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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彝走廊东端凉山州境内，有一藏族支系自

称尔苏。在尔苏文化圈内[1]，由于尔苏藏族和彝族、

汉族等其他民族共居，千百年来的文化涵化，使独

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融入了许多兄弟民

族的文化因子。为了比较研究凉山彝族和尔苏藏

族在火把文化方面的异同，我们多次开展田野调

查，实地记录了尔苏藏族的火把节活动。

一 尔苏藏族火把节的人类学描述
尔苏藏族从农历六月十六日开始过火把节，六

月十八结束。尔苏人进入农历六月以后就圈养祭

祀用鸡，开始扎火把、备松渣，准备过节。十五日清

扫室内外卫生、搬足架置酒坛、杀猪宰羊。第二天

黎明，就杀鸡敬祖、开坛匝酒①，从早到晚都有活动。

敬神前要举行洁净仪式，先取半瓢水，把烧烫

的鹅卵石和几枝嫩蒿草一起放入水瓢里，用水蒸气

熏烤先祖入座的神龛和敬神的器具，祭祀先祖和山

神，祈求全家人平安幸福，祝福全村人安康。尔苏

人火把节要在屋内地上铺满山上割回来的新鲜蕨

蒺草，来客在草铺上就坐，节后再把草全部清到畜

圈。

第一晚点火把有点火仪式，由男性长者主持。

长者拿着燃烧的树枝站到庭院中，年轻人人手一把

蒿子秆，就着树枝点上火，主持者边点火边念“点火

祝辞”。祈求火神烧死危害庄稼的害虫、保佑后代

平安吉祥、全村人吉祥平安、五谷丰登六畜齐旺。

年轻人边吆喝边舞动着火把送上山去。

尔苏人火把节三个晚上都有不同的节日内

涵。第一天“接节”是“接火神”。大家围成一个大

圈，焚烧火把，祝福火堆给自己带来好运。大家找

来柴草，在自己周身拂过后丢入火里焚烧，嘴里不

停地诅咒鬼邪离开自己，祝福自己和家人平安吉

祥。众人拾柴，浓烟滚滚，借机烟祭。大家围火而

歌，围火而舞，歌词以接节为中心，描述尔苏人宰杀

牲口祭祖敬山神的场景：“麻花阉鸡迎节日，红鸡三

千迎节日。黑毛肥猪迎节日，肥猪三千迎节日。”

“足架九个迎节日，美酒九坛迎节日。弯竹九条迎

节日，凉水九桶迎节日。”大家挨家挨户去品酒，闹

腾大半夜。第二天是欢度节日，着节日盛装，唱节

日颂歌，跳节日舞蹈。晚上唱“过节”歌：“纱纱长裙

穿起来，黑白披毡过节日。白色头帕裹起来，银泡

彩珠过节日。手镯戒指戴起来，朵部拉绣过节日。”

继续挨家挨户品酒，不醉不归。第三天唱送节歌，

唱词以欢送节日为主：“俊男三百送火把，靓女三百

送节日。唱歌跳舞送火把，摔跤扳腕送节日。男女

老少送火把，年年今天是节日。”这天晚上，要开展

打火把游戏，驱鬼祛邪，娱神娱人。附近几个村庄

的人都聚在一起，聚会时要悄悄地接近邻村人，突

袭对方，互打火把。打火把时一手举火把，一手抓

早已晒干的锯末或松渣撒向火把，引得火星四溅

……

火把节，几个村庄的村民会聚在一起摔跤竞

力、唱歌跳舞，既要赛力气赛技巧，又要赛舞蹈赛歌

喉。这是男子展示身手的大好时机，也是女子一展

歌喉的极佳时间，还能找到意中人。

二 火把文化的人类学意义
（一）尔苏藏族火把节节日源流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给自己的传统节日赋予美

好的文化内涵，创作美丽的民间故事。尔苏藏族把

节日和自己的祖先与诸葛亮打仗的事情联系在一

起。按照尔苏人的传统说法，当年农历六月十六

日，尔苏人和诸葛亮打仗时，尔苏人守关隘因骄狂

而败，从此以后，尔苏人每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早上

过火把节，以纪念这天早上的惨痛失败。火把节的

传说之二是烧天上下来危害庄稼的虫。这是藏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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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上许多少数民族族群本土信仰的自然反映，符

合其本土信仰，也是尔苏人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

民族以后形成的理念。他们在栽种以后苦于虫害，

偶然发现火可以治虫，于是扎火把游行庄稼地，用

松香粉或砟碎的细松树枝叶撒在火苗上助燃，引得

烈火熊熊。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显著进

步，是农耕民族原始生产劳动灭虫害的方式，另一

方面又表现出他们崇尚火神崇尚大自然，是大自然

崇拜的本土信仰使然。进一步来讲，与其说是劳动

方式，不如说是祈求山神和天神的一种本土信仰祭

祀活动，所以我们说尔苏藏族的火把节有着深厚的

民俗文化内涵。其实，尔苏藏族火把节的缘由也与

生产劳动相关：仲夏除草结束，庆贺农活过半，庄稼

丰收在望，举酒同庆同贺。

火把节是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人民群众的传

统节日，尔苏藏族的火把节在农历六月十六举行，

以烟祭和火祭为主。祭火驱除家中和田地中的鬼

怪污秽，祈求山神爷保护村民，确保人畜平安。节

庆期间，藏彝青年男女点燃蒿草杆或松木制成的火

把，到村寨田间活动，边走边把锯木面或松香粉撒

向火把照天祈年，除秽求吉。现在，在市场经济和

商品意识的作用下，人们利用集会欢聚之机，唱歌、

跳尔苏藏族觉跺舞、集体舞和达体舞，彻夜狂欢，进

行社交活动或开展商贸活动，约会情人。

尔苏人火把节的歌词反映了三天活动的不同

主题，是尔苏藏族火把节节日文化的集中表现，反

映了尔苏人在长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崇拜先祖、崇

拜山神爷、崇拜火神、崇拜大自然里所有有灵气的

东西的精神范式[2]。据老人们介绍，尔苏人打火把

是为对方祛除污秽和邪气，驱除附在人身上的鬼

怪，是为别人服务、替他人消灾的善举。过去打火

把时要进行比赛，现在打火把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不再组织比赛了。

（二）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文化拾零

凉山彝族火把节历史悠久，节日文化古朴。中

国凉山彝族火把节，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东方的狂

欢节”。第一天祭火神，人们穿着节日盛装，村村寨

寨，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把酒敬神，娱神娱人。夜

幕降临时，人们会在老人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以

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彝族民间祭司毕摩

诵经祭火。然后，大人小孩都会从毕摩手里接过用

蒿草扎成的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效仿阿什嫫以

火驱虫的传说。第二天传火神，第三天送火神。送

火神，是整个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的高潮。

凉山彝族过火把节时，一到夜晚，炬火散布游

动于田野山乡，颇为壮观。彝民用火炬照田，卦岁

丰收。民间传说，过火把节是要引谷穗出来看火

把，耍火把是为了扑灭秧苗的病虫害。节日期间，

要杀猪宰牛祭神。彝族认为火把可以驱鬼除邪，要

点燃火把挨家挨户游走送祟。

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

成，与他们相同的氐羌后裔的原生崇拜有关，其中

尤以对火的信仰有直接联系，即以神圣的火照岁而

祈年，以火色卦农事，以火炬之明暗，卦年岁之丰

歉。汉文献有师荔扉《滇系》云：“火把节即星回节，

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通省皆

然。”许印芳《五圹杂俎·星回节考》亦谓：“节之日是

夕，在所人户，同时燃树，入室遍照幽隐，口中喃喃

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业，

各照所适，求利益于大光明中”，“倒树当门卧，男妇

撩衣跨火过，群相贺曰：‘灾星除矣，秽气解矣’”②。

袁嘉谷《石屏县志·天文志·岁时门》卷一也说：“六

月二十五日，田野松炬烛天，占岁之丰凶，明则稔，

暗则灾，幼者各燃松炬相斗，以胜负卜村之吉凶。”

这些文献，记载了云南彝族和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活

动，仍保持着以火熏田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

催苗出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俗功

能。

凉山彝族的火把节传说反映了这种把火作为

具有神秘因素的超自然力的原始崇拜，仍凝聚着火

把节习俗及传说的原生态的民俗基因，属于早期形

态的火把节习俗，文化内核仍然是火崇拜，与氐羌

系统的各个族群崇火尚日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节日活动主要有摔跤、唱歌、跳舞、选美等。在新时

代，火把节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

式。

（三）尔苏藏族火把节与彝族火把节比较研究[3]

1.传说。首先，火把节传说有很多，虽来源各有

不同，但都大同小异，其文本结构都按人与魔斗争

→人战胜魔→魔进行报复→人再次战胜魔→庆贺

胜利和获得丰收的叙述程式来构建故事。这些故

事都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都是以宣告人的胜利和

魔的失败而告终的。藏族人民的火把节来源有火

种说：远古时期，一阵隆隆雷声给人们带来了火种，

不幸被魔王知道，把火种抢走。没有了火种，人们

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去夺

回火种，但一去就渺无音讯。年轻人有个儿子叫

射，射长大以后，决心救回自己的父亲，取回火种。

他告别乡亲翻山越岭寻找魔窟，途中得到神的指

点，学会了射箭，并得到了一把金弓和一支金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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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跋山涉水来到魔宫，到魔牢里救出了一个叫小龙

女的仙女。他们一起来到魔王的寝宫，趁着魔王睡

觉，悄悄取走火种。魔王发现，跑来抢夺，争夺中射

吞下火种。射变成了火种，浑身发烫。魔王气极败

坏地把魔爪伸向射而被烫死。小龙女按照射的遗

愿，流着泪把射变成的火种带回人间。藏族人民为

了纪念射，把射牺牲的这天定为火把节，到处送火

把送吉祥。 这和凉山彝族关于火把节传说为人民

大众服务的主旨是一样的。

2.节日时间[3]。大渡河以南地区的尔苏藏族过

火把节的基准时间是农历六月十六，越西县、甘洛

县海棠镇、蓼坪、团结、玉田镇等高山的彝族是六月

十六下午过火把节。由雅砻江、安宁河、大渡河依

次往北，时间渐次后推，到达大渡河南岸止，大渡河

以北地区不过火把节。传说是火把六月十五日从

雅砻江边开始游行，六月十八日到大渡河边就熄灭

了，所以过去火把节习俗没有传到大渡河北。现

在，甘洛县的部分尔苏藏族迁至石棉县大渡河以北

的迎政乡、宰羊乡等地居住，火把节的传统习俗也

一并带到了大渡河两岸地区。在凉山州的彝族聚

居区内，过去有一些县份的彝族同胞是不过火把节

的。就历史状况看，美姑、雷波、峨边、马边等县的

属于施扎支系彝族同胞就不过火把节。据美姑县

民俗学家阿牛使日先生介绍，现在美姑等地已开始

用祭祀先祖的方式过火把节了。甘洛县的彝族也

以涅日河为界，河南边的斯觉、普昌、吉米和呷日地

区不过火把节，尼日河北边的苏雄、玉田、田坝的白

彝过火把节的时间比较早，县城周边的彝族则在农

历六月十六过火把节，时间先后不一。这些都和当

地的农事繁忙与否有关，是由农事季节所决定的。

现在，为了统一打造中国凉山国际彝族火把节，凉

山州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了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

十六日是法定的火把节节日，全凉山州的各族人民

与彝族人民一起载歌载舞欢度火把节，但尔苏藏族

六月十六过火把节的习俗仍然没有改变。

3.节日歌舞。从我们录音翻译的歌词来看，尔

苏藏族和凉山彝族迎接节日、欢度节日和欢送节日

的歌词内容高度一致。这说明两个民族和平共居，

传统文化发生了相互涵化，相融相生，和谐互长，产

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效应。尔苏藏族人民跳

觉跺舞和锅庄，也跳达体舞。2005年，彝族火把节

被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命名为“中国十大民俗

节”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火把节在大凉山，不仅是彝族人

民的传统节日也是尔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节

日。火把节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衍生

了新的节日形式和新的文化内涵。

4.传统体育。传统的体育活动，既要角力又要

竞美。男子以力大无敌为荣，女子以歌美人俊为

美。这一天不管你是彝族还是藏族，家家户户都聚

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传统节日活动。小伙们摔跤、

唱歌、赛马、斗牛、斗羊；姑娘们身着美丽的衣裳，高

唱“节日歌”。达体舞、火把游行、选美是年轻人最

钟情的节日活动。尔苏藏族也选美，但不是官方组

织的，也不公开选，年轻人用各自的标准在心里暗

暗地评比，然后相互交流自己认为最俊美的女子和

最健壮的男子，后者往往和摔跤角力相联系。

5.火把文化。一到傍晚火炬游动于田地山野，

远远望去犹如火龙，蔚为壮观。凉山彝族和尔苏藏

族人民都是“用火把照田，占岁丰收”，凉山彝族民

间传说，火把节耍火把是为了消灭玉米苗地里的病

虫害。彝族和藏族人民都认为火把可以驱鬼除邪，

所以点燃火把后要挨家挨户地走，边走边往火把上

撒松香粉或者晒干的锯木面，烈火熊熊，鬼祟潜踪。

6.综合比较。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火把文化比

较，彝族火把节强化了大众化的集体娱乐活动内

容，有利于全民动员和全员参与[3]。尔苏藏族给火

把节赋予了较多的本土信仰元素，重视祭祀活动，

重视祈福禳灾功能，在乡村，能够产生同宗同族同

源同一山神爷的亲和力，能够为“创造人与人和谐

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社会和谐构建”起

到积极作用。两个民族虽然过节时间先后有别，节

日活动内容各有侧重，但是从本土信仰的价值取向

看，不管这些族群对火把节赋予了什么样的节日内

涵，在藏彝走廊，特别是就尔苏文化圈内凉山彝族

和尔苏藏族的火把文化内涵来讲，都是氐羌先民在

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建立起了对火的信赖，认为火

是客观有用的东西，可以用来驱寒、烧锅做饭、夜晚

可以驱除野兽、烧死扑向火把的飞蛾和蚊虫。这种

信赖为氐羌先民的火崇拜或者称之为火图腾打下

了基调。他们把火的作用“夸大使用”，作为火图

腾。节日源于农事间歇的忙里偷闲，但是出于两个

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不同，双方都给节日赋予了带

有各自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

的故事。各民族在火把节的点火仪式上都祝愿山

神爷和祈求列祖列宗庇佑家族兴旺发达万事如意，

祈求乡邻和山寨平安吉祥免去瘟疫，这种火祭是藏

族的煨桑、烟祭的移植。节日活动中的打火把、扑

松香粉等活动是模仿巫术的仪式。早期的巫术盛

行于藏彝走廊藏族和彝族之中，整个节日活动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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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彝民族的本土信仰活动，也有其他民族的宗

教文化的影子。我们无法把活动的内容剥离出哪

些是尔苏藏族的，哪些是凉山彝族的。这里有唐吐

蕃占领时期的文化涵化的影子，存在藏族的文化因

子，也有大理国统治时期文化涵化的痕迹，具有白

族的文化因子，还有南诏国文化的涵化影响，具有

彝族文化因子。千百年来，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共

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各种文化的相互涵化，产生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效果，这就是藏彝走廊上的

文化多元性的具体表象[3]。

三 结语
比较尔苏藏族与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情况我们

发现，在地域上节日盛行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在形

式上，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都要杀猪宰牛祭祀先祖

和山神爷；在时间上尔苏藏族在六月十六日早上过

节，凉山彝族六月二十四日下午过节，也有部分地

区是六月十六日下午过节。在文化内涵方面，火把

节是凉山彝族和尔苏藏族敬火崇火的古老传统，是

他们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

内涵。现在火把节淡化了图腾崇拜的文化内涵，突

出了娱乐狂欢的文化氛围，强化了弘扬民族文化和

传统价值观的理念，增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

心价值观。火把节高扬向往光明、向往祥和、向往

和谐、热爱生活、祈求丰衣足食的思想，时刻影响着

彝族人民和尔苏藏族人民的理想信念，规范着凉山

州彝族人民和尔苏藏族人民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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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orch Culture between
Ersue Tibetan and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WANG De-he，GU Tao，ZHOU Hong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nationalities，such as Ersue Tibetan，the Yi nationality inhabited harmoniously in the
east of Tibetan and Yi nationality alley. The day，June 16 in the annual lunar，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the Ersue
Tibetan——Ersue torch festival. It is also a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part of Yi nationality in Liangshan. The torch
festival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has been spread abroad. The aim of the festival of Ersue Tibetan is to sacrifice to
gods，and pray for a bumper harvest. People gather together，blessing，singing and dancing during the festival，during
which there are celebr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trike，the song，wrestling match.

Key words: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Ersue；Tibetan；Torch；Cultur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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