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诺 邓 盐 井的

求雨仪式

求雨是中国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
,

是旱情威胁农业

生产时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
,

是 以祈求龙王赐给雨水
,

解除干旱
,

获

得农业收成为 目的
。

年 月和 年 月
,

我两次到云南省云

龙县诺邓盐井进行 田野调查
,

发现在非农业社会同样存在着求雨仪

式
,

并获得了第一手关于井盐社会求雨的田野资料
。

诺邓井是一个有

着 年历史的井盐村落
,

以生产井盐为生
。

与农业社会的求雨仪

式相 比
,

诺邓村的求雨仪式别具特色
,

并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含义
,

反映了盐业社会的特点以及与农业社会的联系
。

一
、

背景

在云南历史上
,

盐矿开采有限
,

食盐紧缺
,

而盐业是家家户户不

可或缺的
。

云南省云龙县诺邓井是云南最古老的著名盐井之一
,

唐代

樊绰《云南志 》就记载
“

剑川有细诺邓井
” , ①明代它成为盐政管理机

构
“

五井盐课提举司
’, ②的治所

。

到了民国时期
,

每 日上缴官盐达到了

斤
,

灶户有 多户
,

诺邓村的井盐生产持续了七个朝代
,

到

年封井
,

停止生产
。

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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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前
,

诺邓村是 以井盐生产作为生存的主要手段
,

农业

收人在经济生活中占的 比例不大
,

以种植玉米为主
,

作为盐业经济

的补充
。

井盐生产是主要经济支柱
,

而井盐生产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是汲卤
。

汲 卤在不 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
,

主要是 由卤工从

米深的井下汲出卤水
,

并提到井上
,

作为井盐生产的原料
。

卤水的

质量 —浓与淡是井盐生产好坏的重要因素
。

而在生产中
,

卤水 咸

水 与雨水 淡水 是不相容的
,

因此
,

干季是井盐生产 的旺季
,

而雨

季是生产的淡季
。

民间有
“

空平旺淡
”

的说法
“

冬春就旺
,

夏秋季就

平
,

雨水天就淡
,

太淡不要就叫空
” 。 ③因此

,

盐业社会对雨水的需求

与农业社会完全不一样
。

对于井盐生产来说
,

雨水会导致卤淡
,

增加

成本
,

降低井盐生产的效率
。

尽管如此
,

在天旱时
,

诺邓村也举行求

雨活动
。

与一般农业社会不 同
,

诺邓村把龙王分为卤龙王和水龙王两

类
。

卤龙王主管卤水
,

地位最尊
,

是井盐生产的保护神
。

每年农历六

月十三雨季时
,

诺邓要举行
“

龙王会
”

祭祀卤龙王
,

祈求卤旺盐丰
。

水

龙王主管雨水
,

地位低于卤龙王
,

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
,

求雨的对象

是 卤龙王手下的水龙王
,

求雨仪式被置于卤龙王 的权威之下
。

根据

诺邓村的老人的回忆
,

以前
,

诺邓村在干旱严重时举行过求雨

活动
。

但是
,

诺邓盐业社会的求雨仪式与农业社会的有所不同
,

求雨

是一个全村人参加的狂欢
、

诙谐的仪式活动
。

求雨仪式分为两个部

分同时进行
。

二
、

求雨仪式的过程

耍柳条
、

菜花龙 —狂欢仪式

在诺邓
,

向水龙王祈雨是一个全村参加 的神圣与世俗混合在一

起的狂欢仪式
。

一方面
,

祈雨有严肃的祭祀仪式
,

要朝拜禄波天主
,

要请道教的高功念经
、

奏表
,

要扎神龙请求降雨
。

一方面
,

又有全村

参与的充满世俗的狂欢仪式
。

当高功主持的法事进行到给神龙下碟

文时
,

在锣鼓和炮竹声 中
,

十多个小伙子就舞着扎好的龙 向村中行

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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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边行边舞
,

绕村一圈
。

老人们说
,

求雨时耍的龙
,

与节庆时耍的龙

不一样
,

要耍柳条
、

菜花龙
。

这种用于求雨的龙
,

形状虽然与节庆时

耍的龙一样
,

分为龙头和龙身
,

龙身又 由好几段组成
。

但是
,

用于求

雨的龙是用碧绿 的柳条和金黄的菜花扎成的
,

黄绿相间
,

舞起来充

满了生机
,

是 白天耍的 而节庆时耍的龙是用红布做成 的
,

龙头
、

龙

身和绣球里面都点油蜡灯
,

舞起来充满了节 日的喜庆
,

是夜晚耍的
。

耍柳条
、

菜花扎的
“

求雨龙
” ,

目的是解 除旱情
,

是求雨仪式 的一部

分
。

诺邓的黄金鼎老人说

这个柳条
、

菜花扎的龙就是 白天耍 了
,

通过村子 里 面
,

走到哪 里
,

大 家就倒 水在龙的 身上
,

又是 求雨
,

又是 图好

玩
。

啊嘛
,

通过人户密集的地方
,

有多少水泼在他们 身上
,

连人
、

连龙一起 浇 了
。

耍龙的人是 穿短裤
,

上衣也不 穿
,

是

小伙子
,

他们也不 怕 浇
。 ④

在中国
,

耍龙这一形式是与娱乐分不开的
,

总是有龙和观众
。

一

般节庆中耍龙
,

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是以观看和欣赏为主
,

在龙
、

耍龙

人与观众之间有一定距离
。

在诺邓
,

耍
“

求雨龙
”

有更强 的娱乐成分

和狂欢色彩
, “

求雨龙
”

是 由年轻的小伙子在村中各个地方耍
,

每到

一处人们事先准备好一桶桶清水
,

争相用水泼
“

求雨龙
”

和耍龙人
,

求雨仪式充满 了打闹
、

嬉笑
。

泼水的村民不是被动的观众
,

而是求雨

仪式的积极参与者
,

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求雨者
。

龙
、

耍龙人和求

雨者之间产生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

具有明显的狂欢精神
。

因此
,

老人

们说又是求雨
,

又是图好玩
。

烙水泉 —诙谐仪式
“

求雨龙
”

在村 中各处被村 民泼水时
,

另一个仪式 同时在周围

的 山上进行着
。

那就是诺邓村 向水龙王求雨仪式 的另一 组 成部

分 —烙水泉
。

老人们说
,

过去认为把烧红 的铁放到水泉中烙
,

能

把水龙王从水中逗 出来
,

兴风作雨
,

这是求雨成功 的重要一环
。

黄

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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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老人说

另外的一伙人看好哪座 山 上的云黑
,

就在这座 山 上找

水 井
、

水塘
,

就在这些地方 准备好
。

哪座 山 的云 黑
,

就是哪

一座 山 上的龙恶一 点
、

厉 害一点 了嘛 笑
。

村 中那边龙耍

起
,

这边烧着铁锅盖
,

烧红 了就放在水 中逗他 水龙王 嘛
。

烧红 么 就
“

气
—

”

地一 声放在水 中搞 他
,

来逗他
,

水里 冒

出 了好些水汽 笑
。

不 怕他 不 得 不 高兴
,

用 烧红的铁来

烫他
,

就是要他 水龙王 不得
,

龙不得 了
,

它就会 出来兴风

作雨
,

就下 雨 了嘛
。

好玩啦
。

哎
,

往往还是下 了雨 的
,

会那么

凑巧
。 ⑤

与耍柳条
、

菜花龙一样
,

烙水泉是求雨仪式的另一组成部分
,

充

满了逗趣
、

戏耍和捉弄的诙谐的气氛
。

从老人的叙述中
,

这种仪式有

点像顽童的捣乱
、

玩笑
,

龙王你不是懒得出来下雨 我用烧红的铁来

烫你了
,

看你出来不出来 龙王的神圣性在诙谐和戏耍中被削减了
。

在诺邓人的心 目中
,

每一个水井
、

水塘都有水龙王
,

水龙王是下

界的神灵
。

诺邓流传着天池 诺邓地名 水龙王化为人形与凡人
“

打

老友
”

交朋友 的故事
。 ⑥水龙王并不像卤龙王那么神圣不可亲近

。

与庄严
、

神圣 和隆重 的卤龙王祭祀仪式相 比较
,

诺邓的求雨仪式显

得轻松欢快
。

在卤龙王的权威下
,

诺邓人心 目中的水龙王少了几分

神性
,

多了几分人性
。

求雨仪式也少了几分隆重
,

多了几分诙谐
,

有

狂欢的性质
。

与农业村社的求雨仪式相 比
,

诺邓的求雨仪式发生了

有趣 的变异
,

这种变异的含义能够说明盐业社会 的特点
,

以及盐业

社会与农业社会的联系
。

三
、

求雨仪式的民俗含义

为什么诺邓的求雨仪式充满 了狂欢性质 为什么水龙王在盐业

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有几分滑稽的角色 求雨仪式与盐业生产的关系

理朽
第二 菊



是什么 诺邓盐村求雨的主要 目的和社会功能是什么

在诺邓盐业社会中
,

民众把崇高的地位给予了卤龙王
,

而水龙

王的神格在 卤龙王的权威下发生 了变形
,

水龙王在盐业社会的地位

有所下降
。

与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相 比较
,

盐业社会的求雨仪式轻

松诙谐
,

充满了狂欢色彩
,

求雨者对龙王的态度也不相同
。

在 中国的农业社会中
,

求雨是一种普遍盛行的
、

严肃郑重 的习

俗
,

是大旱之年农民最后获得雨水的方法
。

世纪 年代末
,

程云

祥 潮州求雨的风俗 》就农业社会的求雨方法作 了一番概括
,

他说
“

求雨的方法可分为恳求
、

贿赂
、

强迫三种
。

恳求的方法是乞情的
,

那

老绅士代表民众的公意
,

要求他于某一时间满足他们的愿望
,

如过

期而雨不至
,

他们就改用求贿赂的方法了
。

如果上举种种方法都不

灵验时候
,

那就非用强迫 的方法不可
。

一种是抬他的真身到 日光下

蒸晒
,

给他尝烈 日的滋味 一种是采用三步一打的方法
,

但是听说当

时实行这种方法之后
,

潮州九县几乎全被洪水淹没
,

所 以 以后再没

有人敢再举行了
。 ’, ⑦可以看出

,

潮州的求雨有按照顺序而行的三种

方法 —
恳求

、

贿赂和强迫
。

这三种方法表明了求雨者由软至硬
,

从

求到打的心理过程
。

说明了当地民众对主管雨水的龙王的依赖
,

人

们对于旱情的越来越焦急的心情
,

以及雨水是农业社会的命脉的道

理
。

近年
,

董晓萍
、

蓝克利在《不灌而治 》中详细描述 了山西霍州阎

家庄乡义旺村的求雨仪式
,

从起事 —设堂 —占验 —上 山
—拜龙王庙 —取漱 —敲簸箕

、

刷排杖 —
还愿 的整个过程

,

求雨

者是怀着敬畏
、

焦急的心情进行求雨 的
,

仪式中不准说话
, “

如果说

话
,

婆婆用雨棍打
,

认为是对龙王爷不尊重
,

打给龙王看
” ⑧ ,

在上山

求雨时
,

有一个男孩边敲簸箕
,

边唱求雨歌
“

敲簸箕
,

敲簸箕
,

不 出

三 日三夜就下哩
。

吃水的娃饿死啦
,

寡妇婆婆瘦死了
。 ’,《

雏子们还要

把刷拚面杖的脏水喝掉 以示虔诚
。

可以看出来
,

山西霍州阎家庄乡

义旺村的村民求雨的态度是虔诚
、

恳切
、

恭敬和焦虑的
,

它是民众在

生存压力下做出的惟一可行的紧急措施
,

具有急迫性
。

求雨能不能

民俗研究



如愿
,

具有不确定性
。

在农业社会
,

祈雨的态度是恳切
、

无奈和焦急

几种情绪揉合在一起 的
,

与诺邓盐业社会的求雨形成 了鲜明的对

匕
。

与一般农业村社 的祈雨情况不 同
,

在诺邓求雨仪式中
,

民众是

怀着轻松
、

逗乐的心情朝柳条菜花龙和耍龙人肆意泼水
,

在水泉投

烧红的铁
,

求雨的态度是半开玩笑
、

半认真的
。

对水龙王的态度不像

农业社会中那样庄严
、

恭敬和诚惶诚恐
,

而是戏耍
、

嬉戏和欢闹
。

求

雨仪式充满了 自由与欢笑的气氛
,

明显具有狂欢化的精神
。

文化诗

学的倡导者巴赫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
,

一种是 日

常生活
,

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
,

他说
“

在狂欢节期间
,

人们只能按照

它的规律
,

即按照狂欢节 自由的规律生活
。

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
,

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
,

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

新
。

就其观念和本质而言
,

这就是狂欢节
,

其本质是所有参加者都能

活生生地感觉到的
。 ’,

⑩程正民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中认为
,

巴赫

金的
“

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解构也是建构
,

它不仅要解构一切

凝固和僵化的秩序
、

规范和思想
,

也要创造
,

也要建构
” ⑧。

从诺邓的

求雨来看
,

求雨是一种全 民参与的狂欢节
,

它借助狂欢化的形式
,

以

一种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
“

颠倒
”

方式来祈雨
,

反映 了盐业社会与

农业社会不同的本质
,

实际上来解构农业社会的某些秩序和规范
。

同时也建构盐业社会的某种原则
,

这种原则反映了盐业社会 的本质

的需求
。

盐业社会对雨水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社会
,

在诺邓
,

与盐业密切

相关的卤龙王 比与农业相关的水龙王更受人们的尊敬
,

具有更崇高

的地位
,

诺邓人向卤龙王祈求卤旺盐丰的恳切与郑重 的心情
,

与农

业村社的求雨心情相似
。

而求雨仪式
,

从根本上讲
,

与盐业生产是相

互冲突的
。

诺邓盐业社会是 以生产井盐为主
,

井盐的产量与雨水有

相当大的关系
。

一年四季根据雨水的多少
,

有空
、

平
、

旺
、

淡之分
。

冬

季就旺
,

春秋就平
,

夏季就淡季
,

雨水太多就空
。

求雨实际上与主体

经济
,

即盐业生产有矛盾
。

雨量多会使井盐减产
,

变成更大的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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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诺邓求雨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

既求雨
,

又怕多雨
,

是以求适量

的雨
,

既解除早情
,

又不危害井盐生产为宜
。

诺邓村民认为卤龙王是

龙王的首领
,

四方水龙王都要听命于 卤龙王
,

水龙王崇拜是被置于

卤龙王的权威之下
,

水龙王的神圣性受到一定压抑
,

神格发生一定

的变异
。

因此
,

在求雨中很容易产生一种在农业社会来看是
“

颠倒
”

的行为和态度
,

即民众对水龙王有几分戏耍
,

水龙王扮演了一个有

几分滑稽的角色
。

求雨仪式也充满了轻松
、

逗乐和诙谐的狂欢色彩
,

成为村民集体参与的一个狂欢节
。

在欢闹
、

嬉戏和笑声中折射了人

们对水龙王和求雨的态度
,

它并不是像农业社会那样郑重和庄严
,

暗示着井地人民对雨水有特定需求
。

求雨仪式主要不是民众生存受

到严重威胁时的一种紧急措施
,

与一般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就有本

质不同
。

那么
,

求雨仪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老人们说
,

天旱对井盐的生产只有好处
,

没有坏处
。

但天太干旱

对农业不好
,

雨水下得多又对井盐生产不好
,

两者是矛盾的
。

我问
“

既然这样
,

为什么还要举行求雨
”

诺邓的杨黄德老人说

做事情处处都要照顾到的
。

过去诺邓 的地 少
,

但还是

有一 些人要靠它吃饭的
,

周 周 围 围的村子也要靠它吃饭

的
。 。

在诺邓
,

穷人和荒户确实较多地依赖山地所产的玉米
,

而周围

的山村全部都要依赖农业为生
。

可 以看出
,

诺邓的求雨主要是为了

谐调地井的局部利益和与周 围村落的关系
,

而不是为 了井地的主要

群体 —灶户的利益
。

反映了诺邓井盐生产民俗并没有忽视和排挤

农业生产民俗
,

表达 了一个以盐业为主的村落在一个农业大国中如

何 自处的智慧
。

以盐业为主的村落既注意到了村落内的次要群体的

利益
,

也注意到了与周围农业村落的关系
。

从表面上看
,

诺邓的求雨

仪式对于村落的井盐生产是没有好处的
,

但是
,

从实质来看
,

求雨仪

式优化了井盐生产的村落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关系
,

创造 了井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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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大环境
。

也就是说
,

当盐业生产的需求与整个农业社会的需

求相互冲突时
,

盐业村落能够与更强大的农业社会妥协
、

包容与调

和
,

说明村落在尽最大努力与周 围的农业村落协调一致
,

是把 自己

的盐业村落与大农业社会联系起来
,

而不是对立起来
。

因而
,

诺邓井

盐生产民俗不是一个独立王 国里封闭的
、

孤立 的民俗事象
,

而是一

个与大农业社会有联系的
、

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俗事象
。

通过

对卤龙王权威下的求雨仪式的研究
,

可 以进一步说明井盐生产民俗

在诺邓盐业社会 中的主导地位
,

也清楚地表明了诺邓的并盐生产民

俗与农业民俗是相互链接
,

并达成 了与周围广大区域的农业 民俗的

联系
、

通融与整合
。

① 唐 樊绰 《云 南志 》
,

赵 吕甫校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剑手

东南有傍 弥潜 井
、

沙追 井
,

西 北有若 邓 井
、

讳溺 井
。

剑 川 有细诺邓井
。

丽 水城有罗置 井 长傍

诸 山 皆有盐井
,

当土诸蛮 自食
,

无榷税
。

蛮法 煮盐
,

咸有法令
。 ”

②明代 中前期 的《景泰云 南 图经 志 书 》卷五记 载
“

五 井盆课提举 司
,

在浪 穿县 西 北三

百 里
,

洪武十 六 年建置
。

内有吏 目厅
。

所属盐课 司五 诺 邓 井盆课司
、

大 井盐课司
、

山 井盆课

司
、

师 井盐课 司
、

顺 荡井盐课 司
。 ”

③被访谈人 黄金品
。

访谈地 点 云 南省云龙县诺邓村老人协会
,

南斗会上
。

访谈时 间

年 月 日
。

访谈人 朱霍
。

必石被访谈人 黄金鼎
。

访谈地点 云 南省云龙县城黄金鼎老人家中
。

访谈时 间

年 月 日
。

访谈人 朱霞
。

⑥杨黄德说
“
有一年

,

诺 邓 的老进士 与杨 大人
,

在大井的马精林 家做客
。

天池 的湖 里

有一 个龙王 也去 了
,

当 时三 个人不 晓得他是龙王
。

四 个人很谈得来
,

处成 了朋友
。

晚饭后
,

就 下 了几点 雨
,

大 家都说
,

这 个时候 下 雨 不好
。

龙王说下 雨好
,

是庆贾你们 的 意思
。

他还 约

他们 去 天池玩
,

说着雨 又 下 了 几点
,

他 突然就 不 见 了
。

大 家才晓得他不 是人
,

是龙王
。 ”

访

谈地点 云 南省云 龙县牛舌 坪村观音庙
,

观音会上
。

访谈 时间 年 月 日
。

访谈人

朱霞
。

⑦程 云 祥 《潮 州 求雨 的 风俗 》
,

国 立 中山 大 学语 言 历 史研 究所编 民俗 》第
、

合

刊
,

民 国 年 年
,

第 一 页
。

⑧⑨董晓萍
、

【法 蓝 克利《不 灌而 治

—
山 西 四 社五村水利 文 献与 民俗 》

,

中华 书局
,

年
,

第 页
。

⑩《巴 赫金全集 》第 卷
,

河 北教育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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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程正民 《巴 赫金的文化诗学 》
,

必京师 范大 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⑩被访谈人 杨黄德
。

访谈地点 云 南省云龙县牛舌坪村观音庙
,

观音会上
。

访谈时间

年 月 日 。

访谈人 朱霞
。

朱霞 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 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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