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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3年2月到10月，筆者爲了完成學年論

文，先後七次走訪家鄉廣東省電白縣採集資料。1 

農曆羊年春節前後，筆者在當地風水師林先生的

帶引下，到白茅嶺考察了李氏家族位於電白縣西

部坡心鎮的一個祖墓群，並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

象。

　　位於白茅嶺的李氏祖墓群先後葬有五位祖

先，分別是七世祖、七世祖夫人（合葬於白茅

嶺左穴）、八世祖（葬於白茅嶺右穴）、八世祖

夫人（葬於白茅嶺中穴）和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逵

（見附圖1）。據了解，李氏七至十一世的其中

五位祖先先後被葬在同一地方的不同墓穴的這種

做法，是爲了要「點」風水穴。所謂「點」，即

「尋龍點穴」，指爲先人找出「最準確」的安葬

穴位。白茅嶺的李氏祖墓群中的七、八世祖和祖

夫人四人的穴，都被認爲「點」得不够準確，一

直到第五個，即十一世祖李元逵的墓穴，才被認

爲是「點」準確的。筆者在這裏用「祖墓群」一

詞來涵蓋李氏家族這個墳地，是爲了區別有意識

建立起來用以安葬同一家族歷代祖先的墓地（或

可稱爲家族墓地）。以下是根據《李氏族譜》整

理出來的李氏七至十一世簡圖，其中葬於白茅嶺

者，已特別加以說明。2

被「神化」的「白茅嶺」李氏祖墓群

陳達
中山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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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七至十一世簡圖

附圖1：拜祭十一世祖李元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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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李氏族譜》册一記載，李氏家族一

世始祖李源芳於宋朝後半葉由福建省遷入廣東電

白，其中三房二世祖元旦公定居電白坡心鎮潭板

正村等地。時至今日，李氏家族已經有27個世代，

而正村大部分人口是李氏族人，在當地一直以來

勢力頗大，其成員有官至國務院秘書長者。

　　據林先生口述：清朝，李氏家族的秀才李長

春，屢試不第，認爲是家族的風水不好，於是到

江西省的地理館學風水。3 可惜李長春只是學會了

尋找龍脉之後就擔心電白一帶的「大地」被其他

人尋獲，所剩無幾，匆忙趕回家鄉。正因爲李長

春的學藝未精，儘管他爲李氏家族找到了許多風

水寶地的龍脈，但都沒有辦法準確點穴。4 其中一

個龍脈在白茅嶺結穴，卻也無法準確點穴。他先

後在白茅嶺埋葬了四位祖先都覺得沒有效用。後

來，李長春巧遇在電白落難的江西少年風水神童

鄔萬吉。鄔萬吉因爲得到李長春的救助，便答應

爲他看風水。經過鄔萬吉的指點，李長春終於找

到風水穴的準確位置。現在白茅嶺上的十一世祖

健菴李元逵墓傳說就是由鄔萬吉點葬的風水穴，

墓碑上刻有：江西省豐城縣鄔萬吉卜葬。5

　　換句話說，按照林先生這個故事，李元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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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嶺上十一世祖健庵李元逵墓碑文

說明：錄文中加背景色之處，是原碑上挖改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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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是在李長春在世時點葬的，林先生並沒有交待

清楚李長春具體屬那一世，筆者翻查《式唐公房

譜》，卻發現李長春實際上是十世祖，即十一世

祖李元逵的父親，而族譜也的確有多處有李長春

赴江西學堪輿的記載。按族譜，李長春生於明萬

曆十一年，卒於崇禎十一，而李元逵生於明天啟

七年，卒於康熙二十七年，因此，李長春是不可

能爲其子李元逵葬墓的。然而，筆者認爲，這並

不影響我們對李氏家族祖墓群的研究，反而帶來

新的問題，這個墓群的形成過程如何？人們爲什

麽會認爲是李長春爲其子李元逵點葬成功，而忽

視了族譜的記載？

　　後來，筆者兩次走訪白茅嶺，又發現了三個

有趣的現象。

1. 神化後的廟宇功能

　　由林先生帶路，我們第一次走訪白茅嶺。在

李氏家族祖墓群，我們發現一位婦女在祭祀其中

一個祖墳，負責拜祭儀式的是四位中老年男子。

筆者原以爲他們是墓地的守墓人，但是在聽了林

先生的解釋以及觀察整個拜祭過程後發現：四位

中老年男子所扮演的，更像是廟祝的角色。儀式

並非是祭祀李氏祖先而是「還神」。6 來「還神」

的那位婦女是外地人。被拜祭的祖墳主人正是

十一世祖先健菴公李元逵。在十一世祖墓附近還

有四個祖墓，但那位外地婦女只是在十一世祖墓

前拜祭。隨後，爲了獲得廟祝的認同，我們也按

照廟祝的指示拜祭了祖墳。

　　根據李專的口述，白茅嶺的祖墓已經被外

族人當成廟宇，四位廟祝的確是李氏族人。我們

當天看到的那位外地婦女只是衆多香客的其中一

員。外人之所以把祖墳當成廟宇崇拜，我認爲很

大程度上是他們因爲相信白茅嶺是風水寶地，有

很强的影響力。然而，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讓筆者

感到疑惑，按照祖先崇拜的觀念，本族的祖先一

般都只會保佑本族的後代，而對外人有可能發揮

如此强的影響力，似乎很少聽說過。筆者現在仍

然無法完全理解，外族的香客是爲什麽會覺得一

個沒有血緣關係同時也不是當地共同的神靈的祖

墳，會給予他們福蔭，又不介意拜祭別人的祖先

呢？他們僅僅是因爲把祖墳當作是神靈嗎？那麽

這個被認爲是神靈的過程是怎麽形成的？

2. 廟宇職能的具體表現

　　我們在羊年農曆新年年初三重返白茅嶺，按

照廟祝的指示，參與了一次「許願」儀式，儀式

有個三個環節具有廟宇拜祭的特色。

　　首先是被廟祝稱爲「拜文字」的許願文書。

儀式開始之前，廟祝給我一張紅紙，他唸我寫。

「拜文字」的內容大致分爲幾類：許願者的姓名

籍貫，許願的對象（十一世祖健菴公李元逵），

許願的內容，許願的時間。而許願的內容主要

是祈求祖先神靈保佑要辦的事，大致包括升官發

財、身體健康、人丁興旺幾類。這種「拜文字」

的存在，目的是爲了順利地與死者溝通，姓名籍

貫，地點，事件都必須非常清楚。溝通的方法

是把「拜文字」和紙錢一同燒掉(見附圖2「拜文

字」)。

　　其次是擲聖杯。整個拜祭儀式一共擲了三

次，這也是廟宇中常用的儀式。第一次用於拜祭

十一世祖墳的土地神，第二次用於拜祭十一世祖

墳，第三次用於九曲水沖煞儀式（下詳）。按照

我們對擲聖杯的作用的理解，可以說明民衆已經

把祖墳的主人十一世祖健菴李元逵當作是神靈膜

拜。膜拜者似乎不介意拜祭的對象既不是自己的

祖先，也不是廟宇裏面的公認的神靈。這種做法

完全是因爲相信墓穴風水的影響力。也正是因爲

這種神化，李氏家族的風水對於外界來講可以佔

據更有利的地位，有利於家族地位的確立。

　　再次是「九曲水沖煞」儀式。根據李全祿的

解釋，九曲水是鄔萬吉專爲李氏族人而設的。當

年鄔萬吉發現白茅嶺的風水形格對其中的家族二

房有煞氣，爲了沖散這種煞氣，在墳墓的旁邊挖

了一條水溝，一直延伸到墳墓的水口，形成「九

曲水」格局。九曲水沖煞儀式是在拜祭十一世祖

墳儀式之後。李全祿將一桶用茶葉浸泡過後的水

從九曲水的起點，緩緩地沿著石灰墓的墓盤灑在

地面，最後又回到九曲水的起點。然後再繼續祭

拜九曲水，他口中唸的語句前段和祭祖時沒有很

大區別，但後面講了一段這樣的話：「今日衝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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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水，消災化難，逢凶化吉，有事化小，小事

化無……」。這段話表明了九曲水的功能是滿足

香客的「趨吉避凶、消災化難」的願望。與祖墳

的拜祭儀式相比，它的作用更爲特別。據李專口

述，白茅嶺之所以有那麽多外族人去祭拜很大程

度是因爲他們相信「九曲水沖煞」。許多當地乃

至外地的人如果惹上官司或者被判罪後，都會去

白茅嶺拜祭九曲水，結果通常是打贏官司或者刑

罰得到減輕。本來，九曲水只是白茅嶺風水格局

的一部分，用來沖散整個格局中某些不良影響，

但如今卻被後人利用，使它具備了完全不同於初

衷的新功能　　幫助香客趨吉避凶。

3. 世系輩份次序因風㈬權威而混亂

　　白茅嶺上安葬的李氏祖先不僅僅是十一世

祖健菴李元逵，與十一世祖墓同葬在白茅嶺的還

有七世祖、七世祖夫人（合葬於白茅嶺左穴）、

八世祖（葬於白茅嶺右穴）、八世祖夫人（葬於

白茅嶺中穴）。但爲什麽文章交待到這裏，其他

人被忽視了？他們的確是被忽視了。整個拜祭儀

式，從土地公到十一祖墓再到九曲水，我們可以

發現，拜祭的重點都離不開十一世祖墳，許願還

神的主要對象都是十一世祖，而其他祖墳只是分

到一點祭品，香客根本無需到其他祖墳面前。筆

者認爲，這不單純是對儀式的簡化，而是和風

水的正統地位有關。李全祿在唸「拜文字」之前

如是說：「今日特來請到十一世祖健菴公公公到

位，又來請到七世祖……」。李全祿在教授筆者

寫「拜文字」的時候十分强調輩份，讓我寫名字

的時候按照輩份來寫，先是我父親，然後是我表

哥表姐，最後才是我自己。爲什麽拜祭過程卻不

按照輩份了？回到傳說中去，白茅嶺上的五個祖

墓，是爲了「點」風水穴而逐一下葬的，最後點

葬成功的是十一世祖墓。因此真正獲得風水穴力

量的也就只有十一世祖墓，李氏族人以及外族人

拜祭的過程中，都是把真正的風水力量祖墓視爲

正統。筆者忽視了對祖墳先後下葬次序的考證，

到底是否真的如傳說所講，還是墓穴本來就是先

後安葬，又或者是其他祖墳是爲了沾染風水的靈

氣，强化風水的地位而遷移合葬至此？但實際上

這都不重要，關鍵是後人對其崇拜是以風水的力

量作爲基礎的。

　　日本人類學家瀨川昌久認爲「風水與宗族

的關係中，宗族結構的演變是第一性，宗族結構

的演變的階段性特徵選擇了符合其需要的風水理

論」。7「他通過一種將中國傳統的墓地風水觀

念與宗族結構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實際需要結合

起來的研究方法，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風水系統對

於宗族而言的『工具性』」。筆者完成這次調查

之後，對這種說法産生了懷疑。在分析風水與宗

族的關係時，强調宗族結構演變的第一性似乎

有點絕對化了。雖然本文仍無法弄清楚李氏宗族

附圖2：將「拜文字」及紙錢一同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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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過程，但白茅嶺祖墓群的例子，顯示了人

們對風水的信念和崇拜有可能重新建構族人對其

宗族世系的認知。我在上文曾經提到，按照族譜

記載，李長春生於明萬曆十一年，卒於崇禎十一

年。而李元逵生於明天啟七年，卒於康熙二十七

年，因此李長春是不可能爲其子十一世祖健菴李

元逵葬墓的。然而，李氏族人只關心風水的正統

權威，並沒有關心傳說與族譜的不符合，更不注

重拜祭過程中世系的輩份次序。2003年10月4日，

筆者重返電白探訪收藏有族譜的李永治先生，

當筆者向其詢問有關族譜記載與傳說內容的出入

時，發覺李永治先生的確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

他於是重新看了族譜，對照李長春和李元逵的

生卒年月之後，才發現前者是後者的父親。在李

先生發現這個「漏洞」之前，也曾經對筆者講述

了白茅嶺的傳說，內容大致和林先生的一樣，主

角的名字同樣是李長春。在各人口中的白茅嶺傳

說，雖然細節上有差異，但李長春和李元逵始終

是主角，可見傳說影響不小。

　　這種世代次序因風水權威而混亂的現象，

我們可以在族譜研究中找到一些共同點。瀨川昌

久認爲，族譜本身所帶的闡明自己祖先和本家族

的歷史的這一動機，使得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行

爲，介入了何種內容應該寫入族譜，何種內容不

該寫入族譜這一判斷過程之中。他進一步得出結

論，此過程的結果有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賦予

族譜中所記錄的內容以某種虛擬的（fictitious）性

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對於編纂者自身來說，

族譜的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identi ty）和自

我誇耀直接相連的東西。8 我認爲，李氏祖墓群也

同樣存在類似的選擇行爲。白茅嶺上的十一世祖

健菴李元逵墓其實就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族人

已經不再重視李長春與李元逵之間世系輩份的辨

別，而只是重視風水穴的影響力；不再重視家族

祖墓群的形成過程，而是重視這個祖墓群成爲風

水正統權威的結果。這種在物質空間（墓穴）表

現的虛擬性，與紙本文獻（族譜）所表現的虛擬

性，也多少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註釋：

1 電白縣位於廣東省西南部，粵西地區東部。明成

化三年，電白移治神電衛（今電白電城鎮）。清

仍明制，隸廣東省高雷道高州府。自1983年始，

電白隸廣東省茂名市。

2 《李氏族譜》全套共三册，1987年10月30日重

修。筆者於2003年8月2日在電白縣城水東鎮三角

墟李永治先生住所借得第一册。 

3 林先生在口述的過程中，强調江西在古代便設有

類似私塾的學習風水理論的地理館。

4 林先生早在筆者第一次探訪他的時候就說過，尋

龍點穴缺一不可，只會尋龍，而點穴不精是行不

通的。他自己看風水的時候也很注重，墓穴的位

置强調方向、高低、大小分毫不差。

5 除了林先生講到鄔萬吉之外，在我採訪李專先生

的時候，他也講述了「白茅嶺」的傳說，也提

到鄔萬吉，李先生與林先生所說的故事的不同

之處，在於鄔萬吉落難的原因。當地其他民衆

也知道鄔萬吉其人，有的並不知道「白茅嶺」。

墓穴的碑文也的確刻有「江西省豐城先鄔萬吉卜

葬」的字樣，見抄錄的碑文。此外，據《式唐公

房譜》載，十一世、十二世祖墳都是由鄔萬吉點

葬的。筆者認爲，傳說中的「鄔萬吉」的確有其

人，但不一定是同一個人，很可能反映了風水師

經常穿州過省，找尋風水，或者爲客人看風水的

這一現象。

6 在當地一直有一種風俗傳統，每年的年頭向當地

的神靈許願祈福，年尾的時候就要爲了感謝神

靈的幫助向神靈還禮，當地人稱之爲「還神」。

「許願」與「還神」的通常是當地公共的神廟裏

有名的神靈，大致分爲土地神、「姜公」兩種，

本族人是不會向本族的祖先「許願還神」的。遺

憾的是第一次採訪我們沒有帶上攝影器材。

7 [日]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

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年，頁280。

8 瀨川昌久，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