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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人生命的终点，也是人生的大事，一个人生命历程的终结，应该值得

后人永久地怀念，也需要用隆重的仪式来表达。因此活着的人对死者的各种吊

念，既是思想感情的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教化，即用追悼死者的行为来

教化后人，自己现在怀念死去的人，死后也需要后人永远怀念自己，这是出于

人伦方面的需要。另一个方面是信仰的需要，人都不愿意接受死的现实，所以

才有宗教迷信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因此追悼活动不仅要符合活人的愿望，更

要满足鬼神世界的“胃口”。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者——僧侣或道师，既要把神

鬼的要求传达给主丧人，又要把主丧人的种种表现告诉神界。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丧葬习俗，虽然丧葬品准备及丧葬程序不断简化，

但是主要内容都一直传承下来，都要符合人神两个世界的要求，并且流传至今。

第一节 追求转世轮回的泰国丧葬祭祀

人的生生死死是自然的事，《四朝代》的时间跨度是四个朝代，写到死的，

有很多例，如丕丕德、蔡母、布雷木、曹伊父亲、傲德、妩恩、五世王的两个

公主、五世王、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等等。关于丧礼的描写也有不少，如

丕丕德、布雷木、傲德、五世王及两个公主等的丧礼，或多或少地写到。虽然

不是每一个丧礼都从头到尾全程介绍，但通过几个人的丧礼，把泰国丧葬习俗

包含的主要程序都作了叙述。举行丧礼源于灵魂不死论，他们认为人生死是一

个轮回的过程，身体消亡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泰民族传统的丧葬祭祀仪式包

含一些复杂的程序，综合泰国的书面材料料和笔者的走访了解到的资料，泰国

丧葬祭祀习俗大致包含以下内容：临终确定、报丧、殓尸、入棺、祭奠、做功

德、出殡、火化、祭祀等。

（一）临终确定

对于正常病死的人，在其临终前，亲属要把折成锥形的内有佛香、蜡烛的

芭蕉叶包放到临终者手中，让其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亲属好友要集中在其面前，

由家族一位长辈请出佛像，给将死之人念佛经，让其看到佛像，听到念经声，

以让其想到佛祖。断气后要在尸旁点上蜂蜡，蜂蜡熄灭的时候就确定其真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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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这时应马上点一盏油灯置于尸体腿所朝的方向。死者的子孙开始戴孝。对

于非正常死亡的人，如布雷木从马上摔死，傲德客死他乡，就没有办法举行这

样的仪式。

（二）报丧

人死后一般要及时向亲戚报丧，以便被告知的相关人前来奔丧。也有些只

是告知而已，《四朝代》中曹伊父亲去世时，就穿着黑色衣服前来告诉帕洛伊，

克立·巴莫没有写得很具体，但从前后文看，帕洛伊没有去参加曹伊父亲的丧

礼，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

（三）殓尸

蜂蜡熄灭象征死者真正辞世，那时起就可以开始殓尸。一般是等子女全部

到齐之后才开始入殓。如果应到之人还未到场或者还没有赶制好棺材，都要先

用蚊帐把尸体罩好，并把门窗关紧，并派人看守，严防有猫来骚扰尸体，也不

能让猫、狗等动物从尸体上越过。更不能让点在尸体旁的灯熄灭。另外，泰国

喜欢住高脚屋，如果尸体停在上层，则人走过下层的时候，是不能经过尸体正

下方的。

正式入殓前要准备用泥块架起三角灶，并架上土锅，盛水，放入特定的几

种树叶，赶制洗澡水。水烧热后舀出给死者洗澡，洗澡一般是两遍，第一遍用

热水，第二遍用冷水，洗完后擦干，用姜黄涂抹全身。如果死者是属于寿终正

寝的高龄老人，一般用一块小的方巾为老人擦脸，并把老人手掌、脚掌印在方

巾上，以便日后作护身符或祭拜用。之后整理容貌、梳理头发。死者为男性，

要刮脸剃头，若为女性，则要用梳子梳理头发，梳理的方法各地有所不同。梳

头完之后，梳子要折断，待焚烧尸体时一起烧掉。

（四）更衣咸口

梳理完后，给死者更衣(就是给死者穿寿衣，寿衣为白色)。共有三层，贴

身一层前后倒穿，即把衣服的开襟朝向背后。第二层也要倒穿。第三层按正常

穿。穿衣完后，要把槟榔和钱币放入死者口中。还要绑手脚，就是用绳子一头

把死者的大拇指绑住，另一头绑到腰部，让死者的双手形成合十状，还要把两

脚绑在一起。这个程序是和做法事的和尚念经相配合完成的。绑尸的人，一般

是寺庙里的杂工，不是和尚。

（五）入棺

尸体入棺前，和尚要做法事。先做鬼梯，大概就是为死者进入棺材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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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梯的级数一定是偶数。接着要做一个仪式，这仪式的意思是确认棺材是死者

的。因为泰国人认为，棺材里有鬼，因此要把别的鬼赶走，做这个仪式是让别

的鬼都知道，这口棺材是死者×××的。之后口念咒语，并在棺头棺尾点上蜡

烛以驱除恶鬼。还要举行祭棺仪式，用芭蕉叶制成的八只大碗和水灯，里边放

有熟肉和其它食品，祭祀八方神灵。祭棺完毕就可抱尸体入棺。同时还要把一

些死者需要用的东西放入棺材内，以作陪葬。如果死者是男的，要放入烟草、

小刀之类的，如果是女的要放入针线、菜篮等。《四朝代》中帕姆和傲德请中国

人给丕丕德糊纸小妞，虽然后来帕姆知道帕洛伊常常梦见布雷木时，笑着对傲

德说“当年给你爸爸糊的小妞都没有用，你爸爸一直缠着你妈妈”。不管是作者

故意调侃还是主人公的真心实意，其实都是表达对死者的关心，因为担心布雷

木死后会寂寞。其实放纸人也好，放烟草也罢，都是表达人们对死去的人的关

心和怀念。

如死者是普通人，入棺时尸体是躺着的，而皇室成员或有爵位的人物，尸

体是坐着的，所用的棺材也和普通人所用的不一样，而像一个大圆桶。

（六）停灵祭奠

停灵祭奠的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少的三天、五天、七天，多则可达一

年以上。但需要讲究的是，停灵祭奠的天数不能是偶数，停灵期间，棺前的灯

是不能熄灭的。主人每天早晚都要点蜡烛，给死者供洗脸水、饭等，还要跪拜。

逢七还要请和尚来诵经超度亡魂，和尚人数必须是四个。如布雷木死后，欧恩

每逢七天都要从外府回来给父亲“做七”，一直到第四十九天。当然有的也是按

死者生前遗嘱办，如《四朝代》中，妩恩死前交代帕洛伊说，“丧事 15 天内办

完”，帕洛伊就照遗嘱办了。泰国也有哭灵的习俗，《四朝代》中布拉俳在父亲

布雷木丧期内，“每当有人来吊唁时才哭”，帕洛伊因此还对女儿这不诚的行为

感到担忧。

（七）出殡

出殡前，要占卜择地，一般要由家族长辈、几个小辈和做法事的和尚来完

成。做法是：用一个煮熟的鸡蛋在灵前祭拜，然后念一些咒语，让死者灵魂附

在鸡蛋上。然后带着这个鸡蛋到山林野外掷出，如果鸡蛋破碎，说明死者显灵，

愿意在鸡蛋破碎的地方下葬。如果鸡蛋不碎，就得另选别的地方，直到鸡蛋破

碎，才认为死者愿意在此地下葬。

出殡时灵柩要从窗口或者经过临时伪装过的门出去，一般是不能从正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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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意思是不能让死者认得回来的路。灵柩经过的出口要用树枝树叶装饰，在

下边垫上芭蕉叶。灵柩出去后立即撤除这些临时设施，一般把芭蕉叶、树枝和

灵柩一起抬走，待火化时一起烧掉。

（八）办功德法会

做功德除了停灵祭奠期间的七次“做七”外，在第五十天、第一百天或者

火化仪式时，都要请和尚为死者诵经，并举行斋僧活动，为死者积功德。另外，

有些人在佛日和大的节日如宋干节、水灯节等也可以为死者做功德。也有些人

想起死者就为其做功德，如帕姆每次在市场看到有当年妈妈为自己做的同样的

食品卖时，便想起妈妈，“便去买些来做功德”。当然，比较正式的做功德仪式，

要请和尚，并准备贡品，点上蜡烛，烧香跪拜，和尚诵经，之后要斋僧、拿一

些物品给和尚。

（九）火化

泰国传统习俗是实行火葬。《四朝代》中举办的丧事，没有土葬，几乎都是

火葬，如五世王的一个女儿，也就是一个公主，死后丧事在曼谷办， 后才用

火车运到邦巴因夏宫举办火化仪式。作品第一章有关丕丕德家中供奉着祖先骨

灰的描写，告诉我们丕丕德的祖先也是实行火化，因为只有火化才有骨灰。

火化的具体过程是：灵柩抬到选定的地方后，在选定的时辰打开棺盖，和

尚把裹尸布取下，然后点火，并抬棺材从左到右绕火三圈，所有送葬者也要跟

着绕三圈。火化前要给死者洗脸，一般用椰子水。尸体烧着时，死者生前的衣

物及用品要在火上晃三下后和尸体一起焚烧。要注意的是，焚烧尸体的火苗是

不能用其点燃别的东西，比如点烟，泰国人认为那是非常不吉利的。尸体烧完

后由和尚抽出三根木柴后，送葬者才能返回。返回时，不能直线走，要绕道，

还要在返回途中泥路上画上一些符号，意在迷惑死者，不让其跟着回家。回到

家门口时，还要用已准备好的用某种树叶浸泡过的水洗头、洗手，甚至洗澡，

有的干脆到附近的寺庙洗浴，之后才能进家门。

在出殡的当天，一般有剃度出家习俗，就是死者儿孙等要剃度出家为死者

积功德。《四朝代》中傲德死后，因没有儿女，同父异母哥哥欧恩就代为剃度出

家，为其积功德。

火化后的第三天早上，家属斋僧，并去捡尸骨。尸骨一般是按身体从头到

脚的每一节取一块，再按顺序排列。然后和尚来改变骨头的排列方向，第一遍

是头朝西边，象征着去西方极乐世界。第二次是头朝东，象征着重生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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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把骨头装入陶罐带回家或寄存寺庙待日后祭祀。

火化后的头七，要做一个大的祭祀仪式，和尚念经，并在整个屋里洒上法

水，以保平安幸福。至此，丧礼结束。

以上是泰国的传统丧礼习俗，现代的泰国，寺庙兼有火葬场的职能，人死

后一般在寺庙里的火化炉内进行火化。现在在城市，一般不停灵在家，死后直

接送到寺庙。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寺庙里，当然存放骨灰是需要给寺庙捐赠一

定的钱物的。有的把骨灰存放在家里。有的人家也把一部分骨灰寄存在寺庙里，

一部分存放在家里。如果死者是和尚，其骨灰大多都洒到海里。

（十）祭祀

所谓祭祀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致敬，以取得它们的保佑，消灾获福。就

此而言，祭祀是将人与人奉答酬报的关系推展到人与神之间。[1]祭祀作为重要的

礼仪自古就有，在一定的时日祭祀相应的对象。

前面的丧礼中说到火化后第七天要做功德，其实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祭祀

活动。其他的祭祀，一般有周年祭、节日祭、祭日祭等。以下这段话说明丕丕

德也要办祭祀活动的，祭祀对象是祖先及其他神灵，而祭祀时间则没有交代。

……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供奉佛爷和祖先骨灰的地方。……这个小房

间，几乎天天关闭着，只有爸爸敬神祭祖时才打开。一次，爸爸叫帕洛

伊进去点蜡烛，向祖先跪拜。帕洛伊看到条案上供着一排排骨灰罐，更

感到可怕。拜后，爬起就跑，却遭到爸爸一声呵斥。[2]

祭祀的对象根据各民族信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祭天地、先师圣贤、

祖宗、贤良功臣等。祭祖的传统从人类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今日。尊卑等级的

不同，祭祖规格也各异。泰中两国类似，封建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可为

九代、七代、五代、三代、一代祖宗立庙供奉。后世除了皇帝外，一般已不另

分庙室，老百姓的祖先一般只能供奉在自己家里。泰国曼谷王朝的先王就供奉

在泰国皇家寺庙——玉佛寺大平台上的碧隆天神殿里。《四朝代》就通过帕洛伊

的眼睛描述了丕丕德家供奉祖先的房间，帕洛伊婚婚礼中有个环节是和布雷木

去祭拜双方宗族祖先，虽然他们都是有高爵位的世家，克立•巴莫是曼谷王朝的，

[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53
[2]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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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祖先都供奉在自己家里。

第二节 讲究入土为安的中国丧葬祭祀

关于丧葬祭祀习俗，中国很早就形成一套非常严密的丧葬制度，并以书面

形式固定下来。从《仪礼》、《礼记》到司马光的《书仪》、朱熹《家礼》丧葬礼

仪总体上逐渐简化，但基本程序和总体面貌基本没变。[1]到了近代虽有所简化，

但一个完整的丧礼仍是繁琐而复杂的。因为丧葬可以体现对死者身份地位的确

认，同时也是家属对死者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大家族或有钱人家的葬

礼仍力求办得隆重到位，那样主丧人才觉得风光体面。正如《京华烟云》第三

十六章写的那样：“丧礼是一件大事。准备十分妥善，讣告上写得极为详尽，孩

子们为求心安，虽然父亲曾嘱咐不要铺张，还是愿多花钱，把丧礼办得体面隆

重才好”。除了曾文璞外，书中提到葬礼的还有多例，如孙曼娘父亲、曾平亚、

姚思安、曾家祖母、曾文璞、曾太太、冯红玉、姚太太，甚至还有孙中山。本

文结合《京华烟云》，就葬礼中 主要的环节，即殓、殡、葬三个阶段作论述。

殓，就是入殓，给尸体穿衣下棺。人临终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浴。沐，

指沐头，即洗头；浴指浴身，即洗澡。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

衣衾，一般用布帛，富庶人家用丝绸，有的皇族用玉衣。如果是政府官员，可

以用与其生前官职或爵位相称的官服，这一点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通过姚

木兰的一个心理活动表现出来：木兰深信有朝一日他（指曾文璞）躺在棺材里

之前，还一定要吩咐给他穿上大清的靴帽袍套那身官服才埋葬呢。小殓时必须

在口中放一些物品，称“含口”，含口按其地位和经济状况决定。要抓一把米

或者饭放入死者口中，叫“含口饭”，认为那样死者到阴间才不会挨饿。富有之

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近代则含一银元，叫“含口钱”。大殓是把尸体装进

棺材。棺材称“寿材”，男棺刻有“寿”字，女棺刻有“福”字，有的则刻以

“福禄寿”三字的合写体。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

用品等物，富庶人家及皇族随葬物品繁多且贵重。《京华烟云》中写到入殓的有

冯红玉、曾祖母等，但不是详写。曾祖母的入殓是通过曾文璞的视觉和感觉表

现出来的：

[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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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母亲入殓之时，依照风俗，身上是清朝大员的夫人应穿的

官府、褂子、裙子，那自然是一身荣耀。他觉得他那旧日的世界也随

着母亲的棺材长埋地下了。他哭得极其伤心，竟数度昏厥，桂姐和仆

人把他扶起来，送进卧室，抬到床上，他呻吟不已，一卧数日。[1]

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三日，多则三十天或更

多，主要由主丧者决定。古代多停棺三个月而葬，至多达年之久。《京华烟云》

中曼娘父亲停灵在家为四十九天，曼娘母女守丧七七四十九天。

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是七月十七，曾文璞到次年春天才将其灵柩移到山东埋

葬，以此推算，停灵在家的时间也有半年以上。汉族传统习俗，父母死亡，儿

女必奔丧，否则视为不孝。而亲朋好友要来追悼祭奠死者，称之为“吊丧”或

“吊唁”。如在朝为官，同僚下属等也要来吊丧。《京华烟云》中曾老爷两代为

清朝的“大员”，所以在举办曼娘父亲的丧礼时山东“地方上人都知道是曾家的

外亲，地方官及士绅都来吊祭”。[2]举办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

守灵。奔丧者均要穿丧服。《京华烟云》第六章写到“曼娘始终穿一身白孝服，

夜里和她母亲在灵堂帐幕后面守灵”，而平亚作为曼娘的未婚夫，因为曼娘没有

其他兄弟姐妹，且按习俗有宾客来吊丧时主家需有个男的来答谢，因此平亚要

提前承担作为丈夫的义务，在七七居丧期间也穿白孝服。中国古代礼法，把孝

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五服”这个词，表

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古代汉族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织麻五种，称

为“五服”，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按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称

为“披麻戴孝”。[3]《京华烟云》第五章写到，木兰十四岁时，在一家丧礼客厅

里，用眼睛一扫，就凭棺材后头那些人的丧服记号特点，就看得出死人有多少

个儿子，多少女儿，多少儿媳妇，多少女婿。木兰判断的依据应是和这“五服”

相关。后来随着习俗的变迁，多用白布做丧服。现代城市一般是胸佩白花，臂

戴黑纱。

出殡就是平常所说的送葬，是整个葬礼中 为隆重的部分。出殡时，按传

统习俗，一般是孝子牵着引索在前面做向导，把灵柩从停放的地方运出，叫做

[1]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8
[2]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3
[3]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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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引。《礼记》：“吊丧者必执引。”古时挽柩者要唱挽歌。挽歌，即丧家之乐。

送殡时由牵持灵柩的人相和而唱的丧歌称作“挽歌”。 早的挽歌有《薤露》《蒿

里》二章。“薤露”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就像薤菜上的露水一样容易消逝；“蒿

里”得名的由来则是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归于蒿里。挽歌是分等级的，据说《薤

露》用来给王公贵人送葬，而《蒿里》用来给士大夫庶人送葬。鲁迅在《纪念

刘和珍君》中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也是挽歌。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

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挽歌到近、现代演变为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挽

联送葬，到近现代又演变成送花圈，花圈上写挽联。

葬，葬即掩埋死者遗体，就是棺木入土。按传统习俗，入葬前往往要看风

水、占卜择坟地，谓“择吉地”。择坟地的情况主要是在农村，因为农村人稀

地广，有很多荒山可以选择，才具备“择地”的前提条件。而在城市，地皮有

限，有条件的家庭才能购地作坟茔。《京华烟云》中姚家有独立的坟地，曾文璞

想在北京购置一块地作为曾家坟茔，他母亲以其祖先都埋葬在山东老家坟茔为

由阻止了他，所以曾老太太后来埋于山东。

数月之后，他可以下床行动了。在春天，他决定将母亲的灵榇移

至山东祖茔埋葬，坟墓在母亲在时已经准备好了。[1]

曾文璞、曾太太死后也都埋在山东。

到了现代，更是寸土寸金的时代，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政策

也相应改变，所以移风易俗很有必要。

古代有以人殉葬的习俗。陪葬的主要是近亲、近臣和近侍，至清朝人殉仍

有遗存，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这一习俗流传甚广，《四

朝代》中帕姆、傲德请中国人糊了很多小妞给布雷木陪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

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祭祀仪礼。

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京华

烟云》中平亚、曾祖母、曾文璞、曾太太等人的灵柩都运回山东祖茔埋葬。

丧礼规模大小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相关。古代的礼制对丧葬有具体的规定，

王公贵族、富裕之家的丧礼则极力铺张，认为那样才体面。《红楼梦》里秦可卿，

[1]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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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丧礼，所用棺材价值数千两银子，由二三百名和尚道士念经，出殡时的队伍

“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有近代红楼梦之称的《京华烟云》里曾家作为

清朝大员之家，因此祖母的葬礼也很隆重。而普通百姓，自然没有条件做到“重

殓厚葬”，有的甚至只能用一片席子包裹一下尸体，草草埋掉，很多古装电影

中常常有卖身丧父或丧母的镜头。

古人在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嫡长子或长房嫡长孙要守制，在家闭门读书，

谢绝一切世务，守孝期为三年，如果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京华烟云》

第三十四章提到，姚太太去世的时候，姚阿非要居丧三年，居丧期间他是不能

举办婚礼的，所以姚先生才让阿非和宝芬在姚太太丧礼之前举办婚礼。其实所

谓三年之丧实际并不是实足三年，而是指到了第三个年头，时间大约在二十五

至二十七个月。[1]《京华烟云》第三十一章写曾家老祖母去世后曾文璞守制三个

月。如果是封建时代的皇帝或皇族成员的丧葬，叫国葬。清朝有一个规定：国

丧百日之内，朝廷官员是不能参与任何娱乐活动。百姓的宴乐嫁娶也受相应限

制。这种守制是必须要遵照执行的，否则就会犯法获刑。“可怜一夜《长生殿》，

断送功名到白头”就是因为当事人在国丧期内举办戏剧演出而被官场小人蓄意

举报陷害的，这是违反有关守制规定获刑的生动写照。[2]《京华烟云》中，慈禧

太后驾崩后“全国要服国丧，一切庆祝宴会停止三个月”。孔立夫和姚莫愁因在

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丧期内订婚，受到相应的限制，因此并不宴请。

按传统习俗，居丧期间，子女是不允许合房的，否则被认为是违反儒家之

礼，视为不孝。《京华烟云》第三十六章写到木兰、暗香在家公曾文璞丧期内受

孕，因此曾太太“暗中怪她的两个媳妇不该接连那么早生孩子”。林语堂还引用

了一位道学家的一则日记说明居丧之中合房算是乱伦，比较巧妙地把这一习俗

给以补充介绍。

安葬以后，还有祭祀。《京华烟云》中就写博雅祭银屏，阿菲、宝芬祭红玉。

写得比较详细的就有阿菲、宝芬在去英国留学前以及从欧洲回来后去祭红玉，

还在红玉坟前读祭文的情景描写。《京华烟云》中有一段关于军阀战争的话题中

也提到祭文，内容是这样的：

他们这是为北京这个死尸争得你死我活。北京现在还是“中央政

[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4
[2]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ec0840100ron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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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所在地。谁能控制北京，死了之后，在讣闻上所印的官衔里就

多了四个字，或是八个字。……所以这个战争，就是争取死后官衔儿

的战争，要看谁躺在棺材里听到朗诵祭文时的官衔儿长，谁的死脸就

多微笑一会儿。[1]

林语堂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政治话题中很自然的描述了关于

祭文的习俗。

祭祀，是对亡灵的告慰，一保佑生者的平安。当然祭祀的对象不仅仅是死

去的人，《京华烟云》中还有关于对天、地、祖先等的祭祀。如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山大典也是属于祭祀活动。

第三节 泰中丧葬祭祀习俗比较

泰中丧葬习俗，包含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同，人死后都要沐浴更衣、入殓、

做殡、开吊、出殡等。因为都受到灵魂不死思想观念的影响，泰中两国人民都

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和人一样，都还要吃饭穿衣花钱。人死并不是生命的真

正消亡，而是肉体消失，灵魂一直存在，只是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以人的肉眼看

不到的形式生存。灵魂与生前的家人或者亲戚等仍保持联系，它既可以给家人

或亲戚等带来平安、健康、幸福，也可能带来疾病和灾难，也就是说灵魂在随

时对活人发生作用，活着的人为了让这个作用产生好的结果，丧葬祭祀活动主

要是因此而举行。相反，如果不对亡灵进行安抚，则灵魂就会变成恶鬼对活人

发生不好的结果。人们为了让死去的人的灵魂对活着的人发生好的作用，才会

按照一定的要求办理人死后的丧事，如布雷木死后要做七次逢七、第五十天、

第一百天的功德。丧事完了之后还要定时对亡灵进行祭拜,泰国人每到宋干节、

水灯节等重要节日、祭日都会祭祀亡灵,而中国人则有腊月祭、年终祭和清明节

的祭祀。祭祖源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祖字从示，从且，且亦声。“示”指

“先人”。“且”本形为“男根”即男人生殖器，本义为“生育”，引申义为

“增加人口”、“增加帮手”、增加力量。“示”与“且”联合起来表示“给

我们子孙力量的先人”。古人认为祖先的首要功绩是繁衍了子孙后代。

另外，泰国和中国都是受佛教影响的国家，虽然产生影响的是佛教的不同

[1]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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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但在祭祀方面所受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四朝代》中的丧葬祭祀活动都

是按照佛教的仪式进行的，仪式的法师都是僧侣。《京华烟云》中孙曼娘父亲的

丧事按佛教徒曾家老祖母的要求，依照佛教的习俗办理，曼娘母女守丧七七四

十九天，逢七做法事，“和尚们要盛念经超度亡魂”。

两国的丧葬仪式，一方面是让死者有其归宿，另一方面则要表达子孙的孝

顺，如居丧服孝、守制等。

泰中两国自古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有些习俗也相互影响，这也是习俗相

似的原因之一，如给死者做功德是受中国习俗的影响。

在传统的丧葬习俗中，泰中两国也存在一些不同。在葬式上，泰国实行的

是火葬，讲求轮回转世，而中国传统的葬式则主要是土葬，注重入土为安。

和尚死后一般要火葬，这是佛教的教规规定的，后来慢慢推广到民间。泰

国人死后也是火葬，这和他们信奉佛教有关。中国古代也有火葬的习俗，因为

明清统治者的禁止，此俗才慢慢衰落。另外，中国传统葬式有土葬、水葬、天

葬等，如常年在海上航行的船员，在船上死亡，一般要水葬。而天葬主要在西

藏地区。而生活在陆地上汉族，大多死后要土葬，以入土为安。有些地方的土

葬，还有二次葬，尸体埋入土中，过几年再把骨头捡出来装入骨坛中，再埋葬。

所谓入土为安，就是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

影响泰国人丧葬的是轮回转世观念。轮回转世来源于佛教的“六道轮回”

之说。轮回理论是古印度文化的基本理论之一，其本源来自婆罗门教。佛教将

世间众生的生灭流转变化，按其欲念和色欲存在的程度而分为欲界、色界、无

色界三种，统称为三界。居住在欲界的众生，从下往上，又可分为“六道”。六

道即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此中上三道，为三善

道，因其作业（善恶二业，即因果）较优良故；下三道为三恶道，因其作业较

惨重故。一切沉沦于分段生死的众生，其轮回的途径，不出六道。[1] 泰国是佛

教大国，九成以上民众信奉佛教，其丧葬习俗也受佛教直接影响。他们认为人

死后，其灵魂通过“轮回转世”重新投胎，转化为新生命。如丧礼中，给死者

穿的寿衣共有三层， 里面的两层要把衣服倒穿，前面穿在后面， 后在 外

面按正常穿法再穿一层衣服，这是受轮回转世观念的影响，旨在帮助死者完成

角色转换，以便亡灵投胎转世。丧礼中，寿终正寝的老人病重时，僧人来为其

念经；老人快离世时，家族长者为病人口念阿罗汉经是为了让重病人净化自身

[1] http://baike.baidu.com/view/484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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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以投胎转世。捆尸仪式、火前受剃仪式、放“含口钱”、在亡者脚前放

椰油灯、在亡人手里放锥形的蕉叶包、放蜜蜂船、用竹子作鬼梯、用椰子水为

亡者洗脸仪式等都是受“轮回转世”观念的直接支配，亲属意在尽自己的努力，

为亡灵的顺利转生做好各项准备，为其转世铺平道路。火化后捡骨时的占卜，

即在收骨灰之前先查看火化现场是否印痕，如小孩脚印或什么动物的足迹。如

发现人的脚印,则认为重新投生做人，如发现有猫、狗的爪印，就认为死者投生

成猫、狗，如果什么印迹都没发现则认为死者已经升入天堂。捡骨时，要按头、

颌、脊椎、肋骨、盆骨、上下肢等按顺序象征性地各捡一根骨头，这些骨头代

表了整个人身。拾完后将骨头按从头到脚的顺序排列，然后和尚做法，改变骨

头顺序，第一次将头朝西方，象征着原来生命的结束，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接着和尚取百衲衣，之后把头朝向东方（即太阳升起的方向），万物生长靠太阳，

向着太阳就意味之有生命，将尸骨头部向东象征着重生转世。在中国，则是儒

释道共存，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而在丧葬仪式中，道教和儒家的孝的思想影

响比较大。中国的神话和道教中是没有轮回的概念，中国在佛教未传入之前的

传统信仰认为，普通人死后亡魂会归于泰山之下，泰山神东岳大帝为冥界主宰。

后来认为酆都为冥界入口之一。佛教传入后认为地狱是六道轮回中 劣 苦的，

民间认识的“重狱”便是“十八层地狱”，事实上地狱只有十殿，每一殿有一阎

王掌管，故有“十殿阎王”之称，十八层地狱即是十殿的第九殿——阿鼻地狱。

中国道教认为，人死后为鬼，生前的修行道行仍然累计延续，所以死了成鬼后，

仍然可以继续修行，成为鬼仙。也可以选择投胎。让死者入土为安，意为让其

继续修行，不去打扰。所有的祭祀活动也都为了让其享有一切需要的，以便安

心修行。《京华烟云》中死去的人在举行丧礼后都实行土葬。而佛教讲究轮回重

生，人死后，会进入来生即轮回，但是，来生的他和今世的他，存在着记忆断

灭的问题，记忆不存在连续性，继承性。导致投生后，今生的他和前生的他互

不认识，互不相干，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了。

泰中传统丧葬习俗除了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和尊敬外，其终极目标是让

灵魂找到它的归宿。《四朝代》中的各项丧葬祭祀仪式，是为了灵魂的转世轮回

做各种积极努力，而《京华烟云》中所提到的各项中国传统丧葬祭祀活动也都

是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

此外，两国丧葬祭祀习俗中，还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在泰国，死者若为帝

王、后妃或是有爵位的重要人物，死后入棺不是平躺，而是坐着。泰国有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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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俗。这些习俗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人死后入殓时要把槟榔等物

放入死者口中，另外有客人来吊唁时，也有用槟榔来招待客人。这和中国南方

如云南等地的传统习俗一样。泰族先民和中国南方民族的传统习俗相近，都有

嚼食槟榔的习惯，而以北京为写作背景的《京华烟云》里就没有这样的描写。

在祭祀方面，两国的习俗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祭祀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祭祀的原因都源于灵魂不死观念。而在祭祀对象上有很大的不同，泰国除了信

奉佛教外，还有一些原始信仰，如相信万物有灵，而中国祭祀对象有祖先、各

种神灵，还有祭孔等。祭祀用品上也不尽相同，主要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服装、

饮食、居住、出行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祭祀时间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泰国祭

祀一般是在佛日、佛节或者重大节日，而中国有年终祭、清明祭祀、祭日祭祀

等。祭祀的地点一般都是在祠堂，或叫宗祠。《京华烟云》中曾家在山东的老家

和北京的家都有自家祠堂。姚家也一样，长孙博雅将其母亲银屏移灵到姚家宗

祠并祭拜。这一点泰中两个民族是一样的，丕丕德家、克立•巴莫家、曾家的祖

先都供奉在自家祠堂里。从中文字义看，宗即尊，祠即祭，这种供奉神主的庙，

在皇家成为宗庙，一般的家族称为宗祠或祠堂。这种地方一般设有祖先的牌位，

还挂有祖先的画像，泰国大王宫碧隆天神殿挂有曼谷王朝先王的画像，丕丕德

家里供奉祖先的房间里有祖先的牌位。《京华烟云》中，博雅把银屏的“灵牌移

进钟敏堂”，并把母亲照片放大，“供在钟敏堂正中父亲相片一旁”。这一点，泰

中两国习俗没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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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生前将死去的狗埋葬在自家的后院，后人为其立碑让石狮子守灵

（摄于 2011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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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克立·巴莫和林语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从整个世界的视角，他们遇

到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人的生老病死、封建制度没落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

文化进攻与东方文化退守、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宣扬等，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构成了作品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通过这些相似点进行比较，能够加深对

作品的理解，也能加深泰中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通过《四朝代》和《京华烟云》进行传统习俗的比较研究，是在泰中两个

不同民族的文化系统的不同背景上进行的，是跨越民族的研究，它让我们更深

刻地认识泰中文学的特质和泰中民族的文化个性、审美心理。泰中两国人民都

非常重视人生过程中的生、老、病、死及相关的习俗。泰国受佛教影响很深，

而中国受儒家思想统治上千年，这从思想上对人们生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

品主人公生活的地理、气候、物质生产等条件也会对习俗的形成产生重要的作

用。

传统习俗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中不乏文化的精华部分，也有

些属于糟粕，应历史地、辩证地去分析对待，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更具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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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与隆立·巴莫(左)先生合影留念

（摄于 2011年 11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