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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存制度的图腾外婚

———兼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外婚

王 进
(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曾普遍存在图腾外婚。图腾外婚是原始人为了生存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动

模式、活动规则与生活习惯，是氏族社会集体表象的重要表现。从本质来说，图腾外婚是原始社会的生存制度或生存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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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外婚即禁止同一图腾群体成员之间相互

通婚，亦即不同图腾群体之间方可通婚。图腾外

婚是人类早期的婚姻制度，中国古代普遍实行的

同姓不婚就是由图腾外婚演变而来的。例如，虎

图腾成员不得与虎图腾成员婚配，熊图腾的男子

不得娶熊图腾的女子。图腾不同，可以嫁娶，其

方式有 三 种: 一 是 两 个 固 定 的 图 腾 群 体 互 为 婚

姻，如蛇图腾与鸟图腾联姻，一般情况下不与其

他图腾的人通婚; 二是与若干确定的图腾群体婚

配，如狼图腾可与狗图腾、豹图腾等群体通婚;

三是可与任何一个不同图腾的人通婚，如马图腾

群体成员可与非马图腾的任何一个群体联姻。在

群婚年代，其婚配方式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而

是群体与群体之间，即不是牛图腾之一男，娶羊

图腾之一女，而是凡牛图腾之男，可与所有羊图

腾之女婚配，只要年龄相当即可。①

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外婚概况

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在图腾制度下的社会

组织，有一种外婚制度这一点，中国史籍好像没

有提 及 的 样 子，其 实 不 是 的。我 们 对 于 这 种 事

情，习以为常了，所以就不见于记载。我们由蛮

族亦有姓的事实，便可知道，姓即图腾的名称，

用以辨 别 血 统 的，所 以 姓 里 有 许 多 动 植 物 的 名

字，不过后来渐渐演化，便失去了原义。哀牢夷

九隆兄弟十人和山下一夫一妇所生十女子结婚，

很可以见得老早就有受图腾支配的族外群婚的事

了。由这 种 东 鳞 西 爪 断 片 的 事 实，我 们 综 括 起

来，还能够给我们一个图腾社会的活影。②其实，

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然存在图腾外婚

习俗，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恪守传统的规则。
犯禁者将受到公众的谴责，有的还要举行特殊的

仪式。可见，原始时代曾存在极为严厉的图腾外

婚禁忌。
云南西双版纳的克木人规定同一图腾氏族成

员之间互不通婚，这种图腾外婚制度一直得到严

格遵守。1980 年，高立士先生对克木人进行了实

地调查，据统计显示，西双版纳勐腊六寨克木人

中，共有夫妻 259 对，其中有占 88. 8% 的 230 对

夫妻属于图腾外婚; 仅有占 11. 2% 的 29 对夫妻

属于禁止的同图腾氏族内通婚。但是，同图腾氏

族内通婚的 29 户夫妻虽然是同氏族图腾但并不

是同寨同勐，有的夫妻国籍也不同。比如，曼东

养成艾皎的妻子、曼蚌索永南粉的母亲、永莫的

女婿和永依章的女婿等，都属同一图腾氏族内部

通婚，但是，她们或他们却是同氏族并非同宗，

更不是近亲，都是从境外老挝娶来的妇女或来上

门的男子。克木人内部极少见真正实行同一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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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成员之间通婚。倘若克木人内部有青年男女

不听劝阻而通婚，违犯了氏族的图腾外婚制，就

被当 作 猪 狗 对 待，不 仅 将 遭 雷 击，还 将 要 遭 厄

运; 同图腾氏族男女结婚，生下的都是畸、聋、
哑或傻的子女。若克木人中有违犯图腾外婚的青

年男女，须要举行一种叫作 “同槽吃食”的特殊

仪式。“同槽吃食”是针对违禁男女的仪式，具

体就是两人四肢着地学猪叫，爬近猪槽把倒进猪

槽里的糠和水混合物当作食物吃。与此同时，一

男子手提斧头劈向违禁男女两人之间，或从两人

的上空劈下，表示向雷神承认错误，祈求雷神不

劈打违犯禁忌的男女二人。然后，一妇女提一桶

水朝向违禁男女身上泼去，表示向水中龙王承认

罪过，祈求龙王不咬违禁之人。有的地方的克木

人对于 违 犯 图 腾 外 婚 禁 忌 的 男 女，要 杀 羊 祭 寨

神，以祈求图腾神消灾禳祸。克木人在寨外龙林

里举行 由 全 寨 已 婚 男 女 参 加 的 祭 寨 神 仪 式。祭

毕，参加者要在龙林中将羊肉吃完，吃不完的羊

肉就要 倒 掉，不 允 许 带 进 克 木 人 居 住 的 村 寨 之

中。① 可见，克木人过去严格地遵守着氏族的图

腾外婚禁忌。
克木人恪守着的图腾外婚禁忌制度，可能是

保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最为完整的活化石，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勐腊克木人崇拜虎豹和灵猫，

也崇拜树蕨和毛桐。克木人禁止属于同一图腾姓

氏的人互相通婚，并认为，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

的婚媾关系，它将给本氏族人带来不幸和灾难。
因此，必须要举行一种特定的赎罪仪式，来消灾

免难，而且还要把发生这样婚媾关系的人驱赶出

村寨。克木人至今仍保持这样的婚姻习俗和崇拜

心理。一些学者在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在勐腊克

木人村寨的多次调查证实，他们仍然保持这些观

念与习俗。②

彝族过去也实行图腾外婚，同一夷姓 ( 即同

一图腾) 之男女不得通婚。据刘尧汉调查，滇西

南哀牢山南华县有一村，有 75 户 ( 1947 年) 彝

族，他们原来无汉姓，只有图腾名称，后来受汉族

影响才冠以汉姓。如竹根和棠梨两宗族同以 “鲁”
为姓，青松、棠梨树、葫芦三个宗族同以 “李”
为姓。但他们通婚与否不取决于汉姓，而是以图腾

为界限，如同以 “鲁”为姓的竹根宗族和棠梨宗

族，因图腾不同，可以通婚; 同以 “李”为姓的

青松、棠梨树、葫芦三个宗族也一样，三者之间可

以通婚。③ 又据陶云逵考察，云南新平鲁魁山和元

江三马头及大明庵彝族有獐子、绵羊、崖羊、水

牛、绿斑鸠、黑斑鸠、蛤蟆、黑甲虫、猪槽、饭箩

等十七个图腾氏族，婚姻只允许在不同图腾氏族之

间，如黑甲虫氏族与水牛氏族联姻，獐子氏族与猪

槽氏族通婚。④ 居住在云南富民县的彝族密且人崇

拜族树，同一族树的人之间实行外婚制，互不通

婚。密且人认为，人们只要崇奉同一株族树作为图

腾，就是同姓同宗的同胞兄妹，就必须严禁相互通

婚，此种禁忌至今仍被恪守。在彝族历史上，不同

的图腾物也成了氏族外婚制的一种标记，对禁止氏

族内出现血缘婚而实行氏族间外婚提供了保证。⑤

原碧江县色德乡傈僳族在祭 “白加尼” ( 天

鬼) 等 11 种鬼时，必须用白族语祈祷。他们解

释说，这是由于 “拉扒” ( 虎氏族人) 原是从沧

江迁来的白族，后与傈僳族的 “括扒”即荞氏族

人通婚，成了傈僳人，他们把原有的白族祭鬼方

式带来并传给了傈僳人。⑥ 可见，历史上，傈僳

族的荞氏族与白族的虎氏族之间曾相互通婚。碧

罗雪 山 上 的 傈 僳 族 有 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等 二 十 四 个 姓 氏，亦 即 二 十 四 个 图 腾 氏

族。他们实行同姓不婚制度，每一个人都必须在

别的姓氏中寻找妻或夫。同姓恋爱被认为是触犯

习惯。⑦ 西康傈僳族亦行图腾外婚，如李子氏族

李海庭之妻娶自獐子氏族，他的姐姐则与狼氏族

( 蓝家) 之人通婚，他的姑母嫁予獐子氏族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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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之人。① 盐边傈僳族的熊氏族，也分有黑熊、
白熊等亚图腾，亚图腾氏族之间实行外婚制，互

不通婚。此外，其麂子氏族与蜂氏族之间也互不

通婚，实行族外婚，大概是属于同一个图腾氏族

的缘故。②

云南金平县的芒人有虎、蛇、斑鸠等氏族，原

来实行图腾氏族外婚制，同图腾不婚。后来，每一

个图腾氏族又分为若干亚氏族。各个亚氏族又以

红、黑、灰等颜色作为标志以区别。这些不同颜色

的亚氏族之间可以通婚。③

哈尼族传说很早以前，世界上只有妇女，没有

男子，有一个妇女喝了杯胎水，生下二十四种动

物。“这些动物，就是哈尼族各姓氏的祖先。凡是

同一种动物祖先的后裔就严禁婚配。”④ 这也说明

了古代哈尼族实行图腾外婚。
然而，在我国古今各民族中，同姓不婚、同

氏不婚的现象很多，但许多姓氏已完全失去图腾

意义，因此，这种同姓不婚不能说是图腾外婚。
许多氏族虽实行族外婚制，但其图腾已消失，氏

族名称也不是图腾名称，而是氏族的祖先或英雄

的名字，这种氏族外婚也不能说是图腾外婚。由

于图腾外婚形成甚早，距今十分遥远，所以遗留

至今的事例不多。但从上述事例中已可窥见，远

古时代的中国西南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曾普遍存

在图腾外婚制。⑤

二、图腾外婚: 原始人类的生存制度

原始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图腾外婚呢? 据社会学

的考察，人类最初的社会结合，并非以血统关系为

基础，乃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易词以言之，即人

类联结的动机，其始由于利害的一致，或求生的便

利，故联结成群，以达共存之目的。⑥

平心而论，族内通婚诚然有害，族外通婚也自

有其益处，对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第一，近亲结

婚，子女必不繁昌，对于种族的健康上，亦确有不

良的影响，这是近代生理学和遗传学所证实的。族

外通婚制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这个弊害。第二，族

外通婚不特可以招引新分子加入一族之内，且能把

新鲜的血液灌输入种族的生命里，令种族的生命更

加强健活泼，这也是优种学所证实的事实。第三，

族与族互相缔结秦晋之好，亦确然能够增进人群的

感情，扩大人类的联结。准此而论，族外通婚制确

有相当的价值，这是不容否定的。⑦

在典型的图腾民族中，图腾外婚是人人必须

遵守的法律，违者将受到严惩。英国学者甑克思

曾说道: “图腾不婚 ( 即图腾外婚) ，此人类最古

之禁令也，凡蛮夷皆然。蛇不得与蛇合，鷾鶓不

得与鷾鶓合，其制不知始于何时，而以禁亲亲之

黩，则可决也。或曰，蛮夷智虑，短浅如彼，顾

男女同姓不蕃之公例，何以由太始而知之? 意者

殆天之 所 设 欤? 曰: 是 不 然。夫 谓 蛮 夷 智 虑 短

浅，不足与于事理之思，其说固也。而事实之必

然，虽蛮夷见之矣。彼亲亲之合，久乃灭亡，见

其如此，乃立制防，且以为是神之所讳者，则凛

然莫敢犯之矣。此蛇之所以不得与蛇通也。图腾

不同，得嫁娶矣。然而，其制大怪，所通者，常

定一图腾。有图腾，有背行，蛮夷眷属，由此定

矣。”⑧ 弗洛伊德在谈到图腾外婚时也说: “几乎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图腾的地方，便有这样一条

规定存在: 同图腾的各成员相互间不可以有性关

系，即他们不可以通婚。这样就有了与图腾息息

相关的族外通婚习俗。”⑨

实际上，“外 婚 制 凭 借 氏 族 间 不 断 的 结 合，

促使一个 成 长 扩 展 的 部 落 保 持 自 身 的 巩 固，使

它能够 胜 过 任 何 孤 立 无 援 的 小 型 内 婚 群 体”。
“联盟”一旦形成，群体规模成倍增大，这样的

“大群”对 未 结 盟 的 “小 群”构 成 优 势。大 群

获得更高生 存 机 会，小 群 则 更 容 易 被 淘 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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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结盟是 政 治 目 的，确 立 盟 员 间 通 婚 制 度 则 是

组建联盟 的 主 要 途 径 之 一。不 是 由 于 婚 姻 而 导

致联合，而是为了联合而互通婚姻。① 这才是原

始社会图腾 外 婚 制 的 真 谛! 而 在 原 始 社 会，原

始人有着 万 物 皆 有 力 的 观 念，认 为 世 间 万 物 蕴

含、散布 着 非 人 格 的 力。人 与 动 物、植 物 或 无

生物等世 间 物 象 均 具 有 力， 具 有 共 同 的 起 源，

可以相互转 化。由 于 原 始 思 维 的 作 用，原 始 人

想象人与 某 类 物 象 即 图 腾 结 合 为 一 体，进 行 神

秘力量的 互 渗。原 始 社 会 的 图 腾 群 体 为 了 增 强

自身的生存力 ( 如 提 高 狩 猎、采 集 等 物 质 生 活

资料生产的效率) ，扩大自身的生产空间，自然

会选择与 其 他 图 腾 群 体 联 姻，从 而 使 自 身 的 力

与联姻一 方 的 力 相 互 结 合 在 一 起，增 强 和 提 升

了本群体与外界作生存斗争的力量。
在这里，需要指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曾流行

过的图腾禁忌，也是原始社会里氏族群体成员共同

恪守的图腾制度，其与图腾外婚实则具有异曲同工

之效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涉及到了图腾氏族

的原始思维，与其 “互渗”密切相关。一方面，

原始人通过图腾禁忌的形式，想象与图腾之力不发

生“互渗”，避免了引 “力”烧身，从而驱 “力”
避祸得以生存下来; 另一方面，原始人通过图腾外

婚的形 式，想 象 与 联 姻 群 体 图 腾 之 力 发 生 “互

渗”，实现了得“力”获福，趋“力”得利，从而

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那么，图腾氏族的原始思维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 法国著名学者列维 － 布留尔 ( Lucien Levy Bru-

hl) 则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可以称为原逻辑的思

维，或者为神秘的思维也一样。原逻辑思维与现代

人的逻辑思维存在根本区别。其特点是带有神秘性

的思维，其以“互渗律”所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

础。所谓“互渗”，就是人和世间万物以及各种事

物可相互融合、渗透，相互统一、同一。也就是在

原始思维的作用下，任何事物可以交织在一起，世

间万物可以联系在一起。“互渗”概念有一个重要

的内容，就是认为万物之间通过接触可以使彼此的

特性转移到对方，人若经常以各种方式模拟或模

仿、接触某些动植物或无生物，甚至食用某些动

物、植物，就会使自己逐渐具备那些物象的特性。
由于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和现代社会迥

异，图腾氏族也就产生了非常独特的集体表象。可

以说，图腾氏族群体和个体自出生起就一直被那种

特有的感觉、思维与行为方式所牢牢地控制。②

总之，作为一种生存制度的图腾外婚，其实

是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

行动模式、活动规则与生活习惯，是氏族社会集

体表象的重要表现。由于原始思维的作用，原始

人想象与图腾实现本质的共享，生命的同在和神

秘的 “互渗”。图腾氏族集体或个人遵守图腾外

婚或图腾禁忌，是为了实现其与氏族图腾本质的

同一和生命的统一，以增强氏族群体或个人的生

存力而得以生息延续。从本质来说，图腾外婚是

原始 族 群 的 生 存 设 置 或 者 说 原 始 社 会 的 生 存

制度。

Totem Exogamy as a Survival System: Also on the Totem Exogamy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WANG Ji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otem exogamy was popular in the past among the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Totem exogamy was an action mode，

a rule of activity and the lifestyle of the primitive humans which was gradually formed for survival purposes and a major collective repre-
sentation of the clan society． In essence，totem exogamy was the survival system or survival mechanism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Key words: totem exogamy;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surviv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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