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神信仰：社会结合的地域性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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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为例

李 锦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 族 乡 的 田 野 调 查，揭 示 了 硗 碛 山 神 的 总 体 特 征，总 结 了 硗 碛

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祭祀山 神 的 仪 式，即 祭 山 会 在 当 地 社 会 结 合 中 发 挥 着 地 域 性 纽 带 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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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结合，是指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① 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

村落而言，社会结合的纽带可能是以血缘为主的，也可能是以地缘或业缘为主的。信仰往往在

社会结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促成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②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由信仰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的差异，以及由信仰仪式所形成

的社会结合过程，往往是不同的。例如，麻国庆通过对中国汉族村落中的庙和日本村落中的神

社的比较研究发现，日本的神社主要是地缘性结合纽带，而中国的村庙则主要是血缘性结合的

纽带。③ 在藏族社会中，由于藏传佛教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藏传佛教是其社会结

合的重要纽带。２００５年９月和２００９年９－１０月，笔者曾两次到四川省宝兴县硗碛（当地发音

为ｙａｏ　ｊｉ）藏族乡进行有关“山神信仰”的田野调查，④发现山神信仰在当地藏族社会的社会结

合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山是神灵的寄居之所。据《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中国的山地可

以划分成二十六个区，有四百五十一座山，每座山都有自己的神灵。有学者认为，大致在西汉

时期，汉族就形成了以五岳为代表的山岳祭祀系统。⑤现在的藏彝走廊地区内，汉族社会仍广

泛存在山神信仰。例如，甘肃陇中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山神庙，每年正月初八在甘肃陇中地

区被称为“地日”。人们通常把土地信仰和山神信仰联系起来，把土地神安置在山神庙中，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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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土地”。每年四、五月份，各个村寨要进行“闸山”仪式，以实现禳解雹灾和驱除虫害的愿

望。① 在藏族社会，山神信仰的作用很大。谢继胜指出，山崇拜是古代藏族最重要的自然崇拜

之一，是 藏 族 民 间 信 仰 中 最 具 有 个 性 特 征 的 崇 拜 形 式，构 成 了 藏 族 整 个 原 始 信 仰 体 系 的 基

础。②内贝斯基在描述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时，对纷繁复杂的山神在西藏神灵体系中的位置进行

了讨论，并将山神定位于世间护法神的地位。③格勒等通过对藏北牧民的研究指出，藏族的山

神信仰是有地域性的：“在藏北，无论大小部落均有自己的神山，某一部落的神山，其他部落的

人未必也将其视为神山。”④索端智根据青海热贡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进一步指出：“山神作为

一种普遍的集体表象，它所隐喻的是藏区大小不同的区域社会，是区域社会的一种象征。”⑤

嘉绒藏族地区的山神信仰同样非常普遍。除了墨尔多神山是全嘉绒地区的神山外，许多

地域都有自己的保护山神，如汶川瓦寺土司区的草坡乡，就有十一寨神。“各神依地名命名，如
土司的山神名‘麻石古’，草坡寨的名‘得尔哥’，张牌的名‘格尔加桔’，沙牌的名‘穷维拉母’，湾
寨的名‘巴不蓝’等”。⑥其信仰的山神与其守护地域是重合的，也具有索端智所讲的区域社会

象征的特点。本文将以硗碛山神信仰为例，讨论嘉绒藏族地区具有地域性的山神信仰如何发

挥社会结合纽带的作用。

一、硗碛的山神及其信仰的地域性

（一）硗碛的山神

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位于夹金山南麓，面积８８８．９平方公里，距成都２８４公里。平

均海拔３０００米，海拔最高点４８８０米，最低点１８００米。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乡５１２６人，
其中藏族占８５％，汉族占１５％。藏族人口均属藏族支系嘉绒藏族。生计方式为农耕和高原畜

牧业相结合。社会基本单元是以房名命名的家屋。⑦其信仰体系中既包含藏传佛教，也有许多

苯教遗存，还有一些民间信仰。在硗碛，有众多的山神，山神崇拜是当地最为基本的信仰方式。

１．雅西拉姆山神。雅西拉姆山神是一个女神，她所在的山的名字叫“卡尔贡阿”。相传硗

碛过去没有山，现在硗碛的山山水水均是神灵赐予的。有一天，神灵们商议将山推到海里。一

个叫做雅西拉姆的女神考虑到自己力气小，走得又慢，因而还没到预定的日期便悄悄提前出

发。结果，那些男神还没有将山推来，女山神就已经把龙神岗推到当地最好的地方。天亮的时

候，五个神仙在斗法，五个山岗即将碰到一起，形成了现在的硗碛地形，俗称“五龙下海”。⑧ 硗

碛人认为当地最好的地方就是雅西拉姆住的地方，唯一的一座寺庙便坐落于此。由于雅西拉

姆是一位女神，在神仙斗法的过程中取胜，因而卡尔贡阿山山势平缓，但伸入硗碛冲积平坝的

位置最深。据说天亮的时候，甲琼和多喔两座神山的山神也赶到了硗碛，但被雅西拉姆用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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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蹬住，在两山的山体上形成了两个山凹。雅西拉姆在硗碛所有山神中地位最高。

２．仁沾喇嘛山神。即第二大神山，山名“善卡尔底”，山神“仁沾喇嘛”。传说仁沾喇嘛山神

是由人修炼成的仙。他出生在硗碛乡夹拉村，是位于青龙河边的一户穷人家的孩子。在他母

亲怀孕期间，其家周围每天晚上都发出光芒，邻居们都觉得这个孩子一定很有来历。长大后，
在大家的资助下，他去西藏学习，取得了格西学位，学成后回村当了喇嘛。他的法术很高，修炼

为山神，整个善卡尔底山都归他管。

３．甲琼山神。即第三大神山，山名“丹木卓”，山神“甲琼嘎尔布”。“甲琼嘎尔布”山神是一

只大鹏鸟。大鹏鸟是嘉绒土司崇拜的神鸟，嘉绒土司有大鹏鸟卵生的历史记忆。①现在的硗碛

女性，都有一个母女代代相传的“甲琼”首饰，戴上它，可以避开各种灾害。

４．多喔嘎森格若达山神。即第四大神山，山名“洛绒错尔巅”，山神“多喔嘎森格若达”。此

山位于柳落，是狮子山，山神是两位女神，“夹拉姆”和“夹拉仲”。柳落的人们修了白塔祭祀她

们，白塔叫“洛绒错顶”。白塔原本在很高的地方，２００６年，因为水库移民，同时也为发展旅游

业，大家在柳落的移民点留出一个很大的空地，集资建设了一个新塔。

５．白色达若达山神。即第五大神山，山名“色尔孟克”，山神“白色达若达”。山神“白色达

若达”是一个头发很长拖到地下的女神，住在路边的洞里。
五座神山中，雅西拉姆是硗碛最大的神山。１９８２年，人们将永寿寺重建在雅西拉姆神山

伸入冲积平坝的地方，将雅西拉姆神山祭祀和在永寿寺的所有宗教活动联系起来。２００６年硗

碛水库建成后，人们根据其周围的五座神山将水库的湖面命名为“五仙海”。访谈中，每个人都

非常强调最初五个山神受命把山拉到海里去的故事是真实的，甚至认为硗碛有海是神的意愿。
尽管当初神仙们由于斗法耽误了造海，但今天人们还是在硗碛造出了这个海（水库）。

在硗碛，除了上述大的山神外，还有一些小的山神，其中“杨目绒达”是位于嘎日沟深处的

一个叫将军岩的岩壁的山神。当硗碛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声响，警告大家。“琼

拉美谷”是位于夹金的一座峭壁的山神。这两位山神管辖地内没有居民居住，因此人们没有建

塔来单独祭祀他们，只是在进行一些有可能受到他们影响的活动时，才将其一并请来祭祀。
（二）硗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

在硗碛人的观念中，世间万物山神为大，人和植物、动物共居于山神怀抱之中。人对山神

充满敬畏和信任。人寄居于山神的怀抱之中，山神对于人有生杀大权。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山
神可以呼风唤雨、下雪降雹，还主导地震、滑坡、泥石流的发生。如果对他尊敬，供奉得好，他就

降福给大家，能保佑房屋稳固、田地无伤、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他就会降

罪大家。因此，硗碛人对待山神的态度是敬重、畏惧和祈求。家家逢初一、十五都要在庭院烟

祭山神，请山神保佑全家大小。每年春季举行大的祭祀，同时封山，到秋季收获之后，再举行酬

神的祭山会。每逢节庆，一定要烟祭山神，遇到修房、修路、耕地等动土的活动，必须燃香告知

四方山神。家里因为婚姻、生育而添丁进口时，也必须告知山神。
从硗碛山神的来历和关系看，其山神分为三个层次：最大的山神是雅西拉姆，之下是仁沾

喇嘛、甲琼、多喔嘎森格若达、白色达若达，再下是杨目绒达、琼拉美谷等。山神地位虽然有高

低，但人们却不是按照山神的地位，而是按照山神与自己的密切程度来进行祭祀。人们通常只

为自己居所所在的神山修建祭坛———塔，并到塔前祭祀。当地８２岁的杨国奇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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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山上的人就为自己的神修了庙子（塔子），共修了五个，雅西拉姆是（咎落村）朝霞和（嘎日村）冰丰 共

修的；仁沾喇嘛是（夹拉村）和平、硗丰共修的；甲琼是（嘎日村）丰收、嘎日共修的；多喔嘎森格若达是（勒乐村）

柳落修的；白色达若达是（夹拉村）灯光修的。哪个修的塔子就哪个去祭。①

硗碛山神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界限，硗碛山神的管辖范围也是泾渭分明。当地人对山

神的崇拜与信仰，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一般情况下，每个山神管理一个山头或者一个峭壁，
人们仅仅在有人居住的山头上修建塔，用于祭祀行使当地管理权的山神。除了专门为自己居

所的山神修建塔并进行祭祀外，在涉及到动土、农牧业生产、狩猎和砍伐、出行、婚丧嫁娶、节庆

的活动中，则需要祭祀与这项活动相关的山神。其祭祀原则，也不是按照山神的地位，而是按

照山神的管辖范围来进行。山神对于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具有非常大的责任。当人们外

出的时候，即使离开它已经很远，只要虔诚祈祷，他仍然会护佑人们平安吉祥。
硗碛的山神系统较为复杂，不同村落的人在告知山神重要事务的时候，有着严格的顺序。

在婚礼或者动土的时候，要请各位山神，每个村请的山神不同，顺序也不同。在嘎日村冰丰组，
请的山神及其顺序是：雅西拉姆、仁沾喇嘛、多喔嘎森格若达、甲琼、杨目绒达五位山神。这个

名单中不包括大的山神，如白色达若达，也不包括小的山神，如琼拉美谷。事实上，每个村落都

有一个专门负责在上述礼仪性场合请神的人，他们不是喇嘛，通常是这个村落记忆力最好、口

齿最清楚的人。只有准确无误地请到该请的山神，才会被降福，否则，就有可能被降罪。
硗碛的山神中，虽然雅西拉姆被认为是最大的山神，但她和其他山神一样，有自己的领地，

不能超出卡尔贡阿山管理其他区域。居住在各位山神领地上的人们，要从事农牧业，要修房造

屋，要出门，每天很容易和山神或者由山神所护佑的某种精灵相冲突，因而获罪。祭祀好自己

居于其间的山神，不只是关系到自己安危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整个村落安危的大事。
总体来说，对硗碛人而言，大大小小的山神都是有个性的，他们不仅自己能力强大，而且掌

握着神山上众生的生存权力，决定着人们的安危。因此，凡是与山神相关的东西，都需要小心

对待，或祭祀，或躲避，才能保证人的平安。同时，山神是地域性的神，他们只保护居住在自己

区域内的居民。所以，居住在共同地域的人，必须祭祀共同的山神，在这个意义上讲，山神信仰

是以地缘为核心的信仰，以此为基础，人们通过山神祭祀（如祭山会）这一纽带而联系起来。

二、祭山会与地域性的社会结合

祭山会是人们祭 祀 山 神 的 仪 式。日 本 爱 知 大 学 教 授 松 岗 正 子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至

２００７年间，调查了羌族、嘉绒藏族、川西南藏族、普米族、纳西族的节日活动后指出，“在所有集

团中都出现了祭山这一仪式”，并建立了藏彝走廊中祭山会的“系谱”。②这些祭山活动的宗旨

都是祭祀山神并祈求保护。下面以２００９年农历八月十一的雅西拉姆塔子会为例，讨论在祭祀

山神的过程中，山神信仰的地域性如何表现，山神信仰如何发挥社会结合的纽带作用。
（一）祭山会的会期及过程

硗碛人将祭山会称为“转塔子”，或者叫“塔子会”。祭祀雅西拉姆的塔有两个，一个在丹谷

底，一个位于嘎谢梁子。前者相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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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访谈于嘎日村朝霞组杨国奇家中。

参见［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 的“祭 山”：祭 山 的 系 谱》，袁 晓 文 主 编：《藏 彝

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８４页。



在丹谷底举行的祭山会一年两次：第一次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这一次的祭山会主要是祈

愿，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正月十一祭祀后，人们就可以耕地下种了。第二次是农历八月十一，

这时大部分庄稼已经成熟，马上就要收获，因此上山酬神还愿。同时，也开山，大家可以砍伐树

木，储备冬季使用的木柴，也可以猎获一些动物。

在嘎谢梁子塔前进行的祭祀，时间是农历的三月三。按照嘉绒历法，这一天是龙日，正好

祭祀以蛇为化身的雅西拉姆。人们把她居住的卡尔贡阿山简称为龙神岗。在三月三祭山后，

一是要封山，即不允许到山上砍树、打猎，认为砍树打猎会得罪山神，带来风雪和冰雹，已经砍

倒的树，要用树叶盖好，防止山神看见，这时喇嘛要念防风雪和冰雹的经；二是牛头①要赶牛上

山（此时放牧季节到了），要让牲畜在山上一切顺利，不被野兽吃掉，也不会摔死、病死。

祭山会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祭祀前的准备活动。主持人和喇嘛一般早晨９点就到达丹谷底。喇嘛念经，

并用净水瓶给塔和煨桑塔除秽。随行人员在塔和煨桑塔塔基四周点香，挂嘛呢旗，装饰塔所在

的房屋内部。之后，村民带着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

的菊花等物品陆续前来。这些物品交给喇嘛，由喇嘛制作现场的供品。

供品分为三类：其中 一 类 共 四 种，分 别 为 测 巴②、扎 乌 拉③、扎④和 雍 拉⑤，每 种 只 有 一 件。
雍拉由喇嘛带来，是在仪式中反复使用的物品。测巴、扎乌拉、扎由喇嘛在现场制作，制作的原

料糌粑由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共同提供。另一类为放在木盘中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

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每户人家各有一盘（件），有多少户人参加仪式就有

多少盘，代表每户人的利益。制作时，每户各带来一个干净的木盘，放在塔前的供桌上，排成一

排，喇嘛将每户交来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

花，依次洒在所有的木盘上。由于每户的木盘上都有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带来的物品，因此每家

人的利益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还有一类，是为有特殊要求的人准备的，代表这些人

的特殊要求，主要是仪瓦⑥和日瓦⑦，只有家里牲畜很多的人才准备。喇嘛在做好仪瓦后，也会

将各户带来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均匀地

撒一点在仪瓦上。可见，这些人虽然有特殊要求，但其祭神的过程也会给大家带来好处。制作

供品时，陆续到达的人们会先在塔处点三支香，然后在每个日瓦上插一支香，最后到煨桑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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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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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是硗碛乡专门负责在高山牧场放牧的人，各户的牛都交给他统一管理。

测巴即朵玛，由喇嘛制作，即将糌粑捏成圆锥形，放在木盘 中，在 其 顶 部 和 中 部 贴 上 圆 形 的 白 色 酥 油 花。当 地 人 认

为，仪式进行时请来的诸神需要一个临时的落脚处，因此制作测巴。

扎乌拉下部为一个木质托盘，盘上放由糌粑捏的人偶。人偶由内到外按三层分布，最里一层为一直立的人像，高约

１０公分，上面插有七面红纸剪纸和五个酥油团（直径约１公分）；中间和外围两层共有跪立的１２个人像，高约６公分。

扎下部为一个木质托盘，盘上放由糌粑捏 的 人 偶。正 中 为 一 骑 马 的 将 军，将 军 和 马 的 头 上 都 有 酥 油 团，高 约６公

分。四周有３０个高约４公分的人像，以正中的将军人偶为中心散开分布，其中靠近将军的６个人偶头上有酥油团。

雍拉又称达达，代表箭，由喇嘛制作，是当地宗教和民俗仪 式 上 经 常 使 用 的 用 具。这 里 的 制 作 较 为 粗 糙，其 形 制 为

一个三叉形树枝，分叉处捆红、蓝、黑、黄、绿五色布条，并在三叉中间缝制一个镀金圆形铜片，以利于招来运气。

仪瓦的原料为糌粑，由喇嘛制作，其形象 为 小 型 的 人、动 物 及 家 内 用 具。做 好 后，要 把 它 放 在 一 个 干 净 的 木 板 上。

仪式过程中仪瓦放在塔旁，待仪式结束，则将其焚烧敬神。春天在塔前许愿请求山神保护牲畜平安的人，要连续三年在祭山

会上做仪瓦祭神。

日瓦是为焚烧仪瓦而专门制作的。原料为白色的树枝，高约８０－１００公分。由村民自己制作。制作时用树枝搭成

中空的圆锥形，上部用树枝束紧。祭山仪式 举 行 时，日 瓦 放 在 煨 桑 塔 边 地 上，待 念 经 结 束 后，将 日 瓦 点 燃，并 将 仪 瓦 放 入 焚

烧，高声呼唤山神享用。



香、煨桑。然后坐下等待仪式开始。
第二阶段为祭祀。村民陆续到齐后，喇嘛吹响标志仪式开始的号，燃柏枝熏塔、塔所在的

房屋、煨桑塔以除秽，喇嘛念经。众人点香、磕头。约一小时后，开始转经唱嘛呢①，所有参加

的人员从房子的南边开始，顺时针绕房子和煨桑塔转三圈，边转边唱嘛呢，喇嘛继续在屋内念

经。念经过程中，喇嘛会出来三次：第一次是拿雍拉顺时针绕塔。第二次是拿扎乌拉出来，走

到每个村民面前，这时村民们都将几颗麦粒放在掌心，吹一口气，然后将麦粒放在扎乌拉上，再
低头用额头碰一下扎乌拉。所有的人碰完后，喇嘛拿着它走向煨桑塔，将盘中除正中直立人像

外的其他东西分两次放入煨桑塔焚烧，同时在煨桑塔边放三响鞭炮。此后，再将有直立人像的

托盘拿回塔所在的房中，放在面向 雅 西 拉 姆 山 神、石 墙 与 木 板 结 合 处、１．７－１．８米 高 的 平 台

上。仪式的作用是保佑人的魂魄一直依附在人身上，以消灾驱病。第三次是拿着扎出来，在每

个人的头顶碰一下，然后拿到山上，放在一棵大的青冈树下，在前面插上三炷香。大家焚烧日

瓦，以仪瓦敬神，同时磕头。此时人们再次烧香，并互相发送糖果、花生、瓜子、饮料等食品。主

持人汇报今天活动的准备情况，报告收入和支出。接下来，德高望重的老人重申一些对人们日

常行为规范的要求。然后，所有参加的人员纷纷拿出自己带上山的包子和菜，围坐一起，开始

吃饭。每家在吃饭前均将包子和菜放在盘子内，先送到房内给每位喇嘛。下午五点二十分，喇
嘛再次吹号，众人起身开始转经唱嘛呢。喇嘛手持号、钵、鼓走在前面，众人跟在后面，边走边

唱嘛呢，并有人洒龙达。② 顺时针转三圈后，停在塔所在的房子大门附近，众人唱嘛呢。嘛呢

唱完所有的仪式结束。
第三阶段为娱乐，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在塔旁跳锅庄，共享食物和酒。
（二）地域性的社会结合

丹谷底是雅西拉姆山神范围内居民祭祀的地方。２００９年农历八月十一的丹谷底塔子会

上，居住在卡尔贡阿山南坡的咎落村朝霞组村民和居住在北坡的嘎日村冰丰组村民都来参加

祭祀活动。朝霞组来的大约有５０家，冰丰组来的大约有２０家。作为主持者参加祭山会的喇

嘛，也只参加居住地的祭山会。一旦居处变化，人们参加祭山会的地点就立即发生变化。２００６
年，硗碛水库蓄水，原来位于冲积平原中的居民，搬迁到卡尔贡阿山南麓的咎落村。这部分居

民也参加雅西拉姆的祭山会。他们中有１１户是汉族，穿汉装参加活动。笔者分别询问了参加

祭山会的人们，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都肯定地告诉笔者，他们只去祭祀自己居住地的山神。
一旦居所迁移，就要立即改为参加新居地的祭祀，不再参加旧居地的祭祀活动。

整个活动中有三次共食行为：一次是所有参加者互相发送带来的糖果、花生等食物；一次

是吃饭时相互赠送带来的包子等食物；在最后的娱乐活动中，一起跳锅庄，共同饮酒。三次共

食活动并不分参加者是何民族，何时迁来本地。
祭山会活动还对居住在同一山神区域内的人们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如果谁为了自己的

利益在祭山会未允许的时间内上山砍柴、打猎，就会受到大家的非议。这种压力是对当地人而

言是难以承受的。当地７８岁的洒耳加老人说：
我们封山不会下赌咒，赌咒是不好的，会害人。但是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敢上山砍柴、打猎，因 为 如 果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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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唱嘛呢是硗碛的一种多声部合唱，歌词为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加上一些语气助词。曲调非常自由，

一般在宗教仪式和丧葬仪式中使用。

龙达是一种木刻印刷的彩纸，有白、红、蓝、绿几种颜色，边长约５—６公分，正方形。龙达图案正中是驮着火焰的宝

马，四周饰以雄狮、飞龙、神鹰、法螺、法杖、法轮、金幢等图案。在宗教和民俗活动中抛洒龙达是祈福的一种形式。



年有风雪、冰雹，影响了庄稼牛羊，大家就会怪那家，那家人的名声就不好了。这个我们冰丰是没有人敢的。①

在丹谷底的这次祭山会上，咎落村的汉族老人张先直，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重申日常生活

规范。他提出要感谢共产党，要尊重喇嘛，要尊老敬老，要弘扬民族文化，要搞好团结，要爱护

神木垒景区等具体要求。通过祭山会的伦理教化，大家的共同利益得到进一步强调。
从参加人员和活动过程看，祭山会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来参加的人

都十分明确自己所属的山神管辖区，并以房名为单位参加祭祀活动。新的移民一旦进入山神

的势力范围，就必须参加这个区域内的祭祀活动，而不必再去祭祀原来居住地的山神。尽管人

们都认为硗碛的山神有大小之分，但在祭祀活动中，他们却并不认为大的山神会对人们的生活

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是认为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山神才是需要认真祭祀的。正如一个家庭迁

移，其房名要随之立即改变一样，迁移的人们也必须马上改为祭祀他新居住地的山神。
对山神进行的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域整合的目的。人们只为有村寨居住在

其管辖范围内的山神建立祭坛———塔，举行独立的祭山会。祭山会的仪式主持者和参与者必

须是山神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而不论其是不是同一族群或者文化是否相同。祭山会的目的是

为居住于山神管辖区内的所有村寨的安危和繁荣祈福或者还愿。一旦居所变动，人们祭祀的

山神也随之变动。祭祀过程中的共食和交流，同样促进了山神辖区内居民的认同。在某种意

义上讲，祭山会是一种将居住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联结起来的活动。由于山神只与居住

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祭山会是一种一定范围内由地缘性联系形成的社会

结合纽带。人们在这里共同祈求村落的平安，同时也祈求每家获得丰收。在这里，地缘关系成

为最重要的社会结合原则之一，形成一种以地域关系为主的社会结合方式。

三、结　语

青藏高原被深谷切割导致的相对封闭性，是产生具有严格边界意识的山神信仰的客观基

础。虽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②已经受到批判，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居住于同一环境之中的不同民族，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地传承共同的信仰。在硗碛的

社会结合中，通过祭山会的仪式过程，人们稳定地维持着地缘性社会结合的特征。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祭山的各种要素随着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近年的经济环境发生着自由的组合

和变形”，③但是，祭山会却可以长久地保持下来，并仍然表现出相同的特性。“以祭山为集团

纽带的意义，确实是被各民族集团所记忆和传承着的”，④因此，硗碛的山神信仰，作为一种稳

定的社会结合纽带，不是族群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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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访谈于嘎日村冰丰组洒耳加家中。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以整整五章的篇幅论述地理环境 中 气 候、土 壤 等 因 素 影 响 民 族 性 格 和 社 会 历 史

发展的观点。参见［法］孟德斯鸠著、闫文博译：《论法的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的“祭山”：祭山的系谱》，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

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第６９７页。
［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的“祭山”：祭山的系谱》，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

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第７０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