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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
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
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本书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作者在结论中说：“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
，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
”这几句话，反映了唐代国家祭祀的时代特点，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
本书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
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
”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国家”、“朝廷”和“皇帝”的概念，从唐朝开始有严格的区分，“国家”、“朝廷”不再是“皇
帝”概念的扩大和延伸。
“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
唐朝对各种学说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方针。
这是从唐朝初年就定下来的。
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在唐朝初年已经进行最大限度的吸收和利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郊庙之外>>

内容概要

一门学问要发展，一方面需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更新，开拓新材料，发现新
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
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和转变的阶段，既有保持传统的优秀著作，也有勇于创
新的理论探索。
在传统的积累更加丰厚的隋唐史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课题仍然是主流，而新的探索还
需要加倍努力。
可喜的是，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
大力吸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出一些新的硕果。
这其中，雷闻的这部专著，就是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
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
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本书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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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自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祭祀经历了儒家礼制化的过程，此后历代王朝
的国家祭祀基本是在儒家的原则基础上运行。
不过，汉唐之间社会变动剧烈，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对于皇权形成巨大挑战，玄学兴
盛，佛、道流行，而北朝部落制的遗风也给国家体制蒙上一层比较原始的色彩，这一切都使儒家化的
祭祀体系受到冲击。
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国家祭祀体系得以重建。
经过这段曲折的历史发展，它们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特别是，这种建立在儒家理论基础上的国家祭祀与民众究竟还有无联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认为：“中国官方的国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只服务于公共的
利益；而祭祖则是为了氏族的利益。
二者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
自然的巨灵日益被非人格化，对它们的祭祀被简化为官方的仪式，而此种仪式逐渐地排空了所有的感
情要素，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社会习俗。
这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完成的工作，他们完全漠视大众的典型的宗教需求。
”韦伯此论实际上代表着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国家祭祀认识上的一个典型倾向，即将国家祭祀完
全视作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相脱节的纯粹官方仪式。
例如麦大维就认为，对于非官方人士的宗教生活而言，这种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上、与官僚等级制相联
系的国家祭祀的神明并无多大意义。
甘怀真也认为：“以郊祀与天子宗庙为代表的儒教祭祀体系（可以再加上孔庙）却与人民没有关系”
，“儒教的危机是这套以天子为首的祭祀体系与基层人民的祭祀之间失去了关联性，即人民所信仰、
祭祀的神祠与儒教在地方上的神祠无关。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唐之间社会变迁对于国家祭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国家祭祀的一系列新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其儒家化程度，以及它们和民众个人信仰的关
系。
事实上，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偶像崇拜与自然神的人格化等，经过汉代儒家礼制化
的洗礼之后，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于国家祭祀体系之中，本书称之为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在本章，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体会国家祭祀儒家化的限度。
第一节 自然神的人格化甘怀真认为：“儒教的国家祭祀制度自西汉后期以来，主要是依循儒家礼经中
的‘气化宇宙观’中对于神祗的理解方式。
或许我们可将儒教中的诸天神，如天、日、月、星辰等，称之为具有神格的自然神，或超自然的自然
神，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佛道教中的人格神的观念。
儒教的这类天神的形象就是自然，不具有人的样子，因此也不具‘历史性’，没有神话传说。
宇宙万物都禀赋气，诸神是气所集结而?成的精华。
天子祭祀的目的，不在于祈福或除秽，而在于促进天地间诸气的和谐运作。
”①这些论述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
其实，《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专门列有“祈祷”一节，主要以祈雨祈晴为主②，其目的正是
为了祈福去灾。
至于自然神的人格化，虽然历来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特色之一，但在隋唐时期，也成为国家祭祀的
一个重要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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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
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
：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
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
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
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
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
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
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
，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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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今有一批年轻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吸收人文与社
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一些新的硕果。
本书就是我读到过的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作者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始终有着强烈的理论思考。
他从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地方祠祀的分层和运作、国家和地方的祈雨活动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隋唐
国家和地方社会处理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活动的运作过程，其呈现的历史画面，远较我们看到的单独
考述国家礼制和单独研究佛、道与民间宗教的论著要丰富多彩，因而也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荣新江本书是贯通国家祭祀和宗教信仰、民间社会习俗，涵盖礼仪史、制度史、宗教史、社
会史的多层次研究。
作者讨论的国家祭祀活动，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在注重礼典文本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场景与国家祭
祀的实践层面。
本书打破了此前学者关于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相隔绝、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无关的看法，从总体上建
立了一种国家礼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影响而有着互动关系的新思维。
作者在资料上可谓穷搜博览，不但描绘出一番新鲜的、活动着的历史场景，也建构了较为清晰、完整
的思路和相对严密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的有机结合。
　　——吴丽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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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
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
”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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