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傳統文化中“鬼”觀念初探（一） 

                                 ★ 吳昌銘 會員 

一、前言 

    自上古先民有“靈”、“靈魂”、“萬物有靈”的觀念之後，對於鬼神的探

究，從中華民族有歷史以來，就未曾停止過，眾多經典留下的紀錄，都在證明“鬼”

這個議題，不只困擾著先民的心靈與日常生活，也同樣使現代人好奇與焦慮，本

篇以下的章節，試圖從鬼是從哪裡來的？進而衍生出“萬物有靈”與“作夢”觀

念的探討，再試圖釐清“魂”與“魄”的定義。到了第三節會從各角度嘗試了解

“鬼的樣貌”，會有趣些，使鬼看起來不那麼可怕，之後第四節再討論實用性的

問題“如何驅鬼”，希望能建立起對傳統文化中鬼的基本認知。 

二、鬼的來歷 

(一)萬物有靈論 

萬物有靈是史前時代的信仰之一，普列漢諾夫認為“萬物有靈論是宗教思想

發展的最初階段”1，在人類開始過較穩定生活並開始思考天地萬物、大自然與

人類相依相存的各種生活型態及關係後，將所有天地間的事物都當作有靈性的想

法，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所以說人類最初的有宗教意識是認為有靈魂的觀念，慢慢的擴及到人與自然

界混為一體，都有靈性的觀念，之後人類又有意識性的把自我意志加在自然界上，

開始去崇拜一些與人關係密切且認為有聖顯的自然現象或形態。 

“而在原始混沌時期，人類把自己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鬼神固然具有福禍

人間的力量，但是物我、神鬼的界限未必截然劃分，也不即代表陰暗或邪惡，只

是從自然萬物循環的現象中，意識到在於人身之外仍有一種超自然的存在，而且

與大地山川、日月星辰、動物植物一樣都有著不死的靈性，這就是“萬物皆有靈”

的觀念。”2 

“所以萬物有靈論是比較明確的特殊的觀念，認為各種事物都有靈魂，把自

然物人格化，這是一種原始複合信仰。”3以下將介紹幾位學者的看法及文獻上

的資料，以資佐證： 

1.英國文化人類學家 E.B.泰勒指出：“原始人普遍認為世界是一群有生命的存在

物。自然的力量，一切看到的事物，對人類友好的或不友好的，他們似乎都是有

人格、有生命、有靈魂的。”非常清楚明白指出萬物有靈的看法。 

2.鄭志明教授的看法，“精靈崇拜(Animism或 Spiritism)既指相信人類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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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自然物等一切事物皆有靈魂存在之信仰又稱有靈觀、靈魂崇拜、生氣主

義。”4 

3.《禮記注疏︰祭禮》：“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

人死曰鬼，此五代所以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也

就是說人類以自有的智慧與生命形式，意識到其實萬物皆是有靈性的，所以自然

在之後產生了對應崇拜的心理與行為儀式。 

4.《墨子》：“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

為鬼者。”由此段話可以推測出遠在先秦時代就有萬物有靈的觀念形成，而其中

“靈”的含意就與今日“鬼神”的觀念相通；而人生為萬物中最有智慧的物種，

自然會將死後之靈稱為“鬼”。所以“鬼”的原本的涵義並非只有後世指稱“人

的靈魂”，在當時應泛指人、神、或動物等萬物之靈。 

5.《禮記》中記述孔子的一段話：“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見，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盛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這當中也說明鬼神是同一類的存在，在先秦時代並未有特別之區分，亦

是萬物有靈的看法之一。 

6.另有學者引用英國文化人類學家E.B.泰勒的看法，認為“早期人類普遍信仰精

靈，世界萬物，如風雨雷電，火山的燃燒，太陽、月亮、星辰的運行、虹霓雲霞

的變化，不論是動物、植物，還是山川河流，都有一種超越自身外部形體的精靈

存在。人也有靈魂，人死，靈魂不死。世界千變萬化的現象都是精靈作用的結果”
5 

(二)作夢的說法與“鬼”觀念的產生 

有一些學者認為，上古時代的人類對身體構造並不清楚，也不了解到“作夢”

是人與其他生物一個很大不同的能力，就會覺得夢境中跑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既然難以解釋，自然就開始與靈性、靈魂的說法牽扯在一起，慢慢導出「鬼」的

一些形象出現，以下介紹一些學者的說法，以供參考： 

1.因為對死亡的探究而衍生的關於“夢”的說法：人的死亡，是每一個人都能親

眼所見、人人都經歷的一個過程，但人開始思考死後會到哪裡去?古早的先民或

許從“作夢”中得到了希望的解答，因為人在睡著的時候，身體不能活動，卻在

夢境中看見自己醒著時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甚至已經死亡之親朋好友也常在夢中

出現，與自己對話，與活著的時候沒有兩樣，而且很有真實感。所以先民們就把

夢中的現象理解成有“靈魂”的存在。“但為區辨活人的靈魂與死人的靈魂，便

將活人體內的“小人”稱作靈魂，人死後離開肉體的那個“小人” 稱作“鬼”。
6 於是後人就清楚地區辨出死後的“靈魂”就是我們現在稱呼的“鬼”。 

2.夢是人類的特有的技能和專利(其他動物，專家還未能確切證實會做夢)，在夢

中的世界，人們照樣能夠進行如同醒著時的各項活動，有時候比醒時更感到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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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景琳，《鬼神的魔力-民族的鬼神信仰》，(北京：三聯書店，1992.6)，頁 5-6。 



 

“夢中有時還能見到死去的先輩。於是夢把早期人類帶入一個新奇的世界，同時

也給他們帶來許多疑惑和不解。這使他們聯想到，人除了自身是可視的形體之外，

一定還有一種不可視的東西及鬼靈的存在。所以，所謂“鬼”就是“萬物有靈

論”、 “靈魂不死”在人自己身上的落實，“鬼”就是靈魂的具體化。7 

3.鬼神觀念最早產生於對靈魂的求索。做夢是很平常又很難表述的生理現象。夜

間，人體一動不動，神思卻可以自由奔馳。也能神遊四極，上天入地，去和故去

多年的親人重溫往日的溫馨。古人以為，夢中出現的人是脫離人的軀體的靈魂，

是靈魂的相會。這就是說，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和活動的。它並不隨著

肉體一起死亡。靈魂不死，變成什麼了?就成為人們所說的“鬼”了。8 

4.早在先秦之前的上古時期，在遺留的史料中學者就判斷，人之所以產生的靈魂

的觀念，可能與人類的夢境有重要關係。更由於上古人們缺乏正確的知識與資訊

無法清楚而正確區分醒時的感覺與夢中的幻覺，以致把精神與肉體分離開來，視

精神可以獨立於肉體外而真實存在。“當時的靈魂還比較單純，靈魂就是靈魂，

認為人活著時，夜裡靈魂可以外出，不久復歸體內，但是一旦靈魂一去不歸，靈

魂與肉體永遠分離，肉體或人就死亡了，但是靈魂還在，並且在另一世界生存著。”
9 

5.陳原認為“中國人對“鬼”之觀念，最初係自“夢”誘發而來，由於夢是一種

難以解釋的生理現象，深入的靈魂探求，而導向鬼神信仰的發展，若夢之行為主

體為靈魂，則人死後之靈魂即謂之“鬼”。依靈魂不滅之觀念，架構出靈魂的世

界和肉體的世界，即“幽”“明”兩世界，宛如紙之正反兩面，宇宙為“人”“鬼”

共有並存，“鬼” 被認為是“人”的延續，是生命和權力的延長。”10 

6.“靈魂”這個觀念大約產生在舊石器時代中期或晚期，之前也提過當時原始人

對知識的取得相當貧乏，當然對觀察到的一些物理或生理現象無法作出合情合理

解釋，“認為睡眠、疾病、死亡等是某種生命力離開了身體；在夢中，人原地不

動卻可以作長途旅行、與遠方或死去的親友見面談話，是因為人的化身在進行真

實的活動。他們把死亡和夢幻看作是獨立於身體的生命力的活動和作用，這種生

命力就是最初的靈魂觀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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