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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成全(1963-),男 ,河南林州人 ,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南开大学文学

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摘　要] “回煞”是中国一种传统葬俗信仰 。它萌芽于先秦 ,发展于两汉 ,成熟于汉末魏

晋之际 ,兴盛于隋唐及其后。它主要是利用人们冀福忌祸 、好生恶死的天性 ,满足了人们逢凶

化吉 、遇难呈祥的愿望 ,使人获得了一种心理安慰。方士术士又自神其道 ,以此谋生取利 。因

此 ,在隋唐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 ,避煞之俗盛行不衰 。佞信者有之 ,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也代不

乏人 。批评者从人情天理的角度 ,力驳回煞术的矛盾与荒谬 ,对改良社会 、移风易俗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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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煞称谓及其产生

“回煞”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葬俗信仰 ,谓人死后魂灵在固定的日子回家 ,到时有凶煞出现 ,危及亲

人家属。在这个日子里须全家外出 ,以避煞神 。回煞术属于古代择吉术的范畴 ,是择吉术中丧葬避忌的

一项重要内容。它长期盛行于中国古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也未销声匿迹。

回煞葬俗的出现较早 ,隋唐时进入兴盛阶段 ,古代许多历史文献和稗史小说中都有记载。但它的称

谓在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叫法有所不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谓之“归杀”①;南宋洪迈《夷坚乙志》

“韩氏放鬼”条谓之“避放”②;南宋淳祐年间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谓之“避煞”③;明万历时沈榜《宛署杂

记》谓之“躲煞”④;明末清初沈复《浮生六记》记吴地谓之“避眚”⑤;又清嘉 、道年间姚元之《竹叶亭杂记》

谓之“出殃” ;《中华文化通志》谓北方称“开殃” ,吴越称为“回神” 。

从《颜氏家训》的最早记载到如今 ,回煞葬俗在中国的存在至少已有 1 500年历史 ,而且遍及中国的

广大地区 。如此 ,上述称谓上的差异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称谓大致反映了回煞葬俗的三个内容:其一 ,

亡魂或煞神在特定的日子回家 ,谓之“归杀” 、“回煞” 、“回神”“接眚”等;其二 ,躲避煞神伤害 ,谓之“避

放” 、“避煞” 、“躲煞” 、“避眚”等;其三 ,显示阴阳先生 、“日者”在丧事中的作用 ,谓之“开殃”“出殃”等等。

即阴阳先生推算煞日 、安排丧事的过程 ,虽然叫法各异 ,然都在指代丧事中回煞的重要过程 ,只不过侧重

点不同。

回煞这种葬俗由来已久 ,对于它的起源 ,各种文献说法不一 。按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言 ,唐吕

才《百忌历》已有关于丧煞损害法的记载 。那么 ,在宋人看来 ,回煞这种葬俗可能产生于唐初。然而 ,《颜

氏家训》所言“子孙逃窜 ,莫肯在家”的“归杀”也应该是这种风俗 。颜氏为南北朝至隋初人 ,在他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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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其《风操篇》曰:“偏傍之书 ,死有归杀 , 子孙逃窜 ,莫肯在家。画瓦书符 , 作诸厌胜……凡如此比 , 不近有情 , 乃儒雅之

罪人 ,弹议所当加也” 。

②　“江浙之俗信巫鬼 , 相传人死则其魂复还 ,以其日测之 ,某日当至 , 则尽出室避于外 , 名为避放。命壮仆或僧守其庐 ,

布灰于地 ,明日 , 视其迹 ,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 。见《夷坚乙志》卷一九。

③　“避煞之说 , 不知出于何时。按唐太常博士吕才《百忌历》载丧煞损害法 , 如巳日死者 , 雄煞四一七日回 ,杀十三四岁

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 , 杀白色男子或姓郑 、潘 、孙 、陈 , 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 , 故世俗相承 , 至期必避之” 。

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吹剑录外集》。

④　“阴阳家以死者年月 , 推煞神所在之日 ,则举家避之他所 ,曰躲煞” 。见《宛署杂记》卷一七。

⑤　回煞之期 ,俗传是日魂必随煞而归 , 故居中铺设一如生前 , 且须铺生前旧衣于床上 ,置旧鞋于床下 , 以待魂归瞻顾 ,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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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传谓之“收眼光” 。延羽士作法 ,先召于床而后遣之 , 谓之“接眚” 。邗江俗例 ,设酒肴于死者之室。一家尽出 , 谓

之“避眚” 。见《浮生六记》卷三。

⑥　原文云:“明张文定公《邦奇集》云:‘先大父讳 ,字汝诚 , 明于幽明之故。鬼怪诞妄之说一无所惑 。越俗遭丧 ,用术

士盖棺 ,必令举家出次于外 , 谓之避煞(此与他乡回煞之说不同)。否则有鬼物掊击之 ,或病或死 ,率有应验。府君治

丧 ,黜之。至今吾乡俗无避煞之扰。孝子慈孙得以致慎终之诚 , 自府君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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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isha is the a t radition belief of burial in China. It g erminated in the Pre-qin , develops

in tw o Han Dynast ies , maturesd betw een the latter part of Han and Wei and Jin Dynasties , and

pro spe red in Sui and Tang Dynast ie s and later on. It mainly uses the people’ s nature o f seeking lucky ,

e scaping disaste r , lo ving life and fearing death. It meets the people’ s desire of turning bad luck into

good , meeting ominousness and becoming lucky . It makes people obtain a comfo rt of mentali ty.

Wizards think thei r skill is myste rious. And they depend on it to make a living. So in China feudal

socie ties af te r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escaping Bi Sha w as unfai ling. Someone believed it , someone

doubted and criticized i t. The criticizers denounced the contradiction and absurdi ty f rom the view of

human feeling and justice. It had a posit ive inf luence o f improving the society and changing ex ist ing

habits and customs.

Key words:Huisha;Ganzhiw uxing;sinister;vulgar custom

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