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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仪式是民俗的精华，研究仪式对了解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维模式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从人类学史上看，人类学家对仪式也有着特别的学术关注，百年来人类学

在仪式思维、仪式结构、仪式象征、仪式功能与仪式性质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

重大的进展，其代表人物有法国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范吉内普和英国著名象征人类

学家维克多特纳。 
 

 

    前者曾在其著名论文《过关礼仪》曾把过关仪式分成三个阶段：分离阶段、边缘

阶段、聚合阶段，“第一阶段表示个体或群体离开先前在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阶层的某

个定点；第二个阶段个体或群体处于模糊不定的时空，受礼人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

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未来；第三阶段受分离的个体或群体受礼人精力充沛地又回到

日常生活之中。”范吉内普首次从仪式结构的角度对人类普遍存在的过关和困扰仪式

进行研究，从而让我们能从仪式角度研究仪式与社会、仪式与人类思维、仪式的功能

和仪式本身。 
 

 

    后者则在范吉内普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他在非洲调查恩登布人的各类仪式的资

料重点研究了范吉内普所称作的边缘阶段仪式特点，并把它称为阈限阶段。它认为在

阈限这一个阶段，仪式过程会出现以下特点：
 

 

    第一，在阈限阶段受礼者从结构上是看不见的，虽然身体是可见的，但他的社会

地位、身份、财产、亲属位置、级别、性别都是不可见的；
 

 

    第二，在阈限阶段仪式场域内的各人地位是平等的、亲密的，其活动原则是传统

习俗和原则；
 

 

    第三，在阈限阶段进行着部分传统消解和新模式生长的双向运动；
 

 

    第四，在阈限阶段受礼人的是十分危险的；第五，在阈限阶段往往运用象征物夸

张仪式中原生的矛盾，并重新进行组合；第六，在阈限阶段受礼人会与神圣进行圣事

交流，从而产生新的状态。维克多·特纳不仅对过关仪式的结构进行说明，而且对仪

式过程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从而使仪式的研究由仪式结构上升到仪式意义解读。 
 

 

    维克多·特纳研究仪式的成果基于他对非洲恩登布人举行的各类仪式，如：入会

仪式、葬礼、狩猎仪式、生殖仪式、治疗仪式等。这些仪式又可以分为生命转折仪式

和困扰仪式两类，也是为渡过正在发生的或将了发生的危机或困厄而举行的仪式。但

土家族存在的还愿仪式却是在危机过后举行仪式，它属于维克多·特纳所谈论的仪式

类型吗，又如何解读土家族还愿这一特殊表象的仪式？ 
 

 

    二、土家族还愿仪式的类型 
 

 

    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是由土家族巫师（梯玛或端公）举持的巫祀仪式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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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祈愿而起，若如愿，则还愿。还愿仪式并不是土家族独有的仪式，西南地区的苗

族、侗族、毛南族、瑶族等民族社会中也普遍存在，名称也极其繁杂，按还愿的对象

可以分为：还神、还坛神、还傩愿、还土王愿、还相公愿、还三霄娘娘愿、完傩愿、

跳神、还天王愿等；按还愿所祭献牲畜可分为：还人头愿、还牛愿、还羊愿、还猪

愿、还虎愿；按还愿的原因分可分为：还福寿愿、还求子愿、还病愈愿、还丰收愿

等，按人们认识还可分为：还阳愿、阴寿愿。 
 

 

    鄂西土家族的还愿活动较为典型，历史上大规模的还愿活动曾在土家族地区十分

兴盛，清同治版《来凤县治》载：“还愿皆名跳神，能治病、辨盗、驱鬼、禁怪，故

惑之者众，一曰还天王愿，病中许之，愈则如巫觋酬之，植伞大门外，设天王牌位，

割牲陈酒醴，烧黄蜡烛，匍匐致敬，已乃席地欢饮，有忿争不白者，亦神出，披黄纸

钱，各立誓言，事白乃已；一曰还傩愿，延巫屠豕，设傩王男女二像，巫戴纸面具，

饰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
 

 

    道光版《施南府志》又载：“施郡之民，岁终还愿酬神，各具羊豕于家，皆以巫

师将事”。民国年间还愿仪式在土家族地区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解放后还愿仪式则销

声匿迹，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民族文化工作与旅游发展的推动，还愿仪式又得到恢

复，1998年及2005年湖北恩施市三岔乡曾举办过两场声势浩大的还愿仪式。 
 

 

    按危机发生和仪式举行的相互时空关系可以把危机仪式分为：危机前仪式、危机

中仪式、危机后仪式。土家族巫师主持的还愿仪式则属于危机后仪式，但同时他们也

主持一些危机前和危机中的仪式。例如：在贵州德江土家族老人为求长寿要举行“冲

寿傩”的仪式，举行仪式时老人身体还十分健康，事主只是害怕将要发生的危机而提

前请土家族巫师禳灾去祸，“一傩冲百鬼”，长保健康”，这其实更象一类许愿仪

式，属于危机前仪式，也属于土家族老年人的生命通过仪式。受礼老人对待“冲寿

傩”仪式非常异常小心谨慎，否则得罪神灵就容易招受报复。而危机正在发生时就需

要进行危机中仪式或治疗仪式。
 

 

    2009年笔者在湖北恩施三元堡村社淌坪村亲历一场土家族“打保福”的治疗仪

式。事主樊家顺在外打工三年，攒钱四万余，在辽宁遇坏人，积蓄被骗，女友离去，

受到沉重打击的他回家后精神不振，其父认他因去年没给其姑母上坟，姑母鬼灵报复

而祸起。其父请当地土家端公田欲先举持了一场一百六十多分钟的小规模治疗仪式。

仪式程式有：请师、安祖神、安土地神、安灶神、发兵、送瘟神、解钱、解结。仪式

中巫师烧了一道符，符灰与一点灶土混入一碗热水中，然后让家顺服下。“打保

福”仪式是事主为渡过危机而举行的过关仪式。范吉内普称这样一类仪式为“伴随着

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年龄的每一变化而实施的礼仪，”人或群体的变化往往隐含

着危机，举行仪式就是为应对这样一种过渡。很明显，土家族还愿仪式与土家族冲寿

傩仪式、打保福仪式有着明显的不同。 
 

 

    虽然冲寿傩仪式、打保福仪式和还愿仪式是三种不同的仪式类型，但是这三类仪

式又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其文化深层逻辑是连贯的（如图一）。 
 

 

    还愿仪式举行时，危机已经渡过，表面上看，应该庆祝渡过危机，从而人神共

娱；从深层上看，还愿仪式处处隐含着危机。还愿仪式为期三天，若有粗心大意，惹

怒各路神鬼，则会遭受新危机；还愿仪式过程中要驱灾禳祸，说明屋中人身上潜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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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还愿的同时也在治疗；还愿不为过去，而为将来，人神巫鬼和平相处，和谐共

居。因此，还愿仪式表面上是庆典仪式，深层同样也属于过关仪式。 
 

 

    三、土家族还愿仪式解读 
 

 

    对仪式象征的解读应分为四个步骤：一是观察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也即维克多·

特纳所说的关注仪式中人类所创造的意义，包括解释的意义、操作的意义、地位的意

义；二是关注仪式与文化整体的互动性关联；三是关注仪式与社会的关联；四是观察

仪式与民族深层思维的关系。即从文化的表层现象、文化系统、社会和心理四个维度

的解读。
 

 

    这里以2005 年1月笔者在湖北恩施三岔观察的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的土家族还愿仪

式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解读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主持还愿仪式

的端公谭学朝已于二年前去世，笔者只能依靠以前的调查和保存的录相进行回忆。 
 

 

    1、还愿仪式的表层象征 
 

 

    在还愿仪式过程中，巫师通过操演一系列象征符号，设立坛场，制造人神交流圣

事的神圣空间，从而达到还愿祈福，去除灾星的目的。恩施三岔土家族端公谭学朝在

2005年那场还愿仪式中表演了25出法事：开坛、交牲、请水、扎灶、操神、封净、签

押、放牲、戏猪、打印、造刀、交刀、回熟、拆坛放兵、发圣、小开山、招兵、出领

兵土地、扎坛、开荤敬酒、记簿、勾销、打红山、送神、安神。仪式程式中体现出来

的思维脉络十分清楚，从请神、奉神、祈神、借神除灾、送神到最后安神。
 

 

    通过仪式的操演，达到人神之间的互利合作和人鬼之间的妥协共生。从仪式操演

可推导一系列将要发生的结果：第一，神灵受到人们的尊重，享受很高的荣耀，能继

续享受人间香火和供奉，并且还观看仪式的娱乐表演；同时神应尽一些责任或义务：

继续保护事主平安无祸，帮助巫师驱逐灾神，恫吓瘟神；第二，通过举办还愿仪式，

事主将消除灾难，勾愿了解，受神保佑，同时应该继续提供供奉；第三，在巫师通过

主持仪式，履行人神交流的使者，同时能过祖师的直接帮助下（拨兵）除祸去灾。 
 

 

    2、还愿仪式与土家族文化 
 

 

    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既是土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土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还愿仪式中所蕴涵着神话、文学、语言、音乐、戏剧、舞蹈、工艺、美术、信仰、民

族历史等多方面的文化。还愿仪式本身也是土家人们的民间信仰，在土家族人们的生

产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一个整体，作为文化精髓的民间仪式更浓缩了土家

族众多的传统文化。这里仅以恩施三岔还愿仪式首节仪式程式《交牲》为例，仪式中

所涉及的神就有：张天师、夫子、老君、释迦佛、七曲文昌、梓潼帝君、真武、药王

三圣、牛马二王、三福相公、赵公元帅、灶公灶母、侯伯老爷、高皇大帝、紫云夫

人、瑞庆夫人、门将秦叔宝、门神胡将军、阎君、观音、千里眼、万里耳、南北二

斗、九曜星君、汉朝辅朝（王、马、关、赵）、南山圣母、东山圣公、龙宫国王、天

仙王母、地仙王母、水仙王母、解结老母、度关王母、统兵羊角二大三郎、丫角将

军、云盖九娘等等，数不胜数。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中的神十分混杂，道、儒、佛、

巫都有，是各类宗教在民间混融后的民俗化。这些神背后又隐含着众多的神话，谭学

朝就曾告诉笔者丫角将军茅山学道的故事，这才让笔者明白为什么丫角将军木雕是倒

立着的。谭学朝曾根据这些神鬼的性格制作了数百面傩面具，现仍有四十多块保存在

三岔乡文化站内。傩面具的制作又需要精湛的木雕工艺技术。民间文化血肉相连，不

可分割。 
 

 

    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土家族还愿仪式继承了远古巴地巫祀习俗，以明朝时以外来

卫所客民驻恩所携傩仪为主体，又吸收了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并加以改造，形成

具有地域的民族特色的鄂西土家民间信仰文化。 
 

 

    3、还愿仪式与土家族社会 
 

 

    还愿仪式作为社会事实不是个人意识的相加的总和，作为集体表像，它既与个人

发生互动关系，又是社会意志的象征，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社会感情没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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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那么其存在就只能是不稳定的”。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

不同的意义。 
 

 

    明朝时期是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的形成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庭首次

在鄂西土家族地区设置施州军民指挥使司，领大田千户所，外地汉人士兵驻入鄂西南

山区，并带来了傩仪、傩祭、傩戏，之后这些文化又走向了本土化的过程，傩文化与

土家族传统巫觋文化相结合，混合融通，形成了承载汉文化和土家文化的新的还愿仪

式。还愿仪式作为卫所社会与土家传统社会的混融的文化象征，也表达了当时社会的

动向。 
 

 

   清朝是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的兴盛期。明末卫所制度已不如初设时期，其对屯民的

控制力已大不如前，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但屯堡社会仍然延续，清以后鄂西南又进行

了改土归流，土司社会瓦解，外来移民大量进入鄂西南，掀起了一股开发鄂西南社会

的热潮，鄂西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为还愿仪式的世俗化提供了条

件。举行庆典式的还愿仪式的花费是巨大的，明时鄂西大多数土家族家庭无法支撑花

费巨大的还愿活动，但清朝中期后各姓家族已能普遍举行还愿仪式，举行还愿仪式可

以整合家族力量，强化社区秩序，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安慰人们心灵。清《施南府

志》、《来凤县治》、《鹤峰州志》、《恩施县志》都记载了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还

愿”盛行的景象。 
 

 

    民国期和解放后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日渐衰落、消亡。民国年间社会动荡，极少

有人能请得起整场还愿，而解放后打击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上的绝对认识和财产的集体

化让还愿仪式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此间大量仪式道具被除销毁，少量仪式道具被巫

师们埋入地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重见天日。这之后在学者、媒体、政府和旅游

事业发展的推动下，还愿仪式又或零或整地举行，但这都是表演，而不是为还愿而举

行的真正意义上的还愿仪式。2008年随着谭学朝的去世，还愿仪式面还临失传的危

机。 
 

 

   还愿仪式的传承与鄂西土家族社会变迁相生相伴，它既作为社会整合的集体表征而

形成发展，也作为社会变迁后社会存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它承载着许多过去，它将向

何处去则要看它是否可以在新社会中发挥它的功能。 
 

 

   4、还愿仪式与土家族传统思维 
 

 

    土家族还愿仪式体现着土家族二元对立和互惠的思维方式。在还愿仪式过程中，

一方面土家人表现出对神的敬畏，而另一方面又相要胁；在还愿过程中，明明愿望已

经实现，但巫师又在仪式中发兵驱疫，危机早已渡过，又在仪式中操演治疗性的程

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也表现在鄂西土家族其它民俗中，如：鄂西土家族在喜庆的

结婚仪式前要哭嫁，哭得越凶，将来越好；而在悲痛的丧事活动中却要跳喜庆的“撒

尔嗬”。在这种思维之下，土家族又形成了朴素、重情义、乐观、旷达的山民性格，

但又极其开放、包容、服从大局。还愿仪式所体现出来的土家族价值观也说明了这一

点。纵然存在种种对立，但又都可以转化，促成和谐，达成互惠。通过在仪式中表演

神灵助巫，促人如愿，展示神灵功绩；通过贡献祭品，贿赂神灵，化解危机，祈求平

安。 
 

  
 

    四、结论 
 

 

    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作为一种内在的过关仪式，也存着维克多·特纳所说的阈限

阶段，仪式过程同样危险又充满变数，仪式过程后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和心理意义。作

为一种被忽略的仪式类型，还愿仪式又应被特殊考虑。综合以上论述，又可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过关仪式（生命通过仪式和困扰仪式）应该在更大的事实范围内和更多的

角度去认识。恩登布人的各类仪式借助超能力解决人们的危机，而还愿仪式是在“礼

尚往来”指导下的被道德包装后的显得更为文明的仪式。通过从危机发生时间和仪式

举行仪式时间的同步或错位，我们可以找到一类新的仪式分类方法，危机前仪式（祈

愿仪式）、危机中仪式（治疗仪式）和危机后仪式（还愿仪式或庆典），这三种仪式

都是人们的通过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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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鄂西土家族举行的还愿仪式活动也是意义操演和新意义生成的过程，它符

合当地人们的认识，其文化逻辑也是连贯的。它体现了土家族的文化思维，也是土家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形式和内容天天都有新的

内容。 
 

 

    第三，还愿仪式与鄂西土家族社会密切联系，既是鄂西社会的象征，又是社会表

达的象征工具。从鄂西社会发展史来理解还愿仪式，将对它有更为明朗的理解。 
 

 

    第四，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保与传承，关键在于创造有利于发挥其功能的社会需

求。在鄂西生态文化圈建设和恩施文化生态旅游的推动下，还愿仪式可能会迎来新的

春天。（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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