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古

老传统节日。由于古代彝族通过占星，在北斗星完

成斗柄上指一周的轮回，斗柄正上指的时候过火把

节；在北斗星完成斗柄下指一周的轮回，斗柄正下

指的时候过彝族年。因此，在唐代的汉文史料中，

火把节被称为夏季的“星回节”。关于火把节的由

来，传说不一，主要可分为其他民族传说和彝族传

说两种。

一、火把节的其他民族传说

1. 纳西族

天神劳阿普嫉妒人间幸福的生活，便派一位

老迈的天将到人间，准备把人间烧成一片火海。

当天将来到人间时，看到一个男人把年纪稍大的

孩子背在身上，反而牵着年纪较小的孩子走，他感

到奇怪，细问方知背着的孩子是侄子，牵着的孩子

是儿子，因哥嫂双亡，汉子认为应该好好照料侄

子。天将为这样的人间美德所感动，不忍心加害

他们，就把天神要烧毁人间的消息告诉给汉子，要

他告诉人们于六月二十五那天事先在门口点燃火

把，以免去灾难。于是千家万户都在这天晚上点

起了火把，天神看见人间一片火海，便沉沉地睡

去，再也没有醒来。后来，纳西族人民就把这天定

为火把节[1]。

2. 拉祜族

山上住着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恶人专吃人

眼。六月二十四这天，善人用蜂蜡裹在山羊角上，

点燃蜂蜡后叫山羊去找恶人，恶人看到火花，以为

人们拿火枪来打他，便急忙躲进山洞，并用石块堵

住洞口，结果被洞里冒出来的水淹死了。从此人们

就不再担心恶人来吃眼睛，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

了。因此拉祜族人民就把这天定为火把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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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族

汉朝的副将郭世忠杀死了大理的曼阿那酋长

后，发觉酋长的妻子阿南夫人长得非常漂亮，便想

要娶她为妻。阿南夫人假意答应，但提出三个祭奠

亡夫的条件。然而，在祭亡夫时，阿南却点火烧了

灵堂，纵身跳入熊熊烈火中自焚而亡。阿南的忠贞

勇敢，博得了人们的赞叹和钦佩。从此每年在阿南

自尽的日子，白族同胞便点燃火把，串乡游寨，以示

纪念[1]。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火把节的民族传说不能解

释火把节术语、民俗和仪式。

二、火把节的彝族传说

彝族的火把节由来的故事可分为神话传说和

历史故事两类。

（一）神话传说

1. 神界索要和人间赔偿斯惹阿比命金说

在远古的时候，由于人间的大力士赫梯拉巴无

意中杀死了因为怕他而躲藏于树洞里的斯惹阿

比。神界为了索要斯惹阿比的命金而派螟虫来啃

食人间的庄稼。后来，人们请来了“德古”云雀调解

神界和人间因斯惹阿比的命金而产生的纠纷，云雀

反复调解，直到猪月24日才调解成功。调解结果

是：人间的每户人家都要用一只还没有下蛋的黄母

鸡，三根、五根、七根或九根（根据家庭中人口的多

少而定）虫状荞粑来赔，并且要普遍地赔。人间赔

偿斯惹阿比命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当人间该怎样

处理那些被神界派到地上索要斯惹阿比的命金的

螟虫时，云雀建议人间的每家每户都要到山上采集

枯青蒿枝扎成火把烧。

圆满调解了人间和神界的纠纷以后，云雀也停

止了它调解纠纷的叫声。神界和人间因斯惹阿比

的命金而产生的纠纷得到圆满调解的那天叫ꄔꊒ,第

二天叫ꄔꈩ,第三天叫ꄔꎭ[2]。

2. 祭火神说

ꄔꊒ（火把节）的ꄔ的含义为“火”；ꊒꄔ的ꊒ的含

义为“祭祀”；ꄔꊒ的含义为“祭火”。火把节是第一

天为“迎火”；第二天为“传火”；第三天为“送火”的

“祭祀火神”的节日。

3. 阿育神惩罚人间说

天上阿育神把五谷撒到地上，人间从此才有了

五谷，丰衣足食。谁知天王对此不满，他派大力神

下凡毁坏地里的庄稼。大力神下凡后，肆虐逞威，

把水牛扭翻在地，又四处捣毁庄稼。彝族英雄朵阿

惹姿见义勇为，与大力神搏斗、摔跤，终于打败了大

力神。谁知大力神败走后，散下香炉灰，让炉灰变

成害虫来啃吃庄稼。彝民见状，便扎出无数火把在

村里、田里巡行，烧死害虫[1]。

4. 撒尼支系的天神嫉妒说

善神阿番偷开天门，撒下五谷，使人间的幸福

生活超过天上。天神见了大怒，派大力士到地上来

出气。阿潘恨大力士霸道，与他摔跤，把大力士摔

倒在地上，压出一个坑来，后来天雨把那个坑变成

湛蓝的长湖(路南淡水湖)。人们为纪念这位人间英

雄，于农历六月二十四进行斗牛、摔跤、宰羊、燃火

把等活动，以示悼念之情[1]。

（二）火把节的彝族历史故事

1. 纪念唐代火烧松明楼中遇难的君王

据传，唐代六诏之一的蒙舍诏主皮逻阁，早有吞

并其他五诏之意。一天，他假意邀请五诏君主到松

明楼祭祀祖先，而实为诱集他们，焚楼杀人。邓赕诏

主的妻子柏节夫人识破这一阴谋，劝阻丈夫未成，便

脱下自己的铁手钏戴在他手臂上。皮逻阁果然将五

诏诏主都烧死在松明楼里。柏节夫人一听到噩耗，

连夜打起火把赶到松明楼。她用手刨开灰烬，终于

找到了铁钏，寻回了丈夫的尸骨。于是，民间便有了

火把节，以纪念六月二十四日火烧松明楼时，各诏将

士连夜高举火把，前住抢救自己的君主[1]。

2. 诸葛亮垦边

相传，火把节的由来与诸葛亮有关。很久以

前，云南维西地区的百姓主要靠打猎捕鱼为生。有

一年，诸葛亮率兵来到这里。在一次庆祝战胜大鬼

主（古代彝族奴隶主）的酒席上，诸葛亮了解到当地

百姓不会耕种水稻，他就率领大家刨土、搬石头、垒

田埂、修水渠，同时派人去四川拉稻种。

一天夜里，诸葛亮得悉去拉稻种的人马被瘴气

和黑暗困在不远处的森林里，便决定让附近村寨的

男女老少，每人点起一束火把，用火攻瘴气的方法，

迎接运送稻种的汉兵，这一天正是农历六月二十四

日，从那时起，维西、巨甸一带就开始种植水稻和棉

花了。以后每到这一天，当地人就点燃火把，载歌

载舞，庆祝这个象征幸福的日子[1]。

3. 阿细支系的奴隶反抗

奴隶主那迢迢把很多的穷弟兄关在牢狱中，穷

人阿真等在羊角上绑上火把，冲向那迢迢的府第，

烧死奴隶主，同时也烧掉了穷人手上的绳索。为纪

念这次胜利，人们举火把游行，相沿成俗[1]。

4. 罗婺支系的姑娘殉情

罗婺彝家有个漂亮能干的姑娘，与彝家小伙阿

龙早就相爱了。但附近十二个部落的男子都纷纷

阿育几坡，等：追根溯源“都则”（火把节）本义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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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提亲，其中有个土官老爷凶狠残暴地说，如果

不答应，就要血洗山寨，让全寨遭殃。姑娘无奈，答

应在六月二十四相亲。相亲期到，姑娘穿上雪白的

衣服、黑色短褂，胸前系一块花围裙，烧起一大堆

火。十二部的头人也赶来了。姑娘深深地看了阿

龙一眼后，跃身跳入火堆中。阿龙和几个小伙子想

拽住她，可只扯下了她的衣角。四面八方的人们赶

来，可她已经以死殉情。为了纪念她，十二个小伙

抬起大牛推向对方，以推倒为胜。之后，杀牛饮酒、

唱歌跳舞。后来彝家就把六月二十四定为火把节，

被阿龙扯下的衣角，成了彝家妇女的围腰带，那焚

烧姑娘的青烟，化为山寨的晨雾。据说清晨喜鹊鸣

叫的时分，彝山的远处就影影绰绰地显出姑娘的身

影，因此人们称她为喜鹊姑娘[1]。

另外还有：撒梅王与异族抗争，罗罗支系“荞年

节”等等。本研究认为以上有关火把节由来的彝族

神话和历史故事除“神界索要和人间赔偿斯惹阿比

命金”以外，都不能对火把节名称、词汇、仪式进行

自圆其说的解释。

三、神界索要和人间赔偿斯惹阿比命金说能
说明火把节起源的原因

我们认为流传在诺苏彝族地区的,有关ꄔꊒ (火

把节)的ꄔ的含义为“神界索要斯惹阿比的命金”，ꄔ
ꊒ的ꊒ的含义为“人间赔偿斯惹阿比命金”的故事更

能说明诺苏彝族火把节时的祈祷词、更能解释彝族

火把节民俗和名词术语含义。

1. 它能解释诺苏ꄔꊒ时的祈祷词

诺苏在ꄔꊒ的第一天晚上，人们在傍晚时分，吃

过用于赔偿斯惹阿比命金的荞粑和鸡肉后，都在自

家的火塘里点燃火把，象征性地在屋内边烧边念

道：“ꁯꄸꅐ、ꆣꄸꅐ、ꎭꁱꅐ、ꎭꑷꅐ、ꑌꃄꅐ、ꆿꁖꅐ、ꋃꒉ
ꅐ、ꃬꉈꅐ、ꂸꂷꅐ、ꃬꈿꅐ、ꃺꏟꅐ、ꆅꏂꅐ...... ”（害虫滚！

飞虫滚！蛾子滚！飞虫滚！蚂蚁滚！蝴蝶滚！禽

病滚！畜病滚！感冒滚！流感滚！天花滚！麻疹

滚！伤寒滚！痢疾滚！......）

诺苏ꄔꊒ祈祷词的意思是：庄稼的害虫是神界

为索要斯惹阿比的命金而派来的，现在命金已经偿

还，是你们（害虫）停止践踏庄稼滚回天上的时候

了。在这些祈祷词中“ꁯꄸꅐ、ꆣꄸꅐ、ꎭꁱꅐ、ꎭꑷꅐ 、

ꁯꍛꅐ、ꁯꆮꅐ。”（害虫滚！飞虫滚！蛾子滚！飞虫

滚！蚂蚁滚！蝴蝶滚！）绝对是放在前面的主要祈

祷词，后面的祈祷六畜和人丁兴旺的“ꑌꃄꅐ、ꆿꁖꅐ、

ꋃꒉꅐ、ꃬꉈꅐ、ꂸꂷꅐ、ꃬꈿꅐ、ꃺꏟꅐ、ꆅꏂꅐ...... ”（禽病

滚！畜病滚！感冒滚！流感滚！天花滚！麻疹

滚！伤寒滚！痢疾滚！......）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延

伸。诺苏彝族在家里举行这种祈祷仪式后还点着

火把在庄稼地里象征性地烧害虫，并口里念道ꁯꄸ
ꐗ、ꆣꄸꐗ、......（烧害虫！烧飞虫！......）

在云南、贵州彝区，火把节的夜晚有点火把在

田地间游走以及撒火星、甩火把的古老习俗也具有

象征性地烧庄稼地里害虫的含义。

2. 它能解释诺苏ꄔꊒ时的饮食风俗

诺苏地区荞麦食品主要有ꈾꃚ（烧荞粑）、ꈾꏬ
（煮荞粑）、ꈴꃪ（荞饼）、ꈾꇚ（荞麦饭）、ꈾꉘ（荞麦粥）、

ꈾꋏ（无酵母的荞麦馒头）等。平时没有人家做ꈾꏬꁯ
ꄸ（虫形煮荞粑）吃，只有在ꄔꊒ的时候做ꈾꏬꁯꄸ和着

ꃬꐈꃀꀊꏂ的肉吃，这种根据ꄔꊒ传说“人间的每户人

家都要用一只ꃬꐈꃀꀊꏂ（还没有下蛋的黄母鸡）和三

根、五根、七根或九根ꈾꏬꁯꄸ（虫状荞粑）赔”的饮食

风俗符合传说。虽然与传说有关的饮食风俗正在

流失，但我们记忆中的传统就是这样。

3. 它能解释ꄔꈩ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ꄔꈩ的ꄔ是“火”的意思，ꈩ是“玩”的

意思；ꄔꈩ结合在一起是“玩火”的意思。我们认为，

根据诺苏民间传说；ꄔꈩ根本就没有“玩火”的意思，

因为ꄔꈩ那天，人们没有“玩火”，而是聚集在一起,姑

娘们举行ꊒꒆꉙ、ꅇꇊꉘ（朵洛荷）演唱，小伙们举行斗

牛、赛马、斗羊、斗鸡、摔跤、选美等娱乐活动。

实际上，ꄔꈩ的ꄔ在这里是动词活用为名词，意

思为“那些从天上来索要斯惹阿比命金的ꁮꋩ”；ꄔꈩ
的ꈩ意为“玩耍、庆贺”；ꄔꈩ的意思就是“由于斯惹阿

比的命案得到圆满的解决，纠纷双方共同庆贺他们

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而共同吃喝玩乐”。这符合诺

苏彝族至今仍保留的，当纠纷双方的矛盾得到调解

后都要在一起喝ꄮꎧ（和好酒），吃ꄮꎸ（和好肉），重

归于好的习俗。

4. 它能解释ꄔꎭ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ꄔꎭ的ꄔ是“火”的意思，ꎭ是“送”的

意思；ꄔꎭ结合在一起是“送火”的意思。根据民间

传说，我们认为ꄔꎭ根本就没有“送火”的意思，因为

人们在ꄔꎭ那晚送走的，即烧掉的实际上是象征每

家每户赔斯惹阿比命金的鸡的鸡翅毛、鸡脚皮、鸡

嘴皮、鸡胗皮。象征人间筹资赔偿斯惹阿比命金并

送走那些索要斯惹阿比命金的害虫。

实际上，ꄔꎭ的ꄔ在这里也是动词活用为名词，

意思为“那些从天上来索要斯惹阿比命金的ꁮꋩ”；ꄔ
ꎭ的ꎭ是动词，相当于汉语“送行”；意为天上和人间

的纠纷得到解决，双方在一起喝ꄮꎧ（和好酒），吃ꄮ
ꎸ（和好肉），一起玩乐后,人间的人们送走从神界来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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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斯惹阿比命金的ꁮꋩ。

5. 它能解释ꊒꒆ的含义

ꊒꒆ（ꊒꒆ的ꊒ是“赔命”的意思，ꒆ是“全部，普

遍，都”的意思。ꊒꒆ就是“都赔，普遍地赔，一户不

落地赔”的意思）。直到现在，人们在ꄔꊒ时仍在吟

唱：

ꊒꒆ! ꌅꃀꇌꎶ ꊒ, ꊒꒆ!（都赔！土司家拿骟牛来

赔，都赔！）

ꊒꒆ! ꌣꈚꑻꅰ ꊒ, ꊒꒆ!（都赔！富人家拿骟羊来

赔，都赔！）

ꊒꒆ! ꌢꎭꃬꃀ ꊒ, ꊒꒆ!（都赔！穷人家拿母鸡赔，

都赔！）

ꊒꒆ! ꀞꄂꃬꏿ ꊒ, ꊒꒆ!（都赔！光棍拿鸡蛋赔，都

赔！）

ꊒꒆ! ꃆꍸꃀꈴꁱꋐꒉ ꊒ, ꊒꒆ!（都赔！寡妇拿辣椒

汤和荞饼赔，都赔！）

从火把节民歌ꊒꒆ中可以看出，他们重视和关

心的是民间的ꊒ“赔命”，要求所有的人；兹莫、富人、

穷人、光棍、寡妇都要“赔”。

6. 它能解释ꅇꇊꉘ的含义

ꅇꇊꉘ（朵洛荷）是所地彝语“该滚了”的意思。

ꅇꇊꉘ的ꅇ是火把节祈祷词“ꁯꄸꅐ！ꆣꄸꅐ！ꎭꁱꅐ！

ꎭꑷꅐ！ꁯꍛꅐ！ꁯꆮꅐ！”（害虫滚！飞虫滚！蛾子

滚！飞虫滚！蚂蚁滚！蝴蝶滚！）中ꅐ的音变，意为

“滚”。ꇊꉘ是所地次方言的语气词ꇈꉗ的音变。如：

ꉪꁧꀐ,ꆍꀅꌳꃅꈩꇈꉗ。（我们走了，你们慢慢玩吧。）

另外，ꅇꇊꉘ的唱词为：

ꅇꇊꉘ,ꄔꏃꄔꎭꆺꑳꏂꃴꅐ,ꅇꇊꉘ。（该走了，把讨命

的送出家园，该走了。）

ꅇꇊꉘ,ꄔꏃꄔꎭꅔꐍꈬꊂꎭ,ꅇꇊꉘ。（该走了，把讨命

的送到草地上，该走了。）

ꅇꇊꉘ,ꄔꏃꄔꎭꁍꑖꆹꏮꎭ。（该走了，把讨命的送出

庄稼地，该走了。）

ꅇꇊꉘ（该滚了）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讨命者（害

虫）”的忍无可忍和“害虫”离开人间的高兴之情，所

以，人们才唱起ꅇꇊꉘ（朵洛荷）庆祝。

从ꅇꇊꉘ（朵洛荷）唱词中的四音节词ꄔꏃꄔꎭ（恭

送讨命者）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ꏃꎭ（送行）的对

象一般都是到自己家来的人。如：ꃥꏃꃥꎭ（送客）。

因此，ꄔꏃꄔꎭ的ꄔ完全就是动词（索要）活用为名词

（讨命者）。

7. 它能解释ꄔꊒ重在ꊒ（赔）而不在ꄔ（讨）的原因

以往人们认为ꄔꊒ一词的含义重在ꄔ（火），ꄔꊒ
就是“火”的节日。实际上ꄔꊒ一词的中心在ꊒ，而不

在ꄔ。如：再次ꄔꊒ叫ꊑꀱ；ꄔꊒ的季节叫ꊑꄮ；ꄔꊒ的起

源就叫ꊒꁧꊒꀿ；ꄔꊒ的情况就叫ꊒꃆꊒꂮ；用来ꄔꊒ的

鸡、猪、羊、牛分别叫ꊒꃬ、ꊒꃮ、ꊒꑿ、ꊒꇌ；用于ꄔꊒ的

食物叫ꊒꅍ；ꄔꊒ过后叫ꊑꅐ；ꄔꊒ时的火把叫 ꊒꇭ；为

制作火把收集枯青蒿枝叫ꊒꇭꈻ；ꄔꊒ期间的玩乐叫

ꊒꈩ；普遍地ꄔꊒ叫ꊒꈴ；ꄔꊒ期间的说唱叫ꊒꉙ；ꄔꊒ期

间的食物叫ꊒꋚ或ꊒꋚꊒꒉ；ꄔꊒ期间喝的酒叫ꊒꎧ；ꄔ
ꊒ期间消费的酒肉叫ꊒꎧꊒꎸ；ꄔꊒ的情况叫ꊒꐨ或ꊒ
ꐪ；ꄔꊒ过后叫ꊒꊂ；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参加ꄔꊒ的

人叫ꊒꎪ；关于ꄔꊒ的时间叫ꆪꈤꇀꆏꊒ,ꈎꈤꇀꆏꏅ；关于

ꄔꊒ的目的叫ꊿꇬꋬꂻꊒ,ꆿꍯꂷꌵꊒ,ꑌꑿꀻꎆꊒ……可以

看出，ꄔꊒ一词，以人间为中心，重在人间赔偿斯惹

阿比命金的“ꊒ”而并不是所谓的ꄔ（火）。

8. 产生这个传说和人们ꄔꊒ的原因

（1）从农民对节日的需求方面来说：每年的农历

6月下旬是过火把节的民族经历了忙碌的春耕、夏耘

之后，秋收还没有到来的短暂的农闲时间。农民们

为了迎接繁忙的秋收，需要休整几天并用酒肉补充

体力，以便更好地迎接繁忙的秋收季节的到来。

（2）从自然灾害方面来说：农历六月中下旬的

时候，农作物处于鲜嫩、旺盛的生长期；恰好这段时

间也是以植物为食的害虫最盛行的时期。由于古

代的人们无法解释害虫为什么在几天之内泛滥的

原因，人们只能借助神话传说来解释这种自然现象

并创造了与这个传说相适应的节日、习俗、歌谣等

且代代相传至今。

四、结语

总之，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成，与族源相同的

彝语支各民族的原生崇拜有关，其中尤与对火的信

仰有更直接的联系，在西南彝语支各民族的火把节

活动中仍保持着以火熏田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

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俗

功能，其间的民俗心理和信仰观念就是趋吉避凶。

其研究意义正如冯元蔚先生所言：“我今天讲的关

于火把节的种种，只是我个人的见闻，讲给大家听，

是不希望我们这代人继承的传统意识湮没在无闻

之中，没有了后继，或者被后人曲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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