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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产的直观定义"而其引申为祖先留给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的遗产观念亦显而易见&巫术

及其相关的巫文化活动便是这样一种财富&中国作为华夏文明的载体"巫文化源远流长"从-山海

经.的记载到现代文明的今天"巫文化的踪迹仍然或隐或显存在于民间"研究巫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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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源浅窥

载于史籍关于巫的资料'以#山海经+大荒西经$尤为知名&)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记载了人类文

明早期的巫术活动'并与生产(医药(自然相关联%

现代考古学业已发掘的巫术活动痕迹则可追溯至公元前
#D,,,

年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撒赤铁矿粉的巫

现象'法国诺克斯洞穴内公元前
#,,,,

年猎杀野牛岩壁画的)巫艺术*'公元前
",,,

/

C,,,

年间前仰韶文化

丧葬习俗中具有辟邪)巫意味*的涂朱术'以及公元前
--,,

/

!!,,

年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肢葬俗中的)巫行

为*%凡此种种'从亚洲到欧美'从远古到近代'人类文明巫文化活动的踪迹'不胜枚举%

巫是什么'内涵若何'学界至今并无一个共奉的标准'中西表述各异'地域见解亦自纷纭'其分类也各据

其理'莫衷一是%

中国经典文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巫*之释义&)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躑舞

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希瓦'古文巫%武扶切*%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在两千年

前)巫*与)祝*即为同义'指那些能够沟通神明的专职人员'巫在夏商时期的统治阶层中享有崇高地位'周以

后')巫*)祝*职司分开'巫的文化功能渐渐被)祝*)宗*)史*所替代'巫师的社会地位下降'遂和光同尘'流散

于野%

说文解字中尤须注意的是对字形的描述&)象人两躑舞形*%作为源起象形文字的汉字'望形生意是一个

重要的识别特征%这里的)巫*字显然就是模拟舞蹈者长袖飘飘的形貌'说明)巫*的核心形态与舞蹈有关'亦

即)以舞降神者也*的形态语言')巫者舞也*的说法也可以从云南沧源岩画与内蒙古阴山岩画的巫仪式图形

中可以得到例证%如图&

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及巫大概不能不提及)绝地天通*这四字'最详尽的论述载于#国语+楚语$昭

王和观射父的问对&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

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00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

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00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

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在古者到少?至颛顼几个时代的迁延中论述巫之流变'可见得绝地天通的要

义就在于使天地相分'人神不扰'各在其位'这是一种有序制度的重建'儒家的礼乐文化的萌芽已隐然其中%

而其时巫的职司'则成为沟通天地与人神之间的唯一媒介%

这从)巫*的字形上亦有体现%一则巫是工'明确了职司属性,二则字形上部的天与下部的地之间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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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一竖则成为连接天地的通道'这就明确了其职司的定性为)沟通天地(神明*的功能%故而'巫便是沟通

天地之)工*'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以舞降神*%

#

!

辨巫明义

#"!

!

巫为文始

巫'作为远古时期人类面对神鬼莫测的自然造化时的唯一凭藉'除了具有精神层面的抚慰作用外'其实'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巫术在更多层面上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提供了经验总结(归纳与提炼而后的指

导%中国出土众多的甲骨文'就有对当时大事(农事等占卜结果的纪录'可以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走出蒙昧的

重要一步'因为它脱离了口口相传的讹误与错谬'成为了有据可查(有例可循的文本纪录%因此'巫师在事实

上成为了记录人类文明活动最早的文化人群体'也可据此认为'巫术纪录也同时是最早的史料%

#"#

!

存亡绝续

毫无疑问'周以后的巫术或者巫文化的发展趋于式微'汉武帝时期宫闱的)巫蛊之乱*事件已经让巫术彻

底沦落为末道邪流%方士也罢'方术也罢'名称的改变终究没能摆脱没落的运势'由出入从容的权势巅峰'彻

底沦落为退隐民间的民俗文化活动'如占候(占星(医学(神仙术(占卜(相术(遁甲(堪舆等'其间或多或少都

能发现)巫*的痕迹%

在历史长河中'巫的)术*性显然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客观规律'其迷信(诬枉的舛误也为社会精英

阶层所遗弃%宗教的兴起与科学的昌明'增加了人类文明认知世界的途径'足以消解人类基于对超自然力量

的敬畏而依赖的巫术系统%

$

!

天下有巫

言及巫术'西方有一本专著不能不提'那便是英国人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所著的#金枝$一书'其被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誉为)一部深刻影响我们这一代的伟大著作*%弗雷泽认为巫术本质上是一种伪科

学'一种没有任何效果的技艺'将巫术定义为交感巫术'并分为顺势巫术与接触巫术两大类型%

顺势巫术中提及的印第安人使用木偶施咒害人与前文所提汉武帝时期的宫闱出现的)巫蛊之乱*使用木

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且此习俗在亚洲(美洲(欧洲都广泛盛行'这就是弗雷泽将此类巫术类型归纳为相似律

应用的典型案例%

而接触巫术的定义原则是指事物一旦接触'它们之间就会发生联系'并将一直保留'互相影响%如通过

对人身体的头发(指甲或其他部位施行巫术'借以达成施术的目标%这种类型巫术同样在世界各地具有广泛

存在的依据%

弗雷泽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详尽的案例与广博的见闻构成了#金枝$的核心价值'因其研究视野的

宽广'实例遍布五大洲'故对全面均衡地研讨巫术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至于其分类方式的合宜与否'

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不过'笔者倒是更倾向于使用国内巫文化研究者的分类方式'原因无它'惟纲目明晰(

结构浅平'尤接地气耳%

在中国的巫术系统中'基于华夏文明一脉传承的延续性'以及相对完善的文本纪录与考古发掘'巫文化

相关资料的历史脉络显得更为清晰%从巫文化遗存现状来看'存世的既有显性的(延续至今的各种民间巫术

活动'如符(占卜(堪舆(相术等%也有隐性的已经嬗变为节庆或艺术活动类的'如傩舞(傩戏(土家摆手舞(

梯玛歌等%其巫术类型大抵未出#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配图"所划分的范畴'可见巫习巫俗虽经数千

年流变'部分甚至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其脉络犹能从其形式(仪范中窥得巫文化存于其中的片羽吉光%

华夏巫文化遗存现状大体可以分为民俗(术用(文学(艺术(建筑(遗迹
.

大类型'这样类型的划分'是为

了便于对巫文化的保护和应用建立一个直观的工具系统'而非学术类型的概念划分%

进入
+#

世纪的中国'早已摆脱了闭关自守的年代'迅速融入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

国家力量%而生活水平与科学认知的逐步提高'使得巫术这种有着太多灰色地带的行为愈来愈难以迷惑大

众了'巫的痕迹渐渐被城市化的进程所抹除'而作为文化遗存的)巫*也一并被抹去'厚古薄今固不足法'厚今

薄古同样是执其一端的偏执'我们应当如何理性看待和对待)巫*已成为我们不可忽视而需要探究的问题%

"

+,#-

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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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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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产的定义'引

申开来则是祖先留给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显然'巫文化亦属此范畴'使其传承而不致湮灭'便是文化

遗产存在的价值与要义%现代社会型态的城镇与乡村'都是承载文化遗产的载体%

当我们审视千余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评价标准时'已然明了&

#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

创造性天才杰作%

+

"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等方面产生重

大影响事物%

!

"为一种已经消逝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

"人类历史发展中某

一建筑风格的杰出范例%

C

"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它含有一种!或几种"文化特性'随

着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局面%

.

"与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或者传统习惯(思想(信仰

和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实质联系的东西%毫无疑义的'巫及其代表的巫文化习俗是其中几条重要标准相吻

合的%

前文曾论及巫的道与术之分野'那么'对于先民之术'文化之原的巫'也自应有公允的评价%确确而言'

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段性文化特征'巫毫无疑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如诗经(汉赋(晋文章一

般'承载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和象征%源于生生不息的文化演进足迹'巫的式微是必然的'然而'式微并不代

表着遗忘'这恰恰需要一种真正客观的历史观念去记录和叙述它的存在'不至于在文明演进的足迹中留下无

法弥补的空白%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用文化遗产的观念来思考'我们将如何纪录和叙述)巫*之存在1

%"!

!

存续惟用

文化的存续'在于生机'在于行用日常的融合'巫文化同样如此'并无二致%庄子中的两个小故事或许会

对我们的思考有所裨益%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2*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

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1 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1*二大夫曰&)宁生

而曳尾途中%*庄子曰&)住矣2 吾将曳尾于途中%*///庄子+秋水第十七

这故事引申开来'便是一个关于)巫文化*遗存的使用问题'是)巾笥庙堂*般的静态封存1 还是)曳尾泥

涂*式的活化展演1

静态的封存可以将事情简单化'收拾遗存'造博物馆'供人们暇余走马观花式的博览'简便易行%而活态

展演则牵扯到诸多方面'文化原生态保护问题(学术争议问题(转行就业机制问题(活态展演保持的盈利生存

问题等等'繁冗驳杂'不一而足'事情远非)有价值*这个说法那么简单%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

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第十八

如果活态展演'便免不了有)鲁侯养鸟*式的顾虑'脱离了原生环境和语境的)巫文化*'纵然其外在形式

依旧纯粹'也不免被诟病为娱人耳目却丢失了本源的不合时宜'便如当下将民俗文化植入景区以及各地各色

的民俗文化旅游节日'其经济动因与原生态文化失真往往成为争讼所在%

%"#

!

遗产能新

巫文化作为一类极具图腾意味与识别性的文化资源'如何保护与利用确实存在许多需要直面的问题和

难点'体用之辨'真伪之趋'义利之分都是大课题'这也不是本文区区数千字所能瓜分豆剖清楚的%但是物有

本末'事有终始'巫文化的存续总归需要一条可行之路')用*是既定方向'如何)用*则是方法层面的战术选

择')用*得好坏与否需要实践去检验%

进化'是我们巫文化应用的关键词%一如易经之)生生之谓易也*所说'事物的发展总是在变化中生生不

息的'这是进化的必然%世界文明发展如此'华夏文明发展亦如此'融合了四方夷狄而后进化成如今的局面'

巫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变化中的)进化*历程%于进化而言'新生事物的融入是形成进

化的关键因素%历史曾经如此进化'未来的进化同样不可阻挡'巫文化的应用'自然没有理由不去进化%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用)新遗产*的观念来设计这样的进化%所谓新遗产'其核心要义是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设计和规划我们的应用'属于主动制造遗产'而非被动接受遗产%新遗产观念

中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标准系统的建立'用这样的视界看待本就属于文化遗产的巫文化应用'一字之差'便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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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一个标准系统的差别%

新遗产观念或可说是机制主导下的进化'自然更不应拒绝新元素的融入'兼收并蓄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巫文化的应用还将继续流变(进化'不但需要)巾笥庙堂*的静态封存'以使其存真为史'以鉴后来%)曳尾泥

涂*式的活态展演同样需要'让巫文化的衍流活泼泼地存在于生活形态之中'如傩戏'如民歌'如祭祀等'就算

土家人丧葬时跳的摆手舞也不妨因了发展旅游的需要而变成广场舞'就算迁移整村的少数民族村落至旅游

区成为新人文景观也未尝不可'变化即意味着出新'新生即意味着质疑'被接受需要时间'这难道不正是进化

之道吗%

%"$

!

产业驱动

新遗产机制下的巫文化应用'亟待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一如接受进化'而非墨守陈规'

进化则必须适应新观念的植入%传统上文化事业是由政府主导'政策扶持'向来呈现出)只入不出*的城市负

资产状态%而城镇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时下的)顶层设计*概念来看'只有政府主导的一面显然是远远不够

的'城镇的文化事业必须建立一种健康(可持续的内生长机制'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途径'创造独立盈利能

力'形成即便是没有政策扶植也能生存和发展下去的良性态势%文化复兴才有希望步入良性循环'适应国家

宏观政策发展方向%

以巫文化应用而言'建立这样的内生长机制可能的路径是文化产业化'产业链条化'链条产品化'产品空

间化%这四化机制中)文化产业化*就属于观念上的变易'自然'对于那些将文化属性定义为)阳春白雪*的人

而言'市场化是一种亵渎'玷污了文化的纯洁性'那么'这样的变易便需要时间的消化这种)进化*'一如巴黎

的凯旋门'从为世人诟病到最终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也经过了一段为期不短的时间%

此外'这)四化*机制中最显见的是一个先期导入的观念'从文化产业化到最终形成产业链(产品及空间'

这是需要在新城镇规划中考虑的事情'也只有将文化产业化的设计置于顶层设计的范畴'这样的市场化机制

才能收得)凡事预则立*的事半功倍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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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重塑

正确看待产业化的巫文化价值'可以从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四个宏观维度上解读%第一'于社会价值

层面'巫文化的应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用'同时也为这种保护建立了城镇文化范式'并相应地

使社会就业增加%第二'在经济层面上将软性的文化实力转换为产业开发利用'形成经济硬实力'由虚入实'

受益者众'善莫大焉,同时'巫文化应用这种盈利模式也可能为其他有潜力的文化类别创造了一种可资借鉴

的发展路径%第三'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巫文化应用客观上为国故文化整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强化地缘文

化自信的同时'无形中也为城镇气质的熔铸植入了文化精魂%第四'在环境层面上'文化产业的零碳特性为

地缘自然(人文环境风貌的保护提供了有助益的)清洁发展*机制%

在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地缘文化已经成为新城镇建设中事关方向选择的核心'政府决策部门也愈来愈

重视文化建设'更多的将关注点聚焦于此%发掘和整理地方文化'赋予城镇一个鲜活的文化识别性'这不仅

是文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必然'也是改革开放深化之后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纲领和指引'十八大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便是明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具有章服之美(礼仪之大传

承的华夏文化复兴'有此契机'重光在望%

从巫文化的缘起(流派(现存到应用(产业'林林总总数千字其实并未给出)究竟什么是巫*的答案'文中

只是引述了部分文献'对于其定义'并不曾刻意强调之'这完全是因为众说纷纭使然%如果需要给)巫*之定

义一个说辞的话'笔者认为)巫文化*为人类文明认知世界的启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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