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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犀牛”图腾崇拜体现的
生命意识与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一 以渝东南湘鄂渝黔边区酉水流域为例’

白俊奎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孟庆40o067)

    【摘要」土家族犀牛图腾崇拜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生命意识、和谐思想、厚生意蕴、佑民

情怀，这在湘部渝羚交界处的渝东南土家族文化、文学、田野材料及《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

志》、《白氏族谱》等史志文献都有表现。土家族地区如渝东南酉水流域广布“琴牛”图腾崇拜、

神秘葬俗，犀牛望月、犀牛潭、犀牛洞土司坟、犀牛救民，犀牛地葬母佑子孙等民俗事象，大量出

现在民间文学中，世代相传，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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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家族千百年来的民间文学、传统文化、日

常生活和风俗中，“犀牛”神灵意象与人们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犀牛”以图腾祟拜形式成为广大群众

的重要精神信仰，被当作祖先来顶礼膜拜，与本民

族有血缘关系，成为本民族的某种标志和象征。土

家族犀牛图腾崇拜包含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和儒家

伦理思想。生命意识是人类对生命怀着强烈的认

识和研究欲望，认真严肃地探寻生命内在本质、基

本规律，形成有关生命的系列化观点和意识，一般

来说，在民族神话与传说中，生命意识有几种基本

情况:生命本体嗣续中的“生”“化”观念，图腾生命

演化中所突现出来的民族融合和理想追求，英雄生

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生命意识，在其

演进中，成为后世精神生命的源头，逐渐融进人们

的世界中。0土家族在形成过程中揉合了古代许多

民族的人文因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

精神基因，土家族在古代有许多支系的派别，各自

有独特的图腾崇拜，后来逐渐融合，形成土家族总

体的图腾、精神和文化，接受儒家思想、精神文化传

统后，土家族的犀牛图腾崇拜与白虎祟拜、竹枝崇

拜、龙蛇崇拜、太阳崇拜等图腾祟拜一样，成为土家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包含着强烈的生命意

识和儒家伦理思想，向四面八方辐射，影响着族内

族外广大群众的精神、思想、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

    儒家思想对包括土家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有

深刻影响，人们把儒家美政理想体现在民间传说和

图腾信仰中，中国犀牛崇拜就包含了浓厚的儒家伦

理道德思想与生活理想，犀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

物，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是民众生命的佑护神，被视

为祖先或祖先亲族，人们幻想犀牛永居人类住所屋

基或附近地区，给百姓带来幸福安康，驱除邪恶鬼

怪。土家族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厚生情怀和民生意

蕴，这在土家族犀牛图腾崇拜中有丰富的表现。土

家族犀牛图腾崇拜习俗源远流长，始于商周至今留

存。犀牛图腾灵异无比，人们对犀牛潭尊敬崇拜;

犀牛是维护正统、惩治邪恶的象征，人们把犀牛当

作惩恶扬善的神灵，把违反宗族条规、封建伦理的

叛逆贼子扔进犀牛潭沉渊惩办，这是其生命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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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响与观照。渝东南酉水流域广布犀牛崇拜

现象，至今保存在民间文学中，此区少数民族犀牛

崇拜的现象与汉族地区犀牛崇拜异同并存。土家

等族诸多大姓千百年来定居渝东南酉水流域②，其

犀牛崇拜有代表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笔者2004年主持完成重庆市社科联课题“重

庆市酉阳县酉水流域土家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

至今连续对渝东南酉水流域进行长期调研，据有大

量原始材料，现以渝东南酉水流域为例，对土家族

民间文化中的“犀牛”图腾崇拜所包含的生命意识

与民生怀情内涵进行探讨。

    一、仁善和谐，爱憎分明，站在劳动群众

的立场，惩治贪得无厌的剥削者

    儒家思想要求人与自然相处和谐，仁善为本。

强调人世、济世、救世，关注国计民生，要求统治者

施行仁义政治，坚决反对暴政，民本思想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儒家思想要求个人做到: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对个体生命的强烈关注和爱

护。仁义善良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深受儒家思想

影响的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

爱憎分明，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广大受苦

受难受奴役民众着想，成为土家族民间文学的一个

根本题材，在土家族犀牛神话中，犀牛是有灵异神

力、能破水通财的神圣图腾，在土家族民间文学中，

犀牛站在劳动群众的立场，维护劳动人民，为劳动

者喜闻乐见，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灵魂丑陋的剥削

者成为犀牛惩治、玩弄的对象。

    在中国土家族等民族文化中，追求仁善、和谐，

人与自然环境相依而存，犀牛是神话图腾动物，有

超自然的灵异神力，能破水、通财、治病，神圣不可

侵犯，如《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龙池一名犀

牛潭，在州北三十里龙池铺，以此得名，八景内所谓

龙池伏脉者也。案此池纵广十余亩，内有三穴，水

色澄清，泛涨不盈，早干不涸，相传犀牛宅其中，嘉

庆中或投死犬于池，数日后池侧居民睹一牛浮池

面，水随汤溢，顷之有声如雷，水顿消耗，牛亦随没，

阅宿后澄然一乱，始信犀牛之说不谬，近则为潮水

淤垫，三穴只存一穴矣，邵志谓泉孔之水出于此池，

故以龙池伏脉列州城八景之一。”这有深刻的民族

历史文化背景，古酉州被称为边远蛮夷之地，少数

民族人文因子丰富而独特，由于生活与生产条件艰

苦，广大群众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倍加爱护，龙

池中有犀牛神栖居，龙神与犀牛神都居于水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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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和谐，这是对神与人生命的高度爱护与关注;

原本十分清洁干净的水流，是神人共处的依靠，但

后来有人抛死狗于水中，污染环境，破坏了饮水资

源，景观变得丑陋，死狗浮在水面上腐烂恶臭，令人

恶心，对周围群众生活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神与

人类生命健康和发展受损，行径可耻!人们的传

说、酉州总志的记载，带有主观好恶与审美，代表广

大群众的判断、好恶与思想感情。与酉州东西相

应，“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

石犀、石马是有地方特征的神物，蜀人认为犀牛神

可战胜水神，有阴阳五行说内涵，从五行相克的关

系看，石属土，土胜水，石神有镇水含义。”③土家族

民众也认为犀牛神可镇水，但犀牛潭水被扔进死

狗，污染水体，站辱犀牛神，于是潭水消耗变浅，终

为潮水堵塞，美景不再，是对人们的惩罚。

    湘鄂渝黔川土家族有“犀牛望月、“犀牛望月”

舞步④，与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关，土家族认为

灵异犀牛主宰水流，有分水神力，与“苗冲风情”所

载广西隆林“天生桥镇政府原驻地祥播当地犀牛

塘，在天生桥高坝建成的头几年，有天早上有人发

现一头犀的大犀牛出来时，宽大的塘水突然滴水无

存，几分钟后犀牛返回，水又流出来，人们说这是犀

牛龙⋯⋯”类似，犀牛灵异在中国汉族传统中药文

化中也有体现，如《本草纲目》:“通天犀角，夜露不

濡，人药至神验”、“通天者脑髓上之角，经千岁，长

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破水”视中药

为神药。又如藏族文化认为人与灵异的犀牛和谐

共处:“传说一位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藏族老喇嘛

骑犀牛到此饮用这里湖水后，居然奇迹般地康复

了。老喇嘛舍不得离开，骑着犀牛进人海中。犀牛

海是树干沟最大海子，水面湛蓝，晶莹透亮，似蓝宝

石，似镜子，让游客流连忘返。’，⑤湖与水是人与犀

牛神生命存在、发展的可靠依托。

    渝东南酉水流域酉阳县大溪镇老寨是少数民

族文化与儒家思想共存的复合文化区域，其少数民

族文化别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前儒家教育也很繁

盛，有很多儒家文化人才，其人才规格较高:秀才、

进士、举人、拔贡、军师旅团营各级军政官员层出不

穷，儒家思想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体贴民生疾苦，反

抗财主压迫奴役，成为犀牛神话内容之一，老寨犀

牛潭神话传说在老寨乡《彭氏族谱》、大河乡《林氏

族谱》、《张氏族谱》、酉酬镇《白氏族谱》、后溪镇《南

阳白氏族谱})@、《彭氏族谱》、《田氏族谱》、同治增

修《酉阳直隶州总志》等史志文献中都有记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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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三代江西省移民田彭白等姓民众大量迁移至

老寨定居，犀牛潭神话传说至少在此时就已有

之。0在民众心目中，犀牛是有灵异、神通广大、能

破水通财的神圣，民众对之顶礼膜拜，笔者2004年

10月在酉阳县大溪镇老寨笔山村诗丽沟考查民间

文化，新中国成立前读私塾后来又教私塾、80岁的

彭明澎先生及其他民众用民歌唱道:

    犀牛潭，好廊场，龙脉风水好，潭里有个犀牛王。

    彭家财主大老爷，雇佣长年去挑水，河中水牛

在滚澡，河水浑浑不像样。

    担捅擦落犀牛毛，股股河水两边让，从早到晚

挑不到水，长工啊长工，莫要白奔忙。

    长工早晨到酉水河挑水，见犀牛在河水中滚

澡，用担桶碰犀牛身，擦落犀牛毛在担桶上，用担桶

提水，河水见担桶上有避水神力的犀牛毛，纷纷向

两边让开，担桶周围形成无水空间。犀牛无比神奇

的破水力量与老寨独特的环境相关，老寨在酉阳县

酉水流域上游，与湖北省来凤县接壤，老寨公社后

改名大河乡，今直属大溪镇管辖，老寨下游是五福

乡，酉水河从湖北省来凤县南下经老寨，形成系列

人文色彩颇浓的胜迹景观，如笔架山(佛祖山或轿

子山)、金鸡报晓、岩门狮子、犀牛潭、犀牛滚澡、宝

剑沉江、抓抓岩、仙人岩、背娃山、昔灵姑、石马卧

槽、半边城、鸡笼滩、石龙过江柳结桃、大河乡向家

村古龙井等。犀牛潭有许多神话传说，栩栩如生十

分感人。笔者2004年在老寨酉水河调研民间文

化，群众讲述⑧:犀牛潭原有一头犀牛，财主居住酉

水边，财大气粗，长年(长工)天天为财主挑水干活，

长年一天早晨去河边挑水，去了很久，一挑(担)水

都没挑回来。财主奇怪地问原因，长年说:“我早上

到河边挑水，水桶拄到河里一水牛，河水自动向两

边让开，好多次都这样。”财主想:“天下哪有这等怪

事!长年好吃懒做，编造谎言哄骗我。”财主和长年

到河边去，把水桶伸向河里用力打水，河水主动向

几个方向让开，财主仔细观察发现水桶上犀牛毛使

河水向水桶外边扩散开去不聚拢来。财主想:“犀

牛毛是个宝，好管钱哟!明天我亲自挑水，找机会

抓犀牛毛发财。”第二天，财主去河边盯着酉水河，

犀牛钻出水面看见财主，干脆停在河中沙洲上吃

草，不再在水中滚澡，头天刚吃完草，洲上第二天又

长满青枝绿叶的嫩草，财主听民众传唱:

    “左角左垂相，右角右文官，哪个葬到犀牛地，

九知府，十都督。”

    财主妈死后，财主用火烧后把骨灰包起装进竹

篮，清晨趁犀牛滚澡张嘴回爵时把骨灰篮朝犀牛嘴

里丢，未进犀牛嘴却挂在犀牛角上，犀牛游回深潭，

财主后来找机会纵到犀牛背上，死抱犀牛背不放，

以实现当皇帝坐江山的美梦，犀牛翻滚回深潭，财

主葬身犀牛潭底，从此再未见犀牛来岸边滚澡，但

天晴时有气泡冒出或树叶渣冒出来，据说是犀牛在

河底滚动。2004年10月，彭明澎老先生和其他民

众唱了如下民歌:

    老寨村，有财主，彭姓门中大老爷，金银财宝堆

成山。

    大河坝，有彭武，身体壮，当长工，多年挑水在

彭家，挑满财主三十缸。

    早上去挑水，河中碰犀牛，牛毛沾担捅，挑着担

捅打河水，河水两边让，

    老早功，河水一滴不进捅，垂头丧气回家庄，见

到大财主，只得如实相告诉。

    彭家大对主，怀疑长工在偷懒，怀疑长工在说

谎，就和长年去河边，浑水潭中见犀牛，

    拿起担捅来，就向河中抛，河水两边让，没沾一

滴水。

    看见潭中有年牛，牛头像龙头，眨眼像铜铃，两

眼水汪汪，两只耳朵像锅盖，

    抬脚像柱子，青草。中含，反当忙又忙，寡出身

体来，像头大水枯，黑色尾巴长又长。

    财主贪心人，晓得犀牛无价宝，就用担桶去打

它，犀牛钻进深洋中，再也不出来。

    贪心的对主，背时运气来，子孙有人去赌博，吃

喝嫌赌样样爱，坐吃山空致下来。

    与土家族其他地区一样，此民间故事和传说传

播范围宽广，在大溪镇老寨、五福、大河等乡村家喻

户晓，男女老少都能随口讲述犀牛故事，都能唱几

句几段，大体情节相似。犀牛充满神秘感，有特别

的神力，能主宰人类吉凶祸福，犀牛与水牛生理特

点如形状、眼睛、尾巴、脚杆、耳朵、水性、背部、头部

等相似，人们按照水牛或黄牛形象塑造犀牛形象，

有自然界牛的特征，犀牛神力无比，气派非凡，耕牛

和人类都难及，是人类主观想象加工的结果。人们

编织神话故事时，站在劳动群众立场，把财主、长工

两种相反角色一同摆进去，加人劳动群众的好恶，

在对比中呈现人物品性优劣、情操高下。酉水老寨

犀牛潭很深，在民众眼里，犀牛潭、犀牛神秘莫测，

夏季流水量大，冬季潭水碧绿阴深，俨然水下鬼神

渊府，恐怖阴森，有无比神功，犀牛栖居深潭，本领

高强，连犀牛毛都能排避水。人们编出神话故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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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毛粘在长工彭武的水桶上，长工挑不到水，这

是对不劳而获的财主进行讽刺鞭挞、诅咒，预示财

主家道败落，犀牛传神旨不让财主得水，这是曲折

含蓄的反抗斗争形式，不惩罚长工，要惩罚财主，财

主的一些不肖子孙吃喝漂赌，坐吃山空，败落下来。

    这神话从侧面展示了土家族犀牛灵穴崇拜的

长远效应、隐性吉佑，葬身犀牛吉穴，即使不显效于

目前，也能佑护子孙后代，这是神秘葬俗，财主葬身

犀牛潭，因祸得福，彭姓子孙后代人才辈出，老寨新

中国成立前曾在私塾教书、2o06年7月10 日去

世、80岁的彭明澎先生2006年正月初四给笔者写

信说:“老寨在清朝及民国声名大的人很多，有拔

贡、进士、秀才、司令、团长，有律令军的顾问后台，

有世代繁荣的最大富豪，这些名人中有很多传奇故

事⋯⋯”彭明澎先生及其他群众传说，彭姓财主葬

身吉地，所以后辈人多势众，人才众多，这与《同治

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民间传说:犀牛潭龙化

昔灵姑，砍柴青年彭武路遇神女昔灵姑，婚后子孙

后代发迹⋯⋯都是犀牛神性的表现，视犀牛为图腾

祟拜偶像，展示了土家族民众的好恶立场与神奇想

象力，其间包藏着的浓厚生命意识和儒家伦理情

怀，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代代流传。

    二、忠义劲勇，’信奉正统，做除暴安良的

神奇物、帮助救护民众的神仙爷

    犀牛神具有多种功能，维护正统，保佑土司家

族世代繁荣昌盛，除暴安良，保佑普通百姓民众不

受暴徒恶人的欺压和迫害，都传达出强烈的生命意

识。深受儒家思想浸渍的土家族对国家和民族忠

心耿耿，危急时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除暴安良，见

义勇为，牺牲小我，扶危济困，是土家族千百年来格

守的儒家伦理条规，成为社会准则。在土家族犀牛

文化中，犀牛是帮助民众的救护神，如渝东南酉水

流域酉阳县酉酬镇江西湾犀牛潭，这里居民大多是

元明清从江西省迁移而来的移民后代，以白向冉高

田姓等为主，为纪念老家江西省，命名此地江西湾。

酉水民国增修《南阳氏族谱》:“(白启)圣祖次房

(白)世忠祖葬江西湾，批度氏，葬犀牛塘。⋯⋯”白

世忠祖先是白象，号称酉阳东部独立长官为朱元璋

皇帝所浩授救封，后裔人口众多，遍布湘鄂渝黔川

琼粤桂等省，白象后裔白邦铭等是明朝晚期皇帝浩

命授封总管族，白姓在酉阳酉水流域是强宗大姓，

酉东白姓土官与酉州冉土司分别对酉东、酉西实行

有效统辖，酉水酉阳大溪白姓土地面积、山川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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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人口数量超过彭姓。酉酬白姓总管当地军政

大权，后溪白姓总管因是朝廷封赠浩授，位高权重，

人们传说这与世忠祖婆度氏葬于江西湾犀牛潭风

水宝地相关!酉东白姓与冉土司一道参加东南沿

海抗俊军事斗争，大获全胜，在东北援助朝廷抗击

后金，前几年功勋卓著，后来死伤惨重!冉土司与

白总管土司兵在西南地区昼夜奔袭叛变土司奢崇

明等势力，合围成渝得胜，挽救明朝廷的西南形势。

    尽管土司是剥削制度的享受者、维护者，是广

大人民的对立面，但土司是朝廷皇帝授封，有最高

的威权性、正统性，江西湾犀牛洞葬白氏土司家族

坟墓，保佑土司及其族裔，保佑土司权威世代相传。

后溪白姓总管族与酉阳冉土司是亲族，清朝改土归

流时期，后溪白总管白维忠埋葬江西湾犀牛洞风水

宝地，想借犀牛图腾显灵，保佑总管宗族子孙后代

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白姓总管是武官，精通武术，

重视风水，风水先生细勘山川地理形势，在此找准

风水宝地，白总管骸骨厚葬于此，佑启后人。酉阳

后溪民国增修《南阳白氏族谱》卷5载:“先叙长房

宏照祖住居沙子坝，荫授总管，依律治事，没葬 。

批 氏，葬。生子维忠。维忠祖原任总管，卒葬江

西湾，批冉氏，葬硝厂坪，⋯⋯生一子庆标，庆标祖

仍袭总管之职，此时清政教布四方，人治概归酉阳

统属，土司亦却其权，我族帷有虚却而已，标祖卒葬

拔提岩，批冉氏，葬街院，生九子:⋯⋯，’((南阳白氏

族谱》记载符合史实，至今沙子坝东有地名“总官

坝”，是白总官辖地。酉酬溪口江西湾犀牛洞埋葬

白总管白宏照子白维忠，白宏照去世后，白维忠世

袭任总管职，亦称白总官。为防止盗墓贼盗墓损坏

白总管骸骨，特设障碍和重重机关，布置天罗地网，

盗墓贼在暗器攻击中身亡或残废，使白总管坟墓稳

如泰山。土家族葬犀牛地穴者不少，《白氏族谱》:

“再叙邦品祖所生三房国熹祖，葬犀牛洞，⋯⋯”“长

房维裔祖，葬四方坝滑石阪，姚同氏，葬后溪犀牛

潭，生三子，⋯⋯”埋葬犀牛吉穴，后代子在族谱中

很多，可谓繁荣昌盛。笔者2o04年10月在酉阳酉

酬进行民间文学调研，得酉酬民间有如下俗谚⑨:

    江西湾，犀牛洞，犀牛洞有总官坟，总官老爷不

简单，皇帝老爷封蜡他。

    总官坟，三十三道门，三十三个门槛九道关，三

十三道门后边有武士，鬼使神差藏机关。

    江西湾犀牛洞白总管墓葬胜迹是酉水人文景

观，白总管是皇帝赏赐封号，与酉西冉土司分庭抗

礼。白总管维忠死后埋葬于此，设置障碍门道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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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各有暗器机关，门背后有威风凛凛的武士怒目

圆睁瞪前方，仿佛对盗墓贼示威警告，呵斥快退，否

则格杀勿论。新中国成立前，白总管后裔及当地百

姓顶礼膜拜，一年四季香火不绝。在人们眼里，白
维忠总管及其葬地江西湾犀牛洞神圣不可侵犯，知

善恶智愚，危急关头显圣降福，驱除邪恶，保佑人们

四季平安无事。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政治运动中

凭政治激情和力量打开酉酬江西湾白总管犀牛洞

坟墓，坟墓外围九道大门，人们使尽九牛二虎力打

开坟墓大门，每间大门后有武士威风凛凛屹立，圆

睁怒眼，手持长矛，墓洞中铜铸弓箭已腐朽霉烂，机

关没能使出本事，随着挖墓人们纷至沓来，洞中武

士与铜箭掉落地下，人们完成对江西湾犀牛洞白总

管坟墓的破坏活动。民间传说:在人们即将破坏江

西湾犀牛洞白总管坟的前几天晚上，四边山坡、大

沟小汉到处是灯笼火把，仿佛骑兵队伍从天降，吃

喝怒吼、奔跑驱赶，明火执仗，耀武扬威，似有灭顶

灾。人们看见酷似水牛的犀牛从洞中迅速跳出，仿

佛里边不再是栖身地，要到别处去安身。

    土家族犀牛崇拜中有浓厚的佑民意识，笔者

2004年10月在酉阳酉酬调研民间文学得知。:

    澳口河，江西湾，江西湾里有年牛。犀牛洞中

藏，不知几多年。

    几个农民挑桐油，土匪后边跟脚追。犀牛河上

树裕桥，农民挑油跑过河。

    土匪后边得歇吼，农民过河赶紧逃。土匪搭桥

过大河，半中拦腆落下桥。

    人们把犀牛精神发扬光大，犀牛在洞中栖居很

多年，不轻易露面显身，不彰扬自己德行功夫，在勤

劳善良的百姓遇到土匪追赶时，犀牛在紧急关头用

巨鼻册倒酉水河边大树，酉水河在酉酬江西湾段河

面较宽，河里水量较大，有乱石裸露，在某些水域有

惊涛骇浪，人落大河，将命丧黄泉，犀牛搭桥，挑桐

油的百姓情急中喜形于色，从桥上匆忙跨过，土匪

追赶到达，挑桐油的百姓刚跳下树桥，土匪跳到树

桥上，犀牛使法力把树桥扛起册离河岸边，站在树

桥中间的土匪落人河中，呜呼哀哉!观者丧魂落

魄，树桥与犀牛悄然消失，挑桐油的农民悠然远去，

安然脱险。此后，神秘的犀牛洞是神圣犀牛的栖息

场所，人们四时烧香拜洞，祭祀犀牛，视若祖宗父

母，不敢懈怠。在酉水人们眼里，白总管是朝廷封

赐世袭土司土官，血统身份高贵，地位崇高，权威性

强，只有权贵人士才堪在风水宝地犀牛潭埋葬坟

墓，后裔繁盛富贵，无福之人占福地，要折损子孙后

代。神话故事中的犀牛带来吉祥如意，降服土匪邪

恶，惩恶扬善，能耐出神人化，被视为救助凡人的神

抵，这是图腾祟拜。白总管生而为朝廷封赐土官，

死而化为神，保佑凡人不受土匪等邪恶势力危害，

人们对世俗权势与神界权威顶礼膜拜，潜存于神话

传说与风俗习惯中，是不自觉的精神外泄。土家族

土司制度下的民间文学，潜藏着犀牛挽救民众的防

涵，是官民一体的观念在犀牛崇拜中的一种形式。

    三、礼制威严，四方同俗，犀牛是天气预

报工具，充当惩治邪恶的执法神

    人类礼仪制度是维护生命尊严的精神围墙，土

家族信守儒家传统礼仪、制度，是对群体和个体生

命的共同关注和维护。在土家族民间犀牛文学中，

地不分南北，犀牛是惩治邪恶的执法神，如渝东南

酉水流域酉阳县后溪镇“一两丝”犀牛潭、酉阳县宜

居犀牛传说即此。《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

一《地舆志》一《山川》:“一两丝在州西一百里，昔人

探其深浅者石缝丝绳一两，未及其底，故名。案此

即宜居河之下流也，两崖墙立，北高南下，宽仅丈

余，水深不测，村民植梯以度，见者神惊，行者自如，

此殆如西域之度索，寻撞童而习之，故不觉可惧

也。，’(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宜居乡“一两丝”与后

溪镇“一两丝”深潭传说惊人地相似!后溪是酉阳

酉水流域有代表性的古镇之一，古渡口边有三晤

山，四五千年前是古代三苗盘踞地，“三晤”与“三

危”一音之转，与尧舜窜三苗于西北三危同源，尧舜

禹大战三苗，后溪因有酉水与洞庭湖相连，成为西

蹿三苗的归宿地之一。后溪镇民国增修《白氏族

谱》、《彭氏族谱》、《田氏族谱》等、酉阳县《同治增修

酉阳直隶州总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民间传说佐证:

元末明初，彭、田、白从江西吉安吉水迁移酉水流域

安家落户，子孙后代繁衍至今广布周围十多个公

社，这里历来是强宗大姓汇聚地，以白、彭、田三大

姓人口为最多，邻近的湘鄂川黔与滇桂都有这几大

姓子孙迁移定居，犀牛崇拜民间传说有如下内容至

今流传于世。:

    后澳水，酉酬来，三梧山边转个育，一个深潭滩

边摆。

    一两丝，几多深，十丛幢房子重叠起来，装不满

犀牛潭。

    一两丝，犀牛潭，潭中浑水胃出来，犀牛神仙胃

出来。

    后溪河水从北边酉酬流来，流到三梧山下向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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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转一个弯，岸边有一深不可测的水潭叫犀牛潭，

又叫一两丝，据说潭深足有一两丝线长度，远近有

名。人们认为犀牛栖居在一两丝深水潭里，犀牛潭

比十幢吊脚楼还要深得多，幽深险绝的犀牛潭在人

们心里是深不可测的渊府，是鬼神仙道住所，是惩

恶扬善之地是奇险绝世的环境，身手超绝的犀牛给

人们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有时似小孩调皮捣蛋，

深水潭中天真的犀牛在里边动荡，弄出浑水冒出

来，浑水向上冒得愈浓愈高，犀牛从深水潭中出现，

人们对犀牛视为神仙，尊称犀牛王大爷，诚惶诚恐，

虔诚对待。“布依龙冲进瀑布下面的河里，冲出一

个巨大的深潭，这就是今天的犀牛潭。布依龙至今

还在潭中，每逢晴丽天青，阳光照在瀑布上时，可见

一道五彩斑斓的彩虹映在水雾之中，那就是布依龙

的身影。不信你去看，那彩虹总在不断地移动，那

是布依龙在翻身哩!”。后溪犀牛潭也有类似的景

象和传说。另有如下民间顺口溜带来新的丰富内

涵，美不胜收，仔细把玩，余味无穷0:

    天气又要变，不问爹妈不问人，犀牛潭边问牛神。

    犀牛吐疾水，潭水变浑浊，自然就有雨水来。

    土家族认为犀牛无所不能，犀牛潭是天气预报

的天然工具，人们跑到犀牛潭去看一看就知天气将

如何变化，看见犀牛潭里有浑水冒出，认为犀牛出

来时先吐浑水试探报信，让人们不要靠近潭边，免

得犀牛与人相处不和谐。犀牛吐浑水让深潭变浑

蚀时，将有雨水落下来。民间传说神乎其神，令人

惊异，与长年累月气候观察相关。犀牛关心善良

人，连天气变化这类日常琐事都要提供帮助。

    后溪河犀牛潭的伦理学价值，有警示语值得重

视。:

    哪家逆子不孝顺，丢进一两丝，再也活不来。

    哪家姑娘跟人逃，相扇磨子甩下潭，沉潭喂犀牛。

    大刀杆子(长矛)戮上身，沉进万丈深渊犀牛潭。

    解放前，酉水后溪一带是宗族观念、封建残余

思想浓烈的地区，强宗大姓如白彭田等姓氏都制定

有民间习惯法，有法律效力，惩罚违反者，而不论贵

贱。宗族法规定，凡是逆子不孝不敬不顺之人都要

接受宗族法规惩罚，不孝子女、淫乱奸邪者身绑巨

石大磨，丢进一两丝深水潭中淹死，如果姑娘私下

跟人逃走，会有宗族势力追杀，抓住后用石磨捆身

沉人犀牛潭深水中，命令身强力壮者用大刀或梭镖

朝身上使劲捅杀，直到被惩者确认已被杀死沉落犀

牛潭，酷毒至极!此刑罚在新中国成立前大量使

用，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犀牛潭行使如此凶险歹毒的

刑罚，表明包括后溪在内的土家人已赋予犀牛崇拜

以惩治邪恶的新内容，赐福避祸是犀牛图腾崇拜的

异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源头，除正统神圣

外，其他神灵被当作邪神旁圣，“邪神，他们虽不是

正统神，但属于不能招惹的神，如犀牛爷神，犯了邪

神要请阴阳送神，否则不得太平。，，@表明犀牛在中

国神坛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在渝东南等土

家族地区，多有犀牛胜迹，见诸史志记载:

    “犀牛洋，县志在东二十五里，清可见底，每日

三潮，潮时先有呀‘声，少项即浊水涌出，潮退，水仍

极清。”。

    犀牛神居清水潭中，掌管潮起潮落，此超自然

的神力与后溪镇犀牛潭犀牛出水前河水变浑相似，

犀牛都有水中灵物的神性功能。

    四、奖掖贤肖，佑护孝子，犀牛危急时扶

持良子，以吉穴灵地助孝子翻身

    厚生爱民是生命意识的高度升华和提炼，土家

族遵循儒家伦理思想奖掖贤能、佑护孝道，扶持良

人是土家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与人生追求，这表

现在土家族图腾神话中，犀牛是扶持良人、族奖孝

子贤孙的奖孝神。孝子葬母犀牛地，后代子孙繁荣

昌盛的美好愿望赋予犀牛潭传说教化与惩戒职能。

土家族视孝顺为人生准则，弘扬孝道，奖赏孝子，神

赐犀牛宝地给孝子葬母，是土家族犀牛图腾崇拜的

人文精神内涵与立身价值指向。渝东南酉水流域

土家族视犀牛为神圣偶像，主宰风水宝地，祖坟埋

葬犀牛地灵穴，犀牛保佑后代繁荣富强，包括渝东

南酉水流域在内的土家族广布这类民间故事。:

    听到老人在摆古，有个孝子好辛苦。祖公老子

过世早，奶娘.和他做活路。

    从小到大子靠母，娘身病老子孝母。年轻时光

娘辛苦，娘老眼睛害病雾0。

    孝子茶饭送母口，喂娘汤药孝敬母。扔娘就像

过世草，草枯人走者子哭。

    遭草。孝子家贫穷，无钱里办棺材木。背着亡

母去理葬，一个扑爬。搭半路。

    七撑八律起不来，遭草孝子泪长流。舅爷告知

地吉祥，犀牛吉地葬奶娘。

    奶娘理葬七天整，孝子夜路拾金银。金银财宝

堆山冈，好比星星亮闪闪。

    背兜箩兜都装满，衣服裤单都塞满。孝子发人

又发财，七喜过去八喜来。

    孝道作为儒家教化思想核心内容之一，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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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社会礼仪内涵之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之

一，也是维系人类种族繁衍的条件之一，是对生命

根本的高度重视。此民间传说广播湘鄂渝黔川土

家族地区，孝子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困苦，母亲积

劳成疾，孝子耐心服侍，母亲离别人间，孝子伤心悲

哭。母逝无棺，孝子身背母亲遗体埋葬，半路摔跤

跌到地上，无论如何都不能站起，只好暂时把母亲

遗体留在此地，舅舅和风水师告诉他:这是犀牛风

水宝地，可荫佑子孙后代!葬母七天后，孝子路过

此地，见满山金银财宝亮光闪闪，孝子据之置田产

家业，耕读传家，人丁兴旺，家庭富殷，戒奢求俭，喜

气洋洋。神灵赏赐孝子犀牛地葬母，占灵山秀水吉

祥地，亡母含笑安息九泉，佑护孝子贤孙人丁旺，家

庭富裕，土家族地区广泛流传此故事，弘扬孝道奖

赏孝子，是土家族犀牛图腾文化崇拜的例证。犀牛

风水宝地并非任何人都能享受，邪恶或无福之人不

能得到，否则会得而复失。

    土家族民间传说都将犀牛潭、洞、穴视为吉祥、

葬身犀牛穴则后代子孙得佑护，作为神秘葬俗的佑

助效应，体现了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求佑心理，带给

人们丰富美好的风俗因素、生活内容和精神享受。

    土家族犀牛祟拜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自然依

据，“犀牛猛兽古称兑，商周时中国有犀牛分布。兑

尊表达古人偶像崇拜的情况”。。酉水所在的五溪

地区今无犀牛，但此地远古气候温暖湿润，山川物

产丰富，历史上有犀牛繁荣衍生长，“中国曾是犀牛

乡，整个长江以南都有犀牛分布。但目前只传说在

云南和西藏某边境地有少量犀牛残存。”土家族聚

居区湘鄂渝黔川历史上有大量犀牛分布，《湘西发

现300万年前犀牛化石》:“新华网长沙5月8日

电:日前，湖南吉首市雅溪民族水泥厂打岩场工人

在岩场顶部作业时发现岩槽内埋藏着大量动物化

石:臼齿、门牙、头盖骨、身架骨等。湘西自治州博

物馆专家对这些古动物化石进行鉴定后认为，这是

一头300万年前的犀牛化石。《潇湘晨报》报道，当

时一名女工在岩槽里发现土里露出白色东西，全部

铲掉泥土后，一具完整的似牛非牛样的化石骨架露

出来。动物化石在挖掘时已遭破坏，有关人员马上

向自治州博物馆报告此事。根据犀牛化石出土地

特点，专家推测当时可能是雨天，犀牛觅食失足掉

进深岩槽，死在槽里，后来被山上冲下来的泥土搜

盖，形成化石。”“湘西自治州先后出土过鹦鹉螺角、

三叶虫、中国犀牛、中国膜、中国黑熊等30多种古

生物化石。专家认为这些化石的出土表明几亿年

前湘西地区曾经为海水覆盖，经造地运动等变化

后，吉首所处位置应是大片沼泽地，沼泽地附近是

丘陵和大山。正因此地质特征，20世纪80年代，

在吉首城区及附近农村先后发现过类似犀牛的化

石。”。整个土家族地区在长期艰苦奋斗的岁月里，

犀牛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有影响，渝

东南酉水流域等地有许多冠以犀牛的地名，如犀牛

洞、犀牛潭、犀牛山等，都是土家族自古至今盛行犀

牛图腾崇拜，视犀牛如神圣，希望犀牛带来吉祥如

意，繁荣昌盛的明证。

    对生命的关注、厚爱和维护，源于土家族地区

艰苦的生存条件，也源于土家族人民对生命尊严的

高度重视。同时，也与民族融合密切相关，土家族

千百年来受四面八方多种人文影响，追求仁义、礼

节、文明、善良、忠贞等，这在以犀牛为题材的民间

文学中有很多表现，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人文精

神与思想道德内涵，作为图腾崇拜，蕴含着无限丰

富的民生情怀，惩恶扬善，传播真善美，抨击假恶

丑，在学术研究、旅游开发等领域都有进一步研究

借鉴的价值。今天，我们研究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

犀牛崇拜，研究其生命意识和儒家伦理情怀，对于

提高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建设现代化的

新型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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