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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视野中的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

张!文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市@##$AB"

摘!要!关于生殖崇拜问题的研究#历来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不过#从 教 育 人 类 学 视 野 进 行 研 究 的 尚

不多见$事实上#生殖崇拜对于实现早期性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的实现#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从传统

习俗中汲取有益的文化资源#将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病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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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殖崇拜问题的研究#历来受到民族学%人

类学%宗教学%历 史 学 等 不 同 学 科 的 关 注!&对 于

民族学而言#生殖崇拜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表达#

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加强对民族特性的认识$对

于人类学而 言#生 殖 崇 拜 是 人 类 文 化 的 普 遍 性 表

达#对生殖 崇 拜 的 研 究 旨 在 加 强 对 民 族 共 性 的 认

识$对于宗教学而言#生殖崇拜是人类对精神世界

的认识#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探索与宗教起源相

关的精神问题$对于历史学而言#生殖崇拜是人类

文化发展历程的证明#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加强

对民族文化历时性的认识&而在教育人类学的视

野中#生殖崇拜不可能只是某种文化表达的工具#

应该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即承载着对本民族成员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功能#突出的有两点’一是

性教育#二是社会化教育&以下分别述之&

!!一、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殖崇拜

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

聚居地#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彝

族%白族%纳西族%苗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基

诺族%景颇族%独龙族%羌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

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水族%瑶族等#人口众

多&这些民 族 大 多 有 生 殖 崇 拜 习 俗#其 中 尤 以 藏

族%彝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羌族%傣族最为典型&

这一地区古 称 西 南 夷#历 史 上 一 直 有 生 殖 崇 拜 遗

迹&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男根!祖"模型出土&"#
世纪$#年代#广西邕宁县坛楼遗址发现A件石祖#

该器物系用 砂 岩 凿 磨 而 成#为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遗

物&"#世纪G#年代#云南施甸县团和镇仁和窝发

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E件史前陶祖#此后

又采集到"件#共计G件陶祖&基本形态是圆头%

锥形%大平底#为夹砂红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这

一地区的同类器物增多&"#世纪H#年代末#云南

考古工作者在昆明市官渡区清理了近B##座属于

滇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漆器#这些漆器的手柄部

分多做成祖形&尤其是出土了A件铜祖#为一铜铲

之柄部#形象 逼 真#还 铸 有 阴 囊(A)&云 南 晋 宁 石 寨

山所出铜饰 上#则 有 男 女 野 合 的 形 象(")&另 外#在

西南地区现存的岩画中#也多有生殖崇拜的内容&

如西藏阿里地区齐吾普岩画中有许多夸张的男女

生殖器官图像#其中有一对舞蹈男女#男子双腿间

有生殖器垂露&此外如云南它克岩画中的子宫形

象%苍源史前岩画上的出人洞%云南元江史前岩画

上的菱形体等#都与生殖崇拜有关&根据汪宁生教

授的研究#苍源岩画中所表现的内容与佤族口头作

品*司岗里+中提到的内容相近#意为从岩洞中出来

的 人#由 此 推 断 苍 源 岩 画 可 能 为 佤 族 祖 先 的 作

品(!)&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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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过生殖崇拜!是有文化传统的"

而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保留有众多

的生殖崇拜习俗!从崇拜对象区分!可分为性器官

崇拜和性行为崇拜两大类"

性器官崇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某种性

器替代物的 形 式 出 现!另 一 种 是 以 符 号 的 形 式 出

现"关于前者!常见的有石$木等质材!这其中还包

括人工制作和天然形成两种"如西藏的勒布门巴

族屋脊上有木雕男根!盖新房时!女主人身着盛装!

腰挂巨大的木质男根"具有创世纪性质的傩戏%阿

拉觉父子&中!妖魔’杰(手执一木质阳具!表演时狂

舞乱跳!给人和鸟带来灾难"云南剑川石宝山上有

一石刻!形似女阴!名为’阿央白(!阿央是彝族的女

祖先!白即女阴!意为女性祖先的生殖器"凡不育

妇女则向’阿央白(叩拜!并以手抚摩!认为如此便

可怀孕生子"这是人工制作的"天然形成的更为

常见"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观音岩上有一石

洞!名为’摸儿洞(!洞里有石块和砂子!当地妇女欲

求子息者前去参拜!在洞中摸索!得石块者生男!得

砂子者生女"四川省盐源县前所崖石上有一石洞!

名为’打儿窝(!当地人认为是巴丁拉木女神的生殖

器!凡不育妇女前去参拜!向洞中投掷石块!中者即

可怀孕)@*B@"云南 丽 江 达 瓦 村 背 后!有 一 形 似 女 阴

的山谷!名’达瓦母谷(!岩石上有一形似女阴的洞

穴!当地人求子!用石锤击打洞穴"云南中甸白地

白水台$永 宁 者 波 村 后 都 有 形 似 女 阴 的 岩 洞 和 山

沟!也成为当地人祈求子嗣的场所)B*"盐源县有公

母山!山有公石和母石!相距"##米!公石如男根!

母石如女阴"当地人如想求子息!则往往饮公石所

流出山泉!或取母石之小石子带回家"云南个旧老

阴山有一岩洞!形似女阴!附近老阳山洞穴中则有

一钟乳石形似男根!两者都是当地彝族人崇拜的生

殖器象征)E*"关 于 后 者!常 见 的 主 要 是 以 动 物$植

物的形象作为性器官的象征物"如云南西双版纳

基诺族以贝壳作为女阴之象征!彝族以葫芦象征子

宫!以竹象征男根!壮族以鱼象征女阴!以蛙象征孕

妇等"白族以鱼$海螺象征女阴)$*"哈尼族以鱼象

征女阴)G*"云南峨山太和村彝族崇拜石块!也与生

殖崇拜有关)H*"还 有 一 种 纯 粹 符 号 化 的 性 器 官 表

现形式!最常见的有三角形和菱形"如云南拉祜族

织绣上有一正一反两个三角形!象征男性和女性生

殖器+勐海哈尼族男女衣服上装饰有同样图案!寓

意相同+傈僳族挂包$傣族背饰$白族窗棂上都有同

样图案!寓意也相同)A#*"

性行为崇拜主要以象征的形式出现!但对性行

为的表现却颇为露骨"此类行为常见于舞蹈$戏剧

和祭祀典礼中"舞蹈方面!如苗族的板凳舞!妇女

手持小木凳!踏歌而舞!当双凳合一时!则有表现交

媾$孕育的含义)AA*"哈尼族的若独独色色舞!男女

以树叶$棕片遮身!展示男女嬉戏$追逐$交媾的过

程)@*AEA"戏剧方 面!如 流 行 于 墨 脱 地 区 的 戏 剧’中

索羌(主要情节为!一小孩被鸷鸟击昏!父亲请来喇

嘛做法!喇嘛支走男子后与其妻调情!两人做出男

女交媾的象征动作!最后以孩子苏醒结束!整出戏

主要表现喇嘛与孩子母亲之间的调情)A"*"祭典方

面!如哀牢山区以龙为图腾的彝族每年都要举行一

次祭龙大典!其中有人与龙交配的象征性仪式"弥

勒县核桃寨村彝族选取两株大树作为雌龙和公龙

的象征!其中雌龙旁边一株树的树干上有一道自然

缝隙!被视为雌龙阴门"祭祀雌龙之前!要用苇节$

栗树装饰阴门!整个装饰过程肃穆庄严!禁止讲脏

话$放屁$解便等!也不准笑$哼$吟$哭$骂等"祭祀

过程中!将盛在瓷碗中的猪血依次倒入阴门之中!

只有已婚男性可以倾倒猪血!象征精液!单身男性

不能参与"云南红河彝族流行一种化妆串寨活动"

据说!过去举行这一活动时!可以公开裸露生殖器!

在上面涂上颜色!用细棕绳拴上让人牵着戏耍"现

在则改为用葫芦代替"仪式举行时!小伙子们头戴

面具!身挂长葫芦代表生殖器!做各种男女交媾时

的动作狂欢乱舞)A!*"门隅地区门巴族在新房竣工

时举行一种名为’贺新房(的庆典!届时!由女主人

盛妆出场!背着木质男根!绕房三圈!取下男根!用

绳索拴住往房顶上拉!一群男子跟随盖房师傅伴着

节奏跳模拟性爱的舞蹈"仪式后!将男根悬挂于屋

檐下"墨脱门巴族于新房竣工时!举行’迎房脊神(

仪式"此前!先预做一大二小三个木质男根!于竣

工时由B$$$H个男子迎请!用绳索拉至新房"到了

楼梯口!由家中的未婚年轻女子敬第一碗酒!不能

表现出羞涩之态"然后由喇嘛赐福!对女人则将其

接触下体!对男人则以其碰触头顶!然后将男根置

于房梁上"妇女们每到此时!皆诚惶诚恐!并无羞

涩之态"仪式期间!全村人都会前来祝贺!届时人

们载歌载舞!狂欢庆祝!男人们则拿着两个小男根

追逐已婚和未婚妇女!做出各种交媾动作!妇女们

则并不羞 怯 回 避)A"*"此 外!如 苗 族 的’追 女(游 戏

和’宁岗先略(仪式也都有类似内容)A@*"

!!二、生殖崇拜的性教育功能

生殖崇拜是基于人类认识自身的基础上产生

的文化特征!其最主要的功能即在于对性的认识"

具 体 而 言!包 括 对 性 器 官 的 认 识 和 对 性 行 为 的

认识"

对性器官的认识是生殖崇拜的一项重要功能"

在几乎所有生殖崇拜活动中!都有性器官的直接或

间接的表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对

性器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即使对于旁观者!也有

间接的教育意义"即促使其认识性器官的结构!并

对性器官的功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对性行为的认识是生殖崇拜的另一项重要功

能!在大多数的生殖崇拜活动中"都有性行为的直

接或模拟表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

对性行为的认识是正面的"并不认为性行为是罪恶

的!这对培 养 儿 童 正 确 的 性 行 为 模 式 尤 其 重 要!

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生殖崇拜活动中"关于性器官与

性行为的表现都体现出双重特征"或者与神圣的仪

式相结合"或者与戏谑的氛围相联系!对于这一现

象"从性教育的角度出发"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性与人类生殖有关"是神圣的事情"而性又是

快乐的"因此具有戏谑成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长大的人"从小便会受到关于性器官与性行为的良

好的社会教育!张胜冰先生从西南少数民族造型

艺术中的生殖崇拜角度出发"认为#造型艺术表达

的生殖信仰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授生育知识的

活教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着它巨大的渗

透力和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性教育手段"通

过这种无声的语言的传递"可以使人们对性知识有

一种感性认识和体验"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性教育的

作用$$许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性

道德观念"以及很少出现过的性犯罪%性堕落等现

代社会的不良现象"显然都与这种生殖文化传统有

关&’A#(!事实确实 如 此!儿 童 通 过 对 生 殖 崇 拜 中

性器官的认识和性行为的了解"建立起健康的性观

念!其途径 通 常 是 对 性 行 为 的 模 拟 性 游 戏 活 动!

在儿童的日常游戏当中"常有对成人行为的模仿"

其中即有对性行为的模仿!在我们对西南少数民

族儿童的观察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从世界范

围看"大凡后进民族中的儿童游戏多有此类模仿成

人性行为的活动!马林诺夫斯基曾考察过特罗布

里恩德群岛土著人的性生活问题!发现那里的#儿

童的自由和自立也扩展到性问题上!首先儿童们

能常常听到或目睹他们长辈的性生活&!遇到这种

事"长辈们也只是简单地责骂一下!而对于#大一

点的孩子就可以或许听到那种不加掩饰的关于性

的交谈"而他们对所谈论的东西也完全明白&!至

于#幼儿的性行为"或者性行为的代替物是被当做

一种天真无邪的娱乐来看待的!)性交是他们的游

戏*&!最为典型的是#男女儿童一起在部落的中央

广场进行的各种圆圈游戏"或多或少都强烈地带有

性的味道"尽管这种游戏所提供的发泄方式是间接

的"而且"也只为参加这些游戏的年龄大一点的青

年男女+这里指A""AE岁左右的少年,所体验$$

然而"还存在着一些年龄较大的儿童从来不参加的

特殊游戏"在这些游戏中直接地加入了性的成分!

例如小一点的孩子玩的盖房子%过家家等游戏就属

于这一类&!值得注意的是"特罗布里恩德的大人

并不干 预 儿 童 的 这 些 性 行 为’AB(!BI!H!即 便 是 保 守

的萨摩亚人"对于儿童成群偷窥青年恋人之间的性

行为也并不加以禁止-#青年恋人们习惯上在棕榈

丛中幽会"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孩子们能够经常目

睹到性交"而且是许多不同的人之间的性交$$而

在村里的棕榈丛中搜索情侣则成为十来岁的小孩

子们公认的一种娱乐方式!&即使是对儿童间的同

性恋倾向的模拟性行为"也持宽容态度-#当地人对

同性恋行为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出于对性的普遍专

注以及下面这样一种态度-即小打小闹的性活动"

暗示性的舞蹈"富有刺激性而又淫秽的谈话"猥亵

性的歌曲以及出于明确动机的扭斗"这一切都是完

全可以接受而且颇为诱人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

只是游戏而已"人们对此既不会皱眉蹙额"也不会

产生过多 的 疑 虑!&’AE(A#GIAAG对 于 此 类 现 象"霭 理 士

感到颇为惊奇-#大人们认为这种游戏是很自然的"

而无须乎加以斥责或从旁干涉!它们也不发生甚

么不健全的结果"甚至于连私生子的问题都没有"

至于何以会 没 有"至 今 是 一 个 谜!&’A$(AAH其 实"正 是

由于这种宽容的态度"才促使儿童形成了比较健康

的性观念!即如米德所说-#儿童时期出现的各种

偶然性的性倒错现象"如孩子们对特殊性感区的过

分关注"以及随之产生的性感转移"即性感离开其

通常的中心"再加上人们对性感区从未有过明确而

既定的区分"凡此种种不良现象"倘若出现在只承

认一种狭窄性行为方式的文明社会中"势必会导致

各种不良后果"如令人失望的婚姻"毫无节制的同

性恋以及随处可见的卖淫行为!可是在萨摩亚"却

并没有产生任何有害的后果!&’AE(AAH之所以如此"与

这些民族对儿童的早期模拟性行为的宽容态度是

分不开的!一项经典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早年性

教育对于成年以后的价值"我们从几种研究里可以

看出来!戴维思医师的范围很广的研究便是一例!

戴氏把已婚的女子分做两组"一是自以为婚姻生活

愉快的"一是不愉快的"她发现在愉快的一组里"幼

年受过一些 性 的 指 点 的 占B$J"而 在 不 愉 快 的 一

组里"只占@@J!&#从广处看"我们可以说"性启发

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

往任何时代为大!春机发陈期以内的性的启发与

其应有的仪节是一向有公认的族类的价值的!在

中非洲以及别处的许多民族里"即我们多少错认为

)原始*的民族里"这种启蒙的仪节不仅是一个神圣

的典礼"并且确乎是进入成年生活的一个实际的准

备!儿童到此年龄"也许已经熟悉性是甚么"也大

抵确已认识性是甚么"因为在以往的游戏生活里"

性早就成为一个主要的题目"而在大人的心目中"

这 种 游 戏 也 认 为 是 无 伤 大 雅 而 加 以 放 任

的!&’A$(ABGIAE"据此"生 殖 崇 拜 对 于 儿 童 早 期 性 教 育

有着良好的培育作用"使儿童可以较早地对性器官

与性行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并通过一系列仪式性

教育"使儿童建立良好的性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到



其成年后的性行为!

!!三、生殖崇拜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儿童社会化问题"是近年来教育学#心 理 学 以

及人类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所谓儿童社会化"简言

之"就是儿童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儿童从周围文化和亚文化群中汲取价值

观念#风俗 习 惯 和 看 法$AG%!其 基 本 内 容 包 括 四 个

方面&一是教导生活技能"包括劳动技能和生活技

能’二是传递社会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与社会规

范’三是完善自我观念"包括对自己生理#心理状况

的认识和对自我与他人#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四是培养社会角色"即培养符合社会期待的社会成

员"使其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承 担 相 应 的 社 会 角 色$AH%!

从生殖崇拜所涉及的内容看"对于儿童社会化的顺

利完成"实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从儿童社会化

的研究路径看"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比较

有效的途 径$"#%!因 此"作 为 不 同 文 化 特 质 体 现 的

生殖崇拜对于理解儿童社会化进程应当更为有效!

大体而言"生殖崇拜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一"认知作用

儿童对事物的认知首先是从认识自我开始"而

认识自我的最直接的对象便是自己的身体!因此"

从生殖崇拜中获得的关于性器官及性行为的知识

便成为促使 其 进 行 自 我 认 识 的 媒 介"通 过 这 一 媒

介"儿童达到认知事物及自我意识培养的目的!在

这一过程中"模仿是个重要途径!模仿理论首先由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提出"经由班杜拉发扬"已成

为普遍接受的儿童社会化途径理论!侯春在先生

总结了三种儿童模仿行为"包括感染模仿#过程模

仿#延迟模仿$"A%!其中"对事物过程的模仿最为重

要!因为儿童与成人重视结果的取向不同"儿童更

为重视过程"因此存在过程模仿!在对生殖崇拜中

的性行为进行模仿时"即是过程模仿!在所谓的文

明社会中"成年人总是担心儿童模仿性行为而加以

禁止"就是将成人模仿与儿童模仿混为一谈"认为

儿童也 会 注 重 结 果!其 实"儿 童 更 感 兴 趣 的 是 过

程"而非结果!儿童通过对性行为过程的模拟"体

验自我"认知社会"而并不会导致直接的性行为发

生"从而不自觉地实现了早期性教育!

!二"交往教育

儿童社会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交

往的培养"简言之"即对羞怯感的祛除!所谓羞怯

感"是指社会交往障碍"或者说是逃避性的非社会

性行为$""%!在 生 殖 崇 拜 中"往 往 掺 杂 有 戏 谑 的 成

分"同时通过游戏#舞蹈等娱乐方式进行传递"因此

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例如"在米

德对萨摩亚人的研究中指出&(舞蹈在萨摩亚儿童

的教育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考虑!首先"它有效地冲淡了儿童们在通常状态

下 由 于 所 受 的 严 格 的 支 配 而 产 生 的 消 极 情 绪!

))其次"舞 蹈 降 低 了 儿 童 们 对 羞 怯 的 敏 感 性!

))平时"那些正处青春期的姑娘们走起路来笨拙

不堪"举手投足极不协调"但她们一上舞场却都成

了美丽风雅#灵活自如的淑女!*$AE%H@IHB更为重要的

是"生殖崇拜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总是具有群体属

性"这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性不但是个体的

事情"也是群体的事情!这样的表达自然有助于儿

童从自我意识转向群体意识"从而完成对社会交往

的认知!此外"生殖崇拜中所具有的图腾性质"也

强化了儿童对族群的认同"即培养了一种更为广泛

的社会认知!

!三"价值观塑造

价值观是以一系列社会规范表达出来的对事

物的基本判断!生殖崇拜首先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性是事关族群繁衍的大事"是健康的#美好的事物"

当然也是快乐的事物"而不是丑陋的#罪恶的事物"

当然更不是痛苦的事物!相对于其他任何社会规

范而言"对性行为的看法显得如此重要"它往往关

系到一个人对生命的基本看法!通过神圣的生殖

崇拜仪式"儿童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尊贵"

从而使儿童摆脱掉许多文化中关于生命是有罪的

极端看法"从 而 树 立 起 良 好 的 对 待 生 命 的 基 本 态

度"这一基本态度无疑将成为日后对待从自然到人

事的一 切 社 会 规 范 的 根 源!当 然"性 具 有 双 重 属

性"它既是快乐的"又是危险的"因此"关于性的禁

忌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具有生殖

崇拜习俗的 民 族 中"也 同 时 伴 随 着 一 定 的 性 的 禁

忌!例如米德在对阿拉佩什少儿的性问题进行研

究时发现&(当青春期最早的标志出 现 时+++女 孩

子的乳房隆起"男孩子的阴毛长出"这个青春发动

的孩子就必须遵循某种禁忌!在甘薯种下地到收

获"甚至到把甘薯贮存起来以前"他们都不能吃肉#

喝凉水!这种禁忌几乎要持续一年!这段时间孩

子的职责"就是小心自觉地恪守这些神圣的禁忌"

以种种规则修正自己的认识!至此"文化第一次使

孩子们体验到生理学上的自我意识!在这之前的

手淫现象"只不过当作孩子的一种游戏而已!*$AE%BE

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关性的禁忌提示往往也融合

在生殖崇拜仪式当中!例如一些民族在进行以始

祖为对象的生殖崇拜仪式中"往往加入一些禁忌情

节!壮族有一则(布伯的故事*"说的是壮族有一位

民间英雄布伯"与雷王战斗"雷王发下洪水"只有伏

依兄妹存活下来"为了能繁衍后代"两人决定用滚

石磨的方法验证二人是否能够结婚!结果石磨滚

下山后重新重合在一起"于是二人结合"繁衍出人

类$"!%!在这一 叙 事 中"兄 妹 结 婚 被 修 饰 为 神 的 指



令!且是迫不得已之举!从而很好地处理了性行为

与乱伦的关系"

!!四、尾!论

近年来!关于儿童早期性教育以及儿童社会化

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教育界"对此!教育界做了种

种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与

我们偏重知识教育而忽略性情教育有关"事实上!

在现代学校所进行的对儿童的早期性教育问题上!

总是以单纯的性知识教育以及单纯的道德说教为

主!说穿了!在貌似开放的性问题上!仍以#防范$为

主!而非以#疏导$为主"从更深层面看!与我们自

认为属于文明社会!而轻视所谓的落后民族的习俗

有关"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对文化形式和进

程的讨论最具启发的资料是那些尽可能在历史上

与我们的社会或它们之间很少联系的社会的资料"

对于已将伟大文明传播到广大地区的有历史性联

系的广阔网络来讲!原始文化是我们目前可以求助

的一个源泉"原始文化是一个实验室!可供我们研

究人类习 俗 制 度 的 多 样 性&"@’"因 此!我 们 是 否 可

以从我们视为落后的民族及其习俗中获取一些有

益的文化资源!应当成为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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