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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孝道

中
·

国厚葬之 风透视

口陈华文

丧葬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化

内容之一
,

既有考古文化作为其客观存在的

依据
,

也有典籍记载作为其历史事实的背景
,

同时
,

还有统治者和平民百姓都共同实行的

丧葬礼仪作为它真实生存的基础
,

因此
,

它是

生存度最宽广也是最真实的一种上下层文化

交错的习俗
。

然而
,

对于每一个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都

非常公平的是
,

简单或是风光无限的丧葬
,

死

者都是无法亲身经历的
,

它是一种他历的文

化
,

即死者是无法感知的
。

当原始人本能地

意识到只有将亲人埋葬才可以使自己的心灵

获得升华的时候
,

丧葬便产生了
。

但是
,

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向前推进
,

埋葬 自

己亲人的血缘本能和动物情感
,

却在 自己的

所谓
“

孝道
”

中迷失了应有的方向
,

丧葬更多

地成了一种表象 表达死者的身份
、

财富
,

也

炫耀生者的身份和财富
,

亲情和失去亲人的

哀痛
,

在隆重的丧葬过程和仪式中
,

仅仅成了

它的一种附庸
。

追求对至亲亲手埋葬的安

慰
,

成了完成
“

孝道
”

的手段
,

并绝对地只用一

个标准 那就是是否厚葬了 自己的亲人
。

这
· ·

种牺牲生存者利益的
“

孝道
”

经过儒家的鼓吹

和统治者的推行
,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

千年的厚葬事实
,

并且在畸形的发展中成了

那些道学家们博取令誉的捷径
。

今天
,

当人们面对传统的丧葬习俗和现

实改革的需要的时候
,

我们除了感受那无与

伦比的压力之外
,

更多地需要我们拿出勇气

去正视厚葬对于生存者的伤害
。

因此
,

我们

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厚葬进行理智

的审视
,

让迷失的
“

孝道
”

重新回到人们对失

去至亲的纯真哀痛的情感之中
,

使丧葬真正

成为一种既让生存者的心灵获得宽慰
,

又让

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的本质中来
。

孝观念的产生

儒家的孝道成熟于孔子之手
,

但关于孝

的观念
,

远远地古老于儒家的孝道
,

孝道不过

是对历史上孝观念
、

孝习俗的伦理规范化
。

孝
,

《说文解字 》释为
“

善事父母者
,

从老

省
,

从子
,

子承老也
。 ”

孝字在殷商时期运用很

少
,

卜辞中仅一见
,

用于地名
。

金文中以孝字

作人名的也只一例
。

有人以为不足以证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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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有孝观念
。

但是
,

我们不能忽略
,

孝的原

初含义是善事父母者
。

而对父母的认识
,

则

远远早于文字的创制
。

如果说父亲概念产生

于父系氏族
,

则母亲的概念不知能否推到母

系抑或猿人时代 即使是动物
,

母子亲情也

是显而易见的
。

因此
,

孝这种善事父母 的观

念行为
,

在非常原始的社会
,

便已随着亲情伴

生于母子
,

后来
,

伴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
。

因

此
,

单纯从文字出现及运用频率去锁定孝观

念是否已出现或被重视
,

是不可靠的
。

文字

是上层文化的表征
,

民间的思想观念若需要

获得统治者上层文化的赞同
,

需要一个较长

时期
。

早期的孝观念或行为
,

应该包括对母亲

或父母亲的照顾
、

赡养
,

对年老者的尊敬和对

父母亲的后事的处理
。

从照顾赡养母亲或父

母亲的方面来看
,

由于血缘亲情的关系
,

一般

不成间题
。

对于年老者的尊敬在农业社会
,

也完全可以理解
,

因为
,

定居的农业生产
,

需

要有丰富的经验
,

而经验来之于长期的积累
。

至于对母亲或父母亲的后事的处理
,

目前的

发现
,

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在距今几万年之前

就有存在
,

虽然不能确定那是母亲或父母亲
,

但与被埋葬者有血缘关系
,

是无可怀疑 的
。

因为那时还处于 氏族社会时期
,

血缘关系是

氏族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

由此可知
,

虞

舜行孝的传说
,

应该有它的真实性成分
,

那种

敬亲爱亲的亲亲之情
,

既有它的 自然属性又

有它的作为人的群体的社会属性
,

在前阶级

社会盛行并产生过影响
,

是可信的
。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

在氏族制时期
,

老

人往往由氏族共同赡养
,

因此
,

孝观念行为更

侧重对父母后事的处理
,

以及追荐
、

怀念先人

的习俗方面
。

夏商时的
“

追孝
” ,

也称
“

享孝
” 、

“

孝享
”

或
“

孝祀
” ,

即祭祀习俗
,

便是承之于先

代对父母先人祭祀悼念祈祷以求获佑平安的

习俗
。

《国语
·

周语下 》中
“

言孝必有神
” ,

大约

就是对先祖神的一种崇敬
。

因此
,

早期的孝

观念和行为
,

怀念祭祀父母应该是更为中心

的事
。

只是到个体家庭完全成熟之后孝事父

母才被逐渐习俗化
,

成为孝观念和行为的两

级内容之一
。

儒家孝道与厚葬之风

儒家孝道是根据久 已存在的孝观念
、

孝

行为和孝习俗在孔子 的倡导下形成
,

并经由

孔子的弟子 以及各个朝代的儒学家不断加

工
、

丰富而更为系统化
、

伦理化
、

甚至法律化

的
。

孝道的内容非常广博
,

牵涉到人生 的各

个方面以及与个人相关的各种生存准则
。

比

如孔子认为
,

孝与佛是仁的根本
,

只要人有孝

梯
,

就不会犯上作乱
。

因此
,

要求人们
“

人则

孝
,

出则梯
”

《论语
·

学而 》
,

并在行为上做到
“

无违
” 。

那么
,

什么是
“

无违
”

呢 根据孔子

的解释是
“

生
,

事之以礼 死
,

葬之以礼 死
,

祭之以礼
。 ”

《论语
·

为政 》孔子的孝道观还

涉及诸如为政
、

赡养
、

守丧
、

不听别人挑拨父

母兄弟之言等等
。

孔子的这种孝道观
,

在后

世获得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

内容包括忠君
、

立

身
、

治国为政
、

处理个人与家庭与宗族与乡

党
,

以及所有人事关系
,

这是与在世父母相关

的安身立命之孝 另一种则是对去世先祖
、

父

母的孝
,

也即是对
“

死人
”

的孝
。

前者虽然在

一定意义上对厚葬之风有价值上 的认 同作

用
,

却并非是直接的
、

直观的
,

此不赘述
。

对
“

死人
”

的孝
,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

就是

重视丧葬和丧葬质量
。

论语 》说
, “

慎终追

远
” ,

《中庸 则强调
“

事死如生
,

事亡如存
” 。

所以
,

《淮南子 》说
, “

厚葬久丧以送死
,

孔子之

所立也
。 ”

如果指的是后世厚葬久丧之风与孔

子提倡的孝道观密切相关
,

是可信的
。

继孔子之后
,

孟子是极力主张孝道并以

礼厚葬的儒家集大成者
,

他发展了孔子的
“

孝

梯为本
”

的伦理思想
,

主张不仅用
“

礼
”

去调节

人与人之间
、

平民与统治者的上下尊卑之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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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

而且主张
“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 ,

对

父母实行厚葬
。

据《孟子
·

公孙丑章句下 》记

载
,

孟母去世后
,

孟子派弟子充虞去请匠人制

作棺撑
,

而且强调棺木一定要好
,

以示厚葬母

亲
。

充虞不理解
,

以为孟子的行为太过奢侈
,

没必要做这样的棺撑
。

这时
,

孟子说了下面

这段话
,

表明 自己厚葬非为好看的观点

古者棺掉无度
。

中古棺七 寸
,

掉称

之
。

自天子达于庶人
,

非为观美也
,

然后

尽于人心
。

不得不 可 以为悦 无财不 可

以为悦
。

得之为有财
,

古之人 皆用之
,

吾

何为独不然 且 比化者
,

无使土亲肤
,

于

人心独无 佼乎
。

吾 闻之也 君 子不 以天

下俭其亲
。

认为厚葬才算合
“

礼
” 、

算尽孝子之心的观念

行为
,

从孟子开始
,

对中国社会后来的丧葬礼

俗形成了极大的影响
。

荀子是另一个对中国厚葬丧俗盛传几千

年不衰应负责任的儒家代表人物
,

他在《礼论

篇》中将养生送死厚葬其亲提高到
“

礼
”

制的

高度
,

他说
“

礼者
,

谨于治生死者也
。

生
,

人

之始也 死
,

人之终也
。

终始俱善
,

人道毕矣
,

故君子敬始而慎终
。

终始如一
,

是君子之道
,

礼义之文也
。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
,

是敬其有

知而慢其无知也
,

是奸人之道
,

而倍 背 叛之

心也
。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减毅
,

犹且羞之
,

而

况以事其所隆亲乎 故死之为道也
,

一而不

可再复也
。

臣之所以致重其君
,

子之所以致

重其亲
,

于是尽矣
。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
,

谓

之野
。

送死不忠厚不敬文
,

谓之膺
。 ”

为了使

自己不落人
“

奸人之道
,

倍叛之心
”

的谴责
,

唯

一的办法便是厚葬其亲
,

以使 自己的行为符

合
“

礼
”

的规范
。

不过还应注意到荀子在提倡

厚葬其亲的同时
,

不忘把现实等级制在丧葬

中加以体现
,

以符合或顺应统治者高人一等

的世俗要求
,

认为
“

君子贱野而羞瘩
,

故天子

棺撑十重
,

诸侯五重
,

大夫三重
,

士再重
,

然后

皆有衣袅多少厚薄之数
,

皆有霎萎文章之等
· ·

以敬饰之
。 ”

这种
“

丧祭械用皆有等宜
”

的厚葬

理论
,

从根本上解决了统治者对
“

孝
”

的需求

和任意奢华铺排 以满足高人一等 的虚荣心

理
。

荀子之后
,

通过秦汉时的儒家积极提倡

的《孝经 》获得统治者的肯定
,

孝道成为统治

者的指导思想
,

而厚葬久丧也成为整个 中国

丧葬文化的主流
。

秦皇汉武帝王陵 权力介入后的厚葬高潮

春秋战国
,

厚葬之风盛行
,

并将之与仁
、

义
、

孝相结合
,

所谓
“

棺撑必重
,

葬埋必厚
,

衣

袅必多
,

文绣必繁
,

丘陵必巨 存乎匹夫贱人

死者
,

殆竭家室 存 乎诸侯死者
,

虚车府
,

然

后金玉珠现 比乎身
,

伦组节约
,

车马藏乎扩
。

又必多为幕屋
、

鼎
、

鼓
、

几挺
、

壶滥
、

戈
、

剑
、

羽

旎
、

齿革
,

寝而埋之
。 ”

墨子
·

节葬下 》可知

诸侯与平民一样
,

都在尽力厚葬
。

厚葬是从随葬开始
,

因为贫富的产生而

逐渐加强 权力介人之后
,

等级制成为厚葬的

依据
,

使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
,

凭藉 自己的财

力
,

把灵魂不死和来世的观念
,

通过墓葬加以

推广
,

形成大量财富随葬的客观事实
。

更何

况还有那些儒者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呢 因

此
,

在封建的权力社会
,

厚葬的始作俑者
,

一

定是皇帝和其他统治者
。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相信鬼神的皇帝
,

在

他的影响之下
,

燕齐之士
“

争言神仙
”

之事
,

他

曾派徐福带 童男女到海上求不死之药
。

他从继承王位的第一年便开始建造 自己的陵

墓
,

统一六国后
,

更是发天下 万刑徒去大

规模修建 自己 的骊 山墓
。

史载
, “

始皇初 即

位
,

穿治骊山
,

及并天下
,

天下徒送诣七十余

万人
,

穿三泉
,

下锢而致棺
,

宫观百官奇器珍

怪减 藏 满之
。

令匠作机弩矢
,

有所穿近者

辄射之
。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

机相灌输
,

上具天文
,

下具地理
。 ”

所治陵高 余丈
,

周

回达五里多
。

年代曾对秦始皇陵进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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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报告说
,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

方形
,

有 内外 两重 夯 土 围墙
,

内围墙 长 约

米
,

宽 米
,

周长 多米
。

外围墙

米
,

宽 米
,

周长 米
。

坐落于 内

围墙的坟丘
,

底部近方形
,

每边长度为 米

左右
,

高度 米
。

另一说高度 米
。

从已

发掘的
、 、

号坑部分情况来看
,

有武士俑

多个
,

木质战车 辆
,

陶马 多匹
,

青

铜兵器
、

车马器 余件
。

有人估计
,

如果

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
,

这三个俑

坑的武士俑可能有 余个
,

驯马战车

辆
,

战马 多匹
。

其武士俑身高在 米

左右
,

形象逼真
,

陶马
、

铜车马 以仿真为主
。

这样巨大的工程
,

若加上墓室主体部分的随

葬器物
,

其所表达的厚葬意蕴
,

又有谁会去怀

疑呢

不仅秦始皇陵是如此厚葬
。

通过战乱之

后而建立的汉朝
,

没有汲取秦代的教训
,

同样

实行厚葬
。

汉文帝是很节俭的皇帝
,

他修霸

陵时
,

不用金银铜锡为饰
,

专用瓦器
,

但到晋

人盗发霸陵时
,

依然
“

多获珍宝
” 。

而汉成帝

则为 自己修陵墓而
“

大兴摇役
,

重增赋敛
,

征

发如雨
。 ”“

取土东山
,

与谷同价
。 ”

结果弄得国

库空虚
,

百姓贫困
,

所谓
“

公家无一年之畜
,

百

姓无旬 日之储
,

上下俱匾
,

无以相救
。 ”

这种局

面
,

大致来源于汉代的贡赋三分之一为之修

陵的规定
,

致使陵寝工程总是规模无与伦比
,

耗资巨大
。

汉代在位最长的汉武帝刘彻
,

他

营建的茂陵据载高 丈
,

方 步
。

而

年代考古工作者实测时
,

陵高为 米
,

顶

部东西长 米
,

南北宽 米
,

陵底边长

米
。

远望犹如无顶的金字塔
,

气势极其

恢宏
。

汉武帝陵不仅建造宏大
,

随葬也极其丰

厚
。

《汉书
·

贡禹传 》载
,

陵中
“

多藏金钱财物
,

鸟兽鱼鳖牛马虎豺生禽
,

凡百九十物
,

尽痊减

之
。 ”

根据三分之一贡赋供陵墓需要 的规定
,

汉武帝在位 年
,

则相 当于整个 年的国

赋全部消耗在茂陵和随葬之中
,

以致汉武帝

死时
, “

陵中不复容物
” 。

帝陵建造高大
,

公侯贵族也纷纷仿效
。

当时规定
, “

天子坟高三初
” , “

诸侯半之
” , “

大

夫八尺
” , “

士四尺
”

《白虎通
·

崩芫》
。

而据

杨宽先生的研究
,

天子坟高在 丈左右
,

诸

侯在 到 丈之间
。

不仅高墓大坟
,

所制棺

掉也极为讲究
。

王符在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奢

侈风时曾说
, “

京师贵戚必欲江南糯梓
,

豫章

之木
”

来制作葬具
。

而
“

江南糯梓
,

豫章之

木
” , “

所出殊远
,

伐之高山
,

引之穷谷
,

人海乘

淮
,

逆河溯洛
,

工匠雕刻
,

连累 日月
, , · ·

⋯功将

万夫
。 ”

《潜夫论
·

浮侈篇 》见出汉时的厚葬
。

正是统治者的带头
,

形成
“

列侯贵人车服

偕上
,

众庶仿效
,

羞不相及
,

婚嫁尤崇侈靡
,

送

死过度
”

的厚葬之风
。

桓宽在古今对 比的叙

述中形象而又真实地描述了有汉在丧葬习俗

上的奢侈豪华
。

他说

古者瓦棺容尸
,

⋯今富者绣墙题凑
,

中者梓棺根掉
,

贫者 画 荒衣袍
,

增囊堤

囊
。

古者 明器 有形 无 实
,

示 民不 用也
。

及其后
,

则有酞酸之藏
,

桐马偶人
,

弥祭

其物不备
。

今厚资多藏
,

器 用 如 生人
。

郡国摇吏素桑揉
,

偶 车鲁轮
,

匹夫无 貌

领
,

桐人鱿娣
。

古者不封不树
,

反虞祭于

寝
,

无坛宇之居
,

庙堂之位
。

及其后则封

之
。

庶人之坟半初
,

其高可 隐
。

今富者

积土成山
,

列树成林
,

画榭连阁
,

集观增

楼 中者祠堂屏阁
,

垣 阀采思
。

古者邻有

丧
,

春不相朴
,

巷不歌谣
。

孔子食于有丧

之侧
,

未尝饱也
。

子于是 日哭
,

则不 歌
。

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 肉
,

幸与小 坐而责

辨
,

歌舞徘优
,

连笑伎戏
。

⋯⋯古者事生

敬爱
,

送死尽哀
。

⋯⋯今生不 能致其爱

敬
,

死 以奢侈相高
。

虽无哀戚之心
,

而厚

葬重弊者
,

则称 以为孝
,

显名立 于世
,

光

荣著于俗
,

故黎 民相慕效
,

至 于发屋 卖

业
。

《盐铁论
·

散不足 》



遍窗文化

虽然强调的是古今不同
,

但饱含倾向性的描

述
,

不仅使我们感受到汉代奢华的丧葬现实
,

同时也可以看出汉代普遍的厚葬观念及与儒

家孝道的关系
。

汉代为此还制定了有关对居

丧的强制实行的规定
,

常山王汉景帝孙刘勃

因父丧期间饮酒作乐和奸淫而被削去 爵位
。

甚至出现居墓庐 年同时又生有 个孩子

的假居丧以博取令誉的事
。

正是上行下效
,

大肆厚葬
,

使汉代还形成了俭养厚死之风
。

当时
“

京师贵戚
,

郡县豪家
,

生不极养
,

死乃崇

丧
。 ”

普通人为长者死后厚葬而博取令誉
,

便
“

约其供养
,

豫修亡没之备 老亲之饥寒以事

淫佚之华称
,

竭家尽业
,

甘心而不恨
。 ”

真正是
“

废事业而荣终亡
,

替所养而为厚葬
。 ”

简直可

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变态地步
。

魏晋南北朝 薄葬之外的厚葬

汉末的战乱
,

使许多人看到了厚葬之墓

被盗挖所带来的暴尸原野的危害
,

因此
,

到魏

晋时
,

上层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实行薄葬
,

以

便自己死后能得以安身
。

曹操是薄葬的最早

提倡者
,

他在死前遗诏
“

天下 尚未安定
,

未得

遵古也
。

葬毕
,

皆除服
。

其将兵屯戍者
,

皆不

得离屯部
,

有司各率乃职
。

敛以时服
,

无藏金

玉珍宝
。 ”

其 目的大致仍以 国家政治需要 出

发
。

晋书 》也说
, “

魏武以礼送终之制
,

袭称

之数
,

繁而无益
,

俗又过之
,

豫 自制送终衣服

四健
,

题识其上
,

春秋冬夏
,

日有不讳
,

随时以

敛
。

金饵珠玉铜铁之物
,

一不得送
。

文帝遵

奉
,

无所增加
。

及受禅
,

刻金玺
,

追加尊号
,

不

敢开涎
,

乃为石室
,

藏玺诞首
,

以示 陵中无金

银诸物也
。

汉礼明器甚多
,

自是 皆省矣
。 ”

意

思是说
,

曹操 自制丧仪
,

准备了四筐不同季节

的衣服
,

以为死时敛服
。

没有珍贵器物随葬
。

即使等到曹王受禅于汉之后
,

所追赠的金玺
,

也另外埋藏
,

表明墓中无珍宝
。

其实
,

曹巫的

用意乃在于防止今后的盗墓贼
。

他 自己在丧

葬这一点上
,

也是遵行乃父之式
,

实行薄葬
。

· ·

他在 自己的终制之中说
“

封树之制
,

非上古

也
,

吾无取焉
。

寿陵因山为体
,

无为封树
,

无

立寝殿
、

造园 邑
、

通神道
。

夫葬也者
,

藏也
。

欲人之不得见也
。

骨无痛痒之知
,

家非栖神

之宅
,

礼不墓祭
,

欲存亡之不默也
。

为棺撑足

以朽骨
,

衣轰足 以朽肉而 已
。

故吾营此丘墟

不食之地
,

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
。

无离苇

炭
,

无藏金银铜铁
,

一 以瓦器
,

合古涂车色灵

之义
。

棺但漆际会三过
,

饭含无以珠玉
,

无施

珠糯玉匣
,

诸愚俗所为也
。 ”

从帝王本身一贯

实行厚葬来说
,

曹巫的终制已经是一种大胆

的改革
。

但是
,

原因不在他不愿厚葬
,

而是因

为他见到了
“

自古及今
,

未有不亡之国
,

亦未

有不掘之墓也
。

丧乱以来
,

汉氏诸陵无不发

掘
,

至乃烧取玉匣金缕
,

骨骸并尽
,

是焚如之

刑
,

岂不痛哉 祸由乎厚葬封树
”

的现实
。

为

了实现 自己薄葬的愿望而不至于在死后 自己

的意志被改变或取消
,

他把终制藏于宗庙
,

并

制副本放在尚书
、

秘书
、

三府之中
。

而且还发

毒誓
, “

若违今诏
,

妄有所变施改造
,

吾为戮尸

地下
,

戮而重戮
,

死而重死
。

臣子 为蔑死君

父
,

不忠不孝
,

使死者有知
,

将不福汝
。 ”

曹王

死后
,

果然依
“

终制从事
” 。

帝王带头实行薄葬
,

无论如何是一种进

步
,

受王 室的影响
,

大 臣高官也纷纷实行薄

葬
,

形成一个薄葬的高潮
。

司马熊在嘉平三

年 即
“

预作终制
,

于首阳山为土藏
,

不封

不树 作《顾命》三篇
,

硷以时服
,

不设明器
,

后

终者不得合葬
。 ”

据《三国志
·

魏书 》记载
,

司马

郎死前
“

遗命布衣 幅巾
,

硷 以 时服
。 ”

贾透病

危
,

要求
“

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 ”

徐晃病笃
,

“

遗令薄葬
” ,

韩暨临终遗言也说
, “

夫俗奢者
,

示之以俭
,

俭则节之以礼
。

历见前代送终过

制
,

失之甚矣
。

若尔曹敬听吾言
,

硷以时服
,

葬以土藏
,

穿毕便葬
,

送 以瓦 器
,

慎勿有增

益
。 ”

另外
,

司空王观
、

尚书令裴潜
、

光禄勋高

堂隆
、

议郎沐并等人也皆倡议并实行薄葬
。

事物都是二律背反的
,

之所以提倡薄葬
,



迷失的孝道 中 国厚葬之风透视

就是因为社会上存在厚葬
。

史载
,

三国时的

孙皓因厚葬夫人张氏
,

自己哀戚过度
,

半年不

出家门
,

人们都以为孙皓本人已去世
。

两晋

时
,

帝王和官僚上层虽然率范薄葬
,

但皇帝对

宠幸僚属
,

时常又在行动上鼓励厚葬
。

据《晋

书 》记载
,

郑冲死后
,

晋武帝
“

于朝堂发哀
,

追

赠太博
,

赐秘器
、

朝服衣一袭
、

钱三十万
、

布百

匹
。 ”

何曾死后
, “

帝于朝堂素服举哀
,

赐东园

秘器
、

朝服一具
、

衣一袭
、

钱三十万
、

布百匹
。 ”

贾充死后
,

晋武帝甚至
“

为之坳
,

使使持节
,

太

常奉策追赠太宰
,

⋯⋯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

王故事
,

给莹 田一顷
。 ”

实在是丰厚之至
。

这

种奖励无疑给厚葬添注动力
,

使厚葬成为一

些官员的自为行动
。

《晋书
·

王浚传》记载
,

太

康六年 王浚去世
, “

葬柏谷山
,

大营莹

域
,

葬垣周 四 十五里
,

面别开一 门
,

松柏茂

盛
。 ”

王浚是平昊重臣
,

为抚远大将军
,

平吴之

后
,

他 自恃
“

勋高位重
,

不复素业 自居
,

乃玉食

锦服
,

纵奢侈以 自逸
。 ”

因此
,

他的厚葬是与他

的功业和生活方式一脉相承的
。

在魏晋南北朝时
,

厚葬有几个明显的热

点
,

一个是高墓大坟
,

一个是随葬丰厚
,

还有

一个是北朝的送烧之俗
。

高坟大墓
,

非常直观
,

靡费也非常巨大
,

非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力难以施行
。

从《晋书 》

所载前赵主刘暇准备厚葬其父及妻子
,

大修

陵墓
,

让民工没 日没夜地干
,

弄得怨声载道
,

引起属下游子远的谏劝中
,

我们可 以看到所

费之巨大
。

所谓
“

二陵之费
,

至 以亿计
,

计六

万夫百 日作
,

所用六百万功
。

二陵皆下锢三

泉
,

上崇百尺
,

积石为山
,

增土为阜
,

发掘古家

以千百数
。

役夫呼磋
,

气塞天地
,

暴骸原野
,

哭声盈街
。

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
,

而徒丧

国之储力
。

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
,

则功不

盈百万
,

费亦不过千计
” ,

然而刘暇终于没有

采纳
。

随葬丰厚这一点
,

从考古发现可 以得到

印证
。

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随葬品有

多件
,

其中精美的漆器有 多件
,

此外

还有痊钱 多枚
。

又如北齐的高润墓不

仅壁画森然
,

仅出土的陶俑就多达 件
,

另

外还有鸡首壶
、

覆莲盖罐的青瓷器 件等
。

许多当时的墓葬虽然在历史上被盗挖过
,

仍

有不少精美器物出土
,

更可知时人有随葬丰

厚的特点
。

还有一个热点是北朝的送烧习俗
,

这是

一种将生时器用之物烧送给死者的信仰 习

俗
。

《宋书
·

索虏传 》记载
,

拓跋魏的葬俗
, “

死

则潜埋
,

无坟垄处所
,

至于葬送
,

皆虚设棺枢
,

立家撑
,

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 ”

这

种送烧所费肯定是非常可观的
,

尤其是作为

帝王和大臣
,

生前所用器物之多可以想见
,

一

旦付之一炬
,

加上哀哭之声
,

那是别种信仰所

无法比拟的
。

《魏书
·

文成文明皇后传》载
,

文

帝死后
, “

三 日之后
,

御服器物一以烧焚
,

百官

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
。 ”

对于这种靡费巨大的

烧送陋习
,

北魏的高允就曾给文成帝上书要

求禁断
,

疏日 “

前朝之世
,

屡发明诏
,

禁诸婚

娶不得作乐
,

信葬送之 日
,

歌谣
、

鼓舞
、

杀牲
、

烧葬
,

一切禁断
。

虽条旨久颁
,

而俗不变革
。

⋯ ⋯今国家营葬
,

费损巨亿
,

一旦焚之
,

以为

灰烬
。 ”

但文成帝去世仍行烧送之俗
,

可见
,

高

允之疏并未被采纳施行
。

而我们从高允的疏

中还可以得出
,

烧送之俗
,

早 已有之
,

前朝即

已明诏加以禁断
,

但大约因为民间盛行
,

加上

官方的随俗
,

所以
,

一仍其旧
。

烧送习俗与随

葬大量明器一样
,

是厚葬的一种表现形式
。

由送烧之俗可知
,

厚葬不仅指的是丰厚

的随葬器
,

也包括送烧以及巨大的仪式化费

之上
,

这是考古发掘中无法证实而仅在典籍

中被记载的
,

有时它的危害远胜于撑室 中的

随葬品化费
,

因为表面的风光可 以博取邻里

的声誉
,

捞得孝子之名
。

在以孝为本
,

以孝治

天下的文化氛围中
,

孝誉是终身受用的奖赏
。

难怪大部分人即使
“

倾产竭财
”

也要随俗而为

了
。

· ·



远古文叮匕

唐宋之后 厚葬是一个最大的主题

有唐的经济繁荣和从此之后佛教成为中

国的国教
,

这是常识
。

经济繁荣使人们有能

力厚葬
,

再加上佛教中的轮回观念与中国旧

有灵魂信仰相结合
,

以及儒家的厚葬思想
,

使

厚葬从此之后
,

成为不可动摇的丧葬主流
。

唐代厚葬的始作俑者是最高统治者
。

贞

观九年 唐高祖李渊去世
,

李世民
“

诏定

山陵制度
,

令依汉长陵故事
,

务存崇厚
。 ”

结

果
,

虽然有大臣如虞世南等的数次上奏反对
,

还是在李世 民的不能陷 自己于不孝的前提

下
,

以光武帝陵高六丈为故事
,

‘

厚葬了李渊
。

有过这么一个开头
,

唐代的帝陵从此之后
,

便

都名正言顺地大加营造
,

实行厚葬了
。

上行下效
,

官员也同样以孝义为名
,

大肆

实行厚葬
。

吕思勉说过这样一段话
“

李义府

改葬其祖父
,

营墓于永康陵侧
,

三原令李孝

节
,

私课丁夫车牛
,

为其载土筑坟
,

昼夜不息
。

于是高陵
、

栋阳
、

富平
、

云阳
、

华原
、

同官
、

径阳

等七县
,

以孝节之故
,

惧不得 已
,

悉课丁车赴

役
。

高陵令张敬业
,

恭勤怯懦
,

不堪其劳
,

死

于作所
。

王公以下
,

争致赠遗
。

其羽仪导从
,

糯牺器服
,

并穷极奢侈
。

又会葬车马
,

祖奠供

帐
,

自溉桥属于三原七 十里间
,

相继不绝
。 ”

《隋唐五代史 下 》从中可以体味到厚葬之

风
。

这一点我们从唐玄宗于开元二年

所作的制
,

也可以看到
。 “

自古帝王皆以厚葬

为戒
,

以其无益亡者
,

有损生业故也
。

近代以

来
,

共行奢靡
,

递相仿效
,

浸成风俗
,

既竭家

产
,

多至凋弊
。 ”

《旧唐书
·

玄宗本纪 》因此
,

终其有唐一代
,

厚葬一直是丧葬文化的主流
。

宋代之后
,

虽然因为佛教的盛行
‘

,

火葬在

民间极其普遍
,

似乎厚葬之风 已减
,

其实不

然
。

在此期和后来的丧葬中
,

减少的仅仅是

随葬品
,

但在仪式上的化费
,

却大大地增加
。

一场丧事
,

往往成为长达数年的佛事活动
,

而

且
,

有些佛道活动的化费非常巨大
。

如宋神
· ·

宗元丰二年 仁宗后曹氏去世
, “

救大内

设千僧斋
,

施架装
、

《金刚经 》为慈圣太后追

福
。 ”

《佛祖统记》卷四六 可 以想见
,

千僧斋

的化费必定非常巨大
。

至于仪式方面
,

则更

是铺张
。

宋太祖赵匡 出殡时
,

单是护驾 卤

薄就用 了 人
。

太宗下葬时
,

更增加到

人
。

而宋仁宗 出殡
,

光是沿途守卫 的
“

路卒
”

就达 人
。

明代时
,

这种铺张的

仪式被等级化
,

对不同的官员和平民作 出了

不同等级 的丧葬仪仗的规定
。

清代虽有减

损
,

但等级原则不变
。

宋代之后在丧葬上的仪式化的趋势
,

不

仅使丧葬的费用没有减少
,

还使丧葬由志哀

向美观方面发展
,

出殡成了炫耀
“

孝行
”

的游

行
。

朱元璋在洪武五年 的诏令 中就

说
, “

近代以来
,

富者奢偕犯分
,

力不及者
,

称

贷财物
,

炫耀殡送
。 ”

在江浙地区就常常是
“

不

惜资财
,

以供杂祀广会
,

以沽儿童妇女之称

誉
。 ”

在杭州
,

曾有富室王某
, “

举父丧
,

丧仪繁

盛
,

至倩 请 优侏绚装前导
,

识者叹之
。 ”

张

瀚《松窗梦语 》卷七 这种情况对于陕西人来

说
,

也同样并不逊色
。

他们往往
“

以各色纸
,

结金银山
、

斗层楼
、

驼
、

狮
、

马
、

象及幢惜帛联
,

广作佛事斋酪
,

名日 同坛
。

富贵家更张戏乐

走马上竿
,

亲执挂帐
,

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

十
,

丧家破产
,

往往有之
。 ”

《胡朴安《中华全

国风俗志 》上编

因此
,

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
,

厚葬一直都

是唐宋以来的主流
。

它无逊于唐宋之前的厚

葬
,

是因为人们不断创制各种丧仪以满足信

仰或世俗的需要
,

使厚葬成为一种延续时间

长
,

娱神娱人相结合
,

并且化费巨大的纯粹是

为了一种
“

孝名
”

或
“

观美
”

等
“

面子
”

行为的习

俗惯制
。

这种习俗惯制即使到 年代
,

仍然

在部分农村中盛行
,

成为富裕农户一种炫耀

财富和 自己孝行的手段
,

说明儒家提倡的死

孝在现代的社会背景下仍然具有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