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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东巴祭祀经诗《祭天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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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祭天，纳西语称"美补"，是纳西族社会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隆重、文化内涵最为丰厚的传统仪式活动，也是东巴文化的重要构

成。纳西民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两句话，准确地表明了祭天在纳西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纳西美补迪"，即"祭天是纳西人最大

的事"；"纳西美补若"，即"纳西人是祭天的子”。祭天传统的初始，在纳西族创世史诗《崇般图》（《创世纪》）中有神话式的述源：

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从天上迁居到人间后，久不生育，问计于父母（天神），知须祭天，祭后生三子。三子不会说话，再求计于天父，

知祭天需有立神石、神木、点香、牲祭等仪式。再祭，三子各说出三种语言。从此祭天成为祖规。由此可见，祭天活动在纳西社会源远

流长。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即有记载：么些人 "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 由此，

可窥元代纳西族民间的祭天活动之一斑。 

  纳西族祭天一般最正月初一至十五这段时间内择日举行，为期或四五天，或七八天不等，属大祭；有的还进行秋祭，即小祭。有专

门的祭天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祭天群。 祭天仪式由祭司东巴主持，每一程式都要由东巴诵唱相应的祭天经诗，合起来多达近万行，

构成了洋洋大观的祭天长歌。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辑的纳西族东巴经诗《祭天古歌》 均系祭天祝辞，按祭仪的程式，从头至尾的全部祭辞共8，000

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祭天文化的原貌。总体上而言，这部《祭天古歌》是纳西古代祭天活动程式化的结果，是祭司东巴在主持祭天活

动的过程中，为配合具体而繁缛的仪式、仪节而编写创作的祭天经诗，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遥不可溯，但从口诵经发展到经文记载，

其定型当为东巴文学发展的后期， 即元代前后。 

    一、《祭天古歌》的基本内容 

    《祭天古歌》由以下各部经卷组成： 

    《蒙增·崇般绍》（《生献牺牲篇·人类繁衍篇》）：此系祭天开坛经卷，意为生献牺牲。 当把一只"四蹄白净黑猪"破血后先完

整地进行生献时，由东巴诵念之。《崇般绍》意为传颂人类繁衍史章。两卷内容有别，但大都书写为一卷，约1400行。开头描写如何用

圣洁的祭水向四方洒奠，然后颂天（神）、地（神），讲述祭祀规程、叙说年月日来历，吉星出现时人类种蛋变气，气变露珠，露滴柏

木出天舅，露滴栗木出天帝之神，第三滴露入海而出现人类，接着叙述从忍利恩上天娶天女，迁徙回人间创业，为求子嗣祭天，其子孙

后代恩享诺--诺本普--本朴俄--俄高勒--高乐趣，与定居丽江的苏和尤，迁居金沙江边的禾与梅，世代不忘祭天。最后表达祭天的虔诚

之情和美好愿望。  

 

  《共许》（《放生篇》）："共许"意为放生，系祭天仪式中的一个仪节，以牛（后改用大公鸡）祭，祭词500句，主要叙述开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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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不知祭天，后来懂得以洁净的牺牲向天地之神放生祭祀，用杜鹃木、蒿枝驱赶秽魂，把降下的灾祸抵挡回去，并查找自己的过失----

从忍利恩到高勒趣生四子，代代如此，使福泽连绵千年。 

  《考赤绍》（《迎取长生不老药》）：篇名意为迎请神药，全篇300句，叙述从忍利恩夫妇忘了把长生药从天上带到人间，因此马

小如兔，犬小如鼠。从忍利恩带着猎犬、射手、智者，去到苏美堪盘大山，猎获奇兽爽里爽坎美根，割取三颗胆囊（神药），两颗大如

牛头马头，留在天地间，天地变得晶莹开阔。第三颗驮回来，用酒药"奇赤"泡制，解除百病，人得长寿，鹤得长寿，栗柏长寿，次后就

用栗、柏二木祭天，迎来福泽。 

  《吉本布》（《祭雷神电神篇》）：仪式在祭天坛右侧另插祭木祭石进行，祭词400余句，叙述开创之初不懂得祭祀，后来祭了雷

电之神，没明朗，地殷实，人富足。接着赞美雷电神灵的为宜威仪，驱秽魂，顶灾祸，抛过失，祝愿子民繁荣昌盛。  

  《哈时》（《熟献牺牲篇》）：这个仪式与"蒙增"同样重要，祭词长达1600句，叙述用神木、神石安置阳神、阴神，洁食熟祭，驱

秽，赞美天地，历数天神地神的恩惠，表达祭祀的虔诚和祈望福佑的愿望，再祭告许神（天舅），又列举天上、古代、拉市地方、热地

方和牧场上的富者，祈愿将他们的福份迎请进来，最后在"嗬寿你嗬"（大吉大利）的呼喊声中欢送神祇。 

  《素库》（《招迎家神篇》）：祭天坛活动结束后，将举行"考赤绍"时挂祭猪胆、肾、脾的柏、栗树枝带回家中，另设祭坛进行。

祭词600句，开头叙述洒祭水，吹树叶、指哨，并借喜鹊、骡子、犍牛的鸣叫声招迎家神，接着讲述若诺神山的建造，人类的由来；天

神喊寿岁，喊到"谁要一亿年"时，人未醒，被江石得去，其后江流得万岁，树木得千岁，虎得六十岁，从忍利恩得百二十岁。迎得长寿

家神，搭设金银桥、宝石床，铺虎皮，备办佳肴美酒，驱逐秽魂，再也不让家神离去。 

《鲍麻鲍》（《点抹圣油篇》）：点抹圣油是迎家神仪式中的重要仪节。鲍麻象征福泽。祭词百余句，叙述从忍利恩忘了把圣油从天上

带到人间，儿子不会说话，便去神山向天女求取用天牛之奶做成的鲍麻，并加以赞美：米利东主抹它生九子，高勒趣用它生四子；点眼

眼亮，点耳耳聪，点手手灵，点脚脚快，点门鬼不进，点床做好梦，点灶四时丰足，点柱百岁安康，点锁锁住万两金，点斗量进千担

米。 

  《素章兹》（《为家神招迎富裕亡魂篇》）：祭词仅90句，描写天上的美汝贝增身子挨天，衣摆扫地；拉市地方的阿泽乌赤，有一

天要百架牛耕的田地；贡堆地方的拉玛久泽用布为牛搭桥，用毡子为鸡垫窝，收获千担谷；富恩羽普督的金戒指有七百枚，进而表达要

把他们的富魂招引入门。 

  《贡生卑初聘》（《为无后者替祭篇》）：篇名直译为"驱送天?quot;，替因无后不能祭天的人户举行祭祀仪式。经文系祭天经，

但不在祭天场诵念，而在占卜后有"天鬼"的村寨附近的山坡边举行驱鬼仪式时诵念。内容大体上与上述雷同。 

    二、《祭天古歌》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祭天古歌》的基本思想均指归为一，即颂扬天地自然之神，回溯祖先的谱系，礼赞先祖创世的功业，抒发虔敬崇仰祖先之情，表

达躬行仿效祖规之心；矢志驱秽逐害，希翼民族昌盛，寄托万祥吉利、长寿久安的生活理想。与此同时，《祭天古歌》再现了纳西先民

的历史生活，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有助于探究纳西族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虽然《祭天古歌》系属祀天地之神的颂辞和祭词，但却

也充溢着人文的思想，表现的是上古人类不甘服膺命运，与灾难和祸患相抗争的斗争精神。如各经卷都有"把灾星抵挡回去"的描写： 

  如果天上的美汝柯西柯洛， 

  把灾难与祸患降下人间， 

  我们要全力把它抵挡上去。 

  不论它是让人害黄眼病的瘟疫， 

  不论它是让人肠梗腹痛的瘟疫， 

  不论它是让人呕吐黄胆的病魔， 

  不论它是让人心惊肉跳的病魔。 

  不论它是在牛群背后放出的凶豹， 

  不论它是猪瘟， 

  不论它是鸡瘟， 

  不论它是凶猛的洪水， 

  不论它是让白谷腐烂的灾祸， 

  不论它是使红麦生黄锈的灾祸， 



  不论它是使五谷不结籽的祸患， 

  不论它是使苗棵枯萎的祸患， 

  我们都要把它抵挡上去！  

  又如《抗贡抗》中描写族人制弓造箭，"一次弹射十支利箭"，"把敌人气焰压下去"的抵御外侵的场景也十分激昂： 

  大弓箭朝着东方瞄准， 

  东方的敌人休想来侵犯我们； 

  大弓箭朝着西方瞄准， 

  西方的敌人休想来侵犯我们； 

  …… 

  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让我们用利箭一一射倒！  

  经诗以无畏的气概、英勇的斗志，表达了纳西先民与自然灾害和社会祸患进行不屈斗争的决心，展示了纳西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和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坚韧意志，无愧为一首誓死捍卫疆土，维护民族尊严，以正义遏制邪恶的英雄战歌。这也正是《祭

天古歌》积极的思想意义所在。 

  《祭天古歌》充分地反映了纳西族的远古宗教祭仪及相关古俗，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我们可以从宗教、民俗、社会、哲

学、文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纳西远古文化，探幽发微，从而窥见纳西先民关于宇宙起源、天地结构、人类蕃衍、民族形成的种种认识和

构想。如作品通过祭天这一特定的宗教祭祀活动的铺陈，以黄栗树代表天神地祗，柏树代表天舅许神，石头代表阳神和阴神，鲜明而生

动地反映了纳西远古信仰体系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木石崇拜为一体的整体民族特征。故作品展示了远古时代纳西先民社会的生活史

画和精神世界，概括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验，表现了上古人类的生活理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和审美

欣赏价值。 

    三、《祭天古歌》的文化价值 

  祭祀天地，在我国各民族的族群生活中都是率先而发的上古文化事象，而且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积淀的远古人文信息最为厚重。

如汉文献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向天祈雨的原始祭祀活动；殷商的卜辞、《诗经》、《论语》、《周礼》等典籍中也有祭祀天地的记载。

西周以后，随着"天命观"的动摇和人文思想的萌长，汉民族的祭天礼仪逐渐走向衰微。但是，在由东巴象形文字保存下来的纳西古文化

中却一直沿传着完整、系统的祭天礼仪，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四川的巴塘、西藏的盐井等地的纳西族仍在进行祭天活动，而且保持了

远古祭天文化的原貌。 从丽江县鲁甸乡东巴老经师和云章以象形文书写的《纳西民俗中的祭天仪式细则》 ，也可发见祭天仪式程序的

繁缛复杂及纳西族祭天文化的古朴风貌。因此，《祭天古歌》对研究整个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祭天古歌》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无疑是十分古远的，有的学者将之与商周汉族的祭天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源于古氐羌族群中的

纳西族，其祭天礼仪在仪式内涵上、在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上、在功能和生态的文化因素上，以及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与夏、

商、周等华夏诸族的祭天文化有着诸多相同的内核，同样继承的是古羌文化的根脉。 从《祭天古歌》所反映的仪式内容，包括祭祀的

时间、方法、仪轨、祭坛设置、祭品准备、牺牲的处理等等，与《诗经》等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周民祭天是相吻合的：周人祭天要"兼及

三望"（日月星），而在郊外设坛，纳西族祭天亦同样是在郊外山坡顶上设坛；周人祭品用太牢三牲、祭米、祭油，且用"实柴"来"燔

烧"所供牺牲，也大体与《祭天古歌》所写相符；《诗经·召南》写村姑为贵族采白蒿用以祭祀，以为蒿可避邪，《祭天古歌》中多处

写到白蒿驱邪，二者的观念是一致的；《论语·八佾》载古代立木行祭："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而纳西族祭天也用

的是柏木和栗木；《周礼·春宫宗伯第三》载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邦保国。"其"天神、人鬼、地

示"的排列，与纳西祭天中的"天神、许神、地神"的排列相类似；又如《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纳西祭天同样要祭祀祖先，如祭祖篇《素库》中就有以从忍利恩为代表的祖先神及其谱系的反复出现；《周礼》还写到"以禋祀旻

天上?quot;，将牺牲、玉帛烧于柴上，以烟祀天，纳西祭天也焚柏枝和杜鹃木，并投入各种牲肉，称之为："烧天香"，等等。从上所

述，依凭《祭天古歌》及其相关仪式活动，我们可以探究到纳西古代文化与华夏古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也正是《祭天古歌》的

文化价值所在。 

    四、《祭天古歌》的传演形式及艺术特色 



  《祭天古歌》以祭天仪式为传播（东巴）----接受（祭天群）的时空背景，祭司东巴根据不同的仪节，诵读不同的祭词，形式有

诵、有吟、有唱、有和，还伴之舞，杂以射箭等模拟动作；而参与祭祀的族群则以相应的形式加以配合。如唱诵《哈时》，祭司又唱又

舞，祭众则欢呼"大吉大利"；在诵念《抗贡抗》时，祭司与祭众一问一答，叙述弓箭的来历，战争的经过，接着模拟射箭杀敌的场景。

当祭司念到："东方的敌人别想蠢蠢欲动，我们的利箭要把你的脑门射穿"时，众人"唔"地大吼一声，高诵："我们把敌人射倒了……"这

样的传演表现形式，使凝固于经诗中的情节和场景均变成了一幕幕生动而形象的"戏剧"，故有的学者冠之以"诗剧"也不为过也。  

  由于《祭天古歌》的传播方式与祭祀仪式交相融合，客观上也要求祭司东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要加以提炼和推敲，既要以动听、形

象的语言取悦于诸神，使之"欣歆其祀"，也要满足祭众的宗教--审美体验的视听愉悦之心理。这样，在从娱神到娱人的双向要求之下，

东巴们在《祭天古歌》中充分运用了东巴文学的传统艺术手法，使作品生发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其一，浓郁的抒情性。作品以"我们"为叙述角度，将"我们"的内心倾诉贯穿始终，纵使中间插叙了一些故事性的情节，包括从忍利

恩的天婚神话，也是以抒情语言来进行叙述的。可以说《祭天古歌》是"我们"----纳西族饱含民族感情和个人人生感情的一首圣曲。首

先，作品以人的主体角度，对赐予自己吉祥和幸福的大自然神灵（天地）反复表述着感激、崇仰、向往、敬祀的真情和虔诚，并抒发了

希翼神祇永远福佑族人、眷顾无极、庇荫后代的殷切之情。而当大自然阴晴无常，天地疾威，笃降灾害时，则又生发出敬畏、悲叹、愤

怒、诅咒、反抗的种种情绪。总之，人们变化多端的感情与心理----喜怒哀怨诸情都抒写得淋漓尽致。其次，作品也抒发了纳西人对祖

先慎终追远的血缘情感和敬崇之意。纳西祭天与祭祖是合而为一的，《祭天古歌》中有许多篇章叙述的是纳西先祖的历史，有着以祖先

的威荣来强化族人的团结并凝固族群的集体意识的功用，故而在作品中充溢着对历代祖先功业的颂扬，其敬慕追念的情感心理也烘托得

格外炽热和浓烈。故而《祭天古歌》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其二，生动的形象摹绘。《祭天古歌》虽以抒情为主，同时也很注重形象的刻画。在此仅举雷神的形象描绘为例，作品以拟人的手

法，将想象中的雷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雷霆万钧的个性特点也十分突出： 

 

  左手边威严的雷神， 

  是叫科督班兹的神祇， 

  是乘骑着白尾巨龙的神祇， 

  它从美古托地方走下来， 

  来到人类居住的大地上。 

  它出现在高山之巅， 

  能把树上的青枝纷纷劈下； 

  它出现在深谷里， 

  能把地上的土层连连翻掀； 

  这样大的威力只有雷神具备， 

  这样大的奇迹只有雷神能造就， 

  也只有雷神的神威， 

  能摧毁九十座敌人的村落，  

  能扫荡七十座仇者的营寨！  

  其三，赋比兴多相交融，想象优美。比兴手法，通篇可见，俯拾皆是。最为凸出的是赋的运用，无论铺陈情事，描景状物，都竭尽

其铺叙渲染之笔触，兼以夸张排比，烘托气氛，极富文采。如对天空的描绘即是在赋式的铺陈中，融入夸张而优美的想象： 

  从高处首先出现斯布班羽的天， 

  这天是能遮盖整个大地的天， 

  这天是像一顶斗笠高悬在上界的天， 

  这天是空阔而透亮的天， 

  这天是有着阳面和阴面的天， 

  这天是铺着九层云锦的天， 

  这天是闪耀着大颗星星的天， 

  这天是早起太阳照暖大地的天， 

  这天是晚间月亮照亮大地的天，  



 

  这天遮劳阿普的天， 

  这天是身材十分魁梧的天， 

  这天是两肩宽阔匀称的天， 

  这天衣冠整齐的天。  

  而在描绘大地时，也有类似的精美的画面："这地是能让牛羊成群爬行的地，这地是有着金仓和银库的地，这地是肩头披戴墨玉的

地，这地是额上垂挂绿松石的地，这地是金银玉石作卧榻的地，这地是乳房丰满而充实的地，这地是善于哺乳生育的地……"。作品把

天想象成魁梧挺拔的男神，把地想象成是曲线丰腴的女神，卓具艺术美感。而其中铺陈的排比句直贯而下，构成诗篇雄浑的气势，并在

音韵上出现回环往复的格调，呈现出一种韵律连绵的音响效果。 

文章来源：本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文化传统的相关文章

· 非物质遗产传承难题：历经百年,这些故事哪

·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的来源与习俗

· 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继承传统文化，尊重唐卡的神圣性 

· 王文章委员：非遗保护立法迫在眉睫 

作者巴莫曲布嫫的相关文章

· 芬兰口传文学资料档案库 

· [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过程

·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

· 特别会议商讨保护“非遗”国际细则

· 民俗志表述范式的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