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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主要对明初厉坛制度的渊源和具体规定加以考证，

同时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内，对这一制度在地方上的实践情况作一概鸟瞰式考

察。通过对厉坛制度渊源的回溯和其制定时相关背景的探讨，从中找出厉坛制度

在明初得以制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中发现明初政治的权力关系。同时，透过

对这一制度在地方上实践的考察，描绘出实践的不同形式所构成的多彩舞台。不

同身份的人投入其中，编织出的是一个多元的空间世界。 

在我国，祭厉有着悠久的传统。先秦时期，祭厉的权力被统治者所垄断。西

汉以降，随着儒教国家的建立，祭厉逐渐被逐出国家祭祀体系，唐 元后，祭厉

再次步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并为宋所继承，但此时仅是作为附庸的角色而存在。

朱元璋登基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于洪武三年（1370）制定并在全国范

围内推行厉坛制度，从此作为国家祀典中的一项独立内容而一直存在至清末。在

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朱元璋的个人强权意志和儒家思想的新内涵。 

但是，在考察厉坛制度的实践时，我们又会发现其实践形态与制度规定又多

有不合，其间亦不断出现建而旋废、废而又修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官、

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出于各种目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中有异的国家权力意志

和地方文化传统亦相互对视而又不断交融。总之，厉坛制度所蕴含的意义是丰富

而多彩的，透过对它的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种势力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 

 

 

关键词：明清    厉坛制度     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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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describes the origin of the system of litan 厉坛(an altar to 

sacrifice orphan souls )and its specific conten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related documents to conduct a generalized survey towards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is system lo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and the background of litan, we can 
acquir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litan and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powe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fully. As a result, the survey 
presents a multi-element space in which people with diverse status undertake different 
forms of practice of this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system of litan has a long history. Dating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only rulers were permitted to offer sacrifice to the orphan souls. Aft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anism, this practice was 
abolished. However, since Tang Dynasty Kaiyuan period until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included into imperial sacrifices system again despite its insignificance during 
that period. During the reign of Zhu Yuanzha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litan was enacted to be enforced nationwide during Ming-hong wu for three years 
until Qing Dynasty as an independent act of regulations of the national sacrificial rites,  
which displays Zhu Yuanzhang’s dictatorship as well as a type of new implication of 
Confucianism. 

Even so, when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actual operation did not 
conform to its regulations in most cases where the system was abolished again but 
later was advocated. During the process, local authorities, scholars and ordinary 
people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ut of their individual 
purposes, which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summarize,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hidden in the system of litan is 
able to show us a society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multi-culture.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Litan;  Lo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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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缘起 

 

在我国，“厉鬼”的观念由来已久，据前辈学者考证，其 早可以追溯到春秋

时期①。所谓的“厉鬼”即是指对生民带来危险或危害的孤魂野鬼，基于它的这种

特征，中国的民间对厉鬼的祭祀可以说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 始了。在明代以

前，无论是在官方的祭祀对象中，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中，都能看到有关祭厉的

记载，但是相对于民间，官方的对于祭厉的规定不多。这种情况至明朝以降发生

了改观。在明朝的官方编修的各种史书、政书尤其各地方编修的地方志中，都会

有较多的文字对“厉坛”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发现，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

都兴建了厉坛，用来专门祭祀孤魂野鬼。经考证，这种状况与明初朱元璋制定的

祭祀制度有关。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朱元璋为何要大力推行这种包括祭厉在内

的祭祀制度？其原因为何？制度具体内容又是为何？  

这一套祭祀礼仪制度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特别是对乡村民众的影响，

近年来愈来愈受到一批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具体见第三

部分）。在学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和所引资料都

提到了厉坛②。透过这些学者关于厉坛的一鳞半爪的论述或记载来看，在明初，

不论统治者对里甲制度的设计还是对民间祭祀的管理，厉坛都与其关系密切。可

以说，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明清社会打 了另一扇窗户。 

然而，详读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也发现，由于论题的需要，他们的研究中

所提及的厉坛仅仅是一种为其研究提供的佐证，至于中国厉坛制度的由来，其在

明初是何时制定，具体规定为何，从政府至民间其实施状况又是如何，他们似乎

都未提及。但是要想通过研究厉坛进而研究明清社会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明清社会

文化、对其源流的考辨、制度具体规定的厘清以及实际的运作实施，无疑是一项

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研究。这也正是本文把对厉坛制度的考证梳理作为主题的主要

 
                                                        
① 参见钱穆 著：《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② 如（日）滨岛敦俊（1991、2001）、（英）科大卫（David Faure）（1992）、郑振满（1995、1999）、刘永华

（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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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二、学术史回顾 

 

梁启超先生在上个世纪之初便高擎“新史学”的旗帜，批判 “旧史学”，认为当

时的中国史学有官史无民史，甚至有史料无史学，以此揭 了史学革命的序幕。

用梁氏的观点来关照今日之制度史的研究，其现状似乎并不乐观。七年前杨念群

不满于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史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翻版，

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

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

义。①”此处批评的虽然是政治史的状况，然而他以“制度史”作对比，言下之意中

国的“制度史”研究只是“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其实，在此前一年，

邓小南教授就撰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说：“有一种批评意见说，‘搞历史的，

就是喜欢做制度。’所谓‘做制度’，可能是褒贬兼寓，而究其侧重，或许是批评制

度史研究者总是把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抽象成干涩枯燥的孤兀条文。②”为此，她提

出要将制度史的研究走向“活”的制度史。“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

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

范式。③”她的这一见解引起了学术界对制度史的再思考④。 

如果把这一法则用来考量对明初制度史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活”制度

史的研究虽然不多，但却早已出现。吴晗先生关于明代军兵和朱元璋本人的研究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借鉴，同时亦为我们了解明初制度设置的背

景提供了诸多线索。与此同时，傅依凌先生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 创了我

国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被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⑤。前辈学者

们的这种把制度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并进而考察制度在民间社会的实践和运作

 
                                                        
①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10 页 
②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浙江学刊》2003
年第 3 期，第 99—103 页，引文见第 99 页注释 
③前揭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第 100 页 
④ 随后有关制度史的讨论可参见《史学月刊》杂志以《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为题所编发的一组文章，其

中包括王日根的《制度史研究应强调“官民互视”》等文章，见《史学月刊》2007 年第 7 期。 
⑤ 比较有 拓性的研究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明清社会经济·明清社会变迁论》等；梁方

仲：《明代赋役制度》、《明代粮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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