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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少数民族宗

教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化研究领域，着力于对具体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宗教行为进行

研究，宗教信仰对于信众广泛、信仰历史悠久的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德宏州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民族自治州，德

宏世居少数民族分别从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分化而来，在漫长的迁徙融合、繁衍

生息过程中，构筑了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具异彩的宗教信

仰和浓郁的传统节日特色。目前，德宏各世居少数民族还广泛保留着各种原始宗

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在州内俱存，其中佛教

又有南传上座部佛教和汉传佛教两大部派。州内傣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信仰

南传上座部佛教，部分景颇族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部分傈僳族信仰基督教。

综观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信仰历史久远。原始宗教的寨神与地

方神的崇拜、祖先与鬼神崇拜仍然在民众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在广大民众阶

层中深入人心，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各个村寨百姓的祭祀习俗和禁忌中看到

原始崇拜的痕迹。在历史的长河中，五大宗教传入后与世居少数民族的原始宗

教经历了撞击、融合、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人为宗教与原始宗教共生共存的现

象。各世居少数民族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个性特征，又因受佛教、基督教、天主

教等宗教影响而融入了大量宗教文化元素，还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而显现出中华

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各少数民族 “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环境，也使他们在

共同生产生活中不断加强相互学习和交流，从而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截至２００５年年底 （德宏州民宗局统计），德宏州信仰五大宗教的群众４７５７２８
人，约占全州总人口的４４５５％。其中，信仰佛教群众４２８６０８人 （南传上座部

佛教３７９７３４人，汉传佛教４８８７４人）；信仰基督教群众４２７０１人；信仰天主教
群众１９９２人；信仰伊斯兰教群众２０６２人；信仰道教群众３６５人。全州依法登
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共９０５所，其中佛教６６７所 （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６０２所，汉
传佛教寺院６５所），基督教堂２２８所，天主教堂８所，伊斯兰教清真寺１所，道
教宫观１所。全州共有３个州级宗教团体、１４个县市级宗教团体。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德宏州各少数

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蓬勃的生命力，吸引着各国各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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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不断前来进行研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田汝康先生的 《芒

市边民的摆》、江应睴先生的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开创了德宏宗教信仰研

究的先河。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全国少数民族省区组织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研究工作，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组织编写了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即 《中

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１９９９年吕
大吉、何耀华主编了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２０００年，云南省进行
了２５个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出版了系列丛书。德宏本土学者也在大量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出版了 《德宏宗教》等文化研究书籍，这些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涉及

社会、经济、文化、宗教、节日等内容，为民族研究收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

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研究必

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学科对德宏世居少数民族宗教和传统节日的研究更

为拓展和深入，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由于历史、地理、人口、经济等原因发

展不平衡的各少数民族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表现，既要能较好地展现德宏

世居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状况和节日总体情况，又要体现宗教信仰与传统节日

的变化是这本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传统节日概观》分册必须考虑

的。为此，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编写人员也利用各种条件走访专家，

深入传统习俗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实地田野调查中编

写人员发现既有延续不变也有消失不见的宗教仪式和行为，传统节日也有传

承与发展的明显改变，宗教节日的宗教内涵在明显减弱，逐渐演变为世俗节

日。分册采用大量的文本深描和照片展示相结合的手法，本着客观描述、体

现发展、注重学术的原则，概述了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

的宗教信仰和传统节日。当然，仅凭借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到对全州世居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全局掌握，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和平台充分展示德

宏师专校教师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努力，扩大与州内外学者的联系，共同深

入研究德宏丰富的民族文化。

本书各章节编写人员分别为：赖卫明 （第一章第一节）、板永明 （第一章

第二节）、张颖 （第二章第一节）、杨丽宏 （第二章第二节）、焦丹 （第三

章）、熊甜芳 （第四章）、李正承 （第五章）。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各位老师

完成了田野调查、查阅资料、编写等各项工作，限于各位编写人员的能力，

本书难免会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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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傣族宗教信仰及传统节日

第一节　傣族宗教信仰

一、傣族宗教信仰概述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 “德宏州”）傣族人口为３４９８４０人，
占全州总人口的２８８８％①，是德宏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傣族是一个古老
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它是

傣族人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动力；是傣族人民在不同时期思想、意识的反映；

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宏傣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

是多神崇拜 （原始宗教）；其二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多神崇拜的原始宗

教，它是傣族祖先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对自然、社会及人自身进行探索的

精神产物，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对图腾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鬼神的

崇拜。他们认为生产中的每一个主要环节，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诸如四季更

替、万物生长、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莫不与之息息相关。著名

傣族学者祜巴勐的 《论傣族诗歌》说道：（鬼神）保护了我们牛马避免瘟疫；

保护了我们天地皇谷丰收；保护了我们和睦相亲、子孙兴旺。接着他又说道：

没有 “蛇曼蛇勐” （寨神和地方神）就不会有人类的诚实和善良，就不会有

吉利和安康、风调雨顺、年年丰收。一句话，没有 “蛇曼蛇勐”我们傣族就

等于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灵魂的活人。所以原始崇拜是傣族人民对赖以

生存的大自然有太多无法抗拒的力量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畏，并且希望在自

己的生产、生活中得到这种神奇力量的保护，从而产生的一种崇拜。南传上

座部佛教又称巴利语系佛教，于１１世纪初传入德宏傣族地区，② 由于得到了
当时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傣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据

①

②

德宏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德宏州统计局：《人口普查通报》，２０１１年５月
１６日。

佛教传入德宏地区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本书引 《德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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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史》载：土司带领百姓赕佛、做摆①佛事活动渐多，人们争相比赛做大

摆。一年１２个月，每月都有佛事活动。又据 《西南夷土风记》：“俗尚佛教，

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自缅甸以下，惟事佛诵经。有疾病视佛，以僧代

之。”江应睴先生的 《傣族史》一书亦云：“解放前，德宏地区的傣族普遍信

仰小乘佛教，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而成为一种全民性

宗教，并对傣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并说：“每户人家经济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宗教活动开支。”这是当时德宏

傣族地区佛教盛行的写照。

尽管这样，但佛教传入的初期，它和傣族地区原有的多神崇拜也有矛盾，

也曾产生过激烈的对抗，但最终两者还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并存下来，

形成了德宏傣族信仰二元化的特点。德宏傣族既信仰佛教，也崇拜鬼神。他

们认为：佛只有一个，鬼神却很多。佛是大家的，鬼是自己的。佛只管来世，

鬼神管今生。要今生来世都好就要拜佛拜神，得到佛和神的庇护。所以在傣

族村寨无论其大小，或有寺庙，或有佛塔，同时又都有勐神、寨神、家神和

名目繁多的神社、神台。在有的村寨里，看卦占卜的巫师，又是村寨里佛事

活动的主持，即佛爷也有为人看相算卦的现象。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１日德宏解放以后，宗教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政府对原始多神崇拜采取保留、改进的方针，弘扬那些对群众身心健康有益、

对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益的传统和宗教习俗，淡化和摒弃占卜、

巫术等那些迷信色彩较浓或坑人害人的宗教糟粕。在佛教信仰方面，政府倡

导信仰自由，消除因教派不同而引发的纷争和矛盾，对各教派的教规也作了

改进，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德宏能和谐发展。为了更进一步尊重傣族人民的

生活，尊重傣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的各县都成立了
自己的佛教协会，协会作出规定：对傣族的出洼节、进洼节和浴佛节等重大

节日，统一时间，每年统一安排举行。

二、傣族原始宗教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德宏之前，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皆信仰原始

宗教，即信奉鬼神。傣族相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并且灵魂不灭，

时时刻刻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

崇拜。人们坚信生产、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庇护，

若有悖他们的意念将会灾祸不断。

①做摆：“摆”为傣语，其意为 “节庆活动”。



第一章　傣族宗教信仰及传统节日

３　　　　

（一）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傣族最早的宗教形式之一，在万物有灵的意识里，他们希望

自己能够得到这些鬼神的庇护，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具有图腾对象所具有的威

猛、力量、美好和神奇，并希望通过这种图腾崇拜提高族群意识，提高族群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生存、发展的能力。不仅于此，图

腾崇拜还反映了傣族对图腾对象和对祖先的崇拜，寄寓着傣族先民对生存、

发展的祈望。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宏傣族对有的图腾崇拜已逐渐淡去，

甚至有的已不被人们知晓，但我们仍然可从傣族古代文学作品里，从一些祭

祀活动中，或是一些宗教仪式甚至是承袭至今的文身文化里，看到深深的历

史印迹。从图腾崇拜的种类看，动物类有牛图腾、鸟图腾、龙图腾、象图腾、

马图腾、虎图腾、孔雀图腾等。植物类有大树图腾、荷花图腾、葫芦图腾等。

其他类有水图腾、大地图腾、山图腾、天图腾、家图腾等。

１牛、鸟、象、马图腾
牛、马、鸟、象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在德宏傣族传说里，人类

的产生与牛和鸟有关系。有 “牛孵鸟蛋”生产人类说；有 “牛吃菠萝”生产

人类说。现实中，牛与人们生活、生产有紧密的联系，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

产工具，每年犁完田要拴 “牛魂”。“马”则是有的地方 “勐神”的象征，能

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伤害，保护万民安康。鸟在傣族许多故事里总是善良的

化身，傣族祖先崇拜它翱翔于蓝天的能力。象是傣族故事里面力量和地位的

化身，有 《三牙象》《七头七尾象》，还有 “象姑娘”（人吃了有象尿种的菜

后而怀孕）等等，象是傣族文学作品里不可缺少的角色。现实生活中傣族先

民也离不开大象，据说古代德宏盛产大象，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就驯化了

大象，用于生产、运输、乘骑、作战等。

２虎、豹图腾
虎、豹是最凶猛的动物。古德宏麓川王国有位国王叫思可法。其名意为：

“能擒虎之人”。“思”为傣语 “虎”，亦用于姓，“思氏”即 “虎氏族”。傣

语 “很舍”“很思”，中的 “舍”“思”为傣语 “虎”的译音。《本傣召舍拍》

讲的就是傣族是白虎的后人。

３龙图腾、孔雀图腾
龙崇拜可能与中原文化有关。龙的傣语为 “额”，是傣族雕画作品的一个

主要内容，一般用于庄重、圣洁、神圣之处。在傣族的传统文学作品里，也

会经常出现龙的形象，如龙国、龙王、龙女。它是圣洁、高贵的化身。在现

实生活中，在寺庙里、佛塔旁都可看到龙的雕画。而孔雀则是傣族最喜爱的

一种鸟，它形象华丽，步态轻盈。在傣族传统文学作品里，孔雀是不可缺少

的角色，有 《孔雀的来历》《孔雀国》《孔雀的故事》《孔雀公主》《孔雀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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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等，现实生活中有孔雀舞、孔雀调等，可以说在傣族看来，孔雀及孔雀

文化已是傣族的一种标志。

４葫芦、大树、荷花图腾
在傣族人类的起源及许多传说故事里，都有一种说法：葫芦孕育了人类，

世间万事万物都由葫芦籽产生。在现实生活中，葫芦的功能很多，可以食用，

可以作为用物，也可以入药，还能用葫芦制作乐器吹出动听的声音。而大树、

荷花崇拜中，大树高大、挺拔，代表一种力量，独树成林，又代表一个家庭、

一个村寨、一个族群的团结兴旺和凝聚力；荷花是傣族地区最美丽的花，而

傣族又是一个善美、爱美的民族。傣族有许多动听的故事，如： 《莫相戛》

《朗玛莫》《贺罕玛莫》，译成汉语为： 《千瓣荷花》 《荷花姑娘》 《荷花国

王》。在奘房里，荷花是用于赕佛的最好的花。这一切都反映了傣族人民对荷

花无比喜爱的心理。

５水图腾
人们常把水来代指傣族，说它是水的民族；还用水来比喻傣族，说它温

柔似水，品德似水。傣族自己也把水视为最圣洁的东西，栽秧放水要祭水神；

泼水节的水和浴佛的水称为 “南咩达” “南西达”①；傣族十有七八的村寨名

称都和水有关。傣族有句古语：好事是因为勤快，田好是因为有水沟。傣族

常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人才能生存。在傣族民间故事里有一

种说法：滴水成歌，说傣族山歌是因潺潺水流声而产生的。

傣族长者背部的文身，有虎、鸟及经文图案等

６家图腾
无 “家”即 “野”，有 “家”就意味着有父母、有兄弟姊妹、亲戚朋友；

①“南咩达”“南西达”系傣语，意为 “圣水”，被此水泼是祝福、是恩赐，而喝此水

或用此水洗眼洗耳能除病，让人耳聪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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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家”就意味着有爱、圆满和幸福。 “天”就是最大、最高、最好，天、

地、山、水是天神创造的，人类与万物也是天神创造的。老人去世，说 “哩

办”，意为 “升天”或去 “天堂”。

除以上所述外，我们也可从留传至今的傣族文身习俗里，看出傣族图腾

崇拜的历史。傣族文身的图案有：大象，代表力量、平安；虎、豹、马，代

表迅捷勇猛，人们常说若在身上文上虎豹，那就跑得快如闪电，就连弓箭都

射不到你；蛇，代表冷静、智谋；孔雀，代表吉祥、美丽；荷花，代表不会被

水淹死；大青树，代表长寿，能得到神的保佑；“圆圈和水波纹”代表命硬、

能降魔。此外，从佛教教规看，因为原始宗教和佛教相互间的影响很大，信

徒和僧侣忌吃十种肉，即使入药也不能食：人肉、蛇肉、狗肉、狮肉、象肉、

马肉、熊肉、野牛肉、虎肉、豹肉。这里面也许和傣族古老的图腾崇拜有一

定关系。傣族图腾崇拜，内涵丰富，寓意深广，反映了傣族祖先的追求和最

美好的祈盼。

（二）祖先崇拜

傣族是一个十分崇拜祖先的民族。著名的傣族学者祜巴勐在其所著的

《论傣族诗歌》中有这样一段阐述：“我对他们 （寨神勐神）产生崇敬而虔诚

的心理，悼念我们伟大的祖宗，接着我必须悼念我的父亲。除此而外，天下

再没有值得我想要悼念的什么神和鬼了。”崇拜的方式就是祭拜勐①神、寨神、

家神。傣族常说有勐必有勐神，有寨必有寨神，有家必有家神。在所有鬼神

中，数勐神、寨神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有一切鬼神都要听命于他们。不

同的勐、寨、家，有不同的勐神、寨神、家神。《百夷传》称 “其俗不祀先”，

这 “先”也许是指在家里没有具体的祖宗牌位，也许是指没有中原文化里清明

上山扫墓的习俗。在傣族自己看来，祭拜勐神、寨神、家神就是祭祀祖先。

遮放贺勐寨的寨神神社

①勐：傣语，意为 “国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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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神、寨神一般每年祭拜一次 （有的地方是三年一次），仪式庄重，只能

由男性参加，一家一人，在傣族关门节后的马日，时间三天。到时由祭司带

领大家来到神坛 （每个村寨都有，有的是寨神、勐神各有神坛，有的是合二

为一），一般以牛、猪、鸡和鸡蛋作为祭品，但对牛的选择标准与屠宰方式因

地而异，如梁河县是杀，盈江县则用斧头敲死等。祭祀时要封闭进出村寨的

各个路口，派专人把守，不许人进出，这叫封寨门。所谓勐神，就是过去带

领大家开辟地方、保卫地方安全的头人或将军，死后变成的神。所谓寨神，

就是带领大家建村立寨的人死后变成的神，有的地方则认为是村寨建立后最

先死去的人。勐神的神社一般会塑有人、马等像，马代表所供神的坐骑，有

一匹、两匹、三匹不等，有的地方还塑成飞马状，来代表勐神的威猛。寨神

的神社，一般不塑什么，只是一间小房，内设一个神台，上置一些花、果等

供物。总之，无论是祭拜寨神，还是祭拜勐神，都是傣族在祭拜自己的祖先。

陇川县章凤敦欣寨的寨心神社，

四台的水泥柱上插一根高高的旗幡

家神，其实就是家里老人死后变成的

神，或者说是 “家神”的一个部分。因为

“家神”的组成有家里死去人的鬼、房子的

鬼、柱子的鬼、地基的鬼等等。家神天天都

祭拜，凡遇事 （无论好、坏）都祭拜，请求

死去的祖先、请求家里面所有的鬼神共同来

庇护这个家里面所有的成员。因为在傣族看

来，家神和人时刻在一起，所以有的地方的

人家在正房的一侧，还开有一道小门，这就

是为方便 “家神”出入而开的 “鬼门”。现

在部分地方还保留这样的习俗，家里人死后

会有一个仪式，就是在将死者抬上山后，家

人要到绕棺处去接 “鬼”，一直接到死后的

第七天，死者的 “鬼”才会回到家里，家里

才平安。所以，在傣族看来，有家就有家

神，并不需设一个祖先的牌位，祖先已深深

融入到 “家”的这一内涵里面，鬼和家已分

不开了。

祭寨心。祭寨心是祭祀祖先的另一种方

式，寨心神是村寨里死去的人。这些死去的人共同维护这个家或这个寨，使

家兴旺，使寨兴旺。在万物有灵观念里这种家神、寨心神都被泛化了，有了

这个 “寨心”，寨子才不会荒芜、衰败。所谓寨心，就是寨子的心脏。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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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位于寨子的中心部位，往往以大树、土坯、石头、木桩或小房为标志。

寨心神一般一年祭祀一次，于每年的关门节期间进行。其意为祈祷全寨人在

祖先的庇护下，平安无事；祈祷寨心不要离开村寨，让村寨人丁兴旺，事业

发达。

过去祭祀寨神、勐神的频率很高，有的地方一年两次，当然这也仅只是

集体性的，个人就相当多了。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甚至是远道回家、

未婚怀孕等情形都要祭祀寨神。虽然今天的社会已相当文明进步，祭祀活动

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已有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一种古老的傣族宗教习俗，还是

较好地被保存下来了。

芒市遮放贺勐寨的寨心神社

（三）鬼神崇拜

傣族认为世间一切生物和非生物都有灵魂，如前面所说勐神、寨神、家

神。一句话，大到江河湖泊、山水大地，小到树木稻米、桌凳碗筷都有各自

的 “鬼”。所以傣族经常教导自己：要善待一切，否则将招来报应，“见鬼洗

碗”①。信鬼在德宏傣族村寨的 “摆庄”教派和 “润”教派最为盛行，有佛爷

也帮助群众看鬼的说法。鬼的种类名目繁多，他们认为：凡是身体衰弱、头

痛、腰痛、浑身无力等症状，便是碰上了鬼，需用红黑饭及纸钱送鬼；若到

水边回来发生疾病，便认为是碰到了海鬼和水鬼，须准备供物到水边去祭拜。

还有 “凡事唯鸡头卜是决”的做法。

①“见鬼洗碗”为傣语直译，其意为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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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傣族鬼神种类①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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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多为女性，拍死后变成布氏，据说会变成黑猫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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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傣族鬼神种类表

２人　魂
在众多鬼神当中，勐神、寨神最为重要。凡鬼神都要服从它们的管理，

在众多鬼神当中，数人魂、人鬼最多。人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平安、幸福。人生前有魂，死后才称鬼。

关于人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人魂有１２４个，其中骨魂３２个，肉体魂
９２个，傣族叫魂时常说 “散细双焕温牢，告细双焕温幸” （傣语音译，意为

骨魂３２个，肉体魂９２个）；另一种说法见于芒市菩提寺藏书 《灵魂基础》：

人魂有１２１个，分正魂和副魂。不管哪一种说法，所有魂都要居于身体，魂
不附体，轻则生病，重则丧命。所以傣族常有叫魂的说法，凡遇生病都要叫，

在家门前叫，在房顶上叫，在路边叫，在山脚水边叫。大意为：

①见张建章 《德宏宗教》，德宏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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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呀我在家里叫你，

你听到叫声就赶快回家，

无论你在多远，

在水边，在林里，在山上，还是在洼子里，

听到叫声你就赶快回家，

魂回家了，

来了，来了，来了。

傣族村寨旁的桥边、路边、水边、大青树下，时常看到一些供物就是叫

魂的供物，叫魂者希望让魂回家，让魂附体，让自己的命硬一点，让病好起

来，让福气多起来。

算卦术：正中碗里的白纸里有 “昂”，即咒符，碗下是求神者衣物

在日常生活里，若遇生病、不顺和灾难，都会找一些巫师 （磨弄）来看，

磨弄会根据你的星相、生辰八字等来推算，找出是什么原因，或是什么鬼来

缠，告诉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化解。这种巫师一般在村寨里都会有。人们

习惯上把他们称为 “磨弄莱良”。傣语译音，义为 “红字巫师”。所谓 “红

字”说法有二：一是他们所写、所看的那些书，其字体为红色；二是他们身

上有许多文身为红色 （一般人的文身是黑色）。另一种巫师人们就觉得相当恐

怖了，说他们会 “放歹”①，傣语为 “摆阿达”，这类巫师可以让那些 “琵琶

鬼”“布氏鬼”② 附到某人身上，让他灾难不断。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这种

观念虽然已经少了很多，但在有的地方和村寨仍然存在。

①

②

施魔法让恶鬼附身，使人遇到灾难、生病、死亡。

“琵琶鬼”“布氏鬼”系傣语音译加意译，意为 “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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