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测为齐祭天处建筑所用之瓦的“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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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谋求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 在许多方面形成与周天子完全

不同的统治方式。他亲自巡视全国，其中东方巡狩完全带有威慑性，

即向被征服地区民众、神灵宣示征服。 尽归于齐域的八主祠祭祀的

地位显然在名山大川之上， 秦始皇开始的皇帝祭祀虽然表面上提

升了八主祠的地位，但实际上却是由皇帝垄断与上天的交通渠道。

罗丰

秦皇汉武的“八主”祭祀

（下转 6 ?） 隰

随着考古事业的长足进

步， 过去学术界不便讨论的问

题尤其是与古代思想有关的内

容，现在有了重要的进展。 从思

想史的脉络来分析， 一些原本

不太清晰的古代中国信仰行

为， 在考古材料新发现的鼓励

下成绩斐然。 祭祀及有关事物

如祖庙、牌位、礼器等作为氏族

凝聚的象征； 占卜询问的对象

是久别的祖先， 卜者扮演王与

神的沟通中介；巫与神祇、祖灵

等仪式，张光直都有讨论；郭店

楚简、 马王堆帛画和汉墓壁画

的发现， 使历史上原本已经失

传的 “太一生水”“太一出行”等

重要概念获得新生。 这些关怀

的改变， 一方面有赖于考古新

发现， 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兴

趣有密切的关联。 有些问题虽

然重要而有趣， 但研究难度是

可想而知的。 现在我们高兴地

看到， 一本以研究早已逝去多

年并且为人罕闻的八主祠考古

专著问世。

这部名为 《八主祭祀研究》

的考古研究专著，无论从田野调

查的角度，还是解释考古材料的

立场来说，都是一部有重要贡献

的著作。自从著名学者李零先生

关注古代山川祭祀以来，他极力

推动相关学者对已知或未知的

考古遗址进行调查研究，这本著

作也是李零推动下的成果之一。

本书的主编之一王睿关于八主

祭祀研究一般性的看法和总结，

已经在同名博士论文和文章中

得以呈现，现在这部著作显然是

这一主题的延续。本书所包含的

内容除去李零撰写的一篇精彩

的导论外， 共有十部分的内容，

前一章是绪论，其后八部分是对

所谓的“八主祠”的实地田野调

查和发掘，最后一章是结论。 在

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作者采

用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

学科的方法，对秦汉文献中所记

载的天、地、兵、阴、阳、月、日及

四时等所谓的“八主”或“八神”

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因此

这是一部由古代文献中宇宙观

概念导入的关于祭祀遗址的考

古学著作。

所谓的“八主”或“八神”的

概念，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

祭祀地点分布在今天的山东半

岛。虽然它在秦汉国家祭祀体系

中属于较重要的一类，是由皇帝

亲自主导的中央祭祀活动，但是

由于地处遥远，并不能像京郊太

常祭祀那样每年举行。因此，《史

记·封禅书》 称： 皇帝驾临则祭

祀，皇帝不至则不祀，这样遗址

的规模亦有不确定性。文献记录

中亲临八主祠祭祀的秦汉帝王

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和汉

宣帝，西汉成帝时八主祠祭祀才

从国家祭祀体系中被裁撤。本书

的主要内容大约由以下几个部

分组成：

八主祠所在位置的

调查或发掘

自从八主祭祀从国家祀典

中废除以后，祭祀地点的主祠逐

渐被人们遗忘，后世八主祭祀地

点多有衍变，甚至祭祀内容也众

说纷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利用文献线索，结合

出土文物，先后对山东半岛的有

关八主祠可能存在的地点进行

大规模的考古调查。经过近四十

年来几代人的努力，目下大体搞

清楚了其中一些主祠遗址的所

在位置。

天主祠大约在临淄故城南。

城南牛山脚下原来有所谓天齐

渊，泉水涌出如天之腹脐，喻为

天下的中心 ，因以为祭 ，称 “天

齐”，原址已经被破坏殆尽。所谓

八主的每个祭祀地点都与城邑

或居邑有关联，临淄故城为齐之

都城，有大小两城，大城建城不

晚于西周中期，小城建于战国时

期， 过去出土的建筑材料中有

“天齐”铭文瓦当。与封禅仪有密

切关联的地主祠，调查时虽未能

找到具体与之相匹配的祠祀地

点， 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

试掘材料分析，应在泰山东南的

梁父城附近。梁父城建于西汉时

期，东汉废弃。

兵主祠，主祭蚩尤，由于其

所在的鲁西地区属黄河肆虐之

地，早期遗址现已无迹可寻。 现

代的重建明显出于附会的需要，

在古代遗址上大兴土木，不过足

使当代的复建更具说服力。

阴主祠，所在的莱州三山是

孤立于海岸的三座小山，地理环

境不适于人居，地面上只采集到

东周至北朝时期的遗物，祠祀遗

迹不存。

阳主祠位于烟台市东的芝

罘岛上，由于条件所限，祠祀遗

址未能进一步开展工作。现尚存

清代阳主庙的戏台等部分建筑，

在大殿前曾出土过两组祭祀玉

器。在芝罘岛大疃村山前沿海台

地上，西北距玉器出土地点 700

?处发现东西长 150?，南北宽

40 ?的汉代遗址， 遗物有汉代

半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和陶

器等，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

非一般民居所用，应该属于阳主

祠的相关建筑。

调查者对保存情况尚好的

月主、日主祠祀遗址进行了细密

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了秦汉

时期祠祀遗址相对完整的布局

和组合形式。

月主祠所在地是归城，归城

为当地莱人都城，始建年代不会

早于西周中期，在莱国灭亡后还

作为城邑使用，下限可能要晚到

战国时期。月主祠位于龙口市归

城外城内的莱山半山腰处，战国

时期就存在建筑，西汉中期的建

筑规模宏大， 应属于较高等级。

东汉至唐代多复修缮，现存石墙

等建筑遗迹属于唐代。庙周家村

的夯土台基上曾建有用于登临

的亭台建筑， 从遗物上可分出

秦、西汉两个时代。 建筑遗迹附

近窑址烧制器物，与建筑遗迹使

用材料形制相同，建筑材料或为

当地烧造。

威海荣成市成山头为岩石

壁立的海岬，曾出土商末周初和

战国时期一些器物残片，可能为

早期祭祀的遗留。 秦

汉时期建筑规模扩

大， 各类建筑错落有

致、鳞次栉比。遗址虽

然遭到严重破坏，但

仍能从残迹中略看出

功能不同的组合，包

括亭 （观）、 立石、祠

庙、施祭地点等。

四时主祠位于青

岛市黄岛区的琅琊

台， 经历年调查和研

究发现， 祠祀遗址由

大小两个夯土台构成， 参照阳

主、月主、日主祠的遗址组合形

式，琅琊台大台可能为祠庙和皇

帝驻跸之所，小台最有可能临近

祭祀地。 经考古调查，大台的使

用年代历经了秦、 西汉早期、西

汉中晚期等多个时期。 另外，琅

琊台西北的祝家庄遗址出土了

“千秋万岁”瓦当、陶水管等建筑

材料，器物的形制、纹饰与琅琊

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器物相同，

遗址周围还分布有西汉中晚期

大型高等级墓葬，祝家庄遗址有

可能为琅琊郡址，或为汉宣帝的

驻跸之所。

另外，在临淄故城内在刘家

寨发掘出土的封泥中有“齐祠祀

印”， 显然是官方设立专门祭祀

机构的有力证据。

八主祠所置祭祀时

间的推定

关于八主祠所置的年代，司

马迁在《史记》中就已经说：“其

祀绝，莫知其起时。 ”所在的各个

地点， 战国晚期前均是异国所

属， 莱国于春秋晚期被齐所灭，

阴主、月主、日主等祠祀才尽入

齐的势力范围。泰山附近原本是

鲁国的地域， 齐人拥有则更晚。

阳主所属纪国也是在齐灭之后

纳入，鲁庄公四年（公元前 690

年），齐襄公伐纪，纪国灭亡。 四

时主祠在今黄岛区 （原胶南市）

琅琊台，曾属莒国，八主置时不

一，很难确定。

直到齐国扩张到南有泰山，

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

时，八主的八个祠祀地点才尽归

于齐域。原来分属不同诸侯国的

各类神祇，这时才被齐国整合为

八主祭祀。 司马迁历数八神时，

即以原来齐地为中心来叙述方

位，所谓“齐地八神”的概念应该

是战国晚期才形成的，这样八主

祭祀的区域可分为泰山附近和

胶东半岛。

中国早期的祭祀或与神灵、

鬼神有关，甲骨文中祭祀的绝大

部分内容都是有关鬼神和神灵，

向它们提出卜问，以求平安。 春

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和上天沟

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

系统已经无人能操作，才有孔子

所谓礼失求诸野的局面。有关宇

宙问题的思维理路及核心也发

生了变化。战国时期在诸侯兼并

的态势下，以求自保和发展的各

国诸侯渴求人才，由此发展起来

的诸子学说呈融合之势，其指向

无一不是治国方略，正所谓“百

家殊业，皆务于治”。 《管子》《吕

氏春秋》《周礼》等可以说是学术

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代表作，

以秉持的学术政治思想为基础

构拟新型社会制度。八主祭祀虽

然未能指认具体的创立者，但大

致属于齐国稷下学宫中的黄老

学派。司马迁将稷下学宫归结于

一位事迹十分模糊的齐人邹衍，

邹衍是稷下学宫重要成员，在诸

侯中非常受欢迎。 他所使用的

“五德”术语即与 “五行 ”相似 ，

很明显包括一些物质元素。 他

们不认同神创宇宙， 宇宙观与

金、木、水、火、土等元素联系起

来，实际是自然观，有很深的阴

阳思想。

由考古材料所得推

衍出八主祭祀体系

中国的祭祀体系大体上可

分为两类， 一是祖先血缘系统；

二是天地诸神。八主祭祀体系从

本质上来说，不同于中国传统上

至为重要的人神系统的祖先崇

拜，亦非单纯的某个自然神。 它

是东方思想家在经历了血缘分

封制毁坏崩塌的离变之痛后，对

于人、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以及

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所创造

的神明体系。 战国时期，血缘纽

带关系变得薄弱，诸侯国间攻伐

不止， 灭国灭宗事件屡有发生，

周天子只能维持其表面的“天下

共主”的象征意义。 面对靠血缘

关系维持的和谐与秩序坍塌的

社会现实，思想界在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之外寻求新

的宗教支持。八主祠祀地点的选

择是利用各地原有神祠来对应

八主的祭祀对象，地点的方位分

配也暗含着阴阳的划分。秦在血

缘上并非周的“亲戚”之国，是由

军功被封分，最初只被封为地位

较低的大夫，勤王有功后才被迫

封为诸侯，政权基础是论功行赏

而非以血亲为基础的世卿世禄。

商鞅变法中的军功二十爵被认

为是秦统一六国的基础。汉承秦

制，对王朝的控制不再依赖血缘

关系， 而是由地缘政治来主导，

实行皇权下以郡统县的二级行

政制度。

秦始皇谋求建立一个崭新

的帝国， 在许多方面形成与周

天子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 ，他

希望昭告天下新的时代来临 。

从考古遗迹看思想史的问题：读《八主祭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