖
。 ” L山区各族 “ 墓穴为竖穴

,

故尸体蹲踞其中
。 ” 即 “

病人死后
,

须为其梳发
,

穿

上盛服
,

戴上耳饰
、

首饰
、

臂饰
、

胸围等
, … … 然后使其蹲踞在所铺四

、

五尺平方的蕃布

上
,

脚弯曲屈在腹部
,

手也弯屈在胸部
,

以蕃布卷起尸体
,

而后将蕃布的四角提上结在死

者的头上
。

… … 病床下或是病人头下之地
,

即为埋葬尸体之地
。

但须挖掘一至二尺的穴
,

以男人之手拿住包尸体之布的上方
,

放入穴内
。 ” L “ 他 们于 葬 死人时

,
将尸 身埋入数

尺深的穴中
,

死者屈膝至胸前
,

死者所埋之武器
,

亦一起埋葬
。

尸身上盖以细枝和树叶
,

而后大家一哄而散
。

从此以后
,

不敢再回头去看
,

再无人回去扫墓了
。 ” L以上的记述

,

或足以说明生息于我国境内周边地区的古代族体在解放前盛行蹲式或卧式屈肢 葬 俗 的 事

实
。

解放后
,

我国云南的永宁纳西族
、

独龙族
、

怒族
、

普米族
,

广东连南的瑶族
,

四川西

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
、

普米族
、

纳西族
,

还有台湾的高山族等实行或者残 留 这 种 葬

俗
。

云南永宁纳西族的屈肢葬已有专文介绍
。

O 在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
,

屈肢葬法多种多

样
。

九龙县的藏族是将尸体捆缚成蹲式
,

有的装入方形的木盒内
,

有的放在 圆 形 的 缸 子

里
。

平武县 白马公社的藏族
,

又因天气季节不同
,

交替使用穴葬和火葬
。

即在人死之后
,

穿上新的单衣
,

捆缚成蹲式
,

夏天尸体容易腐烂
,

即放入土坑
,

上盖木板
,

用 土 掩 埋 了

事
;
如遇冬天

,

地处高原地带
,

尸 体久不腐烂
,

便将尸体火化
。

德洛县的藏族
,

即使实行

二次葬
,

也是先将尸体捆成蹲式的
。

木里县三 区自称播 ( P 3 ) 的 部 落
,

当病人行将咽气

时
,

家属就用水调和牛奶给死者洗澡
。

随后换上一套新的单衣
,

先把尸体的双手交叉放在

胸前
,

再拿皮带从脖项套下
,

穿过腿窝
,

把尸体捆成蹲式
。

采用火葬或水葬
,

由死者在生

前作出决定
。

L台湾高山族普遍盛行屈肢葬俗
。

调查材料表明
:

在内部十个支族 中
,

有的

盛行蹲式葬
,

有的蹲式或卧式并存
,

个别番社卧式与伸直葬并存
,

但仍以卧式屈肢为主
。

一般的作法是
:

当人断气时
,

反穿死者生前的衣服
,

用藤枝
、

绳索或布带缚札成坐 (园 )

形
,

随即用麻布包好
,

其姿势活象刚出生的婴儿
,

竖立埋于屋内床下或灶边的园坑内
,

或

用方形木箱装好
,

抬至屋外
,

在墓地亦挖一个圆坑埋葬
,

并以生前日用品随葬
。

L据台湾

民族学工作者研究
,

这十个支族都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
,

其葬俗特点
,

简括如下表
:

L

伸直葬屈肢葬式

一

支 族 名
蹲式 卧式

社 会 制 度

泰雅 T a y al

排湾 P a i w a n

邹 T h a o

布农 B u n u n

阿美 A m i

鲁凯 R u k a i

曹 T S o n

雅美 Y a m i

赛夏 5 a i s i a t

卑南 P u y u m a

了

侧 (少量 )

训 ( 少量 )

侧

侧

父系

双系

父系

父系

母系

双系

父系

父系

父系

双系

侧了训侧

侧 (少量 )

训侧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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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文献记载
、

考古发现和民族调查三方面的材料
,

可以使我们相信
,

屈肢葬俗导

砂 源于原始社会
,

盛行于原始社会
,

而残留于后代
。

二

以往
,

考古工作者曾把屈胶葬俗作为战国墓葬的特点之一
,

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秦国的

固有葬俗
,

这是就战国时期在七国境内都发现这种葬俗而立论的
。

如何看待这 种 特 点 表

现 ?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

“
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内
。

此外
,

如果谈到莫一国家
,

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

各国的具体特点
。 ”

@ 一般地说
,

时代不同
,

屈肢葬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

进入阶级社会以

后
,

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原始宗教作为奴役劳动人 民的精神工具
,

反映在葬俗上

因人牲
、

人殉而屈肢
,

与原始时代的灵魂信仰
,

显然是有别的
。

但是
,

如果不深入考察国

境内某一古代族体在某一地区活动的社会性质
,

而仅仅从中原地 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展

水平来看待它
,

那是片面的
,

也是不符合当时当地族体的历史实际的
。

研究战国时期在七

国境内出现的屈肢葬俗
,

也应该遵循列宁提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
。

在战国时期
,

如果根据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予以考察
,

我们就不难发现
:

当东方各

国
,

以三晋地区为例
,

迄战国晚期仍存在屈肢葬俗的时候
,

而地处陕西的秦国却在中期以

后就基本革除了这种落后的葬俗 了
。

应该说
,

这种现象的出现
,

正是这个 时期各国的不同

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反映
。

从战国初期到 中期
,

魏
、

纬
、

赵三国先后任用李埋
、

申不害
、

公仲连等主持变法
,

对

打击当时衰亡着的奴隶主阶级政权起了一定作用
,

可是由于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力量还

很强大
,

统治者又重用儒家
,

李哩等的政治经济措施不能贯彻始终
,

在变革的内容上也没

有提出过解决 旧思想 旧习俗的措施
,

因此
,

迄战国晚期
,

在三晋地区的墓葬中
,

屈肢葬俗

仍然残留下来
。

魏国变法最早
,

除了魏都城郊发现屈肢葬外
,

L在河南辉县
,

不论在玻璃

阁
,

褚邱村和赵固镇等地属战国晚期的墓葬
,

屈肢葬式占了多数
。

L在河南洛阳烧沟附近

战国晚期 5 9 座韩墓中
,

屈肢葬式达 4 0 座
。

L在河南中州路 (西工段 ) 发掘 2 60 座 韩 墓

中
,

有 21 9座属屈肢葬
,

其中拓 5座有随葬品
,

而明确属于战国晚期的有 2 8 座
。

L在赵国

故都河北邯郸
,

同样发现这种 诈俗
。

L

秦国的情况则不同
。

陕西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所在地
。

就已发表的考古 资料看
,

属

于东周的秦墓 中
,

在宝鸡临福堡
、

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
、

宝鸡市
、

凤翔八旗屯
、

大荔县
、

凤县
、 .

耀县
、

长安县和西安半坡等地都发现屈肢葬
,

L其时代绝大多数属于春秋迄战国中

期
,

明确定为战国晚期的是 1 9 3 4年至 1 9 5 7年间在西安半坡发掘的 1 22 座墓葬中 的 4 0 座
。

L

对于这 40 座墓葬
,

发掘者定为战国晚期的论断似乎说服力不足
。

因为
:

第一
,

作为主要论

据的是曾见于战国晚期一些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有 l
、

W两式陶壶
,

F 式陶罐
。

事实 上
,

在

这批墓葬中出土以上三式陶壶
、

陶罐的仅有七例
,

L其余 3 3 座
,

有的不见陶壶或陶罐并

存
,

有的根本没有出土陶器
。

第二
,

关于作为有力旁证之一的墓葬形制—
绝大部分带有

宽大竖穴的洞室墓
,

在 同一遗址中同样发现
,

即使是属于战国晚期以前的墓葬
,

洞室墓的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比例仍占绝大多数
。

L第三
,

秦墓之中
,

风行一时的屈肢葬式更不限于战国晚期才出现
。

这批墓葬中屈肢葬式突出的特点是人骨架下肢踏屈得很利 害
,

有的作蹲坐的姿势
。

这一特

点
,

应该上溯原始社会时代
,

在我 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已经有了
;
河南的洛阳干沟

商代遗址以及陕西长安县淬西乡客省庄春秋末到战国初的秦墓 也有出土
。

世界民族志的材

料
,

更不乏先例
。

下面我们将会谈到
,

这种特点的葬俗
,

同样是基于原始人的灵魂再生观

念
,

用绳索捆扎尸体
,

目的是使死者不能离开坟地
,

以免打扰在世的亲人
。

我们认为
,

西

安半坡秦墓发现这种特殊屈肢葬式
,

只能说明在当地保留这种原始葬俗更为浓厚而已
,

似

不能据此把它推断为战国晚期特点的有力旁证
。

为什么这种古老的葬俗在 已发现的战国晚期的秦墓中基本匿迹 呢 ? 这应该从当时的社

会变革中去寻找答案
。

战国中期
,

秦孝公任商鞍于公元前 35 9年至 35 0年十年间实行革新
。

商鞍反对儒家的
“
复古

” “ 循礼
” , “

祖述尧舜
,

宪 章文武
” ,

主张
“

务当时而立法
” ( 《商

君书
.

更法》 )
,

强调 “ 法必明
,

令必行
”

( 《商君书
·

修权 》 )
,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

筑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

他不但提出
“

蟠诗书
” ( 《韩非子

。

和氏》 )
、

“ 灭六 虱” ( 《商君书
·

靳令 》 )
, “

贱游学之人
”

( 《商君书
·

壹言》 )
,

而且变
“ 戎

翟之教
” , “

令民父母同居内息者为禁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等等
。

在 具 体 作 法

上
,

要求做到家喻户晓
。

商鞍指出
: “

为法必使明白易知
”

一

,

使
“

万民皆知所避就
”

( 《商

君书
·

定法 》 )
,

当时秦国
“
妇女婴儿 皆言商君之法

” ( 《战国策
·

秦策 》 )
。

可见
,

商

欺的
“
立法化俗

” ( 《商君书
·

壹言》 ) 的做法已深入人心
。

作为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
,

是 当时政治经济的反映
。

在商秧的倡导下
,

对当时
“
与戎翟同俗

” , “
不识 礼 义 德 行

”

罕 《战国策
·

魏策》 ) 的秦国说来
,

立法化俗
,

无疑 包括了革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葬俗—屈肢葬俗在内
。

这应是
,

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墓 中迄未发现屈肢葬俗的原因
。

近年来
,

有人试图从产生这种葬俗的社会历史环境去寻找它的渊源
,

解释其意义
,

结

论是
: “

战
一

国秦的屈肢葬仪
,

是从奴隶葬仪发展而来的
” 。 “ 它的渊源

,

实自春秋秦的殉

奴葬仪
” 。

奴隶本身有 自己的
“ 独立的墓葬 (屈肢葬 ) ” 和随葬品

, “ 是其从奴隶地位解

脱出来
” , “

有了独立政治地位的证据
” 。

@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

“
秦之祖先

,

起于戎狄
。 ” ( 王国维 《观堂杂林》 ) 秦在戎狄之间

,

行戎狄之教
,

孔

子西行不到秦
,

在商鞍变革之前
,

少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

如果考虑到这些社会历史 因素
,

把凡是进行独立 的屈肢葬仪者
,

统统视之为
“
被解放的奴隶

” ,

那就值得怀疑了
。

世界民族学的材料告诉我们
:

对于死者的尸体如何处理
,

在一些停留在原始社会意识

形态较多的 民族中间
,

是代表死后灵魂生活的一种 信仰
。

有人主张
: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发

现各种不同的葬俗
,

很可能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
。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土州就

发现十二种不同的葬法
,

这些人是一批又一批地从外面移来的
。

美拉尼西亚群岛的不同葬

俗
,

也是 由于不同的移民带来的
。

L相反
,

又有人认为
:

在同一民族中有两种葬法同时存

在
。

例如古代印度梨俱吠陀 ( R ig 一 V e d i 。 ) 时期
,

火葬和土葬同时存在
。

两种葬法 同 时

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中存在
,

可能由于多种的原因
,

或根据不同的动机而进行的
,

它们并

不一定代表延续的移民的不同文化
。

L不管怎样
,

每一个民族的葬俗都具有更 大 的 保 守

性
,

除非经历很大的社会变革
,

否则
,

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

《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

源及其意义 》 一文把采取屈肢葬仪的墓主人
,

统统视之为
“
获得解放的

” 或 “ 被解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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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
,

究其原委
,

可能是从战国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
、

社会背景—
“
奴 隶 制 的 崩

溃
、

封建制进一步确定
,

奴隶们逐步获得解放
” 的指导思想出发的

,

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

话
,

那么
,

历史学
、

考古学和民族学三方面提供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就无法分析下去
。

这里
,

可以列举的例子很多
。

象我们这么幅员广大的国家
,

有五十多个民族
,

各地区的社

会发展不平衡
,

社会经济结构也很复杂
,

紧靠解放时
,

有的与汉族相同或大体相同 (封建

地主经济 )
,

有的是封建农奴制或奴隶制
,

有的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

这是人所共

知的
。

上面讲到实行屈肢葬俗的云南的独龙族
、

怒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
,

在颇大程度上

还处在原始公社制及其残余的阶段
,

我们能否不加区别地把它们的社会性质都提到封建社

会甚至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考虑 ? 地处西北边唾的新疆
,

有的古墓发现屈肢葬的比例

较多
,

其年代定为西汉迄唐代之间
,

@我们能否撒开在这段历史时期活动于北疆地区的主

要古代民族而仅根据中原地区的社会性质来分析 ? 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
:

春秋战

国时期
,

即中原地 区由奴隶社会走 向封建社会时期
,

在新疆地区却经历着另一种性质的社

会变革—
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

。

L至于文献记载
,

甘肃
、

青海和西藏地区
,

截至

清代还盛行屈肢葬俗
,

我们怎样离开 当地的历史条件去推断其含义呢 ?

过去有人在论证战国时代黄河下游的屈肢葬时
,

提出它是否与分布在这一带的狄族有

关
,

L这是有道理的
。

《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 》 一文的作者随后在另外一

篇谈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的文章里开始注意当时的真正的社会历史环境
,

提出
:

在战国时

甘青地区采用这一葬仪的种族大批东流
,

进入秦国范围
,

从而成为秦的劳动力和兵力的重

要来源
,

因而这种葬仪也在关中使用等等间题
,

仍需进一步研究
。

L这样的研究方法
,

就

能接近当时当地的历史实际
,

有利于寻求出屈肢葬仪的渊源及其意义所在
。

现在
,

让我 们讨论一下
:
遥远的古代为什么实行这种葬俗? 它的意义和渊源在哪里 ?

两年前
,

笔者看到一篇有关屈肢葬俗的渊源及其意义的论文
,

原作者把过去学者对屈

肢葬向来的四种看法斥之为
“ 纯属臆断 ” ,

并认为第四种看法
“
完全是把现代解剖学对胎

儿的姿式之现象
,

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的屈肢葬式硬扯在一起
,

而上古时代人类医学达不

到这个高度
” 。

L当时
,

我们就认为
:

如果原作者重视国内文化人类学资料
,

结合国内外

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

稍为思索
,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近乎轻率的武断
。

直到现在
,

国内也不止一个民族实行这种古老的葬俗
。

L

)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屈肢葬 ? 日本学者中山司英举出下列四个理 由
:

一是墓穴大小
。

节

约劳动力
,

在墓地是岩石的情况下
,

无法再扩大
,

把屈肢的尸体放进去就成了
,

但不能成

为一般的解释
。

二是胎儿变位说
。

考虑到回到大地 (母亲 ) 的这种思想
,

再现母胎内的姿

势
。

原始人对胎儿姿势没有正确的解剖学知识的情况下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三 是 睡 卧 式

说
。

让死者安眠
,

采取就寝的姿势
,

这是能够理解的说法
。

四是实行封禁
,

用屈肢的办法

防止死灵再回来
。

L在国内
,

较 系统地列举对这一葬俗提出意见的是高去寻 《黄河下游的

屈肢葬问题》 一文
。

他说
: “

关于屈肢葬的意义向来的看法约可分成四种
:

( 1) 有人认为是希

图在墓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工
,

使尸体屈 肢 则所占的墓扩便可缩小
; ( 2) 有人以为屈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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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
;( 3 )有人判定这种姿态是用绳绑起来阻止死者 灵 魂走出

,

向

生人作祟 ; ( 4) 有人认为这种姿式象胎儿在胎包内的样子
,

象 征着人死后又回到他 们所生

的地胎里边去
。 ” ⑨他们所列的四种理 由

,

实际上是相同的
,

只是排列先后不同而 已
。

以 上四种理 由
,

除了节约人工劳力
,

缩小墓穴以及作休息或睡眠的姿态之外
,

其余两

种都与原始人死后灵魂不灭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
。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

原始人类

对自然界许许多多的现象无法解释
,

对人的生与死以为有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 精 灵 来 支

配
,

这就是产生灵魂观念的基础
。

恩格斯说过
: “ 在远古时代

,

人们还完全不知道 白己身

体的结构
,

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
,

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
:

他们的思维和感觉
,

不是他们

身体的活动
,

而是一种独特的
、

寓于这种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 灵 魂 的 活

动
。

从这个时候起
,

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个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

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

肉体而继续活着
,

那么
,

就没有任何理 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
,

这样就产生灵魂不灭的

观念
。 ” L拉法格也说

: “ 灵魂观念
,

可以 上溯到极为遥远的古代
。 ” “ 在野蛮人和半开

化人的想象中
,

一切都具有灵魂
。 ”

所以
“ 灵魂的思想

,

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

活跃的
。 ”

@

印度吠陀文学记载
:

一个人有三次出生
。

第一次是父母生他
。

在虔诚地完成一次祭祀

时
,

是他第二次出生
。

后来
,

当他死时
,

人们把他火葬
,

这又是他第三次出生
。

这种原始

观念
,

在埃及
、

秘鲁以及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 ( H ot t e n t o t S ) 之间 也 存 在
。

他们对待人

们三次出生是先把死者捆缚成蹲式或卧式象胎儿在母腹一样
,

然后土葬或火化
。

这样做
,

并不表示死者 本身的复活
,

而是表示死者灵魂的再生
。

⑧这样解释原始人对死亡的理解及

对尸体的处理
,

却容易被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斥之为
“ 纯属臆断

” 。

事实上
,

尽管原始人对

胎儿在母腹内的姿势没有现代的解剖学知识
,

但是
,

胎儿出生的姿势
,

他们并不陌生
。

对

于 “ 思想领域
,

即宗教
、

哲学等等
, … … 它们有的被厉史 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

,

即

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
。 ” L我们 “

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
,

另拜便

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
。 ” L古代的东西

,

怎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和科学知识去衡量 呢
。

马克思在 《摩尔根 <古代社会 ) 一书摘要》 中曾经提示过
: “ 发展的道路

,

应该在社会

制度相同的那些地方去研究
。 ” 并且举例说

: “ 坡里内西亚和澳洲是研究处于蒙昧状态的

社会的最好地方 ;南北美洲是研究处于野蛮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社会状态的最好地方
。 ”

而
“
野蛮期的高级阶段

-

一在希腊人岁马人中
,

后来在日耳曼诸部落 中 可 以 发 现
。 ” ⑥

同样
,

要了解屈肢葬俗的含义
,

也只能上溯到遥远的古代— 原始社会的灵魂 不 灭 的 观

念
,

因为它是 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投影
。

这种导 源于原始社会
、

处于同一生产条件
、

相同的

社会制度的葬俗
,

普遍地存在于原始社会的结构之中
。

在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下
, “

原始人对死者远比对活人害伯得多
。

… …他们拒一 切的

坏事
,

一切不幸事故
、

伤损
、

疾病
、

衰老和死亡
,

都归咎于灵魂
。

… …假如 不 能 逃 开死

者
,

那就把他埋葬
,

预先把他的四肢缚起来
,

在他身上堆起一个土丘
,

使他的灵魂不能逃

脱出来
。

为了安全起见
,

在上面还堆上石块
。 ” L在这方面

,

我国民族志材料完全可以印

证前人的科学论述和考古学上的发现
。

先说台湾高山族
。

他姐对于客观世界有一种虚幻的反映
,

总认为在人们的躯体内
,

主

要在头部
、

心脏和肩膀
,

存在着灵魂
。

人死之后
,

灵魂便到灵界去生活
,

甚至可以投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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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从尸体的处理到一切丧事活动
,

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

例如雅美族人
,

认为人死

后生灵即变成死灵
,

他们很害伯死灵作祟
,

所以在奔丧期间
,

死者的家人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用手拿着刀子
,

敲响东西
。

闻讯而来的亲友
,

男的都戴上藤帽
,

身穿背甲
,

左 手 按 短

剑
,

右手执木枪
,

作上阵作战摸样
,

以便防御死灵的攻击
。

一般停尸一夜
,

次 日天亮即屈

扎尸体
,

使双手掩住面部
,

膝盖碰着下领
,

用麻布包裸
,

并以麻绳捆成球形 (蹲式 )
。

背尸

时
,

把绳子挂在头 上
,

走向墓地
。

送殡者在墓地的丛林前举行驱逐恶灵的仪式
,

然后把解

开绳索的尸体放入穴内
,

放好两端侧板
,

盖上顶板
,

并压上一块或多块大石
,

以示尸体不

能动弹
。

填好砂土向死者告别步出墓地之后
,

又举行一次驱逐恶灵仪式
。

L

与台湾高山族雅美族人害伯死者一样
,

上面引述到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纳兰加人
、

勒

沃蒂戈巴勒克人
,

用粗绳捆札死者
,

双膝屈至胸前
,

亦在使他不能离开墓地
,

到人间打扰

自己的亲人
。

L据报导
,

甘肃兰州市北道沟牙 2 4 座单人侧卧屈肢葬墓
,

发现在多数骨架

上覆盖着约 1 0 厘米厚的树枝
,

有人认为是葬具
,

@ 实际上
,

这类树枝不是葬具
,

而是出

于 害怕 死者
,

相信灵魂观念的具体表现
。

这 与印度的
“
贱 民

” 在坟内 装 好 荆 棘
,

卡 米

卡 斯 里人 ( K a r m i c a s l e
) 送葬时沿途放置荆棘

,

目的是一致的
。

回

对睡卧式的说法
,

国内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流行
。

独龙族认为人死是一种不醒 的 长

眠
。

所以安葬的方式
,

仿照其
二

主前面朝火塘侧身屈肢睡眠的姿态
。

⑧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九龙县的藏族和普米族
,

也是恨据 日常生活的坐卧习惯来处理尸体的
。

据一位普米族老人

解释
,

这种卧式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

他们住在用大木叠架为四壁的木楞子 房 屋 里
,

解 放

前
,

没有床铺家具
,

也没有御寒的盖被
,

一家人席地环卧在火塘边
,

渡过寒冷的夜晚
。

@

可见
,

一些民族按照生前的习质安排葬俗
,

好让死者舒适地长眠
。

因墓穴大小而不得不屈肢为看法
,

似乎是把因果倒置 了
,

也可能是附 会 之 言
。

应 该

说
,

先有灵魂不灭的观念
,

然后有屈肢的葬俗
,

而葬时墓穴大小不是因尸体蹲卧而定的
。

例如
, 1 9 5。年吉林西团山发掘的 16 具屈肢葬式的人骨

, “ 两腿弯曲
,

并不是完全受了后棺

狭小的限制
,

就是长达二公尺约大型后棺也是同样的弯曲
。

由这一点可以证明两手叠交和

两腿弯曲是一种埋葬的形式
。 ” 。

一年前
,

还有人根据广西桂林颤皮岩
、

柳州大龙潭
、

横县西津
、

岂宁长塘
、

扶绥敢造

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现的屈肢葬
,

提出广西古代流行这种葬俗的渊源
,

可能和地理环

境
、

自然条件及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有关
,

并因此认为广西
“ 土气多瘴病

,

山有毒草及沙

虱
、

嫂蛇
。

在 尚未有桌椅的远古时代
,

人们坐皆蹲踞
,

以避免地面的潮气对人体的侵害和

各种虫蛇 的叮咬
,

天长 日久
,

坐皆蹲踞成俗
,

以致把这种象征养身安息的方式用来处理死

者
。 ”

园这种解释
,

理 由似乎不足
。

因为屈肢葬俗
,

并不是广西特有
,

而且它不能说明这

种 葬俗的实质
。

通过以上的分析
,

我们对屈肢葬俗可以得出如下的初步认识
:

第一
,

这种葬俗发源于原始社会
,

盛行于原始社会
,

而残留于后世
,

已为中外古今考

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所证实
。

第二
,

在论述某一历史时期在某一地区出现具有这种特点的葬俗时
,

一定要注意产生

这种葬俗的社会历史环境
,

深入考察活动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古代族体的社会性质
,

不能以

中原地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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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屈肢葬俗是原始社会制度的投影
。

它的渊源是基于原始人信仰灵魂 不 灭的 观

所以
,

它普遍地不分区域地存在于原始社会的结构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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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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