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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

内容概要

全书详细地阐释了土家族民间信仰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土家族民阐信仰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历史性。
    2.土家族民间信仰具有渗透性的特点。
    3.土家族民间信仰人有氏族性的特点。
    4.土家族民间信仰具有兼容性的特点。
    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土家族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信仰，以及由此对土家族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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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柏松，男，湖北省建始县人，1956年3月出生，土家族，1982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
为中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出版专著：《中国水崇拜》（上海三
联书店1999年9月出版），《吉祥民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先后在《文艺报》、《
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求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南民
族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文摘》摘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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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神话《鹰公佘婆》说：远古时代，两个部落拼杀，其中一个部落失败，惟有一位叫佘香香的姑
娘得以逃脱。她逃到一座大山上，到处都是参天大树，树林中虎豹成群，佘香香钻进一个山洞。这时
追兵已至，包围了山洞，佘香香不敢出洞，只得朝洞的深处走去。正走着，忽听哗哗水响，原来已至
一阴河，黑暗中，佘香香摸到一只金盆，就坐在金盆中任它随水漂流。不久见有亮光，原来已漂到一
洞口，阴河的水从洞口下泄，上下都是万丈悬崖，佘香香抓住洞口的岩石，进退两难，非常绝望。这
时，天空中飞来一只巨鹰，翅膀闪五彩霞光，其背如马背一样。佘香香默默念叨：“苍鹰啊，你若有
心救我，就落到洞口吧。”那鹰果然落到洞口。佘香香就骑上鹰背，苍鹰驮着香香飞下悬岩，落到一
土坪上，又飞去了。    佘香香在土坪上，饥渴难忍。她看见有锦鸡正在寻找食物，就说：“我很口渴
，锦鸡啊，能不能找点水让我喝?”锦鸡就以爪刨地，清泉就从地下涌出来。佘香香赶忙用双手捧起来
喝了，精神稍振。这时，佘香香才顾得过来观察四周的环境，只见四周都是大山，没有出山的路可走
，只能在这里落户。晚上，苍鹰又飞回来了，爪下拎着一个牛皮袋。香香打开牛皮袋，见袋内有包谷
粑粑、谷粟种子及一柄小镢。香香欣慰地抚摩着鹰的翅膀说：“鹰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然后
就喂粑粑给鹰吃，还给鹰喂水喝。晚上，香香就睡在岩坎上，鹰则站立旁边守卫着香香。    以后，香
香就一人在坪上刀耕火种，艰苦度日，幸而有鹰相伴，令其不致过于寂寞。而且，香香所需物件，经
常由鹰衔来，所以她能够存活下来。    一天晚上，香香在草棚作了一个梦，梦见两只小鹰闯入怀中。
不久，她怀孕了，至分娩期生下一女一男。想到孕前所做的梦，就给弟弟取名飞天，姐姐取名芝兰，
又见锦鸡以前所刨绿莹潭，就让姐弟二人姓谭。    芝兰和飞天渐渐长大，香香也老了，并染上重病，
渐渐身体不支了，临终前，她把芝兰和飞天叫到床前说：“我遇危险的时候，是鹰救了我，以后你们
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鹰。”说完就死了。不久，鹰也死了。从此以后，姐弟俩就尊称鹰为鹰公公。    
飞天、芝兰相依为命。一次，姐弟俩在山上割草打柴，飞天说：“姐姐，为了世上有人烟，我们结婚
生育后人吧!”芝兰羞得满脸通红，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说：“我俩成亲，要天地同意才行。”飞天说：
“怎样才算天同意呢?”芝兰说：“我俩各跑到一个山顶上，燃上一炷香，如果香烟搭成桥，就算天同
意了。”于是，两个人这样做了，结果两股香烟真的在两山之间搭成了一座桥。于是飞天又问：“怎
样才算地同意呢?”芝兰说：“我俩各搬一扇磨子让它们从山上滚下来，两扇磨子合到一起就算地同意
了。”于是，他们又按所说的做了，结果两扇磨子从山上滚到山沟，真的合在一起了。飞天高高兴兴
找芝兰成婚，可芝兰还是不同意。她说要二人背对着背绕着山转，如果两人转到一起了就成婚。于是
两人分开绕着山转。山大林密，飞天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忽然，他好像听见有人呼唤：“跟我来!
跟我来。”飞天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鹰在叫。它飞一飞，停一停。就这样，飞天跟着鹰往前走，走
到一棵古树下，正碰上芝兰，于是姐弟结成夫妻，生儿育女。生下了8子8女，这样，才有了谭氏家族
。    这一神话，反映了谭氏土家族包含着鹰图腾崇拜因素的氏族始母崇拜观念。谭氏土家族至今恪守
不伤害鹰的规矩，就是这一崇拜的残余。    3．春巴妈帕。春巴妈帕即盐水女神，又称巴山老祖婆，后
被埘为德济娘娘。与廪君共享祭祀烟火。    盐水女神的神迹主要是通过她与廪君的那段恩恩怨怨的故
事来表现的，史籍中有记载，民间口头流传则更为丰富。长阳口头神话说，廪君称王后，率五姓氏族
乘土船沿清江西上至盐池河地界，遇上了盐神美女，两人同居。后来，为了开拓疆土，廪君决定继续
沿江西行。但是盐水女神留恋故地，便极力阻挠廪君西行。一到白天，她就化成飞虫，率领成千上万
飞虫在天空飞舞，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使得廪君辨不清方向，无法上路。廪君无奈，只得施出
计谋。夜晚同宿时，对盐水女神说：“你有化飞虫的法术，我族中也有施箭术的本领，为了安全起见
，你必须在身上显出特殊标记。”她不知是计，就明明白白告诉廪君：“我变的飞虫比其他飞虫形体
稍大，且颈部有一道花纹。”廪君听后，便向族众发出密令“专射花颈飞虫”。结果，盐水女神被射
落，众飞虫四散而去，天空开朗。廪君遂率众启程西行。廪君死后，人们感念他的功绩，尊他为向王
天子，同时感念盐水女神毕竟与廪君有夫妻情分，便称她为德济娘娘。人们还将廪君与德济娘娘共同
居住过的清江峡谷的一段称为伴峡。这段峡谷幽深美丽，有“白虎镇江”、“回首三望”及“盐神野
浴”等景观。    民间信奉德济娘娘，常年将其与向王天子一起祭祀，企望她能保佑后代子孙，所以又
产生了德济娘娘显灵的传说。这些传说虽属附会，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德济娘娘的崇拜心理。    传说清
江中游有一个叫九湾车的地方，地处深山峡谷，遍布溶洞，其中一个溶洞叫九湾洞。九湾车沟边有个
农民叫李梓良，因家境贫寒，给儿子李祺办喜事时，置不起家当，请不起客。于是，父子俩就来到九
湾洞焚香烧纸，向洞神借钱借粮和家具，并保证日后归还。果真他们借到了这些东西。后来，李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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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积蓄了一些钱财，就来还洞神钱、粮、家具。李祺将钱、粮、家具放到洞口后，人并没有离开，而
是躲在岩旁想看个究竟。天快黑的时候，忽见洞口金光一闪，一个白衣女子手提竹篮从洞中走出。李
祺禁不住惊叫一声，女子立即转身进洞，随后一声巨响，掉下来一块巨石将洞口封死了。李祺回到家
里就生了病，看病吃药都没有疗效，整天狂笑，胡言乱语，到第七天就死了。从此以后，人们再也借
不到九湾洞的东西了：人们称这个洞为“夺闭岩”。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将洞口遮得严严实实的。据说
那白衣女子是德济娘娘精魂化成的。看来，要想德济娘娘显灵赐福，就得尊重她，而绝不能亵渎她，
否则会遭灭顶之灾!这则传说就反映了人们这样一种崇拜心理。    神仙现身显灵的事，谁也没有见过，
倒是迷信的人常常做这样的梦，于是又产生了德济娘娘在人的梦中现出真身的传说。传说在伴峡有座
山，山上有个石柱子。德济娘娘每逢初一、十五的清晨，就要在那个石柱子上梳头、晒衣并观赏山野
鲜花，到日落后，才化成一团白雾飘进洞中。说来这石柱子也怪，是个四方形，上粗下细，滑溜溜的
，高约百丈，除了神仙，凡人谁也上不去。石柱子对面山上住着一个杨寡妇，久病不起。杨寡妇有两
男一女。女儿是大的，十四五岁，她经常带着两个弟弟到山中采山枣子充饥。一天，姐弟三人正在山
中，小弟突然喊道：“姐姐，你看对面山上的石头上有个人。”姐姐定睛一看，发觉对面山上果然有
人，而且好像是个女人坐在那石头上梳妆打扮。三人很好奇，决定去看个究竟，于是就顺着槽沟而下
，并爬上那座山。三人抬头一看，只有一根大石柱直冲云天，根本看不到人。忽然，一阵风吹来，从
石柱顶上飘下雪片似的花瓣，香气扑鼻。弟弟说：“我们捡一些回去给妈妈闻闻这香气。”三人各捡
了一荷包花瓣带回家，来到妈妈的床前，把花瓣捧给妈妈闻。杨寡妇一闻到那花香，竟奇迹般地坐了
起来，病好了一半。杨寡妇高兴极了，夜里鸡叫三遍才合上眼。一合上眼，她就觉得自己飞了起来，
一直飞到石柱顶上。只见石柱中间有一个白衣女子，正坐在石桌前梳妆。那女子望也不望她，只是说
：“谁叫你跑到我这里来的?你孩儿不是已把我撒下的花带回去了吗?用水一泡，喝下去就好了：”杨
寡妇就问那女子是谁。她说：“我是德济娘娘。”寡妇醒来，才知是梦，就按梦中女子的说法，将那
些花熬汤喝，喝了几次，病果然就好了。后来，杨寡妇就在石柱下面修了一座庙，供着德济娘娘的神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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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序言苏晓云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土
家族人民正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阔步向前迈进。    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先秦时期
，土家族先民巴人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唐末五代，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得到迅速发
展，他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的民族文化。土家族“西兰卡普”深为汉族人民所喜爱，土家
族吊脚楼在中华民族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土家族竹枝歌是竹枝词的直接源头，为中华民族文学百
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摆手舞、跳丧歌、哭嫁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    土家族人民十分热
爱自己的故土，他们披荆斩棘，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祖国山区，使昔日榛榛荒蛮的山岭，变
成绿绿葱葱的沃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家族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
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每当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他们便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明朝嘉靖年间，日
本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在这民族危机之时，土家族将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
从偏远的武陵山区奔赴东南抗倭战场。在与倭人的战斗中，土家族士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多次挫
败倭敌，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称“东南战功第一”。在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斗争中
，处处活跃着土家族儿女的身影，虎门沙角炮台留下了土家族将领陈连升搏杀英夷的身影。大沽口炮
台回荡着土家族将领罗荣光杀敌的呐喊声，恩施、酉阳城内至今流传着土家族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可
歌可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土家族人民不甘后人，无数土家族儿女奔赴抗日前线，效命疆场，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的壮丽凯歌。    在中华民族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
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土家族仁人志士“提起寰宇烘白日，掀翻沧海洗青天”，
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奔走呼号、喋血成仁。大革命时期，不少共产党员在土家族地区从事革命活
动，星星之火在土家族地区迅速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土家族人民本着“要吃辣子莫
怕辣，要当红军莫怕杀”的无畏精神，跟着贺龙闹革命，广阔的土家族地区成为革命的热土，湘鄂西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相继在此诞生。在解放战争中，无数土家族群众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有的
战场杀敌，有的支援前线，为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
土家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他们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变贫穷落后
的面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外
开放，对内搞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文化有了突破性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回顾过去，我们为上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建设成就而高兴。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士家族和
士家族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前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阻碍着土家族的发展．
山区的自然条件也制约着土家族的进步，振兴土家族的任务还很艰巨，山还高，路还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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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有继承才能更好的发展，因此对其文化与信仰
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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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包括内容还是很多，但个人感觉援引的资料和史实少了点！
2、这本书很好!详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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