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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冷兵器的种类和形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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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凉山彝族 自治 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凉 山彝族冷兵器包括矛
、

世
、

长刀
、

短刀
、

匕首
、

擂木
、

擂石
、

弓箭
、

盔

甲
、

盾牌等
,

且数量众多
。

从形制上分析
,

式样繁杂
、

形制独特
,

民族文化内涵丰富
。

极具民族特 色和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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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冷兵器从使用功能上划分
,

可分为进攻性

兵器和防护装具
,

进攻性兵器中又可分为格斗
、

抛

射和卫体三类
。

格斗兵器为长兵器
,

主要用于攻

击
,

如矛
、

长刀 抛射兵器主要用于远距离的杀伤敌

人
,

如擂木
、

擂石
、

弓箭 卫体兵器
,

主要用于护体防

身
,

如短刀
、

匕首
。

防护装具用来保护身体
,

以避免

被敌人杀伤
,

如盔甲
、

盾牌等
。

一
、

矛

矛是彝族在战争中曾使用的一种带有尖锐刃

器的长直形兵器
,

包括木矛
、

竹矛和金属矛
。

“

木矛
,

刺杀兵器
。

将坚实富有弹性的极木等

的一头削尖
,

然后在火上熏烤而成
,

长者 一 米
,

短

者 一 米
。

竹矛 由山竹 一种生长在高山的多节

竹
,

其非常坚实
,

富有弹性 的一头削尖后
,

在火上

熏烤而成
,

长者 一 米
,

短者 一 米
。 ” 「

金属矛包括金属矛头和木质矛柄
。

彝族用矛

的长度差异较大
,

一般全长 米左右
,

长的可达

米
,

短的只有 米左右
。

矛头全长 巧一 厘米
,

多

为 厘米左右
。

矛头可分为三部分
,

一是尖锐的头

部
,

此部分短的只有 米
,

长的可达 米
,

甚至更

长
。

形状有的呈四棱形 有的呈扁平三角形
,

从中

线起脊 单面或双面
,

或无脊
。

二是细长的中部圆

柱体
,

套有粳 突起的部分
,

大部分制成圆球形或

多边球形
。

有的无粳
。

三是圆锥形管状中空 的尾

部
,

以便于将矛头套箍在矛柄上
。

套箍上多有一至

二个小孔
,

便于用铁钉将矛头与矛柄固定
。

矛柄为

圆柱形木质或藤条
。

矛的使用方法为刺杀或投掷
。 “

课课①细小习长

矛
,

名闪标
,

长近两二丈
,

用手持中
,

数闪而后抛刺
,

刺时势锐
。 ” 「〕

二
、

三叉撞

三叉锁全长一般在 一 米
,

包括铁质叉尖

和木质叉把
。

有三股叉 三个利刃
,

中股 中间直

长刃 直
、

锐
,

形似剑
,

一 厘米
。

两侧股为弯股
,

如边半月形
,

后粗前尖
,

两个刃尖距 一 厘米
。

侧股为圆形或扁平形
,

扁平形刃宽 厘米左右
,

多从

中起脊
。

中股中下部有方形孔
,

弯股刃从孔中穿

过
,

用铁钉铆固
。

枪头尾部为中空 圆椎形铁箍
,

套

木质叉把
。

叉把下端有长约 巧厘米的梭状铁钻
。

三叉锁因为锋刃面宽而多叉
,

防御面较大
,

可

以锁拿敌方兵器
,

有效抵御敌人兵器的进攻
,

同时

杀伤力也更大
。

三叉锁长而重
,

多为力大身高者使

用
,

主要功能为拦挡和刺杀
。

三
、

长刀

彝语称长刀为
“

名出以莫
” 。

彝族长刀为单手

刀
,

包括刀柄
、

刀身和刀鞘三部分
。

刀柄全长 一巧厘米
,

柄首 刀柄底部突起的

扁圆形部位 为直径 一 厘米的硬木或兽骨
、

兽角
,

上下装配圆形金属盖片
,

多黎刻各形花纹
。

供手持

握的茎部全长 一 厘米
。

茎部所用材料为木质
,

大多以皮革包裹
,

有的还在皮茎上包银皮或铜片
,

有的用还用银丝缠绕
。

茎有 一 个竹节状的起伏
,

以方便握持和加大摩擦力
,

有效避免脱手
。

刀身刃长大多在 一 厘米
。

刀颗有两种类

型 一是用 一 厘米铜片包裹刀体
,

二是用 一 厘

米的舌状铜片从刀体两面伸出
,

铜片多刻有纹饰
。

刀宽 一 厘米
,

刀面多呈现流水花纹
。

刀刃双面

开刃
,

刀背厚度基本一致
,

在 厘米左右
。

刀鞘包括鞘头
、

鞘身
、

鞘孔
、

护环
、

鞘端五部

份
。

刀鞘的制作材料主要为木材
、

皮革
、

金属等
。

鞘头用银
、

铜或兽皮作为鞘 口箍
,

防止其崩裂
。

鞘

身大多呈椭圆形
,

上宽下窄
,

用结实的硬木衬里
,

外

包皮革或牛肠
,

并髯黑色或棕色漆
。

在鞘身二分之

一以上部位
,

有两个孔洞
,

用于系穿背带
。

护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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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鞘上的 一 个环箍
,

以防刀鞘崩裂
,

材质为皮
、

纯铜或银
,

有的还在护环上制鞘孔
,

作为佩带之用
,

金属护环上多黎刻精美图案
。

鞘端是指刀鞘尾端

收头用之护套
,

其作用是保护刀鞘
,

使其不因常与

地面接触而崩裂
。

鞘端多为皮质或铜套
,

长 一

厘米
。

铜套大多为素铜
,

少数黎刻有纹饰
。

彝刀在短兵相接时使用
,

单用或与盾牌配合使

用
。

因为刀身较重
,

在劈砍时非常有力
,

劈砍的杀

伤范围大
,

适宜于大劈大砍
、

硬挡硬架
,

刺戳功能较

弱
。

彝族长刀在外观形制和配饰上与汉族用刀 的

区别在于 彝刀无护手
、

刀柄较短
、

无血槽
,

刀鞘无

提梁
,

以两孔系绳
。

四
、

擂木
擂木

,

采用巨大的木材
,

修成木柱
,

从高处滚下

以打击敌人的武器
。

使用时将其滚放至需要的山

坡上
,

木头的两端分别用两根绳索缠绕
,

再将绳索

的另一端分别固定在大树上
,

当敌人从山下进攻

时
,

同时砍断绳索
,

擂木在重力作用下
,

居高临下
,

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

杀伤敌人
。

如遇悬崖峭壁
,

也

可用人力直接推下
。

五
、

擂石

作战时从高处往下推
,

以打击敌人的大块石头

又称滚石
,

或是近似于圆形的可用手握抛出的手

抛石球
。

彝族
“

精于投石
,

也常用石子做他们的手

榴弹 … …投石是随地可得的武器
,

他们在幼小时已

经训练
,

有效距离约一百公尺
,

发出时呼然有声
,

投

掷有力
,

准度极大
,

国内民族无有能出其右
,

此种武

器亦不可轻视
。

它们能在战争中致敌人以重伤
。 ” 「习

六
、

弓箭

常见的彝族用弓长 一 米左右
,

由弓臂
,

弓

弦两部分组成
。

根据所用材料
,

所投制弓可分两

种 一为单体弓
。

弓臂只是用单根的木材或竹材弯

曲而成
,

即
“

弦木为弧
” 。

其工艺较为简单
,

容易制

作
。

二是复合弓
。

弓臂以野生木
、

竹
、

角
、

筋
、

丝
、

漆

等制作而成
。

弓臂中部多为扁圆
,

宽 一 厘米
,

从

中间到两端渐细
,

弓梢有刻槽
,

方便安装弓弦
。

一

般在弓臂的 弓面 面向射手的一面 贴 厘米左右

的竹片
,

等距离缠绕 个长 厘米左右的麻丝
,

然后

髯黑色或棕色漆
。

有的弓干采用质地细腻
,

结构疏

松度适中
,

弹性好
,

韧性好
,

抗腐蚀性好
,

抗疲劳性

强
,

耐用不易变形的岩桑木制作
。

弓弦用皮条或牛

筋等制作
。

清兵用的反曲复合弓
,

与彝族用弓有较

大差别
,

因为它 的弓梢长度和反曲角度都很奇特
,

样子很像张开两条腿的螃蟹
,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螃

蟹弓
。

箭由箭头和箭杆构成
,

全长 …卜一 厘米
。

箭头

多棱形或扁平
。

有的箭头有倒刺
,

长 厘米左右
,

其中插人箭杆 厘米左右
,

外用麻线缠绕固定
。

箭

杆多为竹子
,

主要原因是竹子取材方便
,

韧性好
,

中

空
,

利于插人箭头
。

箭杆尾部开槽勒弦
,

槽 口下方

用麻丝缠固
。

箭筒长 一 厘米
,

根据使用材料可分为竹

筒
、

木筒和皮筒
。

箭筒上部开一个长 厘米左右
,

占孔径四分之一大小的长方形孔洞
,

用于存取箭

支
。

箭筒留有穿背带的小孔
,

或筒外绕绳索
,

以利

携带
。

有的箭筒表面绘有红
、

黄
、

黑三色图案
,

或包

银或装饰碎碟等
。

竹筒
、

木筒大多刻有纹饰
,

有的

将皮筒下方做成喇叭型
,

既美观又增加了稳定性
,

方便存放
。

庄学本在 《西康彝族调查报告 》一书中

记载 彝族
“

弓长四尺
,

两头无捎
,

以牛筋作弦
,

箭一

尺五寸
,

有倒钩
,

装皮筒
,

带左腋下
,

每筒五十支
,

内

药箭三支
,

中人立毙
,

有倒勾不能拨
,

必连肉割去
,

寸许而拨出
” 日〕

在冷兵器时代
,

弓箭是彝族非常重要的武器
。

射箭时一手握弓背
,

一手拉引弓弦使弓背弩曲度加

大
,

利用弓背曲伸的弹力将箭向目标弹射出去
。

七
、

短刀

彝族短刀是指刀尖至刀首全长在 任一 厘米

之间的彝族用刀
。

短刀 的形制大多与彝族长刀相

似
,

其区别在于绝大多数刀首为铜或铁质的金属环

状
,

即
“

环首
” 。

刀尖尖锐
,

刀 口锋利
,

茎部一般有一

至二个穿孔
,

以两块木片或骨片夹在铁茎外
,

用小

钉铆钉
。

有的茎部还嵌有碎碟
,

铅
、

铝
、

铜等作为装

饰
,

作为装饰
。

刀身大多数没有水波纹
,

多在刀 身

中部平行于刀背黎刻二至三条不间断的长线纹
,

或

无数月牙纹
,

或
“ ”

字纹
。

短刀具有搏击和防身的

功能
,

同也用于生活中宰杀牲畜
。

、

小刀 匕首

彝族小刀是指刀尖至刀首全长在 厘米以内

之间的刀
,

彝语称
“

多木惹
” 。

精致美观
,

逗人喜

爱
。

多为彝族男性随身携佩带
,

平时将刀鞘别于腰

带中
。

彝族小刀刀形优美
、

锻打精致
、

镌刻细腻
、

色彩

夺 目
,

小刀刀身呈鱼肚形
,

即在刀身中部刀背和刀

刃皆向外曲凸呈弧形
,

刀背中部弧度最大
,

刀刃 略

呈弧形
,

刀体肥厚
,

刀尖极为锐利
,

刀刃锋利
,

刀体

两侧多黎刻花纹图案
。

刀柄较短
,

持久耐用
。

刀首多为铜质圆形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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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呈圆球形和梯形
。

茎部小不足以容全手
,

根据

手柄的形状
,

用木质
、

牛角
、

牛骨或野兽角
、

骨薄片

相贴
,

并钻孔用铁钉铆固
,

分别固定在刀柄两侧
。

民国时期茎部多用金属铝
,

并嵌红绿等彩色塑料
。

刀鞘为木质
,

装饰方式有两种 一是外包铜皮
,

在鞘头和鞘端用铜皮包饰或是对整鞘包裹铜皮
,

并

黎刻精美的图案 二是外包皮质
,

多用动物完整的

四肢皮
,

整体蒙于木鞘上
。

刀鞘上端有两个小孔其

作用是便于系皮带
,

佩带在腰带上
,

起固定作用
。

彝族小刀的使用功能一是防身
,

彝族小刀小巧

轻便
,

适用于随身携带
,

用于极近距离肉搏时的刺

杀 二是用于猎物的开膛
、

剥皮
、

肢解
、

剔骨
、

切割

三是生活中宰杀家畜和削切用具 四是服饰
,

体现

佩带者的英武 五是据传为鬼神见之愁的武器
。

彝

族 自古崇拜铜
,

传说中的彝族英雄支格阿尔就是用

铜器降妖伏魔
,

打败了雷电的袭击
,

所以彝族认为

铜能避雷
、

避邪
。

有通体用铜打制的彝族小刀
,

作

为避免灾厄的护身符
。

在野外饮水时
,

先将铜刀放

人水中以驱避一种叫
“

格
”

的水鬼
。

九
、

盔
、

甲

盔是彝族打仗时用来保护头部的护具
,

形状如

帽
。

甲是彝族打仗时用来保护防卫身躯的护具
,

形

状似衣服
。

冷兵器时代
,

盔甲作为特殊的防卫武器

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

原始的盔甲是利用 自然界现

有的动植物资源制作的
,

最多的是植物藤荆和棉麻

制品
。

现存彝族的盔甲多为皮制
。

彝族皮盔存世极少
。 “

皮头盔大致由五部分组

成
,

四块圆形甲片用皮绳连缀而成
,

头顶一块
、

两耳

各一块
、

后颈背甲裙一块
。

头顶部处有开 口
,

便于

发髻出人
。

皮头盔髯红黄黑三色漆纹
” 「〕。

彝族皮恺 甲工艺考究
,

采用上好的皮料
,

最好

是犀牛皮或野牛皮
。

恺甲由身甲和甲裙组成
,

保护

身体范围为胸背至大腿部位
。

身甲有较大的甲片

块
,

形状不一
,

通过特殊的加工
,

呈向外微微凸起

的弧形
。

前胸和后背为大的块状甲片
,

背甲较胸甲

略宽
,

保护胸
、

背部
。

下面各有四块较小的略呈长

方形的甲片保护腹部和腰部
。

再往下则是甲裙
,

众

多的长方形小甲片
,

用皮绳连窜成围裙状
。

甲裙的

每一个小 甲片一般长 一 厘米
,

宽 厘米左右
,

小

甲片从上至下
,

从左至右依次叠压排列
,

使甲裙的

厚度增加为单张牛皮的两倍
,

保证了防护效果
。

大

小甲片上均有孔
,

用皮绳将各甲片通过甲孔编缀而

成一个整体
。

根据使用功能的需要
,

胸
、

背
、

肋
、

腹

之类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
,

表面只露出极短的

绳段
。

甲裙各层小 甲片间有一段较长的纵向绳段

连接
,

使小甲片间有活动的余地
,

便于战斗中奔跑
、

跳跃
、

蹲
、

起等动作幅度很大的活动
。

甲衣右侧肋

甲及 甲裙有开 口
,

在穿戴时才系绳索
,

将身体前后

的甲片联在一起
。

彝族皮甲
,

有的在黑漆底上用红
、

黄绘图案
,

有

的则是红漆底上用黑
、

黄作装饰
,

民间据此将其分

为公
、

母两种
。 “ `

雄
'

恺甲以红色为主色调
,

鲜艳夺

目
, `

雌
'

恺甲以黑色为主色调
,

肃穆庄重
。

两种恺

甲均以羊角纹
、

鱼骨纹
、

几何纹
、

云龙纹和阴阳太极

纹等图案装饰
。

据说恺甲的主要动物纹饰为龙蟒
,

四周是箭头
,

边饰为云彩
。

其精湛的漆绘工艺保持

了彝族黑
、

红
、

黄三种色彩
。 ”

恺甲内甲面则绘以

黄漆
。

彝族尚黑
,

以黑为尊
,

代表庄重 以黄为美
,

黄色是自然的本色
,

代表美丽
、

光明和希望 以红色

代表勇敢
、

不怕死
。

除甲衣外
,

恺甲还包括皮质护臂
、

护腕
、

护膝
、

护颈
、

护胫等
。

护臂长 厘米左右
,

髯黑漆
,

有的在

黑地上绘制复杂的纹饰
,

其前端 近手腕处 是由牛

皮卷制成的 巧厘米左右的 圆筒状
,

外翻 厘米的

边
,

呈喇叭 口状
,

后端有长 厘米
、

宽 厘米左右

的舌状延伸
,

形状为弧形
,

翘边
,

佩戴时延伸部分在

手臂外侧
,

个别护臂还加安铁条
,

以抵挡兵器的进

攻
。

护腕长 厘米左右
,

皮较护臂薄
,

呈筒状卷曲
,

两边有孔
,

在佩戴时用绳索连接
。

护膝
、

护颈
、

护胫

今已很难见到
。

戴盔披 甲
,

对于矛刺
、

刀砍
、

流矢等
,

均有一定

的防护作用
。

在清末民初
,

火器大量进人凉山彝区

后
,

彝族使用千百年来的盔甲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

、

盾牌
盾牌是冷兵器中一种手持防御性兵器

,

用来遮

蔽身体
,

抵御敌方兵刃
、

弓箭等兵器的进攻
。

彝族

用盾牌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
,

直径通常在 一 厘

米
,

正面通常绘有各种彩色图案
,

如红黄相间的同

心圆
,

红黄二色填涂成的星状图案等
。

盾中部钻有

相距 巧一 厘米的小孔
,

穿绳索
,

供手持握
。

从质地上划分可分为木盾和皮盾
。

木盾大多

中厚边薄
,

中厚 一 厘米
,

边缘厚 厘米左右
。

木

盾两面边缘包 一 厘米宽的生牛皮
。

也有用生牛

皮覆整个盾面
。

有的木盾两面均有装饰花纹
,

不分

正反面
。

有的木质为两层木板构成
,

木纹相错
,

以

抵御砍击的力量
。

皮盾用生牛皮制作
,

中间部分有

巧厘米左右的凸起
,

便于手握持
。

盾牌的作用
,

远距可抵御箭支的射杀
,

近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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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刺击和砍击兵器
。

盾牌的使用为单手把持
,

通

常与刀
、

剑等兵器配合使用
,

以保护自己免受兵器

伤害
。

另一只手则能够 自由活动对付敌方兵器的

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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