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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
嵌

曲木尔足

(西昌学院 彝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0 22)

【摘 要】彝族毕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

其称谓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不 同
。

毕摩是彝族
“

酋长

左右
,

须臾不 可阀
,

事无 巨细
,

皆决之
”

的决策者
,

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

毕摩在彝族人的生产生活

中起着重要作用
,

既掌管神权
,

又把握文化
,

既司通神鬼
,

又指导着人事
。

在彝族人民的心 目中
,

毕

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

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
,

毕

摩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
、

攘解崇祸
、

占验吉凶
、

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

力象征
。

【关键词】彝族 ; 毕摩 ; 由来 ; 地位 ;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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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摩是彝语音译
, “

毕
”

为
“

念经
”

之意
,

“

摩
”

`

为
“

有知识的长者
” 。

是一种专门替人礼

赞
、

祈祷
、

祭祀的祭师
。

毕摩神通广大
,

学识渊

博
,

主要职能有作毕
、

司祭
、

行医
、

占 卜等活

动 ; 其文化职能是整理
、

规范
、

传授彝族文字
,

撰写和传抄宗教
、

哲学
、

伦理
、

历史
、

天文
、

医

药
、

农药
、

工艺
、

礼俗
、

文字等方面的典籍
。

毕

摩在彝族人的生育
、

婚丧
、

疾病
、

节日
、

出猎
、

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
,

既掌管神权
,

又把握

文化
,

既司通神鬼
,

又指导着人事
。

在彝族人民

的心 目中
,

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

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

彝族彝师毕摩具有多重身份
,

从宗教职能来

看他是祭司
,

是彝族原始宗教礼仪的主持者
,

是

沟通
“

人与神
”

的中介
。

在古代彝族
”

君
、

臣
、

师
”
的政权结构中

,

毕摩担任着
“

师
”

的职责
。

毕

摩通晓彝族文字
,

是彝族知识分子
、

经史学者
,

又是彝族文化的代表者
、

传承者
。

在生产力极为

低下的原始公社时期
,

面对 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

各种不解之谜
,

彝族先民便把它都归之有神灵在

主宰
,

在这种思维意识 中就逐渐产生
“

万物有

灵
”

的神灵观念
,

并对它顶礼膜拜
。

无论是为生

者求福
,

死者安葬
,

祛邪驱鬼
,

上观天缘
,

下降

地魔
,

纳祥求福
,

拜神乞药
,

都寄托于介于人神

之间作为媒介的毕摩身上
,

通过毕摩与神灵交往
,

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
。

凡人力不能及的事
,

皆请毕

摩来替人做
。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
,

毕摩

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
、

攘解崇祸
、

占

验吉凶
、

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

的象征
。

一 彝族毕摩历史悠久

毕摩的历史非常悠久
。

据彝文文献 《勒俄特

依》 记载
,

苍天降下灵神果籽落于下界
,

经过三年

九世后
,

终于长成了杉树巨人
,

可是一直似人非

人
,

似树非树
,

不能成人类始祖
。

直到阿居阿丛时

代
,

山神得知必请毕摩祛除白
、

花
、

黑三秽后举行

祭祀猪脚 卜才能成为人祖
,

于是先后派遣豪猪
、

白

兔
、

野鸡和蜘蛛作为使者去上界敬请额比斯乌毕

摩
,

经过多次请求后
,

额比毕摩才同意下界作毕
,

额比毕摩在屋后竹林中砍回三根神竹杆
,

做成神

签
、

法笠
、

法扇
,

送给额阿孜三祖孙带着一部叫

《斯穆安甘》 的经书来到了地界
,

为杉树巨人祛除

了三遍三色秽后举行了祭祀猪脚 卜后
,

于是地界有

了雪族十二支
,

其中一支便成了人类的始祖
。

从杉树巨人下传到阿牛举日时代
,

人类进人了

母系氏族社会
。

据 《赞毕祖经》 记载
,

先由石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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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做毕摩
,

后传石阿牛尼部落
,

牛尼传石色
,

石

色传格俄
,

格俄传莫米
,

莫米部落作毕十代后人

类开始进人了父系氏族社会
。

人类进人父系氏族

社会时
,

石尔俄特是彝族历史上改革母系氏族制

度的划时代人物
。

从石尔俄特起
,

人类又提取毕

摩作毕内容的精华
,

去伪存真
,

开始整理并大胆

发明毕摩作毕仪式中的程序和内容及法具
。

至

此
,

无论是祭祖灵
,

还是驱鬼治病
,

祈福镶安都

很灵验
。

石尔俄特传给维勒丘布
,

丘布世传代后

传给普伙世
,

普伙世传代后传阿堵鲁普世
,

阿堵

鲁普世传代后传到阿苏拉则
,

阿苏拉则是彝族宗

教赫赫有名的一代毕摩宗师
。

贵州彝文典籍 《帝

王世纪》 载
,

彝族的父系始祖名叫希母遮
,

自希

母遮至今共计一百二十代
,

毕摩产生于第二十九

代武老摄之世
,

武老撮时
“

祀典兴
,

燕礼成
,

祭

帝与祭神
” 。

《西南彝志 》 和彝族史诗 《梅

葛》
、

《查姆 》 都记载了毕摩在远古时代的活

动
。

在汉文史籍中
,

最早记载毕摩事迹的是 《华

阳国志》 和 《后汉书》
。

《华阳国志
·

南中志》

说
: “

夷人大种曰昆
,

小种曰史
,

… … 皆曲头木

耳
,

环铁裹结
,

无大侯王如坟山
、

汉嘉夷也
。

夷

中有莱黯能言议屈服种人者
,

谓之誉老
,

便为

主
。

论议好曹喻物
,

谓之夷经
。

今南人言论
,

虽

学者亦半引夷经
。

… …其俗征巫鬼
,

好诅盟
,

投

石结草
,

官常以盟诅要之
。 ”

(后汉书
·

西南夷

列传》 载
: “

哀牢夷者… …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

三年 ) 其王贤栗遣兵乘革船
,

南下江汉
,

击附赛

夷鹿
,

… …鹿与战
,

杀其六王
,

哀牢香老共埋六

王 … … 贤栗惶恐
,

谓其替老 曰 … …
” “

邓都夷

者
,

… … (东汉 ) 安帝元初三年… … 有欲叛者
,

诸夷誉老相晓语 曰 … …
”
以上文中所载的

“

香

老
” ,

即是现今毕摩在历史上的称谓
。

毕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

其称谓在汉文史籍

中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不 同
。

晋代称为
“

普

老
” 。

唐代称为
“

鬼主
” ,

唐人樊绰 《云南志》

载
: “

大部落则有大鬼主
,

百家二百家小部落
,

亦有小鬼主
。

一切信使鬼巫
,

用相服制
。 ”

元
、

明两代称为
“

奚婆
” ,

元人李京 《云南志略》 诸

夷风俗条
: “

罗罗 即乌蛮也
。

… … 有疾不识 医

药
,

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
,

以鸡骨占吉凶
,

酋长

左右
,

斯须不可阅
,

事无巨细
,

皆决之
。

`
”

清代

称为
“

现蟠
” 、 “

拜码
”

或
“

白马
” ,

《天下郡

国利病书》 卷四十五
.

续蛮条款
: “

续蛮之名
.

相沿最久
,

其初种类甚多
,

有号鹿蛮者
,

今讹为罗

罗
。

凡黑水之内
,

依山谷险阻者皆是
。

名号差殊
,

言语嗜好
,

亦因之而异
。

… …病无医药
,

用夷巫镶

之
,

巫号曰大现蟠
,

或曰拜码
,

或日白马
。

取雏

鸡雄者生夸」
,

取其两稗束之
,

细刮其皮骨有细窍
,

刺以竹签
,

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
,

其鸡骨窍各

异
,

累百无雷同
,

以占吉凶
。

或取山间草
,

齐束而

指之
,

略如着法
,

其应如响
。

有夷经
,

皆续字
,

状

类拼鲜
,

精者能知天象
,

断阴晴
,

在酋长左右
,

凡

疑必取决焉
。

民间祭天
,

为台三阶
,

亦白马为之

祷
。 ”

中华民国时期称为
“

白妈
” 。

二 毕摩与巫师有着质的区别

彝族的毕摩不是巫师
,

毕摩与巫师有着质的区

别
。

区别的主要方面表现在
:

毕摩的产生靠师授
,

要承师
,

往往是世袭的
,

系一代一代往下传 ; 巫师

的产生方法荒诞离奇
,

往往是无师自通
,

是 自生

的
。

毕摩的活动内容主要为兵戎
、

祭祖
、

婚姻聘问

施礼仪
、

诵经文 ; 巫师的活动内容是送鬼
、

驱魔
、

招魂
、

跳神
、

替人祈祷
、

镶灾
、

降福
。

毕摩历来由

男性担任 ; 巫师则男妇均可充任
,

而以女性为多
。

毕摩通晓彝文古经
,

是在彝族社会中受尊敬的知识

分子 ; 巫师只会道神念咒语
,

不识彝文
,

不习彝

礼
,

不会诵经
,

是彝族社会中从事迷信活动的职业

者
,

不受社会尊重
。

毕摩和巫师在彝文和彝语中有

着严格的区别
,

毕摩是祭司
、

军师或经司
,

司礼

仪
,

掌握经典文物 ; 巫师彝语为
“

苏尼
” ,

犹如

汉族之巫婆神汉
,

其产生时间在神异鬼怪迷信盛行

的六朝时代
。

三 毕摩的地位和职责

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地位很高
,

且极为神圣
。

在

彝族社会的
“

兹 (土司 )
” 、 “

莫 (法官 )
” 、

“

毕 (毕摩 )
” 、 “

格 (工 匠 )
” 、 “

卓 (百

姓 )
”

五个等级中
,

毕摩的地位处于第三位
。

毕摩

是继承彝族文化和传播统一彝族文字的大知识分

子
,

彝族彦语中
: ”

兹来毕不起
,

毕起兹不吉
” ,

充

分说明在彝族社会中毕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
,

任何

人不能侵犯毕摩的财物和人身
。

毕摩在彝族社会的

宗教信仰
、

历史
、

教育
、

科技
、

人生
、

法律
、

婚

姻
、

礼仪
、

艺术
、

医学
、

探索
、

丧葬
、

艺术
、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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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等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

毕摩的主要职责是司祭祀
,

决占 卜
,

主诅

盟
。

在这三项职责中
,

又以司祭祀为主
。

司祭

祀
,

是毕摩宗教活动的重要方面
,

具有普遍性和群

众性
。

彝族民间有俗语
: “

天上天神大
,

地上毕摩

大
。 ” 、 “

没有头不能办案
,

没有毕摩不能安葬
。 ”

人死

后
,

需由毕摩
“

做戛
” 、 “

作帛
” 、 “

作斋
” 、 “

摄

毕
” 、 “

送灵
” ,

其礼仪繁杂
,

内容也十分丰

富
。

如
,

毕摩在吊丧祖先的守灵仪式上唱的吊丧

歌就有两卷
、

十一章
、

数十个小节
。

十一章的标

题分别是
:
天地起源 ; 盖房子 ; 立神 ; 祭神 ; 不

祥的预兆 ; 生病治病 ; 病人死亡 ; 做棺材 ; 出殡

告别 ; 教示亡魂生产
、

生活
、

送亡魂
、

招魂等
。

毕摩

除司祭祀外
,

还行占卜
,

占 卜是一种请示神灵
。

预知

未来吉凶祸福的巫术 ; 还行诅盟
,

其内容包括盟誓

和诅咒两方面
。

毕摩造彝文
、

写经书
。

彝文书卷 《缩睹实睹

岌》 载
: “

六毕圣 (毕昵漪搓
、

毕兹白尼
、

毕芒

阿乌
、

毕赛搏斋
、

毕菲额哉
、

毕若阿托 ) 造彝

文
” 。 “

天地六毕圣
,

共创文字 ; 有了文字呢
,

才知祖宗事
,

懂得世上理
,

美德代代传
。 ”

彝文

《帝王世纪
·

人类历史》 载
: “

人类始祖 自希母

遮之时
,

直到撮休读之世
,

共有三十代人
,

此间

并无文字
,

不过口授而已
,

传于二十九代武老撮

之时
,

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亦阿叠者
,

他来兴

奠祭
,

造文字
,

立典章
,

设律科
,

文化初开
,

礼

仪始备
。 ”

清人杜锦著汉文 《舜人啊 论 》 载
:

“

唐时马龙东羹纳垢部
,

其裔有阿啊者
,

能祭日

辰
、

占星相
,

预期知风雨
,

未事识灾祥
,

爱作囊

书
,

删号曰匙
,

字母一千八百 四十
,

三始成
,

可

以究天道
,

可 以定人事
。

… …彝人能习是书面人

祈祷者
,

加以尊礼
,

谓之毕摩
。 ”

汉文 《民国宣

威县志稿
·

文字》 载
: “

夷族
,

旧用鬓字
,

羹字

形如蟒鲜
,

凡 为字 母一千 八百 四 十号
,

曰 脸

书
。 ”

纳垢酋之后
,

阿啊所撰
。

事见马龙州志
。

本境夷族惟必磨习之
,

余凡有志上进者类皆习用

汉文也
。

又查滇系
,

干夷种类
,

曲靖二郡凡知遵

信等语
,

是翼文之行使
,

在乾嘉时
,

犹甚普遍

也
。

… … 兹于销灭殆尽之余
,

寻存梗概
,

备稽合

方志论撰言文之考焉
。

必磨一作毕穆
。 ”

以上记

载均说明彝文的创始与毕摩有关
。

历史上
,

毕摩

用彝文撰写了大量内容丰富
、

卷峡浩繁的文献典

籍
,

含哲学
、

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教育
、

语

言文字
、

文学艺术
、

历史
、

地理
、

天文
、

医药卫

生
、

农牧业
、

工业技术
、

民俗
、

宗教
、

占星术
、

相

术等内容
。

而用于祭祀礼仪的就有招魂经
、

指路

经
、

作斋经
、

解冤经
、

权神经
、

驱魔经
、

除祟经
、

献酒经
、

解梦经
、

算命经
、

作道场经
、

鸡 卜经
、

膀

卜经
、

签 卜经等
,

名目繁多
,

统称为
“

毕摩经
” 。

毕摩撰写的彝文典籍博大精深
。

这些彝文典籍从内

容到形式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如 《人生三部

曲)
,

是哀悼死者的经文
,

其具体内容叙述了一个

人从生到死
,

死后又到彼岸世界复活度世的过程
。

故事情节完整
,

形象生动
,

语言优美
。

又如流传于云

南省双柏
、

新平
、

峨山一带的 《指路经》
,

对亡魂

居住的幽灵世界很生动地描述道
: “

后面看一眼
:

大山翠茵茵
,

树花亮晃晃
,

栗树红彤彤
,

麻栗树似

伞
,

梨树花烂漫
,

雀鸟叫喳喳
,

璋鹿顺山逛
。

右边

看一眼
:

.

右边有水塘
,

水波轻荡漾
,

白鱼尾尾长
,

红鱼把嘴露 ; 此处宜放鸭
,

附近可养鸡 ; 挑水很方

便
,

还有好菜园
。

左边看一眼
:
左边是早地

,

早地

平坦坦
,

还有包谷地
,

麦田在近旁
。

门前看一眼
:

水田水汪汪
,

养鱼有鱼塘
,

大田展平平
,

小田弯弯长
,

宜种白米谷
,

也可种高粱
,

糯谷也适栽
,

还有香稻田 ;

水口有水淌
,

水声潺潺响
。

看了还想看
,

屋外再看

看
:

大坪平展展
,

小坝长又长
,

青草绿茵茵
,

此有放牧

场
,

极宜放牛羊
。 ”

描写手法高超
,

语言朴实无华

而高洁凝炼
。

毕摩经书绝大多数为家传
,

自己抄

写
,

自传下来
。

毕摩所撰写的彝文文献
,

除载于史

籍外
,

有的还铸在金属上和碑揭上
,

如贵州省大方

县的 《成化钟》
,

钟间有彝汉文 ; 云南省禄劝县的

《镌字岩》 刻有彝汉两种文字
。

贵州省水西地区的

《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
,

贵州省大方县的 《新建

千岁衡碑记》 等都载有彝文
。

在古代
,

毕摩是彝族
“

酋长左右
,

须臾不可

阅
,

事无巨细
,

皆决之
”

的决策者
,

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
,

是统治集团成员
,

他们识舜文
、

懂夷经
、

知

天象
、

能断阴晴
,

执行祭祖
、

祭天地保佑人丁兴

旺
、

五谷丰收的宗教活动
,

是通晓天地人间万事万

物的特殊人物
。

到元明清时代
,

是土司
、

酋长的谋

士
。

到了近代
,

毕摩成为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典籍

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在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指引下
,

毕摩做

了彝文教师
,

有的为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在贡献力

t
,

有的变成彝族文化的研究者
。

毕摩走上了新的

道路
,

有了新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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