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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北部地区居住着一支自称尔苏的藏

族。他们使用尔苏方言，虽然没有成型的尔苏文

字，却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大自然崇拜，是尔苏

藏族文化的一个闪光点。这里的尔苏藏族仍然处

于原始宗教信仰阶段，无固定的偶像，更没有为神

职开设的专门施教场地，没有成形的教条、理论。

他们崇尚上天，崇尚先祖，崇尚大山、崇尚高树、崇

尚巨石，崇尚大河，崇尚飞鸟及突然光顾的动物。

他们崇拜大自然。

尔苏人崇尚苍天，称之为“么就日啊部”。尔苏

人认为“么就日啊部”是主宰一切的天神（么就是

天，日啊部是最大的官，皇帝）。“么就日啊部”在天

上看着凡间，主持正义，引导尔苏人休养生息，教育

尔苏人勤劳勇敢、积极行善，劝诫懒惰怯懦、惩戒为

非作歹的人。所以，尔苏人劝诫他人时总是说“么

就日啊部”看到的哦，千万别乱整。他们相信，天上

有一个专司惩处违规违纪的凡人的神，叫“么一尰

蒯”。“么一尰蒯”是协助“么就日啊部”管理凡间的

组织纪律和法律法规方面的事。一旦他找到你，就

没有什么好日子过。所以尔苏人崇尚自尊自爱，自

检自省。平时多积德少干坏事，注重“修阴功”。

他们崇拜大自然中的杜鹃鸟，有“天上的杜鹃，

地上的母舅”的说法，相当于汉族的“天上的雷公

大，地上的母舅大”。尔苏人认为杜鹃是神鸟，是祖

先的化身，每年当第一次听见杜鹃啼鸣时要说：

“哦，听见了，听见了。又增长了一岁了！”，对杜鹃

表示出十分地尊重。尔苏人有两种情况下要对大

自然“表态”，一是听见杜鹃啼鸣时，另外一个时候,

就是每年开春以后，第一次听见雷鸣时，要弯腰双

手击打双膝，口中念念有词：“听见了，听见了，害虫

毒虫死光光”。每逢农历三月杜鹃啼鸣时，人们就

不再谈婚论嫁，更不能举行结婚仪式了。这个时

段，一般不再进行各种欢庆活动。只有到了火把

节，杜鹃“吃了早饭”离开当地，人们再也听不到杜

鹃啼鸣以后,才可以说亲议事。才能举行庆典仪式

和开展欢庆活动。

尔苏藏族特别崇拜大自然，还表现在他们崇拜

大山，崇拜大树，崇拜大河，崇拜大石头，还崇拜白

石。这与其他藏区和羌族的白石崇拜一致，都源自

于古邸羌人的白石崇拜。在尔苏藏族寨子附近，哪

里有特别大的巨石，哪里就可能有尔苏人的香火，

尔苏人不是天天都烧香，只有逢年过节时偶尔为

之。走入尔苏寨子，只要是瓦板房，你会发现大多

数人家的屋顶上都有5个或7个 9个不等的白石

头。其中最大的一块白石头，叫“尔干”。认为那是

神灵之物。尔苏人家家都有一个条形石头，本来是

白色的，常年使用后变成褐色的了。尔苏语称之为

“急哦”（发成一个浊音节）。他们认为那个称为“急

哦”的石头是“石神”的化身，是灵物，能通神。是划

分鬼和神的界碑，是赐予尔苏人智慧和力量的天

神，是指引世间万事万物按照规律发展的贤哲，是

人类的保护神。“石神”能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能

驱邪除害，给尔苏人带来幸福和吉祥。所以，尔苏

人在一年一度的新春播种开始第一天，要向老天爷

报告春播开始了。说的词是：文官的智慧是石神教

授的；武官的技能是石神传授的。吃的东西是石神

给我们的，穿的东西是石神给我们的。感谢石神给

了我们一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尔苏人在训练小

牯牛拉犁时，要齐唱训牛歌：“拟握忙做觉以哈，顾

五忙做觉以哈”。意思是人和小牯牛都一样，开天

辟地时，人不会做农活，是石神教导我们如何种庄

稼的，今天小牯牛不会拉犁头，也是由石神教育它

尔苏藏族的大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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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尔苏藏族的宗教信仰是原始宗教，他们崇尚大自然崇拜。崇拜上天，崇拜大自然当中的许多物体。他们崇拜杜

鹃，崇拜白石。他们崇拜先祖，崇拜石神。他们崇拜大自然里的一切。尔苏人崇尚大自然，感恩山神的保佑和庇护，感谢祖宗

留给了这一片富荫之地。大自然崇拜反映了尔苏藏族人民敬畏大自然，崇尚山神崇尚大自然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尔苏藏族人

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习惯。尔苏藏族的大自然崇拜，促使尔苏人能够善待环境，善待大自然，他们尊重自然环境，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和现当代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是一致的。是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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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拉犁耕地。

尔苏人的大自然崇拜，还表现在对粮食的爱惜

上，他们爱惜一粒米、一颗粟、一个玉米棒子、一块

马铃薯。尔苏人爱惜粮食，不抛撒粮食，认为粮食

是山神和先祖赐福的，不能够随便浪费。他们崇尚

节俭，不铺张浪费。在收挖洋芋时，当发现大块马

铃薯的时候，尔苏人就会把特别大的马铃薯放在神

龛上，敬献给先祖。以此来感谢先祖的庇佑和赐

福。

尔苏人崇拜大自然，崇拜到看见特别粗大的古

树就要拜，要顶礼膜拜，要帮大树清理周边的杂草，

料理枯枝败叶，将随身携带的小东西比如彩色的丝

线等给大树挂枝，给大树许愿……当他们在山间老

林里采集到第一个野果或其它有用东西时，会自然

而然地感谢山神爷的赐福，他们说，今天突然造访你

的领地，冒犯了山神爷，祈求山神爷开恩谅解，祈求

山神爷再度赐福，让我们大家硕果累累满载而归。

尔苏人崇尚大河，有两个典型的做法。一是在

河边烧一堆小火，让它冒出浓烟，双手合十，祈祷河

神保佑，别发大水，保一方平安。另一个是每年大

年初一，家庭主妇就要带上家里制作的少许肉炒

饭，背上水桶到河边祭奠河神，感谢大河给我们带

来了甘甜的河水，让我们依此代代繁衍不息，祈求

河神给我们带来享不尽的幸福生活。为了达到村

子里第一个祭拜的人，有些主妇早上五点钟就要起

床炒饭敬神。祭奠仪式结束了再取回象征当年平

安吉祥的第一桶水。

尔苏人崇尚大自然里的一切。大年初一一大

早，用猪肉炒饭敬家里的石磨，感谢石磨一年来辛

辛苦苦为主人家磨面磨豆浆；敬家里的谷仓，感谢

粮食神赐福给我家，让我家粮食满仓；敬牲畜圈，感

谢管理牲畜的神帮我们照看牲畜，让我们六畜齐

旺。此外，还要祭拜路桥，感谢路桥给我们提供方

便，保障安全等。

尔苏藏族的大自然崇拜，还表现在有专门的节

日来感谢山神的恩赐。尔苏藏族所特有的传统节

日“还山鸡”节。“还山鸡”节，尔苏语“拉杆比”。农

历八月初三，主题是感谢山神的保佑和庇护，感谢

祖宗留给了这一片富荫之地。反映了尔苏藏族人

民敬畏大自然，崇尚先祖崇尚山神的文化传统，反

映了尔苏藏族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习惯。

此外，尔苏人还要专门安排时间祭山神。祭山

神，由萨巴主持祭祀仪式①。活动场面既庄严肃穆

又热闹非凡。全村人要收拾的干干净净，穿上节日

的盛装，抬上美酒和牺牲品，到特定的山间祭奠场

所，摆上供品和美酒，将大活羊拴在树上。然后一

边生火做饭，一边听萨巴唱颂祈福歌。唱到结束时

祈求山神保佑时，全部在场的人都要高呼“噢嚯

呀”。然后杀羊子祭拜山神。活动要持续五六小

时，太阳偏西了大家酒足饭饱，就把现场打整干净，

高高兴兴回家。

可见，尔苏藏族人民崇拜大自然，同时他们还

崇拜“白石神”、崇拜先祖，他们也信鬼神。大自然

是尔苏藏族人民心目中的保护神，是赐福予他们恩

泽的先祖的化身。

“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归根结底，都是自

发宗教的范畴，属于自然宗教。过去，尔苏藏人缺

乏科学知识,不能正确认识大自然的规律，认为这些

自然存在现象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

能力，会对尔苏人的生存及命运产生各种影响；他

们还认为是神在支配着这些自然现象。所以，他们

希望通过祭祀活动祈求神的保佑，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物产丰富，生活安定祥和。

自然崇拜与尔苏人的社会存在有着密切关

系。千百年来，尔苏人生活在横断山脉里，由于交

通等原因，长期与外界隔绝。人为宗教对原始宗教

的影响不强烈。所以，原始宗教得以继续传承。在

凉山州北部地区，原始宗教的萨巴教和“苏瓦”和

“喇嘛”们的藏传佛教并存，都是因为尔苏人的生活

环境和生存条件决定的。尔苏人依生活环境不同

而具有不同的自然崇拜对象及活动形式。具有近

山者拜山、靠水者敬水等地域特色。反映出尔苏人

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丰产富足的需求。

尔苏藏族的大自然崇拜，促使尔苏人能够善待

环境，善待大自然。他们崇拜大自然里的一切。尔

苏人崇尚大自然，感恩山神的保佑和庇护，感谢祖

宗留给了这一片富荫之地。大自然崇拜反映了尔

苏藏族人民敬畏大自然，崇尚山神崇尚大自然的文

化传统，反映了尔苏藏族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良好习惯。

他们尊重自然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

不乱砍乱伐，他们热衷于植树造林，美化环境。他

们不破坏山体，他们尊重和爱护山体。在局部地区

保护了生态环境，有利于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尔苏

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他们的理念和现当代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观念是一致的。是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

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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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萨巴，是尔苏人当中的文化传播人。萨巴主持各种祭山神、祭祖先、求福禳灾活动。萨巴在参与上述活动时，都要请

代表“白石神”的“急哦”，急哦是一个条形石块，约有20厘米长。萨巴用鸡血涂抹在代表石神的白石上，再把鸡毛粘

在白石上，使其增添新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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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Worship of Ersu Tibetan

WANG De-he，GU Tao，JING Zhi-ming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Ersu people’s religious belief is an primitive religion，they worship the nature. They worship the
God，worship objects in nature，such as the rhododendron, the whitehead, their ancestors，God of the rocks，and lots
of things.They thank the god of the mountain for giving them blessings and shelters. Moreover，they also thank their
ancestors for leaving them a rich land. This reflects that Ersu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It
makes them able to treat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as well as the nature. In this sense，it also becomes a positive
factor for Ersu peopl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rsu Tibetan；Nature Worship；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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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ly Tackling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Heighten the A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HUANG Xin，HUANG Liang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Correctly tackling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s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the
principle which should be persisted and the ways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Correctly Ta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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