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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钟馗论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9-16 | 点击数：5501

 

  钟馗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人物。钟馗这个角色与一般的传说人物不同，他是活人死后变成的大鬼，其主要活动是以鬼的面目出

现，斩鬼除妖、惩恶扬善、驱疫逐鬼、护佑人间平安。钟馗又与一般的传说人物有相同之处，其形象虽然是鬼，实则是人，是神，不仅有人的七

情六欲，所做的事也是人间的事。作为亦鬼亦人亦神的形象，在中国众多的民间传说人物中，钟馗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值得研究者重视。即

使在当代条件下，钟馗传说也还在大陆沿海一带若干省份的一些地区的民间流传。大陆和台湾的戏曲舞台上，钟馗戏依然受到欢迎，因而还相当

活跃。台湾的跳钟馗也还在祭祀场合演出。[1] 因此，研究钟馗传说及信仰，不是没有意义的。 

 

  钟馗传说和信仰的滥觞 

  关于钟馗的原始，争论甚多，迄未停息。传统的看法多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里所

说的终葵。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如从古傩的发生和演变的角度)立论来探讨钟馗的起源。[2] 这些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对这个人鬼神兼而有

之的角色的理解。 

  近来，王正书先生指出：“钟馗其人及历代传其驱鬼辟邪的观念，实起源于上古巫术，他是由先代位居祝融之号的重黎衍生而来的。”他认

为良渚文化反山、瑶山出土的玉琮上的兽形人面纹，乃是传说中的重黎的形象，亦即后来出现的钟馗的原型。[3] 

  玉圭、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原本都是原始社会时代东部原始人群的图腾徽号，服务于巫术和原始宗教目的，后来成为少数贵族人物的

权力的标志。奴隶制确立后，玉器作为礼器而为王室服务，带有神圣性。《大宗伯》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

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镇就是安镇、镇压的意思。这可能仍然是原始古玉的遗意，而这遗意传承又与其上的特定纹饰不可分

割。从已经发掘出土的众多的原始玉圭来看，其顶部刻绘有兽形人面，“杼上钟葵首”大概就是指这兽形人面而言。综合前辈学者从《考工记》

“杼上钟葵首”所提出的钟馗神话和钟馗信仰起源的解说，与已经出土的原始玉圭实物来对照分析，可以推论，这些原始玉器上的兽形人面纹，

应该是某个神话意象--不排除就是具有镇邪杀鬼功能的钟馗--的造型，不过由于年代相去甚远，我们无由解读罢了。 

  根据考古发掘的史前资料，从原始宗教和巫术的角度来探讨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起源，不失是一条新径。但在目前阶段，这毕竟仍属于推

论。探寻关于钟馗的最早文字记载，对于了解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产生和初期形态仍然是必要的。 

  李丰楙教授曾指出，钟馗斩鬼的传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西元664年)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

而该经最初的十卷成书时间约在陈隋之际。[4] 他的立论所据，系吉冈义丰所作《道教经典史论》和大渊忍尔所作《道教史之研究》第二章《道

教经典史之研究》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说：“本经(指《太上洞渊神咒经》)前十卷为原始部分，乃晋末至刘宋时写成。……《太

上洞渊神咒经》有敦煌写本，今存一、二、七、八、九、十 。”[5] 任著所据，也是吉冈义丰所著《道教经典史论》第二编《经典之研究》第

一章《六朝之图谶道经》。吉冈义丰后又在《六朝道教的种民思想》一文里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太上洞渊神咒经》出于梁末以前。我国学

者卿希泰教授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里说《太上洞渊神咒经》出现于晋代。[6] 如果晋代说的观点不错的话，那么，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产生

的时代，就比唐代说、也比南北朝说大大推前了，换句话说，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在西晋或东晋末，就已经在民间相当流行了。如此说来，明·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所说的“余意钟馗之说，必汉、魏以来有之”[7]也就并非只是臆断了。 



  敦煌写本标号为伯2444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关于钟馗是这样写的： 

  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8] 

  敦煌本与《道藏》本的文本略有出入，“孔子执刀，武王缚之”的字样，在《道藏》中是没有的。这段显然是驱除病疠之鬼的早期道教经

典，尽管对钟馗斩鬼的传说语焉不详，甚至也还没有出现钟馗形象的具体描写，但钟馗作为专门的斩鬼者的角色，与孔子、武王这二位著名历史

人物、也是传说人物一起出现在经中，其形象又是十分鲜明的。这说明，在写本中，斩鬼的钟馗，不是作者随意创造出来的一个驱鬼逐邪的道

具，而是取自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作为捉鬼杀鬼者和驱邪治病者的钟馗，在其他敦煌写卷里也留下了身影。据法国敦煌学家艾丽白(Danielle Eliasberg)研究，在负责驱邪的

诸神中，钟馗的作用位居首席。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王重民拟题)中，关于钟馗是这样叙述的： 

  正月扬(阳春)秸(佳)节， 

  万物咸宜。 

  春龙欲腾波海， 

  次端(异瑞)祈敬今时， 

  大王福如山岳， 

  门兴壹宅光辉。 

  今夜新受节□(仪)， 

  九天龙奉(凤)俱飞。 

  五道将军亲至， 

  □(部)领十万熊罴， 

  衣(又)领铜头铁额， 

  魂(浑)身物(总)着豹皮， 

  □(敕)使朱砂染赤， 

  咸称我是钟馗， 

  捉取浮游浪鬼， 

  积郡扫出三峗。 

  学郎不才之庆(器)， 

  取(敢)请宫(恭)奉□□。[9] 

  在这段可能作于中晚唐的愿文中，不仅出现了角色的转换，重要的是，钟馗的形象丰富鲜明得多了。第一，连五道大将军也装扮成钟馗的样

子，冒钟馗的身份：长着“铜头铁额”，身上蒙着豹皮，身上(或脸上?)涂着朱砂；第二，“咸称我是钟馗”者，又是出现在除夕之夜驱傩的仪

式(“今夜新受节仪”)之中，与岁暮新岁联系起来。胡万川教授曾指出，钟馗的特点之一，是与年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在除夕之夜的大傩

之中。[10]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商周以至秦汉之际古傩仪式记载中的方相氏。方相氏最初的形象也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

扬盾”(《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与《除夕钟馗驱傩文》中的钟馗形象颇为相似。正是这个铜头铁额、蒙着兽皮的钟馗，在方相氏逐渐消声匿

迹之后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继之而起。他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使命，不是如上所说的仅只是驱除病疠之鬼，而是捉拿一切浮游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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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上一条： ·[陶立璠]中国的面具文化 

下一条： ·[乌丙安]中国山岳的文化模版 

   相关链接 

·[吕建福]青海湖流域：吐谷浑人的开拓与传说 ·[陈勤建]民间传说中的风物保护 

·“柳毅传”源头或在山东 ·《牛郎织女》邮票首发式将在山东沂源隆重举行

·[陈金文]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看铜鼓的厌胜功能 ·[金霞 李传军]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传说、史实及意义

·刘铁梁：北京建城传说 ·[刘锡诚]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

·[马佳]《白蛇传》——人与异类的姻缘 ·[刘锡诚]乌鹊晴

·钟敬文 等著：《名家谈牛郎织女》 ·[孙建功]“鸡叫城”沉城之说 与吴文化的关系



·[乌丙安]在哪里哭倒长城并不重要 ·[汪玢玲]一本有特点的民间传说故事集

·[王焰安]对“鲁义姑姊”型传说的考察 ·[梅联华]从龙虎山民间传说看端午习俗

·黄自修诉南宁市艺术剧院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刘锡诚]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刘魁立]梁祝传说漫议 ·[万建中]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注册 帮助 登录 

电子通讯稍后发布
 

学会机构┃ 合作网站 ┃ 友情链接 ┃ 版权与免责申明 ┃ 网上民俗学 ┃ 本网导航 ┃ 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E_mail：chinafolklore@163.com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联系我们 

京ICP备06017032    技术支持：中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