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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區「紫姑神」信仰習俗探究 

劉平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吳昊翔 
南通圖書館 

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體系中，紫姑神出現 『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

得比較早，她雖然地位低下，但影響較大，在民 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

間流傳甚廣，因其而發端的「扶乩」活動滲透到 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

許多民間活動之中。 能占卜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

所謂「紫姑神」，即廁神，另有子姑、廁 儛，惡則仰眠。」2 又據南朝《荊楚歲時記》記

姑、七姑或箕姑等別名。紫姑信仰的主要儀式表 載：「（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

現就是「扶乩」，又稱「扶箕」或「扶鸞」。該 蠶桑，並占眾事。」3稍早問世的《齊諧記》也有

儀式的內容發源於南方，雜糅了許多神秘的巫術 類似記載。《齊諧記》和《荊楚歲時記》是我國

內容，後來，扶乩又超出紫姑信仰的範圍，流行 古代記載歲時風俗的名著，其中均有紫姑神的記

於華夏各地，並成為後來民間宗教、道門中「扶 載，說明這一時期迎紫姑神已經成為民間風俗。

乩」等活動的主要源流。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變 這一傳說對後世紫姑信仰的影響甚大，它初

遷，紫姑信仰與其迎奉儀式逐漸被人們所淡忘， 步定型了紫姑為女性、居廁、正月十五迎祭和善

僅在很少地區得到保留和傳承。就學術研究而 卜等基本特徵。故而，紫姑神與廁神合二為一，

言，紫姑信仰這一在民間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民俗 代表著因遭受虐待而被害的勞苦婦女的形象，因

事象，一直以來很少受到重視。本文通過對南通 此受到人們的同情和祭祀。至於「世有紫姑神，

地區「求紫姑神」儀式的田野調查，結合文獻印 古來相傳」二句則說明，即使是在南朝，時人也

證，力圖探索其源流與演變的軌跡，展現這一民 已無法探究其根源。

俗活動的形式，揭示其在鄉土社會中的存在價 唐代《顯異錄》中記載了紫姑的姓名：「紫

值。 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為

妾，其妻嫉之，正月十五陰殺於廁中。天帝憫之，

一、紫姑信仰的源流與演變 命為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於廁間迎祀，以占眾

紫姑信仰是一種古老的民俗信仰，在傳統農 事。」這與唐代武則天冊封李景妾何媚為廁神的傳

業社會裏，主要流行於長江流域，後流衍於全國 說比較相符，使得紫姑神作為下層勞苦女性代表的

各地。紫姑神源起於廁神。廁神原名郭登，據記 形象更加鮮明，並以其善於占卜的功能，為元宵節

載，「廁神（即郭登，蓬頭青衣，長數尺）每月 這一傳統節日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容。

六日出巡，此日人逢之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 到了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大眾文

人即病。」1不過這個廁神是一個男性瘟神，看來 化的興盛，紫姑信仰及其迎祭儀式被賦予新的內

與後來的紫姑神沒有多大關係。 涵。在宋代的許多文人筆記中，我們發現紫姑神

現存關於紫姑的最早記載，大約出現於南朝 不僅具備原有的占卜功能，而且能夠寫詩及對對

劉敬叔《異苑》中的記載，該書卷五記：「世有 聯。如《夢溪筆談》記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

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 多，大率多能文章。詩歌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 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為

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 敵。」4類似的記載在蘇軾的《東坡集》和洪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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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堅志》等宋代文人筆記中也多有出現。紫姑

神被文人學士所接受，除了滿足他們占卜功名前

程的需要外，更多的是迎合他們在閒暇時鬥詩比

文的欲求。此時的紫姑神，不僅聰慧博學，而且

琴棋書畫無所不能，被賦予了多彩的文化內涵。

這個發源於民間傳說和記載的神靈，經過文人雅

士的改造，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此可見，宋

代紫姑信仰流傳之廣。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紫姑信仰外在表現的扶

乩儀式是一種原始巫術，起先並沒有和紫姑神相

結合。近代的扶乩之術與唐宋時期紫姑信仰的深

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紫姑信仰不斷雜糅、衍

生出新的文化內涵，扶乩儀式也經歷著由繁到簡

的變化，逐漸被廣大民眾所接受。

從劉敬叔的《異苑》中我們可以看出，最

初迎紫姑時是做一個木偶，通過觀察其跳動來占

卜農事。到了唐代，扶乩時取一畚箕作其形，簪

以花朵，另用一根筷子插在箕口，放在鋪有碎米

或細沙的乩盤上，扶箕者覺得畚箕變重，便是

紫姑神降臨，通過紫姑神在沙盤上畫字來占卜眾

事。另外，宋代文人常製作一丁字架，末端懸一

毛筆，請紫姑神降臨，在紙上寫詩、對對聯或畫

畫等。儘管唐宋以來請紫姑神的儀式多種多樣，

但請紫姑神降箕占卜依然是主要形式，因此「扶

乩」又稱「扶箕」，神仙的往來要乘鸞駕鳳，故

又稱「扶鸞」、「飛鸞」。

明清時期，與科舉考試之事相適應，扶乩請

仙的儀式不斷衍生出新的內容。所請的神仙並不

止於紫姑神，其他神祇如關帝、觀音或呂洞賓等

皆可降箕占卜，其活動地點也從廁所旁邊轉移到

廳堂內。在民間，紫姑神依然作為正月十五民俗

活動中的重要內容，而且明清時期許多省市的地

方志中均有「（正月望）其夕，迎紫姑，以卜蠶

桑，並占眾事」的記載。另一方面，扶乩儀式不

僅在民間流傳，而且也被明清時期的秘密宗教所

利用，成為其活動中的一項主要內容。例如，民

國時期的一貫道就是借助扶乩的神秘功能來宣揚

教義、替人治病，使人們對這種神秘的儀式產生

嚮往。一貫道組織在近代大行其道，與扶乩的神

秘性是分不開的。5

二、南通地區「求紫姑神」的儀式

在南通鄉間，人們把「求紫姑神」稱為「請

灰堆婆婆」。「灰堆」，顧名思義，是堆放作物

秸稈灰燼的地方。秸稈灰燼是很好的肥料，所以

不會隨便丟棄，並有專門堆放的地方，一般都堆

放在廁所附近。這位「灰堆婆婆」就是負責作物

灰燼和廁所糞肥的一位神靈。從這裏我們可以看

出當地鄉土社會中，土肥崇拜的情結和紫姑神作

為廁神的原始形象。

目前在南通，「求紫姑神」儀式一般在正

月十五日前後進行。儀式開始之前要準備以下物

品：大曬盤一個，作為「轎子」，在灰堆處請來

的紫姑神要到廳堂裏進行占卜，中間的一段路就

是坐在這個「轎子」上被抬回家的，因此攙扶者

也就稱為「轎夫」。轎夫一般有兩位，請神、問

卜的過程由其中一個轎夫負責；畚箕一個，最

好是新的，在底部圍上圍裙或圍巾等物，象徵女

性，箕口插一根筷子，這就是紫姑神要附身的器

物；另外還有請神時所燒的香及紙元寶等物。

（見圖一）

至於整個儀式的過程，分為請神、問卜和送

神三個部份。

請神之前，轎夫要先洗手和洗臉，然後把裝

飾好的畚箕放在大曬盤裏，將其攙到灰堆處，開

始請神。其中一個主持儀式的轎夫6先把點燃了的

香插在灰堆上，並將紙元寶等冥物焚化，隨後從

口袋裏掏出兩枚硬幣，面面相對，用手指捏著，

在點燃的香上轉幾圈，同時口中唸唸有詞，最後

將硬幣拋在曬盤裏，通過兩枚硬幣的字面來判斷

紫姑神是否降臨到畚箕上。（見圖二）兩枚硬幣

一正一反才表明神靈已經降在箕上，這時才可將

「轎子」抬到廳堂，準備問卜。這與《異苑》中

記載的「捉者覺重，便是神來」有所不同。當

然，對於請來的神靈，儘管她在神靈譜系中的地

位不是很高，但也要設果品供奉，特別是要準備

一碗紅棗茶，這是給神靈在占卜中途休息時享用

的。

廳堂的神案上點著幾支香及一對紅蠟燭，前

面擺著一張方桌。兩個轎夫把請來的紫姑神攙扶

到這張方桌上，使箕口的筷子懸出桌面幾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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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姑神就是通過筷子在桌面上敲擊的次數來回答

問卜的，並不需要寫字或畫畫。（見圖三）問卜

過程是整個儀式的主要內容，最先問的問題往往

與耕作有關，然後才問及家庭的財運、婚姻和子

女的學業等方面。下面簡述一下問卜時的情景。

轎夫問：「灰堆婆婆，今年各月各有幾份

龍水？」這句話是在問今年各月中的水位情況如

何，份數的大小表示河中水位的高低。南通地區

河網密佈，夏秋季節雨水較多，主要作物水稻的

生長需要大量的水資源，因此問卜開始的時候，

都要問一問水位的情況。轎夫每問一個月，箕口

的筷子就在桌面上敲擊若干下。當時，六月份敲

了八下，七月份敲了六下，八月份敲了七下，其

他月份也就三四下的樣子。由此，轎夫告訴大

家，今年（農曆）六月份水大。這個占卜的結果

一般都是和自然情況相符合的。農曆六月正值夏

季多雨季節，河水水位自然很高，這時正是水稻

生長、需要用水的時候，農民也希望這個季節水

位高。

接著轎夫又問：「今年有幾個『老虎』？有

幾個敲幾下。」只見筷子敲了三下。

轎夫又問：「有幾個『母老虎』就敲幾

下？」筷子又敲了一下。

這裏講的「老虎」就是刮颱風。南通位於

東部沿海，每年夏天都有颱風過境，颱風的強弱

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生長、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據

轎夫講，雄老虎就是大風暴，看一下日曆上的小

暑、大暑和處暑是單日還是雙日，在單日過境

的颱風便稱為雄老虎，進而說明今年夏天可能會

刮一次小颱風（母老虎），兩次大颱風（雄老

虎）。

問完這些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自然情況之

後，接下來就開始卜問農業收成。轎夫根據眾人

的要求來問各人田地裏農作物的收成。根據占卜

的結果，麥子一畝地能產500斤，水稻一畝地能產

1,000斤，油菜籽每畝能收350斤，其他作物如玉

米、蠶豆、黃豆等產量也頗令人滿意。但當地人

現在並不重視農業收成的占卜結果，只是在充滿

吉祥與祝福氣氛的春節裏，通過這樣的占卜來預

祝新一年的收成，表達了對豐收的信心。正是在

這種心理滿足中，人們把辛勤的勞動和對豐收的

希望與這最原始的信仰情結聯繫了起來。

問完農事以後，轎夫先讓神靈休息，即把

箕口的筷子放入事先準備好的紅棗茶中。（見圖

四）在場的人們便告訴轎夫他們想問卜的內容。

本來紫姑神是占卜農桑的，現在她的職能進一步

擴大，與家庭相關的如財運、婚姻和子女的學業

成績等事情也可通過她來卜問。更有趣的是，甚

至也有人卜問自己賭錢時應該走哪個方向。大約

休息了十分鐘，新一輪問卜又開始了。

此次調查時，這個轎夫有個孫子在讀高三，

人們便要轎夫卜問一下這個孩子的學習情況。轎

夫問：「灰堆婆婆，你上首的轎夫有個孫子，你

看看這個小孩有幾份自覺，有幾份敲幾下？」結

果筷子在桌面上連續敲了八下，數秒鐘後又敲了

一下。轎夫解釋，這孩子平時只有八份自覺，最

後一下「灰堆婆婆」不願意敲，說明孩子經嚴管

後才有九份自覺。又問：「我這孫子今年考大學

有幾份把握？有幾份敲幾下。」結果敲了七下。

這樣的問題在儀式中幾乎每次都會出現，但占卜

的結果並不像農業占卜的結果那樣令人滿意，這

樣一來，家長們就有了教導孩子、督促孩子學習

的藉口。然而，占卜掙錢的結果總是令人滿意

的，這樣人們才有信心，其心理與占卜農事是一

樣的。

整個儀式大約需一個多小時，等沒有什麼問

卜了，接下來便送神。轎夫先問：「灰堆婆婆，

時間也不早了，你若想留下來看紅燈就敲一下，

想喝棗茶敲兩下，想回府敲三下。」等神靈表示

想回府時，才能送她走。送神和請神的程式基本

一樣。轎夫依舊捏著兩枚硬幣，當拋在曬盤中的

硬幣一正一反時，才表示神靈已離開畚箕，這時

才拆除儀式中的道具，整個過程結束。

三、紫姑信仰與鄉土社會

紫姑信仰歷史悠久，在其演變的過程中，人

們將最原始的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具體化為土肥

崇拜的情結和對農業豐收的嚮往。將傳說中一位

地位低微並冤死的勞苦婦女作為信仰體系中的一

個神靈加以供奉，將扶乩這一原始巫術作為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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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表達了人們在面對現實關

懷時所產生的精神寄託，反映了宗教信仰與儀式

在構建社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

此，西方著名社會學家韋伯把中國的民間信仰概

括為「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紫姑神以其特有

的占卜功能而受到人們廣泛的青睞，紫姑信仰建

立在對超自然因素信仰的基礎之上，其儀式活動

給人們帶來了某種靈感的精神力量，從而佔據著

很大的民間市場。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具有豐

富內容的民間信仰與儀式歸結為封建文化的「殘

餘」，並冠之以「迷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應

著眼於這一信仰與儀式在鄉土社區中存在的深層

意義。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的民間信仰

與儀式經過其自身的演變與發展，逐漸滲透於大

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社會大多數民眾

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和社會行為，並構成了鄉

土社會文化的基本特質和展示方式。因此，研究

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對於理解中國社會文化

的全貌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的人類學者主張，

研究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和象徵意義，唯有把

它們放到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考察，理解

其在社會中的現實作用和在文化體系中的地位，

方可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7 在這一主張的影響

下，中國的人類學者從「本土觀念」出發，以村

落為實證研究的單位從事田野考察，並參考解釋

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經典理論，把傳統的文本

和現實的調查結合起來，創設了新的研究和詮釋

的框架，為探討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在鄉土社會中

的作用、功能、影響及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理論

支援。目前的鄉村研究正是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

熱門話題。

現今存在於南通農村中的「求紫姑神」儀

式，是在長期歷史積累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成

為鄉土社會生活中年節祭祀的重要項目之一，在

社區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與影響。考察紫姑信仰

及「求紫姑神」儀式在南通鄉土社會中的作用與

價值，也應從「本土觀念」出發，作出符合地域

的分析。

作為功能性神靈之一的紫姑神以其占卜的

功能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要。「占卜向來就是一

種人們用以在危機中尋求自信、指引和安慰的重

要手段，這是所有理性手段所不能提供的一種解

決方法。在關鍵時刻，以神靈之名發出的聲音比

較容易解決情感衝突，激發自信。」8南通地區

農村中的普通民眾，在充滿喜慶的元宵之夜通過

請紫姑神占卜一年的農業收成，既是對新一年豐

收的良好祝願，也是在激發自信，獲得辛勤勞動

的激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安慰。在剛過去的一

年裏，自己通過辛勤勞動給家庭帶來了很大的財

富；新年伊始，在神靈的預測下又是一個豐收

年，因此更應該辛勤勞動。儘管占卜的結果總是

令人滿意，但人們現在已不太重視其實際意義，

這使紫姑信仰的占卜功能在現代社會中得到削

弱，重新回歸為一種帶有娛樂性質的民間遊戲。

人們依舊紀念身份低微、冤屈而死的紫姑，只是

紀念的方式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為原本熱鬧

歡騰的佳節更增添了一份喜慶的色彩。試想一

下，在張燈結綵的元宵之夜，幾戶家庭聚集在一

起，通過紫姑神占卜眾事，相互祝福，不正體現

了這一信仰與儀式在聯繫宗族、社區內部的紐帶

作用嗎？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紫姑信仰及其民俗

活動能夠在現代社會中被存留下來，繼續活躍在

民眾生活中。

由此可見，紫姑神作為民間俗神信仰體系

中地位較低的一位「弱者神靈」，其信仰與儀式

在現代社會建構多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面臨著挑

戰。紫姑信仰的來源傳說逐漸被歷史塵封，被人

們所遺忘，而「求紫姑神」儀式卻以彌散、口頭

傳承的方式在民間流傳著。人們在神靈面前除了

還有一點敬畏與嚴肅之外，扶乩的神秘性再也不

被相信，占卜的形式雖然存在，但占卜的實效性

已經不再為人們所重視。在充滿喜慶與祝福的春

節慶典活動中，通過這一民俗活動，人們相互表

達對新年的祝願，家庭之間在社區中的聯繫進一

步加強。「求紫姑神」儀式所提供的娛樂性及其

所起的紐帶作用，正是這一民俗活動存在於民間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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