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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守制度看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摘要 

(2005-6-29 16:01:46)

作者：吴锐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宗教（或者更应称之为“神秘主义”）。没有人否认，人类历史曾经走过一个相当漫长

的宗教时期，人们在巫师的导引下，对神战战兢兢，步履维艰，但是宗教迷信毕竟属于一种思想，是动物所不具备

的，它标志着人类进化的台阶又上了新的一步。宗教迷信还是维系社会的力量。卓越的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不可忽视

迷信的作用，他甘愿充当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他认为迷信有下列作用： 

  第一，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间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统治机构，特别是君主政体政府的尊重，从而大大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 

  第二，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建立财产占有的

保障。 

  第三，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婚姻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在已婚和未婚中建立

更为严格的两性道德规范。 

  第四，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建立人身安全保

障 。 

  宗教迷信对社会起了维系作用，直接产生出神权政治。古希腊经典作家亚里斯多德说过：“王者执政官所管理的

首先是秘密祭。……他又是一切祖先祭祀的指挥者。他主管审判不敬神者和争执继承僧职的法庭。” 摩尔根说：

“司祭者是部落·巴赛勒斯（Phylo-basileus），即部落的领袖酋长。……他具有僧侣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曾经指出，古罗马的勒克斯（Rex），同古希腊的巴赛勒斯（Basileus）一样，“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

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 。 

  与片面强调物质文明不同，拙见以为在文明的初始阶段，起维系作用的就是“神”的信仰，思想应该是作为文明

起源的重要标志，意识形态对文明产生的促进作用应当受到关注。以前，我们习惯于把宗教当鸦片批判，忽略了为什

么有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心甘情愿去尝试鸦片 。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产生，神权向王权的转化过程，是应当注意的。前苏联学者弗·米·马松指出：“关于

在许多早期文明中存在过的政权的神权性质，这个概念是颇饶兴趣的。”他将“早期文明”的特点概括为城市、宏伟

建筑物和万字的三位一体，指出宏伟建筑物多半是宗教复合体的构造和越来越大的体积。神庙联合体作为社会的经济

－政治组织，它在许多场合都早于王权的确立，早期城市也可以叫做“神庙城市” 。最早的执政者就是祭司，后

来，“大人”（有路伽尔头衔的军事长官）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篡夺祭司的职能。古良耶夫已经指出，在中美洲诸社会

里，王权获得头等地位，至少是在公元头几个世纪 。那么，在王权产生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神权阶段，应当是没有

疑义的，中国也毫不例外。 

  《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滕文公上》：“三代共之”。春秋时代还是“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处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其思想中有某些“宗教性”，实不足怪。 

二、神守实体兴亡，习俗保留 

  由人们信神而滋生出“神守”，没有共同的天神信仰，人们就难以组成像“神守”这样的社会实体。世间本没有

神灵，可是远古时代的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所信仰的“神”实际上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们创造了神，使巫师

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滋生出神权政治，最大的巫师就是国王，人们反而受神的支配，神权政治就是支配大众的机

器，这真是自作自受！人类文明正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缓慢前进。文明前进的步伐抛弃了神守的实体，留下了神守

的习俗――祭祀。《礼记·月令》于孟春云：“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

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郑注：“谓以上辛郊祭天。……元辰，盖郊后吉亥也。……帝藉，为天神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月令》于季秋云：“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郑注：

“重粢盛之委。帝藉，所耕千亩也。藏祭祀之谷为神仓。”可见天子帅大臣所耕田千亩，专为祭祀上帝之用，耕田的

仪式叫“帝籍”，收获物专门储存保管，称为“神仓”。《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公文谏曰：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宣王放弃“藉田”礼，其阻力如此。顾颉刚先生指出，此

正宣王不事上帝之证，在古人思想上为大逆不道之事 。祭祀可以说是文化的符号，孔子主张保留。 

  浩瀚的宇宙，显出人之渺小，令孔子起逝者如斯之叹。直到今天，科学家对宇宙起源仍然没有满意的解释。

“天”是什么？“命”是什么？说不清楚，孔子以“敬畏”处之，可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敬畏天命的宗教情

感不是孔子思想的落后方面。从另外一方面说，缺乏敬畏天命的宗教情感，未尝不是中国文化的缺憾。 

  儒本来是相礼的司仪，难免像墨子、荀子批评的那样，“贪于饮食”，是为“小人儒”，孔子记忆改造，提倡做

谋食不忘谋道的“君子儒”。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无论是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起到了宗教般的

教化作用，但毕竟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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