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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奴 文 化 初 探

照那斯图

匈奴
,

作为第一个走进文明时代的古代中月北方民族
,

曾极大地影响了 中华 民族的历史

进程
, 甚至有人认为

,

匈奴人的活动
“

对于欧洲古典奴隶 制的瓦解 在 客观 上起了一定的作

用
,

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
” ①

。

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匈奴的研究总是集中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方面
,

而对其文化间题则涉及不多
。

故笔者试图对匈奴文化之基本内容与特征做一初 步

探丸 希望能对全面认识匈奴族有所裨益
。

不当之处
,

尚祈批评
。

一
、

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

甸奴人的发祥地在今天内蒙古的阴山
、

河套~ 带
, 这里

“
东西千余里

,

草木茂盛
,

多 禽

兽
” 匆

。

但在匈奴人活动的更广大范围内则是土质疏松的黄河中游及漠北广阔的沙啧草原地

带
。 “

胡
、

貉之地
,

积阴之处也
,

木皮三寸
,

冰厚六尺
。 ” ⑧ “

地 洞泽硷卤
,

不生 五谷
。 ” ④

这样的 自然条件不要说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低下的古代
,

即使在 20 世纪的今天
,

畜

牧业经济依然统治着这块土地
。

历史一再证明农耕生产带来的只能是土壤的进一步沙化
,

而

游牧的畜牧业不需要大量的水力设施
,

节省 了人力物力
,

尤其在保护草原环境方面的作用是

巨大的
。

商周以来
,

这里“ 直是游牧民族的世界
。 “

逐水草迁徙
” 的生产方式作为人类利用

和开发这块荒蛮之地的有效手段
,

长久 以来一直为诸多草原民族所继承
。

这种生产方式的定

型
,

是 自然选择的结果
。

环境从根本上制约着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
,

游牧生产方式决定性地影

故事
。

如清代宁古塔一带流传的 《手鼓的传说》 中讲英雄达木鲁遵照天神的指点
,

救了化装

成落难者的多伦玛发
,

得到一面手鼓和一枝柳
,

扑灭了火山
,

使家乡变得美丽富饶
。

神鼓成

了勇敢
、

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

神鼓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所寓含的萨满教的天弯观
、

宇宙观及灵魂观相当原始
,

说明其产

生的年代相当古远
,

是我们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传世文物
。

注释 :

① 我们拍摄了满族 《 尼玛寮氏野种祭》 等 电视 责料

片
,

并搜集到尼玛察氏和石克特立 氏萨满 世代 秘

代的萨满种谕的手抄本
。

② 七星斗
,

乃是 户前的萌种香案
。

萨满 认为
,

所葫

的种灵 是踏 着七星神光降临到氏族 所设 的神堂
,

故名之
。

③ 野种祭中某些神灵
,

如首脸种
“

爱新代 敏
”

是从

屋橄下 降至人间的
。

④ 种案
,

即萨满种坛
,

在一 长方桌上
,

或 洪 代 农一

切神灵的黄慢帐
,

或 哄萨满世代 污承 的种偶 或华

像
。

也
,

东祭
,

指浦族 许多姓坎垃
` l

勺廷规 范 化 佑 的 一杆 湘

化形式的萨满祭仪
,

土要祭奉本氏族 的祖先种
,

一般改有祭种舞
,

多在本姓宅院内进行
,

故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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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甸汉乃至整个北方民族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的诸方面
。

近几十年来
,

在大漠南北发现了许多匈奴时代的城堡
、

宫娥
、

神庙等建筑 物⑤ 。

这类建

筑物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政治
、

宗教
、

军事方面的原因
,

不能作为说明匈奴人居住方式和经济

状况的证据
。 “

逐水草迁徙
,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 ,

才是匈奴人 生活 方 式的 真实描述
。

《汉书
·

匈奴传》 云
: “

匈奴西边诸侯作窍庐及车
,

皆仰此山材木
。 ” 这不仅表明匈奴人住

守庐
,

有车
,

而且还说明了制作窍庐及车的材料及其来源
。 “

守庐
” 以木条为架

,

上覆以毛

毡
,

在形制上与今天的
“

蒙古包
”
相似

。

对于追逐水草的匈奴人
,

夸庐无疑是最合适的
,

既

拆装方便
,

易于搬迁
,

又能抵御风寒
。

车
、

马向为匈奴及北方 民族 重要 的交 通工具
。

《史

记
·

匈奴列传》 载
,

匈奴
“
士力能弯弓

,

尽为甲骑
” 。

马在游牧与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

由此产生了
“

养马术
、

驯马术以及训练战马的技术
” 必 ,

发展了制作各种马具的工艺
,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

有人称之为
“
马的文化

” ⑦
。

在战争 与迁徙生活中
,

车也得到了广 泛的应

用
。 :
但因年代久远

,

匈奴时代车的实物今天已不能看到
。

关于服饰
,

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利的

实物资料
。

漠北诺颜山匈奴墓葬的发掘
,

使我们看到类似现今蒙 占人的服装
-

一一衣
、

帽
、

靴

等
,

曾经流行于公元前后的匈奴人中⑧
。

正如 倡导
“

胡服骑射
”
的赵武灵王所理解的那样

,

这种窄袖短衣
、

长筒皮靴式的服饰
,

比之于中原农业民族的宽衣博带
,

更有利于游牧民族的

马上生活
。

畜牧经济的特点在饮食生活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 “

食肉饮道
” , .

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
” 。

现在
.

从事畜牧业的蒙占人仍是
“
以 肉食类和奶食类 为主

,
以粮食为 辅

” ⑨
。

而狩

猎业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形式在匈奴社会经济 中占有一定比重
。

游牧业制约着匈奴的生产
、

生活方式
,

甚至 影 响 着匈奴社 会的风俗
。 《史 记

·

匈奴列

传》 记载
:
刘邦曾被匈奴军 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

, “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阔氏

,

阔氏乃谓

冒顿日
: `

两主不相困
。

今得汉地
,

而单于终非能居也
。

且汉王亦有神
,
单于其察之

。 ,

冒顿

… … 取阅氏之言
,

乃解围之一角
。

” 汉兵之 出
,

全因 妇人一语
。

以 冒顿之勇武竟能从妇人之

言
,

当非偶然
。

纵观整个北方民族的社会历史
,

就会发现 妇女地位 相对于 中原 农业 民族要

高
。

《贞观政要》 卷 4云
: “

北狄风俗
,

多由内政
。 ” 乌桓人

“
俗从妇人计

, 至战斗时
,

乃 自

决 之 ” L
。

契丹 垢妃往往参政射柳
,

军 旅田猎
,

未尝不从
” @

。

这反映了游牧文化的朴野

品质
,

没有汉民族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形成的繁文缉节及对妇女的种种约束
。

对此应到游牧 民

族的生活实际中去寻求正解
。

坳奴妇女行则在军 中主营落
、

纬、重
、

畜 牧
,

不 妒而 甘破勤

劳
,

故男女皆自食力
,
生长于兵

,

无单家
,

而众以强
。 ” 汤 蒙古

“
妇女们的义务是

:
赶车

、

将帐幕装车和卸车
、

挤牛奶
、

酿造奶油和格鲁特
、

靴制和缝 制毛皮
。 ” L “

出师不以贵贱
,

多带妻李而行
,

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
。

其妇
.

女专管张立毡帐
,

收卸鞍马
、

轴重
、

车

驮等物事
,

极能走马
。 ” @妇女在游牧生产

、

生活实践中真正起着
“

半边天
”
的作用

。 “
俗

从妇人计
” ,

也是在 蒙古草原 自然环境中
“

逐水草迁徙
” 生活的需要

,

是直接关系着部族强

盛的大事
。

游牧业 在北方 草原已 延续几千年
,

作为 一种古老而 原始的 生产 方式
,

产 生了许多独

特的文化现象
、

文化形态
,

并长期地将许多原始文化的种子保留下来
,

为 后 起 的游 牧民族

所继承
。

二
、

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

公元前 3 世纪末的北方草原正经历着一场翻天镬地的变化
,

人们的道德观念
、
价值观念

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

据 《史记
,

匈奴列传》
:
头曼单于欲废长立幼

,

将长子冒顿质 于月



氏
,

冒顿盗月 氏善马逃回
, “

头艾以为壮
, 令将万骑

” 。

计顿做鸣摘习勒骑射
,

射杀头曼并

“
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

” ,
。

自立为单于
。

后东破东胡
, “

西击走月 氏
,

`

南并楼烦

白羊河南王
” , “

北服浑庚
、

屈射
、

丁零
、

尾昆
、

薪犁之国
。

于是匈奴贵人
、

大臣皆服
,

以

冒顿单于为贤
。 ”

在这个政治事件中
,

匈奴人的民族心态与价值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 《礼

记
,

中庸》 曾谈及南北民族性格与价值观念的差异
: “

宽柔以教
,

不报无道
,

南方之强也
,

君子居之
。

枉金革
,

死而不厌
,

北方之强也
,

而强者居之
。 ”

中 原农 业民 族讲 求
“
仁慈 ” 、

哮廉
” 、 “

温柔敦厚
” , 北方草原民族

“

贵壮健
,

贱老弱
” , “

上气力 而下服 役
” ⑥

。

对

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别
,

只有置于草原文化土壤中做根源与功能的双

重音J析
,

才能真正认识其内涵
。

匈奴一向
“
居子北蛮

,

随畜牧而转移
” L

。

时人评论日
:
匈奴

“

处 沙漠 之中
,

生 不食之

地
,

天所贱而弃之
” 。

。 “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
,

其势易以扰乱边境
,

何 以明之 ? 胡人食肉

饮酪
,

衣皮毛
,

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
,

如飞鸟走兽于广野
,

美草甘水则止
,

草尽水 竭则移
。

以是观之
,

往来转徙
,

时至时去
,

此胡人之生业也
。 ” L 这样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

锻炼

和塑造了草原民族吃苦耐劳的品格和 自强不息
、

豪迈真刚的民族精神
。

当时的各部势力互争

雄长
, “

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
,

然莫能相一
” 吻

。

只有壮健而勇者才能 生存
。 “

贵壮健
,

贱

老弱
”
集电体现了匈奴 民族的群体意识

,

原始时代人们对生命力的崇拜与草原民族延续发展

的需要发生了内在的联系
:

生存是人生的第一需要
。 《史记

·

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场争论
:

“
汉使或言日

:
匈奴俗贱老

。

中行说穷汉使曰
: 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

,

其至亲岂有不自脱

温 厚肥美以责送饮食行戍乎 ? 汉使日
:

然
。

中行说日
:

匈奴明以战攻为事
,

其老弱不能斗
,

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

盖以自为守卫
,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

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 ”
贵壮

贱老与其说是伦理原则
,

、

莫不如说是生存原则
、

战争原则
。

壮
、

健关乎 着部 族 的发 展与强

盛
,

、

也成为匈奴人判断是非的一项重要标准
。

前揭冒顿轼父自立事件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匈

奴人这种价值取向
:

冒顿肩负起振兴民族之大业
,

当然会得到拥护
。

这种价值观念在战争 中有更集币的表现
。 《史记

·

匈奴 列传》 云
: “

利 则 进
,

不利则

退
,

不羞遁走
,

苟利所在
,

不知礼义
。 ” “

其攻战
,

斩 首虏赐一危 酒
,

而 所 得 卤获 因以予

之
,

得人以为奴姊
,

故其战
,

人人 自为趣利
,

善为诱兵以 冒敌
。

故 其见 敌则 逐利
,

如鸟之

集
,

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

战而扶舆死者
,

尽得死者家财
。 ”

这里 所表现 的价 值 观念
,

一

与
“

何必日利
”

v.rJ 汉儒观念大异其趣
。

完全是生存需要
、

战争需要形成的礼 仪 习俗 和 价值规

范
。

这也表现在匈奴人对后代的教育上
: “

JL能骑羊
,

引 弓射鸟 鼠
,

少 长 则 射狐 兔
,

用为

食
。 ” L匈奴人从小就接受骑射训练

,

不仅使他们接受上代人传下来的谋生本领
,

还陶冶或

造就了他们
“

贵壮
”
尚勇

、

以征战为能事的心态
。

三
、

宗教观念与巫术活动

自然崇拜与精神世界的主宰一一天
。

在人类宗教观念发展的历程中
, “

万物 有灵
”
观念

支配下的自然崇拜是最 占老的阶段
,

是早期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

《史记
·

匈奴 列传》 云
:

匈奴
“

五月
,

大会笼城
,

祭其先
、

天地
、

鬼神
” , “

单于朝出营
,

拜 日之始升
,

夕拜月
” 。

但 是自然崇拜
“

并不是崇拜一切自然现象
,

而是崇拜那些对人类最有影响的自然力
” 云

。

匈

奴时代的自然崇拜已出现社会化的迹象
,

这表现在匈奴人的崇拜体系中
,

不仅有日
、

月
,

更

有了鬼神及祖先神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这些崇拜物上有一个最高主宰一一
“
天 ” 。 “

天
”

在匈奴乃 至整个北方 民

, 5噜
’



族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力量
。

匈奴单于常于化 险为夷之际说
: “

以天之福
” ,

’

“

得天之

佑
” 。 、

《史记
·

匈奴列传》 记载
: 汉武帝曾在马 邑伏兵 30 万欲围 歼匈奴

,

后因 雁门尉史泄

密
,

匈奴单于 仍引兵还
。

出曰 :
吾得尉史

,

天也
,

天使若言
。

以尉史为夭王
” 。

后 起的突

厥人常云
:

健奉上天之意
” , “

因上天予蔷等勇力
,

竟致获胜
” L 。

蒙古人
“

最敬天
,

每

事必称天
” L , “

彼所欲为之事
,

则日 天教怎地
,

人所已为之事
,

则日
:

天识 着
。

无一事不

归于天
,

自鞋主至其民
,

无不然
。 ” @ 天所 以能在游牧民自然崇拜体系中 占据主宰地位

,

是

与草原 自然环境及游牧生产实际分不开的
。

苍天浩瀚无际
、

神秘莫测
, 日月星辰行于其中

。

时而风调雨顺
,

时而雪霜雷电
,

关 乎草 原的盛衰
。

因此
“

天 ”
成为各游牧部落 共尊的主神

,

成为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
。

另一方面
,

宗教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也不 能不受经济基础的制

约
,

不能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进程
。

当匈奴的马蹄震撼中国北方大地的时候
,

匈奴人已挣脱原

始生产力的束缚
,

步入文明时代了
。 “

天 ”
的主宰地位的确立

,

体现了匈奴社会向文明时代

迈进的历史进 程
。

随着地上统治秩序的确立
,

天也最终成 为至高无 上的 权威
,

单 于就成了
“

夭
”
在人间的化身

,
,

巴天神的代表
。

单于号
“

撑犁孤涂
”
者

,

即
“
天子

” 之 意
。

匈奴单于

每每自称
、 “
天地所立

,

日月所置
” 多 突厥可汗亦往往自云

“
承上天之志

,

历数在躬
,

联立为

可汗” ,

其继位仪式还要
“
随 日九回 ” L

。

这实际是借
“ 天 ” 的崇 高地位使 自己的统治地位

合法化
。

殉牲习俗及其巫术意义
。

近几十年来
,

匈奴时期墓葬的陆续发掘
,

为我们研究匈奴葬俗

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
,

特别是盛行的殉牲习俗尤具特色
。

70 年代
,

内蒙桃红 巴拉发掘的匈奴

墓葬
, “
殉牲习俗盛行

,

其种类有马
、

牛
、

羊
。

以桃M Z为例
,

计有羊头骨四十二具
,

马头骨三具
,

牛头骨四具和牛蹄骨若干
。 ” “

在殉牲的马头骨附近
,

往往发现有马衔
、

马镰和马面饰等
,

说明死者生前乘马亦被殉葬
。 ” L 呼鲁

·

斯太 2号墓
, “
农人骨架上发现二十七个马头骨

,

作兰

行
`

一
’

字排列
” ⑨

。

毛庆沟墓葬
“

普遍 流行殉牲习俗
。

在
一

七十九座墓中… … 殉牲的墓葬占半数

以上
。 ” “

殉牲的方式
:

当人死了以后
,

首先将尸体掩埋在狭长的墓坑内
,

然后割取牲畜的

头和蹄 (以头为主 )
,

埋在死者头部之上的填土中
,

一般是横列
,

嘴部向前
,

下颖朝丰
。 ”

“
殉牲的种类有山羊

、

牛
、

马和狗
,

以山羊最多
。 ” L 大量的殉牲及 其按一定程式的摆放

,

显然不是偶然的
。

这除去财严观念外
,

更有浓 厚的巫术意味
。

乌桓人
“

贵兵死
,

敛尸有棺
,

始死则哭
,

葬则歌舞相送
。

肥养犬
,

以采绳婴牵
,

并取 亡者所乘马
、

衣物
、

生时服饰
,

皆烧

送之
。

特属累犬
,

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
。 ” L 匈奴以羊牛马殉葬

,

其用 意正 在于
“

使护死

者神灵
” 。

又 陶奴使巫者埋羊
、

牛于道以诅汉军
。 ” L 在这里羊

、

牛充当了
“
巫 者

”
媚神

以交通天地鬼神并达到自己 目的的一种巫术 道具
。

羊
、

马
、

牛在 巫术活 动中 如此广泛的使

用
,

也正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客观基础
,

即所谓
“
衣食住行

,

全赖马
、

牛
、

羊
”
的畜牧业经济

。

另外在各地的匈奴墓葬中
,

还发现了上千件不 同时期的动物纹器物和动物纹装饰品@ ,

这些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创造的东西
,

决非单纯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品
。 “

野蛮人视为神圣的

东西
,

不是那呆板的物件
,

却是那私着在那物件上的超自然的力量
。 ” 匆大量的动物纹饰器与

殉牲习俗
,

虽然表现形式各异
,

但都反映着同一种文化内涵一一借动物与超自然力量沟通
,

表达了人们对死 亡世界及其他超自然界的理解
。

当然匈奴人的动物纹饰器决非 仅在 埋 葬死

者时 使用
,

在 现实 生活中肯定有更多的用处
,

也许是属于那种巫术
“
符篆

”
一类的东西

。

头骨崇拜
。 《史记

·

大宛列传》 载
:

陶奴老上单于
,

杀月 氏王
,

以其头为饮 器
。 ” 以月

氏王头骨为饮器
,

当然有自我炫耀武功的 意味
,

但其作为一种古老习俗 与斯基泰人的猎头习

俗邸
,

有着同样的文化内涵
。

一方面反映了远
一

古血族复仇的遗风
,

同时更有深 刻 的 宗教内

乒乡



容
。 “

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也作为含有
`

灵魂力量
’

之物而受到崇拜… …既然头骨时常被当成

灵魂之座位
,

自然就要获得它
,

保存它
, (支配它

,

并用它的力量战胜一 切敌人 )
。

假如它

属 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
,

更是如此
。

失骨崇拜不限于对初先的头骨
,

而且扩展到任

何能获得的头骨
,

无论它是敌人的还是朋友的
。

从死人崇拜和头
J

骨崇拜
,

发展出面具崇拜及

其舞蹈和表演
,

刻成的面具
,

象征着灵魂
、

精 灵或魔鬼
。 ” , 这种 意义上的头骨崇拜正是后

世宗教面具的滥脑
。

祠兵
。

《汉 朽
·

匈奴传》 记载
: “

贰 师在匈奴岁余
,

卫律害其宠
,

会母阔氏病
,

律伤胡

巫言先单于怒
,

日
: `

胡故时祠兵
,

常言得贰师以社
,

今何故不用 ?
”

于是收贰师
。 ”

所谓
“

祠

兵
” ,

实是为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二种祭祀活动
。

北方民族多为马上民族
,

战争是其社会生

活中的头等大事
,

因此以巫术
-

一一祠兵来祈求战争的胜利
,

就成为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宗教

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

如契丹人出征前要
“

射鬼箭
,

以截不祥
” ⑤ , 女 真 人有

“

攘 射 之法行

之军中
” L ,

以求
“
兵祥

” 之兆@
。

斯基泰人有祭祀战神的习俗
,

而 他 们 的战 神是一把战

刀L
。

匈奴人的战神是什么呢 ? 匈奴有
“ 径路神祠 ” 。 “

昌
、

猛 (指元帝时车 骑都尉韩昌和

光禄大夫张猛 ) 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
,

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
,

以老上
一

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 ” 办 “

径胖 刀 ” 正是匈奴战神的象征
,

径路神祠正是

祭祀战神之所
, “

以径路刀 金留犁挠洒 … … 共饮血盟 ” 就是向战神盟 誓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巫者已经成为独立的职业
,

祭祀地也逐步固定
。

锣正月
,

诸 长小会

单于庭
,

祠
,

五月
,

大会笼城
,

祭其先
、

天地
、 ’

鬼神
。

秋
,

马肥
,

大会蹄 林
。 ” L匈奴人每

年要在正月
、

五月
、

九月集会
,

分别在单于庭
、

笼城
、

蹄林举行祭天地
、

鬼神的宗教活动
。

据说
,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一个叫
“

高 瓦一道 布
”
的 大岗丘 的发 掘中

,

发 现了 祭祀 地的遗

址 @
。

但是
,

由于游牧生产方式的原始
J

性
,

使匈奴的宗教 观念 相当多地 保留着 它的原始形

态
,

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

“

匈奴俗
,

岁有三笼祠
” ,

这不仅是
“

祭天地
、

鬼神 ” ,

还有着
“
课校 人畜计

” 的经济

目的在里面L 。

宗教行为与政治
、

经济 目的相结合
,

正表明进入阶级社会后
,

统治 阶级正在

利用着宗教一一这一主宰匈奴 民族精神 世界的古老文化观念
。

特别是
“

南单于既内附
,

兼祠

汉帝
” L

。

异 民族的皇帝竟然成为毡乡人顶礼膜拜的神灵
。

南单于附汉事在公元 48 年
。

日逐王

比因不得立与单于发生矛盾
,

欲南下
“

奉藩称甩
” 。

理由虽是
“
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

,

故欲

袭其号
” ,

但对于
“

有威名于百蛮
”
的匈奴

,

犹有
“
为诸囚所 笑 ” 之虑

,

如将汉帝拉进 白己

的信仰体系
,

不仅会使
“

附汉
”
名正言顺

,

而 且 可讨汉帝之欢心
,

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 目的

是显而易见的
。

匈奴人以战争立国
,

故其宗教思想
、

巫术活动在战争中有更广 泛的意义
。

除
“
祠兵 ” 之

外
,

还有 明盛壮则攻战
, 月亏则退兵

” 的记载⑨。

这种观念是以自然一人事相互 感应为其

认识论基础的
,

国外学术界称之为 咬感律 ” 或
“

交感巫术
” 。

正因为相信自 然或超自然与

人事之间存在着联系
,

于是就有了影响超 自然力的巫 术手段
。 “

匈奴使巫者埋羊
、

牛于道 以

沮汉军
” ,

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
。 《史记

·

匈奴列传》 记载
:

匈奴围汉高帝于平城白登

山晚 询奴骑
, 、

其西方尽白马
,

东方尽 青驰马
,

北方尽乌骊马
,

南方尽屏马
” 。

这显然也

是一种巫 术
。 “

萨满巫人 以四种颜色
, 青

、

赤
、

白
、

黑象 征 东
、

南
、

西
、

北 四个方 位
。 ”

. 而它的起源则与原始时代的巫杰有关
。 ” L 在自然崇拜的时弋 宇宙四方也具有某种超自

然力
,

故而在战争中取其色以象征四方诸神
,

浮希望得到四方神的相助
。



四
、 “

蒸
” 、 “

报
”

婚俗

汉文史料对匈奴婚姻的描述不多
,

即或有之
,

亦 目之为非礼
。

因 为匈奴 人
“

父死妻其后

母
。

兄弟死
,

皆取其妻妻之
。 ” 以汉儒封建道德来看

,

这不仅不道德
,

简直是弥天大罪
。

对

这样一种风俗制度
,

应从厉史上来说明
。

至少 从冒顿时化起
,

匈奴社会就已经由军事民主制

进入初期奴隶制时代了
。

产生 于母权制时代的氏族外婚制已经发展到父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

制阶段
,

而 “
妻其后母

” 、 “
报其寡嫂

” 的收继婚制作为氏族外婚制的一种伴生现象
, 反映

了匈奴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

体现了一种文化观念
。

收继婚俗表明远古群婚遗风的 深远影响
,

但
`

已的形成却是随着父家长制的确
.

立得以实现

的
,

这种婚姻制度
,

所以能在广大的游牧民族中产生并延续下来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 、首先财

产观念对这种习俗的支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

在初 民的社会里
,

女子是一宗 财产
” L ,

因

此嫁娶之先
,

男方须付一定的财物为聘礼
。

对匈奴人嫁娶形式史无记载
,

’

但后人 关于乌桓人

嫁娶之法灼描述也许 可供借鉴
。

《魏书》 云
“

其嫁娶皆先私通
,

略将女去
,

或半岁百 日
,
然

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妻之礼
。

婿随妻归
,

见妻家无尊卑
,

旦起皆拜
,

而不自拜其父母
。

为妻家仆役二年
,

妻家乃 厚遣送女
,

居处财物
,

`

一出妻家
。

.’, @ 这样
“

妇女由于结婚 而脱离

她的氏族
,

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
” , “

她 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
,

.

可以在她

的丈夫死 亡时
,

继承他的财产
,

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
。

为了把财产保 存在氏 族以内
,

她必

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 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
” L 。

同吮 这种婚姻方式还

体现了作为亲属的生者对死者应尽的义务
。

古希伯来人从道德规 范的角 度看待 这 种收继婚

制
,

认为
“

弟宜 为兄立嗣
” L ;

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也认 为
“
最亲的亲属有义务照料死著留

下来的妻室儿女和驯鹿群
” L 。

匈奴人的
“
恶种姓之失也

, ;铰匈奴虽乱
,

必立宗种
” @

,

也

是从义务与道德的角度承认了
“

蒸
” “

报 ”
婚制的合理性

。

另外
,

这种婚姻制度在游牧 民族

社会申起着 一种稳定器的作用
,

它规定丧夫女子再嫁只能或优先在 夫方亲 属或 家 庭 内部实

行
。

这样减少了因寡妇财产继承权和对之继娶权等引起的纠纷
,

有利 于部族稳定
。

以上从旬奴文化构成的角度探讨了它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

匈奴文化是在蒙古草原环境

中
,

由无数代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的
。

从生产
、

生活方式 到精神文化的诸方

面都体现着自身的发展脉络
。

在整个北方草原文化发展序列中从匈奴文化处 于开创地位
,

具

有典范性
,

许多后起的民族都继承了匈奴文化的基本内容
; 同时在与中原地 区的交往中

,

不

断地影响和充实着农业文化
,

并参予了中华文化的建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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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土所述
,

杀舍秋瑾的贵福
。 凌 升 之 父 妥

福
,

二者生卒年代
、

字号
、

民族
、

经历都迥扩不

同
,

他们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

,

就年齿而论
,

凌 升之父贵福对于杀害秋瑾的贵福还是老前辈
。

所以
,

溥仪的四妹先是许婚于前一贵福之孙
,

后

来则与后一贵福之子结婚
。

笔者读书不多
,

见闻不广
,

对于两个贵福的

生平事迹知之有限
。

比如
,

杀害秋瑾的贵福何时

改名赵景祺
,

他的改名是出于民国勒年旗人冠姓

改名的潮流
,

还是为了掩饰杀害著名革命党人的

惭 德
,

则一无所知
。

好在本文的宗旨是考辨杀害

秋瑾的贵福业非凌升之父贵福
。

笔者自信此目的

已经达到
。

最后谈谈米内山庸夫的书
。

作者 自称与贵福

父子相识
.

恐怕只趁
·

介缝的官场酬醉
,

不今相知

甚深
.

否则 不全对贵福的经历一无所知
,

以致张

冠丰戴
,

把他误做杀害秋瑾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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