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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天梯神话的发生学阐释 

天梯神话广泛存在于世界很多民族的神话之中， 

其基本内容是说天地分开以后，人类借助天梯而与天 

庭相连，与天神沟通。《圣经》中的天梯是巴比通天塔， 

而我国神话中的天梯则主要是山和树。《山海经 ·海 

外西经》云：‘巫咸国，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 

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匕下也。”《山海经 ·大荒西经》 

亦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 

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从 

此升降’与‘所从上下”就是指从灵山登天与神交通。 

另外，《山海经》中还有以树(建木)为天梯的描述。《山 

海经 ·海内经》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日 

建木，百仞无枝，有九，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 

芒，大白皋爰过，黄帝所为。”袁珂认为：‘‘过非经过之 

过，乃‘上下于此，，至于天’之意也。⋯⋯古人质朴， 

设想神人、仙人、巫师登天，亦必循阶而登，则有所谓 

‘天梯’者存焉。”“’ 

土家族神话中也有关于天梯神话的内容。《猴 

子为什么上不了天》说马桑树长得齐天高，猴子常爬 

到树上去玩，结果有一天爬到天上去了。猴子被发 

现后对玉皇大帝说自己爬马桑树上来为下界求雨。 

玉皇大帝连续几次施雨，但猴子都说不够，导致大地 

洪水齐天，只有罗神爷爷和罗神婆婆藏身葫芦而幸 

存下来。玉皇大帝怕猴子又沿马桑树爬上天庭乱报 

情况，就咒马桑树从此再也长不高，猴子也从此不能 

上天了。 上天梯》讲由于大雪寒冷导致人间只剩 

下两兄妹，他们沿水杉树爬上了天庭，在观音菩萨的 

关照和授意下结为夫妻，土家人得以在人间繁衍。 

后来，土家人就叫那根水杉树为‘‘上天梯”。。《红苕 

藤子为什么巴地长 和《马桑树儿长不高 都说孙 

猴子通过红苕藤子和马桑树而爬上天庭，惹恼了王 

母娘娘或给人间造成灾难，玉皇大帝诅咒红苕藤子 

巴地长、马桑树从此长不高。此外，《水杉的传说》、 

《孙猴子上天》等也都有关于天梯的记载。 

】丁世忠 

土家族天梯神话的产生，与土家族民间的树崇拜 

有密切的关系。在民间信仰中，对植物的崇拜主要表 

现为对森林、树木的崇拜。弗雷泽有这样的描述：‘踹 

典古老的宗教首府乌普萨拉有一座神圣树林，那里的 

每一株树都被看做神灵。异教的斯拉夫人崇奉树神 

或树林之神，立陶宛直到 14世纪才皈依基督教，在那 

以前崇奉树神是很突出的。他们有人崇奉特异的橡 ，，， 

树和其他浓阴覆被的老树，向它们祈求神谕。还有人 兰  

在自己村庄或房舍前后保留着神树丛，哪怕是折段一 

根树枝也看做是罪孽。” 我国也有很多关于树木崇 

拜的记述，如《搜神记》卷十八载：‘‘庐江龙舒陆亭、流 

水边有一棵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 

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日：‘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 

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 

中忽见一妇人，着绣衣，自称日：‘我树神黄祖也，能兴 

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 

在土家族人看来，树与他们的祖先有密切的联 

系，寄寓着他们祖先的灵魂，是庇佑村寨的力量。古 

老的史诗《摆手歌》中，人类始祖神依窝阿巴用植物 

创造人类：用竹子做骨架，用树皮做皮肤，树叶做肝 

肺，豇豆做肠子，葫芦做脑袋，在上面剁了七个孔吹 

口仙气，人就做成了。” 在另一则神话中人类始神卵 

玉娘娘，她是在河边吞吃了八颗桃子和一朵桃花而 

怀孕三年六个月，生下八男一女。 《他们的节日为 

啥不一致》说土家族彭姓人家过的节日不一致，原因 

在于他们的老祖宗有一年受到官兵追杀，靠杉树、柏 

树、青岗树扎成的木筏逃生。有的是农历三月初三， 

有的是农历四月初八，有的是农历五月十五。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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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把达到日期确定为自己的族年。伸 公公树和 

婆婆树》说酉水河畔的麻柳树是麻公公和柳婆婆的 

化身。“。弗雷泽在讨论东非万尼卡人对树的崇拜时 

曾经指出：“以为每一样树，特别是椰子树，都有自己 

的精灵，‘每毁坏一株椰子树，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 

母亲，因为椰子树给予他们生命和营养，正如母亲对 

孩子一样”“”。除祖先崇拜影响外，生殖崇拜也导 

致土家族的树崇拜。树木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使以农业为主的土家族人，试图通过树木的崇拜而 

求得人丁兴旺、庄稼丰产。 

土家族的树神崇拜也体现在f m勺日常生活中。 

过去土家族 人在天旱时要举行‘拖树祈雨’活动：人们 

认为龙常以树的形象出现，拖树就意味着惊扰龙神， 

龙神受扰就会赐雨；或者用柳树来祈雨。在今天的渝 

东南、鄂西北等地的土家族人，在除夕之夜都要给果 

树喂肉喂饭，感谢果树赐果实给他们；湘西土家族在 

除夕要举行‘ 树’’仪式。旧时土家山寨都有古树，这 

些树或者被视为本寨的风水树，或者被当做村寨的保 

护神，如‘‘后溪相传有楠木将军，三年五年一来，朝其 

彰彰较著者也0’ 冷重庆黔江南海民族村，村旁有一 

⋯  
棵古树，就被当地人看做风水树。土家人将成片的古 

三 竺一 树称为‘ ’或‘禁山”，不准人们在林中捡拾枯干的 

树枝，更不允许随意砍伐，甚至不允许在树林旁讲亵 

渎神灵的话，如有人违背，必须杀猪宰羊，请‘‘土老师’ 

向树神祭祀祷告，请求神灵的原谅。 

反映土家族早期历史生活的《摆手歌》没有天梯 

的记载，只说天地很近，青蛙吵闹天庭、鸟雀影响天 

庭、葛藤惹恼天庭等；《梯玛神歌 没有相关的记载。 

相反，中原汉文化中有大量的天梯神话传说，因此， 

我们认为，土家族天梯神话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1．从族源来看 

根据通行的说法，土家族是巴人融合汉人及当 

地土著等形成的。巴人是古羌人的一支伏羲部落及 

其后裔发展而来。《山海经 ·海内经》载：‘西南有巴 

国。太吴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 

始为巴人。”宋罗泌 《路史》说 “巴人出于伏羲玄氐 

羌”。邓少琴也认为“巴人出自氐羌”。巴人的图腾 

为“巴 ’，而在汉文化典籍中，伏羲正是‘I蛇身人首” 

(《帝王世纪》)或‘咙身”(《玄中记》)。在中原甚至中 

华传统文化中，蛇与龙经常相互置换、视为同类，如 

《左传 ·襄公二十一年》日：‘探山大泽，实生龙蛇。” 

闻一多指出：‘觋在所谓龙便是因为原始的龙(一种 

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 

的虚构的产物。这种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 

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的‘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 

姓的若干夷狄。”“”这说明巴蛇与伏羲有密切的关 

系，巴蛇图腾与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的龙(蛇)图腾 

有密切联系。 

由于土家族的主体是巴人和汉人，土家族文化 

本身就包含有汉文化的基因，因此，土家族文化受汉 

文化的影响很大。 

2．从历史沿革来看 

秦灭巴以后，在原巴人居住的地方推行郡县制 

度，设立巴郡、南郡和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 

郡，在武陵郡境内设迁陵县(含今湖南保靖、重庆秀 

山等)、酉阳县(含今湖南永顺、龙山，重庆黔江、酉阳 

等)等，史书上也称活动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为 

“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三国时‘‘武陵蛮”又称 

为“五溪蛮”，以雄溪、稿溪、辰溪、武溪、酉溪五个水 

名作为族名，酉溪、辰溪就是土家族先民的聚居地。 

蜀曾设立“巴东属国”，后改设涪陵郡，下设丹兴(今 

秀山、黔江)、汉葭(今彭水)等县。唐宋王朝为了对 

该地区进行治理，设立有不少的羁縻州县。由于建 

制的变化，居住在湘、黔、渝、鄂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先 

民被称为‘夔州 ’、 信州蛮’’、“酉阳蛮，’、‘彰水蛮’’、 

‘施州蛮”、‘‘辰州蛮”、‘镁州蛮”等。到元明和清代初 

期，更是在石柱、酉阳(当时秀山未建县，属酉阳县辖 

地)两地建立了土司制，设石柱宣抚司和酉阳宣抚司 

(领长官司四：平茶、石耶、邑梅、地坝)，推行土司制 

度。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 ’以后，随着 

汉人的大量迁入，土家族最终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 

直接统治。 

在这个过程中，汉文化不断渗透到土家族文化 

之中。‘凑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税处钱 

四十。巴人呼赋为赛，因谓之赛人焉。及汉高祖为 

汉王，募赛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 可以看 

出，巴人既接受秦、汉的统治，而且因为被募平定三 

秦，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因当地人反叛，历代政府 

都曾派兵围剿(如《三国志》云：‘‘(延熙十一年)秋，涪 

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无 

形中带来了汉文化。当地官员接受朝廷委任(如《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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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云：“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 

鎏等列状归顺，诏以允林为溪州刺史，洪羹为万州刺 

史。”)，也接受了汉文化影响。 

3．从教育发展来看 

从东汉以后，汉族统治者就用处于文化强势地 

位的汉文化来影响土家族文化。东汉光武年间，宋 

均降伏“五溪蛮”后，在当地建立学校，以改变‘其俗 

少学者而信鬼神”的社会面貌。东汉和帝永元年间， 

武陵郡太守应奉‘(兴学校，举侧陋’，对当地教育的发 

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唐宋时期对湘、鄂、JlI、黔地 

区实现羁縻政策，利用土家族首领治理该地区，以 

“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置之左右”“ 这种用人方 

式，刺激了土家人读书学习的热情。他们学习汉文 

化 ，学习儒家经典，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土司时期， 

中央政府通过规定土司必须遵守的规定和义务，既 

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约束，也传播了汉文化。明 

政府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人学，渐染风化，不入 

学者，不准承袭。”“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在各府、 

县广设考棚，开科取士。这些教育措施，对土家族文 

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4．从族称来看 

“土家”作为民族的族称，与汉人的大量迁入有 

关。宋以后汉人陆续迁入今土家族地区，特别是清 

‘傲土归流”后，汉人的迁入更多，彻底打破了‘汉不 

入境，蛮不出洞”的禁令，出现了“土民”、“客民”或 

“土籍”与“客籍”之分。汉人的大量迁入，也带来了 

汉文化，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5．从地理位置来看 

作为全国中心地带、古代中原和西南之间的通 

道，“土家族地区三面与汉族地区交界，东部与湖南 

玩、辰、常等汉族地区相接，南部与湖南长沙、衡阳等 

汉族地区比邻，北部与河南、陕西等汉文化圈接壤，只 

有西南部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圈相邻” 。特殊的地 

理位置，必然使土家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6．从宗教文化来看 

土家族祭祀家祖的神龛上，中间供奉的是‘‘天地 

君亲师’，两边供奉的是 ‘‘九天司命太乙君”、“观音 

大士”、“神农黄帝”等儒教、佛教、道教等各路神灵。 

在梯玛主持的祭祖还愿活动中，这种多神杂处的情 

况也很突出：还天王愿神像画中的神灵既有‘三元真 

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等道教中 

的天神，又有象征土家族始祖神的‘傩神”及‘ 部大 

王”、‘嘭公爵主”、“向老倌人”等。汉族的土地神在 

土家人聚居的地方备受尊崇，笔者在秀山、酉阳、花 

垣、龙山等地考察时发现，几乎每一户人家的房屋旁 

边，都建有一个土地庙。另外，灶神、五谷神、财神等 

汉族神祗在土家族也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土家族与 

汉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兼容并蓄长期融合的结果 。 

《猴子为什么上不了天》、《上天梯》、《红苕藤子 

为什么巴地长》、《马桑树儿长不高》等神话中都有玉 

皇大帝或观音菩萨(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以后汉族的 

神)等汉文化中的神，同时还有孙猴子这个《西游记》 

中的人物，这有力地说明土家族的天梯神话明显是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土家族的天梯神话，是土家族文化与中原汉文 

化交融的结晶。天梯神话中的植物源于土家族农耕 

文化中对植物的崇拜，而其中关于天梯的构想则是 

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土家族天梯神话体现了土 

家族文化的本土性，也反映了土家族文化极大的兼 

容性和开放性。土家族的天梯神话，体现的是土家 

族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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