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拉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也是一个跨境而居

的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越南。中国境内的濮拉

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州和文山州的蒙自、个旧、

开远、红河、金平、石屏、屏边、河口、文山、马关、麻

栗坡、西畴、丘北、富宁等县市。

云南彝族濮拉人信仰万物有灵、崇拜鬼神，信

仰类型主要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龙树崇拜和灵

魂崇拜等，它们体现出濮拉人原始宗教文化的信仰

传承。目前，濮拉村寨的科技文化已经相当普及，

生产生活条件也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几百年来祖

辈深厚的信仰文化已深深融入各代濮拉人的心，至

今仍怀着无比虔诚的心，一丝不苟的传承着祖辈的

信仰文化，以此指导着自己对万物的理解和对生老

病死的感悟。

2007年3月21日到4月19日，笔者赴云南濮拉

人村寨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入户访谈、抽样调查、参

与观察等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出本调查报告，基本

情况呈后。

一 村寨概况
新堡寨是一个彝族濮拉人村寨，隶属云南省文

山州马关县小坝子镇金竹朋彝族行政村。金竹朋

彝族行政村下辖有11个自然村，13个村民小组，507

户家庭，2419人。境内主要居住有汉、壮、苗、彝等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9%，彝族人

口占全村人口的80%。

新堡寨是金竹朋彝族行政村管辖下的13个村

民小组中最典型的一个彝族濮拉人村寨，寨内濮拉

人自称“洛拉巴”，也有濮族的说法，当地苗族、汉族

和彝族倮倮人都称他们为濮拉或濮族。村里所有

村民都是濮拉人，只有个别上门女婿属于外族群

人。据村里的老人讲，新堡寨至少已有7代人的建

寨历史了。目前该村仍保留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服

饰、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正经历着各文化

方面的变迁。

二“魔公”和“龙头户”
“魔公”和“龙头户”都是村中各类全村性信仰

仪式的执祭者、主持者和组织者，在濮拉人的信仰

仪式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 魔公

濮拉人信仰生活中各类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和

执行者一般包括“贝摩”、“魔公”和“师娘”等，他们

都是濮拉人的祭司和巫师，人们对他们的具体称呼

因各地濮拉人语言和信仰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

其传承模式和职业功能则大同小异。

新堡寨濮拉人对祭司的称呼有“魔公”、“贝玛

咋黑”、“贝玛”、“行教人”等，魔公为最常见的称

呼。魔公职业一般只在血亲以内传承，外人无法传

承。魔公的传统法器是一个铜铃，但目前很多魔公

的法器都已经失传，经书也失传多年了。魔公有男

性也有女性，一般男性多于女性。新堡寨没有女性

魔公，只有邻村老寨有一位。村民平时更愿意延请

男性魔公主持各类仪式活动，女性魔公在村民心目

中显得比较神秘，说师娘是专门与邪恶神灵打交道

的角色。

魔公在濮拉人的信仰生活中主要有以下几个

职能：（1）为病人占卜算卦，主持相关禳解治病仪

式。（2）为死者念经、开路和送魂。（3）为村民家中出

现不适的牲畜作禳解仪式。（4）举行招魂仪式。（5）

为村民主持“封财门”仪式等。同一个魔公主持完

新堡寨一年中的所有仪式活动，大概有50元左右的

奖金收入。为了表彰魔公为村里所作的贡献，村民

间还达成了不让魔公家承担村里其他义务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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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龙头户

“龙头户”是新堡寨村民每年按住户顺序轮流

选出来作为各类全村性信仰仪式的主要负责人的

两户村民。龙头户的产生方式是：在年末的最后一

次全村性祭祀仪式上，当年的两户龙头户特意献一

个鸡头和一只鸡脚给下一任龙头户户主，表示将权

利和义务转交给新任龙头户。新龙头户的产生和

新老龙头户间的工作交接仪式，都是新堡寨社区组

织的产生和维系过程，也是信仰力量对社区组织的

积极促进因素。

龙头户的职责主要是年初负责向各户收取15

元钱作为全年各类仪式的费用；负责购买和安排仪

式当天所需的所有祭品和器物；请助手帮忙宰杀和

烧煮仪式上用的祭牲等供村民统一进行献祭。其

权力主要是，仪式期间如有村户违反相关禁忌，则

有权带领其他村民去违反者家中，要求其承担重新

举行一次祭拜仪式的一切费用，并组织全村重新举

行仪式。除了龙头户外，村中的老人和村长都没有

这个权力。

三 信仰仪式
濮拉人信仰内容主要有：万物有灵、鬼神崇拜、

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等，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的信

仰仪式。新堡寨濮拉人的信仰仪式主要有：每年定

期举行的全村性信仰仪式如驱鬼、祭龙、祭石神、祭

土地神等仪式，以及家庭内部进行的祭祖、封财门、

招魂等仪式，以下对新堡寨濮拉人一年中所举行的

各类信仰仪式进行简述和分析：

1 驱鬼仪式

濮拉人信仰鬼神，他们相信，很多时候都有鬼

神在左右着人的生老病死，需要定期延请祭司举行

相关的献祭仪式来禳解。基于这样的鬼神信仰理

念，新堡寨至今仍在延续着一个全村性的驱鬼仪

式。新堡寨传统的全村性驱鬼仪式定期在每年的

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举行，但现在村民一般会

在正月猴日、虎日或牛日三天里任选一天举行此仪

式。魔公是驱鬼仪式的主持者，仪式上他（她）在助

手们的陪同下挨家挨户进行念经驱鬼。每户村民

家的驱鬼仪式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

全村的驱鬼仪式一般进行到天黑时才能结束。

仪式上，魔公念着咒语，手持一把杀猪刀和三

根青草作为武器在前驱鬼开道，后面紧跟八位助

手。助手由村里的男性村民组成，一般由“龙头户”

负责邀请。他们各司其职：两位端着一个内放三杯

白酒、一碗米饭和少许生肉等祭品的簸箕；一位提

着挂在自制灯笼里的煤油灯；一位牵着一只白狗；

一位抱着三只白鸡；另外三位助手则每人手拿一根

柴火，并负责在每一户村民家的驱鬼仪式结束后，

收走主人特意放在门口的木刀。仪式当天所有村

户都不锁门，以便即便主人不在家，仪式也都进行

无误。

驱鬼仪式全部结束后，助手们在龙头户家把仪

式上的祭狗和祭鸡宰杀并煮熟后，通知全村每户村

民各派一人去食用。魔公和助手们的全天饮食皆

由龙头户承担和负责。

2 龙树崇拜和祭龙仪式

濮拉人都有普遍的龙崇拜和树崇拜现象，祭龙

仪式就是两者的集中体现。龙树是指濮拉人在村

寨周边的树林中选择来作为全村性祭祀时祭拜对

象的树木，一个寨子一般有二棵或三棵龙树。一年

中，濮拉人最隆重的一次全村性祭祀是祭树求雨，

而他们相信降雨是由龙神掌管的，于是所祭拜的树

就被当作龙神附身显灵的象征树，被称为龙树。龙

树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般都是林中根壮叶

茂、生长位置显著的大树。龙树的树种不固定，任

何树种皆可选作龙树进行祭拜。

新堡寨的祭龙仪式是祭龙、祭石神和祭土地神

三个仪式的合称，一年中定期举行两次，每次连续

祭拜三天。第一次是在正月三十日、二月初一、二

月初二这三天；第二次是在农历五月三十、六月初

一和六月初二这三天。两次祭龙仪式的顺序都是

第一天祭龙树，第二天祭石头，第三天祭土地庙。

祭龙仪式由魔公和龙头户共同主持，仪式上魔

公负责念经和执祭，并进行鸡骨卜。如果占卜显凶

兆，不管仪式进行到哪一天，村民都会无条件结束

当次的所有祭仪，等来年再祭；而如果预示出吉兆

的话，则继续进行往后的祭仪。

第一天祭龙仪式的祭拜对象是龙树，新堡寨濮

拉人称龙树为“龙僧地”，他们在村边的树林中指定

了两棵龙树：位于村子东北方的龙树是正月三十日

时祭拜的，而位于村子正北方的龙树则是五月三十

日时祭拜的。

祭龙树这天，全村所有男主人都前往参加。当

天需要一头小猪、一只鸡、白酒、香、纸等祭品，祭品

都由龙头户安排，猪和鸡要在龙树边上宰杀、烧煮

和供奉。供奉祭品前，村民用竹竿和树根在龙树根

边搭建好祭坛，祭坛上挂有白纸条，插一截粗竹筒

在祭坛边做香柱，在祭坛前铺上一张席子，并在祭

坛上打一个大伞将其遮起来。将祭品用碗盛着供

在祭坛上，点香烧纸后，魔公协同一位村民在祭坛

前磕头作揖，进行祈祷祭拜。磕头作揖过程中，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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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濮拉语念诵经文，内容大概为：祈求各路神灵

保佑全村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等。祭拜

仪式结束后，村民将祭品分食，吃不完的祭肉可以

带回去食用。仪式上吃的米饭和喝的酒皆由村民

自己带，村民不能带蔬菜前来，留在家中的成员也

不能吃蔬菜，只能吃肉。祭龙仪式的整个过程都只

能由男性村民和小孩参加，妇女一概不能在场。

除全村性公共龙树外，当地各户村民都基本上

还指定有一棵家庭龙树，并在四月属龙的日子去祭

拜。个别没有指定私家龙树的农户也得在家中单

独设立一个神位和香柱代替家庭龙树，也在四月属

龙的日子里祭拜。

第二天祭石神时也是在石头边上用竹竿和树

根搭建一个祭坛，插竹筒做香柱进行祭拜。需要用

一头小猪和一只鸡做祭牲，其他的祭仪程序都和第

一天的祭龙树仪式一样。区别在于，祭石神这天女

性村民可以去祭场，而吃剩的肉却不能带回去食

用。新堡寨濮拉人所祭拜的石头是位于村边树林

中的一块一米多长的石墩，石墩上长满了青苔。石

神崇拜的信仰历史，村民们都已无法叙清，只是一

直虔诚地延续着这个信仰习俗。

第三天祭土地庙的仪式程序和第一、二天差不

多。只是这天只需要一公一母两只鸡作祭品。白

色鸡不能要，因为白色鸡只能在全村性驱鬼仪式上

用。村民们所供奉的土地庙，其实只是公路边的一

个石坑，是在修路时被炸成的，算不上什么庙。石

坑何时被村民当作土地庙进行供奉已说不清。供

奉土地庙，向土地神祈求的信仰心理应该是受道教

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道教本土化的体现。

六月初二祭土地神这天是一年中村里举行的

最后一次集体性祭祀仪式，所以在这天村民要将年

初收集的所有仪式经费开销完，并指定下一年的龙

头户，将相关责任和祭祀用的集体物品向新龙头户

交代清楚。

禁忌方面，以前，一年当中祭龙树的六天日子

里，村民们不能挖地、砍柴、上山生火、到田间地角

割畜草等。如果有村民违反村约的话，仪式就得重

新举行，而仪式费用由违规村民家承担。有村民违

规而重新祭龙时的所有仪式都和正常祭拜仪式一

样，只是这种时候女性村民也可以去。不过此时女

性村民还是得离龙树远点才行。平时任何村民都

不能在祭场或祭拜物边大小便，也不能随便触动相

关祭祀物，否则被视作对神灵不敬而招致其他村民

的一致谴责。现在，村民的信仰思想已出现淡化趋

势，村里有些禁忌已有所松动，比如仪式举行的日

子里村民已可以随意做农活等。

3 灵魂观及招魂仪式

（1）灵魂观

濮拉人的灵魂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人是

灵魂和躯体的结合体，人活着时有七个灵魂；第二，

照相时容易把人的灵魂收走，致使主人活不长；第

三，在野外某地摔倒时，灵魂容易丢失在野外，得在

摔倒处捡回一颗石头，让灵魂附于其上带回来；第

四，某人无故出现精神萎靡，六神无主时，认为是其

灵魂被鬼怪捉走了，需要进行招魂仪式，将灵魂喊

回来；第五，人去世后必须及时延请宗教职业者为

其招魂，使其成为祖灵，保佑子孙后代，否则死者灵

魂会一直在外游荡，变成迫害家人的鬼魂；第六，人

死安葬后的第三、第七或第九天后，死者的灵魂会

回来，所以会引起屋内物品发出声响。调查发现，

濮拉人有着很多和凉山彝人相同或相似的灵魂观。

（2）招魂仪式

濮拉人相信人是躯体和灵魂的结合体，两者缺

一不可，灵魂离开躯体会致使主人发病，严重时会

致命。于是有人生病或出现异常，且被认为是灵魂

离体时，一般都为其进行招魂仪式。

新堡寨濮拉人的招魂仪式由魔公执行，仪式上

需要一碗米、一个鸡蛋和一根丝线。招魂时用丝线

象征性地将失魂者的手或脚摔住，并让其坐在魔公

边上。魔公边喊魂边试着将鸡蛋立起来，并同时在

鸡蛋上也试着立起一粒米。濮拉人相信，如果鸡蛋

和米粒都能顺利叠着立起来的话，说明魂已被顺利

招回；反之，则说明魂仍未被招回，还得继续进行仪

式喊魂，直到将魂招回来重新与主人的躯体结合为

止。

4 祖先崇拜和祭祖仪式

祖先崇拜是云南濮拉人的一个共同信仰现象，

各村寨各家庭都严格传承着祭祖仪式。基于濮拉

人的灵魂观和祖先崇拜现象，濮拉老人去世后，家

属都要延请宗教职业者为其进行安灵仪式。新堡

寨濮拉人的安灵仪式由魔公主持，用一只红公鸡作

祭牲，点香烧纸，魔公口诵经文对亡灵进行劝诱和

招抚，要其安附在灵位上做善灵护佑后人。经过安

灵仪式后，逢年过节时后人都要进行祭祖仪式供奉

祖灵。

濮拉人家庭都在正房的尊贵位置设有专门的

神龛供奉祖先灵牌和灵位，各地濮拉家庭的神龛、

灵牌和灵位在式样上有细微的区别，但供奉祖先神

灵是濮拉人统一的信仰行为。新堡寨濮拉人的祖

灵牌和灵位没有固定区分开来，两者往往都用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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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罐头或竹筒来代替。他们把几个空罐头或几

截竹筒成排摆放在家中的神龛上面，祭祖时直接在

罐头或竹筒上插上香柱进行相关祭仪。祭仪上所

插的香的根数代表祖先的代数，家中供奉几代祖先

灵位由主人家自行决定，没有统一的规定和习俗，

当地村民一般供奉五代祖先。供奉祖灵的供桌有

很多种，有些村民专门请木匠制作精美的供桌，而

有些村民则用一般的木桌代替，供桌后边的墙壁上

都摆设有各种神灵的符号和神位，形成了自家祖灵

位和其他各种神灵位的一个集合点。平时的所有

祈求和祭仪也都在此供桌前完成，集中反映了各种

信仰文化在同一族群信仰心灵上的交融。

过年和清明节是各地濮拉人祭祖的两个重要

时节。

过年时，新堡寨濮拉人会在供桌上摆上酒、肉

和糯米等祭品，并点香进行祭拜。此时不需要延请

魔公主持，都是男主人自行念诵一些祝福全家安康

和六畜兴旺的祷辞即可。

清明节时，新堡寨濮拉人都以家庭为单位举家

去坟山烧香祭祖，回来后还要在家中进行一次祭祖

仪式。清明节当天要杀两只鸡献祭，鸡可以在家杀

煮后带去坟山祭祖和食用，也可以带活鸡前去坟边

宰杀。上坟祭祖时留剩的鸡肉可以拿回来作屋内

祭祖仪式的祭品，如果没有剩余鸡肉，则在家新杀

祭鸡或用腊肉代替。清明节时所用的两只祭鸡不

能都是白色的，而且必须有一只是公鸡。

新堡寨濮拉人有冬至日也上坟山祭祖的信仰

习俗，仪式程序与清明节时差不多。这是新堡寨特

有的祭祖现象，很多其他濮拉村寨都没有这个习

俗。

5 封财门

云南各地濮拉人都有封财门的信仰习俗，此仪

式是在主人认为家中无故破财、失财，人丁、家畜出

现不好征兆或家势运行不顺时延请魔公在家中举

行的一个家庭型招财神、封财门的祈福仪式。即使

家中一切顺利，濮拉家庭一年至少也会举行一次此

仪式，以保家中一切更顺。

封财门仪式需要用一只公鸡做祭牲。仪式上

魔公用嘴把鸡冠咬出血后，将鸡血点洒在住房的角

落上和房门的四个角上，将财神招进门后将鸡放

生。随后，魔公边口念经文边将一张画有方位图标

及文字的长方形红布连同一个装有五谷（玉米、黄

豆、麦子等），并用红布包装的小陶罐一起挂在主人

家的门楣上，以此象征封住财神。濮拉人相信，经

过封财门仪式后，相当于在房门上“安装”了一道无

形的封线，牢牢的封住了家中的财神和其他神灵，

所以封期内禁止外人破坏它，否则被视作打破了封

线，需要付给主人家一定的破财费，供主人家买一

只公鸡举行新的封财门仪式。

封财门的封期有短封期和长封期之分。短封

期为三天，这三天内家中的钱财和物品不能外借，

外人也不能进门，即使是在外的家庭成员也暂时不

能进门，三天的封期结束后，相关的禁忌就自动解

除；而长封期则直到有外人进门“破”了财门才算消

除。

四 结语
以上简要概述了云南彝族濮拉人的整体宗教

信仰状况和各类信仰仪式，虽然各类仪式的祭义各

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却都体现了濮拉人向天地万

物和祖先神明求助的思想，反映了濮拉人祖辈崇拜

自然、万物有灵观、祖先崇拜等的信仰思想。现今，

濮拉人信仰仪式的宗教氛围越发淡化，各类信仰内

容越来越多的被注入了新的元素，大多以民俗节日

的形式在濮拉人村落里固定流传，承载着濮拉人的

各类信仰信息的同时，也更多的体现出了娱乐性和

节日性，丰富着濮拉人的精神生活。

The 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Pula People of the Yi Minority in Yunnan Province

—Using Xinbao Village in Maguan Township as a Sample

WANG Ying-wu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west Nationalitie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is report,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ula people of a village in Yunnan, describe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religious ceremonies. Moreover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Pula people by describing aspects such as Shamanism (Mogong), the practice of choosing particular families to
host religious ceremonies (Long Tou Hu), Exorcism (Qu Gui Yishi), the Dragon Worship Ceremony (Ji Long Y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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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al features and ways of open education, the ways to cultivate
talents, especially the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talents’cultivation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to lead
students to study, complete and manage themselves automatically in the open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o own
good competitive and creative abilty in future so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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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06, I investigacted five counties in Sichuan on the criminal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by
means of consulting files and interviews. By investigation, I found the cases which has to be suspended are more and
more, when the defendants’whereabouts are unknown after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are filed. However, after
suspending,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are laid aside that the rights of prosecutors can not be protected, the
incidental civil actions are virtually terminated and the rift of social peace causing by dissension can not be easily
pacified. In some grass-roots courts, they persuaded the prosecutors to give up the charges and told them to
prosecute again any time when they found the defendant, whereas such alternatives are prohibited in law. So, to solve
deficiency in the procedures of the criminal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we must establish the criminal judgment by
default that we can solve disputes effectively and protect citize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Criminal case of private prosecution; Suspend the cognizance; Dispose alternatively; Judgment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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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summoning Ceremony (Zhao Hun Yishi), the Ancestor Worship Ceremony (Ji Zu Yishi), and the Sealing of
the Gate of Wealth Ceremony (Feng Cai Men), ect. Through these aspects,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Pula people’s
cur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e and what trends towards change are being exhibited.

Key words:Pula people, Shaman (Mogong), the practice of choosing particular families to host religious
ceremonies (Long Tou Hu), Dragon Worship (Ji Long), Sealing of the Gate of Wealth (Feng Cai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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