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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红灿
"

李继群

魂有所归"是三坝纳西族人的普遍愿望"指的是让死者的灵魂处于应属的空间与状态#他们

相信亡魂如若无处安放"除了自身得不到安宁"也会对活着的人带来无尽麻烦#葬礼是三坝纳西

族最重要的安魂方式#通过葬礼仪式"人们帮助死者的灵魂从+祀,-意为生者"葬礼中代表家屋成

员.阶段转换到+日,-指的是处于过渡状态的亡魂"葬礼中代表家屋中的客人.阶段"最后再转换到

+茹,-意为家屋祖先.阶段"完全地脱离人类社会去到祖先的身旁"成为祖先一员#三坝纳西族家

屋空间是亡魂不断实现转换的具体场所#三坝纳西族葬礼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

出交融性变迁"丰富了纳西族丧葬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三坝纳西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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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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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红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副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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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死亡仪式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罗伯特*赫尔兹"

@*X1+7_1+7W

#的,死亡与右

手-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对于死亡而引发的观念和实践$通常与死

者的尸体!灵魂以及生者有关$死亡的仪式是将死者从人类社会排除出去$实现他从可见的生

者世界向不可见的死者世界的过渡%

!

在三坝纳西族的葬礼中$人们更关注亡魂能否顺利到达彼岸世界%他们相信亡魂若无处

安放$除了自身得不到安宁$也会对活着的人带来无尽的麻烦%因此$生者对濒临死亡之人的

身体!进入死亡状态的尸体!火化之后死者的身体与灵魂象征物进行的每一次摆放和处置$都

无不与这一主题相联系%三坝纳西族这一独特的丧葬文化$可以丰富和深化人类学死亡仪式

研究$为其增添新的个案%在与各民族相互交往和交流中$纳西族葬礼仪式也在不断变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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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

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3法4罗伯特*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上海人民出版社
U#&&

年版$第
&!

/

!K

页%



入了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元素$其丧葬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

三坝纳西族乡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东南部$面积
N"#

平方公里$辖江边!哈巴!瓦刷!白

地!东坝!安南
!

个村委会%据乡政府的相关统计$

U#&K

年三坝纳西族乡有
"$

个村小组$

U"!N

户$人口近
&N###

人%其中$纳西族
&UU%#

余人$汉族
UU##

余人$彝族
U###

余人$藏族
!##

余

人$回族
"##

余人$傈僳族
%##

余人%三坝$名字源于纳西语&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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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大村的

意思$即白地!哈巴!东坝$它们在历史上一直是三坝乡纳西族人口最为集中的三个村子%乡政

府驻地白地村委会被誉为东巴教圣地$是东巴教祖师阿明的故乡$传说他曾经在&姆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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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的一溶洞内修行释教$后人尊奉此洞为&阿明灵洞'$成为东巴教最重

要的圣迹$纳西族东巴都以到过此处朝圣为荣%白地村亦是东巴大师辈出的地方$民间有云(

白地东巴学识高$不到白地不算真东巴%

笔者对三坝乡纳西族文化的研究始于
U##%

年%在这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到三坝的白地

村!东坝村进行一个月以上的田野调查%笔者观察到的葬礼主要有(

U##%

年
N

月古都村小组

一位男性死者的火葬$

U##L

年
U

月吴树湾村小组一位男性死者的土葬$

U##!

年
&U

月恩土湾村

小组一位女性死者的土葬$

U##K

年
N

月日树湾村小组一位男性死者的火葬"死者生前为东

巴#$

U#&"

年
N

月阿鲁湾村小组一位非正常死亡者火化后的土葬$

U#&"

年
N

月吴树湾村小组一

位男性死者火葬后的土葬%

二!丧葬仪式中死者身份的多重转换"

人类学者认为$把身体和房屋分开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身体和房屋都构成了最

为亲密的日常环境$并且常常作为彼此的类比$有时甚至分不清到底谁是谁的隐喻///房屋是

身体的隐喻$还是身体是房屋的隐喻'%

# 纳西族的葬礼是一个将尸体摆放于家屋不同空间

中$帮助死者的灵魂不断实现过渡的仪式过程%在这个家屋秩序空间中$人们每一次摆放尸体

或者灵魂象征物$都意味着死者获得了新的身份%

家屋是纳西族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由建筑!男女两性!生产生活资料及非物质观念等构成%

传统的纳西族民居院落$一般包括一栋一层的木楞房!草楼!仓房和前后院%被称为&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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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母屋#的木楞房是家屋的核心$日常生活中$家人在母屋内吃饭!取暖!商量家

中大小事情!接待客人$它也作为男0女性两性家长的卧室%

$ 母屋内置有大床!小床!火塘!水

缸!碗柜!脚碓!纺车等%

% 大床!小床是母屋中体量最大的陈设$分别是男女两性家长的坐卧

之榻以及家庭成员和来访客人的坐具%

& 母屋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空间$陈设有被

N"

"

,民族研究-

U#U#

年第
%

期

!

"

#

$

%

&

本文第一次出现的纳西族专有词汇$以汉语音译和国际音标标出%再次出现$则只给出汉语音译%

本文主要探讨正常死亡者的葬礼%笔者认为$正常死亡者的葬礼基本体现了纳西族丧葬文化制度$而非正常死亡

者的葬礼只是对这一制度的部分变通%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可供学界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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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坝纳西族的家长传统意义上由家庭中辈分最大的夫妻担任%

这些摆放于不同空间位置的陈设是空间秩序之下性别分工的体现%在大床头位置$男人担负祭祀神灵!祖先等神

圣仪式活动$女人在小床上纺线$在火塘!水缸等处负责做饭!洗碗等世俗生活事宜%

传统上$纳西族母屋中没有凳子$一般都是在大!小床上落座$年长及有身份的人可盘腿坐在床上$年轻人一般双腿

垂下$坐于床沿边%母屋中亦没有桌子$就餐实行分餐制$盛有菜和汤的碗都放置在火塘边上$人手一份%



称作&祀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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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祀之根'#的竹篓!神龛!锅庄石!擎天柱!畜神位!猎神位等象征物$

纳西人的人生礼仪!祈福!禳灾等许多仪式都要在母屋里举行%

!一"尸体的第一次摆放'由(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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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葬礼中代表家屋成员"入死

纳西族以临终时身体所处的空间来判定死者是否为正常死亡%

U#&"

年夏天$一名中年男

性因车祸受重伤在医院去世$尸体从市区火化回来后骨灰盒没有被接入村子里%按照当地人

的说法死者系凶死$葬礼只能在野外举行%没能在家屋中去世$是纳西族比较忌讳的事情$许

多在医院中病入膏肓的纳西族人都会设法让家人将他接回家去$希望在家屋中走完人生的最

后一程$这种愿望是与他们的&祀'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祀'的纳西象形文字为 $

!表示一根倒放于碗里的松枝$ 为碗$

" 为松枝%

# 松枝

在仪式情境中常用来象征人的灵魂$&祀'在纳西语中是&活'的意思$从文字的组合上来看$

&祀'就是&生者的灵魂'之意%笔者在三坝乡调查时观察到$纳西族人家举行请&祀'仪式时$东

巴念诵完,请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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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后$将一碗煮熟的米饭交给仪式的主角"一般是家屋中的主

人$或者是婚礼中的新娘#$米饭上覆有肉片!一枚剖成
L

瓣的煮鸡蛋$上面再压一根青松枝$称

之为&祀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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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给家屋中的&祀'献饭$仪式还原了&祀'之象形文字的本源%

在纳西族的观念中$但凡活着的生命个体$如人!牛!马!羊!猪!鸡等等$都有其各自的

&祀'%&祀'可聚$每当新的生命个体加入家屋这个集体"不仅包括人$也包括家畜家禽#$主人

家要请来东巴举行请&祀'仪式$将个体的&祀'拴系于家屋之中$使其正式成为家屋的一员%母

屋因此也被称为&祀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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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命之屋或生者之屋$以神龛旁所立的一个被称为

&祀笃'的竹篓为象征%&祀'亦可分$当生命个体要出远门或者永久地离开家屋$也要举行请

&祀'仪式$一方面是宣告个体的&祀'与家屋分离$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家屋的&祀'跟随他"它#

离开%从这个意义而言$在远离家屋的地方去世的死者$纳西族认为其灵魂被&姆厄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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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去了$

$死者已经失去了家屋成员的身份$亡魂很难再被祖先接受$不能再

接入家中$所以正常死亡者的葬礼通常是从他的弥留阶段就开始了%

弥留阶段的老人$要让他0她睡卧于大床0小床床头位置$受到亲属们的悉心关照%落气之

际$亲属迅速将一包口含物塞入他的舌底$

%随即为他洗尸!涂抹酥油$换新装%完毕$东巴在

母屋门口内侧上方烧香炉中烧天香$祈求天神的助力$

&举行给亡魂指明方向的搭麻布桥仪

式(尸体被一名成年男子抱在怀里$抱尸者左脚踩一活鸡$右脚踩荨麻$摊开死者的左手掌$将

麻布的一端放在手掌上$用一盏油灯压住$麻布的另一端穿过屋顶的通风采光口$由站在屋顶

的人拉住$再压一盏油灯%据说油灯点亮了魂路$会引导亡灵顺着麻布桥离开母屋去往天界%

东巴念诵魂路经$从本村一直念到魂路上的最后一个地名$这时是念给亡魂听的$告诉他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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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教认为 &姆厄茨'是一种专门窃取 人 与 动 物 灵 魂 的 鬼$为 野 生 动 物 死 后 所 变%在 东 坝 &格 次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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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年一度的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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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中$有专门一段&署姆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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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用来祭祀这种鬼%

落气时是否得到口含物是判断死者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死者如果是在家屋中终老去世$但去世

前没能及时得到口含物$东巴通常会增加一个&崇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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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式$后续的仪式就可如常进行%

类似的烧香炉保留在村落中历史最长的母屋里$这种母屋被称为&吉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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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村落房屋的根$村民们认

为自己的祖先是从这个房屋里分出来的%在祭胜利神!延寿以及搭麻布桥的仪式中才会用到屋内的烧香炉%



么走$念完后又从魂路上的最后一个地名一直念到本村$此时又是念给在场生者听的$意为把

魂路上的生者之&祀'拉回来%东巴念完经书收起麻布$那只踩在脚下的鸡已经断气死亡$将它

砍碎$丢弃于死者家的大门口$象征给那些聚集在门口的鬼魅施食%大家一起吟诵&嘛呢叭

咪礧'

&#N

遍$念诵完毕$摆放尸体%

!

!二"尸体的第二次摆放'进入(日)!

5

0

%&

'过渡状态'葬礼中代表家屋中的客人"阶段

&(

尸体的第二次摆放%尸体从大0小床头被移到大床尾$让其保持头顶部朝北$脚掌朝南$

脸朝东的平躺姿势$象征着亡魂要去往北方的祖先故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性尸体从小床

头被移动到大床尾时$一定要越过大!小床头那条被视为神灵路径的交界线$这表明了纳西族

在成为&祖先'这一过程中$男女两性不再有差别%

擎天柱!锅庄石和神龛是母屋中最为重要的三个点$纳西族认为均有神灵守护$将三点连

成一条线$就是他们观念中的&耙老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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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灵之路径(祖先!神灵从天

上"屋顶#下来$沿着擎天柱经过火塘来到神龛$或者从神龛处经火塘沿着擎天柱到达天上%火

塘与大小床交接的地方均处于这条路径上$日常生活中$成年女性的身体严禁越过这条路径%

纳西族认为女性的经血是污秽之物$会堵塞这条联系神与祖先的通道%笔者认为更为深层的

原因是$父系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是流动的///不仅会嫁出去$娶进来的女人以后难免也会离婚

或者与他人再婚%在三坝调查时笔者发现$当地离婚!再婚的案例不在少数$不落夫家的情况

也并非个案%因此$女性家长在母屋中终老之时$她的身体才有资格越过这条沟通人与祖先!

神灵的路径$再经过一系列仪式最终成为家屋的祖先%

U(

进入&日'阶段%尸体摆放完毕$宣告死者进入死亡阶段$东巴念诵,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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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书$&日'$是对死者灵魂身份的称呼$&幸'指的是睡或躺的姿势%经书讲述纳西族是与老虎同

在一起的民族$族人死时的姿势也要像老虎睡觉时候的样子%东巴将一只鸡用水闷死$放在尸

体的胸口处让它伴魂引路"男性死者用母鸡$女性死者用公鸡#$然后念诵,魂路经-$从本村开

始一直往北$念到纳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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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祖先的最终故地&茹兹不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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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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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耙拉木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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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完经书$东巴将一个&纳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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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在靠近尸体头顶部的位置$象征将亡魂罩

于此处$不让亡魂四处游荡%&纳夸'由两根长约
U#

公分$宽约
$

公分的木片订成十字形$五种

颜色的彩线分别绕过木片四端$编成一个正方形的网%之后$给尸体盖一床白羊毛披毡$披毡

上放一段青刺果枝%青刺果枝长满刺$可防止鬼魅靠近%尸体旁再放一根&木开仓'

"

>:

$$

F6/

%%

7=6/

%%

#(将一段腕口粗!约
%#

公分长的竹子剖成两半$取其中的一半$一端削尖$另

一端用刀划成几个叉"死者为男性$划成
K

叉)死者为女性$划成
"

叉#%&木开仓'合叉时似剑$

分叉时又像箭$东巴常用它来驱鬼%

至此$死者完成了由生到死这个阶段的过渡%亲属在家门口燃放鞭炮$宣告死亡的讯息$

听到鞭炮声响的亲朋好友便可进入家中吊唁%尸体停放于母屋期间$东巴日夜守护在尸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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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纳西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藏传佛教文化的元素%

纳亥和阮可是三坝纳西族的两个支系$他们的丧葬仪式有一定的区别%纳亥人葬礼的主祭东巴被称为&达恒'

"

,j

%&

G

4

%&

#$或者是&洛从达恒'"

2

2

$$

7=6:

%&

,j

%&

G

4

%&

#$阮可人的主祭东巴则被称为&阮达恒'"

5

1

+

%%

,j

%&

G

4

%&

#)两个支系的

丧葬仪式所用东巴经书仅有,展古铺-"

7=/

%%

A

I

%%

M

6:

%%

#和,耙老勾垒补-"

M

6j

%&

2j

%&

A1

%%

21

%%

M

I

$$

#等是部分相同$其他的则完

全不同)贯穿整个葬礼的每个仪式内容也各有特色%但是$两个支系对死者从&祀'阶段转换到&日'阶段$最后转换到&茹'阶

段的认知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正文中提到的诸多经书多为阮可东巴经书%



边$到了夜晚$主祭东巴也要与尸体抵足而眠%

东巴谚语说(人生时为&祀'$死后为&茹'"意为祖先$纳西象形文字写为 !

$用松枝表其

灵魂之意$用猴头标其声#%这句话道出了此岸与彼岸世界灵魂的两种不同身份与状态%那么

如何理解&日'"纳西象形文字写为 "

$用松枝表其灵魂之意$蛇头标其音#这个生与死两极之

间的过渡状态呢. 笔者认为$尸体摆放的位置是理解&日'身份的关键%

从母屋的空间秩序上来说"参见图
&

#$尸体摆放的大床床尾位置正好是日常生活中客人

落座的地方$属于&客位'$相关的仪式也表明死者为&客'的身份(停灵期间主人家每天傍晚都

要杀一只羊祭祀亡魂$仪式名为&昊搬共'"

Gj

$$

X

1

+

%%

F:

$$

#$意为招待投宿的客人%

从母屋空间的象征意义而言$母屋是&祀攸果'$即生者的空间$日常生活中当地人特别忌

讳在这里谈论有关死亡的话题%笔者调研期间$每当要讨论丧葬仪式的问题时$都会被他们带

到远离家屋的地方再展开话题$常常令笔者感叹于他们对母屋有如此的敬畏之心%尸体是死

亡的象征$在&生者空间'的语境下纳西族不再把停放于母屋中的尸体看作是死者$而是用&投

宿之客'的观念来表达其身份$表明了死者实际上已经从这个家屋的空间结构中被排除出去%

正如特纳"

T057*+ 0̀771+3:+-1+

#所说(&在过关仪式的阈限时期$9过渡者+从结构上看是9不

可见的+$尽管他在形体上是可见的%'

#

从生者的情感而言$停灵期间死者形体!容貌犹存$自然视死者宛如在世%孝子要在凌晨

听到鸡鸣声后即刻起床$端一盆洗脸水!一碗热粥"有些村子为米饭#和肉汤供奉于灵前$恭请

死者洗脸!吃茶点$一日三餐前也要认真进行献祭%

图
&

"

母屋示意图

&N

转换与交融(三坝纳西族丧葬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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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尸体的第三次摆放'完全地成为(日)

&(

尸体的第三次摆放%纳西族人家大多都有一个后院"参见图
U

#$称之为&荷'"

G

1

+

%&

#$或

者&荷罗'"

G

1

+

%&

2

2

%&

#$宽阔而平整$院内竖立有几排晒粮架$粮食收割后就在这里晾晒%家中

遇到丧事$这个院子亦是丧葬仪式的重要场地$但这时不能再称其为&荷罗'$而要改称为&荷

德'"

G

1

+

%&

7

4

%%

#$意为鬼魂集中之地%晒粮架的架柱和椽子大多取材于松木$主人家在制作椽

子时$会有意选用几根质地坚硬的圆柏木$以备家中有丧事时用作棺木的抬杠和火葬时棺木的

支撑杆%

图
U

"

庭院示意图

出殡的日子$东巴清晨就搭建好了神坛%神坛位于院子侧边$在一高台铺一块羊皮$倒一

些生的粮食$羊皮上立一个象征仪式规矩的铁犁铧$犁铧周围放置代表东巴教重要神癨和神兽

的
UL

个面偶%神坛左右两边分别挂上丁巴什罗"

7

2

%%

Xj

%&

/

1

+

$$

2

1

+

%%

#和嘎老"

A

j

%&

2j

%&

#的两幅

神轴画%东巴教认为$死者的亡魂只有在神癨和神兽的帮助下$才能从鬼域解脱出来去往祖先

之地%神坛搭设好后$东巴念诵,加威灵-经书$祈求威灵在身$战胜阻挡魂路的一切鬼怪%

尸体即将被抬出母屋$东巴念诵,顾本-"

A

:

$$

X:

%&

#$大意是(

某某人与母屋分别的时刻已经到来"分别的原因不是母屋要排除他"而是某某人自己要离开母屋#

东巴将一根筷子剖成两半$合起来后捏住一头$让筷子垂直落到地面$刀口朝上的那一半

拾起来$放在家中神柜上方$刀口朝下的另一半将随着尸体送到火葬场%尸体被抬出母屋$东

巴面朝神龛念诵,纽普从普-"

7

J

$$

M

6:

%&

,

6:

%&

M

6:

%&

#$大意是(

山上下来一只马鹿"想要做牛的朋友"放牛的人却抬起了弓"马鹿只好逃回山里)一只仙鹤飞到村子里"

想做鸡的朋友"村子里的人却下套子想捉住它"仙鹤只好飞回天上#

村民在母屋门口把尸体装入棺木中%当地传统的棺木被称为&坎'"

F6/

%&

#$无盖!有足!长

方形%这种棺木不能提前预备$只有在人过世后才会临时制作$制作好后放置于后院的粮架旁

边%据当地东巴讲述$&坎'在鬼看来$会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言外之意$&坎'也会招来鬼

怪$日常生活中不可制备$葬礼中也不能随意摆放%死者入棺之后$棺木移至院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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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完全地成为&日'%亲属们按照献茶!献甜点!杀牛献早餐等顺序依次对亡灵进行献祭和

追思$东巴则通过祭鬼!镇鬼!驱鬼等方式$与聚集于&荷德'内的鬼魅做斗争%处于阈限中的亡

魂$既非人$但又带有人的属性$既非鬼$但又身处鬼域%后院内所举行的仪式$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去掉亡魂&人'的文化特质$将他从鬼域中解救出来$向&茹'"祖先#的身份过渡%

!

首先$这个转变是生理的%东巴教认为$人终老去世是疾病所致$死者尸体被抬出母屋前

东巴要做&赤所赤度'"

7

/

6

1

+

%%

=:

%&

7

/

6

1

+

%%

,

J

$$

$意为找药#的仪式$用松枝蘸着奶水"代表药#往

死者五官及四肢各处点洒$希望亡魂恢复到耳聪目明!能言善辩!手脚利索的健康状态%

其次$这个转变也是&人'的品行方面的%人活一世$难免做出一些突破规范和伦理的事

情$因此背负了不少的罪责$东巴念诵,空木科米扣铺-"

F6

2

$$

>:

%%

F60

$$

>0

%%

F6

1

%&

M

6I

$$

#$大

意是(

死者生前的罪责就像脱衣服一样地轻松脱去了"因为它们都脱给了山羊"山羊脱给了白色的仙鹤"仙鹤

脱给了黄色的狗"狗又脱给了黄栗树和白杨树"从此亡魂不再有任何的负担#

死者生前有许多品行方面的优点$这些优秀的品行在他获得&重生'前$也要从他身上&剥

离'下来留给家屋中的后人%死者若为男性$葬礼期间要举行&爪丹仪'"

7=:j

%&

,/

%&

0

0

%&

#的仪

式$若为女性$则举行&博丹仪'"

X:

%%

,/

%&

0

0

%&

#的仪式%仪式的前半段$东巴吟诵经文$极力夸

赞死者生前勇敢!贤能等的品质)到了后半段$东巴告知亡魂这些优秀的品质要留在家屋中$不

能被他带走%如果死者生前是东巴$还要举行&丹趣茹'"

,/

%&

8

6

J

$$

W:

%&

#的仪式$主持仪式的东

巴将死者生前用过的一本经书一页页拆开$分发给死者的至亲$象征着将死者的优点!才能传

给了后代%至亲接过经页$高声说(&丹布!丹坝'"

,/

%&

X

J

%%

!

,/

%&

M

j

$$

#$意为继承到了死者生前

的所有优点和才能%

仪式尾声$主祭东巴执法杖掀开一口反扣在地上的铁锅$用法杖底部的尖头戳破铁锅底下

的一枚生鸡蛋$蛋汁流出$象征着把关在&展古'"

,

/

%%

A

I

%%

#鬼域的亡魂解救出来%助手持利

斧$把一根插在羊胃上的杜鹃枝斩断$象征砍倒了魂路中的障碍&达'"

,j

%&

#树%然后东巴念诵

咒语$提一壶水朝灵柩旁的马淋下去$马应激浑身发抖$试图把身上的水抖开%这时$人群往往

会发出惊呼声$认为亡魂骑上了马%吊唁者向尸体鞠躬$从孝布上抽出一根细丝在长明灯处烧

断$意味着从此断绝了与死者千丝万缕的联系%灵柩被抬起$在一片哭喊声中送往火葬场%

东巴随送葬队伍走到村口$举行&米扣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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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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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脱去过错#仪式$

"脱下法

衣法帽$念,补慢叠-"

MJ

%&

>/

$$

7

1

+

$$

$意为关死门#$回到死者家中后$送各路天神回归神位$至

此$送魂东巴的工作结束%

!四"火葬'向(茹)!

WI

%&

'祖先"的身份转换

&(

尸体的第四次摆放与火葬%每个村小组都有一个公共的火葬场$周围往往长有茂盛的

黄栗树%黄栗树在纳西族的祭天!祭祖仪式中象征着祖先%&火化绝不简单地是为了毁掉死者

的尸体$而是为了重塑"

+15+1/71

#它$使它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 纳西族认为火化能让亡魂更

快地离开人类社会进入到祖先的世界$死者生前如为东巴$当地还保留有为他抢占火葬场的习

%N

转换与交融(三坝纳西族丧葬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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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三坝纳西族在火葬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超度仪式$现在两种仪式已经合而为一%

东巴在主持仪式过程中难免会有疏漏$因此要承担相应的不好后果%

3法4罗伯特*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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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什罗补主干'"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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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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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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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死亡当天$东巴们跳着东巴舞来到火葬场$

!

将一页&巴格'"

M

j

%%

F

4

%%

#图及写有金木水火土来历的经书放在场地中央$以此镇住火葬场$防

止同村办丧事的其他人家先行使用%

灵柩被抬入火葬场后$放置在由薪柴搭建而成的火葬台上$用抬杠固定好$一张宽大的绸

布遮住火葬台上的阳光$除去死者的衣物$给尸体涂抹上酥油$再让尸体俯卧于灵柩中%一切

完毕$从送葬队伍里选出两名最年长者$由他们执行火葬%两人各手执一把火把$顺时针绕行

火葬台
K

圈"死者若为女性$逆时针绕行
"

圈#%与此同时$其他送葬人员蹲下$低声吟唱挽歌%

两名长者每绕行完一圈$众人都要磕一次头%绕行完后$两名长者点燃了火葬台$顿时$烈焰腾

空而起%

火化完毕$骨灰一般不做特殊处理$认真收拾干净后抛撒于黄栗树下$&纳夸'则由亲属带

回家中%

U(

阴阳相隔%当晚$母屋的火塘不能烧火$水缸里要盛满水$碗柜里只放一个碗$筷篓里只

插一双筷子$火塘周围撒上灶灰$大门敞开$门口立一个簸箕$举家投宿于亲朋好友家里%当地

人认为亡魂因留恋人间的生活还会回到家中$当看到家中冷锅冷灶!空无一人$才会安心去往

祖先之地%

纳西族的观念中$生者的&祀'容易受惊吓$喜欢跟着别人$常常会迷路%葬礼是一个大型

的活动$各方力量汇聚于家屋这个空间$有生有死!有杀有祭!有送有离$生者的&祀'难免受到

惊吓$特别是魂路被打开时$&祀'极易跟着亡魂而去$因此要有一位被称为&密补余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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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祀'东巴#的东巴$由他来负责安抚!拦截或请回生者的&祀'%

死者的尸体即将被抬出母屋时$请&祀'东巴从母屋内的祀竹篓中取下一面小白旗$举着旗

站在母屋门口$意为拦住家屋的&祀'$不让它跟随亡魂走出母屋%孝子及其家眷每次手捧祭品

给后院中的死者上祭时$也要从站在母屋门口的请&祀'东巴旗下低头钻过%送葬之时$请&祀'

东巴站在半道不易被察觉的地方$

"举着旗念道(

粮架上的椽子"跟着您$亡魂%去了)牺牲跟您去了)煮熟的米饭跟您去了)酒和菜跟您去了)瘦肉和肥肉

跟您去了#

翻过了九十九座山"那份福泽不要跟他$亡魂%去)越过了七十七条河"福泽不要跟它去#不要翻过射鹿

的那座山)不要越过杀虎的那道谷)请&祀'的东巴啊"要把&祀'拦回来"代表福泽的&祀'啊"回来吧*

死者尸体火化后的第三天$主人家还要让&密补余登'在母屋内再举行一次仪式$安抚在丧

葬仪式中受到惊吓的&祀'$或把跟着亡魂而去的&祀'请回家屋中%这个仪式的更深层意义则

是宣告生者从此与死者阴阳两隔$生者的世界不再受死者的影响%

!五"灵魂象征物的摆放'成为(茹)

死者火化后的第二天$亲属携带&纳夸'到山上砍一截松枝$将松枝制作成一个有头和四肢

的人形偶$带回家中后$供奉于曾经停放尸体的床尾位置$一日三餐前都要对它献祭$一直到当

年或第二年的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初十之前$选择最好的一个日子$请东巴到家里举行三天三夜

的超度仪式$规模比葬礼更为隆重$杀牛宰羊$大宴宾客%

葬礼与超度两个仪式之间较长的时间间隔$反映了超度仪式需要准备大量的粮食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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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葬礼仪式过程比普通人的葬礼更为繁杂$同村甚至同乡的所有东巴都会来参加$既是帮忙$也是同行对死者的

追悼%

请&祀'东巴代表着&生'$他忌讳见到代表&死'的尸体%



在农业社会中$这需要主人对物质日积月累的积攒$实属不易%对于相信魂有所归的纳西族而

言$这代表了祖先之地的遥远$亡魂要跨越无数的高山和河流$绝非一朝一夕就可到达%盛大

的超度是为了庆祝亡魂到达目的地$也是为了给祖先献上丰厚的祭品$让亡魂尽可能地得到祖

先们的接受%超度结束后$人形木偶放置于山上的森林或岩洞之中$自此$家属不必再为它单

独举行献祭仪式$因为亡魂被认为已经归入了祖先这个集体%

由于超度仪式耗费巨大$对普通家庭来说又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坝

纳西族逐渐将葬礼和超度合而为一$超度仪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丧葬文化的融合与当代变迁

灵魂多重转换$是三坝纳西族葬礼中的核心观念%围绕着这个观念$仪式也融入了藏族文

化的福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是纳西和藏文化交融在丧葬仪式中的具体体现%灵魂

的多重转换$亦是纳西族家屋观念的一种表达$与当地传统建筑形制!格局有密切关系%在当

代$砖木结构的高层民居建筑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木楞房%居住习惯的改变$使纳西族的丧葬文

化也发生了部分变迁$变迁中又融入了汉族的一些丧葬文化元素%

!一"融合藏文化元素的纳西族葬礼

三坝乡地理位置处于纳西和藏文化的交汇地带$纳西和藏两个民族和谐共处$文化上相互

认同$相互吸收%白水台是三坝乡一座重要的神山$当地纳西族认为它可以赐予人们生育能

力%笔者在调研期间$也时常会看到藏族同胞不畏旅途艰辛$来到白水台下请当地东巴为他们

举行求子仪式的情景%白地村亦有一些藏族同胞因融入当地纳西族$而被称为&梅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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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教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苯教的元素$并借鉴了藏传佛教的一些观念%东

巴教中某些神癨名!法器与苯教的相同或相近$东巴教的神轴画吸收了唐卡画的风格%用于丧

葬和超度仪式中的长卷神路图$反映了藏传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观念%东巴教的有

些经书虽然是纳西象形文字书写而成$但记录的却是藏音%东巴教的口诵&化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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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为咒语#基本为藏语发音%三坝乡纳西族丧葬仪式突出体现了纳西和藏文化的融合%

&(

给亡魂施舍食与求福报%死者停灵于家屋期间$每天亲属为他献祭晚餐之后都要举行

一个仪式$在场的男性围坐在尸体或灵柩旁$与主祭东巴一起念诵&嘛呢叭咪礧'

&#N

遍$该

仪式被称为&于端拉$哈其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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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端拉'$当地东巴说是藏语$

但不知其意为何$笔者就教藏族学者却未能确定它是否为藏音$其意也就无法解释%这或许是

纳西族最初的记音不准确$或者在传播过程中使原本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所致%&哈其'为纳西

语$意为远行者的干粮$&龚'是&交给'的意思%当地东巴说这个仪式有求福报的意涵$但福报

为何. 东巴也道不明白%

在白地调研期间$当地老人告诉笔者$水甲村村头曾经有一座两层的瓦房庙堂$称之为&恒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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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神像$每月的农历十五$庙堂口会支上一口

大锅熬稀饭施舍给村中的老人$老人们绕着庙堂念诵&嘛呢叭咪礧'$聚在一起喝粥%这个活

动被称为&于端拉'$据此$笔者猜测与施舍和祈福有关%

过去$藏族人的朝圣一般不自备干粮$必须沿途接受别人的施舍$他们认为这是对圣地虔

$N

转换与交融(三坝纳西族丧葬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



诚信仰的一种体现$也通过这种艰辛的方式$期待能获得更大的福报%对施舍者来说$与朝圣

者结缘并施舍给他们食物$既有祈福$也有希望将来自己得到好报的愿望%&于端拉$哈其龚'

的仪式$融合了藏族的朝圣文化与纳西族魂归祖地的观念(亡魂的回归祖先故地之旅$类似于

藏族人的朝圣$纳西族家人给亡魂献祭食物$犹如为朝圣者施食%

据说这原本是丧葬和超度之间的一个仪式$每月的农历十五$有丧事的人家要给摆放在大

床尾部的松枝木偶献祭%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坝乡超度仪式不再举行$这个施食仪式便被归入

了丧葬的部分%

U(

为亡魂搭桥过渡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纳西族重视为亡魂搭桥$在葬礼的一些重要节

点都要用素色的麻布象征桥$帮助亡魂实现不断过渡%葬礼融入藏文化元素后$搭桥仪式的内

涵更加丰富%

葬礼的尾声东巴要展开一幅描绘有地狱!人间!神界的长卷麻布图$此卷被称为&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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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称之为神路图%神路图一般长约
&$

米$宽约
#($

米$反映亡魂从地狱中历经

百般磨难$在东巴的引导之下来到神界和
%%

层天上的这个过程%

日常生活中东巴不会将神路图轻易示人$更不能在家中打开%笔者于
U##!

年
&U

月在白

地村委会一位女性老人的葬礼!

U##K

年
N

月东坝村委会一位东巴老者的葬礼中观察到了这个

仪式$两次葬礼所使用的神路图分别出自当地大东巴和志本和习阿牛的手笔%神路图鬼域部

分描绘有亡魂在地域中遭受种种磨难的情景$如通奸之人被下油锅$小偷被正法$玩弄秤砣的

奸商受到惩处$搬弄是非的女巫遭受犁舌$放火烧山的纵火者被扔到火堆里$没有按照规程举

行仪式的东巴被凿头和钳舌等等$这其实是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在纳西族葬礼中的体现%

神路图的中部描绘了亡魂在鬼域受到种种磨难后转生为人的情景$中上部绘有自然界的神灵

与东巴教的重要神癨$在这部分中$人们带着宝物前来迎接亡魂$并将它引领到神界$这亦是佛

教生死轮回观念的反映%

东巴从神坛上取下由麦面捏制而成的有翅白马偶和有翅绵羊偶$随着念诵,古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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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偶从神路图的底部缓慢移动到最上

部$象征着亡魂在东巴引领之下从鬼域中被解救出来$骑着神兽最终达到神界%

%(

为亡魂点灯照路与向天神点灯祈福%死者生前若为东巴$要在葬礼的开始和结束阶段

举行这个什罗嘛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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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什罗'即东巴什罗$是东巴教教主$&嘛

咪'$指的是油灯%&嘛咪'与普通人葬礼中的&班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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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长明灯#不同$后者点的是

菜籽油$据说是长明灯可以照亮魂路$帮助亡魂顺利去往祖先之地%&嘛咪'点的是酥油$仪式

的目的是让亡灵把酥油灯敬献给天上的
%!#

尊大神%也是在
U##K

年
N

月那次东巴的葬礼上$

笔者观察到了这个仪式%

亲属为死者洗尸!全身涂抹酥油!换上新装之后$尸体由一名成年男性抱在怀里$帮助死者

撑开手掌$将麻布一端放在手中$用一盏酥油灯压住$另一端由站在母屋屋顶通风采光口的人

拉住$再在麻布上压一盏酥油灯%东巴念诵,什罗嘛咪补-$与念诵其他经书的音调完全不同$

每念完一句$就要念诵一遍&嘛呢叭咪礧'%

第二次是展神路图的仪式结束后$参加葬礼的所有东巴都集中在神坛周围举行&补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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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译 为 &播 撒 吟 诵 之 人 的 种 子'#仪 式$主 祭 东 巴 念 诵 ,答 世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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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用纳西象形文字记录藏音的经书$东巴也不知其意$每念完一句经

文$就念诵一遍&嘛呢叭咪礧'%经书念完$主祭东巴抓一把供奉在神坛上的神粮"一般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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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或小麦粒#$撒向站在神坛前的东巴们$大家接住后直接将神粮放入口中$不经咀嚼直接吞咽

到肚里$或放在挂在胸口的&勾悟'"

A1

%&

:

$$

#宝盒内%这时孝子手捧一盏酥油灯站在神坛旁$

主祭东巴高声吟诵,什罗嘛咪补-%

!二"融合汉式土葬元素的纳西族葬礼

处于深山峡谷的三坝乡纳西族$在现代化背景下$基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文化变迁的

速度也愈来愈快%也由于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纳西族葬礼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

烙印$其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坝纳西族过去一直坚守火葬的习俗$以前村子里的土葬只是人们对非正常死亡者尸体

的处理$比如闹瘟疫时村民会把病死之人的尸体草草土葬%汉式土葬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村民大多已说不清楚%近代以来$有一些从丽江或从其他地方迁来的汉族人口$落籍于三坝

纳西族村落$在长期与三坝纳西族的交往中$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与当地人无异$但在葬

式上还是保持了原有的土葬习俗%

! 白地村委会水甲村小组的李家!陈家和郭家的祖上据说

是从丽江及周边一带迁来$几个家族至今都保持着土葬的习俗%李家最早的一座坟茔据后人

推断至少有
N#

年的历史了%波湾村小组有一户杨姓人家$曾有一位祖先在丽江长期居留$回

白地去世后亲属为他进行了土葬$其坟茔距今也有近百年的时间%在当代$汉式土葬在三坝乡

流行开来$与此相关的活动$如清明节期间的扫墓和祭祀也成为常见的场景%

U##L

年
U

月$笔

者完整地观察到一次融合汉式土葬元素的纳西族葬礼$现将交融的部分进行描述%

纳西族用于装运尸体的棺木被称为&坎'$它只能在死者去世后临时制作$火葬时&坎'连同

尸体一起火化%汉式棺材则在老人身体健康时就要制备好$并收藏在家里$老人去世后$使用

棺材土葬%

"

老人落气$按照纳西族传统$给他放口含物!洗尸!换新装$然后$把尸体从卧室内移入平

房$

#东巴为他举行摆放尸体的&日幸'等仪式%第二天下午日落时分再进行尸体入棺仪式&函

道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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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道'是纳西族对汉式棺材的称呼$&打发'为汉语云南方言$意

为&给予'或者&送出去'%一阵鞭炮声响过$伴随着牛角号声和锣鼓声$众人用棉被裹着尸体$

将他抬出平房%孝子孝女各捧一盏油灯守候在平房门口的棺材旁%棺材放在两张长凳上$棺

头上写有汉字&寿'$棺头正对房门$棺内铺着毡毯和枕头%尸体入棺后$东巴将一只母鸡用水

闷死$放置于死者的左腋下为他伴魂%盖上棺盖$订上木契$把它移到堂屋的正中间$再盖上一

床红毛毯%灵柩前放一张四方桌$摆上祭品和一盏油灯%

出殡的日子$东巴们搭设好神坛$助手敲锣打鼓$吹响牦牛号角%棺材从堂屋被移至院子

的粮架前$棺头正对粮架$棺身盖上红毛毯$铺上一块白色孝布%这个移棺仪式称之为&西暮母

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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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请老人移出堂屋'的意思%棺材停放好后$棺头处挂一个白

色麻布小袋$装有
K

种粮食"大米!小麦!玉米!青稞!大麦!荞麦!黄豆!四季豆和燕麦#的种子%

棺材停置妥当$按照纳西族传统葬礼的流程$举行&祭茶水'&祭甜点'&杀牛献早餐'&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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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与交融(三坝纳西族丧葬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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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元年"

&"U%

#丽江改土归流之后$在汉族流官的不断推动下$丽江纳西族从过去的火葬变为了土葬%

U#&"

年
N

月笔者观察到一次葬礼$用汉式棺材装运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后将骨灰放入一匣子再进行土葬%

建筑样式与格局是三坝纳西族文化变迁中的重要部分$现今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平房则用于

做饭!会客和祭祖祭神%

日落后入棺$可避免活人的影子投射到棺内$当地人认为活人的影子有时就是他的灵魂%传统的火葬$只是出殡当

天的早上尸体才被放入&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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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请亡魂上马#等仪式%一系列仪式结束$鞭炮声响起$八名男性青年抬起棺

材$死者的女眷们排成一列蹲于大门外$让棺材从她们头上经过$女眷们低头小声哭泣$向死者

作最后的道别%沿途经过死者侄儿侄女的家门口时$他们都会举行路祭$此时$送葬队伍都要

停下来$将棺材架在两张长凳上$司仪大声告知亡灵献祭者的名字和祭品%祭品包括一只鸡!

一碗熟饭!饵块!花生!汤!酒等%送葬队伍遇河过桥前$死者的亲属在桥上蹲成一列$让棺材从

他们头上经过$象征给亡灵搭桥%

墓地位于西北边离村
%

里地的半山腰$送葬队伍到达后即刻燃放鞭炮$驱除周围的鬼魅$

将棺材停放在墓穴边%墓穴之前就已挖好$呈长方形%穴内放有一束青刺果枝$据说是为了防

止鬼魅在此栖息$司仪拾起树枝在墓穴里挥了挥$将它扔出%墓穴底部有一个挖好的洞$里面

放着一只大碗$司仪倒酒进去$然后放入两只纸鹤$用一块硬纸板把洞口封好%墓穴尾部也挖

了一个从侧面连通到地面的洞$司仪将一盏油灯点燃放到洞里$封好两个洞口%众人抬起棺

材$对准墓穴两端的基线$小心翼翼地把棺材放入穴内$放置稳当后$盖上一块麻布$然后开始

填土%填土前$先要孝子用孝服的后襟兜土$背对墓穴撒土进去$众人才能一起动手填埋墓穴%

下葬当晚$主人家请两名成年男性在墓地旁生上一堆火并在那里过夜%当地人认为死者下葬

的头天晚上难免会孤单落寞$需要别人的陪伴$体现了生者对死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纳西族采用土葬的原因$首先与纳西族和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关%汉族迁入三坝后$带

来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提高了当地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促使纳西族主动向他们学

习$甚至包括他们的丧葬习俗%其次$纳西族村落中的火葬场为村小组全体村民共有$一些被

当地人视为非正常死亡者的尸体$在大家劝阻无果的情况下也在这里火化$因此$许多老人认

为火葬场已经被污染了$他们更愿意死后能在一块干净的地方进行土葬%再次$纳西族传统葬

礼所反映出的观念$与家屋建筑给予他们的认知和分类密切相关%家屋建筑既是仪式的场所$

也是仪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传统的木楞房被楼房!平房所取代$葬礼中许多具有独特

意义的象征物开始消失$纳西族从过去重视对亡魂的处理$转变为也注重对尸体的保存与

纪念%

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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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坝纳西族人去世后$死者的尸体被摆放到大床尾的位置$象征死者灵魂从家屋成员的

&祀'阶段转换到了&日'阶段%&日'对于家屋中的生者成员而言代表的是&客'%女性死者从小

床头被移动到大床尾时$一定要让她的身体越过大小床交界处的那条神灵路径///这也是成

年女性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表明在成为祖先的过程中纳西族不再有性别区分%

后院是家屋的一部分$称之为&荷罗'$纳西族在这里晒粮和储粮之外$日常生活很少与它

发生联系%丧葬仪式情境中它是神和鬼的场域&荷德'$在这里$东巴通过仪式将死者生前的优

点!过失全都抹干净$完全除去&人'的文化特质$从鬼域中解救出来$开启他去往祖先故地的

征程%

母屋与后院是一组对立关系$前者是家屋成员的生活空间$被称为&祀攸果'$意为&生命的

屋子'$而后者则被称为&荷德'$代表鬼魅聚集的死亡之地$不仅尸体停放在这里$杀牲的仪式

也在这里举行%丧葬仪式中的两类东巴亦是这种对立关系的体现(出殡之日$&达恒'护送死者

尸体从母屋进入后院$一直到葬礼结束前他再不能回到母屋$&密补余登'则始终要坚守在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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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达恒'负责为死者的亡魂开路引道$&密补余登'则专职守护家屋的&祀'竹篓$安抚仪式中

受到&惊吓'的&祀'$拦截欲与亡魂见面的&祀'$并把误入魂路的&祀'召唤回来%

火葬场是家屋亲属关系的延伸部分$象征着家屋之上的父系世系群$尸体肉的部分在这里

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骨的部分$与死去的父系亲属的骨灰共同留在这里%

! 火葬之后$&纳夸'

引领亡魂回到母屋$经过超度最终转换为&茹'$成为家屋的祖先%

简而言之$在纳西族的观念中$只有经历了从&祀'到&日'再到&茹'这样一个过程$死者的

灵魂才算是真正离开此岸世界$最终回归祖先之地成为家屋的祖先%家屋是灵魂实现不断转

换的具体场所%

东巴教中原本来没有人的生死轮回观念$葬礼的意义也不是反映因果报应的思想$因为吸

收了不少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元素$纳西族丧葬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比如神路图中描绘的亡灵

接受各种惩罚的场景$其实强调的是一种比家屋秩序更为宽泛的社会规范%

三坝乡纳西族经济社会生活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这种变化包括了传统木楞房迅速消

失$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新式的砖木结构的楼房和平房$家屋中原有的擎天柱!火塘!大床!小床

都已经消失%纳西族的丧葬仪式在变迁中展现出了与汉民族土葬文化交融的特征$比如使用

汉式棺材$把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位置$采用土葬等等$反映了在变迁中的纳西族兼收并蓄的

心态///既重视对传统的延承$也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并将之转换为新的象征文化

并赋予其新的象征含义%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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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与交融(三坝纳西族丧葬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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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世系群被称为&阿'"

j

%%

#$意为&骨'$母系亲属被称为&纳'"

-j

$$

#$意为&肉'%在每个村小组的口述史中都能查

证到该村最早的父系世系群$他们共同使用一个火葬场$后来随着迁入村落的人口越来越多$每个村小组会有两三个以上的

父系世系群$但依然保持了共用一个火葬场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