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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富有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历史积淀形成的彝族宗教文化,内容广博,内涵丰

富。本文拟对彝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理念作一粗浅探索。 

    

    一、彝族自然观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1、认为人是自然发展长期进化的产物,强调生命平等 

    

    在人类发展史上,宗教与氏族同时产生。而“自然崇拜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彝文经书《勒俄

特依》载:远古时没有人类,天神为了炼出人类,降下圣火烧了九天九夜,炼出一对像矮猪似的怪物;又先

后派银男和金女、黄云和红云来到大地上,但都没成人类;后来降下梧桐树,霉烂后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

去,降下三场红雪来,化了九天九夜,化成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六种(动物),无血的六种(植物)。人类

就是雪族子孙中有血的六种之一。这就是说: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承认人与自然界诸多动

植物同宗共祖,都是雪族的子孙。只有相互的亲缘关系,没有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的特权。体现出视人与

自然为一体,生命平等,不可相害的生态观。因此彝族宗教视自然物和自然力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人

类依赖天地、草木、森林、群禽、百兽、蜜蜂、鱼虾、云雀等物质资源而生存发展。《驱鬼经》中毕摩

请来相助的众多神灵中,“十二母亲神”包括天母、地母、日母、月母、星母、云母、树母、石母、山

母、箐母、畜母、兽母、乌母、竹母、草母、水母、人母等,说“十二母亲神,相聚在一起,来解除病

祟”。把各种自然神视为与“人母”地位平等,一样是人类产生发展的根基。正因为这些物质环境条件

“相聚”于同一生态系统,人类才能丰衣足食,身体健康,才有“解除病祟”的神力。 

    

    2、人类经自然选择进化而来,人类的产生发展与所居地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古彝文典籍《布此拉俄》记载“猴变人”的故事:“地球处幼年”时代,“老虎追猎物,免子跳舞蹈,

猴子穿衣甲,知了吹锁呐,蚱蜢弹口弦”,各种动物原本杂生共处,因为猴子“占了九方坝,富庶又兴旺,他

要成先妣,他要成先祖,他要变人类”。富庶的生存环境使猴子发展更快,产生向人类进化的要求和条

件。这部典籍还说:猴子先住到吐尔山顶,但山顶“蟾蜍赤身爬,杉林黑森森。有天不见日,人类难繁

衍”。于是猴子迁往山腰,但这里“石头遍地盖。生灵难育成,人类成不了”。遍地石岩,没有森林,没有

土地,怎能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呢?于是猴子向山脚迁徙,这里“化银造银房,银房亮堂堂。猴子是兹家,狄

入张鸟分,云散天边亮。就要成先父,就要成先母,发展不停止”。显见,山脚温湿的气侯,丰富的资源为

猴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条件。实践中他们开始建房定居,产生质的飞跃由猴类变成人类的“先父”

“先母”。这段彝经阐明:在猴类几经反复进化到人类的整个过程中,选择适宜的生存环境至关重要。鉴

于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彝族《祭奠起源》、《祭龙经》、《献祖经》等展示了“养五畜才能兴旺,种粮

食才能生存”生态观。《勒俄特依》“找住地”一节也昭示了彝族对人居环境的选择。至今彝族人在建

房选址时要求依山傍水,土地肥沃,草场丰美,门户面对茂密森林,忌讳门户面对禿山,认为这样才会人口

发达,家宅平安,财源广进。 

    

    3、图腾崇拜体现出彝族原始宗教对人与自然物亲缘关系的认可 

    

    “图腾”源于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探寻氏族起源找不到正确答案时,便把某些似与



本氏族产生有关的自然物当作祖先或保护神加以崇拜,或做为氏族的标志或名字。彝族把图腾崇拜与祖

先崇拜结合,将生存发展中有想象联结关系的竹、鹰、龙、山羊等看做自己的祖先。如彝族人自称“罗

倮”便是其先民以龙和虎为图腾的历史遗存。彝语“罗”即虎,“倮”即龙,罗倮意为“龙虎子孙”。至

今者保土司家族传说其始祖是黑龙之子。《勒俄特依》中说支格阿龙是神鹰滴血于其母裙子而孕生,由

龙养大。 

    

    图腾形象表现为自然实体,神秘不可亵渎。氏族成员期盼护佑便把氏族图腾物图案绘制于战旗或服

饰,希冀战斗时旗开得胜。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收藏有“日星旗”和“蛇图案旗”各一面,冠顶有

站立“鸽”象的银制头冠一顶便是。毕摩经典记述说古代战旗上绘有鹰、野猪、日、牦牛等自然物图案

徽帜。彝族服饰的日、月、星纹、鸡、牛、鱼眼、牛、羊角形、鱼刺形等纹饰,兵器上附着鹰爪、牦牛

尾、虎皮、虎尾等饰物,都是彝民崇拜自然亲近自然物的体现。一些彝区地名也保留着图腾崇拜遗迹,如

“古曲”意为“白色仙鹤”,“昭觉”意为“山鹰的坝子”,“觉克瓦拖”意为“山鹰之岩”,“他普”

意为“松林地带”等。 

    

    二、彝族原始生殖观主张各种自然物与人类共同繁衍,体现出生态平衡理念 

    

    彝族祭祀时祈愿人口繁衍子孙发达,也祈愿其他物种兴旺发达。祭祖仪式《赐酒经》说:“我赐苍天

一碗酒,繁星缀满碧蓝天,……我赐大地一碗酒,草木茂盛铺大地。……我赐森林一碗酒,林中群禽与百

兽,一窝发展成九千,两窝发展成八万,三窝发展数不清。我赐悬岩一碗酒,崖中蜜蜂得繁殖,一窝发展成

九千,两窝发展成八万,三窝发展数不清。我赐江河一碗酒,江河鱼虾得繁殖,一窝发展成几千,两窝发展

成八万,三窝发展数不清。我赐草原一碗酒,原野云雀得繁殖,一窝发展成几千,两窝发展成八万,三窝发

展数不清。我赐吾主仪式主人一碗酒,吾主饮用后,迅速得繁殖。每人发展成一户,每户发展成一村,每村

发展成一寨,每寨繁衍发展后,千千万万数不尽”。这里 调人类繁衍生殖需要群禽、百兽、鱼虾、蜜蜂

等生活物资,而动植物生存繁殖有赖于保护好森林、悬岩、江河、草原,已经包含矇眬的生态系统平衡发

展的科学理念。 

    

    三、彝族毕摩图画中体现的生态观 

    

    毕摩是彝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竹签为笔写出彝文经典,画出图文并茂的图画,内容涉及人类起源、

天文星象、神话传说等,其知识和哲理中包含了彝族生态环保观。美姑县的一个毕摩的《人类起源》图

画,画出了一个由“胎胞”发展到鱼(水生动物)———蛙(两栖)———蜥蜴(爬行)———鹰(鸟类)——

—猴子(哺乳类)———人类的过程。体现出水是生命之母,环境促进进化的生态观。 

    

    物种间的相生相克理论是生态学六大基本规律之一。彝族的毕摩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规律。如彝族

认为蛇是麻疯病的化身,是被治服了的龙,称为癞蛇、癞龙。在毕摩图经中有多幅请凤凰神食蛇的图画和

经文。如《制服癞魔诸神》一图中就排列了四组配有彝文经的图画。第一组图为支格阿鲁“左手持铜

网,右手持铜棒。降服雷电是能手,快来击砸疯癞神”;第二组图画公凰母凤啄食蛇,配文曰“凤凰是禽

神,剧毒当食物,毒液当饮料,卸毒是能手。快来食癞蛇,快来吞癞蛙”;第三组图为两条神龙张牙舞爪吞

咬癞蛇,文曰“神龙居深海,癞邪当食物,快来食癞蛇,快来吞癞蛙”;第四组图画一支凶相毕露的野猪,文

曰“凶猛的野猪,拱土是能手,快来拱癞邪,驱逐麻疯神”。美姑毕摩绘画中还有多幅主题与此相同相近

的作品,重点歌颂凤凰食蛇驱麻疯神。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是吉祥的象征。把蛇看作麻疯病源虽然是不

科学的,但认识到鸟类是蛇的天敌,认识到生物圈相生相克原理却是符合生态学规律的。 

    

    四、对森林树木的特别崇拜并借助宗教仪式封山护林 

    

    彝谚云“人靠衣装,山靠绿装”。植被森林是野生动植物棲息繁衍的场所,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核

心。“尔比尔吉”谓“森林茂密,动物好玩耍”。“深山长树有鸟鸣,草地花开蜂采蜜”;“森林茂密动

物多,山绿水清魚儿好”;“花多草多药材多”。《西南彝志》载:彝族“六祖”之一的恒氏创业兴家是

“靠松树创天,靠柏树创地”。“马尾松和依依草”的传说生动体现出彝民对森林的情感:远古时,金沙



江南岸爆发大规模部落战争,战败者扶老携幼仓惶北逃。前有湍急的大江,后有穷追不舍的仇人,当此危

急关头,江边一棵高耸入云的马尾松树突然横倒在大江上,犹如一座大桥,待逃难人马过江后,大松树却顺

水漂走。逃过了这一劫难,又遇悬崖峭壁阻隔,身陷困境的彝人意外发现悬岩上的“依依”草,手抓该草

攀岩脱险。人们认为松树和依依草是祖先灵魂的化身来拯救自己,自此依依草和松树枝也就成为彝族祭

祖时必须的物品。 

    

    一些古树被赋予神性受到崇拜,有的村寨以古树或主要树木命名。如喜德县洛哈镇普乃阿莫村名

“茹波西”、冕宁团结乡“大杉树”村皆亦因有巨大的杉树得名。金阳县“苟觉洛”(“野泡桐树”)村

因地产制作月琴的泡桐树而得名。冕宁县曹古乡“扯羊”村是因村内大树被尊为神树而得名,“扯羊”

系彝语“神树”之义。不少村寨有“龙树”“龙竹”崇拜,金沙江沿岸彝族有每年正月初三“敬牛神”

的习俗,各户带上刀头肉去敬奉一棵古树,求树魂保佑村里牛群不跌岩,不走失,不糟蹋庄稼。 

    

    森林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依靠,又是死者灵魂的依托。《姹女经》谓:“女兮母之女,嫁时女为贵;长女

嫁何处,嫁于峰巅柏,寒时衣柏枝,饥时食柏果,渴亦饮柏液”。“仲女嫁何处,嫁于深谷漆,寒时衣漆叶,

饥时食漆果,渴亦饮漆乳”;“幺女嫁何处,嫁于原边竹,寒时衣竹叶,饥时食竹节,渴亦饮竹浆”。这里的

姹女(嫁女)指女性死亡后托体于林间。彝族以对森林的信赖把柏、漆、竹等林木做为女儿灵魂的依托,

体现了人与林木相依相存的理念。 

    

    彝民们认为箐深林密之处皆为神灵居住之所,神圣不可侵犯。“折毁松柏枝叶,捣毁雁鹅的窝巢”

“砍光屋后成片树林”都是魔鬼行径。若有人上砍伐树木时遇上暴雨和冰雹,就会视为遭到神的惩罚。

事过后要宰杀牲畜祭神,并把这些地方视为神山,禁止任何人入山采樵打猎。为了防止在村前屋后毁林开

荒,乱砍滥伐,许多地方的彝民要主动出资买鸡买狗,于每年春季请毕摩或苏尼举行“醒”(封山育林)的

仪式。将鸡、狗杀死或吊死于明显的大树上,念经作法诅咒,告诫世人若犯禁入山,就会像鸡、狗一样的

死。凡是挂过鸡尸、狗尸,洒过鸡血、狗血的森林或草地,其地名统称为瓦莫西德(打鸡地)、克莫西德

(挂狗尸地)以示警告。人们听而生畏自会望而却步,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都统一于森林资源保护。 

    

    五、宗教禁忌习俗体现的生态环保理念 

    

    彝族人十分敬重自然神,把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人或事物视为禁忌。唯恐一时不慎触怒自然神招致

灾难,犯乱杀生灵之禁者要请毕摩举行赎罪仪式,用牺牲和贡品祭祀赔罪。彝谚云“打雁苍天怒,打妻亲

家怒”,大雁是苍天的使者,故杀雁者须举行“赔雁赎罪仪式”,彝语叫“耿则”,义为“赔还大雁”。在

毕摩帮助下,赔罪者身着白衣,手执一只黄色母鸡肃立高呼:“神鸟异禽雌雁阿乌前来接受赔偿”,并指名

道姓认错说自己不明事理冒犯,杀鸡赔偿,请求宽恕。杀蜥蜴者也须举行“赔蜥蜴赎罪仪式”,因为彝族

认为“天上有雁不叼鸡,地上有鲁(蜥蜴)不咬人”。赎罪者须用柳枝和杨枝各刻一个蜥蜴模型,带鸡蛋和

荞粑到现场祭祀赔礼致歉。另外还有赔布谷鸟赎罪,赔熊猫赎罪等。也正因为如此,彝族忌食狗肉、猫

肉、蛇肉、马肉等。这类习惯法实际是宗教崇拜而导致的保护生态环境之举。 

    

    六、过分索取自然物资会积成孽债遗害子孙的理念蕴含着矇胧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其内容在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时,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彝族宗教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奉献使人类得以生存繁衍。所以人们不能贪得无厌过量索取资源,不能无故

损害自然神灵。否则神会降灾,洪水神话说因人类砍伐和垦荒过度,上天就发洪水以示惩罚。人类不能无

偿消耗自然物资,故依渃方言区彝族每年至少举行春、夏、冬三次遣返还债仪式。请毕摩念经祭祀替仪

式主人偿还消耗自然物资之债。社会活动较多的头人、德古、毕摩等因收入和消费多于常人,还会多次

举行遣返还债仪式。彝族认为破坏资源是“造孽”,欠债不还会转给子孙。彝族口碑经中说“进山狩猎

时,错捕神兽造的孽,错剖猎物造的孽”以及日常结下的“山中禽兽的孽债,河中鱼虾的孽债,原野云雀的

孽债”,会积成孽债遗祸子孙。冀图借助以自然神的惩罚能力抑制人类过分的贪欲,减少人力对自然资源

的过分索取。其理论符合生态学“定额负载律”,己经蕴涵着矇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综上所述,彝族宗教文化既有原始宗教的内容,又有人为宗教的表现形式,地方特色明显,传统的生态



环保理念蕴涵于其中。这种理念既以彝文宗教典籍的形式经毕摩经书、图画代代传承,又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目的大量宗教民俗活动落实于实践。虽然宗教是以虚幻的、歪曲的认识方式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形

态,有妨碍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消极作用,祭神还消耗人力物力,有相当消极作用。但彝族宗教中包含

的传统生态环保理念却是彝族人在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成果。对保护彝区生态资源,优化彝区

生态环境有一定积极作用,是彝族传统价值观的精华,符合当代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彝族文化的宝贵遗

产。拨开宗教的神秘外衣,扬弃继承彝民族热爱自然注重生态环保传统,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

会有积极作用。 

    

    

    基金项目:此论文是四川省教育厅批准下达的“巴蜀文化研究会”立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阶

段性论文。 

    

    

    陆文熙,西昌学院政史系教授 

    陆铭宁,西昌学院经管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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