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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內地跟香港同胞對「童乩」這詞有點陌生，
「童乩」又稱乩童，跟我們常聽到的「問米婆」有
點類同，但當童乩有鬼或神附身後，他們的肉身似
乎是無堅不摧，用刀劍砍都不覺得痛。本講座講者
為林富士博士，他透過田野照片介紹「童乩」這台
灣獨特的文化習俗，並一一描述「童乩」的性別、
年齡、儀式裝扮、法器與主祀神靈等等。

林博士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班畢業，為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
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曾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
長、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
史、疾病史與文化史。

引言：「童乩」是甚麼人？
到底甚麼是童乩？他們是精神病人嗎？學界對這

種人有三種稱謂：「靈媒」、「巫覡」和「薩滿」。
「靈媒」泛指人跟神之間的媒介，他們可以讓鬼或
神附身在他們身上，能開口跟人說話。「巫覡」則
是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人物，相傳古代的王都是

「巫覡」，他們可以看到鬼、可以讓鬼附身、靈魂出
竅，甚至是神遊太虛。而「薩滿」是通古斯語，指
於中國東北與西伯利亞一帶，有某種人的靈魂可以
上天下地，並且可以跟另外一個世界溝通。西方學
者統稱這種文化傳統為Shamanism。基本上，童乩
跟以上三種人的功能和進行的儀式大同小異。

1、 從其儀式及裝扮入手
如何尋找童乩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除非童乩正

進行儀式，不然，他們的日常裝扮是跟平常人無異
的。即算是地道的台灣人，也不能隨隨便便就找到
童乩。所以只能透過文獻、田野調查(field work)及影
像去認知童乩的造型或形象。

「童乩」是宗教人物，故林博士在進行田野調查
時，主要是以其裝扮、他們進行的儀式及其宗教標
誌去辨別誰是童乩，並嘗試從中歸納他們的共同特
色。在台灣社會，童乩一般不會自稱為「童乩」；
他們的朋友、信徒、鄰居等等也不會；不同的學者
對童乩也有不同的專有名詞去稱呼他們，如「文
乩」、「武乩」、「靈乩」、「靈媒」、「尪姨」等
等，視乎他們在儀式中扮演甚麼角色。這如同我們
要分出誰是僧侶，會先去看他是否光頭，再看他頭

上是否有香疤，而辨別童乩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2、 傳統文獻中「童乩」的形象
根據文獻，童乩這一類的人物在歷史上已存在很

久。十九和二十世紀初，各地都有學者將他們對童
乩的觀察和認識作詳盡的記載。他們對童乩的形象
描述大致相同——連橫（1876-1936）：「裸體散
髮，距躍曲踴，狀若中風，割舌刺背，鮮血淋漓，
神所憑依，創而不痛」（《台灣通史》）。台灣曾被日
本人統治，當時日本人也被童乩這台灣獨有的文化
傳統所震撼——永井甃石（fl. 1896）：「有乩童袒
裼立輿上，右持劍、左執斧，自傷其額，鮮血淋
漓，慘不畏死。或把銅針貫頰咬之，備極慘刻之
狀」（《台陽詩話》）。

3、 二十一世紀童乩的造型
至於二十一世紀，「童乩」的造型跟傳統的有甚

麼不同呢？於2001 至2004年，林博士跟他的助理主
要到台灣的中南部進行田野調查，所到的寺廟主要
為台南縣北門鄉南鯤鯓「代天府」（主祀：五府王
爺）、雲林縣四湖鄉「參天宮」（主祀：關聖帝君）
及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安西府」（主祀：張李莫
千歲）。而拍攝時所進行的儀式為神明聖誕、進香
團「進香」、童乩「安五營」及「入廟」。

傳統童乩的髮式是披散頭髮，在古代社會中，散
髮是瘋子或罪犯的特徵。但這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是
普遍的，因為大家都散髮，童乩髮型上另一特徵是
縛頭巾或者是戴冠。若那人所扮演的神明是濟公，
戴冠更是必需。童乩的上半身大多裸露（不包括女
性）、腰間圍上紅巾或是在身上纏上紅布，最顯眼
的是不少童乩上半身有刺青。現代的童乩沒有特定
的服飾，有的穿制服、有的穿常服，但可以從他們
的儀式動作跟臉上表情去判斷他／她是否童乩；也
有穿圍兜的童乩（特別是扮演兒童神哪吒（即台灣
說的三太子）。而下半身大多是赤腳，充滿隨意
性。

4、 童乩的兵器及法器
童乩與其他地區的「靈媒」、「巫覡」、「薩滿」

最大的分別就是童乩手持兵器，特別是在中國華南
地區，尤其是福建、廣東這一帶的童乩，他們被神
明附身後，是會用兵器砍傷自己。童乩主要的兵器

五寶有七星劍、鯊魚劍（骨刀）、月斧、刺球（紅
柑）和狼牙棒（釘棍）。除五寶外，亦有其他兵器
如銅針、鋸刀、關刀等，視乎童乩所扮演是甚麼神
明。

童乩最主要的法器是香（香把或香爐，他們把香
點 後，會用香掃自己的身體）、紙錢（童乩受傷
後會用紙錢來止血）、符、五方旗或黑旗、神像

（塑像、畫像）、酒（某些童乩扮演的角色需要用到
酒，主要是濟公活佛。此外，童乩的助手會念咒和
噴米酒來幫他/她止血。）

5、 童乩的主祀神靈
之前常說「神明附身」，那到底是甚麼神明會附

在童乩身上呢？林博士在田野調查中，以童乩扮演
角色的次數或其廟宇數量最多的標準來排列：王爺

（王爺生前都是有權力的人如將軍等等，但都是慘
死，所以死後變成厲鬼。因此，大家都相信王爺死
後有非常大的力量）、「母娘」（王母娘娘、瑤池金
母、無極老母、黎山老母、九天玄女）、佛菩薩

（民間信仰）、關公（自清代後，關公是大多數人敬
奉的對象）、太子爺、媽祖、玄天上帝、濟公等。
除了這些比較聞名的神明外，還有台灣本土和大陸
原鄉帶來的神明，如：「夫人」（一品夫人、三奶
夫人等，主要是婦女或小孩敬奉的對象）、法主
公、大眾爺、恩主公（主要是關公或呂洞賓）、三
山國王（客家人的神明）、三清道祖（道教）、五顯
大帝、土地公等。

6、 童乩的群體分析：596個案例
經過以上的描述，開始有人會好奇童乩的社會背

景。但因為大多的童乩都選擇低調行事，要跟他們
訪談實是件難事。往往要透過相熟的人介紹或引領
才能找到願意接受訪談的童乩。於性別方面，二次
大戰前，在台灣的童乩中只有20%是女性；二次大
戰後，比率增至25%；到2000年時，女性童乩佔
30%。接 是年齡，有很多人誤會童乩是孩童，但
在該田野調查過程中，找不到十歲以下的童乩。當
中大約有60%的童乩是四十歲到六十歲不等。童乩
的職業和教育程的百分比是意料之內：失業率高、
少有固定職業；大多都是國小畢業或是沒受過教
育。在眾調查結果中，婚姻狀態是最令人感到意外
的一環，現今離婚率高企，竟然有91.9%的童乩是
已婚，可見他們的婚姻是穩定。

7、 結語：童乩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由古至今，童乩這類人物常被人唾棄，歷代的政
府都打擊這種人，並且認為他們是野蠻、迷信之
人，妨礙社會文明的發展。當然，也有心理學家、
精神科醫師對童乩充滿好奇，因為在他們眼裡，童
乩是精神病人，是需要援助的人。可是現實卻是相
反，很多民眾在患病或遭遇困難時，反倒是向童乩
尋求醫治、解困。這些年來，童乩遭受巨大的社會
壓力、輿論壓力，漸漸變得退縮。林博士希望透過
演講，將童乩這種台灣特有的文化傳統再現於各
地，好讓各地認識童乩這傳統人物。同時，也希望
童乩本身能重新再現自己的社會角色跟形象。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化 觀 察文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台灣「童乩」的面貌

王學泰教授說，《論語》是本紀念冊，是孔
子去世後其弟子（包括再傳弟子）為追念恩師
所編纂的恩師言行錄。

王教授的詮釋，解決了我一個多年的疑問：為

甚麼《論語》裡面的話都是讚頌孔子的。世上沒

有完人，孔夫子也不例外。可在《論語》中，孔

子除了遊說奔波、拜訪各國領導人體現了生活的

暗色外，孔子不僅有知識，而且和藹，一點也不

端架子，是個極好的老頭。他的那些弟子紀念恩

師的目的百分之百達到了，然而我們後人卻不知

道完整的孔夫子究竟是甚麼樣子。看來，不論古

今，「紀念」的文字裡面，被紀念者不好的一面

總會有意無意地闕略。王學泰說：「《論語》中的

孔子不能說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們心目中的

孔子。」誠哉是言！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的先人曰孔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
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
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
字仲尼，姓孔氏。

司馬貞對孔子的外形有個解釋：「圩頂言頂
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
反，中低而四旁高也。」不管「圩頂」作何解
釋，也不管那時社會環境多麼視「野合」為正
常，這段話說明孔子是個一般的人，家庭背景
稱不上顯赫，出身談不到光彩。孔子自己說：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毫不隱藏不盡如人
意之處，很真實極坦蕩。

弟子隱去恩師的另一面，只要社會環境正
常，人們了解全面的孔子也不是難事。學術
上，後代人各取所需，重新評價儒學，出現董
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康有為的孔子也對
繁榮學術有利。怕就怕學術與政治攜起手來，
以學術服務於時代的需要。中國歷史上的君
王，無不煞費苦心地對孔子進行喬裝打扮，目

的在於借重孔子的形象以增強自己的威嚴。唐
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孔子為至聖
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等
等，目的都是為神化自我，佔領道德制高點。

孔子的思想是針對所有人的，誰學了都可以
受益。不過，有個現象：孔子周遊列國，總是
先拜見那裡的領導人，向他們宣傳自己的觀
點，希望他們接受並實踐自己的主張。就拿孔
子的「仁」來說，不論含義多麼複雜，指向的
首先是統治者，希望他們「為政以德」，體察民
情，愛惜民力。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談事論理，
不抽象，沒有空洞的大道理，不如某些知識分
子那樣不食人間煙火。他深知某項利國利民政
策是否實行，權力掌握在君主手中，老百姓作
不了主。所以走了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都是
把自己的主張講給那裡的君主聽，希望那些君
主推行仁政。時下不少人以為，孔子講的道理
是針對整個社會的，雖然不算曲解，卻也有誤
讀的成分。

五四那陣，孔子幾成眾矢之的。但李大釗很
明確地說：「抨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
抨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權威也，非
抨擊孔子，乃抨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正是
歷代統治者使本來和藹可親、充滿智慧的孔子
成了君主專制主義、禁慾主義、等級主義的孔
子，成了封建意識形態的符號。魯迅先生在

《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裡，把孔子稱作「摩登聖
人」。所以摩登，就在於統治者出於自身的需要
把他老人家變成飾物。幾千年來，表面上孔子
遇到的「捧」多於「棒」，但究其實，「捧」也
好「棒」也罷，都是孔子頭上的刀，分割後各
取所需。

尊《論語》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與後來否定
儒學，心理是一樣的。

■文：李恩柱 ■文：馮　磊

悖論

自作家劉心武得出「秦可卿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之女」
的結論後，社會反響極大，不少紅學家對此表達了反對意見，
筆者也認為劉先生的結論值得商榷。

劉先生的主要論點提及秦氏臥室。《紅樓夢》第五回寫道：
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
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
酒香。案上設 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 飛燕立

舞過的金盤，盤內盛 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
設 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
⋯⋯

劉先生認為，上述描繪中的一組符號其實在暗示 秦可卿真
實出身的無比尊貴！武則天、趙飛燕、安祿山、楊太真、壽昌
公主、同昌公主，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固然都同屬「風流種子」，
但同時也都是血統最為高貴的一流。

台灣作家蔣勳是這樣分析的，從作者角度講，那是為寶玉夢遊
幻境作鋪墊；從寶玉角度講，是寶玉內心開始變化的情態對現實
世界的變異解讀，是寶玉隱含的青春性情在現實中的折射。

筆者認為，這一段秦可卿臥室的怪異描繪是讀者通過寶玉的眼
看到的，由此寫到寶玉的夢遊幻境，這才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劉先生的主要論點又提及秦氏棺木。《紅樓夢》第十三回中
寫到，秦可卿死後，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
皆不中用」，薛蟠送來了一副板，「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
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薛蟠稱「拿一千 銀子來，只怕也
沒處買去」。賈政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
也就是了。」賈珍不聽。

劉先生認為，秦可卿的棺材暗示 秦可卿的血液與原「義忠
親王老千歲」那般尊貴。紅學專家周思源是這樣分析的：那副
檣木板子給秦可卿做棺材完全是出於偶然。第十三回中提到

「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可巧」二字，不能忽
視。薛蟠說「沒有人出價敢買」，不是因為別人級別不夠「沒人
敢買」。筆者認為，若秦可卿有特殊身份，真是從嬰兒時就藏匿
於曹府，賈政這一輩的主子應當心中有數，但是賈政不贊成給
秦可卿用那麼好的棺木，認為「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即賈政
認為秦可卿是常人。

劉先生的主要論點也提及北靜王親自弔祭秦氏。劉先生據此
認為，秦可卿原型實際上就是廢太子胤礽之女。紅學專家周思
源是這樣分析的：秦可卿出殯時怎麼有那麼多高官顯爵來路
祭，是否可以證明秦可卿有特殊背景呢？不能。因為這裡存在
一個悖論。如果秦可卿真有甚麼特別的出身，是廢太子老親王
之女，而老親王是反對當今皇上的陰謀集團的首領，那麼這應
該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只可能有極個別人知道。如果他們公然
大張旗鼓如此露骨地路祭，難道不怕暴露自己而被皇帝嚴厲懲
罰麼？這不符合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極其嚴厲而殘酷地
處置一切反對派的生活邏輯。筆者認為，若秦可卿是自小「藏」
在賈府的，賈府肯定怕引起朝廷注意，招來殺身之禍，怎麼會
如此招搖過市？

劉先生的主要論點還提及秦可卿託夢涉及重要政治關係，筆
者不贊同這個觀點。從政治鬥爭的規律來說，既然秦可卿的死
能夠為自己父兄的反帝陰謀取得機會，那麼這種鬥爭肯定已經
非常公開了，皇帝怎麼會不採取相應措施呢？

皇宮的嚴格檢查注定廢太子之女沒可能被送到民間。賈母的
擇媳標準是「不管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好性格兒好」，寧國府
子孫的配偶有來歷不明或低微貧寒的例子，如賈赦的繼配邢夫
人身份並不高貴，賈珍的繼配尤氏是個來歷不明的人物。秦可
卿嫁給賈府的長房長孫賈蓉，不能斷定秦可卿身份高貴，是廢
太子之女。

秦可卿是《紅樓夢》中最為成謎的一個人物，書中有關秦可
卿的情節存在矛盾之處，是因為曹雪芹成稿之後又刪去了一段
有關她的經歷造成的。秦可卿的形象給讀者留下了奇特的印
象，值得進一步去琢磨，令人回味無窮。

■段慧群

秦可卿皇族身份探佚

看 到 一 段 文
字，是關於才女
林徽因（林徽音）
與他的丈夫梁思
成的。

上個世紀五十
年代初，北京古
城要被拆遷掉。
為此，梁思成夫
婦奔走呼號，找
到今天看起來當
年頗為開明的幾
位官員。面對學
者們的觀點，有
領導用一句話就
把梁思成夫婦打
發掉了。他說，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這位領導究竟
是誰，到今天我

也沒有搞明白。當然，現在似乎也沒有刨根問底的必要
了。只是北京古城，已經隨 一九五零年代的瘋狂而灰飛
煙滅了。塵埃裡，留下來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一句話。她
說：「你們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
了，想要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

歷史證明了林徽因的遠見。當年的「拍板」者們，如此
「喜新厭舊」，不禁讓人感歎。實際上，後來一系列悲劇，
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一個激進的群體，是無暇顧及
傳統和歷史的。想當年項羽同學一把火燒了阿房宮，內心
深處也是懷揣 「富貴不還鄉，錦衣夜行」的信念的。古
今所謂英雄，見識基本相同。

為了修建新的建築，我們拆掉了老古董。為了與眾不
同，我們把自己的臉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為了到邯
鄲學習優美的模特步，我們最後爬 回來了。為了積極要
求進步，我們曾經與自己的父母掀翻了桌子，劃清了界

限，痛罵他們不識時務、不求進取，應該被掃進歷史的垃
圾堆⋯⋯這樣寫下來，其實還可以寫很多。當一代代「憤
怒的青年」（「憤青」似乎已經成了罵人的話了吧）被培養
成紳士，時光，又流逝了幾十年。

前段時間，學界有專家呼籲，國人不要到拍賣會上去競
拍流失的海外文物。他的意思是，這些文物被懷揣 所謂
愛國的衝動，把價格炒高了買回來，其實是不划算的。他
的觀點，看了覺得很有道理。這個世界上，扯 嗓子高呼
口號大抵是最容易的。而一些暴發戶，也多數是由此起步
的。但，若論濟世救人，還得有經濟的眼光。——你看，老
外一百多年前從我們這裡拿走的文物，能夠保留下來的，
必然引以為豪。他們絕不會像我們的某些敗家子，去砸個
稀巴爛，顯示自己的革命豪情。他們中的低能兒，最低檔
次不過是找個買家賣掉換錢討生活。故而，這些文物被毀
掉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相反，這些東西在他們手裡會保存
得更好。既然這樣，大批地買回來還不如暫時放在外面的
好，總比拿 血汗錢玩一把政治煙花的把戲高明一些吧？
那當然是一定的。

文化與經濟不太一樣，花幾千萬買回個真古董，不如
花同樣的錢去做拷貝搞文化普及。真正的古董玩家，是
不會破費如此鈔票去完成愛國的宏願、去上當的。而

「愛國者」們中間，究竟是否有古董販子，也未可知。
今年的「兩會」上。馮驥才說，「當前『文化產業化』

思潮在中國毒害甚深，阻礙文化的發展。」他的意思，
應該是對的。但習慣了「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今
天，他的呼籲未必就有作用。——如果沒有了經濟唱戲
或者某某唱戲，那麼這個世界上可以撈錢、撈資本的渠
道又必然少了很多。試問，這，怎麼可以呢？！

真的文化，注定是作坊式的規模。把米開朗基羅趕
走，讓工匠們複製一千座「大衛」的塑像。這不是文化
藝術，而是典型的作孽。

有人喜歡用文化來「搞」文化，對於真正的文化生產
者，則習慣於排斥和奚落他們。於是乎，悲劇煉成了。
——打 文化的名義傷害與排擠文化，禍害子孫且不
說，忙得渾身是汗的李逵們還在叫屈：俺老李都是為了
你們好！

孔子頭上的兩把刀

■林富士博士。
■童乩服飾

（頭巾）。

■林徽因與梁思成。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