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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陵山区的傩公傩母信仰
*1

许钢伟

【摘 要】: 傩公傩母作为区域社会里相关民族信奉的神灵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学术

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就古代方志记载和近现代及今人调查报告来看，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在黔、渝、鄂、湘毗邻

的武陵山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傩公傩母成为这一区域普遍的神灵信仰是文化涵化

的结果，而“圣化”、“俗化”是傩公傩母信仰文化涵化的具体表现。比较而言，俗化比圣化更影响了傩公傩母作

为地域社会神灵信仰的广泛接受。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的俗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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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傩公傩母很早就出现在驱傩的队伍里，后来变成区域社会及相关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古代文献

的记载，还是现在活态的遗存，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已有民族学、人类学家在调查时注意到这一民间

信仰
①2
，后虽有学者研究，但相对傩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说，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

②3
《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 6期刊载

龚德全兄的《论西南地区傩神信仰的文化跃迁》一文，文章认为傩公傩母信仰是中国西南各地区、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并

根据名称的差异讨论傩公傩母的“圣化”“普化”问题。笔者认为傩公傩母并非西南各地区、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其“圣

化与普化”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和空间。

二、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

关于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在龚文之前，已有成果论及。李怀荪先生认为傩公傩母是五溪地域信奉的

傩神，并对五溪地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说：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块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古时候叫做“五溪”。它因这里流淌着沅水中、上游的五

条支流，即酉溪、辰溪、潕溪、樠溪和雄溪而得名。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这里属于湘、黔、川、鄂四省的毗连地区。即包括

1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资助博士科研项目“贵州傩堂戏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社科博[2014]22 号）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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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 凌纯声、芮逸夫 1933 年就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苗族的还傩愿（傩公傩母信仰），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卫聚贤 1940 年发表在《说文月刊》[第 1 卷]上的《傩》一文，实际上是对湖南麻阳的傩公傩母信仰的记述。

3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石启贵：《湖南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石启贵为苗族学者，早在 1933

年曾陪同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湘西苗族）；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粹》（上），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年；吴国瑜：《黔东北苗族傩神神话辨析》，《贵州文史丛刊》1995 年第 4期；巫瑞书：《楚湘傩

神探幽》，《益阳师专学报》1996 年第 3期；；李怀荪：《五溪地域巫文化的变迁和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民俗曲艺》第 106

期，1997 年；李绍明：《巴蜀傩戏中的少数民族神祇》，《云南社会科学》1997 年第 6期；陈玉平：《论傩公傩母信仰与传说》，《怀

化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2 期；胡建国：《傩神是人伦先祖》，《艺海》2009 年第 10 期；许钢伟：《划干龙船与傩堂戏的形成——以

傩公傩母为考察中心》，《戏剧文学》2015 年第 9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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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和邵阳市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绥宁县和武冈县（部分）、洞口县（部分）；贵州省

的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大部分）和铜仁地区（部分）；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湖北省鄂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咸丰、宣恩三县。
〔1〕

李怀荪先生还详细分析了这一地域与傩公傩母信仰相关民族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并结合

历史移民，分析了上述几个少数民族巫文化遭遇汉族宗教信仰文化时，二者融合并产生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信奉的傩神（即

傩公傩母）。总体来看，李怀荪先生认为傩公傩母信仰流传的范围是五溪地域，而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民族则是这一地域中的

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以及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汉族。

笔者在对傩堂戏进行界定时特别指出傩公傩母是傩堂供奉的主要神灵，也是傩堂戏区别于其它傩戏类型的标志性神灵。
〔2〕

关于傩堂戏（也即傩公傩母信仰）的流传范围，笔者曾通过古代方志及各种调查报告等进行详细统计，其流传地域主要分布在

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包括黔东北、湘西、鄂西南、渝东南的大部分县市。
①4
这一区域在中国行政版图上的位置如下

图：

而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民族，笔者基本赞同李怀荪先生的观点，主要是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傩公傩母并非只在这一区域的这几个民族中存在，在四川（目前的行政区划）、云南的部分地区和个别民族中，

傩公傩母也有零星出现，但远谈不上普遍。

龚文则将傩公傩母信仰流传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及其众多民族：“正是由于端公创造性地将傩公傩母与伏羲女娲附

会在一起，才使得本属于汉民族的傩公傩母信仰一度‘普化’，成为西南各地、各民族共同的信仰。”为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

4 ① 这里所说的黔东北，包括现在铜仁市的全部、遵义市的部分县区以及黔东南自治州的部分县区；湘西，是指湖南西部，包括湘西

苗族侗族自治州、怀化市的大部分县市，而非现在的湘西苗族自治州；鄂西南地区指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部分县市；渝东南（原川

东南）的傩堂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重庆市黔江区，包括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等县市。详细情况可参见许钢伟：《傩堂戏传承研究——以黔东北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4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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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民族中的普化，龚文所用材料有二，笔者认为均值得商榷。

首先，龚文主张傩公傩母信仰在西南各地具有普遍意义所用材料是明人史惇《痛余杂录》中的记载。史惇在记述傩公傩母

时最后说了一句“楚、黔皆祀崇之”，龚文认这句话点明傩公傩母信仰在西南各地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窃以为，此种解读并不

准确。无论古今，恐怕楚、黔都无法与中国西南地区划等号。即使史惇所言楚、黔从历史上地域文化的角度包括渝东南（原川

东南）地区，属于西南地区的西藏和云南仍不在楚、黔的范围内。因此，以“楚、黔皆祀崇之”来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各地普

遍的信仰不妥。

另外，单就一个省来说，以傩文化大省贵州为例，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区域也局限于黔东北全部、黔北大部分和黔东部分

地区，而黔中、黔西、黔西北、黔南、黔西南则少见。重庆集中在渝东南，四川古代方志以及现代调查报告涉及傩公傩母的多

与今天渝东南重合，云南只有个别地方的傩坛出现傩公傩母的身影，西藏则尚未看到有傩公傩母信仰的报告。总起来说，将傩

公傩母说成整个西南地区的普遍信仰是并不符合实际。

其次，龚文指出：“翻检记载西南各民族民俗宗教活动的材料，我们发现：以傩公傩母为祭祀主神的情况比比皆是。”但

龚文仅举一例（来自孙文辉的《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一书）予以说明，即湘西辰州一带苗族（自称瓦乡人）

的“跳香”活动，认为“‘跳香’仪式中，主祭之神即为傩公傩母。”以此一例证说明西南各民族普遍信奉傩公傩母恐难令人

信服。并且，瓦乡人的“跳香”活动中，傩公傩母是否是主祭之神尚存在争议。实际上，将傩公傩母视为瓦乡人“跳香”的主

祭之神，仅仅是孙文辉个人的一种推断。且看孙文辉在其著作中“跳香殿与傩公、傩母”一节中的表述：

跳香分为室外跳香与室内跳香两种。室外跳香称做“敞坪跳香”，室内跳香的场所为“跳香殿”。

“跳香殿”在各地的名称不同，有以跳香殿的功能而称之为“丰收殿”、“丰登殿”，或以供奉的神祇而称之为“玉皇殿”、

“娘娘殿”、“老祖庙”、“辛女宫”。

……

跳香殿正殿中设有神案，神案上正中供奉着玉皇大帝，或辛女娘娘、或傩公傩母，两旁是金童玉女、四大金刚，或骑龙、

骑凤、骑虎、骑鹤的十二大神。

……

跳香最原始的主祭神应该是傩公和傩母。

在敞坪跳香的神案上，陈设各种木偶神像和供品。比较其他的神像，傩公、傩母神像的大小、位置和巫师对其重视的程度，

跳香的主祭神应认定为傩公傩母。
〔3〕

从孙文辉自己的描述来看，无论是跳香殿的名称，还是神案上供奉的神灵，尚无法直接确认傩公傩母是跳香活动的主祭神。

孙文辉说“跳香最原始的主祭神应该是傩公和傩母”、“跳香的主祭神应认定为傩公傩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只是他自

己的一种推断而已。

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曾长期在湘西吉首大学工作的刘兴禄博士曾对瓦乡人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对瓦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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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归属
①5
、还傩愿、跳香

②6
等都有详细的研究。关于跳香与还傩愿的关系，他指出：

跳香是与还傩愿并列的湘西瓦乡人又一标志性民俗事象。……虽然跳香的主祭神不是傩公傩母，多为地方神祇，如行雨龙

王等等，但是因为它们同属于老裟主持的酬神祈神仪式活动，且道具法器乃至某些仪式环节如启师、送神等基本相同，所以跳

香被列为傩文化之一种。从广义的傩文化而言，这也未尝不可。何况跳香也包含许愿和还愿两个层面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它可说是还愿仪式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4〕

刘兴禄博士虽然将跳香视为“还愿仪式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但明确指出跳香的主祭神不是傩公傩母。换句话说，他是将

以傩公傩母为主祭神的还傩愿与跳香有所区别的。为慎重起见，笔者还特意电话联系刘兴禄博士，求证瓦乡人跳香主祭神一事，

他也明确答复：他调查的瓦乡人跳香活动没有将傩公傩母作为主祭之神，甚至老裟在谈跳香时也根本未提及傩公傩母。由此来

说，傩公傩母是否是瓦乡人跳香活动的主祭之神，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此来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各民族普遍信仰的神灵，

恐不合适，也缺乏说服力。

翻检古代各地方志，不难发现，关于傩公傩母信仰的记载，多附加在还傩愿、冲傩还愿、跳神、扛神、跳端公、唱傩戏、

唱阳戏等的记述之中。而这一类的记述，普遍地存在于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今人的调查报告涉及傩堂主神傩公傩

母的，也主要集中与这一区域。同时信奉傩公傩母且流传着伏羲女娲（或直接说是傩公傩母神话传说的）民族，如土家族、苗

族、侗族、瑶族、汉族等，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
〔5〕

而中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云南、西藏还有不少民族至今未有信奉傩公

傩母的报告。因此，说傩公傩母信仰是西南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还需慎重。

三、傩公傩母信仰的文化涵化——“圣化”与“俗化”

（一）傩公傩母的圣化与俗化

龚文所言的傩公傩母的“圣化”的发生，东山圣公、南山圣母并非代替了傩公傩母原来的神格，也非取代了傩公傩母的称

谓，而是一种名异实同、一神多名的现象。对此，在龚文之前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阐述。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

地调查报告》中提出：“傩神是普通之代名词，并非神号。其神号，是谓天下之名山大川，五天五岳圣帝、五宫五盟皇后夫人、

东山圣公大帝、南山圣母娘娘，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故有傩神之名称也。”
〔6〕

而李怀荪先生在石启贵关于傩神说法

的基础上，对傩神诸称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诠释。他认为傩神被冠以圣帝、圣母，与道教的影响以及伏羲女娲（与神农并称为三

皇）的相关传说分不开：

“五岳”为道教之神，自唐以降，多有诏封。……这种对傩神“五天五岳圣帝、五宫五盟皇后夫人”的称谓，是外来的道

教和五溪土著对于山岳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傩神称谓的出现，抑或是巫师们希图以这种朝廷对于“五岳”诏封为“帝王”

作依据，来加强巫傩的群众基础，提高巫傩的社会地位，应该是可能的。在五溪的巫傩科仪和傩戏演唱中，巫师们还将傩神称

为“岳王”，即由此而来。然而这个五岳圣帝和五盟皇后，还并不是傩神称谓的全部。到了“东山圣公大帝”和“南山圣母娘

娘”，似乎才触及到了傩神的主题。即东山圣公大帝是五岳圣帝的化身；南山圣母娘娘是五盟皇后的化身。此间巫师所作较大

规模的傩仪中，都要向傩神上“五岳表”、“下马疏”等文疏，其中，对于傩神的称谓，除了“五天五岳圣帝、五盟皇后夫人、

东南二圣陛下”而外，还有一个省略的称谓，即“国祖开皇五岳东南二帝陛下”。根据诸多的巫傩科仪和傩戏台词表明，傩神

虽冠以“五岳”之称，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将西岳华山作为傩神居住的地方，傩神即华山之神。凡此种种，说明了一个问题，

即傩神实际上就只是东山圣公和南山圣母，即傩公傩母。而其中的“东山”和“南山”，显然是来自兄妹二人各在一山，滚磨、

烧火的传说，这个各民族都保留着的大同小异的传说。再有，巫师们将汉族称之为伏羲、女娲的兄妹（夫妻）敬奉为傩神，而

5 ① 详见刘兴禄：《傩愿回归——当代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重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34-40 页。引文

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 ② 刘兴禄：《“跳香”：还愿仪式的别样展演——湘西用坪“跳香”习俗调查》，《文化遗产》201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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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称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傩神便是理所当然的帝王之身。因此，傩神除了称谓岳王而外，还有“双皇”、“二皇仙

家”、“君王、国母”、“圣帝、圣母”、“人王帝君”等称谓。
〔7〕

并且，李怀荪先生还从兄妹成婚传说中兄害羞、妹坦然，以及资深巫师关于傩公头脸突出八个部位以代表“三山五岳”，

来说傩公傩母的神像造型，并从傩神在巫傩中的地位、傩神是含义特殊的生育神、傩神是全方位的保护神等方面对傩神东山圣

公、南山圣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总体而言，李怀荪先生的文章已经对傩公傩母的“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对

傩公傩母作为含义特殊的生育神和全方位的保护神的阐述，也已触及到傩公傩母的“俗化”（龚文称为“普化”）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龚文认为，“正是此一‘文化转换’后，傩公傩母的神灵地位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跃迁，才可以堂而皇

之地成为端公法坛上的主祭之神”。窃以为，傩公傩母主神地位的真正实现，还是他们作为再造人类（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

侗族、瑶族、汉族等）始祖的“俗化”
①7
，而非圣化。其实，在傩公傩母进入傩堂

②8
之前，已经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这一点可

以从普遍信奉傩公傩母地区的另一种游巫活动——划干龙船窥得一二。

在傩神信仰普遍流行的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历史上曾普遍存在一种巫师肩扛木制龙船四处游走为人家驱除不

详、祈求安康的活动——划干龙船。因这种木制小船从不下水，故称为干龙船。木制小船上供奉的正是傩公傩母，而将傩公傩

母置于龙船之中，可能是对洪水灭绝人类时此二神躲过洪灾的形象追忆。游巫在进行这种活动时要唱龙船歌，歌中唱道：“老

的快来烧香纸，少的下油快点灯，人人是他儿和女，个个是他子和孙。傩公傩母你不敬，何须堂下孝双亲。上门菩萨不装香，

何须朝佛入庙门。”
〔8〕

将傩公傩母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传说相结合，使之成为区域社会各民族共同的祖先，是这一地区民众普

遍信奉傩公傩母的重要原因。

民间信仰因一度被贴上迷信的标签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时仍然小心谨慎。傩公傩母作为

地域神灵信仰的活动一度被冠以“傩堂戏”这种较少“迷信”色彩的剧种称谓。这种称谓影响很大，为官方、学界和民众普遍

接受，加之媒体的广泛传播，俨然已经约定俗成。质言之，目前依然可以看到的傩公傩母信仰，与广泛流传的“傩堂戏”实质

上指的是同一种活动。笔者曾撰文指出，傩公傩母是傩堂戏供奉的主神，傩堂戏的相关记载在清以后才渐趋增多，而划干龙船

在此一地区早在元代已经存在。并且，傩堂戏的流行的地区，历史上也普遍存在划干龙船的活动。可以推断，傩堂戏中的傩公

傩母，应直接来源于划干龙船。有不少地方将傩堂戏称为舡（读 gang）神、扛（也可以读 gang）神、降（修志者特意注明：读

如干）神、逛神等，都暗示出与划干龙船存在密切关联。
〔9〕

若拙见不错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成为区域社会各族民族共同信奉的始祖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

用。换句话说，正是划干龙船实现了傩公傩母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众多民族中的“俗化”。

（二）傩公傩母信仰的文化涵化

无论是东山圣公、南山圣母的“圣化”，还是爷爷、娘娘、傩公、傩婆的俗称，本质上都是文化涵化的结果。窃以为，将

傩公傩母（龚文所言傩神信仰）的圣化与普化称之为文化转换，不如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涵化更为准确。文化转换，尽管龚德全

兄进行了界定，但转换还是给人一种感觉：一种文化被换成了另一种的文化或另一种形态。而对于傩公傩母信仰来说，更多的

是与不同文化相遇时发生的借鉴和结合，最终使之成为融汇不同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文化浑融体。

四、结论

7 ① 这里所说的“俗化”指傩公傩母作为再造人类的祖先被流传区域内众多民族民众信奉，在信奉的过程中被塑造成热衷世俗生活的

神灵，被巫师称为师爷、师娘，被民众称为爷爷、娘娘、公公祖祖，且喜欢观听男女之事，喜欢被讨好等。

8 ② 傩堂指傩神信仰活动的神圣空间，因设在事主家堂屋而得名，傩坛掌坛师通过张贴神案、盛装傩公傩母神像、制作吊挂、设置神

坛等活动搭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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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公傩母作为区域社会里相关民族信奉的神灵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就

古代方志记载和近现代及今人调查报告来看，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土

家、苗、侗、瑶、汉等民族。傩公傩母成为这一区域普遍的神灵信仰是文化涵化的结果，而“圣化”、“俗化”是傩公傩母信

仰文化涵化的具体表现。比较而言，俗化比圣化更影响了傩公傩母作为地域社会神灵信仰的广泛接受。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的

俗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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