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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实录

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理论分析与实证材料的结合，

宏观考察与田野调查、个案分析的结合，是一种科学的方

法。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以及其他一些相近的学科，

都必须遵循这科学的方法，才能使本学科不断获得理论的突

破和提升，获得发展的生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写过

《一个白族农村的教育变迁———个案分析》一文，作为海峡

两岸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先后在台湾和云

南学术文集和期刊发表。我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我生于斯、长

于斯的一个白族农村作为典型个案，把我亲身经历过而现在

已将消失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力图保留其作

为第一手材料的真实性，给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可靠的实证

材料。

我这里说的这个白族村寨，原称包大邑，《徐霞客游记》

中称波大邑，波包为汉语的语音之异，现又称起凤村，因村

中过去有起凤书院。这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寨，居民全是本

地土生土长的白族，尽管他们自称祖上是南京应天府人，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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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不过是传说罢了。这个村寨在徐霞客笔下已是一个 “大

聚落”，坐落在洱源县南面的凤羽坝子西北角，现属凤羽古

镇的一个村。我出生在这里，伴随这片泥土长大，五岁读私

塾，直至读小学、中学，到 1948 年才离开她到昆明读大学、

工作。在大约二十年的青少年岁月中，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村

寨的“本乡本土”的生活，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

闻，无一不是这个村寨的实际生活; 而那些民风民俗，乡亲

乡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永志难忘。这里，我仅凭记忆所

及，把这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种种表现，作如实的记录，

所写的材料，是 1948 年以前的情况，有许多至今尚保存完

好，但也有不少消失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去看，这些尚

存的和已经消失的，都具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说的白族文化，是白族人民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文

化，它具有本民族的显著特征。作为白族地区的一个白族村

寨，包大邑的白族人民，自然也具有白族文化的共同性一

面，但是由于社区地域的差别，它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所

以，我们可以从一个村寨的典型案例看到白族文化的基本特

色，又可以看到同是白族文化，又具有社区文化的地域特

色。这也表明白族文化既有趋同性的一面，又有差异性的一

面，呈现出白族文化多彩多姿的特点。

一、儒、道、佛文化的本土化

白族文化受汉文化的浸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远的不

说，就是从南诏时期开始，白族、彝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已

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南诏国所属各地的人民，汉文化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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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水平，其中以白族最为突出。包大邑属浪穹，距南诏

旧都 ( 太和) 不远，其地白族人民接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也

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把聚集点放在这个村寨，就可显示

出白族文化的大致缩影。其中，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影

响，可以说是构成白族文化的重要条件。当然，我这里说的

是影响，并不是说白族文化就是汉文化的翻版。而是儒、

道、佛三家文化和白族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实现其自身的本

土化。这就是说，同是儒、道、佛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但

是，从信仰意识到仪礼仪式，都具有白族文化的特点。

( 一) 儒学的教育

包大邑以儒学为正宗教育，已有悠久的历史， “耕读传

家”是比较普遍的风气，全村以农耕为业，但不忘让子弟读

书，接受教育。所以，村塾教学早已有之，笔者五岁发蒙，

就是在一位私塾先生家接受教育。教材一般从 《三字经》、

《千字文》、《百家姓》等类开始，先是熟背，半年或一年之

后，读《四书》、《五经》，先生才开讲，方法也是逐段背熟，

逐段讲解。先生用白语讲解，是双语教学。再高一级则进

“书院”读书，过去白族农村有不少书院，包大邑有起凤书

院，附近的凤羽街有凤翔书院，这都是重要的乡村学校，也

是白族农村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标志。起凤书院规模不大，大

门正面有一堵白石灰照壁，据说只有书院才能有此照壁，是

文化的象征。大门一进两院，前院为教学及塾师住宿之所，

后院有孔子殿，农历八月廿七日是孔子诞辰，在此举行祭孔

典礼。礼仪虽参照儒家经典，但毕竟在农村，不可能多么隆

重烦琐，但也严肃认真，以猪羊为供品，学生叩首饮羹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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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获得智慧。之后，无非就是 “打牙祭”，大吃一顿，固然

有尊孔之意，实际上是白族小知识分子的一次聚餐，别有风

味。由于接受儒学教育较早，所以在历史上也出过一些文化

水平较高的士人。我小时还见过一家大门上有“进士第”的

大匾额，还有“三代郎官”府第的遗址，有“三楚贤侯”的

匾额，石雕牌坊，正厅的画栋雕梁，残垣断壁，还可以看出

当年富丽堂皇的气派。原来，这是明末进士张维周家的府

第，张维周当过知县，其子张大观中亚元，历任湖广、福建

等地知县和四川通政司。据说“三楚贤侯”的匾额是吴三桂

亲笔题赐的。张大观之子是举人出身，曾任贵州乐民县知

县。① 由此可见，以儒学为正宗的汉文化在这个村里的影响

是很久远了。除教育之外，从村里的亲属称谓、婚丧仪礼、

伦理纲常、民风民俗中，都可看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痕迹，只

不过都是通过白族的语言、习俗，白族的生活方式表现出

来，也可以说完全是本土化了。

( 二) 道教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势力，道教在包大邑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里的佛教古寺灵鹫寺的后面，就是高耸雄巍的玉皇阁，其

中供奉的玉皇及道教诸神、阁顶耀眼的“大哉乾元”大金字

匾，已足以显示道教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和崇高。除玉皇阁这

标志性的道教建筑之外，村子西边还建有文昌宫，村里还有

关圣宫，这都属于道教神!系统的宫观。当然，道教的影

响，远不如儒学那么深远，但是，它在建构人们的伦理道德

① 参见董亮伟《张大观轶事》，见《建文皇帝在云南》，中国
戏剧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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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树立除恶向善思想方面，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不可

低估的。与道教文化有关的活动，大概有下述种种:

1. 洞经会

这主要是由男性中老年人组织起来的不定期的集会，叫

洞经会，也称坛经会。他们的活动或在农历每月初一、十

五，或在村里有水旱疫情灾异时期，一年内有一两次至数次

不等的集会。集会形式多是在街道上设坛礼拜道教神灵，由

有文化的长者主讲 “圣谕”如 《太上感应篇》、 《阴骘文》

之类，村民自愿听讲。而最吸引听众者，则是穿插其间的洞

经音乐，乐器有丝竹管弦、铙钹鼓板多种，洞经乐的曲牌腔

调很多，悠扬悦耳，甚受群众欢迎。

2. 设醮求雨

如遇大旱之年，村民常请洞经会老人设坛求雨，也称作

“道场”，供龙王牌位及雷神雨神之类牌位。仪式除祭祀之

外，还要奏洞经乐，宣讲 “圣谕”，然后管乐钟鼓齐鸣去游

村，到龙王庙祈祷祭祀。这种求雨道场，有时也由和尚主

持，以诵经念咒为主，在这种场合，有时也很难分辨是道教

仪式还是佛教仪式，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的简朴原始的迷信

色彩。

3. 扶乩问神

这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巫术，道士们也常用这种巫术。

其法是设一高坛，前燃香烛，巫师 ( 一般是道士，包大邑则

由村中能诗文的长者主持其事) 端坐台上正中，面前桌上有

一木方盘 ( 或用簸箕) ，内盛细沙，巫师手中执一丁字形的

木条作笔，闭目合睛作神灵附身状。来问卜的人跪在台前，

上香祷告，禀明所问何事 ( 或问吉凶，或问死者灵魂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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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即在沙盘中写字，或用韵语，或是话语，言吉凶祸福，

旁有一个专事抄录，以示问卜者。道教在民间的许多活动，

和巫术相似，扶乩之说，本是迷信，但许多老百姓就是确信

无疑，我幼时在包大邑所见者，正是如此。

( 三) 佛教的信仰

南诏以来白族盛行佛教，信仰遍及乡野。位于包大邑西

面大约两公里的山上有灵鹫寺，最早建于南诏时期，屡毁屡

建，明清时之建筑，至今犹存。在偏僻的乡村，这是一座规

模较大的佛寺建筑，其结构布局，基本上和中原地区的佛寺

相同: 一进山门就见哼哈二将 ( 山门护法神) 的巨型塑像;

进第一层殿宇两面是“四大天王”像，正中为弥勒佛像。这

里有一奇特的现象，在弥勒佛侧边，又供有一尊木雕的男观

音像; 白族人民信奉观音菩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大家心目中的观音是一位左手拿净水瓶，右手持杨柳枝

的慈祥美丽的女神，被称作东方的维纳斯。而包大邑白族人

民所供奉的观音，却是一位白发长须的老者，被尊称为 “观

音老爹”。观世音本是大乘佛教尊神，唐代因忌李世民的世

字讳，故称观音，大理白族地区也通称之为观音。佛典中说

观音有多种化身以便于救世度人，女性观音大概是其本相，

观音老爹可能是其化身。我对此没有考证，但包大邑人为何

供男观音，这对研究白族地区的佛教，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问题。现在我们把话题拉回到灵鹫寺，在弥勒佛像背面，有

韦驮像，正对着第二院大雄宝殿; 大殿两边是厢房，左为住

持和尚所居，右厢房供有“大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大雄

宝殿虽不太大，却也庄严肃穆，颇有气势，殿内有如来佛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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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两侧为文殊、普贤像，这些佛像的雕塑艺术，都达到

较高水平。由灵鹫寺的历史和规模，即可知佛教在包大邑流

传之早和影响之大。我小时常随母亲到寺内烧香拜佛，那时

寺内住持僧只有一师一徒，但香火旺盛，尤其每月 ( 农历)

之初一、十五，则有许多善男信女来礼佛诵经，甚是热闹。

村里的佛教信徒，多系妇女，参加者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妈

妈，故又被称作“妈妈会”，为首者有男性老者一二人，称

“斋公”，女性一二人，称 “斋太”，他们负责组织、引导。

初一、十五斋戒日，分配众信徒轮流值班，负责筹办在灵鹫

寺集会的素食午餐 ( 以稀豆粉或豆腐豆浆为主) 。当天，妈

妈会的成员都要自备香火，换上洗净的衣服 ( 有的还要裹

足，虽不是小脚) ，三五成群到寺里敬香，并在大雄宝殿集

体唱经。她们都不识字，只是按平时 “斋公”口授的 《心

经》、《大悲咒》之类，默记上口，届时在宝殿内礼佛唱经。

“斋公”领唱，并打击 锣、铙钹一类乐器，“斋太”则敲木

鱼以定拍节 ( 相当于我们唱歌时打拍子) 。这当中，自然不

乏一些充数的“滥竽”，却也显得十分虔诚庄敬。我小时候，

常跟随我母亲到灵鹫寺参加这类佛事集会，听他们唱经。当

然最高兴是那顿素食午餐，一碗稀豆粉似乎比在家吃的要香

得多。我当时还不识几个字，但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经文，虽不明其义，却已朗朗上

口了。

以上所介绍的儒、道、佛在包大邑流传的情况，使我们

可以看到白族文化的一些鲜明特征:

第一，汉文化的影响至深，而其中突出表现是儒、道、

佛的并存与互融。人们在接受各家文化影响过程中，把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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