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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与 彝 族 传 统 文 化

硕 果 彝族

鸡
,

是一种鸟类难科动物
。

在我国
,

鸡被人们驯化 的年代
,

可 以追溯到远古
。

据考古学

发现
,

在距今 。。。多年前
,

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和旅大市 羊 头 洼 遗

址
,

就发现了鸡的骨胳
。

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发现的陶鸡
,

更距今有! 。。。年之久了
。

《周礼
·

春官》记载
,

周朝时设有专职宫员主管祭祀宗庙用的鸡只
,

可见 当时养鸡已经相当普遍了
。

从彝族对鸡的认识和与鸡相关的诸多图腾禁忌习俗来看
,

彝族的鸡文化在彝族传统文化

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

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
,

由于人们的社会阅历
、

认 识水平有限
,

因此他们往往把某些物

类奉为神
,

加 以崇拜
。

远古彝族先民们便将鸡作为神
,

列在神的行列之中
。

从宏观上看这是

由于人们对鸡畏惧进而产生崇拜
,

从微观上看则和雄鸡守夜啼晓
,

鸡啼对人类起过很大的作

用有关
。

在 《支呷阿鲁》第九节
“
支呷阿鲁请 日月

”
中记述

, “
支呷阿鲁请了两次 日月都没请出

来
,

他最后只有去觉土木古的突尔破 山顶 上
,

找来一只 白公鸡
,

又要杀了白公鸡去请
。

白公鸡说
∀ ‘

请不要再犯你那莽撞粗暴的错误
,

既不商量不考虑
,

动手就杀
,

作绝了路的事情
,

就

不好挽救呷 #
’

说完 白公鸡便两脚蹬地
,

伸长脖子
,

张开尖嘴
,

亮出嗓子朝西
、

北
、

南各叫了

三声
,

没看见太 阳和月
、

亮出来
。

最后
,

白公鸡把伸长的脖子
,

仰到自己的背上
,

用足全身力

气
,

拖长声音
,

慢慢悠悠地一直叫了三声后
,

只见天空中⋯⋯隐隐约约露出一个吓红了脸的

太阳
,

一个吓白了脸的月亮
。

支呷阿鲁没想到这小小的白公鸡同太阳
、

月
、

亮还有这么大的关

系
,

能把他们叫出来
,

他忙对白公鸡说
∀ ‘

我错了
,

差点杀了你
,

今后凡是同太阳和月亮打交

道的事全听你的
,

全由你去办” , 、

∃
。

通过 这个神话
,

我们不难看出
,

在彝人心目中智勇双全
、

无所不能的英雄支呷阿鲁在 白公鸡面前显得很无能
。

在远古彝族先民的观念中
,

鸡啼 与日出有着必然的前因后果关系
,

雄鸡长鸣太阳才会出

来
,

万物才能生存
。

彝族谚语所说的
“鸡与人同祖

,

能知昼和夜
” 也由此而来

。

在凉山彝族的传说中
,

地震山崩也与鸡有着极大的关系
。

传说地下面有一条大鱼
,

鱼一

动
,
地就会震动

。

大鱼旁有一只公鸡在守候着
,

它的任务便是监守大鱼不许动
,

以免地震祸及

奄每



人类
。

从以上的神话传说中
,

我们可 以看出
,

公码在掌管着人类的生死 丸犷卜

高大
。

鸡不仅能呼唤 日月
、

掌管地球
,

而
%

民还在宇宙其它星座中占据有自
%

彝族命毛的别星座中
,

有易个 以
“

鸡
”

命名的
“

鸡星
” 。

如
“

黑鸡星
” 、

神鸡星
” 、 “

母神鸡星
” 、 “

玛翅齐尾星
” 。 “

金星
”

在下半夜出现时叭

鸡星” 几
。

在远古彝族先民明观念中
,

鸡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物质
,

已同东方 日出
、

光明取代黑暗
、

阳气战胜阴邪等现象联系在一起 了
。

刊 见鸡的地位之

乙的地位
。

石
∀

凉山
“

灰鸡星
” 、 “

公

“

基瓦布
”

像为
“

公

人类的 “七与死
、

远古彝人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 自身的软弱
,

往往把生活中的一些偶然或者必然的现象视

为吉凶的征兆
。

由于鸡已成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二
,

与人们的生产
、

些住活有了联系
,

因而也就产生了与鸡相关的奈祀活动和 卜巫活动
。

&
∋

鸡成了祭祀活动的报侣
∋

品

郭沫若先生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
“用鸡的痕迹

,

在彝字中可 以看 出
。

彝字在古

今文及 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
,

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 之物
。

故祭器通用的彝字

竟为鸡所专用
,

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
。 ”

可见
,

彝族先民奉行
“

万物有灵
”

的原

始宗教
,

相信超 自然的力量
,

相信 “神鬼之力” 可以预知祸福吉凶
,

驱邪魔和咒仇敌
。

因此

巫术
、

宗教活动较为频繁
,

它的内容有祈求丰年和超度亡灵的祭祀 ( 反诅咒的
“写俄布”挡

口 嘴
、

诅咒仇敌的
“

子克觉
” ( 赎罪的

“

者苏
”
等等祭祀

。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
,

这些祭

祀活动都把性畜作祭品
,

其中最遭殃的 自然是鸡
。

贵州彝文典籍 《恒几抽雅》中述 ∀ “生时一只 鸡
,

死时一只鸡
,

人死落气时要捏死一只

鸡
,

愿望为让鸡的灵魂将死人的灵魂引到灵魂世界
” 。

鸡在彝族宗教活动中多用以替 “罪 ” 。

在凉山彝族毕摩所进行的
“

者苏
” “

者
”

为
“

债”

或 “罪” 之意
, “

苏
”

为
“

还” 或 “赎 ” 之意
,

合译为
“还债

”

或 “赎罪
吵

 道场中有
, “

尔

擦苏
” 、

毕摩请神
、

毕摩宣布目的任务
、

转鸡
、

杀鸡
、

甩鸡
、

烧鸡 ! 个仪式
。

从第 ∀ 个仪式

开始
,

鸡一直作为必不可少的祭品出现
。

在这里鸡作为
“替身

”

用来赎买主六
、

之魂
,

消
“

罪”

祛病
。

这时毕摩助手持鸡
,

在病人头上方按顺时针方向转 # 圈
,

转时还要在病人身
∃

匕蹭一下
,

表示病魔 即可从病 人身 仁跑到鸡身上
,

让鸡替病人去死
。

毕摩一方而妄诱惑病魔说
% 鸡肉比

人肉鲜美等美话外
,

还要开脱杀鸡的 “罪责” ,

如说
“
你们死

,

不是我毕摩的过
,

也不能怪

主人
,

都 是病魔的错
。

你们今天替主人死
,

要找病魔算帐
” 。

杀鸡
。

鸡替病人之后
,

认为病魔已进入鸡体内
,

此时要杀鸡
,

既有
“

还债
”

的表面意义
,

也有借机杀魔
、

打魔
、

吓魔以驱除之的真正动机
。

鸡由毕摩用手捏死
,

然后割嘴放血
,

同时

念经
% “

鸡已给你们 了
,

你速速滚开
,

不准再来 了
,

否则
,

把你们和鸡一 起 杀
,

不 来 是 不

杀的
,

来就会象鸡一样死去
。 ”

还 以杀鸡实况吓唬说
% “

鸡不死
,

你们不死
,

鸡死
,

你们必

死
, ,

不仅言语咒骂
,

还用刀连连拍打鸡身
,

意在打魔
。

&

令口
·



甩鸡
。

毕摩把死鸡甩向道场右下方
,

便之落地时头部向外
。

如果真的向外
,

表示病魔已

同意走或已走 了
,

驱魔的目的达到
。

否则
,

还要甩两次甚至三次
,

直至鸡头向外
。

毕摩同时

念经说
∀ “鸡 向外走

,

病魔骑着鸡走
,

再不要回来缠主人了
。

我是专门做此种道场的
,

厉 害

得很
,

我今天送你们走
,

必须走里 ”

烧鸡
。

整个鸡放在火堆上连毛烧
,

熟后
,

毕摩取一点心肝献神
,

谢神归位
。

然后
,

参加仪

式 的全体聚餐
,

庆贺仪式 “成功
” 口

。

从以上祭祀活动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鸡显然成了
“
替罪鸡

” ,

但鸡头上那层
“
神

”的灵光

还未完全消失
。

一方面人们为了讨好诸多
“鬼怪 ”

实指大 自然的力量
,

以求得生存
,

将

鸡作
“
替罪

” 向 “鬼怪
” 祈求恕罪 ( 另一方面又怕

“鸡神
”
报复

,

大祸临头
,

因此又向 “鸡

神
”
开脱杀鸡的

“罪责
” 。

人们已处在
“
神

” 与 “鬼” 之间的夹缝中
,

为 了生存
、

发展
,

先

民们不断地在征服 自然
,

与大 自然作顽强地搏斗
。

)
∋

鸡成了 占 卜活动中的灵性工具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的鬼神世界观有了新的发展
。

凡是人间的得失
、

成败都归咎于鬼

神意志
,

因此人们在每做一件事时
,

都希望得到好的结果
。

然而在彝族先民们看来
,

这不是
’

自己努力的结果
,

而取决了鬼神的赐予
,

为此他们急需了解鬼神的意图
,

对鬼神进行预测
,

于是占 卜就这样产生了
。

彝族先民的占 卜
,

最流行的有羊骨 卜和鸡 卜
,

花样最多的当推鸡 卜
。

鸡 卜包含甩鸡 卜
、

鸡舌 卜
、

鸡嘴 卜
、

鸡头 卜
、

鸡股 卜
、

鸡胆 卜
、

鸡蛋 卜
、

小鸡 卜等 ∗ 种 ,
。

甩鸡 卜
。

凉山彝族称
“瓦莫堵

” 。

是将杀死的鸡由主人在主位上向门口 方向甩去
,

鸡头

向外为吉 ( 若连甩三次
,

鸡头朝里为凶
。

鸡舌 卜
。

将鸡杀后煮熟观其后
,

如平直或往里弯为吉
,

卷弯如圈或往外弯为凶
。

鸡嘴 卜
。

将熟鸡的上嘴壳扯下
,

看 叉形两端的比例是否适中和亮度如何
。

比例适中且透

亮为吉
,

反之为凶
。

鸡头 卜
。

取下熟鸡头盖骨
,

呈现白亮为吉
,

如有红或黑斑点为凶
。

鸡股 卜
。

取去 肉的熟鸡腿或鸡翅 & 对
,

视两边骨上的小眼数量是否很少月
∋

相对
,

若各为

&
、

) 相对或 )
、

+ 相对为最好
, +

、

+ 相对为差
, +

、

 相对为凶
。

鸡胆 卜
。

杀鸡后取胆观察
,

胆汁多并有光泽为吉
,

反之为凶
。

鸡蛋 卜
。

有将生鸡蛋打在清水中
,

观察蛋黄周围的蛋清气泡的多少
、

形状和散去的倩况

定吉凶 ( 还有看熟鸡蛋
,

视其
、

外表及内膜纹路定吉凶
。

小鸡 卜
。

这是一种实验性检查
。

凉山彝族遇到内伤而不知其部位
,

毕摩 即先行手摸 ( 如

果摸后还 诊断不出
,

就找 & 只 小鸡
,

让病人向鸡嘴吹气
,

接着把鸡的头浸入水中闷死
,

但不

能捏死或有外伤 ( 然后毕摩将鸡背切开
,

剥下皮
,

解剖各个部位
,

看什么部位有异常 ( 若发

现肝部有异常
,

就认为病人的病兆在肝部等等
,

从而诊断病人的患处
。

彝族医学的演进与其他民族的一样
,

始于巫
,

继而巫医混合
,

再进而巫和医分立
。

鸡的



医药作用最初融于巫术中
,

曾治好过一些疾病 ( 因此
,

巫术也基于此带有一定的
“
神秘性衫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类的进步
,

彝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
,

鸡的医药作用便与巫分立开来
。

彝族对鸡的医药作用的认识
,

是彝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份
,

也是中华 民族医学宝库中的

组成部份
。

彝族人民利用鸡体的某些部位对症治病
。

鸡体上的肉
、

胆
、

骨
、

油
、

血
、

肠
、

腌
、

肾
、

毛
、

矢和鸡蛋都成 良药
。

对鸡体各部位药物价值的深刻认识
,

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鸡肉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广泛用鸡入药治病

矛 。

彝医主要用其主治骨折刀

枪伤
,

亦用于疮疡
、

产后
、

疟疾
、

咳嗽等病
。

彝医 以鸡入药独具特色
∀
有用 活 鸡

,

不 去 内

脏和毛 ( 还有直接捣烂调合其它植物药
,

外敷为主
。

这种用法和功效
,

在彝医中流传很广
、

很久 ( 但却未见汉医籍有此记载
,

实为彝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民族用药经验
。

鸡胆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医药用鸡胆治病
,

见于 明代彝医书》
,

而彝族民间亦

广泛药用
。

主治老幼久咳
,

暴发火眼
,

喉闭失音
。

功在止咳清肺热
,

明目清肝火
,

消喉蛾
,

尤以鸡胆治喉症之法
,

历代本草未载
。

&,− &年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对鸡胆进行临床研究
,

发现

大部份慢性气管炎患者在服用鸡胆片尤其是复方鸡胆片后
,

有喉头松快
、

痰易咳出
、

痰量明

显减少的现象
。

鸡骨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广泛习用鸡骨为人

、

畜治病
。

主治烧伤
∋

疮肿溃

烂
,

性平
、

味酸甘
。

可敛疮拔脓
、

生叽消肿
。

其用法多烧炭冲粉调油成膏敷涂
。

此法汉医未

载
,

为彝医独特用药经验
。

鸡油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 民间药用鸡油较为普遍

。

主用于烫火伤
、

漆疮
、

目痛

和风湿痛等方面
。

性平
,

味甘
,

无毒
。

有消肿
、

敛疮
、

透疹
、

清目
、

舒筋止痛之功
。

皆为彝

医特有的传统药用经验
,

亦可补充汉医本草不足
。

鸡血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医药用鸡血治病

,

见于 《明代彝医书》
。

主 治 疮 疡 溃

烂
、

隔食不化
。

民间应用亦广
,

或内服
、

或外涂
。

功在消肿拔脓
,

敛疮生肌
,

破积消食
,

疗

鼻疮
,

通 胃滞
。

彝汉两家功效用法大体相同
。

鸡肠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习用鸡肠入药

,

主消瘦
。

治慢性 胃炎
、

溃疡
、

贫血
、

面黄等虚弱之疾
。

汉医未有此说
。

汉医仅作诸遗尿遗精之固涩药 ( 而彝医则作补虚疗瘦健胃

强身之补益药
,

然亦有止血收敛之功
。

故鸡肠为性温
,

味甘酸之品
,

可 以固涩收敛
,

壮阳益

胃
,

为彝医常用的动物药之一
。

鸡肺
。

据 《彝医 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广泛用鸡腌治病
。

主治胃痛
、

腹胀
、

食滞
、

小儿

疮积
、

大人反胃呕吐泛酸等胃部疾患
。

取其助消化
,

消食积
,

益胃健脾之功
。

鸡肾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习用鸡肾入药治病
,

主治风疹
。

性凉
,

味苦
、

还

可以清热祛风
,

散疹透表
,

止痒痛
。

此功汉医未有记载
,

为彝医独特的用药经验
。

鸡毛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医药用鸡毛治病

,

见于 《明代彝医书》
,

民间亦普遍用

之
。

主治菌毒
,

亦敷疮疡
,

除具解毒敛疮
,

拔脓生肌之功外
,

多作涂敷药膏
、

药汁的药具使

用
。

取其轻柔不伤疮疡处
,

触之不痛
。

其解毒菌之毒
,

系以鸡毛为灰
,

服 之即吐
,

吐而缓其

毒之故
。

鸡屎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彝族民间习用鸡屎入药
,

见于 《明代彝医书》
。

主治痢痢

秃疮
,

大疮恶疮等
。

功在拔脓解毒
,

生肌敛疮
,

灭瘫痕
。

其用法与汉医不同
,

是为彝医特有

的用药经验
。



鸡蛋
。

彝族民间药用鸡蛋十分普遍和广泛
。

据 《彝医动物药》载
,

《明代彝医书》对鸡

蛋的药用记叙竟达 ∗ 次之多
。

主治肺
、

肝
、

胃
、

肾等各部疾患
,
以及妇女胎产疮肿

、

烫火伤
、

泻痢
、

虚劳
、

目疾等
。

单用
、

配伍
,

外敷
,

内服 皆可
。

老人
、

妇女
、

儿童尤宜
。

具清虚热
,

益赢弱
,

舒肝郁
,

止咳逆
,

疗腹泻
,

消食积
,

治疮肿
,

解蛇虫毒
,

调经血
,

去 目肿
,

消康疡
,

止痛安蛔
,

补血益气诸功
。

该为彝医药用最广泛的动物药之一
。

从 以上彝族人民对鸡体各部位的医药作用的深刻认识看来
,

它不仅标志着彝族人民征服

自然的能力大大的提高
,

而且还标志着彝族人民对鸡的认识巳进入科学的境地
。

、

四

&
∋

鸡与舞族的饮食文化

彝族的饮食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

从 “饮食文化
”

的角度看来
,

鸡在其中应

占一席 之地
、

彝族吃鸡法虽然不多
,

但匠心独具
,

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
。

沱沱鸡
。

初来凉山彝家做客者
,

主人家都要盛情款得
,

再穷的人家一般都要宰鸡相待
。

宰鸡时通常都切成沱沱肉
,

以示尊敬
。 “沱沱肉

” 省时
、

方便
、

营养成份高
,

是凉山彝族的

一大饮食特点
。

烧鸡
。

如果将鸡肉切成蛇沱肉
,

撒上盐
、

放在火炭中边烧边吃
,

再下一点酒或饮料
,

堪

称 一绝
。

清炖鸡
。

将鸡肉切成小块
,

与汤合煮
,

放上佐料
,

将鸡的各种鲜美味融于鸡汤中
,

吸收

鸡的精华
。

酸菜鸡
。

酸菜鸡也是凉山彝族的独特吃鸡法
。

它集鸡的鲜味和酸菜味于一体
,

开胃健脾
,

又鲜
,

又酸
,

又可 口
,

仿佛在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

腊肉鸡
。

腊肉与鸡肉合煮而成的腊肉鸡汤
,

集香
、

鲜味为一身
,

再放
%

匕蒜
、

葱
,

美味无

比
,

不失为一绝
。

彝人不但将饮食作 饥渴时的生理需要
,

而且还将其看作一种养身保健的行为
。

这种食疗

法还注重对人体脾胃的护养
。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

气血生化之源
,

一旦伤了脾胃
,

便会百

病丛生
。

众多的酸菜鱼
、

酸菜腊肉
、

酸菜洋芋的出现
,

都 因为酸菜汤能开胃健脾
,

因而酸菜

鸡也就成了凉山彝族的独特菜谱
。

从 以上彝族的饮食结构中
,

存在着一个很有趣的民俗现象
。

即在饮 与食 之间
,

饮的重要

性
,

份量要大于食
。

凉山彝族吃清炖鸡
、

酸菜鸡
、

腊肉鸡
,

多喜欢喝汤
。

彝谚说
∀ “汤能管

七天
,

肉只管三夭
。 ” 到凉山彝家做客

,

光吃饭吃肉是不能算被
“招待过” 的

。

彝谚说
“
彝

家以酒为贵
” ,

因此先为客人斟上一杯酒
,

后散烟
,

是彝家待贵客的礼节
。

饭肉吃饱后
,

总

要劝喝口汤
。

吃毕再斟第二杯酒
,

否则主人会很不心安
。 “

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的话
,

饮文

化的意义大于食文化
。

⋯⋯如果说食文化仅仅是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的话
,

那么
,

饮文化就

是较高层次的高级需要了
。

⋯⋯从消费效果来看只有高级需要的满足才能使人产生更深刻的

内在幸福和丰富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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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与择族的人名
、

地名
、

纹饰

由于鸡与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

宗敬活动有了密切联系
,

因此也就有了与
“鸡 ” 相关的

人名
、

地名
、

纹饰
。

在凉山彝族中取名为 “瓦苦 ” 偷鸡
、 “瓦期 ” 鸡屎 者较多

。

取名 “瓦苦
” 者

,

意

为
“偷鸡者 ” 。

凉山彝族视偷鸡者为最下贱的人
。

取名 “鸡屎”者
,

意为象鸡屎一样很臭的人
。

由于彝区居住环境差
,

气候恶劣
,

加上缺乏医疗条件
,

婴儿多有夭折现象
,

于是错误地认为

是 “病魔 ” 缠身所致
。

为了能使孩子健康成长
,

人丁兴旺
,

便将小孩取名为
“偷鸡” 、 “鸡

屎 ” ,
以避 “病魔” 来 “吞噬” 。

鸡冠山
。

这是凉山彝族对鸡冠有特别的直观感受
,

通过联想而取的山名
。

它形象而且生

动地反映出象 “力八入” 这种酷似鸡冠形状的山
。

鸡街 鸡场
。

彝族地区 &) 属相中鸡 日集市的集场
。 “

云南市集名
‘

街
’ ,

贵 州 市集 名
‘

场
’” 父

。

彝族服装 尤其是女装 和彝族漆器中与鸡相关的纹饰较多
。

如 “
·

” 鸡眼
、 “

纂

鸡翅膀
、 “

夕

. 叭
” 鸡冠

、 “

一
” 鸡肠

、 “

三
∋

已! 它
” 鸡 岔 肠 等

等
。

这些纹饰都源于自然
,

源于生活
。

它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
,

对鸡体各部位有了深刻

认识 以后
,

以鸡体各部位为素材
,

通过直接摹拟
,

再加 以提炼
,

使之艺术化和抽象化而形成

的
。

它给人以美的感受
,

美化 了生活
。

+
∋

与鸡相关的称族谚语

在凉 山彝族谚语中
,

以 “鸡 ” 为题的也有不少
。

“鸡脚上无肉” ∀ 意为不要贪婪
。

与汉语的 “鸡脚上刮油 ” 意思相近
。

“只 有骗鸡胆
” ∀ 形容不勇敢

,

胆小如骗鸡
。

与汉语的
“

胆小如鼠
” 意 泪同

。

“死鸡抬翅也无用 ” ∀ 形容无能者再培养也没用
。

与汉语 “
瞎子点灯白费蜡

” 意相近
。

“两个鸡蛋不能拴在一起
” ∀ 意为婚姻问题如果男女双方不 自愿

,

不能强扭在一起
。

与

汉语 “强扭的瓜不甜
”

意相近
。

“

鸡讲话
、

鹰好笑” ∀ 意为不 自量力
。

与汉语 “贻笑大方 ” 意相近
。

“

鸡蛋没有缝
,

苍蝇不来叮 ” ∀ 意为事情的发生总有其根源
。

与汉语 “ 水 有 源
,

树 有

根” 意相近
。

俄国著名文学家高尔基说过
∀ “

一般地讲起来
,

俗话和侄话
,

是把劳动 人民所有生活上

的与社会史上的经验
,

都典型地予 以具体化了
。

谚语和民歌都是简短的
,

可是它们所包含的智

慧和感情
,

却够写出整本书来
” 。

正如高尔基评价的那样
,

彝族谚语所涉及的内容
,

真是

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

所有来 自这大千世界各个角落的认识经验
,

往往都有相应的谚语
。

在凉山彝族的传说中
,

还谈到属鸡者如果能与属牛或属蛇者相匹配
,

是天生的佳偶
,

会

有好遇
,

也很幸福
。

从掌管宇宙的伟大的
“
神鸡

”

到任人宰杀成为美食佳肴的
“鸡” , “鸡 ” 的这一地位变

迁史
,

成为彝族人民从畏惧自然到征服自然
、

改造自然的生动的历史记录
。

彝族人民对
“
鸡

的认识历史
,

就是一部彝族文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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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还愿祭品∗& 个鸡蛋
, & 只鸡

, 0 只鸭
, 文头猪

,
∗ 条酸鱼

,

来若千
,

/1 斤米酒
。

参加人数

+ 1人
。

这些前人创制 的
,

一一沿袭下来
。

由于侗族过去对 鬼神虔诚至极
,

一般山民进深山老林做事
,

都忌讳喧哗和说不吉利话
,

头天睡觉不准用服枕头
,

不准站在床上穿衣裤 ( 不准直呼猛兽毒蛇俗名
,

要假称
,

如称猴为
“
三哥

” ,

毒蛇为
“绳 ” 或 “绳子” ,

石头为
“
草芡

” ,

出血为
“
挂彩

”
或

“
挂红

” 等等
,

否则被视为对神不尊
,

违者要立即停止当天的活路
。

解放后
,

侗族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
,

精神文明在日新月异的

变化
,

然而在民间
,

并不因为有了广播
、

电视
、

报纸等文明宣传
,

巫术活动就消失了
。

民间

迷信鬼神
、

搞崇教巫术的现象
,

依然存在
,

有时还十分
“
走红

” 。

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社会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中解决
,

促进侗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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