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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批──哈尼族文化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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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哈尼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文化遗产积淀丰厚。但因为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哈尼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口耳相继、言传身

教，在这个过程中，“摩批”（宗教祭司）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功不可没。 

    “摩批”是哈尼语音译，意为“智慧超群的长者”（“摩”为“老”、“长老”之意，“批”即“知识广博的智者”），又有“呗

摩”、“摩期”等称谓．俗称“贝玛”。摩批分为三种类型，即仰批（又叫“斯批”、“批玛”）、翁批（又叫“刹批”、“刹拖”、

“擦批”）、沟批。仰批是哈尼社会中最高等级的摩批，懂得哈尼族社会历史、宗教经典、祭祀形式等，主持哈尼族的高级葬礼活动，

也主持其他难度较大神性很强的祭祀活动，当然也能主持低一级的祭祀活动。翁批的知识面也比较广，仅次于仰批，他们不完全懂得葬

礼的祭词，因而只能主持为人求神驱鬼、招魂护魂、祈求神灵保佑山寨平安兴旺等村社和家庭的各种公祭和私祭活动。沟批为哈尼族摩

批中最低级的一种，沟批不能进行杀牲祭祀和驱鬼求神活动，分为尼玛和尤批。尼玛以中年女性居多，她们主要是通过看相、蛋卦、米

卦等方式，为人问病决疑，她们只给人们说明生病的原因和解救的办法，但不做具体的祭祀活动。尤批也称“叟批”。这种人以中青年

男性居多，有些人懂一点魔术、气功等，在凡人面前以神秘的面目出现。 

    摩批是哈尼族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哈尼族原始宗教产生和形成的初期是没有摩批的，只有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虔诚

信仰者，向自然物或被认为是神的对象顶礼膜拜、祭祀。随着人们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崇拜对象日益增加，祭祀活动日益频繁，产生

了主持宗教活动的人物。据相关哈尼族历史文献资料显示，早期各类祭祀活动是由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或部落首领主持，后来逐渐地被智

慧超群、擅长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被认为具有特异功能、能与鬼神联系的人——摩批所替代。 

    在哈尼族社会中，摩批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人物，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哈尼族把摩批与头人、工匠同等看待，把他们视为

社会的三种能人，认为没有这三种人，社会就不能发展，人们就不能安居乐业。 

    摩批名号的获得有三种途径：一是自称神授，即由神来选择，通过灾、病来表达神意；二是家族世袭；三是师承。师承的传授方式

较为正式、普遍，最具有代表性，选择的方式有公选、占卜决定和自我推荐，然后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哈尼族历史文化知识。据

调查，有威望的哈尼族摩批都曾经历过严格的师徒传授。摩批群体内部带徒弟也有严格的规约，有资格认定程序和标准，只有德高望

重、知识渊博的批玛（仰批），才具有为师带徒的特权。凡师承的摩批都要按规定行拜师仪式，并似古代科举选材，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方能为徒。摩批通过示范身教和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徒弟，其内容包括哈尼族历史文化、族群迁徙史诗、

神话传说、父子连名谱系、民间故事、音乐舞蹈、医术、天文地理知识、历法节令、道德规范、禁忌、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内容与方

式、生产生活技能等等，一般学习期限较长，学成考核较为严格，通常像现在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论文答辩形式，由老摩批（考官）任意

点出史诗的篇章和宗教仪轨中的任何一章一节或仪式，让学徒演唱或朗诵，如有隔顿、错漏，则不予通过。徒弟学成后还要经过漫长的

社会实践方能跃升为真正的摩批。这一套承袭制度则以连名制的方式代代相传，在无法借助书写文字工具记载历史文化的年代，摩批无

疑成为哈尼族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承传载体。  历史上，摩批在哈尼族社会活动中的主要职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宗教礼仪活动 

    早期，哈尼族先民信仰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原始宗教，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尤为突出。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有其局限性，认为整个世界是人、神、鬼三界的统一体，摩批则是这三个世界相互沟通的媒介，能帮助人们向上天神灵祈

福，又能为死去的人们指路归宗，加之其脱胎于政教合一的首领，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精通宗教活动方面的知识，于

是长期把持开展宗教活动，运筹组织村落社会内常规和非常规的祭祀，如主持村落群体性的大规模公祭“昂玛托”（祭寨神）、建寨仪

式、婚丧礼仪、为人祈福攘灾等等。 



      2、指导农业生产 

    历法、农时节令对于具体的农业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哈尼族曾创造过“十三月历”、“十月历”、“十二月历”以及物候学等一系

列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历法，并有独特的季节划分和节令推算方法。在哈尼族社会中，摩批是熟悉、掌握、精通历法和农时节令的“能

人”，几乎是农事和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通晓《斯奴检奴》、《浩活腊活》等农事历法叙事长诗。摩批日常参与农事活动，并向族人

传授天文历法知识和农事耕作技术，在关键的农时节令作示范性指导。 

      3、行医治病 

    摩批大都精通医药，迷信活动与用药相结合是其治病救人的一大特点，给人治病既采用念咒驱鬼、献祭除魔，又适当用药的方式。

在长期的实践中，哈尼族摩批对植物、动物的医药用途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有的懂得气功，会拔火罐和使用针灸等。诚然，治病救人

是摩批作为神职人员至今仍能在哈尼族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摩批至今仍能在哈尼族社会中生存，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其必然性。摩批是伴随着哈尼族原始宗教的产生、形成、发展而存在

的，与哈尼族的早期文明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意识领域充斥的虽然是唯心的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排斥科学文化知识，相反，他

们正是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等知识，通过从事占卜、释卦、念咒、祭祀、巫术活动等手段，履行着难以替代的社会

职责，参与社会实践、调节社会关系，对村落社会的秩序稳定、历史文化的延续有积极的一面。诸如： 

      1、维护村落社会的和谐稳定 

    摩批懂得借助神意与人的意志，结合管理现实社会的规则，规范族人的社会行为，制定习惯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氏族内部

团结稳定。如在哈尼山寨村落设施布局的安排、寨神林的保护、民族重大节日等活动的规范、对偷盗行为的惩处等都无不折射出摩批参

与社会管理的理念与作用。 

       2、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摩批为满足祭祀、占卜和巫术等活动的需要，必须口传心记家族谱系、民族历史、历法、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研究药材的效能

和医学，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谚语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加以记录和提炼，并在各种宗教活动场所或日常

生活中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宣扬和传播，可以说，摩批在哈尼族社会中充当着知识分子的角色。 

    例如，目前已搜集整理出版的哈尼族创世纪《优本合本》、古歌《窝果策尼果》、长篇迁徙诗史《哈尼阿培聪坡坡》、殡葬祭词

《斯批黑遮》等都来自摩批的口头传承。摩批目前仍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传播者，对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作

用。抢救与保护迫在眉睫 

    整体来看，大多数哈尼族摩批担负着传承与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之重任，为哈尼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当今知名度高、影响力大、掌握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摩批大都年事已高，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料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消亡。因此，

加大对摩批的研究、抢救与保护迫在眉睫。 

    关于抢救和保护工作，有几方面的思路： 

    首先，要肯定其在参与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尤其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方面的贡献；通过正确引导和规范“摩

批”的社会活动行为，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民族文化建设。 

    其次，应加强对摩批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管理。相关文化单位和部门应从抢救保护民族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出发，考虑将德

高望重、知识渊博的摩批认定为民间艺人的范畴，经济上给予适当的补助，以利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开展。 

    第三，应设立专门机构，利用摄影、摄像、录音等手段，把影响大、威望高的摩批作为重点抢救对象，将其所主持开展的祭祀活动

详细记录下来，待条件成熟即翻译、修改、整理、出版、发行。（来源：《今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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