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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1．巫与《楚辞》 

关于《楚辞》的来源，自古以来未闻有明畅的解释。然而，我国铃木虎雄博士前几年发表了值得倾听的新见解(《支那文学研究．论骚

赋的生成》)。他说诵风为巫所保存，屈原写《九歌》之诵声，并作《离骚》及其他《楚辞》。 

《九歌》虽有歌名，但大概如巫以诵声而歌，用之于乐舞。工诵(即瞽，诵箴谏之乐官者)与巫的历史关系不可考，大概巫与舞共为诵

(同上第二章第六节)。所以，博士之说接近笔者的意见，也是以《楚辞》为巫系文学。笔者视《楚辞》为巫系文学，但不是把全部《楚

辞》都看做诵声之遗，而是要在巫者掌管的占f-、祝辞、神歌、神舞、神剧、招魂歌中寻求《楚辞》的起源。虽与诵声之遗有关系，但

也不单是诵声，而是既有歌唱的，也有单独模仿留传下来的文辞。这样的看法自然与博士之说不同。博士作出的结论是以句法研究为

主，而笔者进行的考察是把重点放在文学形态上。总之，研究《楚辞》时痛感需要首先解明巫的问题。P3 

2．巫的起源 

关于中国巫的起源问题，不可能向殷周时代求得正确的记录，而且从春秋战国到汉代也没有值得参考的资料。这一方面是因为巫家早已

没落，成为士人羞与为伍的阶级。另一方面，有理由相信民间风行的巫俗通贯古今，故笔者大体上把从古代到现代的有关巫的记录看做

是有同样价值的资料。巫俗不限于中国，是东方民族一般流行的萨满教信仰的一个支流，所以也以中国以外的资料作参考。又，我们有

条件利用《说文》、《金石文》以及殷虚文字，故还必须从文字方面加以考察，弥补文献的缺陷。并且拟提出巫(女巫)觋(男巫)的先后

问题，以达到关于巫的起源的结论i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另立一项，同时亦请参考3．《巫的神政》和4．《巫与祝、宗、史的关系》两

节。这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出决定性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若从多方面着笔考察的过程中描绘出巫的原始实际

状态，笔者将感到荣幸。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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