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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Xiang”, also known as “KanXiang”, “BaXiang” and so on, is a kind 

of witchcraft activity performed by full-time “Mr. Guanxiang”, which has a certain 

function of healing and divination.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were used to interview “Participants” and “Mr. Guanxiang” 

respectively. Also, a complete ceremony of “Guanxiang” was analyzed. This research 

carries on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the generic analysis to the interview data based 

on the rooted theory, uses Nvivo 12 to carry on the coding to the interview data, and 

carrie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witchcraft of “viewing incense” has the 

functions of emotional catharsis, compensation for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moral 

restraint.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cipants show different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Guan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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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香”又名“看香”“把香”等，是一种由专职的观香人员从事的

巫术活动，具有一定的疗愈和占卜作用。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分

别对“香客”和“观香先生”进行访谈，并对一场完整的观香仪式进行参与观察。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及类属分析，使用 Nvivo 12 对访

谈资料进行编码，并由此进行理论建构。“观香”巫术具有情感宣泄、控制感

补偿以及道德约束等功能。不同类型的香客在“观香”前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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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观香”文化简介

“观香”又名“看香”“把香”，是一种由专职人员从事的巫术活动。前来“观

香”的人被称为“香客”。从事观香职业的人通常被称为“先生”“香头”“师

傅”或“观香先生”，在嘉祥县则多被称为“观香先生”。

“观香文化”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体现。香的用处十分广泛，如祭祀、

美化环境、陶冶情操、祛除异味、驱除蚊蛇、计时等。从“香文化”的性质特

点的横向层面看，又包括礼教“香文化”、宗教“香文化”、社交“香文化”

和居家“香文化”［1］。由此可见，“观香”文化可以视为宗教“香文化”的

一部分。

而“观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2］。民

间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复杂性、多元性［3］。就嘉祥县来说，其民间

呈现出神、祖先神、鬼的三级信仰体系，具有一定的“弥散性”和“互动性”［4］。

玉皇大帝位于信仰体系的最上层，统领除祖先神外的各路神仙。祖先神位于信

仰体系的第二层，每年寒食节（清明节）、十月一（阴历十月初一，即鬼节）

及除夕举行的祭奠祖先活动，体现了民间对于祖先神的敬畏与崇拜［5］。鬼位

于信仰体系的最下层，一般会给人带来厄运，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则是敬而远之。

“香”可通灵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紫”（柴）字指的是“手持燃木的祭礼”。

在先夏时期，甚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学会使用燃烧柴木的方法祭祀

地方神灵。威廉·冯特在《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人类心理发展简史》中也

曾提到“用火焚烧熏香以达到净化”［6］，以及“扔到火里的草药和树脂一般

被认为是送给神的祭祀品，在烟雾缭绕中，神会感到快乐，而恩赐于烧香的人”。

在《尚书·舜典》也有记载：舜在接受尧禅让的帝位时，在祭祀仪式中燔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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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告祭天地，使用的便是香。根据朱权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的记载：“灵

香可以达天地之灵”，“凡遇有急祷之事，焚之可以通神明之德，如出行在路，

或遇恶人之难，或在江湖遭风浪之险，危急之中，无火所焚，将香置于口内嚼

碎向上喷之，以免其厄”［7］，这也说明了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香具有通神

明、辟众难、保平安的功效。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即香火代表子孙后代，“断

了香火”就是没有了子嗣，即没有人延续自己的香火。“断了香火”在阴间就

会备受冷落和欺压［8］。由此可见，“香文化”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观香”文化的本质实则为一种巫术。西方关于巫术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9］，

如“恐惧说”［10］、“焦虑说”［11］等关于巫术起源的研究，关于巫术仪

式的研究［12］，关于巫术与宗教的关系研究［13］［14］等。国内也有一些

研究关注巫术的作用［15］，以及巫术背后的交感思维等［16］。

1.2  “观香”巫术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观香”的研究较少，且集中在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化研

究等方面。这些研究主要有：《侗族的赎魂》［17］，主要是对侗族“看香”

巫术的描述；《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4］，对石家庄梨区

的“看香”巫术以及“看香”的仪式要求、民众信仰进行描写；《现代化进程

中的苗族宗教活动变迁——以台江县巴拉河村“看香”活动为例》［18］，从

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对巴拉河村（苗族人）的“看香”活动进行描述；《洱

海“看香”巫术调查》［8］，从“看香”的巫术本质出发，结合当地的本主信仰，

对“看香”巫术的作用以及“看香”巫术与本主信仰的关系加以介绍；《“说”

和“做”：地方信仰知识的建构方式》［19］，通过对民间“看香”的相关传

说以及人们的“求助”行为的分析，对民间信仰的建构进行描述。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建立“观香”巫术的理论体系；

二是调查“香客”对于“观香”巫术的寻求程度，以及探讨观香前后“香客”对“观

香”的态度变化；三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观香”巫术作用的心理机制；

四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讨论“观香”巫术的发展空间及其走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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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对资料进行收集，并基于扎根理论对资料

进行分析，最终进行理论建构。

2.1  研究抽样

遵循强度抽样的原则，抽取信息密度和强度大的个案［20］，具体来说本

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滚雪球式取样”以及“第三者介绍取样”等抽样方

法抽取受访者 5 名，其中男性 1 名（香客，年龄 75 岁），女性 4 名（2 名香客，

平均年龄 33.5 岁；2 名观香先生，平均年龄 54.5 岁）。

2.2  资料收集

2.2.1  访谈资料的收集

（1） 设计访谈提纲

根据本次研究的目的，设计两套访谈提纲，分别用于观香先生和香客的访谈。

经过反复推敲、筛选，最终访谈提纲内容如表 1。

表 1  访谈表

Table 1  Interview Form

观香先生访谈表 香客访谈表
1．您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 1．您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
2．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观香职业的？ 2．请谈谈您的观香经历。
3．您是怎么学会观香的？ 3．您当时去观香所为谓何事？
4．一般找您观香的人都是看什么？ 4．您在观香的时候有什么特殊仪式？
5．观香有什么特殊的时间要求吗？ 5．您认为观香的作用如何？
6．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观香的大致流程？ 6．请问您如何看待鬼神？
7．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香客还愿的情况？ 7．请您讲讲还愿经历？

（2）预访谈

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访谈提纲，在正式访谈之前对嘉祥县的一些“熟人”进

行预访谈，主要的目的在于提前了解观香的大致内容，以便对访谈提纲进行调

整和改进。在对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正式访谈

［21］。通过对预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在正式访谈中可能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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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以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3）正式访谈

本研究只有第一位和第三位受访者是现场访谈，其余受访者都是通过电

话进行的访谈。两次现场访谈其中一次是在受访者的观香店里进行，另一

次是在受访者家中进行。为了保证较高的访谈质量，作者在访谈前阅读了

大量的关于访谈的书籍和文献，提前预约受访者，在访谈时向受访者表明

访谈目的，得到受访者的同意后开始录音及拍摄。访谈结束后，根据录音

内容和访谈时的具体场景情况（包括受访者的肢体、情绪语言），将访谈

录音转录为文本信息。通过反复校正、核实，最终确保文本信息包括录音

的全貌。经过初步的整理，形成本研究的原始研究资料：录音资料和文本

资料。

2.2.2  参与观察资料收集

本研究参与观察的资料由第一作者进行收集，主要方法是第一作者作为一

名香客，就自己的学业、事业、婚姻三个方面向观香先生请教。整个观香过程

以录音的方式记录，并在观香仪式结束之后，将录音资料转录成文本资料。

2.3  资料分析

2.3.1  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理论建构［22］。其中，对

资料的分析包括初步分析和类属分析。初步分析是对原始访谈资料的整理和一

级编码，提取原始访谈资料里的意义单元。类属分析是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进

行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自下而上的建构理论，就是在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的

基础上发展得来的。

2.3.2  QSR Nvivo 12.0 plus 质化分析软件的使用 

借用 QSR Nvivo 12.0 plus （简称 N12）质化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和

类属分析。该软件通过导入中文访谈文本，将无结构的、非数值性的资料进行

索引和搜寻以及理论化，进而有助于研究者编码与搜寻以及建立索引、逻辑关系、

理论等［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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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登录与初始编码

首 先， 对 每 一 位 受 访 者 和 访 谈 问 题 进 行 编 号， 受 访 者 编 号 分 别 是

W1 ～ W5，访谈问题的编号如下：观香先生访谈问题编号 Q1-1 ～ Q1-7，香客

的访谈问题编号 Q2-1 ～ Q2-7。对受访者和访谈问题进行编号是为了避免在资

料分析的过程中发生混乱，为下一步的资料分析奠定基础［20］。其次，对原

始资料认真仔细的阅读，进行先期初始编码，即一级编码。对于观香先生和香

客的访谈资料的编码原则是以访谈提纲为准，提取与访谈提纲有关的意义单元，

在原始资料中逐句阅读，认真考量，提取反复出现的意义单元，对资料设置码号。

而对于参与观察的原始资料，由于观香活动的性质，无法提前设计观察内容，

因此，对参与观察的资料进行编码主要是提取其中反复出现的意义单元。

观香先生访谈资料的一级编码中，得到的意义单元为 13 个，总参照点为 59

个。香客访谈资料的一级编码中，得到的意义单元为 9 个，总参照点为 35 个。

参与观察的资料分析得到的意义单元为 8 个，总参照点为 44 个。

2.3.4  类属分析：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

（1）聚焦编码（二级编码）

指对一级编码中的意义单元进行归类总结，以更加概括的主题对一级编码

中的意义单元进行萃取。即将一级编码中意思相同或意义近似的意义单元进行

合并（见表 2，表 3）。

表 2  观香先生访谈资料聚焦（二级）编码表

Table 2  Focus (secondary) coding table of Mr. Guan Xiang's interview data

聚焦（二级）编码 初级编码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观香先生
的特点

年龄

32

年龄 53 岁、56 岁 2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 初中、没上过学 2

从事观香职业的年龄
从事观香职业
的原因

神仙转世、 5

从事观香职业的原因 精神疾病痊愈后自己就会了

观香技能的获得方式
从事观香职业
的年龄

26 岁、记不清了，大概
20 多岁

3观香的手段

观香先生的职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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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级）编码 初级编码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观香职业
的特点

观香的场地

18

观香的场地 家里、自己开店 3

观香的基本仪式 观香的基本仪式 磕头、还愿 6

观香的时间要求 观香的时间要求
初四、十四不点香、十三
不点香

4

观香的收费标准 观香的收费标准
决不多收钱、老神不让多
收钱、随心意给多少都行

7

观香的
种类

疗愈型观香

9

疗愈型观香
小孩吓着、不孕不育、以
后的婚姻

4

观香技能的获
得方式

没有专门学习过、神仙转
世到我身上、跟佛有缘、
皈依佛门

9

观香的手段
青山上有栓娃娃的奶奶、
有送娃娃的神仙、我摸一
摸就好

3

占卜型观香

观香先生的职
业经历

丈夫跟婆婆不同意（观
香）、当时家里人不同意、
不观香的那几年经常生
病，头疼发烧没断过

8

占卜型观香
孩子考学、当官的官运、
婚姻

5

表 3  香客访谈资料聚焦（二级）编码表

Table 3   Focus (secondary) coding table for pilgrim interview data

聚焦（二级）编码 初级编码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香客的个
人资料

香客年龄

9

香客年龄 47 岁、21 岁、75 岁 3

香客受教育程度 香客受教育程度 初中 3

香客观香经历 香客观香经历 1 次、4 次 3

观香前 观香原因 4 观香原因
运气不好、事业、婚姻、精
神不好

4

观香经过

观香仪式

9

观香仪式 点香、磕三个头、还愿 4

观香先生的话或行为
观香先生的话
或行为

遇到烦心事也不是什么大
事儿、要坚持，不要放弃、

5
长虫精缠的、看香头、看
手相和面相

观香后

观香结果

13

观香结果
运气比以前好了、不管用、
比以前疯得更狠了、管用

5

观香的感受 观香的感受
人家说的挺准的、当时觉
得有点信心了、我知道人
家是为了安慰我、

4

香客的鬼神观 香客的鬼神观 半信半疑、有时候不信也不行 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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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轴心编码（三级编码）

在二级编码的基础上对观香先生访谈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轴心编码。香客访

谈资料，以及参与观察的访谈资料在二级编码之后无法再抽取可合并的概念，

因此没有进行轴心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的目的是建立适当的范畴，以便

于建立范畴之间的联结［25］。通过对参与观察资料进行轴心编码，共得到 3

个新的节点，由此绘制参与观察资料轴心编码（三级）表（见表 4）。

表 4  参与观察资料轴心（三级）编码表

Table 4   Axis (third-level) coding table for 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data

轴心（三级）编码 聚焦（二级）编码 初级编码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类目 示例 参考点

观香的目的 婚姻、事业 1 观香的目的 婚姻、事业 1 观香的目的 婚姻、事业 1

观香的过
程

询问相关
信息

19

观香的方
法

看香占卜、
看手相、
面相占卜

15

看香占卜
看你的香、
你这个香

14

观香的方
法

看手相、
面相占卜

看你的手，
相你的面，
老神看了
都喜欢，
元宝在你
手里抓

1

观香的仪
式

询问相关
信息

年龄、属
相

2
询问相关
信息

年龄、属
相

2

观香的仪
式

点香、磕
头

2
观香的仪
式

点香、磕
头

2

观香结果

观香先生
告诫、

24 观香结果

观香先生
告诫、

24

观先生香
告诫

安全第一、
找对象别
找独生子

2

观香先生
建议、

观香先生
建议、

观香先生
建议

招工作向
外走、考
完研究生
继续往上
考

4

观香先生
肯定

观香先生
肯定

观香先生
肯定

上等香上
等卦、你
的香没问
题、事业
香越来越
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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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理论建构

本研究采取从资料中自下而上建构理论的方式，即从原始资料出发，通过

归纳分析逐步产生理论［20］。具体经过以下几步：

第一，在三级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核心类属或主题。在三级编码所建

立的树状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属之间的关系，发现观香先生访谈资

料的二级编码表的三个树状节点分别是围绕“观香先生的特点”“观香仪式的

特点”“观香的种类”展开的。

第二，结合香客访谈资料的聚焦编码表和参与观察资料的聚焦编码表，初

步建立观香的理论框架。即结合香客对观香的态度以及参与观察的结果总结，

从不同香客的关注点的异同出发，进行理论构建。

第三，将初步建立的理论框架再次回归到原始的访谈资料中，进行资料与

理论的反复的比较分析，并以原始资料为准，适当调整理论框架。

第四，在理论框架与原始资料的分析比对结束后，提出系统的理论体系（见

图 1）。促使人们相信通过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助自己摆脱焦虑。而疗愈

型观香（香客关注眼前问题的解决）的效果会直接关系到香客对于观香巫术的

信任程度以及寻求的稳定性程度。另一种情况下，未知的好奇或恐惧使人们对

观香巫术产生一种处于理性与非理性信念之间的不稳定的寻求。占卜型观香（香

客关注未来的发展情况）中，香客更加注重个人在未来的发展，而对观香巫术

的态度会趋于一种偏理性的不稳定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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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香前

偏非理性的寻求

（不稳定）

疗愈效果好：非理性

寻求（稳定）

疗愈效果不好：非理

性寻求（不稳定）

关注点：疗愈效果

关注点：个人发展

理性寻求（稳定）理性与非理性寻求并存

寻求度不稳定

未知

好奇 恐惧

（看事）

生活事件

焦虑（看病）
 观香

 行为

疗愈型

观香

占卜型

观香

态度转变

态度转变

观香后

图 1  “观香”前后态度转变图

Figure 1   Attitude change before and after“Guanxiang”

3  结果

3.1  观香先生及观香仪式的特点

3.1.1  观香先生的特点

作为观香巫术的“主导”角色，观香先生对于自己的职业角色存在一定的不

合理信念。观香先生有坚定的“职权神授”的信念， 即坚信自己的观香能力是神

赋予的，并且坚信“观香”是不可能通过学习来掌握的。人被授予神权的现象被

解释为仪式性附身（ritual possession），是一种自发的解除压力的行为，被附身者

在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并非病人，透过神煤的附身仪式（文中观香先生所提

到的自己生病、精神出问题等）可以减轻社会文化压力，是一种群体的、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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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自我防御机制（coping mechanism）［26］。他们自称信仰佛教，是与佛有

缘之人，是“皈依”之人。观香的场地被称为“佛堂”，观香先生相信香客亦是

与佛有缘之人。另外，观香行业有着自己的行业神，即观香先生所说的“老神”，

在为香客解决困难的时候，观香先生坚信是受助于“老神”的。

3.1.2  观香巫术的特点

观香仪式简单，香客将诉求告诉观香先生之后，由观香先生为香客点燃香，

香客只需对着香磕三个头，观香先生便可根据这柱香告知香客，他们面临的困

难由何而生，如何破解。人们相信观香巫术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交感思维有关，

即认为一旦接触，就可以交换本质［27］。在观香过程中，人们对着香磕头的

行为，赋予了香一种灵性以及与香客之间特有的联结。另外，观香的时间上也

有一定的要求，人们一般选择在阴历带有六（同“溜”或“留”，寓意一切顺利，

或亲人留在身边，不离开）、八（同“发”，寓意发财）、九（同“久”，寓

意长长久久）等的时间去观香，而有意避开带有四、十（同“死”，寓意不吉利）

等的时间，这与中国民间传统的数字信仰相吻合［28］，体现了人们追求吉利，

避免厄运的一种心态。

观香的类型可以根据香客的诉求不同，分为疗愈型观香和占卜型观香。疗

愈型观香主要是关注解决香客眼前所面临的困难，疗愈型观香针对的大多是一

些“虚病”，即民间所说的“吓着”“鬼上身”等。也一些久治不愈的病，就

像观香先生提到的一对夫妻一直没有孩子，在医院治疗无果，才向观香先生求

助。这一类观香大多涉及“许愿还愿”，即在自己的问题解决、病症好转之后，

香客需要“还愿”，以感谢神灵相助。占卜型观香则多针对人们对于未知的焦

虑或恐惧，香客大多问自己的运势、事业、婚姻、学业等，观香的内容一般指

向未来，因此不涉及“还愿”的内容。

3.2  香客对待观香巫术的态度

香客对待观香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种：坚信观香的作用、坚决不信观香的作

用和对观香作用的半信半疑。香客对于观香的态度与其观香的目的及结果有关。

一些患“虚病”的香客对观香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民间的“虚病”是无药可医



·177·
民间“观香”文化的心理机制探究

——以鲁西南地区嘉祥县为例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02012

的怪病，唯有通过神明相助，才可以解决问题。一些香客对观香半信半疑，他

们眼下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观香，在一定程度上他

们更愿意接受积极的暗示，从中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29］。对观香作用坚决

不信的香客，在经历观香之后，坚决否定观香是有作用的，认为观香是骗人的，

根本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

3.3  参与观察的结果

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作为一名普通香客参与了一场完整的“观香”仪式，

就学业、事业、婚姻等方面向观香先生进行请教。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观香先

生给出以下建议：在学业方面，观香先生鼓励研究者在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之后，还要继续深造。在事业方面，观香先生预测以后作者会“吃公家饭”。

在对于目前的处境和将来的事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肯定之后，就婚姻问题

观香先生告诫研究者“找对象一定不要找独生子”。就观香先生给出的建议而言，

除了在婚姻方面告诫“不要找独生子”外，其余全部是鼓励、肯定、夸赞的话语，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积极的暗示。本研究认为观香先生给出的告诫有两种原

因，一方面观香先生没有告知为什么“不能找独生子”，是其保持神秘性的一

种手段，即除了民间所信仰的“生辰八字”、“属相相克”外，观香先生还能

看出其它“玄机”；另一方面，观香先生给自己的话留下解释的余地，即如果

有一天研究者真的与“独生子”结婚，并且婚姻出现问题，观香先生便可将原

因归咎于研究者与“独生子”结合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4  讨论与结论

4.1  “观香”仪式的功能

4.1.1  情感宣泄功能

巫术仪式产生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情绪，在人们无法摆脱某种困境或

无法左右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会诉诸假想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压力［30］。焦

虑的情绪会使人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观香巫术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积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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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暗示，以及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勇气。从香客的访谈资料分析来看，

受访者 W4 提及“自己当时有一段时间一直运气不好，心理很烦；自己知道观

香先生说的那些话是在安慰自己，但就是觉得管用”。观香巫术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起到情感宣泄的功能。

观香巫术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也是在一定的符号系统内约定俗成的，

受到集体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面对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难免产生

集体的紧张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巫术仪式可以缓解人们的集体焦虑情绪。

4.1.2  控制感补偿作用

控制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受到挫折时，

个体会感到焦虑、压抑等，它出现于生命早期，且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

要［31］。人们在一些疾病、灾难面前，由于无力解决或摆脱，因此表现出控

制感的丧失，个体在丧失了控制感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32］。

在以往的研究中，等人提出了补偿性控制理论，旨在全面探讨人在丧失控制感

后各种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及其发生机制［33］。观香巫术体现出人们在知道自

己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时，仍然没有放弃，并转而寻求别的方法，

希望自己可以感动命运［34］，表现出一种可协商的命运观。可协商命运观作

为补偿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4.1.3  道德约束功能

文化具有外显性和内隐性，一定社会区域或一定文化符号体系内的个体，

有着共通的民间俗信。俗信离不开生活，它集中反映了人们生活层面的信仰活

动和文化现象［35］［36］。“观香”既是世俗信仰又是民间信仰的载体，在

嘉祥县的三层神灵信仰体系中，无论是神仙、祖先还是孤魂野鬼，在人们心目

中他们都是神圣、值得敬畏的。受佛教归因思想的影响，民间信奉“善恶终有

报”，信奉祖先，更敬畏不知名的孤魂野鬼。人们在进行观香巫术的时候，一

般会被告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总的来说，恶因导致恶果，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这

种恶行会得到原谅，但不是所有的过错都可以有办法补救的，一般过错只要真

心悔过是可以被原谅、被救赎的，但如果罪大恶极，观香先生也会无能为力，

即神不再眷顾，所以观香先生一般会教化人们积德行善，上孝父母，下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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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定程度上，观香巫术可以起到正面的道德约束功能。

4.2  层级明确的信仰体系使“观香”巫术中的责任承担明　

确化

民间信仰的三级分化，一方面体现出不同神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同，另

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现实性导致人们在有求于神的时候目标更加明确。

在“观香”巫术中也是如此，“老天爷”掌管的众神管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财神掌管人们的财运，送子观音（即观香先生提到的“拴孩子的奶奶”）

掌管人们的生育，行业神管理人们的工作等。祖先神则与整个家族的兴衰、子

孙安康等相关。野鬼一般无人祭祀，若有人无故生“虚病”，那可能就是野鬼

在作祟。这样一来，来访香客无论是哪一方面出问题，观香先生都可以“对症

下药”。

4.3  观香的效果作为反馈因素影响人们对观香的态度

4.3.1  疗愈型观香前后的态度转变

疗愈型观香关注的是香客眼前问题的解决，即面临这一种无法通过自身能

力摆脱的困境时，香客对待观香会持有一种非理性的不稳定寻求。香客向观香

先生寻求帮助，实际上是想通过神明的力量，帮助自己解决困境，但大部分是

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个时候香客对于观香的寻求处于

一种非理性的、不稳定的状态。而观香巫术的疗愈效果会直接影响香客对于观

香的态度。一般来说疗愈效果好（观香仪式对于消除香客的焦虑起到积极作用）

的情况下，香客对于观香的非理性的不稳定寻求会慢慢转变成非理性的稳定寻

求。而在观香的疗愈效果不好，或者没有达到香客所期望的疗愈效果时，香客

对待观香态度将会朝着理性的可靠信念转变。

4.3.2  占卜型观香前后的态度转变

占卜型观香主要是针对香客对于自己未知的好奇和恐惧的问题，一般没有

时间上的急迫感。观香之前，香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担心自己的未来发展情况，

例如一些“看事”的香客，前来询问自己的运势走向，也有一些父母前来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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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高考、工作等，这一类香客对于观香的态度，是一种处于理性和非理性之

间的不稳定寻求，不会尽信观香先生所言，也并非一点都不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于未知的关注点的转移，对于观香的态度，会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理性的

不稳定寻求，即更多的关注点会转移到自己身上，相信自己的能动性。

5  反思与展望

一方面观香巫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因此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本研究并未做到深

刻挖掘观香巫术的作用机制。通过反思，得出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由于观香具

有一定的隐秘性，很多观香先生又深居农村，只有需要观香的人刻意打听才能

找到，因此本研究的抽样有难度。另一方面，观香巫术涉及鬼神，民间认为鬼

神是不可以随意谈论的，人们也会尽量少提，想要得到真实的原始香客的观香

资料比较困难。因此本研究只是在基于访谈问卷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

另外，现在的很多观香先生以盈利为目的给人观香，并且有时收取昂贵的

费用，导致人们对观香望而却步。随着科技进步、医疗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较之以往，人们更能客观的面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并且倾向于采取更加科学的

手段进行解决，因此，观香巫术较之以前其存在空间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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