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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巫傩告象简论 

舒　达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沅陵巫傩告子是巫师做法时卜问的法具，起源于兄弟姐妹血缘婚的晚期，最早应追溯到盘瓠、辛女，也就是伏羲、女
娲。阳告为傩娘的告象，主招财进宝；阴告为傩公的告象，主镇鬼驱邪。其存在，尤其是法术表演，体现了民间某种驱鬼逐

疫、祈求神灵庇佑的美好愿望、艺术享受和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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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傩文化是我国古老的文化系统，它影响辰州
（今沅陵）万年历史，给沅陵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积淀了沅陵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筑就了沅陵巫傩

文化博物馆。傩有跨越人类多种社会制度的漫长

历史，有处于各种时间、空间的表现形式，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和至今尚未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今

天民间也仍传承着若干神奇的傩技、傩戏和一些令

人费解的特异功能。通过巫傩文化解读沅陵，则是

一个最民间、最通俗并十分清晰的视角。笔者通过

对巫傩告子起源、用途以及告象的简要解读，揭示

其真实旨意和深层内涵，以便这门古老的宗教文化

艺术能彰显其独特的魅力。

　　一　告子的起源

沅陵巫傩告子是巫傩法师进行傩艺表演或作法

时卜问的一种法具。巫傩告子呈三角菱形，平面部

分为剖开面，背面为弧形、拱形，酷似分开的蚌壳，形

状相同的正反两片合成一副告子。告子大都用水牛

角的尖端部分对剖而成，也有用竹蔸对剖制成的。

沅陵巫傩告子是在什么时代又是怎么产生的

呢？据传，［１］在很久很久以前，沅陵县西南部山中住

着一户人家，母亲带着一群儿女生活。每天母亲带

着几个儿女种地锄草，男孩们带着一只狗上山打猎。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孩子们也一天天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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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几个男孩问妈妈：“父亲干什么去了，为什

么总不回家？”母亲没有吭声。男孩子们又去问屋

外的桃树，桃树说不知道。他们又去问屋后的喜

鹊，喜鹊也说不知道。后来他们家的水牛娘告诉他

们：你们的父亲就是每天和你们上山打猎的那只

狗。男孩子们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觉得很没有面

子，就偷偷地把狗打死，并抛入沅水河中。母亲知

道后，悲痛万分，沿着沅水河岸往下追。在狗滩追

到狗的尸体，就把它埋在沅水南岸，后来人们把埋

狗的那座坟称为盘瓠墓。

母亲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水牛娘的话是不全

面的，你们的父亲白天是狗，到了夜晚就变成了一

位美丽的男子，因为他杀敌有功，你们的外公，也就

是当今的国王就把我嫁给了你们的父亲。我是国

王的三公主。”

孩子们听到母亲的话后，悲愤到了极点。于是

他们打死了那头水牛娘，并剥下了它的皮，敲下了

它的角，割下了它的尾巴。孩子们轮流反穿着剥下

的牛皮，两手分别拿着敲下的牛角和割下的牛尾，

祭祀因那头水牛娘不全面的话而被他们打死了的

父亲。据说，沅陵巫师做法事时穿的天师袍、吹的

水牛角、卜问的告子、威力极大的牌经等法服和法

器都是由那头水牛娘的皮、角、尾演化而来的。［１］

上述传说的内容，《后汉书·南蛮传》也有相似

的记载。该书说，盘瓠是高辛氏宫中的“畜犬，其毛

五彩”，因杀敌有功，高辛氏许妻以少女。“盘瓠得

女，负而走入南山……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

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

蛮夷”。［２］

近人闻一多研究认为盘瓠、辛女就是伏羲、女

娲，旧湘西（包括今天的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市）苗族

称之为傩公、傩娘。沅陵巫傩经书中也说傩公、傩

娘是伏羲、女娲。“婆婆管事，公公不管事。巽官请

傩娘，震官请傩公”。他们姓胡。［３］

这段话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１）“婆婆管事，
公公不管事”的说法是对犬图腾的讳饰。（２）“巽
官请傩娘，震官请傩公”的话是说他二人是姐弟而

夫妻，巽官是长女，震官是长男。据说伏羲、女娲也

是兄妹而夫妻。（３）傩公、傩娘姓胡，亦说明他们是
姐弟或兄妹。胡姓的胡应当是伏羲的“伏”变读。

蒋伯潜先生认为告子是最早的卜具。他在《十

三经概论》中说：“不观夫乡间之土地庙，神前尚有

二块以竹根制成之告牌，掷地以卜休咎者乎？此殆

上古最早之卜具，遗留至今而犹保存于民间

者也。”［４］

告子，《辞源》（修订本）称之为朴告，注释说：

“朴告，占卜吉凶的用具。用两片蚌壳（或以竹木制

成其形），投空掷于地，视其俯仰，以定吉凶，称为卜

或掷”。［５］

蒋先生对告牌形状及其作用的介绍和《辞源》对

朴的注释，与沅陵巫傩告子实物的形状和卜问的

情况是相同的。蒋先生把牌产生的时间定在上

古，他说牌是“上古最早之卜具”。而根据前述沅

陵哇乡人的传说和历史典籍记载，无论是傩公傩娘，

还是伏羲女娲或盘瓠辛女，都是兄弟姐妹互为夫妻

的。可见，告子产生于母系氏族时代是没有疑问的。

　　二　告象的解读

告子卜问的告象有三：阳告、阴告、圣告。卜问

时，巫师把告子抛掷到地面，如果两片告子都翻着，

即有纹路的那一面都朝天，就是阳告；如果两篇稿

子都覆着，即有纹路的那一面都朝地，就是阴告；如

果两片告子一翻一覆，就是圣告。做法事时，巫师

把告子抛到地上这一动作称之为打告子。巫师打

告子如果出现了他所需要的告象，那就表示鬼神同

意了巫师代表主东提出的祈求，否则，巫师就要继

续唱经做法，以求得鬼神同意。如果连续很多次打

告得不到所需要的告象，那就是拗告，这表示有鬼

恶作祟，或者是鬼神责怪主东家不诚心。对此，巫

师要加大唱经作法的内容与延长时间，主东也要跪

在神前忏悔。

那么，三种告象的旨意与内涵是什么呢？现将

巫傩经书中有关经文抄在下面，以供研考。

《和标》有关经文：

东山老人先下高头马，赐阴告，天苍库内受红

标，仙姐娘娘先下高头马，赐阳告，地苍库内受红

标，左右神圣先下高头马，赐圣告……吩咐掌告童

子来掌告，排告玉女上前行。掌主告头并告尾，决

莫差错半毫分，此时告头差错了，洞口桃花也

笑人。［６］

《下马科》有关经文：

娘娘放下阳州告，四面八方开财门。君王放下

阴州告，打退邪魔魍魉神。［６］

《打洞告》经文摘抄：

说此竹，道此竹，生在荒木娘娘后园中。正月

二月发笋子，三月四月长登林，一日一夜长七节，七

日七夜长登林。高头分起桠和叶，地下分起玛瑙立

枝根；高上乌鸦不敢过，地下蝻蛇不敢行。平鼎之

日，户主腰间插把黄金斧，等到师郎来砍竹。一刀

伐下此根竹，撩断两头取中央。不用人间巧锯子，

一刀劈开两平分，一块称来有四两，两块称来共半

斤。……头筒将来作告子，二筒将来作金身，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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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作洞告，打告场中说分明。神无大小灵者为

尊，官无大小清者为尊，人无大小能者为尊，告无大

小落地千斤。左阴右阳。洞告场中讲洞告，打告场

中说分明，……君王朝王尚阴告，藏了官衙口舌人，

一藏天殃并地火，二藏麻瘟共痘瘟，五虚六耗随风

送，押赴车前马后行。仙姐娘娘尚阳告，拆开四面

八方进财门，不去求财财到手，不去求喜喜临门，若

是发下阳竹告，后园黄土变成金；何不种上一株圣

竹告，阴也有，阳也有，如同发下聚宝盆。弟子手拿

洞告不敢打，双方赐与主东君。起眼发动初头告，

右发阳来左发阴，得了一手圣竹告，千年发达万

年兴。［６］

《打洞告》经文中的洞告，是专为打洞告这场法

事制作的，材料大都用桂竹的中段，长约１．５市尺，
对剖开即成。打洞告的人是主东而不是巫师。打

洞告的告象及各种告象的旨意涵义都与巫师的打

告相同。

上述三段的经文中的君王朝王、东山老人、君

王等名称都是傩公的别称，仙姐娘娘和娘娘都是傩

娘。由此可知阳告是傩娘的告象，主招财进宝，阴

告是傩公的告象，主镇鬼驱邪。圣告是左圣右贤的

告象，左圣右贤就是指做法事时掌坛的历代祖师，

故圣告又称祖师告。圣告之高和，即所谓“阴也有，

阳也有”，故圣告又被称之为调和告。

阳告为傩娘的告象，阴告为傩公的告象，女主

阳，男主阴，这与阳为天，为君，为男，为父，阴为地，

为臣，为女，为母的观念是相悖的，但与沅陵哇乡人

男左女右的观念是相同的。哇乡人山歌也说：“男

儿无妻家无主”。如沅陵哇乡人聚居区内有的地方

称辛女庙为老祖庙，庙内铸的钟上有“辛女大王”字

样。中国古代也是以右为尊的，如左迁就是降职的

讳饰，如右职就是重要的职位等等。由此可见女主

阳、男主阴是很古老的观念。

傩娘的告象为阳，主招财进宝，其实就是管理

生产。沅陵巫傩的教义是祈求五谷丰登、人丁兴

旺、血财（指猪、牛等家禽）繁盛等项。故此，我们知

道阳告主招财进宝，实即管理生产，管理财政。妇

女管理生产与财政这是很古老的史实。在远古时

代，男的打猎，女的采集，这两项是主要的生产内

容。可是打猎的工具只是一些木棒的石块，故此收

获不仅少，而且不能保证每天都有猎获物。故当时

人类的生活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妇女的采集所得。

后来，妇女在采集中发现有的植物人工可以栽培，

于是产生了农业。而农作物的栽培、看管、收获，需

要一定的周期，于是人类逐渐定居了，母系社会正

式形成。在母系氏族社会里，食物与财产是由妇女

统一分配的，小孩是母亲养育的，农作物是由妇女

栽培、看管、收获的，这样，女为尊的观念就形成了。

故傩娘的告象为阳告，主招财进宝，管理生产政务。

阴告是傩公的告象。主镇鬼驱邪。镇鬼驱邪

是军事行动，可能是由打猎转化而来。在远古时

代，由于工具的原始，男子打猎偶然性很大。后来

虽然有了农业生产，但在开始一段时期内，农业生

产规模必然是较小的，而且生产工具原始，妇女对

农业生产完全可以胜任。故男子必须打猎，同时保

护本氏族的农作物不受野兽的糟蹋，如有外氏族来

侵犯，男子就是保护本氏族安全的战士。故傩公的

告象为阴告，主镇鬼驱邪，保卫平安。

综上所述，沅陵巫傩告子始创于兄弟姐妹血缘

婚的晚期，告象的旨意或涵义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

生产关系：妇女掌管采集草木之实、农业生产和食

物的分配；男子打猎、保护农作物和抵御外敌侵犯。

故阳告为傩娘的告象，主招财进宝；阴告为傩公的

告象，主镇鬼驱邪。沅陵巫傩告象不仅是千百年来

遗留下来的历史陈迹，更是一种颇具魅力的文化艺

术。虽然现代人已不再相信鬼神的存在，但驱鬼逐

疫、祈求神灵庇佑的愿望，仍然兴盛于沅陵的一些

民俗中，而且在巫傩文化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它富有沅陵巫傩文化的特殊审美定势，即人在为难

无望、急需解脱时借用这种能沟通人鬼神的工具，

进行法术表演，具有巨大的抚慰人心灵的力量美。

因此沅陵巫傩告象是沅陵人在人文精神追求上的

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和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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