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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老司/师”类方言歇后语中的 

宗教及土司文化印记 

——兼论文化和语言的交互影响 

吕行 刘根辉
1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恩施方言歇后语中有一类与巫祝活动及土司制度相关，涉及土家族的神职人员及土司政权。这类歇

后语整体表意，前导语承担了基本义，前导语名词性和谓词性影响后解语的意义取向范围。隐喻和转喻模式作用于

歇后语的生成。歇后语中的死喻现象使得部分后解语能够承担全部基本义。歇后语的生命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歇

后语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活化石，恩施方言中“土老司”类歇后语留存有“土老司”这一职业的降格以及

土司政权消亡的历史印记。 

【关键词】：巫祝文化 土司制度 方言 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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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施方言歇后语中，存在一组以“土老司”为中心语的歇后语，这组歇后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恩施地区存在的

原始巫教神职人员及其从事的宗教活动。这类歇后语中的“土老司/师”在土家语中又被称为“梯玛”。“梯玛”起源于原始巫

祝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佛教、道教影响，尤其是受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故有“土老师”属武教下坛小法师之说。“土

老司”又称“端公”，“司娘子”又称“巫婆”，恩施地区有不少与之相关的谚语。如：“跟好人学好人，跟到司娘子扛假

神。”“跟好人学好人，跟坏人学坏人，跟着端公扛假神。”“跟着高师学真经，跟着司娘子装鬼神。”巫祝文化现今仍活态

地传承于恩施州多处乡野草莽，在婚、丧、祭、祀等土家族人人生的重要场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类反映了恩施地区土

司制度的影响和衰变。恩施地区的土司制度兴起于元代初、中期，盛行于明代，于清雍正十年至十三年废除，历时四百余年，

对恩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的印记也不同程度地留存在文化典籍、民间歌谣以及方言歇后

语之中。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早于语言而存在，语言是对文化的描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且大多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导致了不同语

言的出现，不同的语言则让文化的差异更为显著。美国已故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

                                                        
1作者简介：吕行（1986-），女，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根辉（1969-），男，工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恩施方言歇后语研究”（2018FYY002）;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册府元龟》语料库建设、整理与研究”（2020WKYXZX004）的阶段性成果 



 

 2 

（M·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可见，文化和语言之间是相

互影响的关系。通过对词语语源及其演变的探索，可以一窥过去文化的样貌；从传说故事等文化背景中，又可解码复活语言表

达的意义。 

通过对“土老司/师”类歇后语中的词汇、句法的识解和分析，可以看到巫祝文化和土司制度对恩施地区的深刻影响。这些

影响以语言的方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和书籍典册中，即使当时的历史烟云已经散去，一些语言的密码重新封印，但只要文化传

承没有完全消失，语言和文化就可能会以互证的方式，成为打开彼此封印的钥匙。 

下面，笔者以恩施方言中“土老司”类歇后语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识解分析和文化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文化印记。

现将 18条与土老司相关的歇后语摘录如下： 

1、土老司的罗裙——八大块 

2、土老司的师刀——一连串 

3、土老司的丝刀——拉小圈子 

4、土老司的唱词——随便扯 

5、土老司的唱词——无本/乱诳经 

6、土老司吹牛角——一股歪风/一股邪气/气弯了/神气十足 

7、土老司/土佬四拍令牌——吓鬼 

8、土老司挂案子——尽是鬼话（画） 

9、土老四吃火药——干得硝（很危险） 

10、土老四打野猪——菩萨保佑善过 

11、道士先生挂案子——话里有鬼 

12、田道士跳法场——装神弄鬼 

13、道士舞火钳——少见（剑） 

14、两个道士在一起——讲鬼话 

15、又当巫婆又做鬼——两头讨好 

16、巫婆做法事——念念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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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矮子端公——坐地使法 

18、田土王当道——野姓的多 

二、从语言识解看文化遗存 

以上 18 条歇后语前导语 1的结构类型有体词性和谓词性两大类，体词性反映的是领属关系，谓词性反映的是施受关系。结

构的不同，导致了前导语表义的差别，也对后解语形成了影响。 

（一）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识解。 

在例 1、例 2、例 3、例 4、例 5中，中心语分别是罗裙、师刀（丝刀）、唱词，因为是名词性的偏正短语做前导语，因此后

解语的属性根据前导语的属性而展开。 

“土老司的罗裙”原指土家族男子下装为八幅罗裙，改土归流后，派往土家族地区的流官强行改革土家族男女服饰，制定

和颁布了所谓禁革“陋习”的条款，强制土人“服饰宜分男女”，使土家族服装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男子不再

穿八幅罗裙，但巫师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仍然穿八幅罗裙。八幅罗裙由前后左右八大块布料缝合而成，并处于着装最外层，故推

出后解语“八大块”，字面上指“罗裙”的构造，转喻做事情浮于表面，没有沉下去，比喻做事不踏实。如方言熟语：“皮面

八大块。” 

“丝刀”是土老司行巫时使用的法器，由一个大铁环套二十四个可以在大铁环上随意移动的小铁环组成，因其造型为环状，

因此推出后解语“拉小圈子”，又因其有 24个小环，推出后解语“一连串”。“拉小圈子”的动作转喻“拉小圈子”的人；“一

连串”环转喻“一连串”的事情。“丝刀”的两种属性，在推出后解语的时候都起到了直接作用，如果它还有其他属性，那么

也能再推出其他的后解语，这就是歇后语的开放性。 

“唱词”是土老司行巫时候唱的经，唱词给了客老司（指汉巫），失去了唱本的土老司，只有“随便扯”“乱诳经”了，（详

见第三部分第二小节的民间传说）由此隐喻在原本就没有程式可循的情况下，根据经验来展开说辞，或指说话没有根据地胡乱

编造。从这个歇后语的隐喻所指笔者特别指出：歇后语整体要传达的意思，不仅仅是由歇后语的后解语部分全部承担的，如果

没有前导语如“土司的唱词”及其文化内涵作为背景，歇后语表达的真正含义就没有引起的由头，从而也就失去了隐喻色彩和

文化色彩。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前导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的丢失，造成了部分歇后语看似由后解语部分完成了整体意义承载

需要，因而有了“引注”说等，认为歇后语的后半部分是真正表意所在，而前半部分仅仅起到修饰和引起作用的观点。 

在歇后语“矮子端公——坐地使法”中，“矮子”修饰“端公”，两个词分别指向“坐地”和“使法”，这也印证了歇后

语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有两个结合点的说法，但并非所有的歇后语都满足这一特点。 

（二）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识解。 

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中，“土老司”（土老四、道士先生、巫婆、道士）是施事，动词有“吹、拍、挂、做、吃、打、跳”，

因为这些动词，让前导语的两个名词发生了施受关系。如果这些动词换作“的”字，那么后解语肯定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此处

不做详谈。受事是“牛角”“令牌”“案子”“法事”“火药”“野猪”“法场”。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动词或者受事名词发

生变化，后解语就会发生变化。当然，在以上歇后语文本中，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与“土老司”关联的事物并不是无限的，

反而非常有限，也正因如此，文化背景对歇后语的最终表意来说非常重要。下面对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进行识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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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角”。按常理，牛角只能是“吹”的。“牛角”是“土老司”的法器之一，牛角法器，用骚牯的大盘角制作，弯如

弓形，乌黑发亮。因为牛角形状弯如弓形，所以吹出来的气顺着这个形状自然弯曲，于是后解语有“气弯了”；另外，相传牛

是天帝一员神将，威名声震神界，土、客老司用其角作发号施令的法器，自然是“神气十足”了；至于后解语“一股歪风”“一

股邪气”中的“歪”“邪”从何而来，那就与“土老司”行巫的身份相关了，“土老司”从事禳灾祈福活动，人们认为其能通

鬼神，其中涉及阴间之事，就有了“歪”“邪”的意思。“拍令牌”“挂案子”“跳法场”以及“两个道士在一起”与鬼相关

的后解语也是如此而来。 

（三）歇后语的整体识解及其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1.歇后语整体表意，前导语承担了基本义。 

温端政先生认为“凡是歇后语，意义的重点都在后一部分，即后一部分表示整个歇后语的基本意义”。[1](p63)“歇后语的本

意在后一部分，前一部分不表示基本意义，除了表示某种附加意义外，主要是为了从中‘引’出后一部分。……歇后语的后一

部分既然是从前一部分引申出来的，自然就含着对前一部分注释、说明的作用。”[1](p64)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本文引用的 18个

歇后语中，歇后语整体表意，既包含基本义也包含色彩义，前导语不仅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义、色彩义，而且直接影响对后解语

语义及歇后语整体语义的理解及运用，也就是说，前导语和后解语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各自承担的功能不能进行色彩义和基本

义的简单分割。 

只看后解语详细分说，有三种类型：一是能够满足歇后语表达基本语言义的需求，但文化义色彩义丧失：如例 2、例 3、例

6的“一股歪风/一股邪气/神气十足”三个后解语以及例 7、例 8、例 11、例 12、例 13、例 14、例 15、例 16；二是能就字面义

部分理解，对整体表意认识模糊不清，或者说是脱离了前导语的语境之后，后解语变得含义模糊或失去了表意价值：如例 4、例

5、例 10、例 17、例 18及例 6“气弯了”的后解语；三是完全不能理解表达的意思：如例 1、例 9。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情况，后解语是表意完整的词组，特指性弱，普遍性强，是能够单说单用的，前导语的加入所起到的作用，是赋予

后解语形象色彩和事件框架。第二种情况，后解语能够表达一定的字面义，但意义指向不清晰，如例 4 的后解语“随便扯”，

可以是指谈话没有依据地乱说，也可以指扯什么东西，如布匹之类，这取决于把“扯”字作为虚指动词还是实指动词理解。例 5

的后解语“无本/乱诳经”具有因果逻辑关系，可以连起来理解，在两个后解语联系起来理解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前导语在这样

的歇后语中起的作用，就是明确了语言背景，限定了义项选取范围，使后解语的表意范畴更加精准，从而确定了歇后语的整体

意义。例 17“坐地使法”这个短语，究竟是连谓结构还是偏正（状中）结构，也需要联系前导语才能做出判断。第三种情况，

完全不知道后解语表达了什么意思，联系前导语，才能明白后解语及歇后语的所指。如例 1 的后解语“八大块”，需要参照前

文对“土老司的罗裙”的识解。理解例 9的后解语“干得硝”（很危险），需要根据前导语“土老四吃火药”给出的信息点“土

老四”获得土家族巫师的职业文化背景，从而对信息点“吃火药”行为展开解读。 

综上所述，后解语越是不常见，越是表意模糊，那就反过来证明，这一类歇后语的前导语在表意中承担的任务越重。歇后

语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国性歇后语，来源于取得广泛共识的文化背景；一类是区域性歇后语，只为某一地域或社会团体

所共识。因此，歇后语真正意义的识解，依赖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团体共识。 

2.前导语名词性和谓词性影响后解语的意义取向范围。 

如上文分析所见，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以土老司相关的服饰、法器、唱词作为前导语展开，推导出“后解语”的事理；

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以土老司与其法器的施受关系展开，施事、受事两个点通过动作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例 2与例 3、例 4与例 5、例 6，虽然有着相同的“前导语”，却导出了不同的“后解语”，这是从同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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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的不同特点出发，进行推导的结果。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以诸如“土老司的丝刀”“土老司的唱词”为焦点，根据焦

点的不同特征，引申出了不同的事理，其引申的依据是中心语的属性指向特征。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如在例 6“土老司吹牛角

——一股歪风/一股邪气/神气十足/气弯了”中，有施事与动词连接（土老司吹—一股邪气/神气十足）和受事与动词连接（吹

牛角—一股歪风/气弯了）两种情况。可见，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和谓词性前导语歇后语推导出后解语的内部机制以及意义取向

范围是不同的。 

3.歇后语的生命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因为文化意义的磨损和脱落，部分歇后语的语义已无法被完全理解。如例 9“土老四吃火药——干得硝”（很危险），文本

在记录这个歇后语的时候，注释了“干得硝”即“很危险”的意思，然而，对于“土老四吃火药”这个前导语的故事是什么已

经说不清了，因为这种土家巫师的活动已经消失了，伴随这种活动的行为也就逐渐不再为人所知，从而导致了后解语语义的模

糊，以及歇后语整体意义的无法理解。 

4.隐喻和转喻模式作用于歇后语的生成。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作者将隐喻分为三种类型：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2]方位隐喻是与空间指向有关

的隐喻，如例 3“土老司的丝刀——拉小圈子”。本体隐喻是对存在或物质表征的投射，这类隐喻往往是运用物质领域的概念来

建构文化领域或智力领域的概念，如例 1“土老司的罗裙——八大块”。结构隐喻是指用另一个概念的术语来构造此概念的隐喻，

如例 7“土老司/土佬四拍令牌——吓鬼”。 

转喻分为两大类：一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包括标量转喻、构成转喻、事件转喻；二是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包括感

知转喻、因果转喻、生产转喻。转喻机制，存在于歇后语原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如例 7“土老司/土佬四拍令牌——吓鬼”，

土老司的身份是巫师，巫师使用法器，自然是与鬼神打交道，令牌是在公堂之上判处犯人时由主判官拍出的，这里由土老司拍

出，那么他的对象自然就是鬼了，这个思维过程激活了“土老司/土佬四拍令牌”这一事件框架，这个事件框架中包含了许多次

域，比如：拿鬼、吓鬼、杀鬼等，理想化的联想机制使得人们选取了“吓鬼”这个后解语，此句歇后语凸显的是吓唬鬼怪这个

侧面，而使用的是“土老司/土佬四拍令牌”的整个事件框架，属于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方式。其次，从实指“吓鬼”到虚化

为“鬼”是虚无之物，“吓鬼”根本唬不了人这个广泛的意义上，也是转喻机制在起作用。此外，在共同文化背景下，也有同

一个社群使用某个歇后语时，省略后解语的情况，这也是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机制在起作用。 

5.歇后语中的死喻现象使得部分后解语能够承担全部基本义。 

死喻是指认知语言学定义中，一类非常稳定和广为接受的隐喻，人们在使用中完全感觉不到隐喻在起作用的词语，比如山

腰、回头等。在歇后语中，能够独立承担整个歇后语基本义的后解语，都具有这个特性。 

三、文化意义分析 

（一）歇后语是少数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许多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记载并不正规，很多史料随着时代变迁已然亡佚，或因没有文字记载，仅残存于人们口头的只言片

语中，成为轶闻或野说。笔者考察土老司类歇后语时，意外发现了土家族的部分历史遗存，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 

例如“田道士”“田土王”句中的“田”字，来源于恩施州鹤峰县的容美田氏土司。容美田氏土司是鄂西最大的土司，从

建立黄沙寨千户的元代至大三年（1310年）起，到容美宣慰司改土归流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止，其统治时间达 426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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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统治时期，当地的社会形态以封建农奴制为主体，兼有奴隶制成分，并保留有原始社会末期的某些痕迹。在土司统治的中

期以后，封建地主制经济开始出现，但农耕经济发展缓慢，直到土司制度末期，在土民生活中仍未占到主导地位，狩猎、渔猎

和自然采集仍是土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残破肢体的“神判”与肉刑、农奴与土司贵族的阶级对立贯穿于

土司社会的始终。歇后语起源于社会底层，是劳动人民倾诉、嘲讽、游戏之作，因此，与田姓有关、与土司有关的歇后语都普

遍带有贬义色彩。典型如：田土王当道——野姓的多，田道士跳法场——装神弄鬼。前一句是说在田氏土司（土司又称土王）

统治时期，野姓的孩子多，野姓是说不知道父亲姓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与土司在辖地享有的一项特权有关，即“初

夜权”，这就导致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这当然是土家族充满压迫和愚昧的惨痛史。 

（二）歇后语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有一个有趣的土家民间传说，讲的就是“土老师”和土家傩的故事：话说“土老师”的开山祖去西天佛爷那里取经，获得

一本半经书和八个铜铃，在回来的路上，客老师向他要去一本经，苗老师（指苗巫）又向他要走半本经。经书被客老师和苗老

师拿光了，土老师只好再上西天取经。这一次，佛爷没再给土老师经书，而是意味深长地对土老师说：“客老师一本经，苗老

师半本经，土老师无经乱搬经，百说百灵。”因此，土老师跳傩作法时，只摇击八个铜铃，不必看经书，靠口耳相传跳大傩。 

这个土家族民间传说至少说明汉巫、苗巫和土家巫关系密切，而土家族是不同意他们的傩堂戏是从汉傩传来的说法的。他

们认为汉族是后迁入的客人，其巫师也为客老师。实际上，土家傩留存着原始宗教的印记，受佛教、道教的影响比汉傩浅，有

许多跳法保持着汉代以前的古傩形态。 

在巫祝活动已渐行渐远的时期，“土老师”逐渐脱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类活动，降格为未完全脱离劳动生产的民间宗教职

业者，受人延请，则走村串寨，登门上户，施行巫术，从中获取相应报酬。其传承为“阳传”的，靠祖师传授；“阴传”者，

则十分罕有。改土归流前，“土老师”皆为女性；之后，严禁女巫，则由男性担任。他们没有经书，敬神祷词、赶鬼驱煞等咒

词，都由祖师口授。职能由以前祭祖、敬神、赶鬼、驱邪、婚丧、生育、诊病、卜算、仲裁、祈雨、建房、迁徙等等生产、生

活各方面，缩小为只局限在替人们“还傩愿”“隔鬼扛神”“摇宝宝”“打保符”“还牛菩萨愿”“还相公愿”以及“还愿”

乞子、祈福、消灾遣煞等范围。 

（三）歇后语客观记录了土老司这一职业的降格。 

“土老师”中的“师”字指专司一事的神道，“老”字则代表尊称，而由“师”过渡到“司”字，则有两个方面的可能：

一是从“土老师”所事内容的施行、从事、掌管之意而来；二是元代以后，土司出现在恩施地区，“师”“司”的发音在西南

官话中是一样的，在使用过程中，因熟悉相替和原意剥落而造成。在恩施方言歇后语中，又可见“土老四”的情况，“四”与

“师”“司”的发音在西南官话中也是一样的，可判断为误记，这一现象也正好印证了土家族“梯玛”的职能在历史中渐次退

位降格的事实。伴随着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其称谓、录字逐渐随意化，随意化的背后正是重要性消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许多与“梯玛”相关的事实湮没尘埃，不再为人所知，或只空留下了一个发音，或者残存于土家族人零星的传说中，或潜藏在

文化底层，留藏在民谚熟语之中。后人仅可于遗留在语言中的蛛丝马迹，对相关历史探究一二。 

四、结语 

人文生态影响民族语言的发展方向，反过来，语言也记录并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以及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他们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各自的语言中都留有痕迹。歇后语中留存的巫祝文化的印记，反

映出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世俗生活、宗教生活、政治生活是互相融合的，也反映出在土家族人生活中巫祝文化所占的

重要位置，考察恩施地区上万条歇后语，像土老司类歇后语这样带有鲜明地方特色并成类型的存在，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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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歇后语本身的诙谐、幽默，去中心化、去严肃化特性，土老司进入到歇后语中，一定反映了巫祝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

降格。敬畏感的消失，伴随着严肃性的抽离，巫祝文化多元辐射的整体意象被选择性剥离，甚至是历史性消失了，仅以巫通鬼

神，以及使用种种法器相关的扁平化特征进入歇后语，因而能随之推理出的事理也就更倾向于表层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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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笔者将歇后语破折号前面部分称为前导语，后面部分称为后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