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坝彝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内主要分布

在安宁河流域的西昌市、喜德县、冕宁县等地。

他 们 自 称 “诺 苏 ” ， 高 山 彝 族 称 他 们 为 “木 黑

苏”，意为 “平坝人”。由于与汉族接触较多，

他们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及习俗等方面受汉

文化的影响较深。本文所探讨的喜德大石头、冕

宁漫水湾平坝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主要体现出文

化选择和文化叠合的特质。

一 喜德冕山大石头、漫水湾的自然地

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大石头隶属喜德县冕山镇，该镇位于安宁河

上游，是州府西昌通往喜德、冕宁、越西和甘洛

县的交通要道。该镇距离喜德县城 !" 公里，北与

越 西 县 接 壤 ， 南 与 冕 宁 县 相 邻 。 冕 山 又 叫 铜 桥

驿，彝名为 “真木”，意思是 “行人在此午餐休

息”，因山形崇隆，高耸如冠冕，故得名。明太

祖 朱 元 璋 （洪 武 年 间 ） 在 此 处 设 千 户 ， 属 宁 番

卫。清朝改设阿得桥土百户，以大石头彝族约莫

家 （汉 姓杨 ）世 袭其 职。 同 治二 年 （公 元 !#$%
年）石达开经过这里，兵败大渡河。!&%’ 年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此处，北上抗日。!&’% 年，

喜德县建立，划归喜德县。 ( ! )

冕山幅员面积 !&*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
米 （窝尔则俄），最低海拔 !,++ 米 （新桥乡），

三面环山夹着 - 字型的一沟一坝。该地年平均气

温 !,. ，雨 量 充 沛 ，适 宜 种 植 水 稻 、 荞麦 等 作

物。

大石头，即冕山镇民主村四组，是平坝彝族较

集中的住地。组上有 *$ 户人家，共 ""# 人，其中

彝族有 *% 户，!&" 人，其余为汉族。杨姓为组上

大姓家族，也是大石头 “阿得桥土百户”世袭之

家，有 %# 户；易姓人家 " 户；赵姓人家 ! 户；李

姓人家 " 户；曾姓人家 ! 户；龙姓人家 ! 户；郑姓

人家 ! 户。其中，杨、易、赵、李、龙姓为彝族，

其余为汉族。

漫水湾位于冕宁县南端，距县城 *# 公里，是通

往西昌的门户，东南与喜德、西昌为邻。 “漫水湾”

原名松林，现在的名字据说是彝语音译，彝语称为

“莫史法”，意思是战乱之地。过去这一带的彝族与

朝廷派来执行军务的汉族移民一直有摩擦，甚至时

有冲突和战争，故得此名。( " ) 漫水湾有汉、彝、藏、回

民族，其中汉族居多。该地气候温暖湿润，安宁河自

北向南流经全境，灌溉极其方便。主产水稻、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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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全村现有 #$ 户人家。其中，

王姓人家 %% 户，彝族姓杰诺，是村中的望族。村中

另一大姓李氏家族，彝族姓阿略，有 %$ 户。王姓和

李姓人家住在马路下方，马路上方住着 &$ 户吴姓

人家，汉族。!

二 喜德大石头、冕宁漫水湾平坝彝族

的丧葬习俗

凉 山 彝 族 的 丧 葬 习 俗 主 要 源 于 对 祖 先 的 崇

拜。其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试图依赖祖先的灵魂保

佑自身生命的需要。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其主要

核 心 内 容 。 毕 摩 （彝 族 巫 师 ） 认 为 人 有 三 个 灵

魂，人死后其中一个灵魂由毕摩念 《指路经》进

入 ’石 姆 姆 哈’ （阴 间 ） ； 一 个 与 其 遗 骨 留 在 坟

场；一个则被招附在 “玛都” （灵牌）上供子孙

供奉。到一定时候，由其子女举行超度仪式送往

祖界。围绕着这三个观念，产生了一整套丧葬礼

仪。因此丧葬礼仪包括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是

对死者尸体的处置，即指从死者断气到火化这一

过程的各种仪式；二是对死者灵魂的关照，包括

对死者亡灵举行的 “安灵”和 “送灵”仪式。 ( ) *

彝族谚语说： “父欠子债是娶妻安家，子欠

父债是安葬送灵”、 “父母有见识，就为儿孙奠

昌盛基；子女有见识，就给祖妣祭祀送灵”。由

此可见，丧葬礼俗在彝族人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

重要地位。

据笔者调查，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中火

葬 和 土 葬 两 种 方 式 都 存 在 ， 以 下 将 分 别 进 行 探

讨。"

（一）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的火葬仪式

关于彝族人的火葬， 《新唐书》和 《蛮书》

中均有记载： “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

日 焚 尸 。 ” 《太 平 御 览 》 卷 五 五 六 引 《永 昌 郡

传 》 ： “建 宁 郡 夷 葬 ， 置 之 积 薪 之 上 ， 以 火 焚

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

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 现代大石头平坝彝

族火葬的程序大致如下：

&+ 安葬仪式

首先清洗死者尸身，给死者穿上衣服，男性

死 者 通 常 穿 长 衫 和 裤 子 ， 女 性 死 者 穿 传 统 的 彝

裙 。 家 人 请 毕 摩 根 据 死 者 的 生 辰 推 算 出 火 化 吉

日，然后通知亲属，四邻或村民只要听到哭声，

不管是否相熟都要到死者家里帮忙料理丧事。

出殡前一天彝族称之为 “撮热”，意为 “集中

所有的人”，是丧期中最热闹的一天。凡是来参加

丧葬的人都在这天到齐，祭品 （牺牲或同等价值的

钱）也在这天送来。奔丧者多以一个家支或村寨为

单位。主方就地用酒给他们洗尘。

彝族认为有儿有女、子孙多的老人辞世是青笋

脱壳、菜熟叶黄的自然现象，不用过分悲伤。因此

灵前既有悲戚的哭声，又有欢乐的酒语、笑声，还

有宾主间的巧言答辩。 “阿克荷”是贯穿出殡前一

夜的活动，通常组织许多人排成对以领唱的形式为

死者指路送魂，有的也请毕摩念 《指路经》，主要

叙述一个人从生病治病到寿终及亲人得到噩耗时的

情景，然后谈及世间无人不死之理。再从死者的起

居处为起点，以日行距离为一段，一程一程地把魂

引送到祖先的居住地。

出殡前派丧葬队到山上砍柴，在火化场垒成火

化架。死者是女性，则派七人，垒七层高，每层七

根；死者是男性，则派九人，垒九层高，每层九

根。火化当天，将死者合唇瞑目蜷腿，两手交叉于

胸前，手指轻轻扣拢成拳，侧身放置在自己编的木

担架上，担架中间的木头条数也有讲究，一般女性

为七根，男性为九根。放置死者时，男性左手在

下，右手在上；女性右手在下，左手在上。行葬人

员用两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引路，送葬者跟在灵床

后，儿女子孙、亲朋好友嚎啕大哭。死者安放在火

化架上，从上引燃柴火，等尸骨完全烧尽后，毕摩

推算出垒坟的日子。到了那天，亲属在火化的原处

垒坟，有的家庭还要仿效汉族立碑。随后劝退家

属，送葬人返回指定地点，依次坐下。

%+ “安灵”仪式

前面已经提到过彝族认为死者去世后有三个灵

魂，其中之一附在子孙立的灵牌上，彝族称为 “玛

都”。大石头平坝彝族一般在死者去世当年或三五

年的时间，由毕摩算日子做 “玛都”。 视仪式场

地与有竹山之远近，在仪式前或咒鬼仪式完成后第

二天鸡鸣时分，由祖灵至亲之人携带白酒、鸡蛋、

炒面和烙荞饼等往高山深处去选灵竹，一般选用茂

密竹林中长势挺拔、枝叶繁茂的二岁山竹。当选中

某一细竹作为灵竹后，向其说明将被选为先祖或先

妣某某之灵，并祭以白酒、鸡蛋、炒面和烙荞饼

等，然后将其连根拔出，把竹梢砍断留在灵竹原生

长之处，且告慰竹魂。按所送祖灵之数每人一根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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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竹根。

灵竹拔回后，携至考妣火葬地，在火葬地石

堆上绕匝，先祖绕九匝，先妣绕七匝，然后交给

毕摩进行招灵附竹仪式 “尼黑尼果”。 第一步是

叫醒祖灵并通告之，第二步是招灵附竹，第三步

是 堵 塞 火 葬 地 污 祟 。 祖 灵 附 竹 后 ， 毕 摩 用 黑 、

花、白三根神枝分别扫除灵竹以除邪祟，随后制

作灵桩 “做俄”。灵桩 “做俄”的制作方法是：

用招灵附竹仪式 “尼黑尼果” 所取得竹根中节再

作仪式，边念相关言辞边削去部分竹根，只留一

粒谷粒大的一点作为竹灵 “娜色” （额骨的象征

物），若为男性则上端削尖并在中间刻出一线作

俗称 “天菩萨”的发髻，若为女性则上端削平并

在两线作发辫，再取预先备好的除过秽的一撮羊

毛裹在竹灵上作灵衣。竹灵作好后，取拇指粗的

桃树一枝，截为三、四寸长，剖开上端作灵屋，

将竹灵置于缝内，让其上的羊毛微露于外，再用

麻线扎紧，扎时男性加红线，由上而下按顺时针

方向捆九匝，打结在前作发髻，女性加蓝线，从

下而上按逆时针方向捆九匝，打结在后作发辫，

这 样 就 成 了 灵 桩 ， 也 即 “玛 都 ” 。 祖 灵 桩 “玛

都”做成后，要用煮好的鸡肉祭献，然后插除秽

神 座 进 行 作 除 秽 “苦 斯 ” 仪 礼 给 新 制 的 灵 牌 除

秽。毕摩念诵 《献药经》经文，唤请祖灵前来享

用药祭。这种仪礼据传在过去只有为腹痛而死者

进 行 献 药 ， 而 当 今 认 为 一 般 都 是 因 为 疾 病 而 死

亡，所以都要进行。

#$ “送灵”仪式

当家支中的 “玛都”聚集较多时，便要将其

送到山上的岩洞中，这个仪式便是 “送灵”。 送

灵，就是在仪式中使用语言和各种行动来指令、

引导和帮助祖灵回归祖界的仪式行为。祖界美好

且令人神往，然而通往祖界的道路却十分遥远且

凶险万分，祖灵回归祖界需要诸多帮助，于是有

了导灵、助灵回归祖界的诸多活动和仪式，如指

路送灵、舞乐送灵、转场送灵、牺牲送灵等。

指路送灵，主要以念诵 《指路经》经文的形

式向亡灵或祖灵指明通往祖界的具体路径，并且

教导亡灵或祖灵如何克服途中重重关阻顺利到达

祖界。指路的主体一为毕摩，二为参加仪式的主

祭者和参祭者。

归祖路上不仅路途艰辛，而且有毒虫猛兽和

各种妖魔邪怪的阻挠，所以仅仅凭借亡灵自身的

力量还不能顺利到达祖地，于是又有以生者集体的

力量来护送祖灵开路前进的送祖送妣 “普史妣闪”

仪礼。当仪式完成献牲后，主人家宗族男性人丁集

中起来，全副武装，助祭带着祖灵桩和其他一应用

物走在前面，另一人扛着接种树跟随在后，后是驮

灵马、报时鸡和开路猪，而后为主人宗族成员，有

的挥舞刀剑，有的舞棍弄棒，有的大声吼叫 “让

开，让开”，甚至有的还放鞭炮以助声威，最后是

手摇神扇肩挎神笠口诵祭词的毕摩，大家围着青棚

绕转三圈，利用群体的力量来威慑归祖路上阻挡前

进的妖魔邪怪。在这个仪式中，还要给祖先献上作

交通工具和引路、开路的牺牲。这种牺牲主要有

马、鸡、羊等。因此 “送灵”仪式规模大开支也

大。

仪式完后，亲属请可靠的人将木筒送到祖洞

中，在祖洞的选择上，有以下要求：一是和宗族的

迁徙历史有关，一般为这一宗族在大宗族中分出时

的祖先居住地所在的名山；二是要择选优美的环

境，崖洞必须干净，能够遮风挡雨；三是一般为黄

色或黑色的崖洞；四是大多为峭壁之上的天然洞，

愈险的洞愈理想，因为这种崖洞人畜不易攀登。需

要提及的是，无子嗣的人的竹牌不能与祖妣之灵筒

同归祖灵崖洞，而是在祖洞附近另选一个可以遮风

挡雨的崖洞藏之。下山后主人向送灵的人赠送肉食

以示感谢。

漫水湾平坝彝族的火葬仪式大体与大石头平坝

彝族相同，也有的家庭在送灵人下山时不赠肉食而

赠新衣，以示感谢。

（二）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的土葬仪式

根据各地彝族的 《指路经》记载，彝族实行土

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樊卓氏在 《云南志·蛮夷

风俗》中也记录有： “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

殡，依汉法为墓。” 大石头平坝彝族土葬的程序

大致如下：

%$ 安葬仪式

给死者清洗穿衣，女性死者多穿彝族传统裙，

男性死者多穿长衫裤子，尸首放置在家中一般不能

超过四天。家人找彝族毕摩挑选下葬吉日，丧家随

即通知亲属。出殡前一天亲朋好友、邻居等人齐聚

主人家，毕摩或熟知经文者念 《指路经》引导死者

亡魂沿着祖先迁徙路线回归祖先居地。有的家庭除

了请毕摩外，还请汉族端公到家里做通宵道场。

下葬当天死者被抬到坟地后，挖坑时第一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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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由死者的子女动手，然后其余人一起动手。挖

好坑后，先往坑里烧大量纸钱，意为子女给死者

在阴间使用的钱财。等毕摩认为与死者属相不合

的人回避后，才将棺木抬进坑里。回避的人可以

回家，其余人垒坟。大石头的平坝彝族均没有立

碑 的 。 到 了 第 三 天 ， 用 水 泥 把 垒 好 的 坟 再 糊 一

遍，叫做 “复山”。

#$ “安灵”和 “送灵”仪式

将 死 者 尸 体 下 葬 后 并 不 意 味 着 葬 礼 就 完 结

了，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于去世后一

年或几年内给死者制作 “玛都”。 “安灵”仪式

和 “送灵”仪式都必不可少，只有这些仪式都完

成后，整个土葬仪式才算真正结束。 “安灵”和

“送灵”仪式与火葬时相似，此处不再累述。

漫水湾平坝彝族的土葬仪式大体与大石头平

坝彝族相同。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出殡前一

天，除了请彝族的毕摩和汉族的端公做仪式外，

下 葬 之 后 还 要 请 彝 族 毕 摩 和 汉 族 道 士 做 仪 式 招

魂，意思是让生者的魂不要跟随死者去，并让死

者的灵魂得到供奉。下葬后七天烧纸钱祭奠。同

样也有 “安灵”和 “送灵”仪式。

三 平坝彝族经历的文化变迁

通过以上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丧葬习俗

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平坝彝族在这个最重要的

礼俗中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汉化痕迹，火葬仪式也

不是纯彝族式的，出现了垒坟和立碑的习俗。而

土葬更具有特色，不仅有彝族毕摩的参与，还有

汉族端公的加入。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上

两个地方所经历的变迁进程是不一致的，如图所

示：

% &’ 大石头平坝彝族；&# 漫水湾平坝彝族 (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 ) 国家的现代

化 进 程 中 ， 在 传 统 和 现 代 互 动 的 过 程 中 ， 大 石

头、漫水湾的平坝彝族在丧葬礼俗方面的变迁存

在进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一种斜向性

结构的延伸——— 漫水湾平坝彝族的葬俗较之大石

头平坝彝族的，更接近汉族的传统风俗。但就整体

趋势来看，以上两个地方葬俗变迁的倾斜角度并不

大，说明这两个地方仅就葬俗而言，更多地保留了

彝族传统文化的元素。

文化变迁通常被定义为： “一个民族的生活方

式所发生的任何变更，不论这种变更是因为内部的

发展所引起，或者是由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

的交往而产生。” * + ,一般来说，人们只会接受外来

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切。 “文化特质是被接受

或排拒，完全取决于它在接受文化里的效用、适宜

性和意义。一个特质必须对可能的借得具有某种效

用。” * - ,正如印度人不会接受牛肉三明治 %印度人

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 (一样，平坝彝族的各种仪式

中，包括上述的丧葬仪式，毕摩仍是整个仪式的核

心人物，毕摩宗教信仰仍是彝族人最主要的信仰，

或多或少介入的汉族宗教文化元素仍属于从属地

位。从而也印证了文化变迁的可选择性。

除了丧葬仪式外，凉山平坝彝族在语言、服

饰、节日等社会生活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

变迁：服饰上，他们多着汉装；语言上，引入了更

多的汉语借词，语音、词汇也有别于高山彝族；节

庆方面，除了彝族最重视的火把节和彝族年，还过

汉族的春节、国家法定的节假日；称呼上，不再只

重长房，而按照年龄大小排位⋯⋯

究其变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环境、气候、经

济、国家政策等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平坝彝族的文

化生活，但归根究底经济因素仍居主导地位。一方

面，根据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的来源得知他们

是从高山搬迁到低谷地带的， * . , 气候、温度、湿

度等巨大的差异使得燕麦、土豆、玉米等不再适合

种植，环境变化也不允许放牧养殖和经常搬迁的生

活方式。而种植水稻和圈养需要全新的技术与工

具，平坝彝族只有向身边的汉族学习先进的农耕技

术，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集体

化运动中，土地皆被收归公有，’!/# 年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来，家庭 “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

单位” * 0 ,，这不仅是传统社会的特点，也是现代社

会的特点。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

念猛烈地冲击着凉山彝族的生活。现时的家庭作为

“经济单位”的性质已与传统的有所不同，主要表

现在它已经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状态，而与国家经济

紧密联系在一起。平坝彝族只有不断调整自身才能

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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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这种文化上的变迁是一种缘自平坝彝族自身

发展的需求，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变迁形式。

四 平坝彝族经历的文化变迁的影响

上面已经论述过，大石头和漫水湾平坝彝族

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在丧

葬仪礼方面，及由此体现出的宗教信仰上的变迁

却是很缓慢的，究其原因，平坝彝族强烈的民族

认同无法依托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生活方面，即便

是彝语母语，后代子孙中大多数人也不会说了，

单语教育及汉语的 “话语霸权”使得民族认同寄

托在彝语母语上也是不可靠的了。因此，只有在

宗教信仰方面进行强化，才有可以维系后代人一

致认同的凭据。

纵观凉山平坝彝族发生的文化变迁，尽管物质

变化使得平坝彝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迁，

现代经济单位也由家族变成家庭，但精神层面的社

会生活，如婚嫁、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彝族传统

的家支观念仍根深蒂固，并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得

到了加强。这与朱炳祥描述的云南哀牢山地区摩哈

苴彝汉杂居区 “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

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 $ %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凉山平坝彝族所

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呈叠合性和复杂性。比如，平坝

彝族和汉族不通婚，但是由于经济上对汉族的依

赖，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村中彝族多通过拜干

亲的方式与汉族形成结盟关系。

五 结语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凉山平坝彝族的文化变

迁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当地村民自我发展的内部

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

代并存，在有选择地借入现代因素的同时保留了

自己的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具有叠

合性、选择性、复杂性。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平坝彝族通过宗教信仰的传承，强化了自己的族

群记忆，维护了家支的整体性以及内部纵向、横

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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