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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镇物，又称“禳镇物”、“避邪物”、“厌胜物”，作为心化的器物或物化的精神，它帮助人们
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鬼怪邪祟，成为一类特殊的工具和武器。

　　镇物以文化象征和风俗符号体现为人的心智与情感的凝聚、艺术与生活的创造。
《中国镇物》对镇物的起源、性质、特征、体系、功能、演进、价值等加以系统的理论概括，并对岁
时镇物、护身镇物、家室镇物、婚丧镇物、除灾镇物等类型进行了具体的研讨。
书中引证了大量的有趣实例，并做出了严谨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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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思炎，1947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
化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民俗学会副会长；曾任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宗教
学研究室外籍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间艺术、民间宗教，著有《中国鱼文化》、《祈禳：求福·除殃》、《风
俗探幽》、《中国纸马》、《中国镇物》、《应用民俗学》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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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神秘的镇物　　镇物，又有“禳镇物”、“辟邪物”、“厌胜物”等名称，作为传承性器
物文化的一支，它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
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
镇物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在心理上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
及虚妄的神怪鬼祟，以克服各种莫名的困惑与恐惧。
因此，镇物不仅是一种物承文化，更有精神的或信仰的成分，作为非实用的物态工具，体现为自然物
质与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统合，或者说，它是凝聚着心智与情感的精神性物质，即心化的器物，同
时也是象征的物化精神。
镇物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以艺术的、宗教的、风俗的形式而体现为文化的创造。
　　可以说，镇物是文化象征的产物，是巫术神话的外化，是宗教的通灵法物，也是风俗传习的符号
。
镇物以一定的时空条件为存在前提，与社会的文化心理及风俗传统相依存，主要发挥观念的镇辟与护
卫的功用。
镇物所辟克的对象多为鬼祟、物魅、妖邪、阴气、敌害之类，具有神秘的俗信气息，并不乏妄作因果
的迷信色彩。
由于这种功用的间接性与对象的虚无性、方式的象征性、效果的模糊性和形制的驳杂性等并存，因此
，镇物历来显得奇奥而神秘。
　　镇物作为传承文化的一个独特类型尚未受到专门的研究，而这一工作又是文化人类学者、民俗学
者和宗教学者所不能回避的。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在《文化论》中曾指出：　　真正的科学只有一件任务
，就是在表明什么时候对于一物的知识是完全了：在给我们一种观察的设备，及种种方法、原则、概
念和词汇，使我们能用以研究实在的事物——这样才能对于事实作精细的研究及正确的描写。
现在已到了完成这一科学任务的阶段，利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及艺术学、宗教学、心理学的钥
匙，我们定能开启中国镇物的迷宫，并对这一“物类”作出较为“精细的研究”和“正确的描写”。
　　一、文化象征的产物　　镇物总以一种非实验的方式，用加工过的自然物或人工物来建立自然世
界与幻想世界的同一。
原始人打制的粗糙的石器、收集的兽牙和贝壳、用单色涂绘的崖画、奇妙的陶器纹饰以及精美的玉雕
等，不仅仅出于美感的冲动，也寄寓了生活的热望，潜含着镇凶纳吉的追求。
直到今天，动植物、日月星辰、水火、石头、身之物与人工物等还在一些偏远的乡野被用于护身镇宅
、守村护路和安魂镇墓等，镇物仍作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表现着人体与精神、自然的不可分割。
关于物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过精
辟的论断，他指出：　　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
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同样地，从实
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
镇物是信仰的伴物，是人性向物质的投影，它的出现与应用归属于文化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
。
　　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对“人类行为”与“象征”的关系作过如下的论述：
　　所有人类行为起源于象征的使用。
正是象征，它把我们类人猿的祖先转变为人类，并使他们具有人的特点。
只是由于使用了象征，所有的文明才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永存。
正是象征，它把人类的一个婴儿变成一个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由象征的使用所组成，或有赖
于象征的使用。
人类行为是象征行为；象征行为是人类行为。
象征是人类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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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物正是“人类的宇宙”中的一个部分，不论它取自动物或非生物，取自人工物或自然物，都被添加
了价值判断、审美情感、道德标准和功能意义，使之突破器物文化的静态常规，通达社群与精神的文
化层次。
　　中国古代哲学将“象”、“形”或“象”、“器”相对，《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
载，并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此外，《易传》还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
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象”以“意”隐。
故而，文化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不易直观地识解。
《老子》第五十一章所谓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早已提出“物形”之外的链式结
构，点画出“物”后之“理”的驱动作用。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象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过探求解释的路径。
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在研究原始艺术时曾喟叹道：　　使用象征的确在若干意识形态的历史上起着不
小的作用。
因此，必须部分地在使用象征中去寻找意识形态的解释。
　　象征表现着一定的心境、一定的动作。
其实，象征与“心境”、“动作”的联系，荀子早已察知并作出了论述，他说：　　凡礼：事生，饰
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礼”作为“俗”的制度化，其仪典、基调本身就是对象征文化的借取与夸饰，实际上，所谓的“礼
”是一种打上官方印记的象征文化，它因受组织与倡导，具有人为传承的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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