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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夷坚志》入冥故事中讲述的地狱审判，反映了地狱对人间行为的奖惩。由

此可知，地狱对善、恶的界定，和南宋时期社会中民众对善恶的认识，以及地狱

和民众对此认识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从人间行为在地狱受到审理的性质来看，

人间官府所能审理的与地狱中的审理无法相比。因此，当人间官府无法处理某些

人的罪恶行为时，民众往往转向地狱祈求帮助，由此可知，南宋时期民众意识中

地狱观念的存在。地狱对民众善行的奖励和民众祈求的满足，更说明了地狱对人

间行为的引导和规范。而地狱职能的扩展，正好印证了当时社会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夷坚志； 地狱审判； 善行； 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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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It explores some stories in “Yijianzhi”, which described one person entered hell 

and underwent hell-trail. The hell-trail judged all actions one person had done and 

made judgment by its verdict to reciprocate beneficence or penalize misdeed. Through 

this proceeding, it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ions of beneficence and 

misdeed by hell and civilian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court-trail in the world, hell-trial commands much right to intervene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human actions. Therefore, the masses would like to ask help 

from hell rather than court-trail when they confront with events the latter could not 

handle in South Song dynasty. And it is better way for the masses to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hell in their daily life. Given reciprocating beneficence of the masses, the 

he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king the masses’ life into normative way. In a word, 

the extending of functions of hell exactly verifie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ociet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Yijianzhi;   Hell-trail;   Beneficence;   Mis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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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地狱是不同于现世的世界，是对个人在现世所作所为进行审理，

做出评价，并予以奖惩的地方。那么，这一概括是否反映了古人的真实认识？现

在的这种认识又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哪些情况？为了能对这两个问题有所回答，

本文试图对古人的地狱观念做初步探究，而藉此以考察的基点，则立足于南宋洪

迈编辑的《夷坚志》一书，来探讨南宋时期民众入冥故事的地狱观。 

地狱一词乃是源于印度的佛教用语，自两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就深深的嵌入

并附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因此，若想对民众的地狱观有透彻的了解，非得纵

向贯通的研究不可。但是，就某一时期民众的地狱观做一横向剖面的研究，也可

为了解当时民众的生活样 提供帮助。 

宋史学界对地狱的研究，在宋代的宗教信仰研究、民众信仰和心 研究中均

有体现。就目前阅读而言，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从道教、佛教

历代的典籍，以及对地方神祇有所记载的文献、祠祀、寺院道观、碑刻石刻等资

料，来考察某一信仰在社会中的散布状况，以及在社会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进

而推断其社会影响，以及身处一域的民众信仰。①第二，从现有文献中，努力发

掘被“记忆”的人物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②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对宋代

社会中宗教信仰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是最为可取的方式。 

这一研究是否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考虑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① 宋史领域近年来的论著，如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严耀中：《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潮》，原载《唐研究》（第六卷）2000 年，今

据严耀中、戴建国主编：《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41—150 页；余欣：《神道人心：唐

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

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8 年；梁庚尧：《从旅行风险看宋代商人的宗教信仰》，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

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年。在宋代之前，近年来按照此种路径也有不少的论文

出现，如曹刚华：《〈太平广记〉与唐五代民间信仰观念》（陕西师范大学 2001 年未刊硕士论文）；崔峰：

《北周民众佛教信仰研究》（兰州大学 2005 年未刊硕士论文）；张素红：《〈稽神录〉、〈江淮异人录〉与五

代十国江南民众信仰观念》（陕西师范大学 2007 年未刊硕士论文）。 
② 详见吴鸥：《从宋人作品中的卜筮梦兆谶应看宋代文人心 》，收录于《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

川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290—300 页。祝尚书：《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 ——兼论对

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载《文史哲》2004 年第 2 期，第 99—106 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

中华书局，2008 年，第十七章“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 ”。廖咸惠：《宋代士人与民间信仰：议题与

检讨》，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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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特别是被历史记载“遮蔽”的普通人，我们以为，这两种方式的研究对

这一人群是难以关照的。社会是各色人等组成的，历史上的多数人无缘被历史记

录者注意。既往的研究无法对他们进行了解，仅仅对社会中部分人的思想和认识

的考察，不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和认识。① 

柳立言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作为‘人文’科学，必须以‘人’作为主角而非

配角”。②我们同样认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确实应集中于对人的研究。因此，历

史时期人物的研究必须要扩大范围。我们持这样的想法，并非苛责以往对“人物”

研究不足取，而是想表明，当我们承认社会是由复杂的人群构成时，若只关注其

中极少部分，是很难清楚认识当时社会变迁的过程。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会趋

进的方向，在大的变革时刻，归根到底，可能还是由少数人来引领的，仅仅注意

普通民众，事实上也许难以认识和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考察，

当时的民众，在那样的时代和社会中，能够做些什么，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③因此，为了全面认识宋人的生活情境，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议题。这个议

题或可有众多的参与者，如官僚、士人、胥吏、普通民众，从众人活动的异同中，

观察当时民众的生活情境。通过对这些社会群体的研究，可呈现出当时社会画面，

为全面认识宋代的情况提供可能。 

回顾已有研究，我们发觉，不是前辈先贤忽略了对社会中民众的关注，而是

材料的限制。我们对宋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信仰和思想的研究，根本就无法实践

“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无法像明清以还尤

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人类学那样，深入民众的生活，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

的思想观念，明了宗教信仰或是某一信仰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或在具体事件

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信仰对民众生活的影响。④ 

                                                        
① 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就宋代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包括其本人在内，主要考察国家的宗教政策、

寺院僧尼等佛教团体，从信仰民众这个侧面进行的研究很少。对当时（宋代社会中）民众来说，佛教和

道教的差别并不大……因此，今后的研究要立足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不仅要理解佛教、道教等教团组织，

而且要涵盖祠庙、当地信仰，才能清楚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的实际状况，这是十分必要的”，参见[日]竺
沙雅章：《关于宋代佛教社会史》，游彪译，收录于[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

2010 年，第 265—281 页。 
② 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 1 辑，收录于《宋代的家庭与法律》，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6 页。 
③ 参见赵世瑜：《“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总序》，今据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

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④ 参见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陈支平主编：《探寻民

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 年；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另，民众的宗教信仰的考察，需要注意两个方向：一是宗教信仰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另一是民众的

接受和遵行，学界对此已有讨论。参见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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