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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祖先到家先#湘西苗族墓祭仪式的发生!

,,,以湘西凤凰县吉信苗寨为例

田泥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3#0$$$$

摘4要#湘西苗族地区在清代中后期被纳入王朝国家的行政版图后!随着地方治理的深入!湘西苗族人逐渐放弃了

传统的%跳鼓脏&与%椎牛&祭祖仪式!继之以对家先的%墓祭&$ 仪式的取舍反映的是湘西苗族人为满足生活需要对神圣

权能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湘西苗族人对于家先信仰的价值进行了重述$ 王朝国家推行的神明信仰是包含了神明的神圣

权能与价值的结构性网络!民众通过对神明价值的再表述以及将仪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方式!将本地传统编织进结构性

网络!并保持了地方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祖先#家先#湘西苗族#墓祭仪式#民族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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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对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元性问题#历史

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均作了相当精彩的

论述#其中深具洞察力并引发了持久争论的思考

是华琛提出的%神明的标准化'观点& 认同者很

容易在中国范围内发现众多与华琛在文中提到的

类似案例#而反对者亦不难找到与观点相悖的例

证#争论延续至今& 之所以会引发如此持久的争

论#不仅在于观点#更在于问题本身#对于中国文

化统一性与多元性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传统中国的

行政运作方式#在当下仍具有现实价值& 中国历

代政权面对的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治理对象#

复杂局面之下犹能容纳众多个性鲜明的文化#历

经千年虽有分合#统一却始终为大势所趋#如此巨

大的凝聚力#很难不引起学者们的探究& 而在当

下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网络文化(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并置的社会图景中#如何在保

持文化的统一性的同时#让各民族文化依然存续

并张扬其鲜活生命力也是颇具时代紧迫感的

问题&

在讨论神明的%标准化'问题时#一个争论的

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对于信仰的不同解释& 对

此本文想要思考的是#作为文化的统一体#这些对

于信仰接受的解释或拒斥的%说辞'之下是否有

某种更深层的缘由#或曰这些接受或拒斥是否基

于某种共同的逻辑/ 本文希望能提供一个案例#

以此了解帝国晚期湘西苗族地区在被纳入行政序

列之初#民众如何应对官员以及文化精英们的文

化统一举措&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湘西苗族两个仪

式#%椎牛'与%墓祭'& 前者在论及湘西苗族信仰

的文献中几乎都会被提及#被认为是湘西苗族传

统中最盛大(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但是在当代#除

了旅游地区的民族风情表演#已经不能在湘西苗

族地区再见到这种自发举行的祭祀仪式了& 后者

是湘西苗族祭祀其家庭祖先的仪式& 在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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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D8$$6$+吉首大学引进人员和学成返校博士科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田泥"#611,$#女#湖南津市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信仰研究&

!

4湘西苗族人将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去世以后的神圣存在称为%家先' "音%嘎先'$#但是%家先'一词并不是湘西苗语原生词汇&

湘西苗语中称已逝的亲人为MA.?V#音%香'& 如在祭祀辞中呼唤家庭中的祖先#称其为MA.?V U&OV MA.?V .'AM#音%香剖香娘'#意思是%先

祖与先祖母'& %家先'在当代湘西苗语中还具有多重含义!安放和祭祀先祖或过世父母的神位+家庭中已经过世的直系亲属+泛称家中

祭祀的神& 为方便问题的讨论#本文的%家先'意为湘西苗族人家庭中与本家庭成员有明确血缘关系的三代至五代之内的近祖#而%祖

先'则指湘西人苗族祭祀的族群始祖或家庭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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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由报道人的提醒#在查阅资料后笔者发现#湘

西苗族人的墓祭并不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

在清代%开辟苗疆'以后才产生& 在湘西清代的地

方志中#直到清晚期才提及湘西苗族有墓祭的习

俗#而在清代后期的方志中#%椎牛'也消失了& 因

此本文试图由此讨论#这两种仪式在同一个时间段

中#一种消失#一种出现#是否有某种关联/ 或者是

否可以经由习俗消失与出现的原因入手#理解文化

统一性与多样性产生的深层逻辑/

一4文献中的湘西少数民族墓祭与

&椎牛'

在湘西地区的历史文献中#苗族的%椎牛'确

实是最大型的民间祭祀仪式#其记载可见于各时

期的地方志中#而墓祭的出现则要晚得多&

!一"唐宋文献#&椎牛'与&五溪蛮'葬仪

唐人张?的-朝野佥载.云!%五溪蛮#父母

死#于村外阁其尸& 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

宴舞戏& 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凿

龛以葬之& 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至孝& 即终身

不复祠祭& 初遭丧#三年不食盐&'

!唐代文献仅

提及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葬式#谈到葬后再无任

何祭祀活动& 此后宋人朱辅所撰-溪蛮丛笑.辑

录%五溪蛮'习俗较前代丰富了一些#书中描述了

五溪蛮的葬俗!%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 以

箭射地#箭落处定穴& 穴中藉以木& 贫则已& 富

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

函#或枷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 名

葬堂&'其%踏歌'条则云!%习俗#死亡#群聚歌舞#

辄联手踏地为节& 丧家椎牛多酿以待&'

"在宋人

记载中#葬俗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操作差异& 贫困

的家庭#如果无力筹措二次葬,,,宴请所需的米

酒(牛肉( %枷崖屋'或 %挂大木' "所需花费不

菲$,,,他们会选择将亲人的骸骨埋入土中& 无

论%贫者'采用的土葬抑或富者采用的二次葬#在

葬礼完成以后都不再有任何祭祀仪式& 朱辅的记

载中提到的%椎牛'#是丧家为了招待客人而举行

的活动&

-五溪蛮图志.系沈瓒"/ ,公元 #"60 年前

后$在明成化"#30",#3*1 年 $初#任辰州"今湖

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教谕时初撰& 该书的内容相

当丰富#包括%五溪'民族的风俗习惯(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涉及土家族(瑶族(侗族等

民族& 书中%死丧殡葬'条云!%今其俗#有死丧

者#哭泣尽哀& 无衰麻冠#亲戚比邻#吊问咸至&

先择地发圹#置棺于中& 然后用竹箦抬尸入棺#以

土覆之& 春秋则不复有事于其所矣&'

#

%喜淫祀'

条描述略详!%其有追祀远亡宗祖#必会聚亲族#

各备一牛#构结庐舍于旷野#推请青年男女二人为

尸#设座于上#日夕不敢俯寐& 男女击鼓#歌唱#戏

舞#三昼宵而毕& 名曰%鼓脏'& 是时#乡党邻里#

远近咸至44'

$从沈瓒记载来看#五溪少数民族

在老人去世以后#没有丧服制度#亲戚邻居会来送

丧吊唁安慰& 葬仪完成以后%春秋则不复有事于

其所矣'#此后不会在墓地举行任何祭祀仪式&

而在宋人记载中为家庭葬仪待客之礼的%椎牛'#

此时成为%追祀远亡宗祖'的宗族性祭祖仪式&

!二"清前期方志#&跳鼓脏' &椎牛'与苗族

葬仪

清代最早对湘西地区苗族习俗进行描述的是

乾隆初年绘制的-红苗归流图说.& 阿琳编撰的

这本小册子以图为主#配简要文字描述#其%农毕

鼓脏'与%祭鬼椎牛'条记载了湘西苗族%跳鼓脏'

与%椎牛'

%的习俗& 该书认为%跳鼓脏'是在%农

毕冬月'祭祀神明的仪式#仪式颇为盛大,,,%邻

苗男妇老稚鼓吹而来'#有杀牛祀神(击鼓跳跃并

饮食歌舞等事+%椎牛'的记载比-五溪蛮图志.略

详#记载了%以矛刺牛' %以水泼血'#以及用牛头

的倒向卜吉凶等细节& 此书未提及葬仪& 乾隆初

年曾任永绥厅同知的段汝霖"生卒年不祥$#于乾

隆十五年"#1"$ 年$编撰了一部-楚南苗志. "乾

隆十五年成书#二十三年刻印$& 全书共分六卷#

细致地记录了当时苗族的服饰(居住(语言(农业

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风俗#兼及瑶族和土家

族& 书中如此描述苗族丧葬仪式!%44葬三日

后#击竹筒报祖先& 岁时不知祭扫& 惟每年用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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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野佥载.#中华书局 #6*"年版#第 !)页&

朱辅!-溪蛮丛笑.#刻本##*)#年"清道光十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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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去茅草& 且云坟热易发子孙&'

!据上书描述#

湘西苗族人埋葬三天以后#%击竹筒报祖先'& 对

于这个环节#段的记录相当简单& 所谓 %击竹

筒'#应该是在埋葬入土三天之后#会举行一个仪

式& 仪式过程就旁观者看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

特征是主持仪式的人不断地敲击一个竹筒& 书云

%报祖先'#意即这个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祖先

"新的亡人即将到来$& 这样目的及类似实践的

仪式至今依然存在#现在称之为 FO% .?A.?I#音为

%吐昂'#意思是%招魂'& 招魂之后#一年之中其

他的时间并不会再来墓前祭祀或清扫#但是每年

会用火烧掉坟上长出的茅草#人们相信坟热容易

让家中人口繁衍#子孙众多& -楚南苗志.还记述

了两种大型祭祀仪式!一种是%吃牛' "即椎牛$#

认为这种仪式是%民家报赛' %每岁亥子两月举

行'#举办者%邀请亲朋'#标枪刺牛#以牛倒之向

背占卜#其仪式与阿琳所云大体类似+另一种是

%跳鼓脏'#是%合寨之公祭'#%越数年始一为主#

亦于亥子两月择日举行'#%届期男女毕集#多者

千余#少亦数百'

"

#仪式过程与沈瓒所描述大体

类似&

在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族的风俗进行记录的文

献中#除了这部描述细致的-楚南苗志.以外#还

有其他地方志& 乾隆二十三年"#1"* 年$刊刻的

-凤凰厅志.将汉族和土家族称为%民'族群的习

俗与苗族的习俗进行了分别描述& 在卷十四%苗

俗'中记载当时苗族的丧葬风俗!%44三日后割

牲复墓#邀戚食饮& 次年二月以牲楮祭奠#子陈设

在左#女陈设在右#各以其类& 如是者三年#从此

不复过问#无岁时伏腊拜扫祭奠之礼& 初丧#亲友

各以土物吊其家#主人则椎牛设饮#谓之送哭&'

其书%赛祀'条所记之%跳鼓藏'

#与段书大体类

似#%苗人于农毕十月'# %或饶裕之家#或通寨醵

钱购牯牛'#并有以牛占卜(击鼓而舞(男女歌舞

等事$

& 在-凤凰厅志.中记载的湘西凤凰厅的苗

族习俗与段永霖观察记载的有些出入& 这些区别

除了习俗的地方性差异以外#也不能排除调查者深

入人群的程度以及观察访谈的细致程度所造成的

差别& 从-凤凰厅志.记载来看#凤凰厅的苗族人

也使用土葬& 老人去世以后#没有披麻戴孝的习

俗#不用棺材装殓尸身& 亲友带着自家的土产来吊

唁#而丧家则杀牛置酒招待#这叫%送哭'& 第二年

二月在墓前祭奠#儿子和女儿都来献祭& 连续三年

如此#之后就不再有任何祭祀活动& 书中记载了两

种以牛为牺牲的仪式!丧仪中的%椎牛'宴客和%跳

鼓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时期的祭祀仪式中#已

经出现了在逝者墓前的祭祀活动&

!三"清中后期至当代#&椎牛'的消失与墓祭

的出现

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湘西地区发生了一

场规模空前(席卷全境及周边地区的战事#史称

%乾嘉起义'& 这场起义涉及凤凰(永绥(乾州三

厅#四千多苗寨#人口近四十万%

& 起义后#湘西

人口(经济都受到了重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中整个苗疆约四分之一的村庄被毁#受到影响

的家庭可能达到 !" $$$ 户#直接焚毁的房屋

!" $$$余座#无家可归者 #$余万人&

&

这场战事平息后#自嘉庆二年开始#清政府开

始在湘西地区全面禁革%椎牛'仪式& 对于禁革

%椎牛'的原因#其时任辰沅道的傅鼐在-收缴苗

枪并禁椎牛通禀.中云!%及至秋冬#繁兴淫祀#比

户皆然& 小则附近寨落百十为群#大则聚集邻省

苗人盈千累万& 巫师妄言祸福以惑愚顽#从前癫

苗滋事皆由此起&'

'由是#从嘉庆元年开始的%椎

牛'禁令#至嘉庆十二年时尤为严苛& 同治十一

年刻印的-乾州厅志.卷七%报赛'下有一条小注!

%此俗自嘉庆十年痛加剿捕后即已禁革&'

(而芮

逸夫等学者在民国时仍调查到有%椎牛'的习俗#

从描述来看#此时之%椎牛'应为%民家'之%报

赛'#而非名之为%跳鼓脏'的%合寨公祭'& %合

寨公祭'已在嘉庆后消失了&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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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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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地方志中%跳鼓脏'最后一字并不确定#%藏'%脏'往往混用&

潘曙#杨盛芳!-"乾隆$凤凰厅志.#抄本##6)$年"民国十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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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人的墓祭仪式在宣统刊刻的-永绥

厅志.卷六%苗峒'%祭礼'条中始见!%正月上旬(

清明(七夕(社日(除夕#必用随时菜物亲诣墓祭#

宗族男女序昭穆哭拜& 此士绅及贤而有力者为

之#贫贱之家则只停柩在堂时如上之祭耳&'

!此

后依民国时期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

告.的第五章%生活习俗'中的描述#其时湘西苗

族墓祭习俗已经非常普遍#%至关扫墓#年有两

次& 虔备肉酒香纸#于清明及年终墓祭#平日无扫

墓之习惯也'

"

&

%椎牛'仪式嘉庆初年开始革禁#嘉庆十二年

再次重申#其间动用层层行政力量严加防范#可以

推测禁令的落实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在%禁令'

中#%跳鼓脏'与%椎牛'并没有被明显区分#于行

政者而言#这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牛为牺

牲的祭祀仪式#差别仅在于规模的大小#因而统称

之为%椎牛'加以严禁& 但是#消失的是%合寨'性

的%跳鼓脏'#而家庭的%椎牛'却在禁革运动中一

直留存& 因而%跳鼓脏'的消失#恐怕在官府的革

禁外有其更深层的原因!%椎牛'禁令始于嘉靖二

年#此时经过长期的战乱#湘西大量家庭中的成年

男性丧生#劳动人口的缺乏使普通家庭面临巨大

的生存难题& 在战争中无数家庭的父亲(儿子(兄

弟(丈夫死于战场#当时在湘西地区#战争的灾难

导致近四分之一的家庭主要劳动力缺失#十万余

人无家可归的湘西苗族社会#个体和家庭的存续

显然是更为紧迫的需求&

%跳鼓脏'是一年农事结束后的大型祭祀远

古祖先(欢庆丰收的仪式#类似腊祭#而此时的湘

西苗族人更需要能直接帮助其实现上述需求的神

圣权能#这就是为什么族群性%跳鼓脏'不存#而

家庭中的%椎牛'能存续#因为人们举行%椎牛'的

主要目的是%治病'和%求子'

#

& %椎牛'所能提

供的神圣权能与其时苗族人的需求紧密相关#同

样的原因#当神圣权能的需求不能被回应#或者有

可替代者出现时#人们会选择更有利的仪式#这样

%椎牛'也就被放弃了& 当代已经见不到家庭举

行的%椎牛'仪式#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湘西

苗族有很多仪式和仪式主持者可以实现%治病'

和%求子'的功能#如巴代扎(巴代雄和仙娘& 而

巴代扎%还傩愿'所需祭品为一猪一羊$

#巴代雄

和仙娘的收费为 "$ |!$$ 元#这些花费相较%椎

牛'而言#显然要经济得多&

二4当代墓地祭祖仪式

湘西苗族人为何会接受%墓祭'这种仪式#除

了通过地方文献的爬梳追溯其历史因由#或许亦

可经由仪式本身及相关信仰的分析#得到问题的

答案&

!一"一次当代墓祭仪式

本文的田野点是湖南省凤凰县的一个苗族村

寨"以下简称苗寨$

%

& 镇政府所在地凤凰县吉信

镇在苗寨的东边#距离约为 " 公里+凤凰县在寨

南#约 !3公里& 苗寨有 0个村民小组#共 )!3 户#

# !*$人#全部为苗族& 笔者在此进行了长期田野

调查#!$#3 年 * 月至 6 月(!$#" 年 # 月至 ) 月(

!$#0年 )月至 "月三次实地调研后#又在 !$#1年

*月(!$#*年 1月进行过短期回访以及通过视频(

微信等方式进行补充调查&

&

!$#"年 !月 ) 日#阴历腊月十五#凤凰县苗

寨吴远志和父亲准备给爷爷奶奶和其他的祖先扫

墓& 吴远志爷爷的坟丘是直径约三米(高度约一

米六的半圆形土堆& 坟丘前面没有墓碑#下部用

山上常见的青石板垒叠了高约半米的护墙& 半圆

形坟丘的顶部插了一根大拇指粗细(高约一米的

树枝#树枝的顶端挂了一个泛白的红色纸折灯笼&

坟墓并没有关于墓主人身份的任何标记#在西北

的位置长有一株核桃树& 苗寨人的坟大多没有墓

碑#大家依靠墓地周围的树木(山的方向等作为标

志来确定自己家祖先坟墓的相对位置&

吴远志和父亲开始围绕墓地仔细检查#避免

出现深达棺木的老鼠洞或蛇洞造成对祖先遗体的

损害& 在检查过程中#两人顺手除掉了坟墓周围

的杂草& 检查完成#吴父拿出肉(酒及纸钱(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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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许'之物的区别#所费不定#也有二猪一羊或一猪一羊一鸡等#但均未用牛&

根据学术惯例#文中的地名(人名均使用化名&

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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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分别放在坟前与坟后左右位置#并用打火机

引燃纸钱慢慢烧化& 烧完纸钱#吴远志拿起铁锹

往坟上添土& 按照苗寨人的习惯#新坟上添土的

数量不限#多多益善+老坟上添土一般为十二铲(

九铲(七铲(三铲等& 吴远志爷爷坟墓的情况不

错#于是只在坟上加了七铲土#再用铁锹拍实& 吴

父从化肥袋中拿出一个红色的灯笼挂在坟丘顶部

的小树枝上#把旧灯笼放在纸钱的火里烧化#快烧

完时#吴父将酒倒出一半在地上&

接着吴远志和父亲来到另一座坟前& 这座坟

墓规模要小一些#直径约两米#坟丘的高度一米三

左右#坟丘的顶上也有一根小树枝和挂在树枝上已

经泛白的红色纸灯笼& 吴远志和父亲依照前面的

程序#检查(除草(加土& 接着吴父从化肥袋里拿出

一包朱砂& 吴父先走到坟丘顶上#在挂灯笼的树枝

附近用树枝刨开浮土挖了一个小洞#倒了一点朱砂

进去#再用浮土盖好并压紧& 在坟丘顶上埋好朱砂

后#吴远志接着在坟丘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

别挖洞#倒上朱砂再盖好压紧& 埋完朱砂#吴父来

到坟前#取出肉(酒(纸钱#将纸钱依然分成三份分

别烧化#再把酒瓶中剩下的酒全部倒完#更换灯笼#

墓祭完成&

一般而言#中国的墓祭仪式大概包括%坟前

祭拜'%送纸钱'%添坟'%食祭余'等环节!

& 湘西

苗寨的墓祭除了这些环节外#还有一项在坟茔上

添加朱砂谓之%添力'的行为& 这一年吴远志家

中出了几件%不好'的事情#吴远志的母亲心里有

些疑虑#认为是有什么衮"在%弄'家里& 过年前

找了镇上的算命先生帮%算'#算命先生认为这些

事情的出现是因为家里的家先%不得力'

#

#特别

是吴远志奶奶坟上的%力'很少#只有二%分'#需

要%添力'& 于是吴父在为母亲上坟的时候#在坟

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埋上朱砂#用这种方

式来%添力'& 这种用朱砂为坟%添力'的行为源

于两个湘西苗族的传统观念!其一#湘西苗族人认

为人在寿终正寝后魂会成为龙#如笔者调查记录

的-招魂辞.中就有%你成龙了要做好龙#你成衮

了要做好衮& 你成龙了要做好龙#你成麟了要做

好麟'

$等语& 祭祀辞还会将亡人之魂称为 E&.?M

U&OV E&.?M.'AM#音%戎%剖戎娘' "意为%龙魂'$&

其二#根据湘西苗族的神话#湘西苗族祖先大戎最

先发现和使用朱砂#所以后代为了接龙"戎$#会

在家屋的中堂放朱砂和酒&

& 在湘西苗族人看

来#朱砂是用以%引龙' %安龙'之物'

& 吴父在墓

祭之时#为了给母亲坟茔上的%龙魂'增加力量以

便更好地护佑亲人#于是在坟茔的五个位置填埋

朱砂&

!二"湘西苗族人的&家先'信仰

在湘西苗族人看来#家庭的家先能护佑自己

家庭的子孙& 吴远志说他家的家先曾在他的兄弟

身陷传销组织时#通过%托梦'的方式唤醒他#帮

助他逃离了是非之地& 苗寨人认为#在仙娘%杠

仙'时#家先会通过仙娘之口与家中的子孙进行

交流(

& 如有一次在龙俊才家%杠仙'时龙俊才的

母亲杨奶奶通过仙娘说#龙俊才有一次从地里干

活回家的途中#脚下曾不慎打滑#这次脚滑本来可

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但由于当时有杨奶奶在

他身边帮他%挡'着#所以龙只受了轻伤#而这样

的情况还发生过很多次& 龙的亡妻红妹在给自己

的二儿媳妇%留言'

)时#二儿媳妇也会请求她在

%天上'为后代%挡'住大病小灾& 湘西苗族人认

为#人生病的主要原因是被衮%捉'去了魂& 二儿

媳妇祈求自己婆婆的衮帮%挡大病小灾'#意即请

祖先%挡'住%捉'人魂的衮#让自己一家大小都能

健康& 红妹则承诺会帮自己的子孙%挡'住可能

产生的疾病#不仅如此#还会每天跟在他们的身

边#帮他们%挡'住各种危险#护佑一家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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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语中#没有%神'%鬼'的区分#这些神圣存在都是用同一个词来标示#此词的苗语是?JO.V#音%衮'&

意为护佑亲人的能力弱#反之为%得力'#意为护佑亲人的能力强&

此句-招魂辞.为苗语汉译#%你'指亡人之魂&

%戎'为苗语E&.?M#音%戎'#意为龙&

龙炳文#龙秀祥!-古老话"一$.#岳麓书社 #66$年版#第 !00页&

朱砂引龙之说在湘西地区流传广泛#笔者在湘西凤凰(花垣等地调查时#曾听到多位当地苗族人谈及此观念#这些人包括巴代雄(

巴代扎(仙娘与普通的苗族人&

%杠仙'是由仙娘主持的一种仪式#目的有祭祀祖先(求子等& 在湘西仙娘%杠仙'的过程中#仙娘会进入萨满式的%迷狂'状态#进

入此状态后#湘西苗族人认为家先会附身在仙娘身上与家中子孙进行对话#此时仙娘所言是家先通过仙娘之口说出&

即%家先'通过仙娘与家中子孙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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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寨人看来#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与人共存

的还有各种毒虫野兽和游荡的衮& 人若不幸遇到

便会危及健康和安全#因此挂念自己亲人的家先

会时时跟在亲人的身边#为他们%挡'住这些不可

预测的潜在的危险#护佑他们的平安& 苗寨人认

为人死之后#家先在天上%得力'#都会照顾自己

的子孙#庇荫自己的后代#如同父母有保护子女的

本能& 在苗寨人看来#家先会保佑自己家的子孙

是基于对血缘亲情的体认& 虽然家先作为%人'

在人世间已经消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消亡#只

是居住之处转移到了%天上'%坟墓上'#存在的形

式由%人'转变成了%衮'& 这种居住之处与存在

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家先与子孙的血缘关系#

也没有改变家先与子孙之间的情感联系#基于这

两个方面的原因#家先愿意护佑子孙&

三4两种仪式的取舍#关于一体性与

多元性

!$世纪 0$ 年代开始#华琛以三篇系列论文

-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60$,

#60$年.

!

-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

仪式析出与动作的首要性.

"

-仪式亦或信仰/

,,,中华帝国晚期统一文化的建构.

#

#引发了对

中国文化%一统化'问题的探讨& 论文中#华琛通

过对珠三角地区汉人社区的调查#提出了%国家

强加的是结构而不是内容' %国家倡导的是象征

而不是信仰' %透过推动正确行动而非强调正确

信仰#国家官员可以将不同种族或地域背景的人(

抱有不同信仰和不同态度的人组合成一个富有包

涵性的社会体系'等观点& 此后#这些观点不断

被讨论或修正#如 !$$1 年的讨论专号中提出%伪

标准化'

$及%正确行动的说辞'

%

(科大卫与刘志

伟提出的%正统化'

&等观点& 近年来#对于华琛

观点的探讨仍在进行#如张侃以元代天妃庙碑铭

切入#认为王朝(地方与士人的观念存在复杂的互

动关系#因而%标准化'或%正统化'的概念需要结

合历史语境进行理解'

& 李振强亦同意%民间信

仰的)标准化*不是某个朝代的政治操作#而是历

史的接力过程'

(

& 杜树海在考察广西左江上游

地区的民间宗教仪式后提出了%层叠统合'的概

念& 认为中国文化在层叠累积的不同宗教仪式传

统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一统性'力量& 同时#地

方宗教仪式是在不同时间经由不同宗教仪式传统

以不同方式层叠而成#不同的宗教仪式传统可能

跟王朝国家相关#可能跟区域政治体相关#也可能

是更为久远的底层传统)

& 学者们延续华琛的思

考路径#面对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田野发现#在肯

定华琛的观点仍具解释力的同时#亦发现其解释

框架的诸多可商榷之处& 比如如何理解%标准

化'与%说辞'的矛盾/ 学者们近年的研究补充了

%一统'与%多元'的结构特点#但是这种结构是如

何被建构的/ 下文将结合湘西苗族墓祭仪式的接

受过程就上述问题试作简要分析&

!一"信仰的选择#生活需要与神圣权能

在当代被称为%椎牛'的湘西苗族祭祀仪式#

清代嘉庆以前有两类#一类是年末的族群性大型

祭祀远古先祖的仪式%跳鼓脏'& 这类仪式规模

宏大#包含祭祀(击鼓(歌舞以及男女?合等活动&

%跳鼓脏'时全寨人悉数参与#同时还会邀请周边

地区的苗族亲友一同参加#集会人数多至数百以

至数千& 还有一类是家庭进行的祭祀祖先仪式

%椎牛'#相对于 %跳鼓脏'规模要小得多& %椎

牛'主要由同家族的成员参加#人数几十或成百&

%乾嘉起义'后#由于湘西苗族亡于战火的成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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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数量巨大#相当数量的核心家庭遭到毁灭性破

坏& 在此情境下#人口增殖以及核心家庭的重建

与稳定成为第一要务& 由于朝廷的%禁革'#湘西

苗族人放弃了族群性的祭祖%跳鼓脏'#保存了能

回应当下生活需求提供%治病'与%求子'神圣权

能的家庭性%椎牛'#与其同时#以保护家庭成员

为主要神圣权能的家先信仰被不断强化& 随着能

提供与%椎牛'类似神圣权能仪式的增多#人们选

择神圣权能类似而花费相对更俭省的仪式#这样

%椎牛'也逐渐被放弃#而墓祭被越来越多的湘西

苗族人接受&

在湘西苗族地区被纳入王朝国家的治理版图

后#湘西苗族人逐渐放弃了族群性的%跳鼓脏'#

随后也放弃了家庭的%椎牛'#而继之以墓祭仪

式& 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湘西苗族人对神圣权能

需求的变化#其时湘西苗族人需要人口繁衍与家

庭的稳定#因此凝聚群体认同与群体性娱乐的

%跳鼓脏'#相较于强调家庭价值的%椎牛'以及家

先祭祀而言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在湘西苗族人的

观念中#家先可以跟随在子孙身边提供保护#而祖

先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而基于相同的逻辑#能

为家庭成员提供人身保护的家先信仰成为湘西苗

寨人民间信仰中的优先选项& 美国著名的宗教社

会学家罗德尼2斯达克广泛地将各种信仰纳入视

野进行考察后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补偿物'的

观点& 该观点认为%回报'是宗教非常重要的特

征#人们相信存在超自然者#并且%相信回报将在

不久的将来#或者在不可能立即证实的其他某种

境况中获得'& 这是因为人类的世俗原则总是追

求回报#避免付出代价!

& 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这

一特点尤其清晰& 民间信仰中人总是追求自己的

奉献能得到回报#能被神明赐予所需的神圣权能&

当某种神圣权能不能契合当下生活的紧迫需要

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调整信仰#转而信奉可以回应

生活所需的神圣权能&

!二"神明信仰的构成要素

由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这一显著特征#民众在

选择信仰对象时#神明所能提供的神圣权能是否

契合生活所需成为首要标准#人们所接受的关于

神明信仰的内容中#神圣权能的类别不可或缺&

因此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应该理解为一种具有

多重所指的符号#包括神明的象征物(名称与各种

封号(神明的神圣权能与神明的价值等要素& 神

明的神圣权能是神明所拥有并能提供给信仰者的

超自然能力#这种能力是类别性的#为大多数信仰

者认同#如提供人身(财产保护+让财富增加+为家

庭带来子嗣+让某一行业稳定发展持续繁荣等等&

当然神明的权能是复杂的#有些神明集多种神圣

权能于一身#而有些神明则只提供一种神圣权能&

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

在其超自然能力之外#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价

值& 杨庆对于中国宗教中的伦理道德价值早有

精彩的分析#并以祖先崇拜为例#认为%祖先崇拜

本身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导致宗族伦理系统

的形成#但它运用了超自然的假设#并强化了宗族

关系所需的儒家价值'

"

& 质言之#在中国民间信

仰中#对于神明的信仰#不仅包括对其神圣权能的

信仰#同时还包括了其长久以来被赋予的价值&

神明的价值由不同的群体表述(建构& 以天

后信仰为例#对于信仰天后的民众而言#天后的超

自然能力是能为水上尤其是海上行船的人提供人

身安全保护# %她是渔民(水手和海商的保护

神'

#

& 这是天后的神圣权能& 原本为民间%淫

祀'的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皇帝敕封#得到朝

廷承认而成为官方正祀& 官方推行天后信仰的目

的#是将信仰作为教化的工具$

& 因而官方所推

行的天后信仰#不仅包括规范的仪式#同时也包含

了神明的神圣权能及神明所包含的伦理价值&

%神道设教'#即通过推行神明信仰#利用信仰所

包含的道德秩序来教化民众#几乎已经在历朝历

代的官员中达成了共识& 官方在推行某一神明信

仰时#包含了由神圣权能与价值构成的信仰以及

神明崇拜的仪式#民众如若接受国家推行的神明

信仰#实际上接受了神明的神圣权能及祭祀仪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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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接受了隐含的价值!

& 由于中国民间信仰

允许人们建构或表述神明的价值#所以神明价值的

各方表述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冲突的前提下是共存

的& 如天后信仰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基于其%保

护神'的神圣权能#被不同的群体赋予了安定地方

秩序(维护宗族关系等价值#实际上在天后信仰的

各种价值表述中#国家推行的权力秩序(伦理道德

依然蕴含其中&

!三"&多元'与&一体'的形成#墓祭仪式与

家先信仰的角度

类似的对于神明价值的%重述'也体现在湘

西苗族人的墓祭仪式及家先信仰中& 在第二部分

中#本文谈论了湘西苗族人的墓祭过程以及关于

家先的观念& 湘西苗族人将鬼神称为%衮'#能为

人带来福佑的是%好衮'#只会作祟祸害人类的是

%丑衮'& 根据人不同的死亡方式#分为%死好'与

%死丑'& %死好' "%AI,'A%$的人#去世以后的魂

便转化为%好衮'"?JO.V EA.M$+而死亡方式为%死

丑'" %AIEOF$的人#魂便转化为 %丑衮' "?JO.V

,'AV$

"

& 对于%死丑'的人#湘西苗族人一般不会

举行葬礼#有些村寨甚至不允许将尸体抬入寨中#

只能在外简单地掩埋了事& 由%死丑'者的魂转

化的丑衮#则要请巴代雄进行专门的驱逐仪式#将

这些衮驱赶到远方#不让他们靠近村寨#因为湘西

苗人相信#死丑的衮会给人带来灾祸(不祥& 湘西

苗族人在家先信仰中强调家先护佑子孙的神圣权

能#这种神圣权能是以保护子孙的人身安全为旨

归& 在湘西苗族人的神圣世界观中#人生病(发生

人身安全事故都是因为有衮在作祟#因此需要有

神明在神圣世界为人的灵魂及人身安全提供保

护#以免因为意外伤亡成为丑衮被驱逐& 在这种

信仰中#湘西苗族人将死亡的方式进行了价值区

分#使得具有正向价值的死亡方式成为人的追求#

反向价值的死亡方式就成了忌讳& 这种死亡方式

的价值区分#使得人的灵魂与身体安全的重要性

被凸显#个人的生命价值被彰显& 湘西苗族这种

关于家先信仰价值的看法与中国许多地方的同类

观念并不一致& 周星讨论清明墓祭的历史与当代

实践后认为#墓祭具有缅怀先人(重温家族历史(

增强遗族子孙之间的亲睦等功能#

& 刘道超在分

析广西客家的坟茔观念时认为当地墓祭能%联络

宗亲情谊#在向祖先表示纪念(感激(礼敬和祝盼

之情的同时#也在享受丰硕而深刻的精神洗礼#获

得一种归属感(自豪感(认同感#以及对未来生活

的更大希望和自信'

$

& 而邵凤丽对于黄山汪氏

家族(温州刘氏家族(山西闻喜裴氏家族(辽宁尚

氏家族祭祖仪式的重建研究表明#墓地祭祖能让

人感受到历史的延续(生命的绵长#实现身份认

同#发挥祭礼彰显孝道(伦理(秩序的作用%

&

在墓祭被接受的过程中#坟墓中的%魂'成为

%死好'之人转化成的%家先'的一部分#被湘西苗

族人纳入其传统的关于灵魂的信仰话语中#成为

其中融合无间的内容#同时#墓祭仪式也以同样的

方式被湘西苗族人%修改'#以融合传统仪式的方

式适应需求& 湘西苗族人在埋葬死者的过程中#

棺材放进墓穴#盖好土后#巴代雄会在墓穴一角插

一根木棍#再将红布系在木棍上#念诵祭辞#将亡

人的一个魂安在坟上& 墓祭过程中#在通行的墓

祭环节之外#湘西苗寨的吴远志父亲为了给自己

家的家先%添力'#依照传统苗族观念在五个方位

挖了小洞#在里面埋上了朱砂用以%引龙'& 由此

可以看到#湘西苗族人由清中期开始逐渐接受墓

祭仪式及相关的家先观念#但是对仪式和信仰并

不是全盘照搬& 苗寨人的信仰及实践表明#他们

整体性地接受了信仰及墓祭仪式#但是对家先信

仰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表述#对墓祭仪式也结合传

统观念进行了调整&

结语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神明是一个包含了神圣

权能和价值的符号& 人们在接受信仰时#一并接受

的#除了神明的名称(封号(祭祀仪式#还有神明的

神圣权能与价值& 神明的权能就是被信仰者认同

的(类别性的超自然能力#神明的价值虽然有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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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隐或现的表述#但是并不反对民间对其进行重

述& 民间的这些表述是以神明的神圣权能为基础#

同时#民间的多重价值表述与官方的表述并置& 官

方便是以这种方式#推行了文化的%一统化'& 湘

西苗族墓祭的仪式过程与相关的信仰表明#民间对

官方推行的%一统化'指令并非完全接受#而是进

行了本土化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神圣权能被接

受#神明的价值按照传统信仰的逻辑结合当下的需

求被重新表述#而祭祀仪式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被

%修改'&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应理解为#官方推

行的神明信仰是一个复杂结构#这个结构包括能提

供各种神圣权能的神明(各神明的名号(神圣权能(

价值及祭祀仪式& 官方允许民众对神明进行选择#

也允许民众对神明进行解释+而民众则从网络中取

用需要的部分#将其与本地区传统文化结合形成新

的表述#这些传统文化(新的表述形成新的网络结

构& 这种网络结构与结合方式#既形成了中华文化

的统一性#也保留了民众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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