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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布在藏彝走廊东南缘的川西南藏族
,

信仰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
。

他们敬先祖
,

祭山神
,

驱邪除秽
,

驱鬼杀鬼
。

在他们 的民间信仰活动里有一系列的敬祖祭神仪轨
。

包括纳木依藏族的牛王会
、

尔苏藏族的射箭节和还山鸡节以及为亡灵指

路仪轨等
,

无不体现 出敬神灵远鬼邪 的民间信仰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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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藏彝走廊东南缘 的川西南藏族
,

包括尔

苏
、

里汝
、

鲁苏
、

多续
、

纳木依
、

旭米
、

普米
、

木雅等若

干个亚族群
。

他们都信仰民间苯教
,

信奉万物有灵

的多神崇拜
。

他们敬先祖
,

祭山神
。

有一系列的敬

祖祭神和驱鬼杀鬼仪轨
,

如纳木依藏族的牛王会
、

尔苏藏族的还山鸡仪式以及丧葬习俗中为亡灵指

路的仪轨等
。

民间祭祀是藏区盛行的与神灵鬼怪

交往的民间信仰活动
,

是深深地融人到藏民族 日常

生活 的民俗活动
。

祭祀文化积淀着他们从远古走

来的文化人类学信息
,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其中不乏杂散区藏族人民长期与兄弟族群和

平共居形成的多元文化现象
,

比如用招魂的办法杀

鬼等方式的应用
。

纳木依人敬重先祖和山神
。

他们把家神
、

山神

和大石神以及河神作为 自己的保护神
,

随时加以祭

祀和膜拜
。

纳木依除了各家各户 自己敬神而外
,

还

有专司祭祀的帕子
。

纳木依人每到特定的时候就

要祭祀神灵
,

祭祀地点可 以 自选
,

也可 以到专门的

祭坛去祭祀
。

祭祀山神活动
,

纳木依语叫
“

呱比
” ,

有多种多样
,

以祭祀方式和祭祀地点划分
,

可 以是

大祭和小祭
,

也可 以是祭祀先祖
、

山神等等
。

固定

的祭祀活动要到祭坛去进行 一些小型 的祭祀
,

如

水神
、

路桥神
、

粮食神
、

牧羊神
、

大石神
、

土地神
、

树

神等
,

可以就地祭祀
。

就祭祀活动的献祭来划分
,

有献鸡的
、

献羊的
、

献猪的
、

献牛的
、

祭猴的
,

在古时

候还有献人的陋 习
。

纳木依藏族的山神祭祀活动

最有特色
。

一
、

祭祀神灵与牛王会

一 牛王会是纳木依祭祀神灵的最高规格

藏族人民有很多关于牛的传说和故事
,

他们视

牛为神
,

牛年以牛为牺牲献祭神灵
,

是纳木依藏族

最隆重的神灵祭祀活动
。

纳木依语言中
,

牛王会叫

“

昂牙 比
” 。

纳木依藏族有一个专门的祭师叫
“

甲

巫
” ,

就是人菩萨的意思
。

是全脱产的专职帕子
,

他

养尊处优
,

任何事情都不做
,

由全村人供奉他
,

全村

人家轮流做好吃的给他送来
,

请他食用
。

所以藏族

老人骂年轻人懒惰就说
“

像个人菩萨
,

啥也不做
”

甲巫要具备三个条件
。

第一
,

甲巫是世袭的
,

是宗

族的私有权力
,

只有甲巫家族的后代才可 以当甲

巫 第二
,

甲巫家族后代里
,

只有属龙
、

虎
、

猴的人才

能够当甲巫 第三
,

甲巫终身不得结婚
。

甲巫就是

牛王会祭祀活动的神职人员
,

为全家族和整个地区

赐福降瑞
。

甲巫不劳动
,

不近女色
,

不干坏事
,

干干

净净
,

清白无瑕
。

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规矩
,

冕宁县王成林先生的祖上
,

就是世袭甲巫的家族
。

其他家族李家
、

兰家
、

韩家
、

王家都不能当人菩萨
,

但是他们要监督甲巫遵守规则
。

如果甲巫违规违

纪
,

他们有权取消其甲巫资格
,

不再提供经济支

撑
。

当甲巫去世后
,

家族举行会议
,

在族内确定新

甲巫
。

举行牛王会要在农历八
、

九月份
,

祭祀时间

到了
,

帕子就要主持整个祭祀仪式
。

大家给人菩萨

制作一套纯白色服装
,

白帽子
、

白衣裤
、

白鞋袜
。

还

有用雪白色的蚕茧壳粘贴的面具
,

全身上下纯白

色
。

他要率领整个家族的人去撵鬼
。

甲巫浑身白

色
,

率领大家奔向祭祀山头
。

三十人的武术队
,

每

人扛一根碗 口粗细
、

五米左右长的木杆
,

在帕子的

率领下
,

挥舞木杆表演武术
。

其余人在后边大呼小

叫
、

敲锣打鼓
、

吹号鸣螺
、

放炮鸣枪
,

刀剑挥舞
,

弯弓

搭箭
。

撵鬼仪轨声势浩大
,

震撼心灵
。

撵鬼过程中

甲巫不得往后看
,

否则会降灾村庄
。

祭祀点有古老

的石台
,

石刀石斧等祭祀活动所需的工具
。

上 山顶

后帕子摆开阵势
,

开始一系列祭祀活动
,

年轻人按

照分工开始宰杀牺牲
,

祭天祭地祭山神
,

埋锅煮饭

煮肉办生活
。

人菩萨不说话
,

由其他人把他扶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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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队的人立起木杆排在人菩萨后边做护

卫
。

人菩萨只是在祭祀仪式上配合帕子
,

代表天神

给整个家族和地区赐福降瑞
。

纳木依藏族认为自

己是天神的后代
,

并且他们认为人菩萨代表天神和

先祖
,

所以人菩萨说一不二
。

纳木依人对人菩萨非

常虔诚
,

顶礼膜拜
。

冕宁县联合乡李先生 ①说 在冕宁拉乌堡王姓

纳木依藏族中
,

过去每隔十二年或数十年
,

要举行

一次大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
,

当地人称之为
“

牛王

会
” 。

牛 王会 的祭祀地点设在拉乌堡子的 山 头

上
。

牛王会期间
,

凡是纳木依王姓部族的人
,

无论

你是工作的还是打工的
,

是本地居住还是迁到外

地的
,

都要如期赶回来
,

到拉乌堡参加牛王会
。

每

一次的牛王会
,

从农历八月十五 日开始
,

一直延续

到月底
。

牛王会期间
,

所有的帕子
、

阿什和帕米都

要来参加祭祀活动
。

他们各司其职
,

念帕子经
、

吹

法螺法号
、

吹耗牛特角等
。

牛王会是上千人的聚

会
,

吃住统一安排
,

仪轨宰杀数十头耗牛和上百只

猪羊
,

开销非常大
,

家族内部大家分摊
。

牛王会首

先要烧起滚滚浓烟实行烟祭
。

烟祭是民间信仰活

动不可或缺的程序
。

喂桑后
,

着法衣法帽的帕子开

始念诵祭祀山神的经文
,

伴随着幽幽的法螺和法号

声
,

族人绕修建在树林里的石碉转圈
。

后勤人员开

始宰杀牺牲
,

烧锅造饭
。

帕子分发纪念品祝大家吉

祥如意
,

小宇物一方面给你带来好运
,

另一方面也

表示
“

山神赐福予参加仪式者
” 。

由于牛王会耗资

巨大
,

所 以近百年来庙顶地区没有举行过这类活

动
。

二 杀猴祭碉是牛王会的高潮

过去 的牛王会有一个杀猴祭碉仪式
。

祭碉仪

式中
,

所有参加祭祀活动的人
,

男女老少数 以千

计
。

他们在帕子的带领下
,

浩浩荡荡熙熙攘攘地围

绕村里的小碉房和村外的碉房楼宇转场
。

据说
,

村

外的大碉房是修在树林里的
,

周边有宽敞的开阔

地
,

便于众人祭祀活动
。

转圈结束后在碉楼前杀猴

子祭碉神
。

三 杀人祭天是纳木依藏族过去的陋习

木里县王先生和冕宁县的李先生分别谈到 在

很久以前
,

纳木依人认为
,

天神菩萨每过十二年
、

或

者一百二十年以后就需要吸取人的灵魂
。

所以纳

木依帕子要用人给天神菩萨献祭
。

这种杀人献祭

的祭祀活动就叫
“

措牙比
” 。 “

人祭
”

开始是在宗族内

采用占 卜的方式依据卦像确定人选
。

后来族人按

人户凑份子筹集资金买奴隶做
“

人祭
” 。

有时候临

时逮一个外族人来做人祭
。

再后来
,

受到周边民族

的反对
,

纳木依人 自己也觉得太残忍
,

就取消了人

祭活动
。

上千年前这种貌似尊祖尊天神的活动被

纳木依人抛弃了
。

开始时有人用猴子取代人祭 再

后来猴子也找不到了
,

就用晒干的猴子皮作为替代

品
。

到了近现代
,

猴皮也不要了
,

开展仪式只宰杀

牛羊猪鸡
。

据课波乡纳木依藏族王老师 ②讲 有一

年
,

一家孤儿寡母被打卦选中做人祭
,

她们给帕子

诉苦请求帮忙过关
。

帕子心好
,

想了一个办法
,

用

一头老母猪替代了这个老太婆
。

就这样
,

用猪替代

人祭首开先河
,

从此以后就改用猪羊牛做牺牲
,

再

也不用人做祭品
。

纳木依人摒弃了人祭习俗
。

我

们无从考证纳木依人的杀人祭天习俗消失的确切

时间
。

但我们知道
,

西藏的蕃人有杀人祭天 的习

俗
,

早期原始苯教十分重视祭祀
,

用数千动物做牺

牲的
“

红祭
” ,

还有以
“

人牲
”

来献祭的
“

大红祭
” ③ 宋

朝时期内地汉族也有杀人祭天的陋习 ④
。

后来随着

社会的进步
,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

这些野蛮的祭

祀活动就消失了
。

二
、

尔苏藏族射箭节的敬神仪式和驱鬼杀鬼

仪式
, '

沙巴端着燃烧着檀香枝灰钵
,

青烟袅袅香味四

溢
,

这种烟祭就是白桑
。

族长和智者握着宝剑跟着

沙巴
,

法螺队
、

弓箭队
、

长刀队
。

随后的游行队伍男

女老幼都着节 日的盛装
。

队伍行到祭祀点
,

沙巴放

好灰钵
,

添香枝补荞粉
,

加大烟雾 把酒祝天
,

祈祖

先神和山神保佑家族平安
,

保佑乡村吉祥
。

祈求粮

食丰收
,

人畜平安
。

教育大家和睦相处
,

团结勤劳
,

共同抵御 自然灾害和外来欺侮
。

仪式有射箭
、

摔

跤
、

册腕
、

骑马等游戏和 比赛
。

其中还有驱鬼游

戏
。

射箭比赛后
,

大家开始撵鬼游戏
,

青少年儿童

们挥舞木剑
、

划拉着弓箭
,

高喊打鬼杀鬼
,

前呼后拥

奔向窝棚
,

那化妆成魔鬼的老头连滚带爬逃之夭

夭
,

众人砸烂窝棚点火焚烧
。

表示杀死了魔鬼
,

从

此以后鬼邪潜踪
,

村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

三
、

还山鸡敬祖祭山神

尔苏藏族的还山鸡祭祀活动
,

一般在九月初一

这天举行
。

节前就做好准备工作
,

准备灰钵制作香

炉
、

用红皮桦稿树细木条制作祭祀架
,

炒荞米
、

煮鸡

蛋
、

煮荞摸等祭品
。

祭祀当天
,

主持人在香炉里点

燃薪炭后再加上檀香枝
、

荞麦面
、

鸡蛋壳
、

炒荞米

等
。

在院子里燃上一堆火
,

取出家家户户供奉的石

头神
,

在桑烟滚滚
,

海螺声声中向石神祝辞祈愿
。

祭祀用品全部从浓烟滚滚的火堆上旋转三圈 以后

再传递出来
,

年轻人在火堆的另一头分别接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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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器和供品
,

列队出发
。

祭主端上点燃的灰钵走

最前面
,

其余的依次排后
。

出发时大家齐声高呼
“

传也一传啊一
” 、 “

传也一传啊一
” 。

要上山参加祭

祀的人
,

都穿上了节 日的盛装
,

全寨子的人一起出

发
。

到达祭祀山林之前
,

所有女性要集体在山腰等

待
,

祭祀现场忌讳有女性
。

在尔苏藏族的传统文化

里有许多禁忌
,

女子不具体操办敬神和敬先祖的活

动
,

通常情况下都由家里的男子主持敬神活动
。

主

人家或者沙巴司祭
,

祭主把酒祝苍天
,

祈求山神爷

保佑一方平安
,

祈求先祖庇佑子孙昌盛
。

人们把白

公鸡高高举过头顶
,

面向四方叩首膜拜
,

口 中念念

有词
“

言凰
,

旺凰
” ,

告诉天神
、

山神
、

祖先神
,

子民还

愿来了
,

感谢赐福
,

感谢保佑
。

叩拜后把白公鸡杀

了
,

鸡血抹在祭桩上再粘上鸡毛
。

把鸡爪
、

鸡嘴壳

子和鸡翅尖连同爆荞米
、

荞摸
、

碎鸡蛋白一起放到

祭篮里
,

祭祀诸神
。

然后大家收拾东西
、

扑灭火星

下山
。

到山腰和妇女们汇合
,

大家汇集在一块平地

上
,

相互敬酒祝福
。

一边分食敬神祭品
,

一边认真

观察祭祀点的情况
,

看乌鸦或其它鸟类最先飞到谁

家的祭祀点啄食
。

然后回家烧锅做饭打整祭鸡敬

家神
。

祭祀神灵反映的是人与神精神上的联系
。

尔苏藏族人民通过还山鸡节的祭祀活动
,

强化了人

神交往
,

通过烟祭 白祭
、

血祭 红祭
、

酒祭三种方

式祭祀神灵
,

给神灵
“

行贿
” ,

讨得神灵的欢心
,

与之

构成同盟关系
,

希望山神和家神庇佑
。

是尔苏藏族

远古时期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的文化遗存
。

四
、

拉吉谷的太阳神祭祀和磨房沟的师 日啊卓

师 日啊卓原意是神仙过年的 日子
,

是祭祀神仙

的节日
,

是尔苏藏族别具特色的原始宗教节 日
。

没

有统一的时间
,

通常在农历四月举行
,

全村按照人

户凑份子凑钱买一头大肥猪来祭祀神灵
。

具体时

间由沙巴测卦
,

选择一吉 日
,

全村的男人一起聚集

到山林里一个固定的祭祀点开展祭祀活动
。

祭祀

山神
、

先祖和天上 的各路神仙
,

愿各路神仙保佑一

方平安
。

祭祀山神时把公共祭祀的肥猪宰杀了打

理干净后
,

把全猪敬献给神灵
,

然后切块按户头均

分到各家各户
。

各家将猪肉煮熟后
,

与盛满白酒的

酒壶
、

一把牛耳刀 一起放到臂箕里
,

爬上梯子从屋

内打开天窗
,

把臂箕放到屋顶上
,

高呼
“

师 日啊卓

哎
,

师 日啊卓哦
” ,

呼唤天上的各路神仙光顾
。

尔苏

人家喜欢盖瓦板房
,

上边有两张瓦板是活动的
,

就

是专门用来师日啊卓时敬神的
。

越西县保安乡拉吉谷是个 多户人家的尔苏

藏族寨子
。

他们每年冬月十九都要举行敬神仪式
,

按照他们 自己的说法
,

是敬太阳菩萨的节日
。

各家

各户把香蜡钱纸
、

水果糖果和白酒都摆放到山坡上

的树林里
,

地上插上点燃的香
,

端上酒杯
,

用鲜篙草

蘸酒挥洒向天空
,

祝愿先人庇佑
,

祈求太阳菩萨保

佑
。

祭拜结束
,

把大肥猪肉宰割成块
,

按照人户均

分
,

各家各户端回去煮熟了敬家神
。

甘洛县的尔苏

藏族农历四月举行的师 日啊卓和越西县拉吉谷农

历冬月十九举行的敬太阳神的节 日祭祀活动
,

形式

和内容都大同小异
。

五
、

送魂指路与驱鬼杀鬼仪式

尔苏藏族和里汝藏族的丧葬仪式中有一个
“

送

魂
”

仪轨
。

送魂仪轨有一个独特的民俗
,

就是驱鬼

杀鬼的仪式
,

他们称之为
“

么司叉积
” 。

么司的字面

意义就是撵鬼杀鬼
。

传说亡灵经过阴间前往阎王

爷那里报到的路上
,

会遇到一个叫
“

么
”

的鬼
,

专门

吞噬亡灵
。

亡灵一旦被吸魂鬼吃掉
,

就不能到阎王

爷那里报到
,

就不能够进人先祖的行列
。

为了保证

亡灵能够进人先祖的行列
,

庇佑后代繁荣昌盛
,

死

者的后代要猎杀吸魂鬼
,

指引亡灵回归祖居地
,

再

送人天送人云
,

保证亡灵位归先祖之列
。

这个仪式

有请神助阵
、

祭祀亡灵
、

指路送魂
、

撵鬼杀鬼
、

遣灵

安魂
、

祭神回神等仪式
。

对神和鬼爱憎分明
,

并具

有截然不同的处置方法
,

对于即将成为先祖的亡

灵
,

送冥币
、

送牺牲
,

大加祭祀
,

给他指路
,

帮他驱鬼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猎杀吸魂鬼
,

大肆讨好亡灵

对于吸魂鬼
,

大加折磨
,

加以驱赶
,

甚至用沙巴的法

力和神仙的神力驱除和猎杀吸血鬼
。

在送魂仪式上
,

沙巴要为所有与丧事有关的人

招魂
,

要分离生者和逝者的灵魂
,

招 回生灵
,

遣送亡

灵
。

据越西保安乡王沙巴说
,

他和越西的彝族毕摩

都有一种招魂杀鬼的法术
。

先用招魂术把鬼魂讴

骗来
,

再用法器突然袭击
,

鬼魂避让不及
,

一锤毙

命
。

这种方式
,

外人一点看不出咒鬼杀鬼的残酷斗

争
,

都是娓娓邀请鬼魂前来享受美食佳肴
,

同样能

够达到杀鬼的 目的
。

这是现当代尔苏沙巴和彝族

毕摩都在采用的咒鬼杀鬼术
。

六
、

清洁仪式与驱鬼

川西南藏族的民间信仰传承人
,

对待鬼神态度

是旗帜鲜明的
。

在各种清洁仪式中
,

祭祀神灵时
,

使用敬语
“

嗦一嗦以嗦一
”

表示敬献给您 在驱除

鬼邪时用鄙语
“

惹一惹灌灌一
”

表示丢给你的
,

你

滚蛋 作清洁仪式要请求神灵人座神完
,

享受礼

遇 作驱鬼仪式要咒骂鬼邪从速离去
,

尽快逃命
。

在一些驱鬼仪式上
,

沙巴还要
“

抱桦 口
、

拴铁链
、

喷

火苗
”

等
。

病人久病不起
,

沙巴行驱鬼法术
。

他们

用牙齿咬住烧得通红的犁桦绕场
、

把烧红的铁链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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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裸身上
、

用嘴喷油燃起熊熊烈焰
,

都是吓唬魔鬼

以驱鬼
。

加拿大仪式学家格兰姆斯 从发生

学 角度对仪式行为的起源进行探讨 和

日常生活中常态的行为相比
,

仪式行为无论行为频

率还是行为 目的都具有超常态的特征
。

他从发生

学的角度探讨仪式行为的起源
,

认为仪式的根源来

自生物的和 自然的现象
,

认为仪式始于
“

仪式化
”

。

驱鬼仪式通过各种震撼人心 的动作
,

驱逐鬼邪

和敌人
。

沙巴用这些
“

神奇
”

的
“

法术
”

展示神奇的

能力
,

吓唬鬼怪
,

驱赶鬼邪
,

达到清洁的 目的
。

川西南藏族的民间信仰是苯教发展的早期阶

段
,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因发展不充分而演变成民间

信仰的
。

尔苏沙巴和纳木依帕子都有丰富的祭祀

的口诵经
,

有比较规范的祭祀仪轨
。

祭祀活动都属

于藏族苯教九乘之中的郎辛乘的范畴
,

包括祭神

类
、

招福类
、

攘解类
、

解秽类
、

招魂类等
。

牛王会
、

师

日啊卓
、

还 山鸡节都是祭祀山神和先祖的民俗活

动
。

祭祀山神和祖先
,

先要吟诵祭山经和祭祖经
,

再供献牺牲
,

然后才托付各种事项
。

托付事项主要

是祈求繁荣昌盛
,

祈求平安吉祥
。

纳木依藏族的牛

王会
、

尔苏藏族的射箭节
、

尔苏藏族和里汝藏族的

么司叉积仪轨有撵鬼和杀鬼的仪轨
。

驱鬼杀鬼要

借助神灵和法器的力量
,

通过全村庄的配合协同
,

驱赶鬼邪到预定地点进行猎杀
。

鬼和神是对人类

产生攻击作用和庇佑作用的两类鬼界灵类
,

鬼类是

绝对的危害类
,

是敌人
。

神类与人类和谐时是益

类
,

是朋友 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神灵反 目时
,

就会和

鬼邪一样危害人类
,

成为敌人
。

所以神灵具有两面

性
,

要不停地祭祀它
,

讨好它
,

要结成人神的统一战

线
,

发挥神灵的最大益处
。

川西南藏族民间祭祀活

动的意义
,

无论敬神祭祖仪式还是驱鬼杀鬼活动
,

都是讨好神灵的活动
。

讨好的对象是与他们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山神和先祖神
。

通过祭祀这样的

行贿活动讨好神灵
,

祭祀者与神灵形成伙伴关系
,

结成同盟
。

通过祭祀神灵这样的仪式仪轨
,

祭祀者

借助神力来对付邪恶的势力
、

消除鬼邪带来的消极

影响
,

获得平安祥和
、

兴旺发达
。

仪式是文化的整

体表达
,

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习俗的时候
,

选择民族

志的田野调查为符号来切人
。

通过一滴水珠反映

太阳的光辉
,

通过一个点展示事物的整体
。

川西南

藏族的敬神灵远鬼邪的民间信仰习俗
,

决定了他们

与人为善
,

敬业乐群的民族习俗
,

他们能够和周边

族群和平共居
,

和谐相处的这种民俗有利于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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