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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语地名命名方式及文化内涵

沙马打各

(西 昌学院 彝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摘 要】 凉 山彝语地名大致按居民姓氏
、

历史缘由
、

神话传说
、

地形地貌等因素命名
,

其命名

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
、

历史条件和风土人情息息相关
,

并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

【关键词】 凉山 ; 彝语 ; 地名 ; 环保理念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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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语地名是四川凉山境内彝族居住区域的

地理实体的名称
,

也是彝族语言体系中的专名
。

这些

彝语地名命名方式基本反映出凉山彝族的语言特

性
、

逻辑思维和审美旨趣
。

无论是彝名
,

还是汉称
,

只

要某一地名一经约定俗成
,

便成为这里的各民族所

通用
。

随着凉山彝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
,

大

力挖掘
、

梳理和探讨凉山彝语地名学就显得极为重

要
。

一 凉山彝语地名命名方式及特点

凉山彝语地名命名方式有一定的规律性
,

特色

较为鲜明
。

1
、

以某一家支姓氏加通名命名
。

如盐源县大林

乡村名沙玛拉达
, “

沙玛
”

即姓氏
, “

拉达
”

即山沟
,

沙

玛拉达意为
“

沙玛住的沟
” 。

又如马洛村
、

沈子河
、

吉

克依得 (吉克庄 )等也是由姓氏马洛
、

沈子
、

吉克再加

通名村
、

河
、

依得 (庄 )组合而成的
。

这些彝语地名体

现了某一姓氏聚集在某一地区的居住历史遗迹
。

2
、

以旧凉山等级称谓加通名命名
。

如兹莫依得

(土司住地 )
、

吉合依得 (奴隶住地 )
、

土诺依得 (白彝

黑彝住地 )等就是由兹莫
、

吉合
、

土诺加住地构成地

名称谓
。

这些地名也反映出旧凉山浓厚的等级观念
,

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

3
、

以人的五官残缺称谓加通名命名
。

如课波依

得 (聋子住地 )
、

大拨依得 (矮子住地 )等便是此类现

象
。

4
、

以某地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称谓命名
。

如美姑

县子威乡
, “

子威
”

即赛马
。

古时
,

人们常在子威村的

平坝上赛马
,

故名
。

位于昭觉县城东南的山名黑曾

博
, “

黑曾
”

即八十
, “

博
”

即山
。 “
黑曾博

”

即 /又十山之

意
。

传说
,

古时候
,

拉布俄卓 (西昌 )的勒格兹莫 (土

司 )家与美姑的勒力兹莫 (土司 )家在美姑交战数 日

后
,

勒格兹莫家战败而归
,

路过此山停留休息清点战

兵时
,

只剩下了八十人
。

故此
,

称此山为
“

黑曾博
” 。

l(]

又如克启补尔 (烧狗小山 )
、

拉莫西得 (被狼咬伤地 )
、

有木瓦吉 (驴子滚岩 )
、

文都德波豁 (打熊山 )
、

尼牡德

拉达 (祭神沟 )等也是按当时所发生的历史缘 由加以

命名的
。

5
、

以方位命名
。

如布约西 (下庙旁 )
、

依伍 (北

面 )
、

作各乃拖 (索桥头坝上 )
、

才洛瓦拖 (鹿子沟岩

上 )
、

尔坡西 (石牌坊旁 )
、

什打补史 (梨子树边 )
、

木居

布勒 (洞正面 )
、

布吉 (西面 )
、

瓦乌 (石岩下 )等均体现

了较强的方位意识
。

6
、

选取某地有代表性的植物称谓命名
。

如几

波大队 (漆树大队 )
、

日波祖等 (青冈树多的地方 )
、

他

普 (松林地带 )等就是以某地生长的代表性植物为命

名的
。

其中位于金阳县境内的一村名苟觉洛
,

意为
“

野泡桐树
” ,

就是因为此地长有一种能制作月琴的

野泡桐树而得名
。

7
、

以某地栖息或出没过的禽兽称谓加通名命

名
。

如瓦喀觉史 (猎狗山 )
、

史过拉达 (大蛇沟 )
、

布木

洛 (刺猾谷 )
、

策豁裹乃 (野鹿哑口 )
、

阿吉姑惹 (乌鸭

山 )
、

约梯约豁 (牧羊山 )
、

哈莫洛 (难鸡山沟 )等都是

以
“

猎狗
、

蛇
、

刺猾
、

野鹿
、

乌鸭
、

牧羊
、

难鸡
”

栖息或出

没的地方而得名
。

8
、

以故事传说命名
。

比如
,

金阳县地名老阿木

只
,

意为
“

石仙女
” 。

传说
,

数百年前
,

有一仙女
,

因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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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天规
,

罚下凡间后
,

化作一石
,

立于此而俗称
。

雷波

县山名沙阿波
,

意为
“

独羊毛山
” 。

古传洪水涨上山尖

只能放一束羊毛
。

普格县山名也俄额哈
,

意为
“

露

鸭
” ,

即为
“

螺髻山巅
” 。

传说古时洪水泛滥
,

这里放着

的鹅鸭未被淹死
,

言其极高故名
。

甘洛县村名车尔

莫
,

意为
“

降落地
” 。

神话传说支格阿龙 (一个半人半

神的彝族英雄人物 )从天降临此地
。

9
、

以表示意愿命名
。

比如
,

盐源县巫木乡村名

尔补西
,

意为
“

祈求吉祥的地方
” 。

美姑县村名瓦普
,

意为
“

鸡山包
” 。

旧社会人们用鸡在此地山上
“

驱邪
” ,

以祈求太平
。

喜德县洛哈镇森林名克莫调得斯普
,

意

为
“

狗尸林
” 。

为了保护本地生态林木
,

当地彝人用打

狗诅咒的方式
,

将狗尸挂在某一现眼处
,

以示此地林

木不得随意砍伐
。

彝语
“

觉土木古
” ,

意为
“

大地的中

心
” ,

曾是利利兹莫 (土司 )居住的地方
。

此名既有对

远祖故土的纪念
,

又有利于土司等统治者标榜 自己

显赫一时的地位和唯我独尊的心态
,

以古喻今
、

以古

镇今
,

树立其统治威信的用意所在
。

10
、

按 山地的颜色
、

大小和形状来命名
。

此类命

名方式在凉山彝语地名中占有较大比例
。

如 自什莫

(黄沼泽 )
、

扎诺莫 (黑土地 )
、

阿合史依 (金沙江 )
、

罗

什依 (黑沙河 )
、

觉蒙扎洛果 (黑土坝 )
、

波谷阿木 (大

山坳 )
、

瓦子莫 (大岩村 )
、

牧布拉达 (马过不丢的沟 )
、

瓦吾洛古 (岩下弯地 )
、

达洛格则 (如槽山梁 )
、

沃补祖

(鸡冠山 )
、

嘎普 (斜路山 )
、

阿舍 日豁 (山形似斑鸿 )
、

吉普乃坚 (蜂窝山 )等举不胜举
。

1 1
、

以数字加通名命名
。

如依次者 (一碗水 )
、

木

梭宗 (三块相连地 )
、

尼曲苦 (林边有两块山形地 )
、

嘎

尔吉西 (三锅庄地 )
、

洛所姐 (三岔林 )
、

尔觉坝 (四块

坝 )
、

哈拉达 (百虎沟 )等
。

由上所述
,

凉山彝语地名以地形地貌
、

居民姓

氏
、

故事传说
、

植物禽兽命名的居多
,

因而
,

重名的地

区也不少
。

凡遇到这种情况时
,

一般要在地名前加上

范围限制词或某县或某乡
,

甚至某村
,

用以区分重名

的地区
。

语
“

九代不要离开家族
,

一天与家族分离
,

一辈子无

家支救助
”

当成金科玉律
。

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
,

人

们对父系血缘关系高度重视
,

家支观念非常强烈
。

因

而
,

凉山彝人过去通常都是聚族而居
。

一个村落
,

往

往就是一个姓氏
。

姓氏成了村落的标志
,

也成为一面

维系和强化人们家支观念的旗帜
。

直到 1956 年民主

改革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这种现象才大为改观
。

当前
,

凉山彝族地区各家支杂居的情况较为普遍
,

但

有些地方的原有地名
,

仍旧沿袭至今
。

譬如
,

盐源县

柏林乡村名
“

妈海依等 (妈海住地 )
” ,

美姑县常来依

甘乡村名
“
阿来八嘎 (阿来村 )

” ,

雷波县千万贯乡队

名
“

嘎哈木洛 (嘎哈家住地 )
” ,

金阳县热柯觉乡村名
“

洛布依等 (洛布家的屋基地 )
”

等
。

这些彝语地名的

存在
,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

它还起着强化以父系血缘

为纽带的家支观念的作用
。

由此
,

凉山彝语姓氏地名

与家支观念互为制约
、

密切相关
。

三 地名与居住环境

二 地名与家支观念

凉山彝族大都属古候
、

曲涅两支的后裔
,

其姓氏

中马
、

阿候
、

勿雷
、

吉狄
、

阿俄等属古候系
,

而果基
、

补

约
、

罗洪
、

惹烈
、

俄尔
、

瓦渣
、

课伍等属曲涅系
。

正如彝

语格言
“

人类靠家支生存
,

猴子靠树木生存
” ; “

姻亲

是寻美处
,

血亲是力量的根基
” 。

旧凉山彝族靠家支

势力来处理家支内外矛盾纠纷
、

冤家械斗
。

把彝族谚

彝文古典史诗 《勒俄特依
·

洪水漫天地》川勺刀
-润 )

一文中描述了洪水泛滥以后
,

凉山彝族居住区域还

没有被淹没的高山都是按其大小进行命名的
。

譬如
,

彝语
“

俄洛则翁波
” ,

意为
“

凹头暴雨山
” ,

因洪水漫过

后
,

只剩下冰雹一样大的地方而得名
,

今汉称为位于

小相岭南段的
“

阳糯雪山
” 。

彝语
“

硕诺阿举波
” ,

意为
“

黑索玛狐狸山
” ,

因洪水漫过后
,

只剩下一个狐狸站

着的一样大的地方未被淹没而得名
。

今汉称为位于

雷波县境内的
“

龙头山
” 。

在布拖县境内的
“

木切勒黑

波
” ,

意为
“

璋子站立的高山
” ,

远古涨水时
,

只剩下一

只璋子立足的山顶未淹
,

故称
。

彝语
“

阿布测鲁波
” ,

意为
“

阿布家鹿子山
” ,

因远古涨水时
,

此山峰只剩下

一头鹿子立足的山顶
,

并在山脚下曾住有
“

阿布
”

姓

氏而得名
。

从中可以看出
,

凉山彝族长期在高山地带

繁衍生息
,

有着独具特色的一系列彝语山名
。

这些都

为丰富彝语词汇和研究彝族世居环境提供了极为宝

贵的原始素材
。

凉山彝语山名以
“

波 (山 )
”

为词根派生出反映其

居住环境个性的专名
。

这种专名的构词结构有两种

形式 :一种是词根
“

波
”

在前的泛指山名 ;一种是词根
“

波
”

在后的特指山名
。

如波俄 (山顶 )
、

波吉 (山脉 )
、

波俄则 (山峰 )
、

波居 (山腰 )等就属前者
,

而如上所说

的俄洛则翁波
、

硕诺阿举波
、

木切勒黑波
、

阿布测鲁

波便属后者
。

这些彝语地名是凉山彝族山地文化符

号的载体
,

基本反映了其世居环境的概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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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名与迁徙历程 五 地名与环保理念

凉山彝语地名铭记着某一姓氏及族群的迁徙历

程
,

而迁徙历程中又留下了当时地名实体称谓的语

言遗迹
。

现凉山彝族姓氏
“

课木
”

是一地名演变而成

的
。

明朝年代
,

因阿海家住在越西县
“

课木
”

山沟一

带
,

后来这一地名
“

课木
”

就 自然成为其支系的姓氏
,

并沿用至今
。

据《勒俄特依
·

兹莫住地 》闭卿
一

皿记载
,

居木武吾之子武吾格兹曾带领本部人马在金沙江两

岸不断迁徙
,

以寻找理想的住地
。

其迁徙路线是
:
从

明堤到嘎尔莫波 (雷波 )

—
谷 自吉古 (谷 自坝 )—

莫伙拉达 (马边 )— 接支依达 (俄边 )

— 吉古甘洛

(甘洛 )

— 坡火拉达 (普雄 )— 辛则拉达 (越西 )

— 辛多拉达 (喜德 )

—
阿其比尔 (冕宁宏模 )—列衣尔觉 (西昌安宁场 )

— 勒格俄卓 (西昌 )

—
木

特多尼 (西昌大兴场 )

—
撤拉地坡 (昭觉烂坝乡 )

—
四开拉达 (昭觉四开乡 )

—
火古昭觉 (昭觉 )

—
尼木竹核 (昭觉竹核乡 )

— 吉叶硕诺 (黄茅埂 )

—
日哈洛莫 (昭觉 日哈乡 )— 特觉拉达 (布拖县

拖觉镇 )

—
吕恩勒洛 (昭觉解放沟三河乡 )—

阿

涅马红 (普格县压马红乡 )等
。

最后在山水相依适合

耕牧的兹兹蒲吾 (云南昭通 )定居
。

古候
、

曲涅两支系

进人四川凉山后的迁徙路线和居住环境
,

从这些地

名描述中反映的各种风俗
、

民情
、

地物
、

地貌来看
,

还

是基本反映了当时迁徙的真实情况
。

兹不断迁徙
,

寻

找到理想的住地
,

不仅表达了彝族人民对居住环境

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

而且反映了游牧民族转向农耕

经济形态的变迁
。

凉山彝族以植物命名的地名充分体现出浓厚的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

他们在选择居住环境时
,

林木是

不可或缺的首要必备条件之一
。

为了保护树木
,

常以

树木较多的一类来取地名
。

譬如
,

漆树多的地方称为
“

几波祖等
” ,

意为
“

漆树园地
” 。

凉山彝族人认为
,

树

木有神树
,

且不得随意砍伐
,

否则激怒天神
,

暴雨成

灾
。

位于喜德县洛哈镇普乃阿莫村的一山坡上有一

棵大杉树
。

这棵杉树枝繁叶茂
,

四周遍布旱地
。

当地

人称此地为
“

茹波西
” ,

即
“

杉树旁
” 。

寓意把它当作神

树来精心保护
。

对于林木葱郁地带
,

为了有效防止毁林开荒
、

乱

砍滥伐
、

过度放牧等
,

当地彝族人民每年都要主动出

资买鸡买狗
,

请有威望的毕摩 (执掌宗教仪式者 )
、

苏

依 (长者 )举行隆重的
“

封山育林
”

仪式
,

以此来规范

村民的行为方式
。

通过毕摩
、

苏依诅咒后挂过鸡尸

狗尸的林地
,

洒过鸡血
、

狗血的草地
,

都统称为瓦莫

西德 (打鸡地 )
、

克莫抵德 (挂狗尸地 )
,

以示警告乱砍

滥伐者
,

不得随意破坏
。

凉山彝族的图腾崇拜迹象在彝语地名中也俯首

皆拾
。

如彝语
“

拉色洛
” ,

意为
“

杀虎沟
” ;彝语

“

拉青依

且
” ,

意为
“

有狼跳过的瀑布
” ;彝语

“

古曲
” ,

意为
“

白

色的仙鹤
” ;彝语

“

昭觉
” ,

意为
“
山鹰 的坝子

” ;彝语
“

觉克瓦拖
” ,

意为
“

山鹰住的岩石
”

等
。 ’

从中可以看

出
,

凉山彝语地名烙印着深厚的图腾文化标识及质

朴的生态环保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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