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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禁忌研究

—生育文化研究之一

·

陈华文

生育禁忌是生育文化的独特表现形态之一
,

它贯穿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

是人类对于生育现象
,

在不同的认识基础上采取的部分联系着科学
,

却又没有理论依据的一种为顺利孕育新生命而设置的防范措

施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

人们相依甚至于极端地偏信
,

生育禁忌能对再生产的新生命素质具有绝对的保证
,

因而倍加崇信
,

形成了类似于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命哲学 仁织寸于这种民族深层结构的生命哲学
,

由于它生存于

广大的民众之中
,

且带有神秘性而往往被忽视 或不被重视
,

研究者也甚少
。

基于这种认识
,

我们作初浅的研

究
,

以求揭下它的朦胧面纱

口
生育禁忌大都只是用语言的形式传承于民众的口头之中

,

我们可以想象
,

它的源起必定是伴随着

人类对于自身再生产的逐渐认识过程
。

在生产力落后
,

对自身认识低下的原始部落就已存在适合于自

身生存的许多禁忌形态
,

包括人口再生产的生育禁忌
。

我们的古人也早知道
“

入境而间禁
”

的道理 王

充在《论衡 四讳篇 》中写道 民众
“

讳妇人乳子
,

以为不洁 将举吉事
,

入山林
,

远行
,

度川泽者
,

皆不与之交通

乳子之家
,

亦忌恶之
,

舍丘墓庐道畔
,

逾月乃入
,

恶之甚也
”

这里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汉时生育禁忌的一些具体

内容
,

包括
“

舍丘墓庐道畔
” ,

这种禁忌的具体形态
,

至今仍保存在那伦春
、

那温克
、

赫哲族及藏族等民族中 另

外
,

应助的《风俗通义 》也记载
,

妇女
“

不宜归生
,

俗云令人衰
。

按妇人好以女易他男
,

故不许归
”
这是关于妇女

不能回娘家生产的禁忌
。

这些内容证明在汉代
,

生育禁忌的形式已涉及生产
、

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

许

多禁忌在现实生育文化中仍然被保存
、

施行
,

说明它们之间源远流长
。

有着悠久历史的生育禁忌
,

虽然
,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

许多被变异和淘汰
,

但也不断形成新的生育禁忌内

容
,

因而
,

我们在概括生育禁忌的具体形态时
,

可以发现现实的生育禁忌非常丰富多彩
,

它指向与生育相关的

各个方面
,

完整地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于新生命个体形成
、

发育
、

生产和养育各个不同阶段处理的经验
、

鉴戒和

防范措施
。

一 孕育禁忌
孕育禁忌是指从妇女获知

“

有喜
”

之后开始的一系列指向孕妇并旨在保护孕妇正常
、

顺利完成妊娠过程的

禁忌习俗
,

这种禁忌习俗内容广泛
,

所涉及的人往往并非限于孕妇本人
,

构成了汉民族独特的保护萌芽中新生

命的积极热切的愿望
,

体现了民族间
“

人丁兴旺
”

的深层个性
。

因为孕育禁忌是个长达 个月的漫长过程
,

对孕

妇的限制也就极有规范性
,

并由孕妇
、

家人和亲属及邻里来共同遵守
。

胎神禁忌
胎神禁忌是生殖神崇拜的一种转化遗存

。

因而在民间的信仰中
,

胎神具有保佑胎儿或损伤胎儿的双重功

能
,

后者往往又被称作
“

胎煞
” 。

胎神按一定的时间或规律出现于孕妇周围及其家庭之中
,

附着于固定的物体之

上
。

据《古今图书集成 》记载
,

胎煞是按农时节气出现于不同位置的
, “立春在房床

,

惊蛰在户
,

清明在门
,

立夏在

灶
,

芒种在母身
,

小署在灶
,

立秋在雄
,

白露在厨前
,

寒露在门
,

立冬在户及厨
,

大雪在炉及灶
,

小寒在房母身
。 ”

它告诫孕妇及家人 在某一时节不能损及具体的物体
,

否则将伤及胎神 ,而胎神则通过胎儿进行报复
,

使胎儿

受到不同程度的伤损
,

如刀犯者则伤形
,

泥伤者塞窍
,

击打者色青潞等等
。

这种胎神的具体禁忌
,

在广大汉民族

虽巳不被普遍崇信了
,

但却化作各种具体的孕妇行为禁忌
,

在日常妊娠生活中有增无减
,

成为不分时季场合的

禁忌形式
,

如禁忌孕妇包括家人在孕妇房中钉钉子
,

怕钉死胎神
,

从而造成胎儿不能正常发育或
“

死胎
”

等等
。



胎神禁忌其意在于提醒孕妇要处处小心谨慎
,

以保护胎儿的正常发育而不受伤害

孕妇行为禁忌

所谓孕妇行为禁忌是指孕妇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所应遵守的信条
,

它涉及孕妇生活的方方面面
,

包括所

有具有直接危险性和间接危险性的事情
。

孕妇禁忌搬动大型家具
、

器物
,

认为移动器物会触动胎神
,

从而导致流产
,

滑胎或婴儿五官不全
。

禁忌孕妇

手臂上举
,

俗信以为胎儿在母腹中是咬着一个奶筋才不致坠落的
,

若孕妇手臂上举做事
,

会使胎儿咬住的奶筋

脱落
,

从而招致胎 饿死或滑胎 流产 孕妇忌捆绑东西
,

忌声响过大
,

忌洗冷水浴
、

忌切鱼
、

肉
,

忌孕妇夜间汐卜

出
,

忌钉钉子 忌夫妻过性生活等等 这些禁忌皆有现实生活依据
,

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

但解释〔依据 的主观

性 非科学性
,

使这些禁忌事项显得神秘和滑稽
。

大部分孕妇行为禁忌来源于信仰和迷信
。

如忌动室内墙壁及房上的砖瓦土石
,

因为它可能触动胎神
,

从而

对胎儿不利
。

忌在室内挂人物画像
,

人们相信它会使孕妇腹中的胎儿与画上人物长得一模一样
。

这种信仰在湖

北一带颇为盛行
,

据载
“

湖北妇人妊子言避忌最甚
。

有所谓换胎者
,

言所见之物入其腹中
,

换去其本来之胎也
。

故妇人妊子
,

凡房中所有人物画像
,

藏之弃之
,

或以针刺其目
,

云其目破不为患矣
。 ” 《清稗类钞 ’’鄂妇妊忌

”

篇 可见
,

此禁忌历史很久
。

有关胎神禁忌的转化
,

还如孕妇忌动剪刀
、

针线
,

认为它易伤着胎神
,

从而生下缺耳

朵或瞎眼的孩子
。

又如孕妇忌跨过牛绳
、

戮秤
,

因为牛的怀胎期是 个月
,

旧秤有 两
,

皆怕孕期延至 或

个月
。

另外
,

还有忌在葡萄架下乘凉 葡萄架下藏仙
、

鬼
,

怕孕妇中邪气
,

从而生下葡萄胎
,

忌看戏听曲
,

忌

看花脸或傀儡戏
,

忌孕妇七月将洁身之桶置于门外过夜
,

忌孕妇参与祭祀和重大的祈祷等活动并忌孕妇参与

各类社会公益事业
,

人们相信孕妇是不洁的载体
,

它会将不洁传染给各类事件
。

至于孕妇忌塞瓶口
,

它会使胎

儿口 鼻
、

耳
,

肛门闭塞 忌拆
、

堵门窗
,

它可能弄瞎胎儿的眼睛 忌烧烤东西
,

恐生下有痣或烧伤的孩子 忌肩披

线
、

绳
,

防婴儿绕脐生 忌孕妇拆纸锭
,

认为于阴曹不利 忌孕妇踏落花
,

怕分娩时双脚先下 ,忌随便大小便
,

怕

将来难产 忌见月蚀
、

月晕
,

怕孕妇贫血
,

或流产或生下四肢不全婴儿等等
。

孕妇交际禁忌

人们的正常交往
,

除了人际关系好坏等限制外
,

几乎没有其它的障碍
,

但孕妇却不同
。

由于深受受孕不洁

的影响
,

孕妇在孕期的社会活动受到种种限制
,

它一方面可能出于对孕妇的保护
,

另一方面则完全是毫无根据

的歧视和偏见
。

至今孕妇的许多交际禁忌
,

仍在广大农村广为流传
,

如孕妇禁忌参加婚礼
, “

鲁南地区的新娘认

为
,

在婚礼上见到双身人
,

一辈子生活都不会顺利
。

孕妇一般也不能参加丧礼
,

尤其不能看到尸体
。

鲁西一带认

为
,

尸体
‘

扑
,

胎儿
,

会使孕妇难产
。

即使亲生父母去世
,

也不准接近尸体向遗体告别
。 ’

在浙江的许多地方至今

仍相信
,

孕妇若与婚娶日的新娘子对面相遇 新娘子将终生不育
,

因而极力避免相遇
。

在民间
,

也禁忌孕妇与孕

妇交往
,

认为
“
二虎相斗

,

必有一伤
” ,

对一方不利 同时
,

也忌孕妇同坐一张凳或同睡一张床
,

否则
,

可能会换

胎
,

使生男而生女
,

生女而生男
。

孕妇还忌入生子人家
,

民间相信小儿魂不全
,

易受侵害
,

不洁的孕妇进入生子

人家
,

会给小儿带来种种灾厄
、

疾病 , 在蚕乡则忌孕妇参与养蚕的具体事宜
,

怕冲撞了蚕神
,

使蚕宝宝生病死

掉
。

从上述事例可知
,

孕妇交际禁忌的基本原则是孕妇不洁
,

因而与孕妇交往可能带来不洁
,

造成不必要的损

伤和危害
,

孕妇禁忌接触祭祀
、

祭祖
、

庙会
,

禁忌参与要事和公益事业
,

以及禁忌参与巫事等事项
,

皆基于孕妇

不洁的同一原则
。

孕妇饮食禁忌

孕妇的饮食禁忌在各地有所侧重和区别
,

但目的是一致的
,

即避免与饮食形象相关的婆儿出生或造成胎

儿延月
,

多病 以致于伤及胎儿
,

造成化胎
、

流产的恶果 其中影响最深广
、

久远的当首推孕妇忌吃兔子肉
,

认为

它可能使胎儿象兔子一梢豁嘴
” 。

这种禁忌汉时已存在
,

认为
, “

妊妇食兔
,

子生缺唇
。 ”图豁嘴的概率

,

现代科学

统计
,

约占新生儿的 编
,

它既碍观瞻
,

也影响婴儿的吸吮能力
。

其原因可能与胎 发育期受到多种因紊影响有

关
,

但决不是孕妇食兔肉造成
。

孕妇忌吃姜
,

怕新生儿六指 忌吃驴
、

马肉 怕婴儿象驴
、

马一样 个月孕期
。

在

山东的
“

有些地区不许孕妇吃鸡肉或者狗肉
,

据说这两种肉能把胎儿化掉
。

有些地方不宝午孕妇吃葡萄
,

怕生葡
· ·



萄胎
。呱 在浙江的一些地方孕妇

“

忌食生姜
、

胡葱
、

昔油
、

鸭子 认为吃了生姜
,

出世的孩子会生六指头
。

吃了胡

葱
,

产后要漏孔
。

吃了昔油
,

孩子皮肤要发黑 吃了鸭子
,

生下孩子要摇头
。 ’, 〕孕妇也忌吃螃扭

,

怕胎儿横生 忌

吃盆肉
,

怕到 短颈 忌吃辣椒
,

恐将来孩子脾气火爆 而有些禁忌则毫无根据和因果关系可言
,

如忌吃雀肉和

酒
,

否则
,

孩子将来心淫情乱
,

不畏羞耻 ,忌食虾米
,

否则生子暗哑等
。

这类饮食禁忌
,

古人也早已有所概括
,

认

为
“

儿在胎
,

日月未满
,

阴阳未备
,

腑脏骨节皆未成足
,

故自初迄于将产
,

饮食居处皆有禁忌
,

妊娠食羊肝令子

多厄
,

食山羊肉令子多病 ,妊娠食驴马肉令子延月
,

食驴肉难产 ,妊娠食兔肉犬肉令子无音声并缺唇 妊娠食鸡

肉拐米令子多寸白虫 妊娠食鸡子及干鲤鱼令子多疮 妊娠食堪并鸭子令子倒出心寒 妊娠食雀肉并豆腐
,

令

子满面多 黑甲脸黑子 妊振食雀肉并酒
,

令子心淫乱不畏羞耻 妊娠食鳌令子短颈 妊娠食冰浆绝胎
”阂可知

饮食禁忌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民间
,

并为各地民众崇信而成为孕妇饮食保健胎儿的直接途径来看待的
。

二 生产禁忌

生产禁忌主要是指生产环境禁忌和产妇本人禁忌两个方面
,

贯穿于生产禁忌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生育不洁

的观念
,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

要求孕妇生产做到避免将不洁传染给亲戚朋友
,

乃至娘家
,

甚至家中的一切器

用物品
,

因而
,

采取种种禁忌措施对产妇加以限制
,

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禁忌习俗
。

生产环境禁忌

这是包括产地
、

产房
、

产房器用等内容的禁忌习俗
。

在许多少数民族都忌孕妇在房内生产
,

早期汉族也有

同样的禁忌 但后来则发展演变归一为忌回娘家生产 《风俗通义 》载
“

不宜归生 俗云令人衰 按妇人好以女

易他男 故不许归 ”至唐时
,

这种不准回娘家生育的习俗解除了
“

令人衰
”

和
“

男女相易
”
的依据

,

而给以佛教信

仰的解释
,

形成了回娘家生育之不洁将给娘家和自身带来灾殃的观念
,

即而胃的
“

血光之灾
。

其实
,

这一禁忌

形成还探深地铭刻着
“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 ,

是属于另一姓氏所有了的宗族观念
。

忌回娘家生产的习俗

流传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远性都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由忌回娘家生产习俗的延伸则忌孕妇在他人家中

生产 包括租借他人房屋生产也为禁忌习俗所不容
,

原因仍在于生育是不洁的思想
。

在山东
,

对产房的禁忌极多
,

包括忌生人进入产房
, “

生人进入产房谓之
‘

嫌生
’ ,

据说会把小孩吓出脐带疯

来
。

临胸等地
,

婴儿不满月不准生人进产房是怕鞋上带来生土 穿重孝的不准进产房是因为这样的人身带丧

气
,

冲了奥儿会使其味哭而死 还有害眼病的
、

信佛教神灵的都不能进产房
,

这是怕被产妇的血光腥气冲了自

己 闺产房禁忌有两大功能既怕产妇奶水被带走和婴儿受惊吓
,

当然也怕产妇的不洁传染给进入产房者
。

因产

房攀忌又延囚以寸产房内器用物品的禁忌
,

如对产床的禁忌
,

对产褥物品的禁忌等等
。

这一切构成了生产环境的

莱忌
,

使生产禁忌拥有自身独特的个性
。

孕妇本人禁忌

除了环境禁忌之外
,

由于生育是不洁的
,

因而
,

给产妇设置种种禁忌以保证产妇和要儿身心健康成长
。

首

先 对产妇来说
,

冷风
、

冷水在满月之前被严禁接触
,

因而产房总是关的严严实实
,

产妇则不能用冷水洗衣
、

洗

浴
、

洗脸
、

洗手等等
。

其次忌产妇到寺庙
、

别人家
,

俗以为会冲犯神灵或坏了别人家门槛 另夕随有如忌产妇到

井中打水
,

不许将污水乱泼
,

忌产妇在满月前掀炕铺
,

忌产妇月内去串门
,

忌产妇夜间外出
,

忌产妇打小儿及产

妇忌房事等等
,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产妇的行动
,

不但使生产神秘化而且危险化
,

把产妇隔离于正常人之

外
,

这一方面固然有其合理性
,

但现代科学证明大部分禁忌
,

对产妇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

如经纽寸的禁风
,

不用冷

水及产妇不能打水等
,

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

三 养育禁忌
这是一类主要指向婴幼儿的禁忌习俗

,

目的旨在让新生的要幼儿健康成长
,

完成新生命的最初过程 养育

禁忌表现了汉民族对新生命的看重以及对细心护理抚养的重视 养育禁忌内容极广且杂
,

但只要我们稍加注

意
,

就可以发现它主要包括婴幼儿身体禁忌
,

日常生活禁忌和医巫保健禁忌等方面内容
,

一般当婴幼儿入学

后
,

禁忌也就自然解除
。

婴幼儿身体禁忌

民间相信
,

新生儿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
,

他在许多方面还有缺陷
,

尤其在身体的发育方面
,

禁忌极其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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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禁忌许多时候还具有预示今后生命发展趋势的作用 如忌新生儿横生或倒生等难产现象
,

民间以为
“

逆生

者子孙逆死 ”
黑龙江有些地方还以婴儿俯仰生向来占 卜日后是否淫佚

,

因耐良忌讳女仰男俯生相 民间也忌

生下有鬓须婴儿
,

认为妨父母
。

此俗汉时既已通行
,
《风俗通义 》载

, “

不举生鬓须子 俗说人四十五乃当生鬓须
,

今生而有之
,

妨害父母也
。 ”
忌婴 带齿而生

,

俗传克父母
。

忌脐带盘脖子
,

以为大不吉利
,

俗秽犯锁
” ,

须尸破

锁
,

活方能免去灾祸
。

忌胎儿畸形
,

以为大不样 另外
,

民间对新生儿胎发禁忌颇为流行
,

许多地方婴 」未满月

禁忌剃去胎发
,

否则新生儿易夭折等等
。

日常生活禁忌

新生儿的日常生活禁忌许多时候又表现为民间在护理哺乳婴儿时的注意事项
,

许多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

价值
。

如婴儿用品忌新喜旧
,

除了使婴儿好养的内涵外
,

也包含怕损伤婴儿的道理 双生儿忌穿戴各异
,

俗以为

若有好坏区别
,

一个会生气而死 忌食生硬食物
。

忌挠小儿脚板
,

否则长大不敢过桥
,

忌用尺打小孩
,

恐使他长

不高
,

忌幼儿看傀儡戏
、

布袋戏
,

恐被冲撞而生长不良
,

忌弄醒睡眠中的婴幼儿
,

据说那样会造成小孩痴呆
,

忌

小孩吃鸡脚
,

俗以为将来写不好字
,

忌小孩吃肉卵
、

玩米
、

数米
,

怕将来不会计算
,

忌小孩手指月亮
,

否则月亮姑

姑要来割耳朵
,

婴幼儿忌见生人
,

满月前忌出产房
,

其意怕对新生儿不利
。

医巫保健禁忌

这是一类关于婴功儿医药
、

巫术等方式作为保健目的的禁忌 它杂揉着古人的科学和巫术思想
。

如忌产房

内大声喧哗
,

生人来往
,

器物碰撞等
,

就有保持环境安睁的作用
。

小儿夜啼则以
“

天皇皇
、

地皇皇
”

咒符加以医

治
,

小儿有病
,

门上挂红条
,

忌生人入门
,

同日创青巫师作法驱魔
。

小孩受惊则以喊魂形式加以招引
,

辅以茶叶
、

米

等祛邪之物
。

对小孩忌说过吉之语
,

要以低贱之物相喻
,

如小狗
、

小猫等
,

它易使小孩好养
。

忌用手抚摸小孩囱

门
,

忌用过热或过冷水为小孩洗浴等
,

有些禁忌形式
,

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

口
从以上粗略的生育禁忌分类和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汉民族的生育禁忌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

,

这

就是生育禁忌的特点
。

它形成于生育禁忌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
,

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一些具体生育禁忌

形态 它夹科学
、

经验及功利性于 体
,

深刻地表达了汉民族对于生命的哲学感受
。

生育禁忌特点的概

括
,

一方面固然在于求异
,

同时则为了我们更深透地理解和把握汉民族生育禁忌的深层文化意蕴

一 神秘性
生育禁忌的许多内容没有理由

,

也不追求理由
,

因而在探索它的源起时显出神秘色彩
。

如胎神禁忌
,

它无

所不在
,

却又无法捉摸
,

它可以固定附着于某一物体之上
,

也可以随时移动
。

它的功用也是双重的
,

既可以有益

于孕育
,

也可以损害孕育
。

又如生育的饮食禁忌中形象
、

秉性等对胎儿的感应
,

也显得神秘而不可理解
。

所以
,

生育禁忌的神秘性也可以从生育禁忌的不可捉摸性角度去理解
,

许多时候它要求人们严格地按禁忌行事 而

当无法避免时
,

则又有种种攘解之法
,

以让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和方法
,

使生育禁忌的

神秘性更具魅力
。

如果说生育禁忌的神秘性特点曾深深地吸引了缺乏现代科学医学知识的民众
,

而带着神秘

氛围施行的生育禁忌则加重了民众对它的崇信
,

把生育禁忌中许多不可解的因素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

二 经验性
月行胃经验性是没有经受科学检验的行为规范

,

这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
,

生育禁忌的经验性
,

也是在生育

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点 它往往具有借鉴和指导生育现实的作用
,

因而倍受民众欢迎 如忌孕妇搬动大型家

具
、

器物
,

忌产房大声喧哗
、

生人进进出出
,

以及忌孕妇和产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房事等等
,

不但是早年生育现实

中所总结出来以告诫后来者的经验
,

简直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
。

不过 汉民族生育禁忌中的种种经验性的规

范
,

往往却出于非理性或非科学的解释
,

给生育禁忌的神秘性提供佐证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神秘性与经验性在

许多时候是互为体现的
,

经验性给神秘性找到具体事实的例证
,

而神不州生则又给经验性的施行提供动力
,

从而

使生育禁忌具有生命力和个性
。

三 地方性
这是一个最易理解的问题 汉民族人口众多

,

地域分衣讨反广
,

且各地所受各种文化的影响也往往不同 有
· ·



吴越
、

巴蜀
、

荆楚
、

燕赵
、

中原等文化形态 所以
,

形成了生育禁忌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

所谓地方性是指生育禁忌一方面在具体的地方实行
,

另一方面某一具体禁忌常常又区别于另一地方
。

前

者以现实性方式出现
,

后者则是我们理解的地方性特点 如
,

江西吉安在中元节时要祭祖
,

其所焚化的纸锭就

禁忌孕妇所折
,

,

否则
“

鬼举之不动
,

无益于阴曹
”〔幻虽然许多地方有孕妇不洁观念

,

但形之于中元节
,

江西吉安

却是独特的
。

又如广东翁源旧时也忌父亲进入
“

月间” ,

否则
, “

非洗澡更衣
,

不能去拜神
。 ’

切同是浙江的金华和

台州某些地方
,

产妇饮食的某些禁忌也不相同
,

如台州温岭等地禁孕妇吃面食而提倡吃炒米粥
,

在金华的武义

则恰相反
,

不禁吃面食而禁吃炒米粥
,

它们都表达了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

生育禁忌的地方性特点使生育禁忌色

彩斑斓
,

甚至形成甲地提倡乙地禁止的事实
,

给生育禁忌的研究造成有趣的现象
。

四 功利性
生育禁忌的功利性是指它的所有禁忌内容都是有用的

,

直接服务于生育新生命这一目的
,

不管是直接的

禁忌还是防范性措施
,

民众都普遍认为它们是有益而无害的
。

在这里即使是毫无依据的语言口彩
,

也能深深地

影响或预示今后的生长
,

因而具有实用价值
。

所以
,

我们可以这样断定
,

没有功利性特点
,

生育禁忌不但逊色
,

而且将失去被实施的心理凭籍
,

从而被淘汰
。

纵观我们所概述的生育禁忌内容 清楚地说明了这 , 命题 是胎

神禁忌也好 或生产环境禁忌
、

养育的日常生活禁忌也好
,

还是医巫保健禁忌
,

孕妇饮食禁忌
,

都深蕴生育禁忌

的功利性特质
,

五 传承性
人类的一大特性就是能习得文化传统

。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

知识
、

技能的传承使人类文化不但得以

延续
,

而且在创新发展
。

生育禁忌也是如此
,

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被保存了下来
,

只是这种传承
,

由尤它是民间

文化而大部分只限于民间口头语言和行为规范之中
,

因此
,

要描述它的传承轨迹就变得相当困难
。

但是只要我

们借助典籍 仍不难看出它们的传承或消亡的事实
。

如汉代时汉民族还有到特建房舍生产的习俗
,

所谓
“

舍丘

墓庐道畔
,

逾月乃入
” ,

但现在已荡然无存
。

可见
,

它在传承中由于对此习俗认识的改变而被淘汰
。

又如妇女
“

不

宜归生
,

俗云令人衰
。

按妇人好以女易他男
,

故不许归
”
的不回娘家生育习俗

,

在汉朝时即已盛行
,

直到现在仍

在广大农村中普遍被视为禁忌 这当中的传承历史不可谓不长 当然
,

它的缘由则起了很大的变化
,

如唐时不

回娘家生育的习俗即强调佛教的意义
,

是报应的结果〔 ,

而如今则包括要使娘家变穷
,

给娘家带去晦气
,

或小

孩不会成人等理由
。

所以
,

严格意义上说的传承就是变异或创新
。

生育禁忌的传承性给变异带来条件
,

而变异以适应新的历史阶段
、

新的文化内涵
,

又给地方性特点增添了

珐码
,

它们之间相互依存
,

构成了汉民族生育梦气的整体个性
。

六 防范性
象生育禁忌的功利性一样

,

防范性也是生育禁忌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特点
,

事实上它也是禁忌的特点
,

其目

的是为了保护特定的事物不被侵害
。

如孕产妇忌夜间外出
,

人犷湘信夜间有鬼煞四处活动
,

与孕产妇相冲犯则

可能对胎儿或婴儿不利
。

所以
,

夜间忌孕产妇外出
,

就是为了防拟寸胎儿或婴儿不利的事情发生
。

又如孕妇忌

食兔肉
,

目的则在防范豁嘴婴孩的出生 忌跨过牛绳
,

是怕胎儿象牛一样怀胎 个月
,

如此等等
,

防范性特质无

一不清晰明确
。

可以这样认为
,

若无防范性这一隐性目的
,

那么禁忌将变得毫无意义
。

生育禁忌的六大特点是互相作用
,

互为前提的
,

缺州不可 所以
,

我们在把握生育禁忌时 应该从这些特点

出发 否则
,

我们的研究将变得散漫而缺乏科学性
‘

口
禁忌 腼 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行为约束准则

,

在不同的国别
、

民族中都有自身特点的禁

忌存在
。

禁忌虽然是国际通用的术语
,

但在我国
,

其内涵则主要被限定在
“

不许接触的
”

和
“

凶险可恶

的”两个方面
,

生育禁忌也是如此
。

关于禁忌的由来
,

有不同的观点
,

有认为禁忌起源于鬼魂崇拜
,

有认为禁忌起源于被禁止的欲望
,

也有认

为禁忌起源于巫术
、

信仰
、

宗教等的仪式
,

或者起源于各种错误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取

性
,

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禁忌
,

而许多时候禁忌的产生决不会仅限于一个原因
,

所以
,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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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禁忌时需要互相学习参照
。

在这里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泽对禁忌的论述
,

他认为
, “

积极性规则是法

术
,

而消极性规则是禁忌 ⋯⋯如果某种特定行为的后果对他将是不愉快的和危险的
,

他就自然要很小心地不

要那样行动
,

以免承受这种后果
。

换言之
,

他不去做那类根据他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而错误地相信会带来灾

害的事情 简言之
,

他使自己服从于禁忌
。

这样
,

禁忌就成了应用巫术中的消极的应用
。

积极的巫术或法术说
‘

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事
,

而消极的巫术或禁忌则说
‘

别这样做
,

以免发生什么什么事
’ 。

积极的巫术或

法术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希望得到的结果
,

而消极的巫术或法术的目的则在于要避免不希望得到的结果
。 ’

, ‘〕

从禁忌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
,

弗雷泽的描述是非常正确
。

但是 许多时候
,

禁忌的产生并非出于人们理性的因

果关系的思考
,

而是对前人遗留的习俗和信仰的遵从
,

具有盲目性
。

生育禁忌是禁忌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形态
,

我们对它的研究
,

同样可以证明
,

禁忌源起于多种途径
。

生育禁忌内容广且杂
,

但其源起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生殖崇拜的转化

我们在概述胎神禁忌时曾指出它是生殖神崇拜的遗存
。

因为胎神专管孕妇腹中的胎儿 对于生育新生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类似的观念
,

在很早的原始社会即已产生
,

在许多神话传说中都有无性的圣洁生育事

例
,

如耶稣即由处女圣母玛利亚所生
,

墨西哥战神霍依兹劳波契特利也是处女所生
,

佛祖释迎牟尼也为处女所

生
。

在我国
,

后樱是履巨人迹而生的
,

契是简狄吞燕卵而生等 都排除了性的作用而强调神圣和超自然力的作

用
。

这种神话传说中的圣洁生殖崇拜
,

通过世俗化的生殖神的中介
,

终于形成了胎神禁忌
。

在这里
,

胎神也是无

所不在的超自然力的表现
,

它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孕妇
,

所以
,

人们要千方百计避免获罪于胎神
,

以使怀孕顺

利而圆满地完成
,

忌钉钉子等禁忌也是源于这州查存
。

图腾崇拜的遗存

这主要表现在生育禁忌中的孕妇食俗禁忌
,

那些相信食兔肉可能豁嘴
,

吃驴
、

马肉使胎儿延月
,

吃虾米使

婴儿暗哑等禁忌
,

可能即源于早年人们对图腾崇拜物神圣化的表达
,

从而形成了触犯禁忌必有获致外罚的观

念
。

当然
,

现在的生育禁忌仅是它的遗存而已
。

巫术思想 二

这是形成生育禁忌最大根源之一
,

它在交感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支配下产生大量的禁忌形态
。

人们相

信孕妇不可塞瓶口之类的东西
,

否则
,

婴儿也会口
、

耳
、

鼻堵塞 孕妇不可拆堵门窗
,

否则婴儿可能被弄瞎眼睛

孕妇忌肩披线或绳
,

否则婴儿要绕脐生等都源于相似律原则
。

而对胎盘
、

胎发及小儿衣饰等小心处置
,

则是基

于接触律原则
,

人们相信
,

这些与胎儿有过接触的东西
,

一旦受到伤损
,

不管它与婴儿相隔多远
,

仍然伤损及婴

儿 所以
,

民间严厉禁止不洁的孕产妇与嫁娶丧葬等喜事及神圣的禁地和祭祀等事情相接触
,

目的就是为了防

止这种不洁被传染
。

这种巫术思想使生育禁忌之事例触类旁通
,

越来越多 但是
,

民众往往宁肯信其有而不可

信其无
,

使基于巫术思想的生育禁忌得以长期保存
。

嘟印和迷信

生育禁忌是时代的产物
,

它必然要受制于时代之信仰
、

观念
。

如不回娘家生育的习俗
,

早期源于俗信
,

至唐

时则加入了佛教信仰的观念
,

相信在娘家生子会酿成悲惨的结局 胎神禁忌的习俗同样源于神灵的信仰
。

许多

时候
,

信仰和迷信很难区分开来
,

当我们无法解读它却又信奉它时
,

我们常常称它为迷信 而不可解读的东西
,

其神秘性更令人对其起敬畏之意
。

生育禁忌中的很多内容即源于古人的这一思维原则
。

这种迷信
,

使事物在没

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牵扯在一起
,

让人觉得有一种荒诞不经感 然而
,

现时期的生育禁忌
,

许多都源于这一动

因
,

并且在广大的农村仍有市场

生育本身活动

这是千百年来民众源于生育本身活动而总结的经验教训
,

它被普及开来
,

从而成为生育禁忌
。

这点我们在

生育禁忌的特点经验性中作了表述
,

此处省略
。

生育禁忌主要来源于上举五个方面
,

但也并不仅限于这五个方面
,

有时
,

区域文化
,

外来文化都可能带来

新的禁忌形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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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禁忌是禁忌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形态 它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系统

,

鲜明的个性 在时间上
,

它仅

限于孕育和养育等相应的一段时期之内
,

相关的人员也主要只限于孕产妇及其亲脚邻里
,

但它的影

响
,

以及所表达的我们民族间对于新生命的极端重视
,

却又是不可忽视的 假如说 生育文化是民族间

对生命的哲学
,

那么
,

生育禁忌便是这种哲学的精华 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种精华的指导下一代一

代地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
,

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地传承下来 所以说 生育禁忌的作

用是巨大的、它在一定条件下
,

保证了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新生命的质量
,

今天
,

虽然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的普及
,

生育禁忌在不断的弱化
,

但它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

尤其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
,

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

我曾作过一些个案的调查 发现某些受现代文明熏陶的人
,

由于出生于农村
,

在生产时为了便于照顾而与

父母住在一起
,

这时
,

传统的生育禁忌往往起了主导作用 它一方面是禁忌人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

但从农村

走出来
,

仍有接受传统生育禁忌的基础 另一方面则是父母等长辈的坚持 至于农村妇女
,

则生育禁忌仍然是

唯一且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约束力量 即使如浙江这样文化较发达的地区
,

其情形也不容乐观 据我的预测
,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农村中传统的生育禁忌仍占有主导地位 而随着科学生育知识的普及
,

将逐渐形

成科学与禁忌并行的局面 至于全面消亡
,

则绝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

面对这样一种生育禁忌的走向
,

我们认为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法是不行的
,

得因势利导
,

逐渐加以改变
,

因

此
,

做到以下三点
,

非常重要
。

加强研究
。

它不仅仅是生育禁忌的研究
,

也包括生育文化的研究
,

尤其注重它的源起和发展演变的研

究
,

挖断它的根 同时
,

注重它的危害性或无功性
、

无益性的研究
,

让世人明了生育禁忌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努

力
,

无功也无益于新生命的创造
,

生育禁忌的大部分内容是不科学的
,

没有价值的 自然 对部分具有科学价值

的禁忌也应通过研究而给予肯定和提倡
。

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

这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间题的途径 事实上
,

移风易俗
,

从本质上来看就是

改造人
,

因为只有改造了人
,

才能改造风俗习惯
。

而改造人的最好的办法
,

就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不然
,

即使

加以强行禁止
,

仍有恢复的心理机制存在 而高文化素质的人
,

则不但能调整自我的行为更符合科学模式
,

同

时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思范玖见念
。

大力提倡科学的生育知识 这是改变生育禁忌的最直接的手段 有高文化素质的人
,

加上大盘的优生优

育知识
,

那么人们自然而然会放弃传统的生育禁忌
,

从而在现实中达到改造我们旧有的生命哲学的目的
,

并使

我们民族再生产的新生命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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