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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中古时期的招魂葬俗 

朱松林 

(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招魂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在古代中原与楚两地有着明显的不同 本文从史 

料 出发，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楚地招魂葬俗的流行及其原因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提 出了 

自己的初步看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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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也称复，曾是中国古代丧葬仪礼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记载可见于《礼记》， 

至唐代此种风气更趋流行。本文拟就魏晋南北 

朝隋唐时期招魂葬俗演变和中原“复”与楚地 

“招魂”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略述管见，敬请方 

家指正。 

一

、中原“复”与楚地“招魂” 

丧葬祭祀是文化的缩影，反映着文化的类 

别和发展，因为体现文化创造者归宿的丧葬必 

然凝聚着创造者本身的理念。在中国，丧葬祭 

祀也是儒家礼教的集中反映，儒家对丧葬仪式 

十分讲究，主要是为了体现孝道，团结宗族，“故 

日：祭者，教之本也”，且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反之，“丧葬之礼废 ，则骨肉 

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 。因此“死，葬之以 

礼，祭之以礼”，不仅隆重，而且十分繁琐。宗法 

制社会的祖先崇拜，赋予了丧礼作为儒家的礼 

最为繁复的构成分支。《礼记 ·檀公下》记载： 

“骨肉复归于土，若魂气则无之也。”“无之”指没 

有归宿，到处游荡。《礼记 ·礼运》又记载：“及 

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日：‘皋某复 。然后饭腥 

而孰。故无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行其初 “皋某复” 

句，郑注云：“招之于天”。《礼记 ·曲礼下》也记 

载：“复，日天子复矣。 郑注云：“始死呼魂辞 

也。”孔疏云：“复，招魂复魄也 夫精气为魂，身 

形为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形⋯⋯故 

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日 

复也。”故古之复即在人刚死后进行的为使死者 

复活的一种仪式。 

至于其具体方式在《礼记 ·丧大记》有较详 

细的记载：“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 ，则 

狄人设阶。⋯⋯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孔 

疏云：“复，谓升屋招魂”；“复而后行死事”；“复 

而犹望生，若复而不生，故得行于死事”。另据 

《仪礼 ·士丧礼》记载：“复者一人⋯⋯升 自前东 

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日：‘皋，某复’，三，降衣于 

前。”郑注云：“皋，长声也。”《仪礼 ·檀弓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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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复，尽爱之道也 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 

幽，求诸鬼神之道也 北面，求诸幽之义也。”北 

为幽暗之地，而“荣”为屋搪两头翘起处，东荣象 

征阳气的感发 复者为仪式的主角，他郑重其 

事地穿上朝服，站在屋顶中央，向魂灵所去的阴 

暗的北方呼唤；衣为死者曾穿过的物品，按原始 

巫术的“接触律”，有吸引亡灵魂气的作用 经 

过多次反复挥衣“振魂”，一边呼喊死者名字的 

仪式之后，大家这才意识到尽管再尽心竭力，死 

者毕竟不能复生了，而后才准备小敛。可见在 

中原札俗中的复札是为了让死者重得魂气而复 

活。突然面对亲人的死亡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事 

实，所以往往采用各种方式祈求复活。在死生 

阴阳的交界处，通过这种仪式可以使哀悼者在 

竭尽人为的努力，向死者表达恳挚的追挽之情 

后，从极度悲痛的情绪里略微解脱一些。“尽人 

力的招魂活动成了伤悼的一种代偿形式，于是 

理性开始介入情感，让伤悼者理智地接受这一 

不幸的现实 

《礼记》所载的是上层贵族采用的札制。此 

时民间招魂的方式鲜有记载，仅在《墨子》中略 

有提及 “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 

穴，探涤器，而求之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 

矣!知其亡也必求焉，伪己甚矣!”0可见，民间 

招魂虽有所衍变，但其基本方式仍是“其亲死， 

列尸弗敛，登屋窥井”，其 目的也是为“求之 

其人”。 

相比于中原招魂的程序简单，楚人招魂的 

程序和语辞要复杂、繁详得多。根据楚辞《大 

招》和《招魂》中的描述来看，楚人招魂的程序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由女巫师各一 

人分别扮演巫阳和上帝，帝命巫阳下招，巫阳先 

筮占魂灵所在，然后下招呼唤。待将魂灵呼唤 

回来后，便由其他的巧辩之巫，一步一步地将灵 

魂引入城门，直到设有招具之所亦即享堂。招 

具主要为“秦齐缕，郑绵络些。”王逸注云：“言为 

君魂作衣，乃使秦人职其络，齐人作操缕，郑国 

之工缠而缚之，坚而且好也 ”以衣物作为招具， 

楚人与中原相同。为招魂所设的享堂，《招魂》 

称之“像设君室”，王逸解为“法象旧庐”，当是为 

死者专门修设的居室，其造型、布局及室内陈设 

略仿其生前居室，室内“撰设甘美”，陈列酒肴和 

钟鼓女乐，无所不备。当招魂之际，死者的宗族 

齐集于享堂。也就是《招魂》中的“室家遂宗” 

接着以声色佳肴诱惑、安抚、羁縻死者之魂，使 

其因留恋人间欢乐，而回归体魄。张光直先生 

就曾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 显而 

易见，楚人招魂不仅程序复杂，而且仪式性、表 

演性的因素比华夏招魂要多得多，招魂的场面 

也要大得多。0由“巫阳”扮演者呼喊的招辞洋 

洋数百言，极尽渲染夸耀之能事，也远非中原招 

魂“皋，某复”三声所能比拟 楚地招魂的方向 

与中原诸国也有所不同。中原华夏招魂的方向 

已经在前文所引的《仪札 ·檀弓下》的 l言中提 

及，是向北方招魂 北向招魂可能基于五行观， 

以北方配冬季，配黑(幽)色，为死亡象征，又以 

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宿以北二星为鬼官之长， 

司鬼魂之气。虽然五行观也传播到楚国，并对 

楚国的上层文化产生了影响，但对楚国的招魂 

却未曾产生什么影响 楚人招魂的方向与中原 

相比，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在六方或四面下 

招，如《招魂》文中载有：“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 

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 

来，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 

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巫阳是 

从天上、幽都、东、南、西、北六方下招 《大招》 

文中载有：“魂乎无东!汤谷寂寥只。⋯⋯魂乎 

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魂乎无 

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魂乎无北 !北 

有寒山，龙只 ”可见，《大招》是在东、南、西 北 

四面下招。楚国的招魂根据其不同的对象，具 

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招魂》为招一死者之 

魂，《大招》反映的是为全民性的春楔招魂，《国 

殇》为招死于国事的将士之魂 0 

楚地招魂语辞除了有一系列的 魂和导魂 

举动及各种招具和“象设君室”，辞中也找不到 

明显的悲伤之意。因而很明显地不像是为甫死 

者招魂。而在中原礼俗中的复札是为了让死者 

重得魂气而复活。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地招 

魂的主要区别当是被招者的尸体存否及死期的 

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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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与楚地的传统风俗有很大的关系。 

“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0又“楚人信巫鬼， 

重淫祀”。0楚地吸收了北方中原华夏文化，又 

和南方少数民族的鬼神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 

特的楚文化。仅从楚地大量的神话中就能看到 

楚人丰富的想象力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 ·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中也称“周礼既废，巫风大 

兴，楚越间此风尤盛 ”一种文化的面貌是与当 

地的经济类型和自然环境分不开的。所谓“凡 

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 广谷大川异制，民 

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 

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后两者对前者的影 

响，“礼从宜，使从俗”，0久而久之会积淀成一 

种足以影响后世的传统。 

二、魏晋时期的招魂葬俗 

魏晋时期，楚俗的招魂葬并未得到权威礼 

制的承认。“永嘉五年，东海王越薨 先是，裴 

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 

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日：‘圣人制 

礼，以事缘情，设冢(淳)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 

庙祧以安神，雨奉之以吉 送形而往，迎精而 

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 至于室寝 

庙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 

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 

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 于是下诏不许。裴氏 

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 太兴末 ，墓毁，改葬丹 

徒”。0故 太兴元年夏 四月 “戊寅，初禁招魂 

葬”。0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有关反对与赞成招魂 

葬的争论，具体内容在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卷 

85中有详细的记载。至于争论的焦点，金式武 

先生认为是“墓中有无灵魂”及“人死后神(魂) 

形(体)是分离还是神形仍相依?”0这种观点的 

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分歧，但如果我们从文化 

的角度似乎更能理解两派各自的立场。上文所 

提及的争论就是因此而生 给尸不归乡的死者 

招魂当为吴楚时俗。虽然郑国有“三月上已，溱 

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蔺草以拂不祥”之俗， 

见郑玄《韩诗注》，但是《诗经 ·郑风 ·溱洧》原 

诗为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茼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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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日：‘观乎’?士 日：‘既且 。”表明此风俗在郑 

地已游戏化，成为一种社会活动 故屈原诗所 

描绘楚风 ：“魂兮归来人修门兮 ，工祝招君背行 

先兮，秦篝齐缕络郑锦兮 ，招具该备永啸呼兮， 

魂兮归来反故居兮。”更与东海王妃所为相一 

致，即东海王妃招魂是从吴楚之俗 司马氏系 

经学礼法世家，故以此为悖。由于东晋、刘宋时 

中原士人源源不断地渡江南来，要不要人乡随 

俗 ，以招魂来哀悼死难于故土的亲人 ，引起了这 

场大辩论。0士族代表袁环、阮放、傅纯、张亮、 

江渊、庾尉之等皆据礼制反对，只有东海国学官 

“周生以为宜尔” 所以我们认为争论“墓中有 

无灵魂”及“人死后神(魂)形(体)是分离还是神 

形仍相依?”这类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却是两种 

文化习俗的冲突。 

虽然朝议倾向于反对，但事实上却是屡禁 

不止的 南朝的情形 自不必说，就连北朝也深 

受楚俗的影响。北朝一方面把中原复礼作为当 

时丧制的基本内容之一，一般官僚死后皆需举 

行 。如《魏书》卷 108之四《礼志四》载 ，孝明帝 

神龟元年(518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 

寺，“有司奏 ：‘按旧事，皇太后崩仪，自复魄敛 

葬，百官哭临 ”而《颜氏家训终制篇》中也说 
“

一 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 这也从侧面 

表明复魄在一般的贵族官僚死后还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在遇到尸首无存的情况下 ，也逐步开 

始实行招魂葬 在《魏书》卷 45《裴骏传》附《裴 

宣传》中，世宗初 ，宣上言：“自迁都以来，凡战阵 

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 

诸悉令州郡⋯⋯掩埋，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 

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诏从之。”在战争 

使得众多士兵尸不还乡的情况下，诏令强调丧 

家替死者招魂 这无疑是与楚地的招魂相一致 

的。但需诏令强调也说明它在民间并非十分流 

行 正如陈舒《武陵王招魂葬议》云：“按《礼》， 

无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 ”0显然，民间 

风俗是很难为行政命令所左右的，招魂葬不但 

未因遭禁而销声匿迹，甚至取得最终的礼法地 

位 从朝内争论到“初禁招魂葬”，再到现在的 

“诏从之”，招魂葬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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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时期的招魂葬俗 

隋唐时期统一国家的再次形成也促成了各 

地风俗的又一次大融合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 

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 

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齐，二日粱、陈，三 

日魏、周 ” 一方面，隋唐时期的招魂仍部分保 

留了中原复礼的传统。如段成式《金剐经鸠异》 

载：“及明，已闻对门复魂声，问其故，子昨宵暴 

卒。”又有，“补阙孙堇善占，梦枣生屋上。孙日： 

‘重来重来! 呼魄之象，其人果卒。”0这说明唐 

人仍会按中原复礼的程序为刚死者招魂复魄。 

当然，在唐代还有很多靠招魂使人复苏的事例， 

如《太平广记》卷 338((卢仲海》条载：“处士卢仲 

海与从叔攒客于吴，半夜攒亡，仲海计无所出 

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说 

招魂之验，乃大呼攒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 

苏而能言日：‘赖尔呼救我’。”仲海凭着数万声 

呼唤，硬是将从叔唤回到人间 同书卷 351《韦 

氏子》条详载返魂之术云：“韦氏子宠妓卒，韦悼 

痛之。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 

召面求其椁。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帏于 

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 是夕，绝人 

屏事 ，且以昵近悲泣为诫 ，燃蜡炬于香前 ，日： 

‘睹烛燃寸，即复去矣 韦洁服生活息，一禀其 

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 

裙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 

哄帏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 

惊起 ，忍泪揖之，无异平生。”以上事例中招魂的 

具体程序和方法仍是在人刚死后，手持死者衣 

物登上房顶大声呼喊 故事中的招魂仅是传统 

复礼的衍变，无论是在目的还是方式和手段上 

皆与传统复礼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隋唐时期也继承了南朝粱陈等 

源自江南楚地的招魂葬俗 在唐代墓志中可以 

发现很多这种为尸骨不存者招魂的例子 如： 

《大唐陇州吴山县丞王君墓志铭并序》“粤 

以显庆二年六月戊午朔三 日庚申招魂合葬起于 

邙山之阳翟村西二里礼也。 

《唐故杭州钱唐县尉元公墓志铭并序》“遂 

以大历四年七月八 日，招魂归葬于南金古乡焦 

古村，从先茔礼也 ”0 

《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右屯卫司骑赵君墓 

志铭》“粤以永徽三年，岁次壬子十月十三日，乃 

招魂与夫人王氏同葬于河南县平乐乡之里。”0 

《唐故隰州大宁县令王君墓忘铭》“以乾封 

二年十月廿二 日招魂 与君合葬于邙 山之 阳 

礼也。 

上述人物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乱或者异地任 

官而死于异乡，一时间又无法回故乡安葬 其 

家庭成员出于合葬和归葬的需要而为之招魂。 

如钱唐县尉元公就是死于任上，时逢安史之乱， 

只能暂且葬于一寺庙果园中。由于生前无子， 

多年之后方由其女二娘为之招魂安葬 

又如《类编长安志》“王君墓在咸宁县东界 

滋水驿东道北(两京道里记)日君开元中在凉州 

都督死王事，招魂葬此 ”0 

再比如《全唐文》中《收葬遇害王妃诏》“宜 

令所司即择日收葬，一事已上，并令官供 其失 

骸骨者，亦令招魂 神而有感 庶人从改 之 

安，魂兮来归，将就新营之吉。 

再如《颖川I郡太夫人胨氏碑》所记载“开元 

九年四月八 日，薨于长安之翊善里 先公早逝， 

邱坟故域，古无合葬，札有从宜。夫以体归下 

地，万里岂殊乎黄壤，魂何不之?双棺幸同于元 

室 以其年十一月十六 日招魂(咐)葬于万年县 

龙首乡神鹿里 申孝子不忍隔亲之情也。铭 

日：龙首山前，前临灞川，招魂五岭，合葬三泉， 

山山邱墓，树树风烟，孝碑不灭，慈坟永传。”0 

此等例子举不胜举，仅在周绍良先生所编 

的《唐代墓志汇编》中实行招魂葬法的就有几十 

条之多。而在《安禄山事迹卷下》也记载在他死 

后，“思明复称大燕，以禄山为伪燕，令伪史官稷 

一 撰禄山庆绪墓志，而禄山不得尸，以其妻康氏 

(立立)招魂而葬，所谓哀后者也，谥禄山日：光 

烈皇帝。”0史思明“以礼招魂葬禄山，置侍中尚 

书令等官 ”由此可见招魂葬法在当时的盛行， 

以至于那些剐人中原不久的胡人也遵循此种 

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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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时期招魂葬法盛行的原 因 

此种风气盛行的首要因素便是当时流行的 

“归葬”和“台葬”习俗。亡于他乡，率归葬，也就 

是后来所说的落叶归根，此乃我国古代丧葬之 

习俗 自汉代开始合葬习俗大盛，主要以小农 

个体经济逐步取代家族经济，小家庭观念取代 

家族观念为背景。相比于北方的大型多人台葬 

墓，南方更多的是夫妇同室合葬。0它既符合儒 

家“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的观念，也符合夫妻 

恩爱，永不分离的一般愿望。所 得到大众的 

一 致认同 “归葬”，即死亡后归柑先茔者。因 

为死于异乡，得不到正常的供奉，往往会视为孤 

魂野鬼。个体飘零孤单不说，有时甚至会遭受 

当地神灵的欺压。所以后代会千方百计地寻回 

父母 的骸骨，哪怕“父母的坟墓被人践踏隐没 

了 ，就将 自己的头发剪下来 ，在附近的地方拖着 

走，遇着拖不动的地方，便是父母 的坟地。” 

“归葬”在唐代墓志铭中有多种称谓，如“归世茔 

域”、“归先茔之域”、“柑先茔”、“柑葬考旧茔”、 

“权殡于先茔之侧”、“拊归大茔”等等。据陈忠 

凯先生统计在 300余份唐代墓志拓片中，“台葬 

者大约占l6．j ，归葬者约 占27．8 台葬、 

归葬所占的实际比例大大高于以上两个百分数 

字 0可以说正是由于台葬与归葬的需要才有 

力地促动了招魂葬俗的盛行。 

其次，不断的战乱也是招魂葬俗盛行的重 

要原因。如果将东晋和刘宋的招魂葬与唐代相 

比较，两者都因为战乱的原因使得很多人颠沛 

流离横尸荒野，以至于最后尸首无存。从东海 

王越 、邓晨到遇害王妃和安禄山以及 千千万万 

的平民与士兵 唐张籍有诗云：“九月匈奴杀边 

将，汉军全没辽水乡 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 

下招魂葬 ”如《旧唐书》卷 193杨绍宗妻王氏传 

载：“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县人也，初年二岁 

所生母亡，为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征辽而致， 

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继母尸枢并立父形 

象招魂” 0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皇帝的嘉奖。 

再如《唐故太原府都知兵马使兼庆卅l行营使殿 

中监赐紫金鱼袋武公夫人裴氏墓志》“夫人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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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河东人也，远祖因宦迁家 ，今为洛卅l洛阳人 

矣，娉于武氏君子讳珍，⋯⋯补充为行营之将， 

于贞元元年三月十三 日，凶丑 大来 ，援师不 至， 

军士溃败 ，陷段于卫州 ，寻访无所。⋯⋯夫人终 

于洪州南昌县之旅次，春秋五十有八。⋯⋯即 

以其年(贞元廿年)七月一日，奉夫人之裳帷，招 

府君之魂，台柑于江阴县嘉宁乡。”0由于丈夫 

战死卫州，尸体寻访无所 ，只能在夫人死后进行 

招魂葬。那已是二十年 后的事了 有关此时 

招魂葬记载较详细的是《唐故宋卅l单父县尉李 

公招葬墓志铭并序》“(李)为贼刃所加，时元和 

十四年八月十九 日也。即时诏诛 ，凶党疑惧，遂 

愈弃僵尸浑乱波尘。暨王命克通，吾长兄绛茹 

毒之前，达于海部，哭恸沧波，修履蠕微 ，累十日 

致奠宾隅，举帛来魂，次呼仲名，髯嚣而至，悉负 

归东洛，丧礼有差 以长庆元年十一月九日次 

葬仲魂于北邙故原礼也。 

隋唐时期招魂葬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当 

时的异地任官制度。唐代墓志中所反映的男方 

大部分为被派遣到异地的将领或文官，往往先 

于其妻死于任期内 其妻死后，子女为求父母 

台葬而进行招魂 如《唐故游击将军行蜀州金 

堤府左果毅都尉张府君夫人吴兴姚氏墓志铭》 

“亡夫张府君讳晕 ，其先清河人也，⋯⋯大历十 

三年五月十三日暴卒于金堤府之任也，⋯⋯远 

之巴蜀，永别乡关，亡梓委灰，旧魂未葬，岁月滋 

久。⋯⋯以夫人奄逝之年 ，太 岁戊辰八月辛酉 

九日甲申，号天叩地，拜手招魂，台拊葬于万年 

县龙首乡。 清河之去 巴蜀 ，千里迢迢 ，尸不还 

乡，只能实行招魂葬法 又如《赠陈州刺史义阳 

王神道碑》中“泣血上请，迎丧远裔，开元四年二 

月，至桂林王同期三人往，皆遇祸，殡殓无主，封 

树缺如岁月茫茫，尽为野草，问邻母而失处，访 

樵童而莫识，议者 以为不可复得，宜招魂而 

葬” 0可见，在这种尸体不可复得的情况下，采 

用招魂葬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唐中宗时赵后先为武后幽死，不知葬所 

中宗死后大臣们认为韦皇后有罪而不能与中宗 

台葬，于是就追谥赵为皇后，并行招魂合葬之 

礼。后来睿宗时刘后与窦后皆为武后所杀亦找 

不到葬所，只能仿效赵后的例子也进行招魂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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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橙林：试连中古时期的招魂葬倍 

招魂葬法终于得到了正统的认可。 

五、结语 

总之，招魂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在古代中原 

与楚地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只是作为一般的 

复礼，最初的目的是为使死者复苏，而后者则赋 

予它丰富的想象及繁复的仪式。“中原与楚文 

化的融合是北方商周民族与楚土著之间民族 

‘文化涵化 的结果。”0这种融合实际是文化调 

整的一种方式。魏晋以来，由于战乱使得大批 

中原人士南迁，有的甚至尸首异处、客死他乡； 

而南方实行的招魂葬俗又正好适合了这种尸首 

无存的情况。因此，招魂葬法逐渐开始流行。 

唐代的情形与东晋相似 客死他乡的例子都很 

多，再加上“归葬”和“合葬”观念的普及，更加推 

动了招魂葬俗的盛行。从此原本备受非议的楚 

地葬俗最终取得了合法地位。从楚到魏晋南北 

朝再到隋唐这三个时期招魂葬俗的演变，我们 

不难看出文化习俗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往往 

随着一定的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 我们·睦有本着“取其精华，击其糟粕”的 

科学态度才能对之有一个良好的继承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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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cation Funeral Amenities In Mediaev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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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act：Evocation，one of the ancient funeral amenhies·has many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zhongyuan”and 

chu area．Startiog from historic materials，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popularity of evocation in the 

“

weiiinsuitang”period and its~eason And the authors tentative opinion is put i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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