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4　◆  筆記小說之避煞習俗及煞神形象 盧秀滿

壹、前言

「回煞」、「避煞」是漢族的一種喪葬習俗，流行於全國各地。認為人死後，其魂魄會

於十數日內某一時日返回家中，時有凶煞出現，稱為「回煞」，也叫「回殃」。陰陽先生按

照人死時的年月干支，推算出回煞的時間，以令家人離舍相避，故又稱「避煞」。1此種民

俗或觀念，起於何時，已無從究源。根據文獻之記載，早在北齊‧顏之推（531～590？）的

《顏氏家訓》卷2〈風操〉中，即有關於「歸殺」之記載。其文曰：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書瓦畫符，作諸厭勝。2

此處所謂之「歸殺」，即「歸煞」、「回煞」之意。從歷代筆記等文獻之記載來看，「煞」

至唐代為止，主要以「殺」字表示，而自宋以後，則大多記載為「煞」。3而與此種觀念（回

煞）及習俗（避煞、迎煞、除煞）相關聯之名稱，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之稱法有所不同。

根據近人張成全之整理，除了上述之「歸殺」、「回煞」及「避煞」外，還有「避放」、

「躲煞」、「避眚」、「開殃」、「回神」等稱法。4其實，依筆者所蒐集、整理之資料而

言，除了上引張氏所列之稱法外，另有「避衰」、「躲衰」、「迎煞」、「接煞」、「斬

殃」、「躲殃」、「出殃」、「走回煞」等稱呼。可見，此種觀念及習俗所呈現之眾多稱

法，正足以反映了自古以來，此一喪葬習俗或觀念在漢民族間沿襲既久又頗為普遍之情形。

截至目前為止，較為詳細探討「回煞」觀念與相關習俗之研究，並不多見；上述張成全

所撰〈「回煞」考論〉一文，著重於此種習俗形成之背景及煞出日期之推演方式及古人對此

之批判，對於其餘相關問題與煞神本身，則未見著墨。而馬書田之《華夏諸神―鬼神卷》

「煞神」一項，雖然提及了煞神之實體及在民間某些地區所流傳之相關傳說，但過於簡略。

除此之外，即使在研究中僅稍微提及與「避煞」習俗相關之論述，不僅多屬概念性之泛論，

1詳參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市：雲龍出版社，1993），119。
2【北齊】顏之推，趙曦明注：〈風操〉，《顏氏家訓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抱經堂校

定本》），卷2，96。
3李豐楙曾謂：「在漢代始造出『煞』取代『殺』，當時兩字仍可通用或兼用，其後才專用煞字。」詳

參李豐楙。〈煞：一個非常的宇宙現象〉，《歷史月刊》，132期（1999）：37。
4詳參張成全。〈「回煞」考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59卷4期（200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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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篇數亦屈指可數。5因此，筆者此次廣蒐歷代筆記6中與此相關之事例，希冀從「避煞」習

俗至「煞神」形象為止之可能相關問題，在結合前人之研究基礎下，進行更全面性地總括考

察。以下，筆者即以歷代筆記小說作為主要探討對象，7將本論文分成「『避煞』民俗產生之

時代及其影響」、「『回煞』相關之諸項問題」、「『回煞』與布灰儀式」及「歷代煞神形

象之演變」等四小節，廣從各個層面進行對「避煞」習俗之探究。首先，是關於此種習俗產

生之時代，及其對後世之影響問題。

貳、「避煞」民俗產生之時代及其影響

因畏懼「煞神」之現身致災，而進行之「避煞」民俗，雖然在中國古代社會流傳已久，

然而，此一習俗究竟始於何時？源自何處？典故為何？似乎已難於詳究。南宋士人俞文豹

（生卒年不詳）在其所著《吹劍錄外集》中即記載：

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呂才《百忌歷》載〈喪煞損害法〉：如巳日

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

5例如張邦煒〈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一文，即在其文中第一小節處簡略提及避回煞之問題，認為此種

習俗，只是純屬迷信之觀念。詳參張邦煒。〈兩宋時期的喪葬陃俗〉，《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4卷3期（1997）：100-101，而松本浩一在〈宋代の葬儀：黃籙斎と儒教の葬礼〉一文之「儒教の葬
礼と民間の霊魂観」一小節處，則稍微提及儒家葬禮文化與民間「避煞」習俗間，兩者間之衝突與矛盾之情
況，最終則將焦點拉引至宋代齋醮與儒家葬禮間的問題上，而未進一步探討與「回煞」相關之內容。詳參

松本浩一。〈宋代の葬儀：黃籙齋と儒教の葬禮〉，《圖書館情報大學研究報告》，20卷1號（2001）：66-
67。

6所謂「筆記」或「筆記小說」，簡言之，即如《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所載：「泛指一切用文言寫的

志怪、傳奇、雜錄、瑣聞、傳記、隨筆之類的著作」。而其內容廣泛駁雜，「舉凡天文地理、朝章國典、草

木蟲魚、風俗民情、學術考證、鬼怪神仙、艷情傳奇、笑話奇談、逸事瑣聞」等，均包含在內。詳參丁如

明、李宗為、李學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冊上，1。
7為使本文所研究之範圍更為明確起見，在此先按時代順序，逐一條列本文所引用之相關筆記小說之文

本（為避免繁瑣起見，只列出朝代、作者、書名與篇名或卷數，至於故事之詳細內容等，將於文中引用之

際，進行說明，在此暫略不提）。本文所引文本如下：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2〈風操〉；【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彭虎子」。
【唐】牛肅：《紀聞》，〈僧儀光〉；皇甫氏：《原化記》，〈韋滂〉；張讀：《宣室志》，〈鄭

生〉。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3；儲泳：《祛疑說》；洪邁：《夷堅志》（乙志），〈韓氏放
鬼〉；俞文豹：《吹劍錄外集》。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卷2〈京師黑眚〉；侯甸：《西樵野記》，〈眚神〉；戴冠：《濯纓
亭筆記》，卷7；陳絳：《金罍子》，下編卷40；陸粲：《庚巳編》，卷3〈黑眚〉。

【清】袁枚：《子不語》，卷1〈煞神受枷〉、卷9〈江軼林〉、卷13〈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卷14
〈楊四佐嶺〉；盧文弨：《龍城札記》，卷2〈煞神〉；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4、卷5；錢大昕：
《恆言錄》，卷5〈煞〉；和邦額：《夜譚隨錄》，卷2〈回煞五則〉；許秋垞：《聞見異辭》，卷2〈煞神
畏易失叉〉；歐蘇：《靄樓逸志》，〈走回煞〉；沈復：《浮生六記》，卷2〈坎坷記愁〉；薛福成：《庸
盦筆記》，卷6〈楊孝廉遇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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