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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灾异：对史书记载自然现象及背后天人感应学说的思考

——以《左传》为例

牟庆康

云南大学　云南昆明　650021

摘　要：史书所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并不仅仅表示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内涵。它是史

书编撰者在其撰史意图的指导下，对存在的相关史料进行有意甄选、去取、加工，并使其所写与自己撰史意图相统一的产

物。祥瑞灾异现象虽然直接构建在史书编撰者笔下充满主观意识的历史文本之上，但这却是古人在已有认知范围内寻求的

一种合理解释与精神寄托，从而建立起人和自然沟通的渠道。关于祥瑞灾异的思想、学说、制度、信仰，也成了中国古代

政治活动的主观环境，它也暗含了国家统治、社会秩序、百姓信仰、历史书写者史观等众多因素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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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祥瑞灾异：特定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祥瑞灾异常被用于象征国家

政治前途和命运吉凶的两类征兆。祥瑞，在《辞源》中意为“吉

祥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

同时也是国祚兴盛、社会富足、天下太平的征验与吉兆。而

《现代汉语词典》对灾异的解释则是“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

的自然现象”，从事件的性质上划分，灾主要指具有破坏性

的自然灾害，而异主要指特殊的自然现象。

祥瑞灾异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三：其一，对臣子而言，

有宣扬君子德政和谴告人君之用；其二，对君主而言，有歌

功颂德、粉饰太平、渲染政绩和维护帝王权威之用；其三，

对一个王朝和政权而言，在政权转换、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塑

造方面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而经史书编撰者主观建构后的祥瑞灾异内涵和实际政

治功能被王朝吸纳以后，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影响深远。其

一，围绕祥瑞灾异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礼仪制度。比如设立灾

异观测、占候、奏报和记录的专职机构与专业职官，为应对

灾异而下诏罪己、策免三公、大赦改元、求言举士等。其二，

君臣往往因祥瑞灾异调整政策或个人的政治行动，并利用其

进行政治斗争与权利争夺。从天子后妃、宰辅大臣到地方官

吏、平民百姓，不论是否相信灾异与人事的联系，都受到这

种文化的影响。总之，关于祥瑞灾异的思想、学说、制度、

信仰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主观环境，也成为了政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研究视角，有助于对祥瑞灾异这

种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符号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

用有着清醒的认识。

2. 天人感应：史书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

史书《左传》中有着大量对灾异现象的记载，例如《<

左传 > 中的灾异研究》就考证出《左传》记载的灾异现象

共 158 处。因此，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其一，

史书中出现了哪些灾异，可以归纳为哪些表现形式？其二灾

异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影响有哪些？其三、为什么异象和灾难

间具有特殊的联系，其背后是怎样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文本

内容灾异现象的归纳，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有一个简要分析

与解答。

首先，《左传》中的灾异形式复杂且互相关联，可以

简单归纳为以下四类：

其一，常见的自然灾害，例如气象异常、洪水旱灾、虫

灾地震等，且其记载多与人事相关联。“夏，大旱，公欲焚

巫尪。”天下发生旱灾，鲁僖公认为后者的来源是巫师和骨

骼弯曲不正的人，因而主张焚杀他们。另一些常见的自然灾

害如地震也常出现。“八月丁酉，南宫极震。”昭公二十三年，

王子朝的党羽南宫极死于地震，苌弘以西周灭亡时的地震为

例，说明上天已经抛弃西王，而刘文公大有可图。

其二，特殊的天文现象，例如日食、陨星等，且多与

政治灾难相对应。《左传》中有数十次日食的记载，例如“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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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史书记载僖公十六年出现陨

石掉落的现象，叔兴虽然对宋襄公说它们是鲁国丧事和齐国

内乱的征兆，却又告诉别人这与人事的吉凶无涉，不仅表现

这一现象多与国家政治命运联系，还说明国君是此类预言重

要的接受对象。

其三，反常的动物行为，同样多与人事相关联。“射之，

豕人立而啼。”庄公八年，齐襄公在贝丘打猎时遇到了状似

公子彭生的猪，被箭射中后像人一样直立啼叫。而其回来不

久，就被刺客所杀。

其四，人的宿命、预言与梦境。“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隐公元年和闵公二年分

别有新出生的婴儿手掌心写有字的记载。“韩厥梦子舆谓己

曰：“旦辟左右。”“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则

是两个以梦预见战争的重要例子。史书通过记载人的宿命、

预言与梦境从而达到政治或道德的规范作用。

其次，春秋时期人们对灾异的预言和阐释其主要作用

有三：

其一，借此预言人的命运。“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为祟。”王弗祭。”哀公六年楚昭王抱恙，大夫认为黄河神

是昭王疾病的来源并主张在郊外祭祀。

其二，借此预言国家的治乱存亡和战争的胜负结果。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其三，灾异的实际作用还表现在成为群臣表达政见的

途径。“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昭

公七年晋平公询问《诗》中“彼日而食，于何不臧”的含义，

士文伯在说明政事不善就要蒙受灾祸的同时，给出了选拔贤

人、依靠百姓和顺从时令的建议。

最后，《左传》灾异记载的背后其实是当时的社会文

化背景和政治贵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其主要的文化背景可以

被概括为以下三种：

其一，星占气占理论与分野学说。“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汉。昭公十七年有彗星在大辰星边出现，西面到达银河。

申须认为彗星具有除旧布新的作用，而当大火星再次出现时

意味着诸侯将有火灾。梓慎则认为火灾将发生在宋、卫、郑、

陈四个国家，其运用的就是分野理论。

其二，阴阳观与五行观。“夏四月，陈灾。”昭公九

年陈国发生火灾，郑国数术家裨灶就借助了五行关系，认为

陈国将在五年后重新受封，再过五十二年灭亡。

其三，梦境与现实的对应和名与实的关系。《左传》

中梦境与现实的对应在成公十年有深刻的体现。“晋侯梦大

厉。”从晋景公梦见厉鬼索命起，三个预言互相嵌套，两处

象征变成了现实。事实上，由于强大的可解释性，梦也是春

秋时期占卜的重要内容。《左传》中对于梦的记载虽然手法

相近，但载梦、占梦主体多样，内涵丰富，也使其超越一般

灾异而成为沟通世俗价值和绝对精神的桥梁。

《左传》中对灾异的记载一方面反映了知识水平相对

落后的古人试图理解“天人关系”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春秋时期人们思维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具有真实的情感和

丰富的想象力。这些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或许是真实发生，

或许未完全发生，也或许从未发生，但其背后所暗含历史书

写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既包含当时政治权利象征化与符

号化表达，也蕴含着封建王朝历史解释话语权的争夺，因此

现代学者不能简简单单的就将其扣上不真实、不科学的“大

帽子”，并将其打入伪科学主义的“冷宫”。

3. 天灾德行：人与自然的解释机制与构建框架

张轲风认为：“在上古时期人类原始能力水平较低的阶

段，人类无法用武器工具和文明智慧将其治服和驯化，人类

族群的自然崇拜之虎崇拜，虎图腾皆是人类被虎的神性“驯

化”的表现。“虎患如此，史书所记载的自然灾害亦是如此。

古代始先民面对未知、陌生且对自身生存具有潜在威

胁的对象有三：其一为自然环境中雨、雷、雪等自然现象灾

害；其二为虎、狼、豹、熊等凶猛野兽威胁；其三为争夺水

源、食物等资源而与其他部族发生战争的生存压力。出于人

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先民需要对自然现象做出吉凶预测并指

导其日常事务，然而以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智力水

平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所以人类文明虽想用积极应对的姿态

选择与面对问题，却也是常常面临绞尽脑汁却又无果的尴尬

结果，内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焦急心态，因而人类会更加努

力在自身已有的认知范围内寻求一种合理解释和找到一种

精神寄托，从而来建立起人和自然的沟通渠道，于是天人感

应“天灾 - 德行”因果关系出现了。这既是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寻求心里慰藉，解释世界的心理需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依据自然现象预测吉凶的方

式逐渐被赋予了天和神道的色彩，并成为君主统治正统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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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性的来源。至两汉时期，祥瑞灾异思想则完成了系统性

理论框架与解释建构，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政治哲学与思想

体系。

不仅东方有记载自然灾害的史籍，例如西方《圣经》

十灾中的冰雹灾、蝗灾，书中对于灾难的想象性修辞，同样

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对于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一种解释机制与构建框架，这种方式虽然没有直接地推动人

们对于天灾的认识与了解，也并没有获得科学合理的解释，

却完善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姿态与沟通方式，从而在每次天

启暗喻，天降神谕后，人们努力去寻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动机

与原因，从而进行自我反省、反思，从天灾联系德性，从自

然联系人事，去积极应对与回答天灾人祸为何发生的质问，

并得到符合撰史者史观，君主统治、王朝政治需要、适应民

众集体记忆、社会公共记忆的合理解释。

4. 辩证否定：合理的祥瑞灾异与天人感应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们今天

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祥瑞灾异思想则是当时那个历史时代视

为最正统、最合理、最普遍的思维认知与解释方式，而这种

思想也统治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

我们若以长时段的研究方式来重新审视古代史籍中的“符瑞

志”与“五行志”部分及其所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既认识

到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合理因素，把握

其对封建王朝和底层民众所产生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影响，认

识到其所包含的历史资料价值与政治、哲学、文化智慧，对

其进行认真的发掘和研究，同时也要对史书里祥瑞灾异现象

中的神秘性和虚妄性有所批判，这样才能对祥瑞灾异这种特

殊的政治文化符号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

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有助于把握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与历史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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