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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貓兒契

李仁淵助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要

以雕版印刷、作為商品販售的日用類書起於宋元之際，而大盛於晚明，提供許多日

常知識的材料，讓研究者得以一窺中國帝國晚期的知識世界。本文以最早見於元代通書

的「貓兒契」為例，呈現這類特別的知識如何在商業出版物中流傳、討論契約格式的應

用，並嘗試解讀其中的人貓關係。

本文

元代出版的《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收了一則契約範本「貓兒契式」（圖一），

這則與貓相約的契約格式與內容均很特別。所謂「契式」即供人依樣畫葫蘆的契約範

例。此契正中央是貓的畫像，圍繞著貓的畫像，由內而外逆時鐘方向的是契約的文字內

容：

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行契○○

是某甲，賣與鄰居某人看。三面斷價錢○○，○○隨契已交還。賣主願如石崇富，壽如

彭祖福高遷。倉禾自此巡無怠，鼠賊從茲補不閒。不害頭牲並六畜，不得偷盜食諸般。

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東畔與西邊。如有故違走外去，堂前引過受笞鞭。某年某月某

日，行契人某。

而契約的兩邊寫上「東王公證見南不去。西王母證知北不遊。」1 在買貓之後訂的，但訂約雙方不是買方與賣

方，而是貓與新主人。新主人與貓約定，要貓到新家後勤奮巡守捉鼠，不得傷害其他牲畜與偷盜食物、不得到處

亂跑，否則就要乖乖「受笞鞭」。

「貓兒契」的起源難以考究，可以流傳至今是因為在宋元之際刊刻出來。最早的來源《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

書》是日用擇日宜忌等知識的系統匯集，這些知識可以上溯到先秦，部份仍流傳在當代家用的「農民曆」中。這

份「貓兒契式」收在「買貓兒法」條下，該條之前是與牲畜相關的擇日宜忌條目，如「造豬椆」底下列有修築豬

舍、買賣豬隻的良辰吉日，而「買貓兒法」條下還有挑選貓隻的口訣。收在同卷中的還有如「修作陂塘」、「種

蒔栽植」、「養蠶經絡」等與日常農作相關的主題，教導讀者作這些事情最好的時刻。

現在留存的《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並不完整，作者與出版資訊不明，但明代建陽醫家、出版家熊宗立

（1409-1482）編輯出版的《類編曆法通書大全》有許多條目在次序與內容上與《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有相類

之處。熊宗立稱這本《類編曆法通書大全》重編自元代江西宋魯珍的通書與何士泰的曆法。在序中他說：「獨清

江宋輝元2 通書集先賢之秘訣，會諸家之所長，辨論詳明，使天道人事各隨其時，非深知羲和之道、造景純之閾，

得袁李楊曾劉范諸君子之傳，而能然乎？誠所謂『陰陽寶鑑』者也。」3 可見得此類「陰陽寶鑑」稱重的是內容有

所本，繼承自先賢大師，且能夠將這些知識匯集整理，「會諸家之所長」。這些系統化的知識在商業出版發達的

宋元之時刊刻成書，在更廣泛的讀者之間流傳。

現在無從得知熊宗立對宋魯珍的通書有多少改易，然而收在《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中「納貓犬」條下「貓兒

契式」和「相貓兒法」，與元代《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中的完全相同（圖二）。在時代稍晚，由建陽名家余

象斗出版的《新刊理氣詳辯纂要三台便覽通書正宗》亦有收錄。4 不僅是在通書這個類別當中，在晚明一般性的日

用類書，如《新鍥天下備覽文林類記萬書萃寶》（1596）、《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覽五車拔錦》（1597）、

《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1599）、《鼎鋟崇文閣匯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1609）也可以看

到形制相同的「貓兒契式」收入於各書的〈剋擇門〉當中，僅只在文字上或有一二脫落轉訛。5 這些日用類書多

在以出版廉價書籍出名的福建建陽編纂印造。在銷售壓力下，書商競爭內容的正確（「正宗」）與齊全（「全

補」、「匯纂」），爭相推出新版。即使書中的知識在當時未必實際運用，然而在反覆新刊重刻間，這些知識以

相對穩定的板刻圖文形式從元到明流傳了兩三百年。

現代讀者或許覺得與貓定契約很荒謬。對現代人來說，契約是用來規範經濟交換或人身關係的，且須要雙方

合意，如何能和家貓立契約呢？（以貓爪蓋印？）然而在傳統中國，契約的形式有更廣泛的運用，例如從東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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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的「買地券」。「買地券」是古人將與幽冥世界買地的契約刻在磚石或竹木

上，隨死者下葬，以確保死者墓地的使用權，不會受到惡鬼的騷擾。6 而貓兒契的契文中

包含了議定的交換價格、所有權移轉的宣告、勞務內容與罰則，也須附上日期與行契人

名，後來甚至也要畫押。如同形制不一的買地券一樣，與世俗的契約很類似。既然可向

陰間鬼神締結買地契約，與同在人間的家貓立下文字、確認勞務關係，似乎也不那麼不

尋常。

不尋常的或許是，在所有人與動物的往來之中，只有跟貓交往須要訂立契約。貓兒

契的契文本身是七言韻文，並寫成螺旋狀，具有術法的色彩。契文開頭便道出貓的不凡

地位。許多明清文獻提到中國家貓來由，常引《玉屑》：「中國無貓，種出於西方天竺

國，不受中國之氣。釋氏因鼠咬壞佛經，故畜之。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

也。」7 雖然《玉屑》這本書來源不明，從貓兒契開頭的「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

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可知這種說法最晚在元代已經出現。蓋在中國中古佛教寺院是重要的藏書所在，須養

貓「護持經卷」。俄藏敦煌寫卷中有一首《貓兒題》：「邈成身似虎，留影體如龍。解走過南北，能行西與東。

僧繇畫壁上，圖下鎮懸空。伏惡親三教，降獰近六通。」在這首可能作於唐宋之時的題畫詩中，貓不僅是護持經

卷，甚至伏惡降獰，接近了「六神通」的境界。8

養貓是為了抓鼠，乞得一貓保全家中藏書，是宋代以來文人的詩作題材之一。9 不過在迎來新貓之後，遇到的

最大問題是如何建立與貓的主從關係，讓貓乖乖在家不亂跑。針對這樣的困擾，《新刊理氣詳辯纂要三台便覽通

書正宗》提供了「納貓法」供主人參考。還沒進家門便有一道道程序，煞費苦心：10

凡買貓用斗桶等物以袋盛之，勿令人見至家。剖箸一根，和貓置於桶內盛云。每過水溝缺處，將石置之，使

不過家。從吉方歸，取貓出拜堂竈大畢，將貓箸插于土堆上，使不在家撒屎。然後復床睡，勿令走出。為法也。

不僅如此，在貓到家後還與貓定契約，畫像為憑。立下文字後，更要由東王公、西王母見證，令其「莫走東

畔與西邊」、「南不去，北不遊」。種種努力，只希望藉由神靈的力量，讓貓大爺做它該做的工作，不要逃跑。

在人與所有動物的勞動關係中，只有和從佛國帶來民間的貓要如此費心。

在晚明日用類書中可以看到的「貓兒契式」，到了清朝之後似乎很少看到。與前述通書集彙相近的《玉匣

記》是清代流傳最廣的日用通書。《紅樓夢》中巧姐著涼，鳳姐便是叫平兒拿出《玉匣記》，查出是遇著花神，

須拿紙錢送祟。不過在清代版本的《玉匣記》中只收了「納貓吉日」與教人挑好貓的「相貓法」，不再有連文附

圖的「貓兒契式」。在其他的一般日用類書中，也不常見到此契式。

或許人類在歷經數百年的失敗之後，已經放棄了以文字或神靈馴化貓的嘗試，束手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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