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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试论“商汤求雨”故事中的巫风文化∗

罗 家 湘　 　 　 田 荣 菲

摘　 要：在商代，巫可与上天沟通，传达上天旨意。 从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自己参与占卜的内容看，商王就是商代

权力最大的巫者。 《墨子》最早记载“商汤求雨”的故事，内容只有祷词。 《吕氏春秋》中“商汤求雨”故事情节已经

非常丰富，内容充满了巫术色彩，一场大型的君王求雨的故事原型展现出来。 甲骨卜辞记载商王求雨时经常采用

“以舞求雨”和“祭祀求雨”的方式，求雨方式与灾情的严重程度息息相关。 依据出土文献资料可知，传世文献中记

载的“商汤求雨”的故事确有发生，其中蕴含的巫风文化对商汤巩固统治、收服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商汤求雨；以舞求雨；祭祀求雨；巫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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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天气对农业生产一直有着非常大的

影响。 旱灾不仅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而且能激化

社会矛盾，甚至会影响国家稳定。 国家抵御旱灾，除
了采用积极的措施之外，还会使用巫术来求雨。 文

献记载最早的君王运用巫术成功求雨的故事是“商
汤求雨”，主要讲述了一场大型的巫术求雨活动。
商汤通过焚烧自己的方式与天神沟通，期望天神听

到自己的祷词，降旨派雨神对商朝的受灾地区降雨，
以解决旱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甲骨卜辞中记载，
商代的神灵都归天神掌管，雨神是掌管降雨的神灵，
降雨时间和降雨量则听从天神旨意实施。 这场巫术

活动，虽不能对天气产生实质的影响，但其背后体现

了商代君臣百姓对雨神崇拜的巫风文化，具有非常

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不仅为商汤赢得了民心，还为

商朝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商汤求雨”的

故事流传到汉代，成为“国家将失道之败，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遣告之”①的鲜明反映，旱灾成为君王失德

的一种警示信号，君王祓除旱灾仍选择祭祀求雨的

方式。 因此，历朝历代出现旱灾时，君王都非常重

视，并效仿商汤亲自参与祭祀求雨的巫术活动，向上

天展现自己的诚心，以此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
直至现在，民间仍存在着天旱祈雨的风俗。 可见，
“商汤求雨”故事作为君王祭祀求雨故事的源头，对
后世影响深远，其背后蕴含的巫风文化在历史的长

河中亦流传下来。

一、“商汤求雨”故事的历史演变

商代是一个占卜之风盛行的时代。 商朝的开国

之君是商汤，甲骨卜辞中记载了有关商汤参与占卜

的故事。 在甲骨文中，商汤有成、大乙、唐、武唐、高
祖乙等多种称谓。 严一萍先生在《殷商史记·成汤

本纪》篇中对“商汤之名”作了概述：
　 　 《竹书纪年》曰：“汤有七名而九征”。 一曰

唐。 《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曰：“昔者，桀
筮伐唐。” 《卜辞》 称唐，以武丁时最多。 二曰

成。 武丁时及四期武乙时均有；字从戌从丁，与
咸字从口有别。 《尚书·仲虺之诰》 孔传曰：
“汤伐桀，武功成，故号成汤。 一云成谥也。”
《逸周书·史记》曰：“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晋

孔鼂注曰：“汤号曰成，故曰成商。”晋人犹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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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号。 三曰大乙。 自祖甲改革祀典，即有大

乙之名，武丁、祖庚时未有其号。 《荀子·成相

篇》、《世本》、《殷本纪》皆有天乙。 四曰成唐。
周原甲骨 Ｈ１１．１ 有“王其御祭成唐”。 为文王、
帝辛时周之卜辞。 《博古图》载齐侯镈钟铭有：
“虩虩成唐”之语。 王国维先生曰：“《说文·口

部》 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形相近。”卜辞之唐、
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 作汤者，见

《诗·烈祖》、《那》、《长发》、《纪年》、《世本》、
《鲁语上》、《天问》等。 五曰履。 《墨子·兼爱

下》：“汤曰：唯予小子履。” 《帝王世纪》、《纪

年》同。 六曰武王、武汤。 《长发》曰：“武王载

旆。”《传》：“武王，汤也。” 《玄鸟》：“古帝命武

汤。”《传》：“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汤。”七曰

帝乙。 《易纬·乾凿度》 曰： “易之帝乙为成

汤。”七名之说，确可征也。②

从严先生的考证资料来看，《竹书纪年》中所记

载的“汤有七名”是确实可信的。 综合文献资料和

前人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唐、成在甲骨文中出现的

多，较后世文献出现的早，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商汤本

身的名和号，传世文献中的 “汤” 名多是从 “唐”
“成”引申而来。 乙是汤死后，后世子孙为其选定的

庙号，有乙、大乙、天乙之名，传世文献中“帝乙”多

是由此而来。 “武唐”即“武汤”，是为了歌颂商汤武

功卓绝、功名显赫。 “高祖乙”是后世子孙对先祖商

汤的尊称。 从文献的文义分析，“履”大多指的是商

汤的字。
最早记录商汤祷雨故事的文献是《汤说》，今已

亡佚，《墨子·兼爱下》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

也。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

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

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 万方

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

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

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 虽子墨子

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③

主人公：商汤，角色功能项：发生灾祸—解除灾

祸。 解除灾祸的方式：以身为牺牲，具体如何以身为

牺牲，故事中没有交代。 故事发展：商汤将国内出现

天灾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祈求上天将惩罚降在

其一人身上，不要牵连他的子民，使百姓遭受苦难。

故事内容充满巫风色彩，实为彰显商汤的德政爱民

思想。 墨子引用此故事源于《汤说》，目的是借用古

圣贤的治国理念，宣扬自己的兼爱思想。 商汤作为

一国之君，以己身祷雨，这种大无畏的为民牺牲的爱

民精神，正是墨子想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 墨子

认为只有爱别人犹如爱自己，无差别的相亲相爱，才
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商汤求雨”的故事无疑是爱

民的典型事例，“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
商汤自身兼具巫职，通晓巫术，这与商代巫文化盛行

相符。
此外，《墨子》《庄子》 《尚书》 《论语》等文献也

记载了商汤时遭遇大旱和汤罪己的情况。 《墨子·
七患》：“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

年旱’。”④《庄子·秋水》：“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

不为加损。”⑤《尚书·汤诰》：“王曰：‘肆台小子将

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请罪有夏。 ……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
将陨于深渊。 ……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
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⑥ 《论语·尧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 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
方有罪，罪在朕躬。”⑦

从上述记载看，《墨子·兼爱》篇中所载的大部

分与《汤诰》《论语》中的思想内容基本一致，都在讲

述商汤因为自己灭了夏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罪在

己身，自己应该为百姓承担责任，于是他沿用夏的礼

节，选用黑色的公牛祭祀，以平息天神的怒火。 这说

明墨子可能见过《殷书》 《汤诰》或者《论语》的论

述，他将这两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生动地讲述了一则

“商汤求雨”的故事。 但故事中并没有交代求雨的

地点、方式、大旱年数等，只有祷词而已。 《国语》引
用《汤誓》之言“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
在余一人”⑧，与《墨子·兼爱下》 “万方有罪，即当

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意义相同。
《荀子》中记载了商汤求雨时新的祷词，与《墨

子》记载的不同，使后世文献关于“商汤求雨”祷词

部分出现两个版本。 《荀子·大略篇》：“汤旱而祷

曰：‘政不节与？ 使民疾与？ 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宫室荣与？ 妇谒盛与？ 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苞苴行

与？ 馋夫兴与？ 何以不雨至斯极也！’”⑨ 《管子·
山权数第七十五》：“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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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民之无 卖子者。 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

无 卖子者。’”⑩

《管子》记载，七年大旱，民众匮乏，商汤在庄山

铸钱，把造好的钱分给民众。 但是，用金钱只能暂时

稳定民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旱灾带来的温饱问

题。 直到《吕氏春秋》，“商汤求雨”的故事情节才真

正丰富起来，较之前多了地点、情节、结局等，集合了

故事中所有的重要因素，给世人勾勒出一个较为完

整的故事画面。 《吕氏春秋·顺民》：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

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敏，使
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 其手，以身

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民乃甚说，雨乃大

至。

故事发生的时间：商汤打败夏桀建立商朝之后。
发生的地点：桑林。 故事起因：天降大旱，百姓五年

没有收成，商汤为了解决灾荒，举行了一场求雨活

动。 故事情节在《墨子》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商汤

“以身为牺牲”的方式求雨。 故事结局：天降大雨，
解除了旱灾。

自此以后，文献中记载的“商汤求雨”的故事在

描述上都比较生动，即使有些故事情节很简单，也在

最后交代了下雨的最终结果。 商汤以身祷于桑林，
王晖认为，商汤采用的是桑林之舞，是商代舞雩的一

种，指的是以男女交合之舞姿祈求天神下降，以达到

降雨的目的。

古代社会文明程度不高，一切行为都是发自需

求本身，在以巫术为主导的商代社会中，采用阴阳交

合的舞姿以达到祈雨的目的，很有可能真实存在，这
种阴阳观念也符合当时的社会风俗。 在其他地方，
也有类似祈雨的巫术行为。 如居住在东南非洲迪拉

果阿湾的班图黑人巴龙部落，在求雨时，妇女们通过

举行各种仪式，只穿紧身衣褡，戴着草做的头饰或穿

着一种特殊的蔓草叶编成的短裙，打扮好之后，便怪

声呼叫，唱着猥亵的歌，跳着放荡的舞。商初，巫在

一个部族的地位很高，他们可以与天神沟通，是上天

和人之间的中间联络人，职权很大。 商末，商王的权

力日益集中，巫的地位和职权便逐渐被削弱了。 秦

汉以后，巫术慢慢被融入宗教之中。 巫职位的下降

和权力的转移，加速了国家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春秋繁露·求雨》记载：“四时皆以庚子之日，

令吏民夫妇皆偶处。 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
子欲和而乐。”这里记载了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求

雨方式，求雨时常在庚子之日，让夫妻两个待在一

起，代表着阴阳交合。 但在求雨的时候，丈夫须藏起

来，妻子则要追求欢乐。 为什么这样呢？ 古时人们

认为男为阳，女为阴，出现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是因

为阳气太旺盛了，需要补足阴气，以达到一种平衡。
人们在举行求雨仪式时，把代表阳的男子藏起来，以
突出女子的行为。 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已经有了阴

阳的观念。 结合甲骨卜辞中焚人多以女子或女巫为

牲献祭的情况，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求雨故事符合商

代巫风盛行的时代特征。
商汤求雨的故事在汉代文献中有如下发展和完

善。 《淮南子·主术训》：“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

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淮南

子·修务训》：“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 《说
苑·君道》：“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

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

耶？ 使人疾耶？ 苞苴行耶？ 馋夫昌邪？ 宫室营耶？
女谒盛耶？ 何不雨之极也！’ 盖言未已而天大

雨。”《帝王世纪》：“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

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欲不节邪？ 使民

疾邪？ 苞苴行邪？ 馋夫昌邪？ 宫室荣邪？ 女谒行

邪？ 何不雨之极也？’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
‘吾所请雨者，民也。 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齐

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

子履，敢用玄牡，告于皇天后土曰：万方有罪，罪在朕

躬。 朕躬有罪，无及万方。 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

鬼神伤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数千里。”

《说苑》中记载的故事较《荀子》记载的更加详

细，所用祷辞相似，描述了商代干旱的场景。 《帝王

世纪》中记载的“商汤求雨”故事将《吕氏春秋》和

《说苑》中记载的不同情节组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

更加生动完整的故事，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商

汤先派人在山川之地进行祷告，情节与《说苑》中记

载的相似，但故事结局不同，《说苑》的故事结局是

言未而雨至，从《帝王世纪》商汤进行二次祷雨的情

节看，在山川祷告之时并未求得雨至。 由此故事进

入第二部分的高潮，商朝的史官提出应当以人祷，商
汤为民请雨，在桑林之地以身祷告，祷词与《吕氏春

秋》中记载的相差无几，结果商汤祷词还未说完，大
雨便倾盆而至。 至此，“商汤求雨”故事在历史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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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
《昭明文选·思玄赋》有“汤蠲体以祷祈兮，蒙

厖禠以拯民”，李善注：“《淮南子》曰：汤时大旱七

年，卜用人祀天。 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
乃使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

天。 火将然，即降大雨。”经过梳理所有“商汤求

雨”故事的相关文献，有关大旱时间的问题，有两种

说法：一种是五年说，一种是七年说。 在先秦时期文

献中，这两种说法都存在，《墨子》 《吕氏春秋》皆说

五年，《管子》 《庄子》皆说七年。 秦以后的文献中，
多说汤时大旱七年。 不论是大旱了五年还是七年，
所表达之意是遭逢大旱的时间很久。 因为旱灾持续

时间太久，民众收获的粮食无法满足自身的温饱问

题，进而造成民心不稳，给君王早期稳定国家造成了

困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自然科学逐渐走进人

们的视野。 东汉王充用大自然的规律解释了商汤求

雨的结果，他认为，下雨不是商汤罪己的行为感动了

上天，而是自然界的规律所致。 他说“汤以身祷于

桑林自责，若言剪发丽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帝者，
实也。 言雨至为汤自责以身祷之故，殆虚言也”，
“汤之祷祈，不能得雨。 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

旱久，亦适自责。 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
谓汤以祷祈得雨矣”。 王充虽然质疑商汤求雨的

结果，但相信这个故事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论衡·感虚》记载：

　 　 传书言：“汤遭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自

责以六过，天乃雨。”或言：“五年。 祷辞曰：‘余

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天

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

发，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 上帝甚

说，时雨乃至。”

这段文献与《吕氏春秋·顺民》中记载相同，并
将“其手”前的字补全，把这则故事完整地呈现出

来。 “丽”，系也，指捆绑之义，《礼记·祭义》：“祭之

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 既入庙门，丽于

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膋，乃
退。”商汤把自己当成祭祀的牲，剪掉头发，把手捆

绑起来，做出牺牲自己的样子，以此感动上天。
综合以上文献，“商汤求雨”故事始自《墨子》，

在历史的流传中逐渐丰富起来，自《吕氏春秋》后故

事要素完成，情节基本固定。 商汤求雨时的祷词在

流传过程中出现两个版本，一版出自《墨子》，一版

出自《荀子》，在后世皆有流传。
“商汤求雨”之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商汤

讨伐夏桀之后，遭遇连年大旱，民众的温饱受到威

胁，人心动荡。 商汤作为商朝大巫，选用商代最高规

格的方式进行求雨，为民众解决灾祸，稳定民心。 从

文献记载看，经过商汤求雨后，果然下了雨。 商汤以

身求雨的过程是一场完整的巫术行为，带有浓厚的

巫术色彩。 在巫风文化盛行的商代，出土文献中记

载了许多求雨活动，根据内容可以推断，在商汤以身

求雨之前，还进行过其他形式的求雨活动，且求雨的

过程同样充满了巫风色彩。

二、商代求雨活动中的雨神崇拜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求雨卜辞，因为雨水关乎农

作物的收成，充足的雨水会使农作物大丰收，关乎民

情，故商代的求雨活动常与巫术相关联，其中“以舞

求雨”的巫术行为最为常见。 因此，卜辞中的“舞”
基本都是用于求雨，贞人用舞占问是否下雨，或贞问

由君王自己跳舞，求雨是否能够顺利。 在商代，舞为

巫者的必备技能，商王自己也时常占卜求雨。
据《甲骨文合集》，甲骨卜辞中有 １８ 处“以舞求

雨” 的记载，分别见于著录号 Ｈ１１４０ 正、 Ｈ４９９１、
Ｈ５４５５、 Ｈ０７６９０、 Ｈ１１００６ 正、 Ｈ１１９６０、 Ｈ１２８１８、
Ｈ１２８１９、Ｈ１２８２０、 Ｈ１２８２８、 Ｈ１２８３１ 正、 Ｈ１２８３６ 反、
Ｈ１２８３７、Ｈ３００４１、Ｈ３１０３１、Ｈ３３９５４。 从这些甲骨卜

辞示例中可以发现，“以舞求雨”的常见方式有两

种，一是“呼舞”，指跳舞时伴随呼叫；二是“奏舞”，
指带有奏乐的舞蹈。 Ｈ１２８３１ 正，辛巳日，贞人宾占

卜，以呼舞的方式，询问是否有急雨？ Ｈ１２８２０ 和

Ｈ１２８２８ 分别在乙未日、戊申日占卜，以奏舞的方式

占卜出将有急雨。 Ｈ１２８１９，庚寅日举行了三次奏舞

求雨，结果都是有雨。 Ｈ３３９５４，壬戌日占卜，询问癸

亥日以奏舞的方式求雨，有雨等。 卜辞中“有从雨”
为有急雨、有骤雨之义。 从上述卜辞中可见，商王朝

占卜是否有雨的次数非常频繁，雨的类型有大雨、从
雨等。

陈梦家认为，在天旱不雨时，人的心理是痛苦着

又希望着；这种痛苦借歌舞来抒发情感，这种希望也

借歌舞来表示恳请，二者相合即是“舞雩”。歌舞

的类型就是隶舞，即以手持牛尾之类的物件配合的

舞蹈，这些歌舞包括代舞、万舞、九代、九歌、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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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说的“舞雩”，类似于卜辞中的“呼舞”。 商代

除了占卜，歌舞也是巫术的表现形式之一。
甲骨文中还有“祭祀求雨”的卜辞，其中最常用

的祭祀方式是燎祭法。 《说文解字》：“尞，柴祭天

也。”后又增饰“火”旁为“燎”。 燎祭，就是用烧柴

产生的烟直冲天空的方式祭祀上天。 燎祭求雨有三

种方式：燎祭、配以牺牲燎祭、以人燎祭。 燎祭求雨

时常配的牺牲有大牢、山羊、豕、羊、牛等，牺牲数量

也各有不同。 焚人求雨，即以人燎祭，多以女子为

主，有女、永女、 、微、小女等。 永女指漂亮的女子；
和微或指燎祭女人的名字。

我们通过对甲骨文献中记载的“祭祀求雨”的

卜辞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祭祀求雨”与“以舞求

雨”不同，“以舞求雨”中的“呼舞”和“奏舞”常发生

在祭典之后，与旱情无关；“祭祀求雨”三种燎祭方

式的选用，则与旱情是否严重有直接的关系。 通常

一般的旱情就用燎祭的方式，甲骨卜辞中对此类燎

祭的记载颇多，如卜辞 Ｔ７７０ 记载的对云进行燎祭，
有雨；卜辞 Ｈ３４２０５ 记载，对山岳进行燎祭，询问是

否有雨等。 严重一些的旱情就采用配以牺牲的燎祭

方式，如《粹》卜辞 ２６ 记载，甲辰日占卜，乙巳对山

岳进行燎祭，祭品用大牢，即圈养的一牛一羊一豕，
下了小雨。 卜辞 Ｈ１２９４８ 正记载，对河进行燎祭，沉
祭三牛，燎祭三牛，劈杀五牛。 王看了之后说，丁日

会下雨，九天后丁酉果然下雨了。 更严重的旱情就

采用以人燎祭的方式，如卜辞 Ｈ９１７７ 记载，丙戌用

女子为祭品进行燎祭，下了急雨。 卜辞 Ｈ３２２９７ 记

载，戊申日占卜，用漂亮的女人为祭品进行燎祭，结
果就下了雨。

由此看来，商代已有焚人求雨的形式，这更加验

证了“商汤以身求雨”故事的真实性，也说明当时旱

情十分严重，连用女人燎祭都无法解决，商汤只能以

自身为牺牲祈求上天降雨。 宋景公时期，宋国连旱

三年，他效仿商汤以同样的方式为民求雨。 故此，以
“商汤求雨”为故事原型，君王以身求雨的故事成为

君王表现仁德的形式之一。
“求雨”对商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巫术活动，

在他们的观念中，何时下雨及雨量大小都是由雨神

掌管，雨神是上天分派下来掌管布雨的神灵，听从天

神旨意。 因此，商人在对天神敬畏的同时，对雨神也

十分崇拜。 从“商汤求雨”故事以及商代众多求雨

的活动中，都能看出商人对雨神的崇拜。

三、商人对雨神崇拜的巫风文化

商代文明初创，对于发生的诸多自然现象，人们

并不了解，也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商人只能从自

己的有限认知来解释这一切自然现象的发生。 在他

们的认知观念中，风、雨、云、日的变换都是由神灵掌

管的，这些神灵都听从天神的旨意，由天神掌控，天
神的意志则需要巫师通过占卜和祭祀的方式与神灵

进行沟通，以此来传达天神的旨意。
甲骨卜辞 Ｈ３０３９１ 和 Ｈ３４１４８ 中记载，帝有五

臣。 帝就是天神，至于是哪五臣，陈梦家先生认为：
“帝五工臣当指帝廷的诸执司，其成员当近于九歌

中的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或者

《周礼·大宗伯》的司中、司命、飌师、雨师，或郑玄

注《小宗伯》五帝之日、月、风师、雨师和司中、司命。
《淮南子·天文篇》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

使也’，《史记·封禅书》记秦雍祀日月风雨九臣十

四臣之庙：凡此以日月风雨为吏、使、臣，都和卜辞的

帝五臣正相应。”胡厚宣先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
种是“帝五臣或帝五工臣者，或即指日月星辰和风

云雷雨一类的神灵而言”；另外一种是“殷人占卜风

云雷雨，特别注意它们是来自哪一方。 日月也是出

于东而落于西。 方向很重要。 殷人既以日月星辰风

云雷雨，都是一种神灵，在帝左右受其驱使。 因而也

就把其所从来的五方，认为也都有一种神灵而加以

崇拜。 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叫帝使，其所从来的五

方神叫帝五臣和帝五工臣”。 不论是哪种解释，毋
庸置疑的是，风雨雷电诸神都属于自然神的范畴，而
所有的神灵都归天神管辖。 其中雨神是天神的一个

臣使，专门负责下雨，至于下雨量的大小，雨神则听

从天神旨意行事。
比如，Ｈ００９００ 正－０７（指此甲骨片中的第 ７ 条

释文，下文同理）：“自今庚子［至］于甲辰帝令雨？”
Ｈ０５６５８ 正－１０：“丙寅卜，争贞：今十一月帝令雨？”
Ｈ１０９７６ 正：“０７ 辛未卜，争贞：生八月帝令多雨。 ０８
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Ｈ１４１３６：“□□〔卜〕，
贞：今 三 月 帝 令 多 雨？” Ｈ１４１４０ 正： “ …… 十 一

月……帝令多雨。”Ｈ１４２９５－０１：“辛亥卜，内贞：今一

月帝令雨？ 四日甲寅夕〔雨〕。”这些卜辞记载了卜

问天神是否下令降雨以及降多少雨量，“帝令多雨”
是指天神下令向人间降很多的雨。 降雨足了，民众

的农作物就能有个好收成；降雨不足，则会影响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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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收成。 雨神与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

关，这也是殷人十分崇拜雨神的缘由。 民众生活质

量的好坏又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民众生存无忧，则
国家稳定；民众生存受到影响，国家就容易出现动

荡。 因此，商王十分关心天气变化，关注每年的降雨

是否充足，如果长时间不降雨，商王便会举行祭祀，
以期天神降命令给雨神，让雨神布雨，以保证民众的

生计不受影响。 “求雨”时举行的所有占卜活动以

及祭祀活动，都属于巫术范畴，是商代巫风文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商汤求雨”故事亦体现出商人对雨

神的崇拜。
“商汤求雨”的故事对商初国家的稳定也产生

了积极作用。 此故事发生在商初，当时国家连年遭

受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民众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的生

存，若再不采取措施，民众有可能发生暴动，影响国

家稳定。 在此背景下，商汤采用商代“求雨”活动中

最虔诚的方式，用自己作为牺牲，向天神祈求，一是

表明对天神的敬仰之心，二是安抚民心，让民众知道

他拥有一颗仁德之心，心系民众，从而将其与夏桀形

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在商汤虔诚地求雨时，果真就

下了雨，这更加坚定了民众拥护商王的决心，对他灭

夏的举动逐渐释然，此举对商王收获偏远地区的民

心起了重要作用。
巫在商代拥有与神灵沟通的能力，成为天神与

君王沟通的桥梁，在商代拥有很高的地位。 商王作

为商代最大的巫，在发生重大事件时，自己也会参与

占卜活动，“商汤求雨”的故事就是商王自己全程参

与的巫术行为。 对于文明还未完全开化的商人来

说，他们无法解释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 对于超乎

他们认知范围的事情，只能寄托于天神，认为这一切

都是神灵在操控。 通过巫术，向民众解释自然界发

生的一切，这便是早期社会的文明现状。 研究“商
汤求雨”这类早期的巫术行为，能帮助我们进一步

探知商代的巫风文化及早期的商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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