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5日 星期六

博物周刊 A14-16
博 /古 /通 /今 /格 /物 /致 /知 主编：高俊峰 责编：马纯潇 美编：杨晓健 组版：颜莉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报料电话：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192 文字差错投诉：（0531）85193436 发行投诉：400659811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 . 5元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济南市长清区玉皇山路1678号）

□张书功

灶神年画中的诸神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传说这日灶神
（又称灶王爷、灶君）要去天庭向玉帝汇报工
作，把一个家的善行与恶行作个总结，评定
后定出下一年的吉凶祸福。为了让灶神在玉
皇大帝面前美言几句，人们便会举行祭灶的
仪式，又称辞灶、送灶。等到除夕或新春元日
还要将灶神接回，成为接灶。这种迎来送往
的仪式，就要通过灶神年画来实现。

在山东的农村，如今过年，很多地方已
经不贴门神，也未必请其他神仙，但一定会
贴灶神。这可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清代纪
昀《阅微草堂笔记》：“古者大夫祭五祀，今
人家惟祭灶神，若门神，若井神，若厕神，若
中癲神，或祭或不祭矣。”意思是说：古时
候，大夫之家要祭祀五位神仙，现在人们则
只祭祀灶神，像门神、井神、厕神、中癲神，
有的祭祀，有的不祭祀。说明在清代，灶神
已独得百姓宠爱。

灶神年画有很多版本，本文以杨家埠
年画中的“大灶王”为例进行说明。这个版
式分为三层，共有三十二个人物，是灶神年
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

上面一层中间的主神叫“增福财神”，
也叫文财神，有的年画版本就直接写上名
字了。他本姓李，名诡祖，淄川人。北魏孝文
帝时任河北曲周县令，清廉爱民，去世后立
祠祭祀。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被赐封“神
君增福相公”。

增福财神头戴如意翅帽，后有头光，身
披云纹红袍，手执如意，端坐于元宝形座椅
上。后面各有一名仙童侍立，手执障扇，另两
人手执立轴。立轴上写有“招财童子”“利市仙
官”。最外侧是“合和二仙”，即寒山与拾得，他
们一人执荷花，一人捧宝盒。背后可见三层
元宝组成的元宝山，有的版本是五层。山上
生出摇钱树。摇钱树的枝叶延伸到画面之
外，又下垂到画面之中，营造出金钱“亭亭如
盖”的氛围。

中间一层就是主角了。灶神与灶神奶奶
端坐在中间神殿。神殿为单檐庑殿顶，正脊
两端为鸱吻，檐角挂风铃。额题“皂君府”，两
边写有“如在”“其上”，就是“头顶三尺有神
明”的意思。神殿的两根立柱上倒悬“盘龙”装
饰。灶神方脸大耳，三缕胡须，头戴丞相帽，帽
顶缀红绒球，着紫衫绿袍，手托元宝，端坐于
神椅之上。灶神奶奶头戴凤冠，帽顶亦有绒
球，披绿色云肩，着红袍，手托元宝，端坐神
椅。两侧的一男一女，应不是神仙，而是现实
生活中的男女主人，可以理解为供养人。外
面两侧是厨娘，立于灶旁，灶上有四层笼屉，
灶膛内的柴火烧得正旺。

正中安置一聚宝盆，为宣德炉样式，通
体紫色，内装方孔铜钱、宝珠和元宝，散发
着红色火焰。宝珠上方有嫩芽，寓意钱财增
长。宝盆上生长出一巨型“周元通宝”厌胜
花钱。周元通宝是后周货币，周世宗柴荣继
位后，为筹措军饷，安抚百姓，于登基之初
下令毁佛，将佛寺中的铜像销毁，铸成周元
通宝。因为周元通宝是佛铜所筑，所以民间
认为此钱可以祛病消灾。

下面一层的神仙是谁呢？说法不一，有人
说是掠刷神，有人说是玉皇大帝，还有人说仍
是灶神，而更多人认为是宅神。从整个画面
看，自上而下三层的占比是一：一：二，从人物
数量看是七、六、十一，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
一般的神仙。主神端坐中间，头戴莲花冠，冠
饰宝珠，后有头光。一手托元宝，一手抱玉笏。
身后有两侍从分别手执华盖、羽扇。两侧的属

吏，有的头戴乌纱帽，有的头戴毡帽，显然是
文武官员，另有两名侍者牵马分立两侧。

画面的背景是五层笼屉，前景为鸡犬
拱卫着聚宝盆。外缘各有四人，为纵向排
列，为八仙。此“大灶王”，众神组团出现，反
映了民间神灵崇拜的简化趋势，一次仪式
可以祭祀多位神仙。灶神年画的两边还要
贴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批
是“一家之主”。有的地方还在顶部贴上一
组门笺，即过门钱。那么为什么要称灶神为
一家之主呢？下面来认识一下灶神。

灶神的身份与职责

关于灶神是谁，历代有不同版本。《说文》
《周礼》以火神祝融为灶神。《淮南子》认为“炎
帝作火官，死为灶神。”《庄子·达生》：“灶有
髻。”西晋司马彪注：“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
衣，名髻也。”司马彪说灶神穿着红衣服，名字
叫“髻”，长得像女人。唐李贤注《后汉书》，称
引《杂五行书》：“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
夜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又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灶神名隗，状如美
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

在山东民间，百姓认为的灶神就是姓
张的一位男子。他的名字人们可能说的有出
入，关于他的传说却是耳熟能详。比如山东
潍坊地区是这样讲的：传说灶神本姓张，名
云芳（说法不一），他的妻子叫郭丁香，非常贤
惠。张云芳在外做生意时，认识了一位年轻
漂亮的女子叫李海棠，便把海棠娶进了门。
海棠嫉妒丁香是正室夫人，便逼着张云芳休
妻，把丁香赶出了家门。不久，张云芳做生意
失败，成了穷光蛋，李海棠于是离开了张云
芳，另嫁他人。张云芳穷困潦倒，只好沿街乞
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又饿又冻，昏
倒在一个富户人家的门前，这家女主人正是
被他抛弃的丁香。张云芳被丁香救活后，感
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一头撞死在灶上。玉
皇大帝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张云芳能够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便封他为灶神。后来，人们把
丁香同张云芳一起供奉在厨房里。有的版本
的年画里，灶神是一左一右两位老婆，可能
是对这个民间传说的艺术表达。

灶神的职责，顾名思义，自然是掌管各

家各户的灶火和饮食。大约从汉代开始，灶
神又多了一项新的业务，成为天帝派遣至人
间，监察人们行为善恶的神祇。腊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这一天他会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
大帝汇报工作。汉郑玄注《礼记·祭法》：“小神
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晋代葛洪

《抱朴子·内篇》：“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
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
也。”灶神可以根据人所犯罪行的大小，缩减
其寿命。宋《太平御览》称引《万毕术》曰：“灶
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又如明代谢肇淛《五杂
俎》：“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
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

越往后，灶神的业务就越多。笔者曾见
过一本清代光绪年间的《太上感应篇》，是山
东省青州府昌乐县城一个叫天悦寨的民间
书局刻版印刷的。书的序言讲了这么一个故
事：光绪三年春，山东青州人王峰柏的母亲
生了重病，看了很多医生，吃了不少药，也不
见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病急乱投医，于是
跪在灶神前祈祷：“为了母亲的病，我愿意刻
印善书劝导世人向善。”过了几天，他的母亲
竟然吃下饭了，病也好了。但是，因为王峰柏
家境并不富裕，也没有找到能刻印的善本，
于是就把许愿的事给忘了。到了第二年，母
亲旧病复发。王峰柏又害怕，又后悔，自责道：

“怠慢拖延，实在是大罪过啊！”于是又到灶神
前焚香跪拜说：“等母亲病好之后，一定刻印
善书。”祷告完毕，母亲竟然痊愈了。王峰柏于
是刻印了《太上感应篇》。在这里，灶神又成了
治病救人的神祇。

正因为灶神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
不仅有着记录善恶的监督权，还有能够减
人寿命的执法权，所以着实令人可怕。这
样，就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恭恭敬敬奉
他为一家之主了。既然是一家之主，那待遇
肯定也不一般，接下来说一下祭灶。

有意思的媚灶习俗

祭灶的习俗先秦时期就有，祭灶的方
式时代有别，各地也有差异，就是同一地区
的贫富之家也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去梳理
历史，也不考究方式，而是谈谈祭灶中的

“媚灶”习俗。

“媚灶”一词概出自《论语·八佾》：“王孙
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
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说明孔子
那个时代就有这么一个谚语，王孙贾请教孔
子是什么意思。媚就是讨好的意思，与其讨
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说明灶神与老百姓
的生活更加密切。也许那时就已出现了媚灶
习俗。但是怎么个讨好法，不得而知。

《后汉书·阴识传》记载了一个叫阴子
方的人因祭灶而暴富的故事。故事是这样
的：西汉宣帝时，阴子方是个大孝子。某年
腊日的一个早晨，阴子方正要做早饭，灶神
出现了。他赶忙下跪，并将一只家养的黄羊
宰杀了招待灶神。从此之后，阴子方接连发
财，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有田地七百
顷，车马奴仆之多堪比诸侯。用贵重的黄羊
奉祀灶神，这应该是媚灶的一种方式，以后
也有人学阴子方，使用黄羊祭祀灶神，“黄
羊祭灶”竟然成了一种习俗。但是杀羊这个
方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还是太奢侈了。

唐代的时候，出现了以灶马为祭祀对
象，以及“醉司命”的祭灶方式。唐《辇下岁
时记》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
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
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
醉司命。”这个“灶马”就是年画的雏形。“醉
司命”是用酒糟涂在灶门上，意为把灶神灌
醉。这里有点强迫的意思，不管你喝不喝
酒，硬是往嘴上抹，不过这种成本就低多
了，而且简便易行，灶神醉了，脑子不清晰，
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时就容易忘事。

除了酒，在宋代的祭灶供品中，又可见
糕和糖等甜食。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二十
四日祀灶，用胶牙饧，谓膠其口，使不得言。”
胶牙饧，就是用麦芽制成的糖，食之黏齿，故
名。用糖粘住灶神的嘴，让他张不开嘴，说不
出话。直到今天，一些地方祭灶，还会往年画
上的灶神和灶神奶奶嘴上抹麦芽糖或者蜂
蜜。这种赤裸裸的讨好行为，颇有几分意思。
范成大还有一首《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其三)
祭灶词》：“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
团……”诗里有猪头肉、有酒、有鱼，还有豆沙
馅、甘松馅的米粉团子。有丰盛，就有寒酸，北
宋时期的吕蒙正也写了一首《祭灶诗》：“一碗
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
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灶神爷对不起了！我
这里只有一碗清汤和诗一篇，若是玉皇大帝
问起来，您就说“乱世文章不值钱”。言外之
意，不是我不讨好您，而是我难啊！这是吕蒙
正尚未为官时的作品，此时的他与母亲被赶
出家族，住在寒窑，生活相当窘迫。

明清时期，糖瓜已成民间祭灶的必备之
物。此外，不光要祭灶神，还有祭马。清富察敦
崇《燕京岁时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
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
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
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
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纸钱）、元宝
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民间
用各式糖瓜祭灶，清水、草豆则是给神马（画
像上的纸马）吃的，让它路上别饿着，以免耽
误了灶神的“年会”。所以那句家喻户晓的民
谚“二十三,糖瓜粘”，这个糖瓜可不是给小孩
准备的，而是先要伺候灶神。

除了在祭品上做文章，民间还想出了
更有效的办法，有的地方人们会用过门钱
遮住年画上灶神的眼睛。他们的解释是：这
样灶神就看不见家里的事了。

媚灶习俗，应源于灶神具有监察的职
能，而灵感无疑来自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生
态。今天祭灶的迷信成分已越来越淡，转而
成为一种年俗，贴年画，祭灶神不仅增添了
节日气氛，也可激发人们的向善之心。

“灶王爷”为何在民间地位这么高？
——— 从杨家埠年画谈“一家之主”的那些事儿

今年我们将迎来
第一个“非遗版”春
节。春节之所以能够
申遗成功，在于它包
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化
元素。贴年画就是极
具文化元素的春节重
要习俗之一，在所有
的年画中，灶神年画
又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尽管很多人年年
都贴灶神年画，却很
少有人知道灶神年画
上的诸神到底是谁，
甚至灶神是谁也讲不
清楚。今天我们就从
灶神年画入手，讲一
讲有关灶神的一些事
儿。

杨家埠灶神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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