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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文化在 《三 国演义》中的流贯及探源

郑铁生

【内容摘要」 神秘文化流贯于 (三国演义 )之中
,

其表现为俄纬
、

占 卜和解梦等
,

其实质是

卜笙文化
。

神秘文化的表现
,

展示 了传统文化雅俗混杂
、

形 而上与形 而下包容的历史形成过

程
。

神秘文化的价值为文学创作再现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原始形态
,

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表现

手段
。

[关键词 l 神秘文化 徽纬 (三国演义 ) 俗文学 真实素材

徽纬
、

占 卜和解梦等艺术描写在 (三国演

义 )之中
,

自始至终流贯着
。

这些带有浓厚神

秘色彩的文化
,

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糟粕
,

弃

之如履
。

而当重新被人们审视的时候
,

不仅

承认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
,

甚至在俗文

化中占有统治地位
,

而且发现在浓厚的神秘

主义迷雾 中
,

隐藏着可以剥离 的真理颗粒和

不可忽视的价值
。

即使科学发展 的今天
,

它

仍 旧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
、

文化意识之中
,

在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史上 占有不可取代的

地位
。

探究它在 (三国演义 ) 中的思想价值和

艺术功能
,

为的是更全 面地理解这部伟大著

作丰富而博大的社会意蕴
,

从文化学的视角

扫视这块历史土壤上 曾展现的时代氛围
、

社

会情绪和世人心态
。

徽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

兴起于西汉哀
、

平之世
,

而盛行于东汉之 际
,

红极一时
,

达到

登峰造极的地步
。

(三国演义 )对徽纬泛滥的

再现
,

正是那个时期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缩影
。

俄语
,

自古以来就是预示人间吉凶祸福

的启示或隐语
,

多数都是采用歌谣谚语形式

流传于世
。

早在先秦已有史可稽
,

多数都涉

及到政治的兴衰治乱
。

到 了西汉
,

用儒家的

经义来解释凿语
,

纬 中有俄
,

徽中有纬
,

二者

合流
,

才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

达到鼎盛

时期是汉光武帝宣布
“

图凿于天下
” ,

使俄纬

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

凿纬在东汉末年大量地 出现
,

成为各种

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 目的的工具
。

这与当

时严重的政治危机
,

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和斗

争极端尖锐有密切的联系
,

甚至农民起义也

借助于这种形式
。

《三国演义 )` 开篇写黄巾

起义时
“

讹言
” : “

苍天已死
,

黄天当立 ;岁在甲

子
,

天下大吉
。 ”

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东汉末年

外戚干政
,

宦官篡权
,

乱 自上作
,

官逼民反的

社会现实
。

再如董卓进京
,

擅 自废立
,

倒行逆

施
,

引起朝野上下的愤怒
,

九州各地的声讨
。

小说从四面八方写来
,

最后集 中到一点
:
讨伐

董卓
,

反对暴政
。

其中也没有放过对徽纬的

描写
。

董卓在被杀之前
,

一次上朝
,

从澎坞望

长安而来
。

行不到三十里
,

所乘之车
,

折轮断

髻
,

已有灾难之兆
。 “

是夜有十数小儿于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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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
,

风吹歌 声人帐
。

歌曰
: `

千里草
,

何青

青 ! 十 日 卜
,

不得生 !
’

歌声 悲切
。

卓 问李肃

曰 : `

童谣 主何吉凶 ?
’

肃 曰 : `

亦只是言刘 氏

灭
、

董氏兴 之意
。 ” ’ “

次 日侵晨
,

董卓 … … 人

朝
,

忽见一道人
,

青袍白巾
,

手执长竿
,

上缚布

一丈
,

两头各书一
`
口

’

字
。

卓问肃 曰 : `

此道

人何意 ?
’ `

乃心恙之人也
。 ” ,

大祸临身
,

怪事

迭起
。 “

千里草
”

是
“

董
”

字
、 “

十 日 卜
”

是
“

卓
”

字的拆字
。

长竿缚书
,

各书一
“ 口 ”

字
,

是
“

吕
”

字的象征
,

这些都预示着董卓将死在 吕布之

手
。

<三国演义 》真实地再现 的俄纬
,

大都是

有史可稽的
。

如预示董卓将亡
, “

千里草
,

何

青青 ! 十 日 卜
,

不得生 !
”

出 自《后汉书
·

五行

志 (一 )》
。

百性反对孙皓迁都
: “

宁饮建业水
,

不食武昌鱼
。

宁还建业死
,

不止武 昌居
。 ”

出

自(三国志
·

陆凯传 )
。

孔明死后的木像吓跑

了司马彭
,

谣 曰 : “

死诸葛能走生仲达
” ,

出自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

这些徽纬的背后都有

复杂的历史现象
,

当它们点缀在小说情节中
,

便如高山流水
,

自然倾出 ;就像云容雾态
,

因

风离合
,

浓重 了神秘的氛围
,

渲染 了历史的情

绪
。

同时
,

又像 一块块化石镶嵌在这部历史

小说之中
,

凡理解的视野触及到它们的时候
,

便会诱发出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人 民情

绪崛起与衰落的思考
。

凿纬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隐语
,

它避开了

艰深的理论
,

用浅显易懂
、

易于成诵的凿语
,

向一般群众宣示舆论
,

富有煽动性 的神秘色

彩
。

其背后总有令人不可捉摸的冥冥上天
,

仿佛代天言事
。

借助
“

天命
” 、 “

神的启示
” ,

来

为政治家
、

阴谋家
、

野心家篡夺政权
、

改朝换

代制造 口实
,

发难于人
。

(三国演义 )描写 了

曹巫篡汉的三部曲
: 一

、

假借天意 ;二
、

大闹逼

宫 ;三
、

效古禅让
。

凡是问鼎者都必然把自己

称王称帝说成是上承天意
,

如许芝对汉献帝

大讲观天象
,

应图徽
,

说是夜观乾象
,

见炎刘

气数 已终
,

陛下帝星隐匿不明 ;魏 国乾象
,

极

天际地
,

言之难尽
。

更兼上应 图俄
,

其凿 曰 :

“ `

鬼在边
,

委相连 ; 当代汉
,

无可言
。

言在东
,

午在西 ;两 日并光上下移
。 ’

以此论之
,

陛下可

早禅位
。 `

鬼在边
’ , `

委相连
’ ,

是
`

魏
’

字也 ;

`

言在东
,

午在西
’ ,

乃
`

许
’

字也 ;
`

两 日并光上

下移
’ ,

乃
`

昌
’

字也
: 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

也
。 ”

早在 25 年前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迎汉献

帝迁都于许 昌
,

荀或曰
: “

汉以火德王
,

而明公

乃土命也
。

许都属土
,

到彼必兴
。

火能生土
,

土能旺木… …他日必兴者
。 ”

在 (三国演义 )的

情节中
,

从不同的视角反复宣示汉朝属火德
,

至东汉末衰败
。

如徐庶唱歌词 : “

天地反覆

兮
,

火欲妞
” ;孟公威作歌

: “

吾皇提剑清寰海
,

创业垂基四百载 ;桓灵季业火德衰
,

奸臣贼子

调鼎鼎
” ; 直到汉献帝禅让时也违心地降诏

说
: “

然今仰瞻天象
,

俯察 民心
,

炎精之数 既

终
,

行运在乎曹氏
。 ”

这一思想流贯在整部书

中
,

并揭示 中国封建时代天命观的一个重要

理论基石是
“

五行
”

说
。

顾颇刚 曾指 出
: “

五

行
,

是 中国人的思想律
,

是 中国人对于宇宙系

统的信仰 ;二千余年来
,

它有极强固的势力
” 。

凿纬与占 卜有着姻缘 关系
,

它常以 占 卜

的形式出现
。

《三 国演义 》第 69 回描写曹操

的晚年思想偏于保守
,

他请东汉末年著名的

占 卜家管格 卜天下之事
。 “

格 卜曰 : `

三八纵

横
,

黄猪遇虎 ;定军之南
,

伤折一股
。 ’

又令 卜

传柞修短之数
。

格 卜曰 : `

狮子宫 中
,

以安神

位 ;王道鼎新
,

子孙极贵
。 ’

操问其详
。

格 曰 :

`

茫茫天数
,

不可预知
。

待后 自验
。 ” ,

管格说

的这两段徽语都是 以占 卜形式出现的先见之

明
。

前一段凿语是两年后应验的
。

刘备与曹

操汉中大战
,

黄忠智夺定军山
,

刀 劈夏候渊
。

“

操闻渊死
,

放声大哭
,

方悟管格所言
: `

三八

纵横
’ ,

乃建安二十四年也 ;
`

黄猪遇虎
’ ,

乃岁

在已亥正月也 ;
`

定军之 南
’ ,

乃 定军山之南

也 ;
`

伤折一股
’ ,

乃渊 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
。 ”

后一段俄语是三年后曹操死后才应验
。

曹操

死于洛阳
,

按星相学划分洛阳一带称狮子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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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立 了曹操的
“

神位
” 。

曹操死后
,

曹巫

立即篡夺 了皇位
,

自命魏文帝
,

尊曹操为魏武

帝
,

所以说
“

王道鼎新
,

子孙极贵
” 。

可见以占

卜形式出现的徽纬就更增加了神学色彩
。

占 卜比凿纬内容更庞杂
,

形式更繁多
,

诸

如星命
、

相术
、

拆字
、

起课
、

风水等
。

流播也更

广泛
,

并且 有深厚 的群 众接受 的心理基础
。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 出
,

占 卜在殷周时代属于

官方的一项严肃的制度
,

大多是遇到军国大

事
,

有专门从事 卜笠的官吏进行正规的庄重

的占 卜
。

到了春秋时代
,

占 卜逐渐传至 民间
,

以至普及到社会下层民众 中
,

丧葬病老
,

纳妾

生子
,

建坟筑房等生活领域里
。

到 了汉代
,

占

卜地位显著下降
,

不为朝廷所重
,

大多数 占 卜

家流落到市井山野
。

(三国演义》在两个章回

中刻画了管格这位 民间 占 卜家的形象
,

并一

连讲了管格 占 卜的系列故事
,

使我们从 中领

略了那个时代 的民俗
、

思辩和哲理
。

管格掌

握
“

八卦幽微
” 、 “

六交玄奥
”

进行占 卜
,

这是 中

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

《周易》是古人 卜笠

活动发展到 了高度阶段而产生的
,

它的卦相

中已蕴含了思辩
,

富有 了哲理
。

尽管带有东

方神秘主义色彩
,

但六十四卦 的原始意象却

代表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积淀
。

其中有形而上

的东西
,

也有形而下的东西
。

毛 氏本保 留管

格占 卜的几个故事都是属于形而下 的东西
。

被毛宗岗删掉的一个细节
,

曹操与管格论 (周

易
·

乾卦 )则是形而上 的内容
。

《周 易
·

乾卦 》

云 : “ 云从龙
,

风从虎
。 ”

曹操把
“

龙
、

虎
”

与
“

风
、

云
”

割裂来认识
,

他说
: “

龙动则景云起
,

虎啸

则谷风至
,

所以为火星者龙
,

参星者虎
。

火出

则云应
,

参出则风到
,

此乃阴阳之感化
,

非龙

虎之所致也
。 ”

管格指出曹操认识的偏颇
: “

夫

论难当先审其本
,

然后求其理
,

理失则机谬
,

机谬则荣辱之主
。 ”

当曹操又说
: “

夫龙之在

渊
,

不过一井之底 ;虎之悲啸
,

不过百步之 中
,

形气浅弱
,

所通者近
,

何能兴云而驰东风 ?
”

管

格用精深的话语概括 了
“

云从龙
,

风从虎
”

的

辩证关系
,

他说
: “

王上岂不见阴阳隧在掌握

之中? 形不出手
,

乃上引太阳之火
,

下引太阴

之水
,

嘘吸之间
,

烟景 以集
。

荀精气相感
,

悬

象应乎二隧 ;苟不相感
,

则如二女 同居
,

志不

相得
。

自然之道
,

无有远近也
。 ”

管格这段对

话深刻的含义说明
:
英雄的内在素质和风云

际会的外在机遇互相交感
,

彼此追求
,

云跟着

龙而聚散
,

风跟着虎在动
,

这说明一 切事物
,

各自循它类同的性质而相聚的道理
。

这些对

话和论述都有别于占 卜之术
,

是 《周易 》形而

上的哲理
。

(周易 》在其发展
、

流传的整个过

程中
,

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东西都交汇在一起
。

这是中国文化雅俗相杂的一个显著特征
。

管

格被喻为
“

神人
” ,

正是因为他运用《周易 )
,

具

有能 卜善占
、

知机通玄的才能
,

小说根据 《三

国志 )其本传勾勒他许多料事如神的故事
。

占卜术的种类在《三国演义》里记述的主

要有 :

(一 )天文 占
。

利用 日月星辰的运行
、

亮

度和大小等进行占 卜
。 “

司马彭夜观天文
,

见

一大星
,

赤色
,

光芒有角
,

自东北方流于西南

方
。

坠于蜀营内
,

三投而起
,

隐隐有声
。

兹惊

喜曰
: `

孔明死 矣 ! ”
,

诸葛亮死时大星陨落的

故事
,

也不是小说家的杜撰
。

《三国志
·

蜀志
·

诸葛亮传 )裴松之注引 (晋阳秋 )云
: “

有星赤

而芒角
,

自东北西南流
,

投人亮营
。

三投 再

还
,

往大而小
。

俄而亮卒
。 ”

其根据则是星 占

学所讲的
: “

坠星之所
,

其下流血
、

破军
、

杀将
,

为咎最深
。 ”

周瑜
、

关碍
、

张飞之死都有类似的

描写
。

(二 )风云 占
。

以风云雷雾等现象为据进

行 占 卜
。

(三国演义 >
“

袁曹起兵
”

描写曹操进

攻小沛
,

刘备与张飞定计
,

乘曹兵远来
,

必然

困乏
,

遂于夜间劫寨
。

当曹操引兵来到小沛
,

“

狂风骤至
,

忽听一声响亮
,

将一面牙旗吹折
。

操便令军兵且住
,

聚众谋士问吉凶
。

荀或曰
:

`

风从何方来 ? 吹折甚颜色旗 ?
’

操 曰 : `

风 自

东南方来
,

吹折角上牙旗
,

旗乃青红二色
。 ’

或

曰 : `

不主别事
,

今夜刘备必来劫寨
。 ” ’

曹操与

荀或这一 占
,

破了刘备
、

张飞的计谋
。

再如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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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二次北伐
,

正
“

设宴大会诸将
,

计议出师
。

忽一 阵大风
,

自东北角上而起
,

把庭前松树吹

折
。

众皆大惊
。

孔 明就占一课
,

曰 : `

此 风主

损一大将 !
’

诸将未信
。 ”

正饮酒忽报赵云病重

而死
,

诸葛亮跌足大哭
。

风在古人心 目中被

视为上天兆示人世吉凶 的途径之一
,

因此形

容某事的重大
,

常说
“

风云 突变
” 、 “

天有不测

风云
,

人有旦夕祸福
” ,

将风
、

云与人世吉凶祸

福联系在一起
C

(三 )面相 占
。

利用面相占 卜在中国民间

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心理适应
,

甚至

将脸谱类型化
,

说奸则是
“

白脸曹操
” ,

说忠则

是
“

红脸关公
” ,

说粗则是
“

黑脸张飞
”

… … (三

国演义》写刘备有帝王之相
, “

大耳垂肩
,

双手

过膝
” ;孙权生来就有一副帝王相

:
方颐大 口

,

碧眼紫髯
。

汉使刘碗曾人吴
,

见到孙家诸兄

弟
,

于是对人说
: “

吾遍视孙氏兄弟
,

虽各才气

透达
,

然皆禄柞不终
。

惟仲谋形貌奇伟
,

骨格

非常
,

乃大贵之表
,

又享高寿
,

众 皆不及也
。 ”

果然孙策英年早逝
,

孙权 16 岁继兄位执掌江

东大事
。

就 与刘
、

曹相 比
,

孙权 活 71 岁
。

这

比曹 操活 了 66 岁
,

刘 备活了 63 岁
,

已算 长

寿
,

何况 当时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

识面相导

致人一生 的悲剧莫不过魏延 了
,

(三国演义 )

第 53 回写魏延救 了黄忠
,

献 了长 沙
。

关羽
“

引魏延来见
,

孔 明喝令刀斧手推 下斩之
’ , 。 `

刘备惊问何故? 诸葛亮 回答的理由
: “

吾观魏

延脑后有 反 骨
,

久后 必 反
,

故斩 之
,

以绝祸

根
。 ”

当时他虽被刘备救下
,

日后又为蜀汉事

业立下汗马功劳
,

但诸葛亮临死布下杀其之

计
,

仍未忘掉其
“

脑后有反骨
” 。

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观之
,

凿纬
、

占卜

都体现了
“

天人感应
”

的观念
, “

上天
”

有主宰

一切 自然界变化和人世间祸福吉凶的无限权

威和绝对意志
,

而且总是 以征兆警示人们
。

(三国演义 )整部书都贯穿这一思想
, “

纷纷世

事无穷尽
,

天数茫茫不可逃
” 。

自然
,

徽纬
、

占

卜都是代
“

天
”

言事了
。

圆梦 占 卜活动在古人 的生活 中经 常出

现
,

(正字通 》说 : “

占梦 以决吉 凶
,

曰 圆梦
。 ”

<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描写也是很多的
。

做

梦是人皆有之的普遍现象
,

通过对梦象的 占

卜圆释
,

判明凶吉
,

显示福祸
,

普遍为古代人

们所重视和接受
。

据战国末期 <周礼 》记载
,

那时已设立 占梦官吏
。

《春官
·

太 卜)
: “

太 卜

掌三梦之法
, ” “

以观国家之吉凶
,

以诏救政
。 ”

我国殷虚发掘出的数万计 的甲骨文碎片
,

又

称
“

卜辞
” ,

大都是 卜笙之官的作品
。

可见 占

梦也是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梦象的征兆基本上分为凶吉两大类
。

吉

梦无非是福禄 祥和
,

举凡财运 亨通
,

科举 中

第
,

福寿延年
,

比比皆是
。

但 (三国演义 ) 中的

吉梦却不流于凡俗
,

它紧紧和
“

君权神授
”

的

思想相照应
。

大都以上天 的物象
,

如 日
、

月
,

和神圣的动物
,

如龙
、

凤
,

来与做梦人的身世
、

地位和前途相联系
,

显示出帝王之兆的祥瑞
-

和贵不可言的崇拜
。

这是一个特点
。

如遭十

长侍的劫持
,

少帝和陈 留王流落在北邝 山之

畔
,

庄主崔毅
“

是夜梦两红 日坠于庄后
,

惊觉
,

披衣出户
,

四下观望
,

见庄后草堆 上红光 冲

天
” 。 “

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有孕
” ,

乃生阿斗

刘禅
。

吴国太生孙策
、

孙权时分别梦见月和

日
,

皆是帝王之兆
。

这个素材出自(搜神记 )
:

“

孙坚夫人吴 氏
,

孕 而梦月人怀
,

已 而生策
。

及权在孕
,

又梦 日人怀
。

以告坚 曰 : `

妾昔怀

策
,

梦月人怀 ; 今又梦 日
,

何 也?
’

坚 曰旧 月

者
,

阴阳之精
,

极贵之象
。

吾子孙其兴乎 ? ” ,

龙是华夏的图腾
,

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

成为帝王特有的象征
。

皇上是真龙天子
,

皇

J七皇孙可以称为龙子龙孙
。

凤与龙一样也是

虚构的神物
,

并且是吉祥的象征
。

只有德政

清明
,

才能招至凤凰翔集
。

因此
,

曹王手下群

臣逼迫汉献帝禅让时
,

其中就编造 了帝王祥

和的景象
: “

自魏王即位以来
,

麒麟降生
,

凤凰

来仪
,

黄龙出现
,

嘉乐蔚 生
,

甘露 下降
: 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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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示瑞
,

魏当代汉之象也
C ”

《三国演义 》中 描写梦象更 多的则是 凶

兆
,

这与群雄争权夺势
,

伺机问鼎的斗争相联

系
,

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作铺垫
。

如马

超梦见
“

身卧雪地
,

群虎来咬
” ,

应和了其父马

腾和其弟 马休被曹操杀害 ;关 羽
“

假寐于 帐

中
。

忽见一猪
,

其大如牛
,

浑身黑色
,

奔 人帐

中
,

径咬云长之足
” 。

预示 了关羽败走麦城
,

被害身亡 ;曹操
“

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
, ”

为

司马氏篡魏 打下伏笔
C

其 中邓艾做 梦
,

小说

做了详细的描述
:

邓艾夜作一梦
: 梦见登高山

,

望汉 中
,

忽

于脚下迸出一泉
,

水势上涌
。

须臾惊觉
,

浑身

汗流 ;遂坐而待旦
,

乃召护卫爱邵问之
。

邵素

明《周易》
,

艾备言其梦
,

邵答曰
: “

易云 : `

山上

有水曰 (赛 》
。 ’

(赛卦 》者
`

利西南
,

不利东北
。 ’

孔子云
: `

(赛卦 )利西 南
,

往有 功也 ; 不 利东

北
,

其道穷也
。 ’

将军此行
,

必然克蜀 ;但可惜

赛滞不能还
。 ”

艾闻言
,

揪然不乐
。

这段描述 出 自(三 国志
·

魏 书
·

邓艾传 》
,

一
、

有正史可稽 ; 二
、

占 卜不虚饰
,

有好 则说

好
,

有坏则说坏 ; 三
、

与人物命运和结局 的走

向大致相吻合
。

这不是小说 家的艺术虚构
。

从中可 以透视 当 占 卜与人物所 处的特定环

境
,

以及人物的独特心理分析相一致
,

能够有

一定的预测性
,

这就为 占 卜的准确性找到 了

合理的成分
。

尽管占 卜大多是虚妄之说
。

但

也不排除其 中有一些带有合理的因素
,

而能

使预测灵验
。

不然
,

为什 么占梦能够在中国

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

具有如此悠久而深厚的

文化传统和 民俗 习惯
。

占梦者有 的是 民间

的
,

也有的是官方的
,

(三国演义》中记叙了一

位民间占 卜家管格
,

一位 占 卜官赵直
,

还有一

些不以占卜为专职
,

但也能掐会算 的文人谋

士
。

他们的运作丰富和发展了占梦的理论及

风俗
。

以至在中国社会的政治
、

哲学
、

艺术
、

文学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无不烙着它的斑斑

印痕
。

仅占梦术 就有易卦法
、

五行法
、

测字

法
、

物象法
、

反说法等
,

上面邓艾一例便是采

10 2

用易卦法
。

测字法也是 占梦中运用最广泛最常见的

一种 、而且富有 民族特色
。

汉字是 中国独具

的形
、

音
、

义方块字
,

不管从形
、

音
、

义哪一方

面
,

都能派生出诸多的方法
。

将字象与梦象

相联系
,

再从字象 中演绎出的特 征
,

推断吉

凶
。

例如
: 魏延夜梦头上长角

,

并请司马赵直

卜算
, “

赵直想了半晌
,

答曰 : `

此大吉之兆
:
麒

麟头上有角
,

苍龙头上有角
,

乃变化飞腾之象

也
。 ’

延大喜日 : `

如应公言
,

当有重谢 ! ” ,

赵直

正遇尚书费柿
,

问起此事 ;并告之
“

此本非吉

兆
” 。

费 伟 又问 : “

足下何 以知非 吉兆?
”

直

曰 : “

角之字形
,

乃
`

刀
’

下
`

用
’

也
。

今头上用

刀
,

其凶甚矣
。 ”

果然魏延与杨仪争权
,

被杀
,

赵直的话得到应验
。

这件事在 (三国志
·

魏延

传 )中也有记载
: “

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

延为前

锋
,

出亮营十里
,

延梦头上生角
,

以问占梦赵

直
。

赵直诈曰
: `

夫麒麟有角而不用
,

此不战

而贼欲 自破之象也
。 ’

退而告人 曰 : `

角之 为

字
,

刀 下用也
。

头上用刀
,

其凶甚矣
。 ” ,

不同

的是小说在采用这一素材时
,

在时间和空间

上做了移动
。

再如物象法
。

何晏请管格为之 卜卦 : “
可

至三公否 ?
”

又问 : “

连梦青蝇数十
,

来集鼻上
,

此是何兆 ?
”

管格 曰 : “

元
、

恺辅舜
,

周公佐周
,

皆以和惠谦恭
,

享有多福
。

今君候位尊势重
,

而怀德者鲜
,

畏威者众
,

殆非小合求福之道
。

且鼻者
,

山也 ; 山高而不危
,

所以长守 贵也
。

今青蝇臭恶 而集焉
。

位峻者颠
,

可不惧乎 ?

愿君候衷 (加
u
)多益寡

,

非礼勿履
:
然后三公

可至
,

青蝇可驱也
。 ”

这个例证记载 在 (三国

志》管格本传中
。

四

上面列举的例证
,

都是既有正史记载
,

又

得到验证
,

不能简单地视为虚妄之说
,

这就再

一次说 明在神秘色彩包裹着的东西
,

并不都

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

有合理的 可信的成分
。

应当通过透视神秘文化
,

看其特征和价值
。



郑铁生
:

神秘文化在 (三国演义 )中的流贯及探源

(一 ) 神秘文化的实质是 卜笙文化
,

它的

特征是将
“

天人合一
”

的思维模式
、

价值观念

和实用操作奇妙地组合在一起
。

尽管我们是从 《三国演义 》俄纬
、

占 卜和

圆梦这一神秘文化的视觉探究
,

但当整体把

握之后
,

仍 旧会得 出了一个结论
,

无论你从哪

一个视角扫视这部名著
,

都会感到它浑身上

下散发着一种思辨意味
,

流贯着一种哲学意

识
,

那就是
“

天人合一
” 、 “

天人感应
”

的哲学观

念像一个巨大 的神经之网
,

无处不渗透
。

无

论分析人物性格
、

诗词内涵
、

情节结构哪一方

面
,

都会触到这 张神经之网
。

犹如中医讲人

体的经络一样
。

连接着许多穴位
,

而且流贯

着摸不着
、

看不见的内气
。

它的的确确地存

在
,

并制约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和部位
,

但西医

解剖人体时
,

却常常找不到穴位这样的东西
。

为什么有些原著被改编为 电影
、

电视剧的形

式之后
,

人们会感到形虽似但神不足
,

意虽真

但味不浓
,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总把
“
天

人感应
”

这样的哲学观划人神学的范围
,

弃之

不顾
,

把那神秘之雾笼罩下的必然存在的合

理的东西
,

用现代的思维观念去清理得干干

净净
。

留下的只能象西医解剖人体一样
,

虽

然实实在在
,

器官俱全
,

然而那制约和贯通整

体系统的穴位
、

经络一样的东西却荡然不存
,

因而
,

失掉了鲜活
、

灵动的气质和精神的原动

力
。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
“

天人合一
” 、 “

天

人感应
”
的整体思维

,

《周易》是这一思维的浓

缩形式
。

它既蕴含着
“
一阴一阳谓之道

”

朴素

辩证法和
“

五行
”
物质第一性的朴素唯物观

,

又包容在 卜盆巫术的外壳下
,

用形而上学象

数去窥探神的意 旨的低级的思维模式之 中
,

而且形成一种哲学思维与 卜笙巫术奇妙的组

合
。

可以说
,

讲到中国传统文化
,

无处不涉及

到 (周易 ) ;扫视 《三国演义 )时
,

也时时处处遇

到这个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
“

阴阳
” 、 “

五行
” 、

“

易卦
”

这些并不全是思辩 范畴
,

而是具有 了

实用性的操作功能
,

具体地就表现为凿纬
、

占

卜
、

圆梦这些形形色色的 卜笠活动
。

只有看

清这一特征
,

才能明白巫术
、

哲学
、

科学
、

史学

各个层面
,

及方法论
、

认识论诸多因素何以杂

揉地组合在一起
。

只有按照历史演进的过程

来看待这一切
,

才能分清这些复杂性质的东

西是如何整合在的
,

不能采取像解剖术一样

的分剖
。

(二 ) 神秘文化的表现
,

展示 了传统文化

雅俗混杂
、

形而上与形而下包容的历史形成

过程
。

(三国演义 }是 明代俗文学 的代表作
,

当

它今天成为中国古代精典之作
,

并没有丧失

原本俗文学的素质
,

相反保留的那些俗文学

素质在今天尤其显得珍贵
,

特 别是对于中国

文化和风俗的研究
,

是不可多得的
。

在一定

意义上讲
,

文化
,

就是文化史
,

是各种文化因

素的复合体
。

其内容庞杂
,

颇多矛盾
,

不仅有

灾异感应
,

俄语民谣
,

占 卜巫术
,

神妖鬼怪
,

而

且还有天文地理
,

风土民俗
,

哲学思辩
,

文字

训话 ;不仅有神学宗教
、

唯心迷信
,

原始思维
,

而且有唯物哲学
、

辩证思维
,

文化创造 ;不仅

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农民起义借助神学的武

器
,

喊出革命的 口号
,

而且有野心勃勃
,

兴师

问鼎的政治阴谋 ;不仅有维护社会统一
,

发展

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运筹谋画
,

而且有分

疆裂土
,

发动 战争的奸雄 乱党 的推 波助澜

… …尽管从表面看上去
,

是那样的肤浅粗糙
、

朦胧无序
,

零散琐碎
,

但正是这些因素
,

无处

不见
,

无处不有
,

形成一定 的氛围
,

一定的情

绪
,

而表现了特定时代的世俗人情
,

社会情绪

和历史倾向
,

构成了三国时代动态
、

分化和组

合的社会变革的胎痕
,

曲曲折折的历史前进

的先声
。

总之
,

是那个时代真实而生动的再

现
。

这一切对于文化学
、

民俗学
、

文艺学都是

珍贵的
,

只有恰当做出理论上的价值判断和

历史评说
,

才分 清它们 的主次本末
,

正传 别

传
。

也正因如此
,

才显示出真正浓郁的民族

特点
。

表现这些
,

犹如保留黄河水中的砂石

和泥土
,

一旦净化
,

失掉了黄河水的泥味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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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就不成为其为黄河水
。

古代小说爆留的

形象的活的文化形态
,

比之历史典籍更能表

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

(三 ) 神秘 文化的价值为文学 创作再现

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原始形态提供 了真实的素

材和表现手段
。

《三国演义》中大量徽纬
、

占 卜
、

释梦的描

写
,

其中部分即使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
,

但对

于文学创作提供的原始素材和表 现手段来

讲
,

也是值得重视的
。

因为在它的背后 隐藏

的是大动荡
、

大分化
、

大组合时代各种社会层

次的不同心态再现
,

是形形 色色 的期 待
、

欲

望
、

阴谋心理的展露
,

是写实主义文学对人的

精神世界与心理活动
,

特别是刻画人物 的深

层心理
,

深化人物性格极好的艺术表现手段
。

因此
,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

写什么
” ,

而在于
“

怎样写
” ,

题材 的本身并不是衡量文学作品

优劣好坏的唯一尺度
。

这本来是文学理论中

很明白的道理
,

可在文学实践中却总是违背

它
。

例如 (三国演义 》电视连续剧用现代人的

思维去清理小说中神秘文化的描写
。

从表面

上看似乎破除 了迷信
,

实则是浅薄 的对待历

史
。

不仅失掉 了原著特有 的意味
,

而且有意

无意地造成人物性格的不统一
,

比如让诸葛

亮自觉地假借天象
,

劝说刘备进攻 雏城不要

操之过急
。

庞统未听
,

而葬身落凤坡
。

这种

改动
,

既拔高 了人物特定时代既有的思想水

平
,

又与诸葛亮儒道互补的思想性格不相协

调
。

我认为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
,

而在于一

些人长期受极左思想的禁锢
,

思维模式已僵

化
。

在时代进步的今天
,

本来不该 出现的问

题
,

也要付出艰难的努力
,

去摆正
。

如同在孩

童时就常听老一辈讲述
“

狼来的故事
” ,

教导

人们从小说真话
,

可我们的国家和党经历 了

几十年深重的历史教训
,

才拨乱反正
,

回到实

事求是的轨道上来
,

为说真话付出了多 么昂

贵与惨痛的代价
。

由此
,

可 以看 出在实践中

遵循最基本最普通的道理
,

也并非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

总之
,

神秘文化在 (三国演义 ) 中的流贯

及探源
,

是传统文化研究 中的一个复杂而艰

深的课题
,

涉及到巫术
、

哲学
、

政治
、

科学
、

史

学
、

伦理学
、

文字学诸多层面的性质
,

而且的

的确确对中国古代人产生过深刻的影 响
,

以

至在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还抹不走留下

的基因
。

正视它
,

科学地解释它
,

是弘扬 国学

必不可少的理论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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