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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九月十九日应雅安市民族宗教局的邀请,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市民族乡调

查”调查组一行四人到石棉县蟹螺藏族乡进行为期十天的民族经济历史文化综合调查。此次调查由四川

省民族研究所著名研究员李星星老师带队,调查的对象是该乡的尔苏藏族和木雅藏族。笔者有幸参加了

此次调查。由于时间短,人员不足,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该乡的江坝村五组,即当地所称的“蟹螺堡子”。

该堡子位于大渡河一级支流松林河东岸的一条溪沟中,地处僻远,交通不便,但是石棉县尔苏藏族传统文

化相对保留较好的民族村落。我们的调查主要采取收集整理地方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参与观察、个

别访谈等方法,访谈共计百余人次,访谈对象有乡、村干部、教师,也有堡子里享有威望的老者和普通男

女村民,以及民间巫师等各色人物。此次调查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及被访村民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下面即是笔者此次调查的有关尔苏婚姻和丧葬的主要内容,主要由蟹螺堡子有威望的书阿王志全介

绍。 

    

    一、“尔苏藏族”的概况 

    

    “尔苏藏族”是小凉山地区土著居民,主要分布于四川的石棉、汉源、甘洛、越西、冕宁5个县,人

数已经不足2万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被划入藏族,“尔苏”系自称,有的地方则自称“鲁

苏”,“多续”或“栗苏”。居住在甘洛、越西、汉源的自称“尔苏”,冕宁县东部地区的自称“多

续”,分布在石棉的自称“鲁苏”,分布在九龙、木里以及冕宁西部地区的自称“栗苏”。石棉县的尔苏

藏族据《石棉县志》载:“以松林河为界,……下八堡自称‘尔苏’或‘鲁苏’。” 

    

    尔苏使用的语言称为“尔苏语”,又称“多续语”(因为尔苏人中部分自称“多续”的原因)。尔苏

语分三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很大,操东部方言的(即尔苏方言)分布在石棉、汉源、甘洛、越西一带,约

有一万三千人。操中部方言(即多续方言)分布在冕宁的东部地区,约有三千人。操西部方言的(即栗苏方

言)分布在木里、九龙等县,约四千人。语言学家孙宏开指出尔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基本词汇和

语法结构与羌语支语言最为接近,应属于羌语支。 

    

    尔苏人通用汉文,有的还精通汉、藏、彝三种语言。尔苏人中有一种被称为“沙巴”的宗教活动者,

他们世代相传一种以卜卦的手抄彩色图画文字,有调查者将其称为“沙巴文”。尔苏人称这种沙巴文为

“扎拉玛”,传说还有一种比沙巴文更简明的文字叫“米朵曼”,但这种文字已失传。 

    

    二、“尔苏藏族”的婚姻 

    

    蟹螺堡子尔苏藏族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一般由父母包办,同族内婚,盛行姑、舅表兄弟姐妹优先的

通婚习俗。以前定娃娃亲极为普遍。当地尔苏藏族还有“哥哥死了,弟弟给嫂子填房”的习俗,如王志全

的第一个妻子就是他的嫂子。但哥哥一般不能去给弟媳填房。当地尔苏藏族同汉族基本不通婚,例如我

们借住的主人家唐全刚的媳妇是汉族,二人结婚时曾经遭到父母的强力反对。现已打破禁忌,与汉族通婚

的渐渐增多,自由恋爱也逐渐增多。 

    

    据王志全介绍,蟹螺堡子的尔苏藏族婚嫁的主要程序有:提亲、订亲、结婚。婚礼一般在农历九月至



来年的二月才能举行,婚礼的日子要由沙巴拿男女双方的八字进行推算,而且一般选择在虚岁为单数年龄

的时候结婚,如13岁、15岁、17岁、19岁。当地人计算年龄以当地传统节日“还山鸡节”(当地称“烧赙

子”)为界线,该节过后就长一岁。以前19岁结婚就算是比较晚婚的了。王志全这一代多是17岁、19岁结

婚,他们的上一代13岁、15岁结婚的较多。 

    

    1.提亲 

    

    男方去提亲时要带13斤酒、1000元以上的礼金、7斤以上的肉、1-2套衣服(现在用现代服装,以前用

传统服装)。提亲前要有人进行介绍,男方的介绍人由父母中的一个或某个本家族成员充当。 

    

    2.订亲 

    

    提亲成功后就可以订亲。去订亲时,男方要带50斤酒、30斤肉、5斤以上的糖、5条以上的烟。男方

去订亲的都是自己家族的人,一般在7人以上,其中必须有一个是汉族,必须都是男性,但也有特殊情况:如

果男方的父亲是老实人,不善言辞,那么男方的母亲可以代替父亲前去。 

    

    (1)泼水: 

    

    订亲的队伍进女方家门之前,女方要派年轻女人去给男方的队伍泼水,泼水的人数不定。女方家预先

准备几缸水,待订亲的队伍一到就开始泼。订亲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汉族,所以先泼汉族。泼水

代表吉祥,无论订亲时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都要泼。订亲的队伍一般都会准备5-6个人在前面顶水。男

方要给泼水的人3斤酒、3斤糖、3包烟,不给的话要被众人脱衣裳。而且泼水的时候,男方的队伍不能碰

水缸,不能反抗,如果碰了或反抗要向女方赔礼。被泼的人一旦进了女方家的正门就不能再向他们泼了。

女方家堂屋里有几个老年人接待订亲的队伍。进门后主人家要给订亲的队伍换淋湿的衣服并用火烘干。

换衣服在耳房里换,衣服是订亲的人自己带来的。换好衣服后吃饭,玩耍。天黑了就开始唱歌。 

    

    吃饭时先由女方的亲戚吃,之后订亲的人才能吃。订亲的人吃饭时女方的人会不停地给他们添饭菜,

如果吃不完就要给主人说恭维话赔礼,要在饭菜上放钱,多少不限。这些钱都是给厨师的。 

    

    (2)吃酒歌 

    

    晚上12点以后开始对歌。男、女方双方各选几个唱酒歌的能手,一对一的对歌,主人家先唱。对歌的

时候男女双方以互相提问的方式进行,连提三个问题对方没有回答出来就算输。一直要唱到分出输赢,最

长的要唱三天三夜才能分出胜负。赢家要向输家讨两把叶子烟(现在是2包纸烟)、2斤酒,拿来敬给两边

的亲戚。 

    

    对歌的歌词主要是祝福新人白头到老。大体内容如下:“男方根根好,女方根根好,笆笆门对笆笆门,

板板门对板板门;砍竹子要看竹尖尖;讨亲要看对方根根好不好;取三根草草搭的一栋桥,三千人马都要从

桥上过,三根草搭的桥都稳当,不会晃一晃。” 

    

    之后主人家要说一些谦虚话:“客人来得好,我们路上没去接;客人来了是真的,我们主人家坛坛酒都

没给你们喝,对不起。”客人也要反过来夸奖主人家说:“你们接待的很好,也喝了你们的坛坛

酒……。” 

    

    订亲时新娘、新郎要拴红布襟襟。订亲还要用罐罐酒,吃了罐罐酒才算订亲。装罐罐酒有专门的罐

子——老鹰罐,一般是5斤或7斤一罐。在旧社会12斤是最大数目。以前还有烤哑巴酒,是自己酿制的,用

各种各样的草药配制而成,度数低。 

    

    (3)待饭 



    

    第二天吃了早饭后,主人家的家门每一家人要轮流请客人吃饭,有时客人一天要吃十几顿。 

    

    3.结婚 

    

    蟹螺堡子对接亲人进堡子的路线有一定的规矩:上面堡子来接亲的人要走上面的路“na lu pa ga”

(尔苏语),而且在叉路口时要通过由沙巴用树枝搭成拱形,才能进堡子,目的是祛邪;下面堡子来接亲的人

要走下面的路。接亲队伍一般由5-7个男人组成,而且订亲时来的那个汉族一定要来。接亲的人要带烟

酒、糖、肉等来。新娘由亲兄弟背出家门,离开堡子后交给接亲人中的汉族男子背或骑马。 

    

    接亲队伍到达男方家时,由一个年辰与新娘相生的女人牵新娘进村,如新娘是属虎的,必须由属马、

属狗、属虎的女人来牵。牵新娘的女人必须是结过婚、命好而且儿女很多的人,但二婚的女人不行。牵

进屋后,开始三拜等仪式。在新郎、新娘三拜时,男方的家人拿一块红布襟襟,撕成巴掌宽的两张,每张约

10厘米,不能撕断。接着在红布襟襟里装上米或荞麦并打结,男女各一根。磕完头后喝交杯酒,先给男方

(当家的)喝。男方用左手接,喝一口,之后用左手递给女方,女方用右手接,喝一口再用右手递还男方。每

人要轮流喝三口。喝完后将红布襟襟拴在男女双方的脖子上。之后找一个人带新娘去背水,背回来的水

倒入水缸中。拴红布襟襟的人连舀三瓢水,再倒进水缸里,边舀边喊:“wo fei,wo fei”。然后沙巴开始

念招财经:“武官进来就把财带来了,文官进来就把财带来了,发财的人进来也把财带来了,靠头脑吃饭的

人也把财带来了,三个年龄最大的老人也把财带进来了,三个小伙子吹着笛子给人家送财来了,三个姑娘

弹着口弦给人家送财来了,小娃娃舒服地晒着太阳也给人家把财气送进来了,山上好看的羊角花把财气给

人家送来了,牛羊成群一样的财给人家送来了,官上加官,儿女发达。” 

    

    婚宴要举办三天,第三天吃了早饭回门,男方家的客人要跟着去,晚上在新娘家里喝酒。新娘、新郎

住在娘家。回门后的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客人就各自回家。新娘、新郎可以住在娘家,住多久都行。新

郎、新娘回门后才能同房、说话。结婚的那天不能同房、不能说话,结婚前双方不能谈笑。 

    

    4.离婚 

    

    尔苏藏族结婚后一般不能离婚,由父母说了算。如果离婚的话要赔礼,即赔钱。特殊情况可以离婚,

如对方是残疾人。从前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老婆不能生育或只生女娃儿,男人可以再娶妻房,但要经过

妻子的娘家同意。一般最多可以讨三个老婆。嫡出和庶出的子嗣地位也不同,第一个老婆的儿女继承财

产较多。解放后,离婚自由。 

    

    三、“尔苏藏族”的丧葬 

    

    当地尔苏人的主要葬式有土葬、火葬两种,以火葬为主。火葬墓是在烧后的火堆四方各放一块石头

镶成框。如果死者是一个头人或受尊敬的人,还要在上面垒起一个圆堆,并在堆的顶上立一块石头,当地

人称此石头为“jo”。据唐全刚组长介绍,火葬一般要进行三天,烧之前由主人家选好方向,再由师傅推

算烧的具体地点。现在许多尔苏老人仍要求死后进行火葬。 

    

    火葬的主要程序如下: 

    

    1.死前仪式 

    

    临死前,如果病人有外嫁的女儿,那么外嫁的女儿就要拿一只四只脚的牲畜来给病人吃。四只脚的牲

畜一般是猪或羊。这只牲畜是必须要拿来的,再穷也要拿来。四只脚的牲畜拿来后要把所有的亲戚叫来,

通过“尔尼”(尔苏语称为“su ri”)推算出一个与病人年辰相生的人负责把四只脚的牲畜的肚皮破

开。破肚皮的同时,主人家在锅里烧一锅水。破肚皮的人把牲畜的心掏出来,另一个人拿碗把心血装起

来,马上拿给病人吃。而心则马上放到锅里,锅里的水温要与心的温度差不多。心放到锅里后会不停的跳

动,待其停止跳动后,以它的方位来推算病人的情况。如果心尖朝向家里,说明病人的病会好,如果心尖朝



向屋外,病人要死。吃了心血后,病人要好的就好的快,要死的也死的快。 

    

    2.遗体的处理 

    

    人死后,家里人用绳子把尸体捆起来。捆的方式是双腕交叉于胸前,双手搭在肩上,男性左手在里侧,

女性右手在里侧,头埋于胸前,呈坐姿。捆好后垫一个垫子让死者坐在上方即堂屋大门正对着的一方,面

向门外。上方即是尊贵客人、长辈坐的一方,而不是神位所在的一方。之后请沙巴来家里念经、做道

场。道场的大小与家庭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做七天七夜;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做三天

三夜,称为“咒肖道场”;经济条件较贫困的家庭只做一天一夜,称为“小咒肖道场”。如果主人家里所

请的沙巴手艺很高的话,待沙巴到达主人家后,主人家要拉一头牛出来,用人牵着,沙巴一边念经一边向牛

身上撒荞泡泡(炒成米花状的荞麦),一般撒了七把之后牛就开始颤抖,最多再撒三把,牛就会哭,前脚自然

的跪下去,这时一个小伙子用斧头朝两只牛角的中间部位猛地打下去。把牛打死之后,破膛剥皮,把心掏

出来,敬在死者的面前。 

    

    3.出殡 

    

    “出殡”当地人称为“送上山”。送上山的日子要通过沙巴来推算。送上山之前,亲戚朋友要在家

里为死者唱歌,歌名是“a mi ma zhi ma ye sa lin duo”,大意是让死者“要走的高高兴兴、安安心

心”。死者由四个人用两根杠杠抬着送上山,而且不装棺材。现在装棺的已较多了。所有亲人都要去送

死者上山,沙巴要敲锣打鼓地送死者上山。上山时有一定的秩序:最前面有两个人,一个人点着火把引路,

点火把的人的后面有一个人端着所有杀了的牲畜的心,紧跟着的是抬死者的人,走在最后的是亲戚朋友。 

    

    4.焚烧 

    

    将死者送上山后,用柴架起柴堆焚烧,所用的柴必须是从同一棵树上砍下来的。柴堆架成高架,男的

架九斗(层),女的架七斗(层)。焚烧时死者的头、脚的朝向也要通过推算来确定。死者蜷曲侧卧放置在

柴堆上,放好后把捆死者的绳子割了扔在一边,绳子是不能烧的。之后沙巴用荞泡泡加上细土,围绕火堆

转三圈,边转边念边撒荞泡泡,撒完后就回到主人家里坐着念经。死者的鞋也要脱下来放在旁边的一个石

头上,单独烧。之后开始点火,火把夹在死者的两个膝盖之间,火头朝向死者的脸部,先烧脸,以示自己烧

自己。点火时用的是上山时引路的火把。火烧到脸的时候就用一捆干的丫丫柴放到死者的头部。点火的

人要用一丈二尺白布去聘请,请谁都可以。烧的时候点火的人要用木头叉叉翻尸体,翻的越快就燃的越

快。烧的时候如果死者没有什么挂念,燃烧得就较快,如果死者有什么挂念,燃烧的速度就较慢。这时就

派人到他家里拿一斤经沙巴念了经的酒来安慰死者,酒拿来后倒在火堆里,这时柴堆就燃烧得快了。点火

前家人要先回家,避免不忍心看,而亲戚则要看着尸体烧完。烧完后,捡一块骨头放在一个小杯子里面,在

火堆的前方,挖一个深坑埋了,上面放一块石板盖着。烧完后的骨灰留在原地,所有上山的人手牵手围绕

烧完的火堆,以逆时针方向边唱边跳绕三圈。唱歌由老人带头唱,歌的名字叫“a mi ma zhi ma ye sa 

lin duo”,“huo”就是“回来”的意思。整首歌的内容是关于送死者魂魄的,大意是:遭难吃苦的地方

不要去,要到幸福的地方来;意思是挨寒受饿的地方不要住,要到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来住;冷的地方不

要住,到温暖的地方来住;阎王殿不要住,要到神山上来住;意思是要从鬼门里出来,到神山上来;意思是神

山顶上的大门都要打开来等着你(指死者),要到神山上最高的顶点来坐你的座位;意思是一切的乌云都要

散开,大太阳等你幸幸福福的回来。 

    

    5.烧后处理 

    

    烧后的第二天,家里人要背一背水到烧尸体的地方。到达烧尸体的地方后,首先要观看火堆一圈,主

要是看死者有没有享受到家里杀的牲畜,如牛、猪、羊。如果火堆里有这些牲畜的脚印就表示死者享受

到了,如果没有脚印表明死者没有享受到。如果有很多牲畜的蹄印子,说明所请的沙巴的水平很高,主人

家给沙巴的工钱就多,反之则只给一点。以前给沙巴的工钱一般是银子和鸦片现在大多给钱。沙巴手艺

高不高主人家都要把杀的第一个养牲的一条腿和祭死者的那只鸡给他。背上山的水由一个男的用瓜瓢舀

起倒向火堆,谁都可以舀。死者是男性就舀九瓢,女性就舀七瓢,边舀边喊三声“ro ho ho”意思是“一



个人的一生从此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之后在火堆的四个方向各放一块石板镶成框。如果死者是一

个头人或受尊敬的人,还要在上面垒起一个圆堆,并在堆的顶上立一块石头,不一定是白石。进行到这里

整个火葬过程就基本结束了。 

    

    6.丧葬费用的摊派  

    

    已嫁出去的女儿,如果家里比较贫困的不摊丧葬费用,能拿养牲的拿养牲来,不能拿养牲的可以买酒

来酒都没钱买的话也不要紧,丧葬费用全部由兄弟平摊但安葬那天做道场时要拿三升米来煮给亲友吃。

如果是逝世了很久后所做的道场,女儿家即使再穷也必须拿12斤酒、120斤肉来,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到

规定的时辰没有送到娘家,就要被惩罚,最低要罚买3斤酒来赔礼逝世很久后所做的道场,花费很大,如果

做七天七夜的话,要花费一万多元,最少五千元。做这种道场的时候全堡子的人都要参加,做几天道场就

在主人家里吃几天当然,去参加做道场的人要带酒等礼品去,现在可以给钱。 

    

    

    

    刘俊波,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