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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彝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的苦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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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彝族传承着别具特色的农耕文化
,

苦荞文化是彝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苦荞麦是彝族人的 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粮食之一 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
,

彝族人总结 了苦荞麦生产的 习俗和经验 在彝族节日
、

婚丧嫁娶
、

祭祀鬼神等民

俗活动 中
,

苦荞麦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物品 苦荞麦可食可药
,

具有很好的 医疗保健功效和巨大的市场开发价值
。

【关键词 】彝族 农耕文化 苦荞文化 医疗保健 市场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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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彝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东 族人民喜爱
,

被誉为
“

五谷之王
” 。

在楚雄彝区流传

南边缘横断山脉峡谷区
,

以及四川盆地西南边缘
,

着
“

五谷杂粮
,

苦荞为王
”

的说法
。

凉山彝族文献

往往是海拔在 米以上的无污染高寒山区或半 《荞麦的来源 》中则记述道
“

人在社会上
,

母亲位至

山区
。

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地表起伏大
,

地形崎 尊 各类庄稼中
,

荞麦位至上 荞麦作物中
,

苦荞位

岖
。

以山地为主
,

约占总面积的 以上
。

山脉纵 居首
,

甜荞位居后
。 ”

可见苦荞在古代彝族社会生活

横
,

沟壑交错
,

坡多坝少
,

光照资源充足
,

适合从事 中的重要性
。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

农业生产在彝族社会传统经 在彝族同胞间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

吃

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农作物有荞麦
、

燕麦
、

玉米
、

了荞耙耙
,

翻山越岭也不累
。 ” “

吃了荞耙耙
,

喝酒都

马铃薯
、

大麦
、

小麦
、

水稻等等
。

其中
,

苦荞是彝族 不怕
。 ” “

吃了荞耙耙
,

牙齿洁白也整齐
。 ” “

多吃苦荞

人民最为喜爱的主要食物之一
,

也是彝族地区种植 耙耙
,

姑娘长得象朵花
。 ”

生动地说明了苦荞麦食品

历史最为悠久的农作物之一
,

据 《西南彝志 》记载
,

的优越性
,

小伙子吃 了耐饥饿
,

下地耕作有劲
,

上山

公元前二世纪彝族从原始的部落社会进人奴隶社 打柴有力
,

而且喝酒不易醉
,

姑娘吃了还可 以有美

会
,

由游牧走向定居生活
,

那时便开始种植苦荞
,

一 容的功效
。

般春秋两季均可收成
。

荞麦不仅是节庆
、

婚嫁
、

丧 彝族人还用苦荞麦酿制成杆杆酒或者 白酒
,

在

事及接待宾客时的主食 在祭祖
、

祭祀供品中同样 过节时 火把节
、

彝族年
,

举办红
、

白喜事或者贵客

不可或缺
。

彝族人民世代在此生产劳作
,

繁衍生 来临时饮用
。

苦荞麦酿制的白酒和杆杆酒
,

饮用后

息
,

凭借这里的多彩的自然环境
、

丰厚的物产资源
,

头不疼
,

胃不闹
,

很受彝族人民喜爱
。

用勤劳的智慧传承着别具特色的农耕习俗
,

而苦荞 二
、

苦荞麦的主要生产 习俗和经验

文化则是这一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彝族是较早种植荞麦的民族
,

彝族传统家庭十

一
、

苦荞麦在彝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分重视对子女进行苦荞麦种植技术的传授
,

积累了

苦荞
,

云南楚雄彝语叫
“

作兹麻
” ,

四川凉山彝 丰富的生产习俗和经验
。

语则称
“

嘎诺
” 。

彝族是最早种植苦荞的 民族之 苦荞适宜生长在向阳
、

滤水
、

通风条件好的缓

一
。

大多数彝人聚居地的气候和土质都适合栽种 坡地
,

所以
,

荞地的选择比较讲究光线
、

水份
、

坡度

苦荞麦
,

苦荞的产量和营养价值又高于甜荞
,

所以 等因素
,

云南彝族民歌 《高山顶上种荞去 》就充分反

苦荞在彝族地区种植最广泛
,

是彝族人赖以生活的 映了苦荞所适宜的这种生长环境
。

择荞地是种荞

主粮
。

的第一步
,

每年各户都要精心选择合适的荞地
,

一

苦荞一般都产于高寒山区
,

因此绿色天然
,

纯 般都在村际范围内选择
。

在彝族居住的高寒地区

净无污染
。

苦荞不易被虫蚀
,

食用方法多
,

荞耙
、

烙 有许多轮歇地
,

若找到了一块条件好的轮歇地时
,

饼
、

烧摸
、

煎饼
、

荞米饭
、

疙瘩饭
、

汤丸子
、

糊羹
、

凉 就在地脚的左
、

中
、

右三点上
,

先用镰刀把杂草割开

粉
、

扎扎面
,

等等
,

根据个人爱好
,

可与四季豆
、

洋 五尺
,

用锄头挖翻三尺
,

把割来的杂草堆在挖过的

芋
、

小麦
、

大米
、

圆根
、

旅粉
、

白篙等多种食材搭配食 土上焚烧成灰
,

草木灰是彝族传统社会最佳的肥

用
,

而且制成熟食后不易变质
。

因此
,

苦荞颇受彝 料
,

后来才逐渐被羊粪所替代
。

荞地选好后
,

请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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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择一吉日去开挖
。

开挖一般用翘锄或牛犁
。

开

挖前需祭山神
,

祈求山神保佑
。

对于种植时令
,

彝族人也十分讲究
。

凉山彝

族尔比 讲
“

苦荞要在猪月撒
,

包谷要在鼠月种
,

水

稻要在鸡月栽 布谷不叫不播种
,

蝉儿不鸣不撒

荞
” 。

农历 至 月是开荒置地的最佳季节
,

雨季即

将收尾
,

土质松软
,

易于开荒 树木枝繁叶茂
,

便于

积肥
。

荞麦地开垦 出来后
,

农历 至 月砍树枝

铺荒地
。

苦荞一般分为春荞和秋荞两季
,

春荞播期

一般在 月 巧
一 日左右

,

秋荞最佳播期从 月下

旬收完土豆后开始播种
,

至迟播到 月中旬
,

月初

长齐苗
,

能淋上白露水为佳
。

在播种方法上
,

传统

彝族社会中主要以撒播为主
。

随着现代农耕技术

在彝区的迅速传播
,

引进了阔幅条播
、

穴点播等多

样化种植方法
,

以条播为好
,

施肥管理较方便
,

播后

盖上焦泥灰
,

覆土不宜过厚
,

宜浅覆盖
。

彝族同胞对苦荞子的储存十分讲究
,

苦荞麦

收获后不能晒得太干
,

晒干的荞子磨成粉后制作出

的食品味苦
,

而且不香
。

储存荞子用的器具
,

必须

是从人畜罕至的深山 里砍来 的金竹编制而成 的

囤
。

有些富有人家往往储存有 一 年的陈年苦荞
,

由于保存方法得当
,

所以没有虫蛀的现象
。

苦荞麦的这些生产习俗和经验
,

是彝族人祖祖

辈辈生产经验的总结
,

和其他生活生产经验一样
,

已经融人到彝族传统文化之中
,

成为彝族传统农耕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

三
、

苦荞麦在彝族民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苦荞麦在彝族 民俗活动中同样有重要作用
。

苦荞麦食品是彝族各种节 日
、

婚礼
、

丧事
、

祭奠
、

敬

神
、

驱鬼等活动中绝对不可少的一种食品
,

以见证

主人对祖先
、

亲人和神鬼的诚意
。

这是苦荞麦在日

常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在民族文化领域的延伸
,

具有

了民族文化层面的意义
,

并且通过这些活动或者仪

式凝固下来
、

传承下去
。

世事推移
,

彝族人的生产

生 活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

但是
,

在记录着彝

族人传统文化的民俗活动中
,

苦荞麦却仍然保有其

不可磨灭的地位
。

苦荞麦在彝族婚礼中的作用
。

姑娘出嫁时
,

一般都要禁食一周左右 看新郎家隔新娘家的路途

远近
。

远者
,

禁食时间更长一些
,

近的也有只禁食

三天 的
。

到了新郎家
,

举行完梳头仪式后
,

新娘开

戒的第一顿饭要吃苦荞面做的稀饭
。

苦荞麦在彝族葬礼中的作用
。

彝族人去世举

行丧礼时
,

需用干炭火烤熟一个半大的苦荞摸摸
,

择一根干净的木棍
,

从中心穿过摸摸
,

然后抬起
,

祭

奠在死者前
。

到死者火化时
,

由火化师食用
,

意为

洁净
、

吉利
,

能驱邪祛污
。

苦荞麦在彝族火把节中的作用
。

凉山彝族地

区过火把节时
,

家家户户都习惯用苦荞面做成青

蛙
、

牛
、

羊
、

麻雀等各种动物形状
,

供孩子食用
,

以祈

求来年五谷丰登
,

人畜兴旺
,

儿女健康成长
。

苦荞麦在彝族年中的作用
。

过彝族年时
,

将苦

荞做成荞丰巴和其它供品一起放在神位上祭祀祖灵
。

苦荞文化融人彝族传统家庭儿歌教育中
。

过

去彝族人家孩子长到 至 岁左右时
,

母亲都会教

会孩子一首祝福荞子的儿歌
“

妈妈和乖乖一起祝

愿荞叶斗笠一样宽
,

祝愿荞杆木棍一样粗
,

荞粒石

臼一样大
,

… …
” ,

声情并茂
,

十分动听
。

可见彝族

家庭重视从小对子女进行苦荞文化的熏陶
。

苦荞麦在彝族民俗活动中的重要性同样在彝

族尝新仪式中得到体现
,

即苦荞尝新仪式
。

别具特

色的苦荞尝新仪式
,

彝语叫
“

格施施
” ,

是彝族最为

隆重的尝新仪式之一
。

每年 一 月间
,

收割完苦荞

后
,

住在高山
、

二半山等盛产苦荞地区的彝族人家

都要举行一次尝新仪式 —尝苦荞仪式
。

仪式过

程十分严谨而讲究 先从人迹罕至的河边择拣一净

石
,

放人火塘烧得通红 彝语叫
“

尔察
”

用葫芦瓢

盛些净水
,

瓢里放人几根青篙 毕莫经书上记载 青

篙具有镇邪之功能 然后将
“

尔察
”

放人瓢中
,

发出
“

苏苏
”

的声音 在从卧室到客厅柱梁的范围内绕一

圈
,

意为解污 解污后
,

把蒸熟的苦荞耙或千层饼放

在崭新的 或洗净的 木盔上
,

在火塘上方绕一圈

后
,

敬献在神位上
,

以示对祖宗神灵祈祷丰收和感

激之情 祭者 口中念念有词
,

即意为
“

尝新平安 尝

新吉祥
”

之类的祷告语 之后主人家方可食用
。

彝族也有其他农作物的尝新仪式
,

如河坝地区

的彝族每年春节要举行尝新米仪式
,

但其仪式不仅

相对简单一些
,

而且没有尝新苦荞那么 严谨
、

虔

诚
。

彝族人民对苦荞的敬重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

苦荞 自古即深人到彝民族各种民俗活动中
,

没

有其它任何一种食物在这些民俗活动中如此重要
,

是彝族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
、

苦荞麦的医疗保健作用

彝族同胞长期以苦荞麦为主食
,

身体健壮
,

肌

肤红润
,

很少有人患有高血压
。

据有关农学专家研

究
,

荞麦不仅营养丰富
,

而且对多种疾病具有防治

功效
。

《本草纲 目 》中记载 苦荞麦性味苦
、

平
、

寒
,

有

益气力
,

续精神
,

利耳 目
,

有降气宽肠健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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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麦中含有黄酮类物质
,

其主要成分为芦丁
。

芦

丁含量 占总黄酮的
一 ,

芦丁又名芸香

贰
、

维生素
,

具有降低毛细血管脆性
,

改善微循环

的作用
,

现代临床医学观察表明
,

苦荞麦粉及其制

品具有降血糖
、

高血脂
,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

对

糖尿病
、

高血压
、

高血脂
、

冠心病
、

中风等病人都有

辅助治疗作用
。

苦荞营养丰富
,

老少皆宜
,

妇儒均

利
。

可食可药
,

是药食同源的典型
。

苦荞以其丰富的营养和特殊 的成分
, “

荞
”

立
“

谷
”

群
,

成为当今社会的营养
、

食疗食品之王
。

上

世纪 年代初期
,

日本
、

韩国就开始了苦荞保健食

品的开发研制
,

并把苦荞定为重要的营养食品
。

苦

荞的种种功效
,

使其在国际 国内市场都有很大的需

求量
。

目前
,

苦荞文化的开发
,

作为一支最具实力

的新兴的饮食文化在中国大陆彝族地区边迅速展

开
。

在四川凉山
、

贵州
、

云南等彝族地区
,

苦荞系列

产品已迅速得到了又好又快地开发
。

最具代表性

的产品有苦荞米
、

苦荞面
、

苦荞羹
、

苦荞糊
、

苦荞粉
、

苦荞茶
、

苦荞酒
、

荞麦饮料等
。

凉山彝族 自治州享

有
“

中国苦荞之都
”

的美誉
。

近年来
,

凉山州为推进

苦荞产业发展
,

创新科技
,

助推苦荞产业发展
。

凉

山现从事苦荞麦产品开发生产企业已达 多家
,

生

产苦荞产品有八大系列
、

几十种产品
,

形成集种植
、

科技
、

品牌
、

加工
“

四位一体
”

的苦荞产业链条
。

其

中开发规模最大的有西 昌三匠苦荞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开发的
“

三匠苦荞茶
”

四川环太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开发的
“

环太苦荞茶
” ,

昭觉
、

会东
、

甘洛等县相

继开发的苦荞麦酒等
,

已形成产业群
,

相当规模地

进人国内外主要城市市场中
。

苦荞产业的龙头老

大和知名品牌
,

已渐人人心
,

被不同国籍和不同肤

色的人们所接受
。

彝族传承着别具特色的农耕文化
,

苦荞文化是

彝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苦荞麦是

彝族人的 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粮食之一 在长期的生

产实践中
,

彝族人总结 了苦荞麦生产的习俗和经

验 在彝族节 日
、

婚丧嫁娶
、

祭祀鬼神等民俗活动

中
,

苦荞麦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物品 苦荞麦可食

可药
,

具有很好的医疗保健功效和巨大的市场开发

价值
。

历史上
,

由于苦荞往往是作为主粮食直接蒸

煮而食
,

加工不精细
,

因此吞咽不畅
,

口感也略显苦

涩
。

而且 由于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
,

苦荞产量不

高
,

其珍贵的药用和营养价值一直隐藏在高寒山区

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同胞的锅瓢碗盏之中
,

没有得

到社会的重视
,

苦荞文化也一直深藏在封闭落后的

大山里
,

没有成长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化
,

也没

有融人中国的城市文化
。

随着人们对苦荞麦认识

的加深
,

作为彝族农耕文化之一的苦荞文化
,

正悄

然成为西南彝族地区乃至国际上最具魅力和开发

潜力的传统文化之一
,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 以绽放

更加夺 目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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