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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以苏 、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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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 , 它是指神灵在纳入

国家祀典后 , 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 。 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 , 最初

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 , 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 。 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 , 主要

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 , 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 。 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

动力量 , 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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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学者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通过对一个个区域神变迁经过的考察 ,分析神灵变迁的社会原因。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

对城隍和总管神的研究 ,也力图证明明清商业化对民间信仰变迁的影响。当前 ,大陆学者陈春声 、刘志伟等也一直在从事区域神的个案研

究 ,以此探讨神灵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不过 ,对民间信仰中儒家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太多 ,且主要集中在对城隍 、关羽 、文

昌 、张巡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神灵的研究中。

②　泰伯 ,也可写为太伯 ,本文依据(道光)《梅里志》和(光绪)《泰伯梅里志》的写法 ,在行文中写为泰伯。文中的引文按照原文写法不做改动。

一 、引　言

在宋元以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 ,经常会出现“国

家化”和“儒家化”两个概念 。“国家化”是指通过国

家权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地方上有功于民的神灵纳

入祀典 ,并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庙遣官致祭的现象[ 1] 。

神灵国家化的典型是城隍 。这一现象始于宋代 ,宋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 ,为加强

社会控制 ,朝廷通过对神灵“赐额” 、“赐号”的政策 ,

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 ,以规范民间诸神 。可以

说 , “国家化”是宋代朝廷应对民间信仰多元化而不

得已采取的措施 。

“儒家化”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 ,其形象被

改造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 。神灵儒家化的典

型是关羽 。“儒家化”始于何时 ,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

不过 ,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

关注的特殊现象 ,对它的研究 ,必将有助于学界从民

间信仰的角度加深对明清社会特点的认识 。有些学

者虽不从事民间信仰研究 ,也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

出了儒家化或儒生化的结论 ,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医

疗社会史的研究 ,认为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中 ,出

现了一种儒生化的趋势[ 2] 5 。正因如此 , 这一问题颇

有学术研究价值 ,近年来备受关注 。

当前对民间信仰的儒家化研究可概括为两种研

究思路 :一是以儒家化过程中的突出事件为研究对

象 。研究者通过展现事件中的矛盾冲突 ,分析在儒

家化过程中 ,朝廷 、地方精英 、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

关系[ 3-4] 。二是以某一神灵的儒家化过程为研究对

象 。通过对神灵形象在不同时期变迁情况的考辨 ,

探讨儒家化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种

研究思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儒家化到底开始于

何时 , 根源何在 ,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推动了儒家

化
① 。要对上述问题有所结论 ,仅有关羽信仰等少数

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试图以江南的泰伯②

信仰为研究个案 ,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论述 。

二 、泰伯信仰的形成与儒家化

泰伯 ,周太王之子 ,周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 ,其事

迹详见于《史记 ·吴太伯世家》 。《史记》记载:“太王

欲立季历以及昌 ,于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奔荆蛮 ,文身

断发 ,示不可用 ,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 ,自号勾

吴 ,荆蛮义之 ,从而归之千余家 ,立为吴太伯 。”

泰伯和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 , 也是吴文化的

创始人 ,对他的祭祀与崇拜 ,在巫觋之风盛行的吴地

源远流长 。明清时期的泰伯信仰主要集中在苏州府

和常州府的无锡县 ,在常州府的其他地区 ,对吴人先

祖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泰伯之弟仲雍和仲雍后代

季札的祭祀 。苏州府泰伯庙有二 :一处在吴县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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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吴越时由阊门外移至阊门内;一处在元和县唯亭

镇 。常州府泰伯庙有三 ,皆在无锡县境内:一处位于

无锡惠山 ,一处位于城内娄巷 ,一处位于无锡县梅里

乡 。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 , “苏州至

德庙在吴县阊门外 ,汉永兴二年 ,太守糜豹建于阊门

外雁宕屯南” ,庙的建立可界定为泰伯信仰形成的标

志 。当时 ,泰伯的后世仍然可考 ,史料中详细记载了

朝廷赏赐泰伯第四十一世孙吴如胜的具体情况 ,由

此可以推测 ,此时泰伯信仰应是吴地的一种较原始

的先祖崇拜 。

唐垂拱二年(686), 宰相狄仁杰禁毁江南淫祠

1700 多处 , 仅存“夏禹 、泰伯 、季札 、伍员”四祠 ,这

样 ,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 ,进一步延

伸 、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 ,泰伯未被列入淫祠之列 ,

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 。因为终唐之

世 ,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 ,而且唐人

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 ,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

的清心寡欲 、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 。在唐人

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 280《刘景复》条引

《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 ,每春秋季市肆皆

率合牢醴 ,祈福于三让王 ,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

献之 ,非其月亦无虚日 。时乙丑春 ,有金银行首

纠合其徒 ,以绡画美人棒胡琴以从 ,其貌出于旧

绘者 ,名美人为胜儿 ,盖户牖墙壁 ,会前后所献

者无以匹也 。(卷 280)[ 5]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 ,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

去甚远 ,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 。《辨疑

志》(陶宗仪《说郛》卷 23 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 ,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 ,

泰伯庙东有一宅 ,中有塑像 ,云是泰伯三郎(泰

伯长子)里人祭时 ,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

牛造华盖 。”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 ,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 ,而适于勾吴 ,岂有

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 ! 又按《泰伯传》 ,泰

伯无嗣 ,立弟仲雍 ,泰伯三郎 ,不知出何邪 ? (卷

23 下)[ 6]

通过李玫和陆长源的记载 ,不难发现 ,此时泰伯神的

形象与明清时期神通广大的五通神极其相似 ,他喜

好善马 、彩舆 、女子 ,完全不符合后世儒家对圣贤的

界定
[ 7] 163 。至于泰伯之子三郎的记载 , 与泰伯“无

子 ,立弟仲雍”的生平就更不符合了 。

这样看来 ,狄仁杰保存江南的泰伯信仰并不是

基于泰伯本人的道德品行 ,而是考虑到泰伯信仰中

的先祖崇拜因素 。这也是泰伯与夏禹 、季札 、伍员三

位得以保留的地方祠神区别于其他淫祠的共同之

处 。大禹治水疏通江南河道 ,季札是仲雍的后代也

是吴人的先祖 ,伍员修筑阖闾城为吴国的霸业鞠躬

尽瘁 ,他们都在江南开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 ,狄仁杰对泰伯信仰的保护

符合这一原则 。

北宋元祐年间(1086 —1093),朝廷赐额泰伯庙

“至德” ,此举可看作是泰伯信仰国家化的开始 ,在未

被赐额之前 ,泰伯信仰终究是民间的非正式的 ,尽管

它未被列入民间淫祠 ,但它也不具备官方正祀的资

格 。在泰伯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后 ,泰伯的形象

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

隆兴二岁(1164),天作淫雨 ,害于稼事 ,民

不奠居 。乾道改元 ,春二月 ,公(沈度 ,时任平江

知府)饬躬斋跋走祠下而祈焉 ,神顾飨之即应 。

是岁麦以有秋 ,府从事请具蔬礼以谢 。公曰 :

“不敢废也 ,然何足以报万分之一 。”(曾几 :《重

修至德庙记》 ,道光《梅里志》卷四[ 8] )

通过这一段南宋时期泰伯祭祀的记载 ,不难发现 ,此

时泰伯神的形象较之唐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

不再需要花费较多的牢礼 ,也不需要善马 、彩舆和女

子 ,他为百姓谋福利 ,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素食果蔬而

已 ,这与后世所界定的清心寡欲 、淡泊名利的儒家先

贤形象开始接近 。但这一时期的泰伯信仰并不具有

德化教育的功能 ,因此尚不能说此时的泰伯信仰已

经儒家化了 。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日趋明显 , 泰伯作为仁让之

君的圣贤形象在民间日益鲜明 ,应是在明朝建立后 。

明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鉴于当时诉讼之

风不止 ,刑事案件急增 ,乃重修泰伯庙 ,庙成之日 ,应

天巡抚周忱告诫百姓 :

方泰伯之奔吴也 ,断发文身 ,示不可立 ,然

荆蛮义之 ,从而归之千余家 ,遂端委以临其民 ,

是欲辞富贵而富贵随之 。及其后世 , 夫差狃于

必胜 ,穷兵黩武 ,破越困齐 ,欲霸中土 ,卒之国亡

身戮 ,妻子为虏 ,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 ……

尔民欲为泰伯之让乎 ,欲效夫差之争乎 ? 一则

庙食万世 ,一则贻讥千载 ,其得与失必有能辨之

者 。(周忱:《重修泰伯庙记》 ,道光《梅里志》卷

4[ 8])

周忱此言 ,将泰伯的谦让与夫差的贪婪相对比 ,把两

者迥然不同的后世评价相对比 ,是为了突出泰伯的

谦让之德 ,以让德教化百姓 。“让”是温 、良 、恭 、俭 、

让五德中的最高层次 ,此处周忱对泰伯“让”德的推

崇较之宋人沈度对泰伯“俭”德的推崇 ,更符合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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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泰伯“至德也 ,三让天下” 的评价 。可以说 ,泰伯

信仰的儒家化在明中期已经开始了 。

明中后期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

出 。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伯庙内新修关帝庙 ,

将泰伯与关羽并祀 ,将泰伯之“让”与关羽之“忠”并

举 ,这是泰伯信仰进一步儒家化的体现 。天启三年

(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泰伯墓 ,高在《泰伯墓

碑阴记》一文中说 :

至德之圣 ,以天下让者 ,在父子兄弟之间 ,

则其文明可思也 。嗟乎 ! 古之圣人 ,以父子兄

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 ,乃不免箪食豆羹

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 。若是者 ,尚可称锡

之士 ,而过梅里之墟 、皇山之麓乎 ? 人人思而耻

之 ,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 锡之文明甲于天下

矣 ! (卷 4)[ 8]

文中高攀龙推崇泰伯为文明之祖 ,强调人人若尊崇

泰伯 ,以泰伯为典范 ,则无锡可成为甲于天下的文明

之邦 ,这是明末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又一例证 。

清代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 , 在延续明代政策的

同时 ,借助了皇权的支持 。康熙二十四年(1685),

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一带大规模禁毁五通淫祠推崇

泰伯信仰 ,进而推行江南一带社会风俗的改革 ,他改

革的坚强后盾正是康熙帝本人 。 康熙四十四年

(1705),皇帝南巡至苏州 ,御书“至德无名”四字于

苏州泰伯庙中 ,以示对泰伯的敬仰和推崇 ,帝王将孔

子对泰伯的评价御书于庙中 ,此举可看作是泰伯儒

家化改造的高潮 。

综上所述 ,对泰伯儒家化的改造起于明盛于清 ,

其规模和影响虽不如关帝信仰广泛 ,但儒家化的进

程从未停 ,且在不断深化中 。儒家化作为神灵变迁

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现象 ,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进

一步探讨 。

三 、儒家化的推动力量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和

地方士人 ,他们共同推动儒家化 , 是基于共同的目

的 ,即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 , 改革社会风

气 。

明朝建立后 , 儒家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的指导

思想 ,理学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严格遵守名分等

级 。谦让之德是维护纲常礼教 ,化解社会矛盾的道

德基础 ,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世风日下 、争讼之风不止

的社会环境中 ,谦让之风更应提倡 。泰伯作为历史

上有名的谦让之君 ,其谦让之德若能借助于泰伯信

仰在民间大力宣传 ,这无疑有助于儒家道德主张在

民间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

前述周忱在重修泰伯庙时对百姓的告诫 ,突出

地反映了他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的目的 。

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汤斌毁五通立泰伯 ,也是

基于德化教育的目的 ,汤斌是著名的理学家 ,他推崇

泰伯 ,正是希望以泰伯的俭 、让之德教化百姓 ,遏止

江南不良的淫奢之风 。清初的江南无疑是全国商品

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社会财富的增加滋长了社会

的争讼之风 、奢侈之风 ,当地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又进

一步助长了奢侈消费 、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 。在这

种社会环境中 ,通过影响广泛且又符合儒家道德的

民间信仰来教化百姓 ,这是地方官府所能采取的一

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措施 。事实证明 ,这一措施确实

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

响 。就无锡地方而言 ,民风最纯朴的地区 ,也正是泰

伯信仰最兴盛的梅里乡和泰伯乡 ,无锡方志关于各

乡民风有这样的评论 , “泰伯 、垂庆 、延祥 、梅里四乡

民俗颇厚 ,景云乡之俗最杂 ,新安 、开化二乡民最轻

佻”(卷 30)[ 9] 。

除地方官员外 ,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

化的另一股力量 。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

中成长 ,饱读四书五经 ,不少人以教化百姓 、服务乡

里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明弘治十三年(1500),

士人王鏊建议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修泰伯庙 ,庙

成后姜嘱王撰文 ,王在庙记的末尾感叹曰:“呜呼 ,孰

知世教日陨 ,兄弟争立 ,父子相夷 ,我思至人 ,生也孔

晚 ,无得而称 ,其称则远”(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

铭》 ,见道光《梅里志》卷 4
[ 8] )。明中后期无锡士人

顾宪成 、高攀龙在《重修泰伯墓碑记》和《泰伯墓碑阴

记》中也都谈到了自己的社会主张 ,即人人尊崇泰

伯 ,以泰伯为典范 ,相互谦让 ,和睦相处 。这不仅是

他们的道德主张 ,也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

子共同的道德主张 。直至清代 ,士人仍然是泰伯庙

修缮 和 维护 的 主 要 发起 者 , 如 清 乾 隆三 十 年

(1765),无锡梅里泰伯庙的修缮就是由地方生员蔡

鹤龄等发起组织的 。

官府与士人的相互合作 ,屡见于历代泰伯庙的

修缮过程中 。我们以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为例 ,无

锡泰伯庙共有三处 ,即梅里庙 、娄巷庙 、惠山至德祠 ,

其中梅里庙最古 ,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娄

巷庙建于明初洪武十年(1377),惠山祠建于清乾隆

三十年(1765)。三庙中以梅里庙影响最大 ,修缮次

数最多 ,明初至清中期共有过七次大规模的修缮 。

梅里 泰伯 庙 的首 次 修 缮在 明 弘 治十 三 年

(1500),修缮的建议者王鏊详细记录了整个修缮过

程 :“弘治十一年(1498)南昌姜文魁来知无锡 , 予

曰 :̀邑有圣人之庙而芜焉 , 令之耻也 。' 姜曰 :̀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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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下车则议复之 ,且捐俸倡民 。' 于是富者输财 ,壮者

效力 ,期年而成”(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 8] )。

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是里中士人蔡孚 、蔡济兄弟 ,由

二人董其事 ,向里中富人募集修缮资金 1500 两白

银 。蔡孚 、华以正各施田五亩为庙基地 ,加之原来庙

基田三亩五分 ,共有庙基田一十三亩 。修缮竣工后 ,

从耆老华嵩等的建议 ,请在丹阳东岳庙出家的道士

许元善(华用明弟子)居之以奉香火 ,此后梅里泰伯

庙一直由道士主持日常事务 。为维持道士的基本生

活和祠庙的日常开支 ,蔡孚之弟蔡济又捐自种田二

十三亩为道士赡田(又称为香火田),钱荣捐近庙基

田十亩为道士赡田 ,邹显之命其子捐租田十亩为赡

田(钱荣 :《泰伯庙赡田记略》 ,见道光《梅里志》卷 2

附
[ 8] )。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修缮过程后 ,可以发现这次

大规模的修缮 ,从建议的提出到工程的组织 、庙碑的

撰写 ,直至后来祠庙祀田的捐赠和祠庙的维护 ,先后

有王鏊 、蔡孚 、蔡济 、华以正 、钱荣①五位士人参与其

中 。

士人不仅负责泰伯庙的修缮工作 ,还利用自身

的名望 ,为泰伯庙争取和维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

权 。梅里泰伯庙自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 ,庙祀

田(包括庙基田和香火田)一直享有免交赋税的特

权 。康熙三十七年(1698)后 ,由于无锡知县李继善

将祀田复报升科 ,祀田被迫完纳夏税秋粮 ,由此造成

祠庙经济收入锐减 ,甚至无以维持日常开支的局面 。

为解决泰伯庙面临的困境 ,康熙五十七年(1718),

贡监生朱宪枝邀集蔡鹤龄等九名生员 ,将此事具呈

抚院 ,请求重免泰伯庙祀田税粮 ,抚院经复查核实 ,

令新任知县章颐援旧例免税粮 。此后 ,泰伯庙祀田

的优免赋税权再未被剥夺过(章颐:《复免粮碑》 ,见

道光《梅里志》卷二附[ 8] )。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描绘过这

样一个场景:主人翁杜少卿邀集若干地方名士在南

京重修先贤祠 ,供奉泰伯等四十二位儒家先贤(第

37 回)[ 10] 。这一描述绝非空穴来风 ,无凭无据 ,作为

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 , 其创作应是有一定现实依

据的 。文中的主人翁正是一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士

人 ,可以说士人实质上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主

导力量 。

四 、泰伯信仰儒家化成功的社会原因

由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进的泰伯信仰儒家

化在清代达到高潮 。在民间 , 泰伯作为儒家先贤的

形象 ,早已深入民心 。儒家化起于明盛于清 ,得以成

功的原因很多 ,正如学界分析汤斌禁毁五通淫祠取

得成功的原因一样 ,清代皇权的有力支持是儒家化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 ,笔者认为还有两

点原因也值得分析探讨 :一是儒家化融合了民间道

教文化传统 ;二是儒家化结合了乡土观念 。现分别

论述:

1.儒家化与道教文化传统的融合

提到民间信仰 ,不能不谈道教文化传统对民间

信仰的影响 。中国的道教是一个不断创造鬼神又不

断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宗教 ,而儒家却向来主张“敬鬼

神而远之” 。那么 ,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 ,在强调泰

伯作为道德典范的同时 ,是否会削弱神灵自身的神

性呢 ? 笔者认为 ,由于儒家化融合了当地的道教文

化传统 ,因此儒家化改造并未削弱神灵本身的神应

性 。关于融合 ,有两点例证:一是泰伯生辰与道教玉

帝生辰同日 ,都定于农历正月初九(卷 1)[ 11] ,而众所

周知 ,泰伯究竟生于何时 ,早已是无从稽考之事 ,此

为融合例证之一 ;其二 ,道士自明弘治年间起直至民

国 ,一直任泰伯庙住持 。这些道士不仅负责祠庙日

常祭祀活动 ,而且具有捉鬼的无穷法力 ,早在清乾隆

年间 , 梅 里泰 伯 庙 道 士就 因 擅 长 捉 鬼远 近 闻

名[ 12] 37-39 。道士捉鬼 ,这一行为明显是对儒家“敬鬼

神而远之”原则的违背 ,可它却在梅里的泰伯庙中延

续了几百年 ,这反映了民间信仰中儒家文化与道教

文化的相互融合 ,甚至可以说 ,在捉鬼这一问题上 ,

儒对道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

有关神灵儒家化过程中 ,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

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 ,也可以从其他地区民间信

仰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佐证
[ 13] 。笔者认为悠远的先祖

崇拜是泰伯信仰中儒道结合的纽带 ,吴人对先祖的

崇敬之情使他们不仅愿意赋予泰伯强大的神力 ,而

且倍加推崇他高尚的道德 。

2.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无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 ,明

末无锡的米市早已远近闻名 。清雍正年间 ,无锡划

为无锡 、金匮二县 ,也正反映了无锡地区经济发展 、

人口增加的事实 。经济的发展使无锡人的家乡自豪

感增强 ,而此时的无锡就其行政级别而言 ,仅是常州

府管辖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区 ,无锡人迫切希望提高

家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无锡梅里是吴国故都 ,是

泰伯最早的定居之地 ,提高梅里泰伯庙和鸿山泰伯

墓的文化地位 ,不仅有助于提升无锡的文化地位 ,而

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锡人的家乡荣耀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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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这一主张在地方士人的文字中多次提及 。

早在万历年间 ,顾宪成就强调“泰伯之祀于吴宜

隆 ,而锡为甚” 。略晚于顾宪成的高攀龙则将顾的主

张阐释得更为具体:

则是至德之圣 ,让天下而逃 ,不之于名山大

川 ,不之于长林 、浚谷 ,而之于荆 。其之于荆也 ,

不之于三江 、五湖 ,不之于幽岩 、绝壑 ,而之于吾

锡之泱莽平墟 ,岂其无故耶 ? 况乎临于平墟 ,墓

于兹山 ,相去不数里而近 ,若其有择于兹者 ,又

岂其无故耶 ? 锡之士可思也 。夫文明者 ,非文

辞藻缋之工已也 。(卷 4)[ 8]

高攀龙从泰伯让天下而逃 ,择无锡而居说开去 ,谈无

锡作为文明礼仪之邦的根基是此地与泰伯深厚的历

史渊源 。顾 、高二人巧妙地将泰伯信仰儒家化与地

方文化建设相结合 ,使儒家化改造成功借助了乡土

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

直至清代 ,无锡人仍然在为无锡泰伯庙和泰伯

墓争取更高的文化地位 。刊刻于道光年间的《梅里

志》 ,对康熙皇帝为苏州泰伯庙题词一事 ,这样记载:

“圣驾南巡驻跸苏州 ,御书`至德无名' 四字镌之苏城

泰伯庙中 ,而泰伯故都在锡 ,庙亦当以锡者为主 。”地

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无锡泰伯庙地位应高于苏州泰伯

庙的观点 ,与顾宪成“泰伯之祀于吴宜隆 ,而锡为甚”

的主张是一致的 。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的结合 , 还表现在儒家化并

未冲击泰伯在民间的社神形象 ,直至清末 ,在梅里泰

伯庙中 ,仍然保存着一间古吴社庙 。每年正月九日

的泰伯庙会是无锡农村庙会之始 ,也是无锡农村规

模最大的农业生产工具交流会 。在苏州唯亭镇 ,泰

伯一直是唯亭镇的社神 ,民间俗称“三让王” ,当地让

王解饷粮的习俗一直持续到清末(卷 3)[ 14] 。

五 、结　语

民间信仰属于人的意识范畴 ,它是意识对现实

世界的折射和反映 。正如每个历史时期均有其自身

的特点 ,民间信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呈现出不同

的特征 , “儒家化”则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变迁中的

一类特殊现象 。

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始于明 、盛于清 ,其产生的社

会根源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 。

在世风日下 ,奢侈之风 、攀比之风 、争讼之风不止的

社会环境中 ,出于改革社会风气的需要 ,地方官员和

地方士人相互合作 ,共同推进了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

他们尝试借助泰伯信仰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来宣扬

泰伯的谦让之德 ,以此抵制攀比心理和自私心理所

带来的奢侈 、争讼等不良风气 。在这一过程中 ,地方

士人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们不仅负责了祠庙和祠墓

的修缮工作 ,并且一直关注着祠庙和祠墓的维护和

管理 。泰伯信仰儒家化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 ,它不

仅借助了强有力的皇权 ,而且借助了道教文化传统

广泛的影响力和乡土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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