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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周易》出发，来看巫术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概述了巫术的三大文化起源：自然难题的无

法克服与解答、人盲目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自然难题、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万物有灵”、鬼神观念；论述了神秘而

独特的象数占筮巫术；说明了巫术是早期人类的“科学”，有助于人类看清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把握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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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巫术的起源

《周易》是巫术文化的总结和发展。巫术文化时代是人

类社会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极

古以来便在专家的手里，人类第一个专业乃是巫术的专

业”。弗雷泽同样认为“巫师或巫医似乎是社会演进过程中

最古老人为的或专门职业的阶级”。实际上巫术文化是早

期人类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迄今为止，它仍然与科学

文化、宗教文化一起构成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之一。

巫术的起源有三大文化要素：首先是自然难题无法克

服与解答；其次是人盲目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自然难题；

再次是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万物有灵”、鬼神观念等，且迷信

物我，主客之间的神秘感应。

原始巫术是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是在面对严酷的生

存环境下人掌握自然的方式。人类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才

是发展。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当人类遇到难

题，且知识与实际控制的力量都告失败，而同时又必须向前

追求的时候，我们通常便会发现巫术的存在。须知人类一

旦为知识所摒弃，经验所不能援助，一切有效的专门技术都

不能应用之时，便会体认自己的无能；但是，这时他的欲望只

是更紧迫着他，他的恐惧、希望、焦虑在他的身体中产生一种

不稳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追寻一种替代的行为。”这种

替代的行为就是巫术。

“万物有灵”和鬼神观念源于古人的灵魂观念。古人认

为，肉体会灭亡，但灵魂不会消失。列为·布留尔在《原始

思维》中说：“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本质上是

一种气息：薄膜或影子；灵魂是他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

命和思想的本原，它独立地占有它的从前或现在的肉体拥

有者的个人意识和意志；它能够离开身体很远，并且还能突

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出现；它能够钻进其他人或动物甚至

物品的体中，控制他们，在他们里面行动……”正是由于相

信灵魂的独立存在，才会出现沟通人神之间的巫师。古人

在自然与社会中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便被认为是具有神

灵的存在。植物、动物、天地、日月星辰、山水都具有神灵。

易卦与巫术的起源也有相同之处。《系辞传》中：“古者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卦爻的制作，是通过对天地鸟

兽、人类自身即宇宙万物的综合考察，然后将之概括、抽象简

化而来的。巫术的核心是巫法、巫技并加以施行的人，是后

起的。巫法也是源自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与效仿。《周易》源

于巫而高于巫。《礼记·曲礼上》所说“疑而筮之”，使之“决

嫌疑，定犹与（豫）”，增强成功的信念。如果是高层次的占

卜，还能告诉人们如何处事的具体方法。《周易》就是这样

一种占筮艺术。可见巫术既是人类的一种能力，又是一种

文化观念或信仰。这种观念来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

它可以解释早期人类的身体与意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

关系，这就构成了人类原始思维的主体。在早期人类的眼

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相互感应的。

二、神秘而独特的象数占筮巫术

《周易》是巫术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它是伏羲画卦、



文王重卦、周公爻辞、孔子十翼构成所谓“四圣”的秘籍。

《周易》的体系主要由六十四卦及其卦象发展而来，每一卦

代表着一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演化规律。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六十四卦的具体认识对象涉及天人关

系的方方面面。《易传》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研习周易，解说

卦象的产物。它基本上并非巫学，却保留了许多占筮甚或

龟卜的思想材料，而且在原始巫学基础，成为富于时代特色

的文化智慧。

《周易》的“经”部分的创作过程经历三大阶段：阴阳概

念的产生，八卦的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三者均是遵循

“观物取象”的创作原则。“阴”、“阳”概念的形成，是古代人

们通过宇宙万物矛盾现象的直接观察得出的。《朱子大全

·易纲领》中说：“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在古

人心目中，天地、男女、昼夜、上下、吉凶……几乎生活环境中

一切现象都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的矛盾。根据这种直

接的观察，前人把宇宙间变化万端、纷纭复杂的事物分为阴

阳两大类，用两种符号来表示：阴物为“－－”，阳物为“—”。
阴阳爻象的形成，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象征着

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和现象。

古人以阴、阳符号为“爻”，每三爻叠成一卦，出现“八

卦”。八卦的名称分别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

的取象，已经从阴阳二爻对事物的广泛象征，发展到对自然

界八种基本物质的具体象征；这八种物质是：天、地、雷、风、

水、火、山、泽。在后来的《易》理演绎和《易》筮的运用中，八

卦又分别对应不同的卦德。八种卦德是：健、顺、陷、丽、动、

止、入、现。在占筮的过程中推演吉凶。八卦与时间和空间

结合，产生了卦位。八卦与八季、八方相配，赋予八卦以空间

方位和时间序列的意义。“时”是易理之根本，易理是由卦

象符号所表达的，正如王弼所言，“夫卦者，时也”。八卦方

位的往复流变首先是一个“时”的问题。坎卦为水为北方为

东，阴气极盛而衰阳气始生之时；震卦为木为东为春，阳气渐

长之时；离卦为火为南为夏，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之时；兑卦

为金为西为秋，阴气渐长之时。文王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

是自然四时运行的卦符模式，它将世界万物运动归结为

“时”，用“数”的方式推演。

《周易》的巫术占筮是世界上独特的巫术方式，其筮数

的运演别具一格。八卦之学是易的基本文化智慧，其原型

是一种巫术智慧。它是在龟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中华

巫术史上，一般认为先有卜后有筮，卜是渔猎时代巫术的主

要方式，筮是农耕时代的巫术的主要方式。占卜巫术方式

更古老。所以《左传·僖公四年》有“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的说法。占卜是占筮的前期状态，两者在文化意识和情感

方式上是一致的。

占卜主要是一种以龟甲、牛骨为材料具有一定操作过

程的原始巫术，是通过捉龟、杀龟、刻龟等多种操作步骤而完

成的巫术过程。董作宾在《殷代龟卜之推测》指出，“卜其音

同于爆破。余谓不惟卜之形取象于兆坼，其音亦象灼龟而

爆裂之声也”。卜之形、声，综合构成占卜的前兆。既灼之

余，其龟甲（或牛骨）炸然有声，古人称之“龟语”，以为是有

灵气的。而卜之形亦与爆裂之声同时出现，同为征兆。古人

根据这种占卜的声响之强弱、清浊以及卜形之大小、长短、曲

直、姿线、走向等占验吉凶的。这一类巫术现象的出现是人

为灼烧龟骨的结果。占筮是用筮草或筮竹来进行的，这一

占筮被古人称为“自然之易”，然而它与自然之联系较前类

巫术稍弱。最根本的是用以占验吉凶的前兆或预兆即卦、

爻象，是占筮者通过数的运演而构成的，这是人为的创造，其

过程更加复杂现代。尽管这种巫术智慧被始终笼罩在“象

数”互渗的阴影之中，它与前类相比，其理性因素无疑有所

加强。

“数”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其类而

言，有气数、运数、神数、命数等。在古人看来，数是宇宙现象

在度上的规定，是有规律可循的。正如郭志诚所说的“人为

自然界天地作用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无一不受

数的制约。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通过卜筮等手段，得

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在人神交通中，神并

不说话，那么人如何理解并传达神的启示呢？一是迹象，一

是数。商周时流行的卜筮，卜是根据灼后的龟和兽骨裂纹

来判断人事吉凶；筮则是用蓍草或其他可数物为工具来推

测吉凶。前者是征兆，后者就是数，八卦所代表的符号和数

字就是这样一种数术。古人有数分奇偶的观念。数分奇偶

是为了吉凶相对应的，因为占卜的出发点与目的就是为了

预测吉凶。奇偶便是判断吉凶的最根本依据，所以占必三

次或三占从二。从而便有天数一三五七九，地数二四六八

十这样简单的数的划分。从文献记载来看，卜筮不吉，则可

再卜。《周礼》中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周易》中

的八卦正是表明古人数分奇偶，吉凶由数的观念。所以《易

传》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筮，参天两地

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易传》又说：“极其数，遂定天

下之象。”

《周易》本是卜筮的记录，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其卦爻辞则是当时巫师解说卜筮中的数与术的说辞。这些

说辞其实就是用天象来解释人事，随着人们对自然的掌握

能力断提高，一些有人文传统精神的史官，开始逐渐摆脱巫

术的具体羁绊，用一些新的观念来理解卜筮的结果。古代

先民正是在巫术的观念下，逐渐深入自然，目光逐渐从天数

转到人自身，自觉地赋予人主观能动性。

三、巫术：早期人类的“科学”

巫术对早期人类而言如同科学对现代人的重要意义一

样。巫术就是早期人类的科学。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

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两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完全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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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因为这些演变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所以就可以准确地

预见和推测出来。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了解自然宇宙

奥秘的先知来说，巫术与科学二者为他们开辟无限可能性

的前景。巫术同科学一样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

刺激着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

巫术在观念上提高了人的能力和地位。沟通人神之间

的巫师具有某种神性。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巫师具有通神

的能力。从先秦的典籍记载，古代的巫师不仅要求有特殊

的心灵，比如精神专注、情感虔诚，而且还要具备有正确处理

人神关系的智慧、领会神意、准确传递神意的灵性，善于观

察，耳听八方，洞察入微。早期的巫师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取

得这一地位，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原始灵媒往往要依靠

个人的天赋”。这些有着特殊的超乎寻常的心灵的人，大都

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才，也即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早

的巫师同时也是祭司，又是传达神旨和利用各种手段预测

吉凶的预言家。最早的巫师也是最早的医生，巫医同源以

得到充分的论证。最早的巫师又是天文观测与历史记录

者，他们是最早摆脱物质生产领域的一批知识分子或脑力

劳动者。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巫师有条件与能力从事巫术的

钻研与知识的学习积累，各种学术文化也就在其中发展起

来。他们经常参与政治、军事决策，在国家和宗教中享有较

多的威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精神文化生产方面产

生了后世的官学。

巫术思想文化具有重要贡献。佛雷泽对此有高度的评

价，他认为“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都总是发生在神权政治

的专横统治之下。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

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

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

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绝非微

不足道。当我们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

么，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

么，它也曾是真理之母”。如果巫术变成真实有效的，那就

不再是巫术而是科学了。人们积累的经验和准则中有些事

珍贵的，有些则是废物。珍贵的成为科学的一部分，错误的

则成为“巫术“。巫术就这样成为科学的近亲。巫术的仪式

和咒语若不能使人们获得希望的结果，则会促使人们寻找

更加真实有效的理论方法把握现实。

巫术是人类社会经历的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的产物。它

是早期人类认识把握自然的方式。许多思想观念和认识方

法作为集体无意识流传到今天，了解巫术文化有助于人类

看清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把握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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