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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抹到」（Mat to）： 
西婆羅洲客家人污染的觀念

蔡靜芬

壹、簡介

時至今日，西婆羅洲的客家華人社會仍普遍存在「污染」的觀念，在客

家話中稱為「抹到」（Mat to），意思是「偶然接觸到」或「碰上」污染。這種

偶遇大多是無意的，受害人也不會即時意識出來，而且症狀因人而異：輕則頭

痛發燒、惡夢連連；重則全身發抖、噁心想吐，甚至徹夜難眠、言行昏亂。

其中力量最強的污染來自孕婦、新娘和逝者，這些源自人界的力量稱為「煞」

（sat）。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存在於超自然界的污染，因此客家人在每次走近

樹林、於特定時間出外，或是到訪某些地方的時候，總是格外小心。

作為一項民族誌研究，本文會從當代的角度對這種「污染」信仰進行闡

釋，希望更深入理解客家華人的世界觀。所謂「世界觀」，就是同一文化群體

中彼此共享的文化語言，就像是一面鏡子，讓群體成員用來感知及回應所處環

境出現的某些現象或概念，進而對各種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進行解釋。可

是，這面鏡子也容易受到群體中「其他成員」的看法所影響。客家華人在砂拉

越與其他文化群體共同生活了至少四代，而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客家人更與

當地族群共處了至少五代。客家華人早在 17世紀中葉就抵達印尼西加里曼丹

省，到了18世紀中葉，部分人因鬥爭移居至砂拉越，從此開啟了移民的大門。

作為移民族群，華人社會與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的原住民和諧共處。砂拉

越總人口達 270萬人，有 34個族群。主要族群為伊班族、馬來族、華人、比

達友族、馬蘭諾族及另外 29個族群。其中包括印度族、歐亞族、巴加坦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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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貢族、貝馬利族、柏拉旺族、比沙亞族、烏吉特族、達利族、杜順族、賈蒂

米里克族、卡江族（包括瑟卡潘族、克加曼族、拉哈南族、普南族、丹絨族和

加拿逸族）、加央族、卡達央族、加拉畢族、肯雅族、拉吉布族、利宋族、羅

加族、倫巴旺族、納羅姆族、本南族、砂班族、西漢族、達本族、達卡族、

達島族、特林族、瓦伊族。華人占砂拉越總人口的 24.5%，當中 31.5%（共

176,669人）都是客家人，主要聚居於古晉、石隆門、新生村、巴達旺、阿沙

再也及英格利里（常稱為砂拉越南部地區）。由於砂拉越大部分的客家人都是

在南部定居，本章將以砂拉越南部的客家人為研究重點，下文提及「砂拉越的

客家人」時，所指的都是住在砂拉越南部的客家人社群。

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尼政府向來不鼓勵按民族對人口進行分類，

以免阻礙國家建設和影響國民身分認同。直到 2000年「政治禁忌」廢除後，

印尼才首次公布以民族區分的官方統計數據。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的 2010年

印尼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大致分為 15個主要類別，其中 9個位於西加里

曼丹省，包括達雅族、馬來族、爪哇族、華人、馬都拉族、布吉族、巽他族

及巴塔克族等。西加里曼丹省擁有 430萬人口，其原住民達雅族由 375個操

不同語言，文化習俗各異的群體所組成。華人占西加里曼丹人口的 8.2%（共

358,451人），其中在僅有 239,000人口（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donesia, 

2020）的山口洋市，客家華人的占比就高達 60%（120,000人），而且他們都

能與其他族群和諧共處。

本章將探討客家華人對其「東道國」（host）環境及其他文化或族群的信

仰作出的反應，同時論述他們的感官體驗或信仰傳統，如何在其「世界觀」中

得到體現。根據英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1966; 1986）的說法，儘管社會成員

普遍以相同信仰作為彼此維繫的基礎，但成員本身也有選擇的自由。他們沒有

被困在群體的世界觀裡，可以自由選擇追隨、不追隨、採納或同化其他信仰。

透過追隨或採納信仰而得的世界觀，允許成員內外同時與之融合，在文化和心

理上給予他們更廣泛的安全網。

本章首先討論不同類型的「污染」，及其對「受污染者」造成的各種影

響，再研究實地考察期間目睹的實際案例，了解客家人對此種情況有何化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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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預防措施。文中所用的客家話是河婆方言，部分用語會附上羅馬字母拼音

以供參考。

貳、「煞」與「污染」

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人普遍相信，部分人身上存在某種異於常人的

力量，其中以孕婦、新娘和剛過世的亡者力量最為強大，通常稱為「煞」

（sat）。凡是接觸到這種力量或與具有此一力量的人相遇，都會被視為「受污

染」或「抹到」（Mat to）。孕婦身上存在的稱為「大肚煞」（Tai du sat），來自

新娘的叫「新娘煞」（Sin nyong sat），而隨逝者而來的叫「死人煞」（Si nying 

sat）。

就力量強弱而言，三煞中以「大肚煞」為首，足以令小孩惡夢連連、徹夜

嚎哭，也可能導致成年人身體不適，例如無故發冷、頭痛噁心等。此外，這種

「煞」也會導致諸事不順，例如工程失利，或在製作發粄 1（Fa Pan）時粄面未

能發起。如出現這種情況，大多是受到大肚煞的「污染」（有時也稱為「大肚

抹」）。客家人一般會在孕期滿三個月才對外公布喜訊，他們相信「胎神」（Toi 

shin）需在母親子宮內待滿三個月才能完整成形，在此之前收到任何祝福都會

驚擾或嚇走「胎神」。據信當胎兒穩定下來後，也就是懷孕滿三個月時，準媽

媽身上才會出現所謂的「大肚煞」。

人們認為「胎神」就像愛玩淘氣的孩子，心情起伏不定，而且脾氣難以捉

摸。一般來說，小孩最容易受到「大肚煞」影響，因為「胎神」喜歡跟小孩玩

耍，也更容易對他們發脾氣。話雖如此，「胎神」從不離開母親身體太遠，所

以家裡有孕婦時切忌搬動家具，以免稍一不慎誤傷胎神，可能會干擾到胎兒

成長，或者令母親分娩特別困難。運氣較差的人最有可能碰到此煞。學齡前的

1 又稱「發財糕」、「發粿」或「發糕」，是過年祭神和拜祖先的常用祭品。馬來西亞和印

尼的潮州人、福建人及廣東人等族群都會在祭祀時奉上這種蒸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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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孩子「運還沒那麼高」2（Jun hang man an ko），特別容易受到影響。為求化

解「大肚煞」，人們會佩戴飾有四眼圖案的護身符或吊墜，稱為四目牌（Si mu 

pai），或將其夾到衣服上。

製作發粄（Fa Pan）是其中一項特別容易受「大肚抹」影響的活動。這種

蒸糕是祭祀、喜慶、婚嫁的必需品，用米粉、糖和酵母製成，而且在高溫蒸煮

之前，通常需要靜置一夜讓其自然發酵。出爐的發粄表面會因糕體膨脹形成三

或四段裂痕，看起來像盛開的花朵，客家人認為這有花開富貴之意。這種蒸糕

一般都在節日或喜慶當天新鮮蒸製，若粄面未能像花一樣爆開，則會失去象

徵富貴的寓意，所以製作時務必小心謹慎。大多數家庭在把蒸糕放置過夜發酵

時，都會在容器外圍繫上紅繩（相傳紅繩能避大肚煞），而在蒸製過程中，部

分家庭甚至會關上廚房窗戶以免孕婦意外看到。「大肚煞」會在整個懷孕期間

在孕婦體內發揮作用，是三煞中影響力最強的一煞。

「新娘煞」是在婚禮當天，新娘戴上頭紗那一刻開始作用。根據客家習

俗，新娘父母會在新娘出門之前替她戴上頭飾或面紗，而所謂的「新娘煞」也

是由此刻而起，力量之大足以觸怒天公，所以新娘出門時都要撐起雨傘以免得

罪天公，直到上車後才能把傘闔上。當新娘到達新家下車時，她要再次把傘打

開，道理相同。在新娘穿過大門的門檻時，大多數人應避免直視新娘，否則生

辰八字與新人相沖的賓客有可能會受「新娘煞」影響。在一般情況下，新郎的

家人會事先諮詢算命先生，了解哪些生肖的人跟夫婦八字相沖，再安排這些賓

客稍後才參加儀式，或直接躲在房間，避免在敬拜祖先之前看到新娘。

最後是所謂的「死人煞」，也是三煞當中力量最溫和的一種，只有死者家

屬以外的人才會受其影響。此煞會在逝者遺體從生前住所運到墓地的那一刻開

始作用，雖然任何旁觀者皆有可能受影響，但不代表葬禮賓客全部無一倖免，

而是只有「運低」（juntei）的人才容易受到這種力量「污染」。此外，據信有

些出席葬禮的成年人，會把「污染」帶回家中傳給幼兒，因此賓客家門通常放

2 若是成年人，則稱為「運矮」（jun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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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桶水，水裡泡著抹草 3（mat cho），讓他們在回家前先洗乾淨。

參、其他污染

除了以上三煞，客家人還相信我們周圍存在其他「污染」，雖不足以構成

「煞」，但其影響也不容輕視。由於靈體經常在墓地、樹林、山間或河流等地出

沒，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區域都是污染的高風險之地，一般人每年只在清明掃

墓，以及在近親過世時才會到墓地參加葬禮。雖以祭拜祖先為名，但墓地始終

與靈界關係密切，到訪期間必須保持警惕，例如不要直呼別人名字，以免亡靈

聽到；而大聲說話和高聲談笑也是不尊重亡靈的行為，有可能會激怒逝者。相

傳把一片白茅放在耳後，能有效避開靈體的注意。以上措施固然可避免在到訪

墓地期間受到「污染」，但從墓地回家後，進屋前也應用抹草水（mat cho sui）

把臉和雙手洗乾淨，以免從墓地帶回來的「污染」轉移到家裡運勢較低的人身

上，尤其是年幼的孩子。

樹林、山間及河流一般遠離人類聚居地，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兩地的所有

族群皆認為靈界經常以此為居，故視之為神聖之地。他們相信裡面住著各種靈

體，例如來自 Panggau Libau 4的神明、守護靈（penunggu）（Chai, 2020）、逝

者亡魂、muat5、tapah 6及惡鬼 7 （hantu）等。當走入樹林山間或走近河流時，務

必注意言行以免引起靈體注意，也需遵守一些禁忌，例如：不叫直呼名字或高

3 學名 Anisomeles indica，又名金劍草，在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人常以它作「淨化」之
用，相傳能驅除惡靈。在通靈期間，靈媒會喝下浸有「抹草」的水以求淨化心靈。很多

人會把葉子放到嬰兒床或掛在嬰兒鞦韆上。每年到了農曆七月，人們都會把葉子放在汽

車抽屜以免遇上孤魂野鬼。
4 Panggau Libau的神明是受伊班族崇拜的英雄。伊班族占砂拉越總人口的大多數
（30.3%）。

5 比達友族所敬奉的神靈，具侵略性。比達友族是砂拉越第四大族群（占人口 8.4%），但
他們在客家人聚居的南部地區占主導地位。

6 比達友族相信這種靈體也有善惡之分，取決於實際情況。
7 因意外喪命或被謀殺而無法安息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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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喊叫；聽到怪聲不要好奇提問；聞到異味應假裝不知道；而最重要的是在叢

林、山間或河邊小便時，應先徵求同意。

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到處皆是茂密的森林，靠近叢林、山間或河流確實在

所難免。此外，樹林在不少文化中都是逝者的長眠之地，雖然現在大多數族群

都改將亡者葬於公共墓地，但森林裡仍有不少往日所立的墳墓，而且都沒有寫

上名字。假如不小心踏上無名墳墓，很有可能會被墓中靈體「污染」。在這次

採訪中，很多客家人都表示曾在這些地方遭遇靈界「污染」。在出現相關症狀

時，他們通常會向靈媒求助，或者通過靈媒向神明祈福化解，可是若遇上比較

頑固的靈體，此舉可能會把靈體進一步激怒。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受污染者需

與被冒犯的靈體好好談判，再由靈媒進行調解。

有多容易受「污染」也是因人而異，即使二人同時處身於相同地方，也可

能只有其中一人碰上靈體，實際情況取決於這個人是否「運矮」。每年農曆七

月鬼門關大開，靈界眾生遊戲人間，故需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以免不幸碰上靈

體，像是盡量避免晚上出外；最好別在農曆七月結婚，甚至不要慶祝生日，以

免招惹陰靈。相傳「運矮」的人較容易遇到這種情況，應把護身符放在車上，

或置於手提包或錢包裡以保平安。

年幼的孩子普遍「運矮」，很容易被「抹到」，晚上最好別帶他們出門，或

到叢林、山間等地方。此外，他們也比較容易碰上在人間流連的靈體。很多人

相信惡靈會在一天中某段時間在人間遊蕩，比如在馬格里布禱告 8期間或夜幕

低垂之時。客家人很多時候會比照穆斯林鄰居的做法，在禱告開始前讓孩子趕

快回家，以免碰到路上的孤魂野鬼。砂拉越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族群也普遍認

同這種做法。

8 伊斯蘭教徒每天五次禱告之一。馬格里布禱告在日落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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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化解「污染」

砂拉越和山口洋兩地的客家族群相似之處，在其寺廟數量眾多。在砂拉越

78座大伯公廟中，有 47座（占 60%）位於砂拉越南部，如上文所述，南部城

鎮的華人以客家人占大多數。這個數字還未包括其他寺廟，例如與客家文化甚

有淵源的大聖爺廟 9、三山國王廟及石王公廟，這些廟宇遍布砂拉越南部各個客

家人聚居地。至於山口洋市，在當地有「千寺之城」的美譽，在這個占地僅

500平方公里的小鎮，寺廟的數量多得驚人，而且比例遠超過其他地方，幾乎

每個街區都有寺廟，各大神明被尊為不同街區的守護神。此外，到寺廟參拜也

不限於農曆特定日子（如初一、十五），很多人會經常參拜以求神明庇佑，甚

至請靈媒幫忙消災解困。

根據對砂拉越和山口洋兩地寺廟和靈媒的觀察（蔡靜芬，2020），大多數

向靈媒求助的信徒都是碰上不潔之物或所謂的受「污染」。他們通常是經歷症

狀多天後，在忍無可忍之下向寺廟求助，症狀包括徹夜難眠、頻生惡夢、無故

發抖或頭痛欲裂等。在降神會期間，受害人會坐在靈媒旁邊，靈媒透過身旁助

手向受害人或其隨行家人，查問他／她最近去過的地方和實際時辰。之後，靈

媒會當場寫下符咒交給受害人，或請助手把符咒燒掉，再讓受害人把符水喝

下。此外，靈媒有時也會額外給受害人一些護身符，用於沐浴或在黎明時分在

家門前燒掉。有需要時，靈媒甚至會用豪豬身上的尖刺戳在小孩的腋窩、手

臂、肩部和背部，以求驅除及化解污染。

若問題嚴重，安撫儀式將由靈媒在寺廟或受害人家裡進行。2016年在山

口洋的一次實地考察期間，一名男性受訪者向我轉述，其家人之前在洗澡時手

臂被劃傷，但傷痕看起來像是由某種動物造成，而浴室門卻是一直關上，整個

浴室只有她一人。就在當天晚上，受害人的母親做了一個惡夢，夢見被一隻長

著人類四肢的動物窮追不捨。後來他們舉家去找靈媒求助，發現原來是某守護

靈（penunggu）因家園被毀而想報仇雪恨。當時守護靈所居住的森林正進行清

9 亦稱為齊天大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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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準備建造新房，而這家人的房子正好坐落在森林後方，於是鬼魂想把這

家人趕出家門作為報復。經過連續十二個週五晚上的淨化儀式、焚香祭品和香

油奉獻，守護靈終於願意離開，以後也再也沒有無故打擾（蔡靜芬，2018）。

靈媒對化解靈界與人界之間的恩怨糾葛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有時被冒

犯的靈體可能會提出超出受害人家屬能力範圍的要求，此時靈媒必須從中協

商，務求達成共識。舉個例子，在山口洋 Jalan Nusantara Dalam附近的某座寺

廟裡，某守護靈一連幾個晚上向一位客家人小販報夢。夢中守護靈化身成中年

男子，要求在小販攤位後面設置祭壇，還要求宰牛供奉及準備其他祭品，包括

安息香 10、蠟燭、香燭、椰子和當地美食。小販對宰牛供奉的要求感到有心無

力，只好請靈媒試圖協商，希望能以一塊牛肉代替。守護靈最初拒絕讓步，但

最終接受以兩隻雞代替，連同其他祭品一連四週在星期五晚上 11進行供奉。

伍、討論：納入其他世界觀

根據美國人類學家拉巴布（Roy Rappaport, 1999）的說法，「信仰是一種

內在狀態，主觀上是可知的。相比之下，接受卻不是私人狀態，而是公開行

為，對目擊者和行事者而言都是可見的。」客家人對婆羅洲文化的風俗習慣一

點也不陌生。透過通婚、貿易和共享居住地，幾代以來對這些鄰居們的做法都

有深切認識。他們生活在主流族群的社交圈子裡，這些主流族群由幾個族裔組

成，包括伊班族、比達友族、馬蘭諾族、卡揚族、肯雅族及烏魯族等，他們彼

此經常接觸，來往甚密，也懂得尊重和適應這些族裔的信仰，更把部分信仰融

入到自己的世界觀裡。

上文所述的「三煞」都是來自群族中暫時脫離正常社會結構的成員。以新

10 由樹脂製成，燃燒時會產生大量煙霧和強烈香氣，常見於東南亞國家。
11 在印尼語中指週四晚上（但在馬來西亞則指週五晚上）。當晚靈媒會向神明進行特別的祝

禱儀式，再用水或安息香來淨化劍、曼道刀和帕朗刀等儀式專用武器。各大寺廟會擠滿

來看靈媒請神的信徒，並且希望求得幸運數字。人們普遍相信在當晚祈福會特別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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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為例，戴上頭紗代表即將轉移到準丈夫的家庭，但她還未完全融入新家庭，

也不再依附於自己的原生家庭，處於「既不在那裡也不在此」的不穩定狀態，

即文化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 1969）所謂的「邊緣狀態」。山口洋的大

部分客家人至今依然堅持要新郎、新娘敬拜雙方祖先，其中新娘家人會在婚禮

舉行之前（可以是一天或多天之前），另選良辰吉日祭拜祖先；新郎家則在婚

禮當天早上進行祭祖儀式。反之，在砂拉越的客家族群裡，情況有明顯差別，

大多數人在婚禮當天只會在新郎家裡進行祖先崇拜，可見這裡的文化比較側重

於男方家庭，而且為方便起見，他們也簡化了新娘家人要進行的婚俗禮儀或聘

禮交收儀式。儘管如此，在客家人的世界觀裡，他們依然堅信新娘身上具有所

謂的「煞」，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利影響。

另一方面，身懷六甲的孕婦剛脫離兒媳婦的舊身分，但還沒真正當上母親

這個新角色，情況跟上文提到的「新娘煞」類似，兩者皆處於一種不穩定的

「邊緣狀態」，形成了某種強大的力量（煞）。此外，同樣處於過渡期的還有子

宮裡的胎兒，胎兒每天成長準備降生，脆弱卻又力量驚人。很多人會佩戴「四

目牌」以抵擋孕婦和胎兒的兩雙眼睛。由於「大肚煞」非同小可，孕婦需對自

己的行為予以限制，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走動。在這方面，身邊的親朋好友就發

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提醒孕婦保持警惕，也不要讓其他人擋住去路，反

之亦然。這種對孕婦的行動限制，能避免她們在社交或其他場合發生意外，讓

一切得以正常的秩序進行。

在砂拉越和山口洋的客家族群裡，剛過世的亡者通常會在家裡待上幾天，

好讓近親有時間回家道別，也可順道為逝者祈禱，望他們早登極樂。將已逝親

人置於家裡雖不會對本身的家庭成員造成「污染」，但前來表達最後敬意的親

友，則需採取適當的自我預防措施以防受「污染」影響。賓客或遠親回到自己

家裡時，也應在進門前先用「抹草水」洗手洗臉，以免把「污染」帶回家中影

響他人，如：幼兒或「運低」的人。

「死人煞」始於逝者遺體離開生前住所的那一刻。放著遺體的棺材通常是

由小型客車運到墓地，期間路上行人應避免直視車輛，以免被「死人煞」污

染。路上司機也應讓路予靈車通過；若途經住宅區，父母則應盡量別讓小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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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靈車。這種力量僅影響與逝者無直接關係的人。換句話說，「死人煞」只會

污染非親屬，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此「煞」是否會影響鄰居或其他族群的旁

觀者。

圖 11-1：納入其他世界觀的客家社會

資料來源：本圖由作者繪製。

如文化人類學家特納（1969）所言，凡是未能適應到固有位置，即使是暫

時性，都被認為是「危險且無秩序的，必須通過禁令和條件規則予以限制」。

這正好符合本文所述的三種情況，孕婦、新娘和剛過世的亡者，都是暫時脫離

在社會上固有位置的個體。這些存在於人界以外的「他者」，雖不屬於人類世

界，但與我們關係密切，有機會危害社會的安寧與秩序。人類學家道格拉斯

（1966）將其定義為某種「錯位的事物」，在物理和精神上污染人類。這種「他

者」不局限在自己的世界觀裡，而是與其原住民鄰居本身的「他者」世界觀有

著千絲萬縷的交錯關係。

靈界事物在原住民的世界觀裡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這種世界觀不僅受到

客家人的尊重，後者更以此為鏡，試著理解周遭的社會環境及作出回應。客家

人把其原住民鄰居有關靈界污染的信仰融入到自己的世界觀裡，是他們融入當

地社會和理解宇宙萬物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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