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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格 与 人格 的 交融

— 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 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①

王 蜻
(中山大学

,

广东 广州 51 0 2 7 5)

(内容摘要〕 在中国众多古代传统节 日中
,

天穿节
、

观音会
、

碧霞元君庙会
、

端 午节
、

七 夕节
、

中秋节
、

寒

衣节等节 日都是 以女性为核心人物 的节日
,

这类节 日以其来源传说或礼仪习俗表现了时某一女性的礼拜和祈祝
。

在这类节 日中
,

亦包涵了古代中国对女性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要求
。

〔关键词 〕神抵信仰 传统道德 女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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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传统节 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 活的活

化石
,

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

示古人的生存模式
。

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

传统节 日中
,

有一类节 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

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
。

其中以女性为

核心的节 日占了很大比例
。

众所周知
,

在男

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
,

中国古代

女性背负着
“

阴为地处下而卑
”

的理论枷锁

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
。

那么 以女性

为核心的节 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
,

是历史

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 日之所以

存在和流行的原因
,

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

此类节 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

念
、

意识
,

以期揭示这类节 日的深层涵义
,

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

一
、

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

节日概述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 日
,

荃关重

要的一点是
,

女性成为节 日中必不可少的因

素
。

从节 日的起源看
,

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

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
,

如天穿节
、

端午

节
、 ②寒衣节 ; 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

力女性的礼拜
,

如观音会
,

碧霞元君庙会 ;

有 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
,

随着时迁世

异
,

则渐渐注人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
,

并使之成为节 日的中心
,

如乞巧节
、

中秋节

等
。

从节 日活动的参与者看
,

女性占了绝对

比例
,

她们或于节 日中寄托 自己美好的心

愿
,

或借节 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
,

或于节

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
,

或借节 日表达 自

己的忠情孝心
,

节 日礼仪纷繁多样
,

形成了

中国古代节 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
,

这些节

日的基本情况
,

见下表
。

二
、

神格的光辉— 以女性为核心 的节

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

节 日的核心女

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
。

她们大多归于民族

始祖神
、

爱神
、

生育神
、

生产生 活保护神的

行列中
,

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

形式
,

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

及的慰籍
、

期盼和愿望
。



节节 日名称称 日 期期 核心心 与节 日有有 节日主要礼仪仪

女女女女性性 关的事迹迹迹

天天穿节节 以正月二二 女蜗蜗 炼 五 色石石 ( l )以红线 系煎煎
(((补 天 穿

、、

十四 日为为为 以补苍天
。。

饼放在屋顶
.

叫叫

扯扯天漏
、

天天 多
,

也有正正正正
“

补天
” 。。

饥饥日
、

补天天 月初七
、

正正正正 (幻以煎饼放在在

地地 ))) 月十二
、

正正正正 庭 中
,

叫
“

熏熏
月月月二十三三三三 天

” 。。

观观音会会 二月十九九 观音音 佑 护 信徒徒 (l) 寺 院诵经聚聚

六六六月十九九 菩萨萨 安 康
、

送送 会会

九九九月十九九 (送子子 子
。。

(2 )民间素食
、

妇妇
观观观观音 ))))) 女拜佛求子

。。

碧碧霞元元 四月初八八 碧霞霞 主持 人 间间 (l) 道观斋酪酪
君君庙会会会 元君君 美 恶

、

送送 (2 )民间信徒进进

(((((((泰山山 子
、

赐 福
、、

供朝拜
,

祈求送送
娘娘娘娘娘 ))) 婚配

。。

子
、

护儿
、

疗疾
、、

婚婚婚婚婚婚配
。。

端端午节节 五月初五五 曹娥娥 曹 娥之 父父 食 粽 子
、

赛 龙龙

(((天 中 节
、、、、

被 江水 溺溺 舟
、

挂香 袋
、

饮饮
天天长节

、

五五五五 死
,

曹娥沿沿 雄 黄 酒
、

采 百百
月月节

、

棕子子子子 江 嚎哭 七七 草
、

插艾 蒲
、

系系

节节
、

女 儿儿儿儿 日
,

投江而而 五彩线
、

踏青
。。

节节 ))))))) 死
。。。

七七夕节节 七月初七七 织女女 织 女聪 明明 (l) 年轻姑娘这这
(((乞 巧 节

、、、、

能干
、

心灵灵 天 以各种形式式
小小儿节

、

双双双双 手巧
、

工于于 向织女
“

乞巧
” 。。

七七节
、

香桥桥桥桥 枉织
。。

(幻少女捣凤仙仙
节节

、

女 儿儿儿儿儿 花染红指甲
。。

节节 )))))))))))

中中秋节节 八月十五五 嫦娥娥 嫦娥奔月月 (1) 女子斋月宫
,,

(((仲秋 节
、、、

(月月月 祭拜月神
。。

团团圆节
、

八八八 神 ))))) (2 )妇 女
“

走 月月

月月节
、

女儿儿儿儿儿 亮
” ,

即妇女三三

节节 ))))))))) 五成群
,

结伴出出
游游游游游游

。。

寒寒衣节节 十月初一一 孟姜姜 孟 姜女 千千 为祖先及亲友友
(((送寒衣 ))))) 女女 田 习 三匕 J兰兰 亡灵焚烧纸制制

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服
。。

臼臼臼臼臼巳 , J
.

夕又
J

叼区区区

寒寒寒寒寒衣
,

哭长长长

城城城城城
。。。

(一 ) 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

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
,

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

古居 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
,

原始人在适

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

了一批创世女神
,

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

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

女蜗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
,

在先民

的心 目中
,

女蜗无所不能
,

她的业绩受到后人

的无比尊敬
,

被奉为最高女神
,

女蜗的最大功

绩在于传黄土 以作人
,

炼五色石以补天
。

女蜗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

节的形成和流传
。

早在晋代
,

便有关于天穿节

的记载
,

东晋王嘉 《拾遗记》 : “

江东俗称
,

正 月二十 日为天穿 日
,

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

顶
,

谓之补 天漏
。

相传女蜗以是 日补天地

也
。 ” ③人们以节 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

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
。

这种纪念和

礼拜
,

实质已不仅是对女蜗这个具体女神的直

接崇拜
,

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

识层面上的神格
,

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
。

在我

国少数民族传说中
,

也有类似于女蜗这样的创

世女 神
,

如壮族的
“

洛 甲
” 、

侗族
“

萨夫

巴
” 、

瑶族的
“

密洛陀
”

等
。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
,

女性

被视为无能的群体
,

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

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

理
。

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
,

一方

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

撼
,

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
,

对女性能力

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

动着
,

历经千年
。

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

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

(二 ) 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

仰

汉代
,

道教和佛教成为注人中国传统思想

领域的新鲜血液
。

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

长生不老 ; 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
,

告诫人们

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
。

这两套思想

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
,

又符

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
,

因而
,

在

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
,

更

有各 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
。

众多佛
、

道诸

神的存在
,

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

念基础
。

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
,

他们认

为
,

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

会密切联系
,

各司其职
,

因而
,

无论是道教

神
、

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
,

无论是男性神还是

女性神
,

一旦披上
`

:神
”

的外衣
,

便成为冥冥

神力的象征
。

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

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
,

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

中国古代传统节 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
、

道教节

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 日
。

观音菩萨④为佛国诸菩萨之首
,

佛教宣称观音

慈悲为怀
,

救助众生
,

而观音
“

中国化
”

后
,

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
,

因而
,

其在妇女信

徒心 目中的地位
,

甚至超过了佛祖
。

观音会会

期一年三次
,

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
、

六月十

九
、

九月十九
,

每逢会期
,

各地观音庙游客如

织
,

香火极盛
。

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
,

这

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
,

由此可见观音信仰

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

神
,

她具有送子
、

护儿
、

疗疾
、

保佑婚配
、

农

耕
、

经商
、

行旅等多种神力
,

在信徒心 目中
,

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
、

慈爱
、

圣洁的象征
。

民

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
,

并以农历四月初八

为碧霞元君庙会
,

每逢会期
“

四方以进香来渴

元君者
,

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
。 ” ⑤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
,

乃

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

物
,

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

理
,

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
,

因而易被民

众接受
,

并相沿成习
。

(三 ) 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

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

的女性
,

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

意义
。

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
、

慈善安详的

典范
,

如观音菩萨
、

碧霞元君 ; 或被固化为巧

淑敏惠
、

柔美善良的化身
,

如嫦娥
,

织女 ; 或

被标榜为坚贞不渝
、

英烈忠义的象征
,

如曹

娥
、

孟姜
。

因此
,

一定程度上来看
,

对这些女

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

和驱动下
,

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

喻户晓的爱情故事
。

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

慧
、

擅长织作的女神
,

但她不顾神人之别
, ;

毅

然下嫁牛郎
,

与牛郎在人间过上 了男耕女织
、

相亲相爱的生活
。

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 目中

敢于追求 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
。

牛郎和织女

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

渴望
,

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

幸福生活的追求
。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

动人传说
。

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

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
,

而后变成蟾蛛的自私

自利的妻子
,

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

颂为一位美丽
、

善良的月神
。

她作为月神的象

征
,

在百姓心 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
,

青

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
,

老人向月神祈求
合家团圆

,

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
。

嫦娥形象

的由丑而美
,

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

当然
,

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

于外在美
,

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
,

节日习

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

证
。

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
,

但却被人们当

作神抵崇拜
。

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

死的曹娥
,

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

姜
,

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

性
。

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
,

或表现出对

父辈的孝道
,

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

移
,

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

德的追求
,

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

育的需要
。

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

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
,

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
,

从这一角度看
,

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

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

三
、

人格的雕琢— 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

妇女的道德修养
·

中国节 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

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
。

中

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
,

重人伦

道德
,

因而
,

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 日便集中

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
。

以女性为

核心的传统节 日
,

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

个方面
,

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子女性的一系列

文化观念
、

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

(一 ) 孝道— 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

面
,

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
,

具有根深蒂



固的宗法人伦基础
。

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
、

为人媳更是以
“

孝
”

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
,

李

晚芳在 《女学言行录 》 中指出
,

女性之
“

孝

顺
”

应是
“

事父母之道能尽
,

则在家为孝顺之

女 ; 他日于归
,

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
,

顺亦

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
” 。 ⑥中国古代女性之

孝
,

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
,

成为女

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
,

“

孝
”

的思想时有体现
。

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

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

女性
。

《会稽典录》 载 : “

女子曹娥为会稽上

虞人
,

父能弦歌为巫
。

汉安帝二年五月五 日于

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
,

不得尸骸
。

曹娥沿江

嚎哭七 日
,

投江而死
。 ” ⑦曹娥选择了死来为

父尽孝
,

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

极端
,

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
,

却也体现

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
“

孝
”

有关的传说
,

相传是 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

甲
,

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
,

让家中老

人看了
,

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
。

虽然染红指甲

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

之心
,

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人孝道
,

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
,

从而

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

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

中国女性之孝道
,

即生育
。

中国传统历来有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
”

的说法
,

因而
,

事舅

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
,

倘

若无子
,

则女性 自感有负夫家
,

辱没门庭
。

由

此
,

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

于神道之上
,

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

像应运而生
,

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
。

观音

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
,

因而在礼拜她们

的节 日中
,

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

(二 ) 女红— 中国古代女性的
“

才
”

的

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

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
,

因而在
“

才
”

的理解和评价上 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
。

女子之
“

才
”

与男子之
“

才
”

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

庸
。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
。

七

夕节的
、 “

乞巧
”

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

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
。

相传织女是一位

聪明能干
,

心灵手巧
,

工于枉织
,

在天上织云

锦天衣的仙女
。

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 了古人对
女性

“

性
”

格的期望
,

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

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
。

是日
,

女性向

织女且拜且祈
,

以各种各样的
“

乞巧
”

礼仪来

寄托她们对巧 淑的渴望
。

西晋葛洪 《西京杂

记》 曰 : “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 日穿七孔针开襟

楼
,

俱以习之
。 ’ , ⑧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载
: “

七夕
,

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 日下
,

各投

小针
,

浮之水面
,

然后慢慢观看水底 日影
,

有

的散如花
,

有的动如云
,

有的细如线
,

,

有的状

如锥
,

以是夕 卜女之智巧
” 。

其实
,

七夕节最初与
“

乞巧
”

无关
,

它源

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
,

然而
,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至汉代
,

七夕节便开始注人了
“

乞巧
”

的

礼仪
,

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
, “

乞

巧
”

礼仪的形成和发展
,

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
“

手巧于技
”

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
,

也是

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
。

而
“

乞巧
”

礼

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
,

更是历

代女性为获取
“

巧淑
”

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

真实写照
。

(三 ) 节义— 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

男尊女卑
” 、 “

夫为妻纲
”

乃中国古代

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
,

在这些宗法人伦观

的影响下
,

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

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
。

中国女性

的 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
,

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
,

她们毅然将 自己的生

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

节义观在中国

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 日中也有所反映
。

嫦娥

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
“

失节
”



的悲哀
。

《淮南子
·

览冥训 》 中关于嫦娥奔月

的大致内容是
,

帝弈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
,

而

界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
,

变成了蟾蛛
。

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 目中美丽善良的月

神相去甚远
,

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

和谴责
。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
,

寒衣节中孟姜

女千里寻夫送寒衣
,

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
,

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
。

其实
,

据传

说
,

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
,

仅仅

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 良偶然看

见
,

而后 出于
“

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

人看
”

的观念而结为夫妻
。

结婚后仅一 日
,

范

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
,

从此一去不返
。

由此可

知
,

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

爱情
,

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

为夫守节之观念
。

因而
,

孟姜女手捧寒衣
,

踏

上漫漫征途
,

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

实现之途
。

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
,

但她同

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
。

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

神格化
,

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

四
、

结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

月的见证
,

因此
,

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

统节日的文化透视
,

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

味与分析
。

节 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

子
,

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
,

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

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

群体
,

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
,

又

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
,

因

此
,

那神力超凡的女蜗娘娘
,

仁慈博爱的观音

菩萨
、

碧霞元君
,

聪慧美丽的织女
、

嫦娥
,

忠

孝节烈的曹娥
、

孟姜
,

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

辉
,

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

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

化层面上的结合
,

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
,

但作

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
,

中国古代女

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

实和生动起来 ; 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
,

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 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

注释
:

①中国民间许多节 日与妇女有关
,

本文主要论述这些

节日习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

因为对这种类型的节

日缺乏一个统一名称
,

故本文将之称为
“

以女性为

核心 的传统节日
” 。

②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
,

《会稽典录》 中将端

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 溺死的曹娥:
。

本文 即取这一传说
。

③⑦⑧分别转引自周文柏
:

《中国礼仪大辞典》第 593
、

61 3
、
6 21 页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

19 92 年版
。

④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
,

但到中国后
,

大约从唐朝开始
,

逐 渐演变为女身
,

宋元后定型为

女身
。

电于本文篇幅有限
,

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

转化不作分析
。

⑤转引 自马书田
:

《中国民间诸神》 第 12 页
,

团结出

版社
,

19 95 年版
。

⑥转引 自胡坤
:

《蓝色的阴影— 中国妇女文化观

照》 第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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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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