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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民俗学研究，近几年来在我国出现了蓬勃喜人的势头．地

处我国边疆的云南，历来棱称为一座民俗的宝库，把这些宝藏

挖掘出来，加以整理和分类，贡献于民俗学研究者和爱好者，

实在是一件根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各种风俗习惯的产生．

形成和变化，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联．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往往蛙能形象地体现一个民族的思

想感情，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并从一个方面进而透视各民族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

方式的形成历史．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区，有二十四个少数民族，大部份少

数民族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交通闭塞，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至今仍保留了#富的各种民俗资料。因此，对云南各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和极有价值的工

作。

任何礼俗的形成，都离不开人们的功利目的和认_【}l水甲。

围绕着新生命诞生和老年人死1’：．人们要表达的心愿涉及许多

方面，其构成因素比较复杂。这就决定了生葬礼俗具有比较莘

富的内容，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宅库，成为这个民族民俗的

重要组成部份。通过具体介绍我省各个少数民族的生葬礼俗及

其产生，发展和消r，对于了解人类文化的发腰历程，了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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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形成的传统观念对今日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对于人类

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研究；对

于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科学价值．

但是，每一个民族的生葬礼俗，都是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相措积久而成的．必然带有旧社会里各种社会形态的影

响。它有积极．健康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因索。从历史

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的民俗都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特别是在解放后，这种发展变化就更为明显，一些带有消极，

落后因素的民俗，大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了反映事物发展的

全貌，为了给科学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材料，我们在编写中，

对那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民俗资料尽可能保留下来，对其中一

砦消极，落后的成分，有的地方巳用适当文字加以评述，但不

可能全部作到这一点。为慎重起见．这里特作说明，请读者注

意分析。

此外．由于资料有限，对水族、苦聪人，克木人未曾介

绍，只有待再版时补充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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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民族的生育、丧葬礼俗

扬知勇(执笔)毒家华丰子瞥

生育和丧葬，古今中外，都视为大事。因为一个人的诞生

和死亡，往往芙系到家庭的兴衰．维绝；有时甚至会直接影响

·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强弱、兴亡。

人类对生育和死亡的认识，处f不断变化之中：生育和丧

葬的礼俗，也处f不断变化之中。在人类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

段，巫术心理和灵魂不死观念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的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其生育、丧葬札俗必然受着原始宗教和

血缘观念的支配，生育，丧葬礼俗也因之成为体现原始人的思

维特点和人际关系特点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

化的发达，这类礼俗正H趋简化，神秘观念妇益淡薄．思想内

涵逐渐减少。但因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传统观念义具有顽

强的传承性，因而在这类礼俗中，1i仪比较后进的民族还比较

浓厚地保留着前儿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就是在比较先进的民族

中也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这种遗存。

任何礼俗的形成．都离彳：开人们的功利目的和认i}l水1：。

嗣绕着新』-命诞生和老年人死l：，人们要表达的心愿涉及许多

力面，其构成网索比较复杂，这就决定丁_育 丧葬礼俗具有

比较F富的内容．片成为这个K旗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7E育丧葬礼俗的这蝗特点，央定它成为哲学所史学



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透过

它，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人类认识的发展历程．了解一个民族

文化的发展变化。所以．本文拟就少数民族生育、丧葬礼俗的

科学价值作初步探讨。

一、掏成生育礼俗的基本要素 ．

在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距今四至二二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洞窟艺术(如法国南部的阿里同、多顿涅，庇里尼和西班牙北

部的康塔布里安等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描写对象丰要

是动物．其次便是妇女。把动物作为描写对象的。功利：E义”思

想，除了图腾崇拜之外．便是把它当作一种魔法。当作一种巫

术来进行，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猎获它，在那些嘶面E看到的

带箭的野兽和化装为野兽的人物．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意义。至

于把妇女作为重要描写对象的原因，固然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的母系氏族社会巾对女性崇拜的意识反映．但从雕刻的裸女对

头部无所刻划，呵着重刻画划巨腹豪乳和健壮的夫腿来分析，

则可以认为是生殖崇拜的形象体现，是重视人类自身生产的观

念在艺术E的表现。

马克斯和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生存和历史活动时曾指出：第

一个历史活动是满足衣食、住的需要：第．个历史话动是满

足新的工具(这些r且是为满足第一个需要而获得的)引起的

新的需要；第三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人类自身增殖的需要。他

们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二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
在重新_．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产生另外一世人，即增殖1。l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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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在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人口的增殖有着特剐

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劳动生产力非常落后，狩猎的主要方式是

围猎，人口增殖加l狩猎T具的改进，可以增强人类战胜自然

的能力，猎获原来无法猎获的大野兽．部落与部落之间，往往

为争夺猎物和上地而发生血亲复仇和战争，人口的增殖就是部

落战斗力的增强，是部落得以存在的重要保证。家庭形成以

厉，人【l增殖与否，更是直接芰系到一个家庭的兴衰。所以，

原始社会的人们很重视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贯串1‘生育札俗的基奉思想，就是关心人几增殖的强烈愿

望。这种愿望虽因社会发展情况水同而存在差别，但基本的思

想倾向是一致的。

在人们的认识超出动物界不远．认识还离小开感觉动作的

时期，人们并小知道妇女受孕是巾卜嘣性关系的作用，『『If是认

为某种神秘力母进入妇女腹内的结果。对这个时期的原始初民

来说，整个生育过程都充满了神秘力量的作_【}j。在人们已舞认

识妇女受孕的真实原因之后，人nJ固然因此ffif最视，人在t1．育

过程中的作用．相对地减少了对于神秘力量的依赖和恐惧，但

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漫长时

间里，由丁整个生育过程还存在着许多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索，

如孕期的病变，分娩时的难产，畸形儿的降临．产妇奶水不

足，婴儿的多病和死亡等等：更由十万物有灵论在各个领域的

长期渗透．以盐原始意识的潜存作用，人们便内然而然地把这

一切岫之于超自然神秘力茸的作用，对之产生恐惧感和依赖

感。彝族认为立J女生孩r是天神送的、所以妇女不肯就要祭I【I

神，请毕摩念《祭山神经》，妇女难产要敬甜：神，请毕摩念

《敬灶神经》。独尼族认为一个人的，#和死是山天卜的种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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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决定。“格蒙”造就了生命之魂“h拉1．把它放进胎儿体冉，

孩子方能出世和长人。白族婴儿出生的第■天．要由罢儿父母

结婚时为他们在f】头钉竹筛于的那位妇人取下门头的竹筛，将

受过洗礼的孩r放在筛巾，端到院心拜太阳、天地、灶神，门

神和祖宗．认为孩f能舌健康成长决定r神灵和祖宗的喜恶，

永宁纳西族妇女产前要求“树保”，即祈求大树作即将m生的孩

r的保护人；小拨出生的第．二天要举行拜太阳仪式，让要儿林

浴阳光，乞求太阳的保护．在该族的传说中，太阳是女神．以

她为尊。藏族妇女在分娩前要到“神山。敬香，到寺庙叩头转

经，祈求神灵保佑婴儿顺利降生。佤族认为婚后不育是因为夫

妻的精魂没有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举行使其精魂结合的修正

婚礼。瑶族在小孩出生的第三天，要举行三朝仪式．由师公为

小孩向祖先，天，地祷告，祈求他们保佑孩子快长快大．绵延

后代。这一切晓明，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和依鞍，是构成生育礼

俗的第二个基奉要素。
、

构成生育礼俗的第三个基本要素是巫术心理．

巫术是冀用利用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愿望的法术。巫术

与宗教的区别丰要在于巫术是用自己的力量求效果，宗教则是

依靠对神灵的祈求求效果．巫术是一种特殊行为状态．义尾个

人经验．而这种经验叉完全建正在直观和直感得来的认识以及

错误的类比之上，所以它是虚幻的，错误的。

¨殳受毕之^j．人们最戈心的是分娩的雌易，孩子的形

体、容貌和健康状况是夼尽如人意，孩f将来是舌能实现人们

的愿望。在科学比较发达的今夫，人们对这一切都还只能用人

力作局部控制，在人类认识还处j低级状态的原始社会．自然

更谈水I．什么人力的控制．因此，矗=罔用虚构的力量实现愿

单，也就址f1然而然的r。肜成于原始社会的受m术支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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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礼俗．现在已难看到完整的面貌．但从云南少数民族的!p育

礼俗中，仍可看到大量遗存。这种遗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忌讳；二‘、模拟；三．命名，基诺族妇女怀孕以后．她丈夫打

猎时就不能耿董棕树，认为砍了董棕树，孩f的头发长得不

好．不能打猴子，_舌则弦予长得不漂亮。寨于的老人死了不能

参加抬；不能打蛇；不能爬树摘果子；不能参加绷鼓，认为违

反了其中一条，妻子生育就会难产。孕妇本人则在砍柴时不能

把斧了夹在柴中问；币能吃没有出头的芭蕉花；不能把竹子柴

和树柴背在一起；认为违反了任何一条就会难产。傈傈族孕妇

不掂烧带梗的柴，认为烧了孩予会成兔屑。术柴不能与猪羊台

背．背了生弦f时会出水，不能吃黄瓜，认为吃了孩子身上会

妊花花绿绿的斑纹等等，属于忌|吉。蒙古族把胎盘埋在房门背

后的柱子房边，认为这可以使小孩将来扶梁抱柱，撑家立业。

属于摹拟．忌讳和摹拟都属r。染致巫术”，都建筑在。同能致

同”的巫术原理之上，认为相似的就是同一的。忌讳是踌止出

现相似的情况，摹拟是希望出现相似的情况。至f命名．则是

生育礼俗的重要部份，也是巫术心理最浓的部分．

贯串F命名礼俗中的巫术心理，大体有F述几种：

一．以。名’定。命”。这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0“鬼”争夺

命名权．如傈傣族认为孩F生下后若不}!|】时取名，鬼就来取

名，这个孩子的命就难保，所以他们在燕子出生第j天内就取

名．取名时还由巫师以占h的方式定名。一，用名字体现愿

望．即在名字中体现父母及亲人对孩子的期冀，并认为这种期

冀可以因命名111i实现。二三，补足孩子庚辰中的不足。如白族孩

F庚辰中金木水火上缺哪方面，就片j取名来弥补，庚K缺金，

名字就带金旁，缺水就带水旁．认为这样做后，就可以五行惧

全，清古平安。总之，他们把“名’I，“命”相连，以“名’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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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所以，傈傈族在命名之后。要用蘸了鸡血的棉纸挂在新

砍的锥栗树枝上，撑在屋檐下．表示这样的好名，将来可以把

家业撑起来．他们的祝词说得更明白：“取这样的好名，你就不

会生病．一辈子都有好运气：养牛能得大牯牛，养猪能得大肥

猪，下田千活庄稼长得好，出门做生意赚钱发财，就是平时走

路也不会踢着脚。1

二．以。名”消。患。．若孩子病多或常哭，即重新取名，以

新的名字消除忧患。如彝族有‘撞名”之俗．若孩子在一岁前经

常哭啼不安．父母便携带一瓶酒、一只熟鸡、一锅饭．做一个

小术桥放在山路的小沟k-，若有，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从桥上走

过，隐藏在附近的父母便跑出来拉住他．扯下他的一+颗衣扣，

抱孩子拜上，要求翳名，取名后，过桥人就成为孩f的1二爸。

类似的习俗，其他民族也有。 ，

以“名”定“命’和以“名”消“患”这些习俗，不是偶然形成。

周国荣在《名、魂、命》一文中提出这样的看法：“名=魂一

命．按原始社会的通例来看，一个人的灵魂，即是该人的个人

圈腾，也即是谈人命名的主耍依据．更即是该人生命之所系

者。由此而联及我国历史E的忌讳制，可以得出结沦：名者魂

也．，E命之所系也”。I

。名=魂=命。这个论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原始初民对

待名字的态度。直¨，|印度人生后十El即行命名礼，所取数名中

有一秘密的名字}{有他父母知道。易洛魁人患重病就改换辑

字。破选为氏旗搀长和军事首领的人，在就职时要接受一个新

的名字。原始人把名字作为白L三最宝贵的财物，当他想用无可

估价的财物来表达他的友情力睛时．就同他的朋友变换名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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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明“名”=“命。．至于这种观念的形成原因，周国荣主要

从文字学方面作考证，认为在我国古代，名、魂．’命三字本身

是相通的．我则认为屯要来源于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语言在

所有交换信息韵手殷中，是消耗能量最小，运载信息最大，使

用起来最简便，具有巨大优势的一种．语言在组织人类的活动

中，一直产生巨大作用。以直观性和直感性为脊点的原始初民

便以此类推，认为语言对个人命运也产生巨大作用．由此而给

命名赋以特殊的观念。

语言奉米只是表达愿望的工具．这时却变成愿望本身，成

为实现愿望的依靠。 、

少数民族的命名．有的还有父r连名制，母r连名制，主

要涉及血缘系统的延续，不包含巫术心理。这里不再论述。

总之，蔷衍种族的强烈愿望．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赣和巫术

心理，是构成f{：岢扎俗的j个基本要隶．

二，丧葬礼俗中的感情趋向和功利目的

考占发掘材料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灵魂不死观念

即已形成。在l口石器时代中期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中．发现尼人

已经会埋葬纯者，ifi『且埋葬已经有一定的习惯，遗骸的安葬常

常是头糸脚西，已经有随葬品。大约在一万八千年前的旧右器

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J占山项搁人的埋葬遗迹巾，发现遗骸周

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束，还有随葬品为燧石石器、钻孔兽

齿．￥1珠、骨坠等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的发掘材料中，表明

灵魂不死观念的材料更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如半坡氏族公

社对儿童采用瓮葬．装有儿童尸体的陶瓮均埋在住宅旁边，与

活着的亲人靠得很近。每个瓮棺都有孔，作为死者灵魂出人的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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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把人分解为两种存在。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躯体

的存在；一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的存在，即灵魂．i,t．Y,S人

的死亡就是由丁：灵魂不再返回躯体。人骺，其灵魂在另外一
个世界过着与他生前相似舶生活，而且与活人保持多种联系．

灵魂具有更强的力量结人带来幸福，也能带来灾难．

灵魂不死观念的出理，表明原始人已开始思考人的生死厨

题． r

既然人的死亡只不过是肉体的消亡，他的爱毫还活着，目

此．丧葬礼俗的内涵便主要针对那个不会死亡的死者构灵魂。

死者内体的消亡，是早巳熟悉了的音容笑貌的稍失，早已成为

习惯的I=1夕相隧的感情的泯灭，是一件值得葺恬的事，担当死

亡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以后。人们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死者的

灵魂将怎样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仔细分析云南步赣民族毒莽札

俗，对于尸体的处置虽然名目繁多。诸如洗身、穿新衣．曩禽

口钱。放随葬品⋯等等，实际主要是为死者的曼囊佑考虑．

至于装殪以后的一切礼俗如停灵祭奠，出殡埋葬，以及埋葬之

后的礼俗，更是以灵魂为直接对象．所以，灵魂不死虎念是各

民族丧葬札俗的核心．贯穿于全过程，

丧葬礼俗中的灵魂不死观念并不是悬空存在，它与人们的

感情趋向和功利要求融合在一起，既具有感情色彩，)己能联系

血缘感情和民族感情．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祖魂归宗．

各个民族都有迁徙j万史。即以云南的少数民族来看，属于

氐羌族群的藏，彝白、哈尼，傈僳、托枯、纳西、景颇、阿

吕、昔米，怒、独龙．基诺等族，系由陕西、什肃、青海、四

JI．西部及占南J匕部迁束；苗族系从湖西、黔东迁看：蒙古族系

从内紫迁来：属j1百越系统的壮、傣、布依等族和属卜濮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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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佤、崩龙、布朗等族，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迁徙。任何民

族的迁徙经历．都是该民族历史上难以忘怀的大事，因为迁徙

就意味着离开祖先世世代代生活过的熟悉的地方；意味着离开

本民族，本部落．甚至本氏族的亲人，意味必须克服自然条件

造成的迁徙途中的_酲难险阻和疾病饥饿造成的困难，并在陌生

的自然条件支配之下开始新的生活；意味着民族之间难于避免

的阻拦和斗争．既可能有流血牺牲的痛苦，也可能有胜利的喜

悦⋯。所以，尽管人们在新的地域生活了散百年甚至散千

年．已经具有深厚的感情，但人们还是怀念祖先最早居住的地

方．希望死者的灵魂回到那里与祖先的灵魂团聚。正是这样一

种怀念祖先故地的感情，使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俗具有祖魂归宗

的感情趋向．永宁纳西族的洗马仪式最明显的表现丁这种趋

向．出殡前一天，他们要为死者洗几匹马，供他返回北方老家

的jI{}上乘骑．洗屿的人要戴有鸡尾的毡帽．身披有龙图案的睦

袍或盔甲，携带长刀，矛，箭等武器，f{{去洗乌前要向死者叩

夹祷告：。我们洗马去了，回来帮你打仗”。洗完马后要扬鞭催

乌，飞驰回家，途中作‘j敌人作战状，待。战胜敌人”、“冲破蕾

围”．顺利到家，彳到院中F马，由达巴(巫师)吟诵《洗马

彝》：

天地中问奔腾若的骏马，

为你返同故乡准备的骏马，

今天是占样的Hf，

你骑卜这旺鹱‘}走吧!

景颇族送葬时要由西羊(专门从事为死者祭祀，送魂、送

鬼的人)背诵死者家族的家谱，诵出这个家族的迁徒路线．指

引死者的灵魂回到祖先培住的地方。送非途中．棺材要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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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每停一次，均要敲碎一个鸡蛋．在路旁栽一篷茅草，表示

他们的祖先来自草原，希望牧草茂盛．

彝族要举行。开阴路’仪式，即在尸体火化之后，由毕摩念

诵《指路经》，沿着祖先迁徙路线，将死者灵魂逐站指向彝族

的发样地，和祖宗的神灵聚会．

不走也得走了， 7

你就要走了，

我们的祖先，

煮肉大锅满．

吹打在等体。

类似的仪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表达的观念也大体相

似。

二、一增强血缘家族和民族的内聚力。

以氏族、胞族、部落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血缘关系是最重

受的纽带。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

制度建立以后．作为社会基础的氏族制度虽然已经解体，但血

缘关系的纽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即便在今天．古老的氏族宗

法血米传统的遗风余俗和观念习惯，仍然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

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越是后进的民族，这种心理力量表现的

越浓雨，越加强固。

这种心理力量，在丧葬礼俗中表现得狠明显，很突出。

彝族丧葬扎俗中有取福禄水的仪式。祖筒送入崖涮之后，

即由巫师率领子孙上取福禄水。每F1刚竹简一节取水．旷水由

一绵羊驮回斋场，放在献台上．由毕摩念完取福禄水经．然后

分与各家支。此后，作斋取福棘水处即作为该族的根源。所以

常见彝族初逢时先问某年作斋某处取福禄水．这就是追叙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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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若知同在一处作斋．取福禄水，即认为同宗族，异常

亲近．否则即便是同一姓氏．亦不得认为同宗．

佤族在老人去世的当天，其亲属一般都要杀猪、牛做“克

来1超度亡灵，。克来’的意思近乎汉族的。道场。．杀好猪后，按

规矩得将猪腿送给死者的兄、弟和舅父，先由弟弟送给哥

哥。哥哥再送给父亲．父亲送给伯父家的幼子，伯父家的幼子

送给长子．长子再送给伯父，伯父叉送给弟弟，成一个朋圈，

佤语叫。贡比啊”，即。齄箕圈。。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中，列

^这个“艇箕圈”中的户主姓名很多．因此．这个送腿的。簸箕

嘲”也可以说是佤族父系家族的“维系圈’或“联络围1。

普米族死者装殪时，棺底必放一张白毡子。因为普米族有

“普莫米”、“普旧米”．。培米”等自称，都足白人的意思，他们认

为，棺底放了白毡千，死者无论升天或来世投生，都是普米

族。

各民族对待祖先灵牌的态度和做法．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感

情，Ej族的。点丰1即是明显的例子。彝族对待灵牌的做法，还

与图聘崇拜有联系。

彝族的图腾，有虎，有蜂，在滇东及贵州南部的彝族，则

卧韵为罔腾，认为他们的祖先由1寸而生，与竹有血缘关系。所

以彝族由毕摩用红线系山竹根一节及绵羊毛少许，盛^布袋，

。榭存一个用竹子编成的小篦箩中，作为死者的灵位。其祭经中

关于作灵位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其中有这样几句：

营者十失1：群寻，

马失马群寻，

人失竹丛寻。

说明彝族认为人生时为肉体，死后为竹林。祖先既由竹而

生，与竹有血缘戈系，敝人死后以竹为灵位，表示其灵魂仍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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