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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民族”礼仪与“汉化亡国说”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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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朝“民族”礼仪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特殊原因而创建的礼仪，不能归入“少数民族礼制”之内；

二是女真族原有的跪拜礼和拜日礼，但也逐渐向汉制靠拢；三是继承契丹族的礼仪，如烧饭、射柳与汉制完全

不同，确属“少数民族礼制”无疑。少数民族礼制与汉族礼制交融、分合，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

象，金朝灭亡与“厌弃本俗，积极汉化”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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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朝的“民族”礼仪

金朝实行的是汉制五礼制度［1］，但是金朝有

许多中原汉人不用的礼仪，如烧饭、祭长白山等

特殊山川、民族拜俗、拜天射柳等。如何认识这

些具有“民族”①特色的礼仪？如何认识它与五

礼制度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金朝实施过的“民族”礼仪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由特殊原因而创建的礼仪。主要有祭

祀长白山、大房山、混同江等。

女真人认为长白山是其龙兴之地，故当封

祭。大房山（今北京房山西）则是睿宗葬地②。

混同江（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乌苏里江口一

段）祭祀是为太祖伐辽时得江神之助而设③。护

国嘉荫侯是“上京护国林神”［2］822。泸沟河神（北

京市房山区境内）始封于大定十九年（1179 年），

是有司因“泸沟河水势泛决啮民田，乞官为封册

神号”，礼官“以祀典所不载，难之。已而，特封

安平侯，建庙。二十七年，奉旨，每岁委本县长

官春秋致祭，如令”［2］822。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

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

安流，乞加褒赠。”［2］822章宗从其请，特加号曰“昭

应顺济圣后”。镇安公为山神，此山（今河北省

张北县境内）“旧名旺国崖，太祖伐辽尝驻跸于

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后建庙。明昌

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册山神为镇安公”［2］823。

章宗所生之地为麻达葛山（今河北省张北县境

内），因此山“势衍气清”，世宗爱之，“后更名胡

土白山，建庙。明昌四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封山

神为瑞圣公”［2］824。贞献郡王庙是纪念创制女真

字的叶鲁、谷神，“诏令依苍颉立庙于盩厔例，官

为立庙于上京纳里浑庄，委本路官一员与本千

户春秋致祭，所用诸物从宜给之”［2］825。显然，这

些山川江庙之祭，均有特殊意义，属杂祠祭祀之

礼仪。

二是女真族原有的礼仪。这主要有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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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礼。《金史·礼志》载：

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

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

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

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国言

摇手而拜谓之“撒速”。④

承安五年五月，上谕旨有司曰：“女直、

汉人拜数可以相从者，酌中议之。”礼官奏

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

拜君之礼也。乞自今，凡公服则用汉拜，若

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陈松曰：“本朝

拜礼，其来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

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平章政事张万

公谓拜礼各便所习，不须改也。司空完颜

襄曰：“今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

朝拜礼，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

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2］827-828

显然，金朝建国后至章宗承安五年（1200 年），国

内流行女真族原来十六拜礼之“撒速”，与汉人

拜礼明显有别。然该年起“公裳则朝拜，诸色人

便服则皆用本朝拜”，即在朝用汉式拜礼，在野

用女真拜礼，说明金朝朝廷、官署公干时所施行

礼仪为汉人之礼。女真族的拜礼出现了较大变化。

实际上，金人的一些民族礼仪在历史的进

程中逐渐被汉制所替代，如朝日礼：

其亲行朝日，金初用本国礼，天会四年

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后受贺。天眷二

年，定朔望朝日仪……大定二年，以无典故

罢。十五年，言事者谓今正旦并万春节，宜

令有司定拜日之礼。有司援据汉、唐春分

朝日，升烟奠玉如圜丘之仪。又按唐《开元

礼》，南向设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无南向

拜日之制。今已奉勅以月朔拜日，宜遵古

制，殿前东向拜。诏姑从南向……十八年，

上拜日于仁政殿，始行东向之礼。［2］722

从“金初用本国礼”到“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

仪”，这都是具有女真特色的朝日礼仪。然大定

初却以“无典”为由而罢，十五年有司援汉、唐朝

日礼奏立金朝的朝日礼，世宗诏允之，然“姑从

南向”拜，即并未完全学汉制“东向”行礼。直至

十八年（1178 年）才“始行东向之礼”，至此完全

依照汉制行礼了。这里可看出女真族民族礼仪

逐渐向汉制礼仪演进、融入的过程。

三是继承其他少数民族的礼仪，与汉制完

全不同。这类礼俗主要有从契丹族那里继承而

来的烧饭、拜天礼。学界对烧饭已有很多研究⑤，

此不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金朝皇帝为笼络

汉臣，将这种少数民族的丧葬礼“赐予”他们，因

此，这种原属少数民族的特殊的丧葬礼仪，似乎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臣的丧葬礼仪。如东

平东阿人张万公“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

事，烧饭，赙葬。赠仪同三司，谥曰文贞”［2］2105。

烧饭礼在汉族人中流行情况，是有待于深入研

究的问题。

至于女真拜天之礼，史有明确记载：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

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

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

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

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

武殿筑台为拜天所。［2］826

拜天具体礼仪比较简单，大致过程是八拜（分四

次）、上香、排食抛盏、饮福［2］826，从其拜数、抛盏

来看，民族特色较为浓厚。

拜天赐宴后，“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

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2］826。射柳

具体过程为：

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

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

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

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

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

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

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2］826-827

射柳毕，又有击球，“既毕赐宴，岁以为常”［2］827。

射柳、击球均骑马，此与女真农牧习性有

关，实际上具有军事训练性质，大致可归入军礼

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金朝有时还将射

柳之礼运用到祈雨（祭雨师，属吉礼）中去，这在

汉人礼仪中是不存在的。

上述三类礼仪中，笔者不认同将第一类礼

仪称之为“民族”特色。因为金朝特殊原因而创

建的礼仪，是祭祀一些山、川、林、庙（祭人），实

际不能冠以“民族”两字。事实上，各朝各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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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立与前代不同的有特色的礼仪，也会因时

制宜地创建一些祭祀山、川、林、庙之类的礼仪，

唐宋如此，明代也同样如此。我们并不因为唐

宋明所建立这些与前代不同的礼仪而冠以“民

族”之称呼，难道少数民族政权创建的这类礼仪

就一定要冠以与汉制不同的“民族”特色吗？显

然逻辑上难以成立。第二类、第三类确实是具

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礼仪，其中烧饭礼影响到元

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源于女真族的拜礼，

在女真族统治进程中逐渐消解，仅限于“公服”

之外施用，体现其拜礼的汉族化趋向，朝日礼则

最终趋向融入汉制的朝日礼。有一定“民族”色

彩的射柳、击球礼仪，实际上又影响到明朝军

礼，“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3］1441，“惟五月禁

中射柳，聚诸彻侯若大将角试，较其优劣。如先

朝故事可也”［4］595。尽管宋朝也有此单独的礼

仪，但显然明朝是将具有少数民族色彩的金朝

“击球、射柳”礼仪，改变成有明一代的军礼，这

可以看出汉制礼仪吸收了少数民族礼仪因素。

换句话说，金朝世宗之后的礼制中，实际上女真

族色彩并不浓厚，某些民族礼仪在历史进程中

逐渐向汉制演化，仅保存极个别的民族礼仪，在

整体礼仪制度中不占重要位置。因此笔者认为

金朝世宗之后所行礼制，既非自成体系的“民

族”礼制，也非不完整的礼制，实际上是唐宋汉

制的延续，就是五礼制度。

二、金朝灭亡与“汉化”关系

金朝在礼制上逐渐引入唐宋五礼制度，尤

其是世宗朝之后确实是加快向汉制“靠拢”。有

学者认为女真人“厌弃本俗，积极汉化”，从而导

致金朝灭亡［5］100。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吗？广而

言之，如何来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化与

汉文化的相融关系？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从理

论上与史实上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

称女真人因积极汉化而导致亡国之说，是

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一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存

在误区，一是对民族融合过程与结果的理解不

正确，二是对金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把握不准确。

我们知道，从地域条件来说，中华民族生活

的区域东、南两面面向无垠大海，北临广阔无际

的草原，西有崇山峻岭、辽阔大漠，由于交通条

件局限，历史上应当说这是个比较封闭的区

域。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族人民，由于时代条

件所限，在自己长期的生存经历中，自然会产生

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生活在这一区域

中的各族，曾在以中原为核心的政治舞台进行

了一场漫长的角逐，同时中原文化因素也逐渐

向四周拓展着。在这一过程中，各族之间既存

在着严重的冲突乃至战争，也存在着友好交往，

期间不断地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民族文化在

冲突中交融，民族认同的意识也得以逐渐加强，

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正是在这种冲突——消解

——再冲突——再消解中不断地螺旋形地上升

着、凝聚着，中原地区炎黄——华夏——汉族系

统也演化并完善着。自然，曾经上演的这场历

史大剧，各族在相互之间的交往、认识与了解过

程中，曾付出血的代价，但毕竟赢得了最终的民

族和解与民族融合的硕果，即“中华一体”观念

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毋需讳言，在这一

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对

中华民族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作为中华

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礼制则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作为中华民族主

要发源地的长江与黄河流域，属于农耕文化区

域，而属于草原文化的少数民族在与农耕文化

的交往与冲突中，逐渐了解、理解，融为一体。

这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看到，历史上无论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或

是之后的契丹之辽朝、党项之西夏、女真之金

朝，蒙古族之元朝及满族之清朝，毫无例外，都

不约而同地、不同程度地先后认同并服膺、采纳

汉式中华礼制。显然，历史上的中华传统礼制

是凝聚各族于一体的重要法宝，将“炎黄”作为

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标识，自动地归宗认祖是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创建国家的首要任

务。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慕容皝创建前燕，

自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⑥，出于氐族的前秦皇

帝苻坚也自认“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⑦，建立北

魏的鲜卑族自述“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

鲜卑山，因以为号”⑧，北周王朝建立者宇文泰则

也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6］1，而与宋并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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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辽朝，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

国”［7］24。我们无需追究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自

述世系是否确切，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与“炎

黄”统系的关系，其实质是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自然，认同炎黄统系，必然会认同以炎黄文

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礼制。于是我们看到，这

些民族政权都不约而同地举行过祭祀先圣先师

的释奠礼，其实就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认

同中华传统礼制的政治权威性。因此，历史上

少数民族积极向汉民族学习，这一民族融合、各

民族文化共同提升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进步、强盛的过程。

至于金朝灭亡的真实原因，并非“厌弃本

俗，积极汉化”那么简单。首先，金朝没能跳出

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一般发展规律：创建

国家时的励精图治，中期的守成演进，晚期的奢

靡颓唐。其次，各王朝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包

括与周边诸族乃至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同，决定

了他们的演化过程长短与具体表现的不同。就

金朝而言，早期势如破竹般的军事能力，在南宋

军民艰苦卓绝的抵抗中逐渐消解，到海陵王时

期又出现皇室内部之争，相互猜忌、残杀，其后

几代均是如此，这种内部权力之争导致其国力

急剧下降。同时由于蒙古族的迅速崛起与强

盛，此消彼长，金朝的衰亡自然而然，这与所谓

的“厌弃本俗，积极汉化”毫无干系。值得强调

的是，崛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元朝，一度驰

骋欧亚，其军事实力摧枯拉朽，金元力量对比一

目了然，金朝灭亡实属必然。其实，一度强盛的

元朝并不积极“汉化”，他们始终尽可能保持其

民族习俗与民族礼仪，然而元朝存在的时间却

比金朝还要短暂，这也反证一个王朝灭亡与“汉

化”与否并无直接关系。可见，“厌弃本俗，积极

汉化”绝非金朝灭亡的真实原因。

注释

①此民族两字加以引号，以示笔者并不同意将这些礼

仪完全归入少数民族礼仪。②《金史》卷一九《世纪

补》：睿宗初讳宗辅“（天会）十三年，行次妫州薨，年四

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谥襄穆。皇统六年，进冀国

王。正隆二年，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世宗即

位，追上尊谥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庙号睿

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中华书局 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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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新儒家思想学说在韩国的发展，对韩

国的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明确地打出

“儒家书院”的牌子，也促使我们要对书院正本

清源，明确书院的正态就是儒家书院，其他所谓

书院乃书院的异态。要办好儒家书院，朱熹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教育

思想资源，使我们能够传承中国古代书院精神，

重建现代儒家书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

感、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以儒家书院为基

地，培养儒者、君子，希贤希圣，为中国文明进

步、人类走向大同，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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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u Xi’s Announce of Bailudong Academy and Its Significance

Han Xing

Abstract: When Zhu Xi was in charge of the Nankang army, he had repaired the Bailudong Academy and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He formulated the“Announce of the Bailudong Academy”, which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eaching rules of the academy education, such as the purpose of the five religions, the order of learning, the need of
self-cultivation, doing and receiving things.As the criterion of real lif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rules
point out the basic content of academ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each students how to learn poor reason,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and treat others, so as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courage them to be good at discipline,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and improve their
character. This code which is a programmatic creed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es, has also become
a common criterion for academ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history at that time and
in the future, spread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the Wes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ur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ode, which can provide educational
thought resources for today’s academies, inherit the spirit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and rebuild modern Confucian
academies.

Key words: Zhu Xi; Announce of Bailudong Academy; Confucian Academ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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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论及其意义

The Etiquette of Jin Dynasty and the Analysing of“Abandoning the Original Customs and
Actively Sinicizing”

Tang Qinfu

Abstract: the “ ” etiquette of Jin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the etiquette created
by special reasons can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inority etiquette system”; second, the original kneeling and sun
worship rites of the Nuzhen are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Han system; third, inheriting the etiquette of the
Khitan , such as cooking rice and shooting willows, which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Han system, are
undoubtedly “minority etiquette system”. It is a 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that the ritual system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blend and merge. The extinction of Jin Dynasty
has nothing to do with“abandoning the original customs and actively sinicizing”.

Key words: Jin Dynasty; etiquette; sin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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