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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发生机制的符号学解读

—
以四川江油及台湾地区哪叱信仰为例

景盛泉
` ,

吴 进
` ,

蒋琼元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四川 江油 江油明镜中学
,

四川 江油

摘 要 本文尝试将卡西 尔
、

苏珊
·

朗格
、

洛特曼
、

格尔茨等人的符号学理论用于对哪吃形象的文化解读
。

力 图从物质文

化和行为文化两大维度
,

立体认识哪吃形象的符号学意义
,

并运用发生方法学的方法
,

详尽剖析哪吃文化中的神格定位
,

分析

其传播过程的符号发生机制
,

并相应考察其在传统文化继承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 内涵与功用价值
。

【关键词 」民间信仰 哪吃 多义 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一
、

哪吁信仰发生的符号学意义 学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品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
, “

符号思维和符 以此而论
,

哪吁信仰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

号活动正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
,

人类文 体现
,

如果不从符号传承的角度考察
,

就无法把握

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
” 、 “

人的本质和文 其内涵
,

参透其精髓
。

哪吁形象自诞生之 日起
,

就

化的本质
,

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才统 深深打上了文化符号的烙印
。

哪吁信仰源于原始

一起来的
。

这种创造性活动就是符号现象
,

这种符 崇拜
,

而崇拜与神话的关系颇为密切
。

哪吁符号的

号活动就是创造活动
” 「 。

人类最古老的符号活动
,

演变与生存环境的驱动密切相关
。

本文之以江油

…一……扭…
生

。

作为精神文明
、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之总和的 湾的地方文化
,

历代先民将原始仪式符号化
,

将神

文化
,

就是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通过符号活动 迹和灵媒活动图腾化
,

从而发酵出一种专门的宗教

创造出来的
。

可见
,

文化是人类符号活动创造之结 情感 —哪吁信仰
。

正是通过 自身独有的一系列

晶
。

以发生学的观点来看
,

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 物质
、

行为和精神符号生成
,

哪吁信仰在漫长的历

过程中
,

从无到有
,

演变而为不同的表现形态
,

体现 史演化中奠定了自己在神话世界中的江湖地位
。

这些不同形态的实体就是符号
。

换言之
,

每个人其 哪吁最终作为孩童英雄融进了庶民的生活
,

走进了

实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里
。

人类
、

文化
、

百姓的心中
,

并渐次影响到主流文化
。

我们认为
,

符号三位一体
,

不可分割
。

要想了解人的本质
,

就 就内涵而言
,

民俗化的哪吁信仰
,

其崇拜对象不是

必须对其符号行为
,

即语言交际
、

神话思维和科学 具体的人
,

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符号活动的产物
。

正

认识进行解读
。

换句话说
,

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 因为哪吁符号折射出流传久远的民俗信仰之根源
,

体形式 —语言
、

神话
、

宗教
、

艺术
、

科学
、

历史
、

哲 因而如今对哪吁信仰的探讨
,

既是对江油
、

台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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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俗中这一蕴涵 了数千年神话传统的标志性传

播符号的发生学考察
,

更是当代语境下对神人合一

这一哪吁信仰的传统
“

精神的外观
”

的重新解读
。

这种解读
,

以原住民原始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活动为

原点 以新移民在全新环境下对哪吁神格的潜意识

叠加和有意打造为看点
。

二
、

哪吁信仰发生的符号学解读
近年来

,

随着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

人们开始把

符号与特定的文化
、

形态内涵联系起来
。

美国人类

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主要是通过象征符号表现出

来的意义模式
「〕。

文化通过符号表述意义
,

人类社

会文化的传承需要借助于特定的符号
。

哪吁信仰

的传承也需要相应的一整套符号坐标才能准确定

位
。

根据格尔茨的指引
,

我们不难锁定解读哪吁文

化的切人点
,

即哪吁信仰中涵义最丰
、

代表性特征

最突出的符号坐标 —神格定位
。

以发生学方法

探究一下哪吁信仰的发生意义
。

一 神格符号的多维性

就文化的形态内涵看
,

物质文化是其第一层

次
。

比如民间信仰的祭祀场所与神灵偶像等
,

有着

具体的物质形态
,

就属于第一层次的表层文化 神

灵名称虽非物质形态
,

却以物化形式外显
,

也属于

表层文化
。

这种表层文化会随着时空 的转移而变

迁或消失
,

成为古老遗迹或历史文物
。

表层文化的

变异性相当大
,

作为神话崇拜产物的哪吁信仰
,

其

物质符号的神像
、

神观和非物质符号的神名
、

神格

神界定位 等表层文化在其生成
、

发展和演化的不

同阶段
,

本身也充满了多义性
、

复杂性
。

由此构成

了哪吁信仰的多维坐标
,

具体表现为

神名多元
。

哪吁信仰本无文字叙述
,

因先有 口耳相传
,

加

上神迹显化
,

神人共感
,

进而演化成通俗文学
,

如此

发生 的文字符号难免真相迷离
。

大体上来说
,

神是

道教崇拜的对象
,

佛与菩萨为佛教礼拜的对象
,

但

作为崇拜符号
,

民间不分彼此
,

同一祀神有多种神

名
,

常常神佛混淆 如关云长在台湾
,

佛教称
“

护法

伽蓝
” ,

道教称
“

协天大帝
” ,

儒教称
“

武圣关公
”

哪

吁也有中坛元帅
、

太子爷
、

哪吁三太子等诸多神名
,

让人很难厘清
。

神观混用
。

民间信仰语境下的神观
,

是上述混淆现状的真

切写照 多处江油神观
,

非道非佛
,

祭仪混用 众神

并立
,

各行其道
。

翠屏山哪吁庙不远处
,

一座观音

殿赫然在目
。

各 自竞相以多彩多姿的文化风貌来

接引信徒
。

著名景观窦围山也是僧道并立
。

此等

奇观
,

乍看颇多混杂
,

实则乱 中有序 彼此界 限含

混
,

却可相互整合
,

如老子
、

孔子
、

释迎牟尼合起来

成为三教教主崇拜
,

以满足众生的心灵需要
。

在同

一个生态环境里
,

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调和
。

在台

湾
,

一个道教主祀神旁
,

站上一个佛教陪祀神的现

象也屡见不鲜
,

反之也有
。

仙人成佛
,

道教文化符

号顿时演变成了佛教经传符号
。

在目前的江油
、

台

湾民间信仰中
,

信众根据现实生活需要
,

并不单一

崇奉某一宗教
,

表现出一种包容的特性
,

或道或佛
,

灵验即可
。

可见
,

民间信仰在仪式符号上始终无法

避免
“

多义
”

现象
,

此风所及
,

就连物质文化范畴的

神观都不能免俗
。

这正是对哪吁符号多义性的绝

好旁证
。

神通多能
。

民间信仰原本就具有强烈的巫术性格
,

人神交

感的信仰与灵媒活动一直对民间文化影响极大
。

这也是江油
、

台湾两地哪吁民间信仰最显著的特质

之一
。

尤其是以巫术为主的民俗医疗
,

多以超自然

现象来解释病因
,

并以超 自然的方法来进行医疗
。

人们一旦借此祛除民生疾苦
,

便极容易形成仰赖超

自然神明的宗教观念与信仰行为
。

清雍正五年彭

阻所纂 《江油县志
·

杂记 》曾记载
, “

邑有供太子神

者
,

… …凡人户有疑难症
,

咸往请之
。

… …席地设

占
,

焚香祷祝
,

而神必往渴本家灶神
,

然后运占
,

以

首画字
,

或须诊脉
,

或书方药
,

或欲 自觅药草
,

则抬

其所止
,

随其所指
,

无问草名
,

即采归服
。

病者往往

有验
。

… …此其一方之习俗使然软
”

文中百姓对
“

太子神
”

哪吁神灵的祈求
,

特别重视其是否灵验
。

千百年来江油哪吁香火之所以很盛
,

与镇邪祛病的

哪吁符号
“

往往有验
”

大有干系
。

江油
、

台湾人民对

神明的崇拜
,

正是源 自于其所受神明的庇护
。

民俗之外
,

哪吁也是神通广大
。

佛教中
,

只要

是心存正念的修行者都会得到护法神哪 吁的守

护
。

道教中
,

转身为江油乾元山上灵珠神
、

统领神

兵天将的中坛元帅
,

护佑百姓
,

无所不能
。

儒教中
,

则是完美的道德化身
,

拯救万民的英雄
“

大仁大

义
。

至孝至忠
。 ” 、 “

降下凡间救万民
' , 「“ 。

神格穿越
。

在早期佛经 《毗沙门仪轨 》中
,

哪吁乃北方护法

神毗沙门天王第三子
。

常随天王
,

代父捧塔
,

职司

护法
,

神力仅限于保护修道人
,

地位并不显赫
。

佛

教典籍也着墨不多 随着李唐密教的盛行
,

太子信

仰开始兴起
,

哪吁又成了道教神形象
。

哪吁信仰的

特殊之处
,

在于它神格含混多义
,

成为介于佛道 间

的两栖神话人物
。

历经西天佛教的原创和中土道

教的改造
,

加上历代文学作品 的渲染
,

作为崇拜符

号的哪吁华丽转身
,

走上 了神坛
,

成为明清时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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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民俗文化中的孩童神
。

与此类似
,

在 《封神演义 》
中

,

文殊广法天尊成了文殊菩萨
,

佛教僧人慈航道

人也进化成观世音菩萨
,

哪吁则变成了乾元山金光

洞太乙真人的弟子灵珠子
。

从以上发生过程
,

可见

民间在哪吁的神格
,

由佛教神明演化成道教神明
,

外道而内佛
,

既是中西宗教的整合
,

也是本土文化

对舶来文化的创造性吸收
,

更是古代人们渴求平安

祥和生活心理的反映
。

神像多样
。

太子爷原是印度古神话的护法神
,

佛教密宗

里
,

其像身披甲胃
,

右手持宝棒
,

左手持掌宝塔
,

其

塔供奉释迎牟尼佛
。

道教收编后
,

其神像在江油等

大陆地区普遍塑造为一个右执乾坤圈
、

左执宝枪或

红绩
,

身穿红肚兜
,

脚踏莲花的可爱小帅哥形象
。

作为传播符号
,

上述哪吁造型
,

以莲花为座
,

或脚踏

莲花 佛教符号中以莲花最为圣洁
,

出镜率最高
。

象征出淤泥而不染且洁身 自好 莲花每年花开花

落
,

又象征人在生死中不断轮回
,

灵魂不灭
。

由此

可见哪吁潇洒
“

穿 越
”

一回后
,

在道教极受重视
,

神格极高
。

而在台湾
,

哪吁则被塑造出一个传奇小英雄的

形象 台湾哪吁像采用小战士的造型
,

身穿甲胃
,

右

手上扬
,

执有宝枪
,

左手横胸
,

执有火毯
,

身缠飞带
,

左脚踩着火轮
。

取其七岁幼童的身躯面貌
,

均采立

姿
,

面貌丰圆
,

五官端正
,

显露威严而又祥和 的童

气
。

台湾哪吁的流行与他这身装备有关
,

被视为镇

压凡间邪魔的神将
。

而作为民间信仰的保护神
,

近

年来其镇邪除魔的神能颇受重视
,

更多以战神的形

象出现
“

童子
”

的特殊造型
,

使之与一般威严神圣

的神明符号相比
,

更显得
“

亲民
” 。

二 传播符号的含混性

传播属于文化形态内涵的第二层次
,

即行为文

化
,

在前苏联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

中
,

行为文化是外显性符号
。

仍属表层文化
。

它以

符号的形式体现在礼俗
、

民俗和风俗中
,

存在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其中
, “

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

正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
” 「 。

哪吁信仰

作为当代最典型的民族文化遗产符号之一
,

祭祀是

其最典型的符号化行为
,

神话其是最典型的符号化

思维
。

祭仪的变与不变
。

民间信仰祭祀承续了古代仪礼符号
,

先民们在

原始崇拜基础上
,

融合了儒家的伦理宗教
、

佛教的

慈悲精神和道家的巫法仪式
,

以此形象地沟通了此

界他界
。

还 以人为中心
,

同神
、

灵保存着密切的关

系
。

神明巡狩人间
,

人可随时到寺庙与神明沟通或

请示
。

鬼灵游荡人间
,

人要祭祀以避免作祟
。

人们

崇拜鬼灵
,

祈求鬼灵以其神力为人们消灾解厄
,

以

求合家平安
。

一般人须经隆重的祭拜进香仪式
,

才

能进人另一非常的神圣时空中
,

与神灵沟通
,

获得

精神慰藉
。

这种慰藉
,

早已与每个人的生活 习惯

息息相关
。

善男信女
,

虔诚祈祷
,

掷答问神
,

日积月

累的一种行为必然产生习惯
,

最终孕育出江油市井
“

邑有供太子神者
,

… …凡人户有疑难症
,

咸往请

之
”

的 民俗现象
。

成为江油常民生活中的民俗节

庆
。

并衍生出了乾元山庆祝哪吁重生法会科仪
、

翠

屏山真人法会等一整套制度文化
。

哪吁也 日渐为

江油民俗文化中的崇拜符号
。 “

翠屏山威灵显赫
。

陈塘关霖雨苍生
, , 。

从内涵形态看
,

无论江油还是台湾的哪吁信

仰
,

都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地方色彩
,

它非道非儒非

佛
,

却适合民间心灵需要
,

并形成一套具有独特符

号系统的民间信仰行为体系
。

祭祀时
,

对仪式行为

的激动引起信众生命力的触发
,

当这些活动转变成

一种群体活动而程式化以后
,

人们便进人了符号的

世界
,

祭仪以复杂而持久的影响方式
,

支配着所有

个人的生活
。

正是受这套信仰祭祀礼仪的牵引
,

无

论是在偏处西南的江油
,

还是海峡彼岸的台湾
,

每

年都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祭祀典礼
。

台湾信众团

体
,

如台北东海太子宫
、

高雄麻豆太子宫等还竞相

跋山涉水来到江油哪吁祖庭朝勤祭典
,

开展哪吁文

化交流
,

仪规 日益丰富
。

此类祭典行为
,

这些流传

至今的祭典仪式
,

已演变为约定俗成的符号性文化

活动
。

这些行为体现出符号学意义上 的相似性模

仿
,

其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纪念和敬

拜
,

内化成庶民慎终追远的精神指向
,

外显为市民

们光大传统的再造民俗
。

时至今 日
,

还演绎为借哪

吁之名提升城市影响力的举措
,

日渐体现出多元化

的性格特点
。

作为民俗符号
,

它随着经济发展与文

化转型而调整变迁
,

同样的仪式可用在不同的场

合
,

同样的概念也可用不同的仪式来表达 仪式符

号有固定的传承方式
,

又有再创造的可能性
。

极具

调整空间弹性
。

只要仪式能象征神圣的交感
,

就能

获得民众的信赖
,

至于仪式形态怎么变都可以
。 “

要

么是 自然的
,

要么是世俗的
,

要么既是 自然的又是

世俗的
, , 「 。。

神话的含混多义
。

神话是崇拜心理的结构化与系统化
,

由此形成

了一套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体系 这种观念体系

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形式
,

这些认知观念一旦形成以

后
,

就有相当强 的存在韧性
,

成为该文明最深层的

文化基础
。

旅美学者鲁刚 主编 《世界神话辞典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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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部分时曾如此断言
“

在文化积淀中
,

神话是最活

跃的成分
。

它对文化传统
、

文化心理
、

审美情趣
、

民

风民俗等方面都有强大持久的影响
” 。

俗语
“

举头

三尺有神明
,

人人皆应恒敬之
”

清楚地说明了神话

对哪吁信众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

哪吁信仰 以神话思维为其主要的心灵活动
,

“

含混多义
”

足以表达神话思维交感同构的文化特

性
,

以混沌的主体思维去面对万千气象的现实世

界
。

中华文化千年不倒
,

其最具活力的生命因子就

是显示民族精神的哪吁信仰等神话
。

以符号学来

看
,

哪吁符号传播过程本身就是经过数千年的沉淀

累积的社会动态文化
。

其发生过程
,

是民众运用旺

盛的心灵和盎然的生命力
,

将各种承袭下来的中外

文化符号
,

如印度教的财神
、

佛教的护法神
、

道教的

战神
,

乃至儒教的忠臣孝子形象
,

按照神话思维进

行有效整合的结果
。

这种整合
,

全面显示出中国人

传统文化精神的根基
,

就是多神教的实用主义
。

小说的想象传奇
。

文化主要通过 民俗对人的潜移默化影响来实

现
。

原始宗教通过创造与宗教体系相符的艺术符

号
,

从而让信众最终迈人心 目中的
“

理想王国
” 。

黑

格尔认为
, “

宗教往往利用艺术
,

来使我们更好的感

到宗教真理
,

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想象
,

在这种情况下
,

艺术确实在为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

务
” 「 。

由此
,

神话往往成为小说
、

宗教典籍中最好

的传奇素材
。

文学在所有文化符号中最具有想象力
。 “

艺术的

符号形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那种构成力量
”

的观点
,

正是对文学符号这一作用言简意赅的绝好概括
。

神

魔小说 《西游记 》
、

《封神演义 》深受江油古老民间传说

影响
,

在借鉴宋元话本和元杂剧的基础上
,

不约而同

地推出了哪吁这一神仙符号
。

小说这种传播符号的

神话创造
,

虽属虚构传奇
,

但并非无中生有
,

如李天王

是根据佛教多闻天王传说与民间李靖传说整合而成
,

哪吁也是根据多种传说改编而成
,

《封神演义 》中的这

段神话成为民间祭拜李天王与哪吁的主要依据
。

小

说生动刻画出哪吁太子天真活泼的性格
,

写活了哪吁

这个角色
。

受到小说的催化
,

哪吁符号在民间信仰中

的普遍性得以强化
。

正是古典文学的催化和现代媒

体的影响
,

使得始于佛教
、

盛于道教的哪吁信仰更具

传奇色彩
,

也更为普及
。

借助于小说与说唱文学的推

波助澜
,

哪吁信仰打响了知名度
。

哪吁符号更加深人

百姓 日常生活
习 ,

受到人民近乎
“

天然
”

的普遍信仰
,

最终从江油走出四川
、

走向台湾
。

读者由此不难体会

到小说
、

媒体等传播符号在塑造哪吁信仰过程中的
“

那种构成力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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