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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白虎 彝族生殖崇拜的巫术象征*

姚霁珊
(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 滇中彝族地区的 送白虎 事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彝族民众生活的方方

面面,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 这种鲜活地呈原生态般存现于彝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是生殖崇拜

文化的典型。从研究 白虎 事象进入彝族文化圈可切近彝族精神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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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白虎 是滇中彝族地区普遍存在

而施行广泛的一种集祭祀与图腾于一体的

巫术事象。 白虎 在彝族民间是凶兆的表

征, 是灾星的载体, 其源流之悠远, 范围

之广阔, 膜拜之虔诚, 实属其他巫术所罕

见。 送白虎 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影响着彝族地区的生殖与生育观、影响

着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等文化观, 占据着

彝族地区绝大多数民众的心灵空间, 尤其

是牢固占据着接受现代文明与先进文化积

淀较少的众多彝族民众的思想领域。走进

彝族地区作田野考查, 总会发现 白虎

这一文化事象是彝族民族文化体系构建的

一个基本内核, 并形成一种笼罩于彝族历

史演变各个阶段的独特的 白虎 文化。

它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 都打

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至今仍成为研究彝

族文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依据。对其

作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对促进彝族地区经

济社会和谐文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

认识价值。

一、 白虎 源来: 生殖繁衍的

孽根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 与其他一切鲜活

的生命一样, 都有其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生

态环境, 这种生态环境简约地可分为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因素

较为单纯, 社会环境因素就往往复杂得多。

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 彝族先民的 万

物有灵 观念和图腾意识常常是支配民族

心理和衍生民族文化事象的基点。从田野

考察情况看, 彝族地区 白虎 文化的产

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知道, 世界上各民

族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产生的

神话和史诗时代, 甚至更早, 这些神话与

史诗既反映了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

也为后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

石。要探讨彝族 白虎 文化的产生, 可

以直接从创世史诗等远古文化典籍中去追

根溯源。还有一种途径是深入到彝族民间

的文化田野中去作实际考察, 再与古籍记

载相结合。记载于典籍中的文化信息在田

野考察中鲜活地找寻到, 那么这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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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其意义且因较贴近生活而更具有实

际价值。

滇中楚雄地区彝族图腾物较多, 有马

樱花树、竹子、葫芦等植物图腾, 有龙、

蛇、牛、鹰等动物图腾, 但普遍盛行虎崇

拜和虎图腾。彝族自称为虎族或老虎的后

裔, 男婚女嫁择定虎日举事, 民间遍有

虎临降祥瑞 的说法和判断标准。 虎

在彝族语言中读为 罗 , 去声, 罗来

蛮 , 即 虎临降祥瑞 之意。彝族地区兴

木动土、造访亲友、云游寻商选虎日而为。

在彝族先民的理念中, 虎是威猛的象征,

是力量的化身, 是呈祥纳福的标志性祈求

膜拜的动物。 白虎 之说记载于彝族神话

以及史诗中, 但在彝族神话史诗的代表

查姆 、 梅葛 和 阿细的先基 等杰

作中, 却没有提及白虎。 白虎 之源流仅

仅见于彝族黑彝支系的神话史诗 洪水滔

天歌 (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 云南民族出

版社 ) 中, 但笔者经年曾多次深入武定白

露、插甸、发窝、万德以及禄劝撒营盘、

团街、转龙等数十个乡镇的彝族地区, 有

意识地作田野考察时采撷到的有关 白虎

源流反而普遍在民间广泛流传, 可以说,

收载于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 中的 洪水

滔天歌 在笔者涉足的彝族地区和采访的

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 经久不衰。虽然彝

族地区村与村, 乡与乡之间语言差别颇大,

民俗也各不同, 宗教信仰也存差异, 但有

关 白虎 的流传与传唱却根本不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而显得极为一致。

远古的时候, 有兄弟三人, 白天犁荞

地, 晚上地复原。兄弟三个人, 心里很奇

怪, 就去支扣子, 首次支扣子, 下着位老

人。老人哪里来? 天神变来的。老人请老

大解扣子, 老大说不解。老人对他说: 今

年洪水要泛滥, 你快去打船, 打只大铁船,

躲在船里面。 老人请老二解扣子, 老二怕

老大, 还是不肯解。老人对他说: 你去打

只船, 打只大铜船, 躲在船里面。 老人请

老三解扣子, 老三心肠好, 把扣子解开。

老人对他说: 你去种葫芦, 葫芦当作船,

躲在船里面。 洪水泛滥了, 铁船铜船沉水

底, 只有葫芦船漂起来。 除了老三外,

世间无人烟。老人又去找人种, 遇到老马

蜂, 问它见到人没有? 马蜂回答说: 没有

见人烟, 要是见到了, 我就蛰死他。 老人

生气了: 马蜂心眼坏。今后用火烧, 蜂儿

头朝下。 老人遇长虫 (蛇 ) , 问它见到人

没有? 长虫回答说: 没有见人烟, 要是见

到了, 就把人咬死。老人生气了: 长虫没

良心, 今后用棍打。 老人遇蜜蜂, 问它见

到人没有? 蜜蜂回答说: 眼睛没看见, 耳

朵听见了。我住他的屋, 他吃我的蜜, 挂

在岩树上。老人对他说: 蜜蜂心肠好。今

后同人住, 就住屋墙头。 人种找到

了。让老鹰去拿, 老人对老鹰说: 今后人

养鸡, 小鸡分给你。老鹰飞到岩树上, 把

葫芦啄落了, 挂在岩子头, 挂在竹丛上。

人种出来了, 名叫阿菩多慕若。阿菩

多慕若, 孤单单一人, 就去请老人, 他向

老人说: 地上无人烟, 地上无伙伴 。

老人对他说: 你支一张楸 (磨担楸 ) , 每

晚天黑定, 你对天空喊, 来打磨担楸, 来

打磨担楸 , 接连喊七遍, 仙女便下凡, 与

你共打楸。 阿菩多慕若照做了, 仙女果真

下凡了, 与阿菩多慕若一起打楸。打楸到

天欲晓, 仙女返天上。阿菩多慕若, 又觉

孤单了。他找老人说: 晚上倒有伴, 白天

太孤单。 老人告诉他, 仙女离开时, 你用

一条裤, 用水浸湿后, 当仙女走时, 前边

那个你莫丢, 中间那个你莫丢, 后边那个

你丢去, 后边那个不走了。阿菩多慕若,

照着神仙说的做, 后面仙女留下了。留下

和他成一家, 夫妻成一家。一家很和美,

生了十九个孩子, 九男十女孩。 地上

无人烟, 地上无人种, 兄妹便成亲。九男

配九女, 九对九夫妻, 一女无相配, 无相

配之女, 一生心不甘, 死后魂变虎, 一只

老白虎, 白虎害后世。白虎害后人, 害人

人不顺, 害畜畜不兴。

这便是遍布于彝族民间原生态的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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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源来, 从 白虎 来源我们可以明确

认知: 白虎 是从未成家而逝的女人变来

的。彝族民间普遍认为, 白虎 生前系未

成家之女, 其终身未嫁而心理扭曲变异,

常怀嫉妒之心, 常为坑人之举, 其本性就

是见不得人有好日子过, 于是专门害得丁

不繁衍, 家不和顺, 畜不兴旺等等。云南

武定、禄劝、双柏、南华等一些彝族聚居

区当有妇女不孕不育、牲畜生病等现象时,

往往有举行 送白虎 的祭祀活动。这些

彝族民间对道德品质恶劣、行为作风不正、

与人不和、害人害己、伤风败俗、挑拨离

间等与道德常规有悖的妇女俗称之为 白

虎婆 。滇中楚雄彝州武定、双柏、南华等

县以及昆明市的禄劝县等彝族地区的彝族

民众视 白虎 为凶神, 须驱弛赶跑, 以

离人、离家、离村为快。凡人家新出生婴

儿, 必备肉食香烛请巫师来家里庭堂举行

送白虎 活动, 不满周岁的小孩, 还要时

刻提防被 白虎 摄魂。为防止小孩被

白虎 所害, 凡带小孩出门或行夜路, 需

用锅烟灰将小孩的额头画上黑色的 十

字字样, 并常在小孩的被窝里或床下藏带

刀具等铁器或在背布四角缝进铜屑、硬币

等认为可以辟邪的金属什物。若遇有丧事

的人家, 人们还在该主事者的门头上及房

屋四周插上一些竹制的弓箭, 以防止 白

虎 来咬尸躯。概括地讲, 白虎 之源乃

根植于彝族民间民众潜意识中的生殖孽根。

二、 送白虎 祭祀活动的适宜对

象及季节选择

从田野实际情况考察, 在彝族地区

送白虎 的适宜对象: 一是结婚多年未孕

未育的妇女, 或是孕而不育者, 或是孕育

而不昌的妇女和家庭; 二是已经怀孕的妇

女; 三是畜禽饲养不顺者, 如猪、鸡、牛、

羊等牲畜不孕不育或少育或产仔不顺的家

庭; 四是家庭不和睦, 纠纷不断, 出行不

顺, 遭灾有难, 小孩生病等; 五是按照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 生育间隔四年期满, 欲

孕第二胎孩子者或是结婚后计划生儿育女

的家庭夫妇。在田野考察中发现, 这五种对

象皆属 送白虎 事象的行为可能发生者。

综观以上五种 送白虎 适宜对象可知,

送白虎 这一巫术活动的举行皆与生殖意

识、生殖动机、生殖祈求密切相关, 送白

虎 的适宜对象就是生殖行为的承载者和生

殖行为的实施者, 即欲望生殖的繁衍者。

在彝族地区, 送白虎 的适宜对象的

时间选择一般在仲春时节或是中秋过后的

土黄节令两个时期进行, 并分别在各时期

进行各自的具体活动, 即仲春时节进行的

是与 白虎 共同 约法三章 ; 秋末初冬

时节进行的是给 白虎 举行庄严隆重的

结婚仪式 出嫁活动, 也就是进行 送

白虎 的主要祭祀活动。仲春时节举行一

个仪式即与 白虎 进行的 约法三章 。

其时, 须请巫师临厅堂, 准备一把用过的

高粱秆制作而成的洗锅帚, 或扎一个酷似

于人的稻草人, 用红布包裹成一个人的模

样, 在红布上画上眼睛、鼻子、耳朵, 使

其更像一个栩栩如生的人, 美其名曰: 穿

红衣的小姑娘, 有时甚至直截称之为 新

娘  白虎 的化身。然后, 请来巫

师, 巫师口念咒辞, 作对话式, 举行 媒

妁 之约仪式。举行仪式时, 须将穿红衣

的小姑娘给生殖行为的承载者或生殖行为

的实施者即 适宜对象 作抱小婴儿状

接触 白虎 。其咒语和 媒妁之约

的仪式的实际涵义是: 通过巫术与穿红衣

的女孩的接触并许诺, 答应将于秋末初冬

为其举行婚礼, 要求 穿红衣服的女孩

(白虎 ) 莫作孽, 莫害人, 给人家幸福安宁

的生活, 让人家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仪

式举行完毕, 便将 穿红衣服的小姑

娘  白虎 的化身, 置于一个盛有

水的土碗中, 安放于一个隐蔽而较安全的

角落, 不让常人目之所及, 更禁止常人接

触, 人们对其则万般小心翼翼, 顶礼膜拜,

虔诚供之, 敬之, 远之。此阶段巫师施行

的具体活动, 归结起来其实是为了达到一

72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 8期



楚 雄师 范学 院学报 2007 年第 8期

个目的: 若在今后的日子里, 白虎 能够

让家和、畜兴、妇孕, 那么将择于秋末初

冬时节为 白虎 举行隆重的婚嫁仪式。

这个阶段的具体工作要简单得多, 无须宰

牲作祭祀, 但到了秋末初冬时节, 就必须

举行 送白虎 仪式了。即笃守 约法

而为 白虎 进行婚嫁仪式, 这一仪式即

送白虎 事象的主要祭祀活动内容。

三、 送白虎 巫术活动中主要什

物及器具: 男根崇拜

彝族 送白虎 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什

物器具带有浓郁的性崇拜和生殖崇拜色彩。

盐臼棒头和碓棒头是主要器物。举行

送白虎 的主事者将他人的盐臼棒头和碓

棒头偷走, 偷窃而得的盐臼棒头在举行

送白虎 的仪式中, 被裹系上红色或蓝色

的布匹或被穿上衣服, 这种给盐臼棒头或

碓棒头穿的衣服必须是 送白虎 的适宜

对象穿过的旧衣服或是其所接触过的布匹

等什物。当裹系完之后, 一般还要用墨水、

火炭、白石头等容易着色的东西给盐臼棒

头或碓棒头画上眼睛、鼻子、耳朵、嘴巴

等五官, 使其更像一个人的模样, 并以此

拟作 送白虎 的适宜对象 夫妻俩所

产下的婴孩。

彝族民间认为, 盐臼棒头或碓棒头形

状像男根, 用棒头捣食盐或冲碓的过程颇

似男女交媾进行性生活时候的动作。民间

也有用捣食盐或用碓冲糍粑等话题当作有

关两性性生活的调侃或调情的话题肆意发

挥的语言现象。 送白虎 时选用盐臼棒头

或碓棒头作巫术活动中的主要什物, 其实

是男根崇拜和性崇拜兼具, 而其终极涵义

是生殖崇拜。另外洗锅帚、秧草、金竹香

木树叶、谷子、酒、香、瓦渣、鸡、鸭和

衣、鞋等物也可作为仪式器具。

四、 送白虎 祭祀活动中分娩仪

式与婚嫁仪式的生动模拟

彝族 送白虎 其实是一个分娩仪式

和婚嫁仪式的模拟, 这种模拟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娩仪式的模拟。在 送白虎

的祭祀活动中, 巫师将已经用红布包裹好

的并画成人样的盐臼棒头或棒头或洗锅帚

骑夹于跨下, 口中念念有词作孕妇阵痛呻

吟之状, 或放于脐部衣服内, 用手将衣服

高高撑起, 俨然一个孕妇腆着肚子的模样。

巫师一面哎哟、哎哟吟叫, 一面自言自语

说道: 要生小孩了, 要生小孩了。并作羞

然状, 悄悄躲于堂屋门后, 大约持续呻吟

时间为数分钟, 此时, 满堂屋的人借机调

情侃笑, 说的就是关于结婚生育的话题。

然后, 巫师在一阵长长的呻吟声中蹲坐着

将盐臼棒头、棒头、洗锅帚放于地上, 便

自语道: 生了, 生了, 好大的一个男孩,

头大耳朵肥, 以后肯定要做皇帝或宰相

的。 巫师一边说, 一边赞美 孩子 , 而

后, 将 小孩 抱给其父一下 (不孕不育

者 ), 又抱给母亲亲一下, 方将 小孩 (盐

臼棒头或棒头或洗锅帚 ) 轻轻置于方桌上盛

有谷子的斗上, 分娩仪式的模拟宣告结束。

接下来便是婚嫁仪式的模拟, 巫师安

排数名男青年用香木树叶吹奏彝族 哭嫁

歌 , 安排两名男青年抬 轿子 。 轿子

内装有衣服、帽子、鞋袜等什物, 小孩

也便装入其内, 还有一个火盆, 火盆内有

灶灰, 炭火, 碎骨, 稻谷糠, 烟雾袅袅,

糊味熏熏。 轿子 周围插满香木树树枝

叶, 桃树枝叶等之类, 颇似彝族婚宴中的

搭青棚 , 有的点火把, 有的吹奏木叶,

有的抱鸡提鸭, 有的手执 马鞭 , 有的背

锅碗, 俨然一派彝家男婚女嫁的演绎。木

叶吹奏 哭嫁歌 , 歌声吹遍旷野, 松明子

火把照路, 火光照亮一方天宇, 队伍浩浩

荡荡, 说说笑笑, 热闹非凡, 举行着一种

彝族地区特有的 送白虎 的祭祀活动。

五、 送白虎 祭祀活动是交感巫

术的典型体现

细考流传至今的 送白虎 仪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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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深厚的民俗背景, 实际是古代巫术的延

续, 是巫术思维的具体体现。当生产力低

下, 人们无力战胜自然, 就相信大自然具

有一种神力, 于是虚构出一种神秘的超自

然的力量来控制自然, 达到某种特殊的愿

望和目的。这种思维延续在民间具有极大

的影响力, 它是彝族民众虔诚于 送白虎

的心理根源。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

为: 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

地相互作用 , 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

仪式和信仰, 都起源于交感巫术。这正是

送白虎 事象中的思维表征, 可以说 送

白虎 巫术活动是交感巫术的典型体现。

在交感巫术理论中, 弗雷泽将全部巫

术归结为两种类型: 一是基于 同类相生

或 果必同因 的相似律原则, 采取比拟

或模仿的方式施术, 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

成同一种东西。民间因此便借由此种巫术,

对那些被视为有神力的东西进行模仿, 以

便也能同样获得那种神力, 称为模仿巫术,

也叫顺势巫术; 二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

的原则, 认为经由接触的过程, 可将神力

传递给被接触者, 通过一事物的某部分或

与其相关之物来影响该事物, 即接触巫术。

在 白虎出嫁 仪式中, 白虎 被扎成一

个酷似人的稻草人, 用红布包成人的样子,

画上人的眼睛、鼻子、嘴等, 白虎 被嫁

出的整个过程就属于模仿、顺势巫术。 送

白虎 中的婚嫁仪式和分娩仪式也属于典

型的模仿巫术。 送白虎 仪式中 送白

虎 的适宜对象须抱着红布做成的 白

虎 。另外, 送白虎 的主要什物、器皿

也须是适宜对象穿过、用过、或接触过的,

通过施术在这些物件上并进而影响到人,

这也是接触巫术的反映。

综观整个 送白虎 仪式, 看似神秘

而让人敬畏, 其实从心理学来看这是一种

虚妄的联想心理。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

自我意识丧失, 幻象与现实融为了一体,

主客不分, 物我一体。于是模仿、顺势巫

术中的相似变成了同一, 接触巫术中的接

触则成为了一种永久的联结和延续, 而巫

正是这种同一、联结和延续的精神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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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W h ite T iger cu lt is the specia l cu ltural phenom enon in Y i region of cen tral

Y unnan, wh ich concerns each aspects of Y i people s life and make up of a specia l cultura l back-

ground. Th is v iv id orig inal ecological cu lture is the typical reproductive worsh ip cu lture. The

W h ite T iger cult represen ts them ain sp iritual cu ltu re ofY i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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