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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故事中禁忌主题的
功能主义理解

万建 中

一

禁忌主题来 自 于禁 忌 民 俗
,

也 就 是说
,

先有禁忌 民 俗及禁忌 意识
,

才有禁忌 主题
。

当然禁忌 主题 的 功 能首先在 于有 利 于禁忌
民俗的生存

。

禁忌 主题 的 文 学属 性 又使 之

必然具有文学功能
。

在有些 民 间 故事 中
,

设

置禁忌便是设置悬念
,

听众或读者期待着禁

忌的结果 人物一定会犯禁
,

否则
,

故事情节

便不能顺利 向前推进
。

问题是谁将犯禁
,

在

什么情境 中犯禁
,

受 到 怎样 的惩罚 这一系

列的疑 问便构成 了 民 间 叙事 文学 主要 的发

展线 路
。 “

违禁
”

是故 事 情 节 的 转 折 点
,

此

前
,

故事 的气氛是较平和
、

宁静 的 此后
,

便

变得动荡不安 此 前
,

人物之 间 的矛 盾 是掩
盖着的

、

隐藏的
,

此后
,

双方都抖落 了 伪装 的

外衣
,

光 天化 日 之 下
“

短 兵 相 接
”

起 来
。

那
么

, “

高潮
”

之后 的情况又怎样 呢 禁忌主题
在 自己告一段落 的 同时

,

又为其他类 型故事

的擂人或续接提供了 可能
,

如天鹅处女型故

事与难题型故事有着美妙 的联姻 地 陷 型传

说中 的禁 忌 主题 的尾部 与 兄妹婚神 话及 云

中落绣鞋型故事衔合得天衣无缝
。

禁忌 习俗处于正常状态时
,

是无声无息

的
,

而一旦受 到触犯
,

它便
“

复 活
”

为 一个 曲

折的过程 既有前 因
,

也有后果
。

这一过程

移植到 口 头叙事文学 当 中
,

便成为设禁 —违禁 —惩 罚 及 设禁 —守 禁 —成 功 或

连带受惩罚 的 叙述模式
。

这 一模式 可 以 同

神话
、

传说和 民 间 故事的一些特有 的叙事结

构融为一 体
,

有 极 强 的适应性
。

神 话
、

传说

和 民 间故事常见 的许多特性
,

均可 为之所利

用
。

禁忌主题的形态 因此 而会变得丰腆
,

内

涵更 为深厚
。

下 面真体分析 一个案 例
。

福

建政和县一带流行 的一个传说
,

内容如下

有一 年 旱 灾
,

三 百 六 十 天 不 下 雨
,

吃 的 水 也 难 找
,

再 加 上 瘟 疫 死 人 无 数
。

人们 说
,

在 那 东 方 云 遮 雾 挡 的 洞 宫 山 上

有 一 口 龙 井
,

井 旁 长 着 仙 草
,

只 要 揉 出

草 汁
,

不 但 能 治 病
,

而 且 将 草 汁 滴 进 田

里
,

田 土 就 会 湿 润
,

河 水 也 流 了
。

有 兄

妹 三 人
,

大哥 去 找 仙 草
,

犯 了 禁 忌
,

变 成

大 石 头 二 哥 也 犯 了 禁 忌
,

又 变 成 大 石

只 有 三 妹 没 有 犯 禁 忌 到 达 龙 井
。

他 按

老人 告 诉她 的 方 法
,

用 箭 射 瞎 了 守 仙 草

的小 黑 龙 的 两 只 眼 睛
,

采 下 仙 草
,

把 汁

滴 到 石 头 上
,

石 头 马 上 变 成 人
,

那 是 她

的 两 个 哥 哥 及 其 他 去 找 仙 草 的 勇 敢 小

伙 子
。 ①

此传说 中 的禁 忌 是 不 可 以 回 头
。

世界许多 民族 民 间传说故事 中都有

这一母题
,

如 希腊
、

印 度
、

中 国
、

美 国 印 第 安

人等 等
。

因 人 物 犯 了 禁 忌
,

他 马 上 变 成 石

头
,

这 也 是 世 界 民 间 故 事 中 常 见 的 母 题
。

传说 中 的 禁忌 主题显 然套 用 了 民 间 故

事的情节单元
。

如角 色是兄妹三人
,

这与许

多民 间故事相 同
,

但 民 间故事大 多是 两个兄
弟或 三个兄 弟

。 ② 而 两个 兄 弟 一 个 妹 妹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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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然而一个 故 事 有 三 个 主要人 物却 是 全

世界 民间 故事 之特征
。 ①神 奇 的 帮 助 者也是

民间故事 中 重要 的 角 色
。

凡 人 经 过 神 奇 帮

助者的考验之后才得到他的 帮 助 或给什么

神奇宝物
,

或告诉人 物要做什么
、

不要 做什
么

,

或解决各种难题
。 ②而此传说 中

,

人物没

有经 过 什 么 考 验
,

老 人 就 告诉他 有 什 么 禁

忌
,

与 民 间故事结构规律有所不 同
。

这 主要

是 因 为对传说 中 的人物来说
,

面对禁忌本身

即是考验
。

此传说中大哥
、

二哥犯禁
,

未 到龙井
,

那

也是 民间 故 事 的 典 型 叙 事 结 构
。

一般三 个

儿子去寻找什么 宝物 或被抢走 的公 主等
,

大哥
、

二哥 因 没有 经过 考 验 如 对 老人 或对
向他 们 求 助 的 动 物 不 善 良

,

那 就会失 败
。

只有第 三个弟 弟得到 了 老人 或 动物 的 帮
助

。 ③此传说中
,

大哥
、

二哥犯禁 亦 即没有通

过考 验
,

变 成 了 石 头
,

只 有 三 妹 倍 守 了 禁

忌
,

并 得 到 老 人 的 帮 助
,

最 后 达 到 了 目 的
。

由此可见
,

禁忌 主题 固有 的叙述模式有机地

融人到 民 间故事 的叙事结构之 中
,

并在故事
中 占有 了显 著的位置

,

成为故事不可或缺 的

一部分
。

还有 哪 一类 民 俗 观 念 及行 为 能如

此这般得到 口 头叙事文学 的 厚爱 和妥 善安

置呢 没有
。

唯 有禁忌 观念和 行 为才 能广

泛地为 口 头叙事文学所接纳
,

孕育 出 大量 的

蕴意深广 的禁忌主题
。

禁忌主题 的文学伽值还表现 于文学 的

渲泄功能
。

人 的 生 活 实践 和 理性对 于禁 忌

这一臆 造 的 观念
,

要 在别处定会 大 张挞伐
。

但在禁忌 主题 中 却 欣然 认 可 和赞 同 了
。

人

的需要
、

心愿
、

无力 达到 的欲望
,

凡此种种都

掩饰和 回 护 着 这类 虚幻 的 观念
。

因 为这些

观念昭示 出摆脱绝境 的生路
,

或至少使遭遇

不幸有所 减轻
。

禁忌 迷 误之所 以 不 为逻辑
和实践所攻破

,

只 是 因 为在生活 中 备受压抑

和惊吓 的 人感到 巫 需把 这种 引 为 慰藉 的 迷

误当作真理来加 以 信奉
,

深信只 要倍守禁忌

便可心安事 顺
。

尽 管禁 忌 完 全 可 以 像 宗 教

一样
,

凭依 着人所 固 有 的
“

病 态
”

心 理
,

神 圣

而又高傲地生存 下来
,

但 是
,

它也 要像 宗教

一样
,

需 不 断地 给 出 自身存 在 的 历史
、

理 由

及逻辑
。

宗教
“

给 出 ”
的场合及途径是仪式

,

而禁忌无仪式
,

只能诉诸于 口 头语言
。

文学
,

总是夸大与虚构 的 多
,

倘不这样
,

接受者便觉了无意趣
。

禁忌这东西
,

也依傍

的是夸大和虚妄
,

倘不这样
,

接受者便觉没

有
“

威力
” ,

自然也就不会重视它 禁忌 与 文

学并非 只 因 有此某 种特质上 的 相类而构 成

联系
,

同 时更重要 的 是
,

往往禁忌 的东 西偏

偏就写人了文学
,

文学有时成 了 违禁行 为 的

一种实验的场地
。 “ 民俗 按指 民 间 文学 最

重要的 独 立功 能之一 是容忍 那些 通常不 为

人们所赞 同 的 行 为
。

每 一 文 化 中 均有 禁语
和忌事

。

然而
,

它们可在 民俗 中 出 现
。 ” ④ 这

样
,

禁忌便成为 民 间文学母题索引 中 的一个
重要类别

,

而倍受 民 俗学者们的重视
。

在所

有的 口 头叙事文学 中
,

禁忌 主题具有极强 的

艺术感染 力
,

何 故 因 为 人 皆 有 之 的
“

犯 忌

之心
”

在这里得到 了 缓解
、

得到 了 满足
、

得到

了升华
。

禁忌故事委实是一种幻想 的补偿
。

二

禁忌是无理 的
,

却 又 是 有 现实 意义 的
,

禁忌主题 自然也饱含厚重 的现实价值
。

晋
·

干宝《搜 神记 》卷 五
“

淮 南 全椒 县 有 丁新 妇

者
”

条故事 中 的禁忌主题
,

就
“

包含着女性 为
自己 的 节 日 和休息 日 而奋争 的 这样一层 意
思

” 。 ⑤ 再譬如
,

剑 岳《乡 居 随笔 》第 ” 页记

载了 一 则 共 演 桶 成 孕 的 故 事 一个 有 夫 的

嫂
,

和一个蛰寡 的弟妇
,

极相 爱
。

有一 回
,

弟

妇的腹 日渐澎大 ⋯ ⋯九个月 后
,

竟产下一个
儿子

· , ·

⋯兴讼
。

⋯ ⋯于是县官明 白 了
,

立 即

拍案 叫着 如果你的儿子是 由 和你 的嫂 氏共

搜桶而来的
,

你儿子一定没有拿丸
。

⋯ ⋯查

①
, ,

一
, ,

②
,

民间故事形态学
,

一
③

, ,

,

已
,

④ 〔美 〕阿兰
·

邓迪斯《世界 民俗学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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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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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果然
。

⋯ ⋯所 以 现 在 的 妇 人
,

总是 相戒
勿到丈夫 在 家 的 妇人 的 尿 缸 里 去 小便

。

按

江绍原先生 的说 法
,

勿共搜 器 的禁忌 主题
,

“

在 或 程 度 内 许 是 礼 教 所 逼 成 以 之 保 护
‘

私生子
’ ,

一也 以 之恐 吓丈夫 不 在家 的 妇

人不要胡思乱想或 同夫在 的妇人太亲近
,

二

也
。 ” ① 下面专注于伦理道德的角度

,

结合一

些具体的禁忌主题展开这一话题
。

禁忌 的基本叙事模式是不要做什么
,

否

则
,

就要受到惩罚
。

这与 民 间善恶报应及佛

教的 因果观念十分贴合
。

因此
,

禁忌常被作

为伦理教化之用
,

以增强制止胡 作非为 的 威

慑力
。

一些 小孩 因 做
“

坏事
”

而受
“

神罚
”

的

故事
,

常是 父母 们训 导其子女 的 绝妙教 材
。

如《法苑珠林 》记载 韦 庆植 与 赵太 之女
,

都

是十三
、

四岁
,

一个 因 为平 常使用东西
,

不秉

告父母
,

报夭亡 一个偷父母 的钱去买脂粉
,

还没 回 到家就死 了
。

死后都报变青羊
,

供人

宰烹
。

还有宋代荆南查 氏之女吃饼
,

取馅而

弃皮遭雷击
,

等 等
。

人们 祖 以传 父
,

父 以 传

子
,

子 以 传 孙 由 家 庭 而 邻 里
,

由 邻 里 而 社

会
,

所闻莫非
“

违禁
” ,

所睹无不
“

受惩
” 。 “

坏

事
”

尽披禁忌 的外衣
。

禁忌 主题在劝导 民众

弃恶扬善
,

笃守伦理纲常方面发挥 了 特殊 的

作用
。

南宋著 名 文学 家 叶 梦得平 常不 喜谈
神鬼幽怪

,

也不时将一些他认为是确凿无疑
的报应故事记载下 来

,

告诫子孙
。

北 宋 时
,

洛 阳建造西 内宫
,

宫室梁柱 阑槛窗墉全用灰

布
,

工期又 紧迫
,

把 洛 阳 城 内 外 的 猪羊 牛骨

都搜罗精光还不 够用
。

具体负 责此 事 的 韩

溶李
,

便 把漏 泽 园 人 骨 挖 出 来 代 替
。

没 几

天
,

李得暴疾死
。

还魂说冥 司 追证骨 灰 事
,

数百人讼 于冥 司
。

韩溶合 门 珍 绝
。

董 理 此

役的宋升则因小便不禁而毙
。

叶梦得
“

特书

此事 以 示 儿
,

以 为 当官无忌惮者 之戒
。 ”

叶

梦得 《岩下放言 》伤天害理 即 为禁忌
,

为之
则催致天谴

。

在故事 中
,

善恶
、

因果
、

报应 与

禁忌主题揉合得浑然 一体
。 “

善 有 善 报
,

恶

有恶报
”

本来 纯粹为人们 的祈愿
,

在禁 忌 主

题中却 变得 实实 在在起来
。

其
“

劝惩
”
的效

果
,

是任何伦理教化的形式都无法匹敌的
。

虐待双 亲亦 为禁 忌
,

违禁 者 而受 阴谴
、

遭雷击
、

被 虎食 以 及 变 成犬畜 者
,

简 直史不

胜书
。

据《独异志 》卷上 和《履 园 丛话 》卷 十

七记载
,

唐代和 清 代都 有 一个 不孝 村妇
,

以

狗屎和鸡 粪 给盲 姑 吃
,

都 在 盲 姑食后 不久
,

苍天忽发霹雳
,

一个脑袋 变 成 狗
,

一个 全身

变成猪
。

变狗 者 被 官 府 牵 着游行
,

人 称
“

狗

头新妇
”

变猪者人厕食粪
,

围观者 每天数千

人
。

《续夷坚 志 》说 金代 一个 不 孝 之 子
,

报

民骨生 尾
,

痛 痒 不 可 耐
,

想 割 去 吧
,

痛 贯 心

髓
,

炙也是 一样
。

只 在 他人来 观看 时
,

痛 痒

才稍止
。

悖逆亲尊
,

擅 改父讳
,

夺母寿棺
,

不送 亲

终
,

乃至操刀市残杀亲生父母等
,

更属严重 的

禁忌
,

惩罚最为惨烈
。

大多是雷劈火烧
,

猛虎

吞食
。

《辍耕录 》卷二十八所载一故 事尤奇

元代 杭 州 汤 镇 一 凶 徒
,

性情 暴决
,

素 不 孝 于

母
,

老婆更是他经常凌虐 的姐上 肉
。

一次
,

妻

子失手将丈夫所爱 的 岁 儿子跌伤
,

害怕 丈

夫回来知道后被打死
,

想去投河 自尽
,

被其姑

劝阻
,

答应说是她 的过失
,

并暂居 小姑 家
,

以

避锋芒
。

不料这个逆子寻至小姑处
,

把刀 预

藏半路
,

将母亲好言劝 回
。

回 到 原来 藏刀 的

地方
,

即凶相毕露
,

要把母亲杀掉
。

不想藏刀

不见
,

却有一条 巨 蛇挡道
,

畏 俱退 缩 间
,

双足
陷人地 中

,

很快没至大腿
,

七 窍流血
,

伏地求

饶
。

母亲无计可施
,

走 报 于妇
。

婆媳俩奋力

挖救
,

却是 随挖 随陷
,

直没 至胸
。

不敢再挖
,

只好每天送饭喂食
,

三天后 死去
。

围 观者每

天数千人
,

无不拍手称快
。

对不法之徒
,

本应绳之于法
,

可是 民 间对
法律似乎并不怎么清楚

,

也不怎 么信任
,

百姓

宁愿将缺德 的无道行为视作禁忌
,

让超 自然
力去惩罚违禁者

。

禁忌主题对这类禁忌作 了

有根有据
、

最具震撼力 的演绎
。

它们是 民 间

自我进行伦理道德教化 的独特话语
,

其所产

生了对 因果报应观念宣扬 的最佳效果
,

反衬
出 民间对政府权威及封建法律的蔑视

。

几乎所有 的 恶 劣行 径 都 曾 被 纳 人禁 忌

的领域
,

编织成一个个禁忌 主题
。

妇女 因 忌

① 江绍原《中国礼俗迷 信 》
,

渤海湾 出版公 司 年
月版

,

第 页
。



对 民间故事中禁忌主题的功能主义理解

妒而虐待 以 至杖杀牌妾 的 残 忍 之举亦不 例

外
。

龙 明子《葆光录 》卷三记载 吴地有一个

姓胡 的妇女
,

性忌妒
,

用熨火烙蟀妾 的脸
,

皮
肉焦 烂

,

犹 未 快 意
。

后 来 患 病
,

遍 身 疮 夷
。

正 当三伏天
,

稍一转侧
,

肌肤粘连床席
,

体血

模糊腥秽
,

直折磨到 肉尽骨 出 才死
。

禁忌主题最 大 的 优势 是可 以 将 禁 忌 事

件化
、

事 实化
,

可 以 将违 禁 的恶 果 血淋 淋地

展示 出 来
,

让试 图 违 禁 或 已 违 禁 者 不 寒 而

栗
,

心惊胆 颤
。

连那 些 无所畏惧
,

靡 所 不 为

的恶棍也 要 慑 于报应 的 神 威
。

这些人在 多

次为非作歹之后
,

不 时通过禁忌主题看到某

些作恶者
“

受到神灵惩罚
” ,

使之对 自 己 的罪

恶感到越 来越严 重 的惊恐
。

这 种惊恐不 断

积累
,

引 起心 理 与 精 神 的 失衡
,

最终导致这

些人令人莫名 其妙的歇斯底里总爆发
。

钱泳在《履 园丛话 》卷十七 中说 康熙年

间 一
,

我 家 乡 有 个 叫 黄 君 美 的

人
,

喜欢结交青吏捕役
,

无恶不作
,

被其 害者

不可数计
。

一 天忽 然发 狂
,

手 持 利 刃
,

赤 身

裸体跑出 家 门
,

在人 群 中 自割其肌 肉
,

每割

一处辄 自 言 此某 事报
。

割其 阴
,

说
“

这 是

淫人妻女报
。 ”

割其舌
,

说
“

这是诬人妇女 良

善报
。 ”

⋯ ⋯这样折腾 了 一 两天
,

最后 以 刀 割

腹
,

至心而死
。

作为一种准宗教现象
,

禁忌并不直接与

伦理道德关联
。

后 者本 身 即 为 一 套 独 立 的

社会整合 的体系
,

践踏伦理道德者会遭 到社

会的谴责
。

而触犯禁忌者
,

则 不会受到实 际
的确定 的惩罚

。

或许正是 由 于这一点
,

才提

供了人们 施展 丰 富 的 想象力 以 构筑禁忌 主

题的广阔 天 地
。

人们 宁 可将伦 理 道德 的话
语用禁忌 主题 的形 式 表 达 出 来

。

这样 既 可

省却许多说教的麻烦
,

又能让伦理道德真正

刻骨铭心
,

还在一定程度消 除 了 由伦理道德
中参杂 的 政治倾 向 和 阶级 利 益 引 发 的行 为

偏差
。

三

禁忌 有 时 是一 个 群体 的 需要
。

群 体 内

的人们除 了 年节
、

婚 丧
、

衣食住行 等众所共

有 的 民俗规范人们 的行为之外
,

还要求用一

些特殊 的
、

他地没有 的 民俗事象来作为群体

互相认同 的 文化符号
。

这 是 强 化 群体凝 聚

力 的 内在 因 素 之一
。

因 而有 些 禁 忌 民 俗 的

地方性特别强
,

伙佬族吴姓不食狗 肉 的禁忌

即是这样
。

为保持这一符号 的 神 圣 性及 神

秘性
,

人们让它附会在一个
“

真实可信
”
的传

说之上
,

即 建构 一个禁 忌 主题
,

并世代传播
下来

。

低佬族《吴 姓不吃 狗 肉 》的故 事是这

样 的

传说 伙 佬 族 吴 姓 始 祖 有 个 独 生 仔
,

名 叫 勒 殿
,

生 下 来 刚 刚 三 个 月 就 死 了

娘
,

没 有 奶 吃
,

没 有 衣 穿
,

冻 僵 了
。

父 亲

以 为儿 子 死 了
,

哭 得 很 伤 心
,

把 他 放 在

大 门 背 后 的 狗 窝 里
,

转 身 出 去 叫村 上 的

老人来 帮 忙 拿 去 埋 葬
。

父 亲 走 后
,

母 狗 回 到 窝 里 睡 觉
,

勒

殿得到 暖 气
,

苏 醒 过 来 了
,

找 奶 吃
,

摸 到

狗 奶
,

便 吸 了 起 来
。

父 亲 领 着 村 上 老人
回 来看 到 了 这 个 情 景

,

很 惊 奇
,

都 说 他

们 家 里 养 了 一 只 神 狗
。

从 此 以 后
,

父 亲

每 天 晚上 都让 勒 殿 跟 母 狗 睡 在 一 起
,

让

他 吃 着 狗 奶 一 天 天 长 大
。

父 亲 死 后
,

这
只 狗就 成 了 勒 殿 唯 一 的 亲 人

,

走 到 哪 天

把 它 带 到 哪 里
,

一 天 到 晚
,

形 影 不 离
。

有 一 天
,

勒 殿 上 街 喝 醉 了 酒
,

回 来

半 路上
,

躺 在 山 岭 上 睡 着 了
。

突然
,

山 岭 起 火
,

到 处 草 木 烧 得 僻

啪 响
,

火 苗 一 股 一 股 地 往 上 窜
,

眼 看 大

火就 要 烧 到 勒 殷 的 身 边
,

那 只 狗 急 得 汪

汪 大 叫
,

一 会 儿 用 舌 头 舔 舔 主 人 的 脸
,

一 会儿用 嘴 不 断 摇 动 主 人 的 脑 袋
,

勒 殿
以 为 还 有 人 再 给 他 灌 酒

,

迷 迷 糊 糊 地

说
“ 不 要 了

,

不 要 了
。 ”

老母 狗 坐 在 主 人

身 边伤 心 流 泪
。

山 火越 烧 越 近 了
,

主 人 还 没 有 清 醒

过来
。

那 只 狗 发 现 不 远 的 地 方 有 个 水

塘
,

便 立 即 跑 过 去
,

跳 进 水 中
,

裹 上 一 身

烂泥
,

来 回 把 勒 殿 身 边 四 周 的 草 地 打
湿

‘ ,

不 让 火 烧 着 他
。

等 勒 殿 醒 来 时
,

发

现周 围 一 片焦 土
,

老母 狗 坐 在 他 身 边 直

喘粗 气
, 口 中 冒 出 白 沫

,

立 即 把 狗 抱 到

怀 里
,

心 中十 分难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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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

老 母 狗 病 死 了
。

为 了 报答 它

的 救命之恩
,

勒 殿 给那 只 狗 做 了 一 座 坟

墓
,

并传 言 子 孙 后 代
,

从 此 以 后 不 吃 狗

肉
。

直 到 现 在
,

在 罗 城 县 的 许 多 地 方
,

姓吴 的 栋 佬 人仍 然 忌 食狗 肉 呢

此故事中的禁忌主题诊释 了 不吃狗 肉禁

忌的起源
,

并纳人 了 深人人心 的祖先崇拜 的

意识
。

这样
,

已 具威慑力 和权威性 的禁忌 主

题便成为社群 内成员 相互 主要是年长 的对

年轻的 训诫的宗教式话语
。

超越 了祖先崇

拜辐射 的 区域
,

这话语便不起作用
。

甚至还

有这样 的情况
,

尽管社 区成员 的理性与智 慧

的程度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触犯禁忌绝不会招

致事实上 的惩罚
,

但他们对祖先生而有之的

情感及敬畏也足 以使他们负担不起袭读祖先
的罪名

。

如果说禁忌本身带有宗教性
,

那么
,

其与祖先的附合则肯定使这种宗教意味得 以

强化
。

将禁忌 的动 因 置于祖先身上
,

从而使

禁忌主题获得 巨 大 的成功
,

这是长期 以来社
区成员集体智慧和愿望的结晶

。

对禁忌主题功能的认识
,

不应 只 拘泥 于

禁忌主题的 内部
,

而应把禁忌 主题置于更为

现实的族群 关系 中 加 以考察
。

禁忌主题的
“

势力 范 围
”

大都非 常 明确
,

而且

关涉到范围内 的每一个成员
。

因此
,

它在坚
固族群关 系 方 面显 然是一种 不容忽 视 的力

量
。

韦伯 有一篇较短 的 文章
,

题 目 就 是《族群 》
“ ” ,

该
文说

, “

如果那些人类 的群体对他 们共 同 的

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
,

或者是 因 为体质

类型
、

文化 的相 似
,

或 者 是 因 为对殖 民 和 移

民的历史有共同 的记忆
,

而这种信念对 于非

亲属社 区关系 的延续是 至关 重要 的
,

那 么
,

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
。 ” ① 禁 忌 主题恰恰

是一个群体 并不一定具有 血缘关 系 对相

似性认 同 的一种主观 的信念
,

一种在特定 的社区范围 内 的
“

共 同 的记

忆
” 扭

。

当然
,

这种
“

共 同 的

记 忆 ”

并不是关于
“

殖 民 和移 民 的 历史
” ,

但

却是与祖先生死枚关的一个历史事件 当 然

并不一定 就是 历史事 实
。

而且
“

共 同 的记

忆
”

并非永远滞 留 于记忆 的 形式
,

还 为族群

构建了一个外显 的极易辨认 的 文化符号
,

诸
如不食牛 肉

、

不食狗
,

在 一定 时 间 内 不食 荤

水族
、

不食饭 黔东 南丹寨 县苗 家
、

不 吃

牛 肉 讫佬族
、

不 吹 笙 苗族
,

办 喜 事 不 添

红门 河南汲县 等等
。

这些被 阻截 的行 为

与其 他 民 俗 行 为 不 同
,

一 般 不 会 得 到
“

外

传
” 。

因 为局外人 在仿效禁忌行为
的 同时

,

还必须接受和认同 另 一族群祖先 的

一段
“

历史
” 。

而这
,

是难 以 做到 的
。

认 同 毕

竟是双方的事情
。

禁忌主题所构禅的祖先 的
“

历史
” ,

属 于

凯斯 ” 指 称 的
“ 民 间 历 史

”

,

即 韦伯 所谓 的
“

’’的一部分
。

这一 特定 的 民 间 历史显 然

是 由认同 的需要设定 的
。

凯斯认 为
,

文化认
同本身并不是被 动地一代 一代 传 下 来 的 或

者以某种看不见 的神秘 的方式传 布 的
,

事 实

上是主动地
、

故 意地传播 出 去 的
,

并 以 文化

表达方式不断加 以确认
。 ② 谁也不能否认

,

禁忌主题正是
“ ”

之一
,

它

同所宣扬 的禁忌事象一道
,

共 同 使一族群 的

人与其他族群判然有别
。

可 以说
,

这类禁忌

主题是族群 在认 同 过 程 中 找到 的 最 佳 的 文

化表现方式之一
,

它最大 的作用就是支持对
于族群 的认定

。

禁忌主题的功能既有文化的
,

又有社会
的

,

不 同 的 禁 忌 主题 又各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功

能
。

当然
,

构建禁忌 主题首先是 出 于禁忌本

身的需要
。

在两者之间 的互 动
、

互构 的关系

中
,

禁忌主题的作用便凸显 出 来
。

万建 中 北 京师 范 大 学中国 民 间 文 化研 究 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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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 引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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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