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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以加人仪礼
、

治病仪礼
、

祭祀仪礼
、

祈愿仪礼和其它仪礼等五个部分来论述萨满教巫仪的内

容和机能 这些仪礼都是整个萨满教巫仪体系中的有机部分
,

五者之间相辅相成
,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萨浦通过加入仪

礼来被社会所承认
,

而通过治病仪礼和析愿仪礼等来发挥他的社会作用
。

关键词 萨满 萨满教 巫仪 法术

仪礼是基于某种观念体系或价值规范而

形成的象征体系
。

可以说
,

没有象征就没有萨

满巫仪
。

在文化人类学上通常把象征分为语

言象征
、

行为象征
、

仪礼象征等几类 而在仪

礼象征中也可以细分为人生仪礼
、

强化仪礼
、

宗教仪礼等若干类
。

涂尔干曾经把宗教仪礼

分为消极仪礼和积极仪礼
、

集体仪礼和个人

仪礼等类型
。

从涂尔干以后学术界也有各分

类方法
,

在此不必赘述
。

作为宗教仪礼的萨满教巫仪中也有各种

表现形式 在此主要从加人仪礼
、

治病仪礼
、

祭祀仪礼
、

祈愿仪礼及其它仪礼等几个方面

加以论述萨满教巫仪之内容和机能
。

一
、

加入仪礼

加人仪礼是通过仪礼的一种形态 萨满

教的加入仪礼一般是在成 巫过程中举行
,

通

过加入仪礼
,

新萨满可以被社会所承认
,

从此

成为真正的萨满
,

得到独立行巫的宗教资格
。

从世界各地的萨满巫仪来看
,

几乎都有某种

程度的加入仪礼
,

只是程度和规模不同罢了

在满通古斯语族各 民族的萨满巫仪中
,

其加入仪礼往往是 以“ 登攀仪礼
”的形 式出

现
,

以爬刀 梯或爬树梯的方式来象征通往天

界的路 满族萨满的加入仪礼中
,

屋前立两棵

叫做
“
土鲁

”

的树
,

其长约 一
,

两棵树

之间用
、 、

等奇数为单位的横杆连起来
。

离数十米远的南边另立一根“ 土鲁 ” ,

并用 细

长的皮绳把东边的
“
土鲁

”
和南边的“ 土鲁 ”连

结起来
,

连绳的两端上有飘带和鸟的羽毛等
,

那就是神灵通过的路
。

连绳上还串着木轮
,

木

轮可在两棵
“土鲁 ”之间自由移动 萨满候补

者坐在两棵
“

土鲁
”
中间

,

敲鼓 老萨满把所有

的精灵请降到南方的“ 土鲁
”上

,

并把它用木

轮送到萨满候补者那边
。

精灵附到萨满候补

者的身体之后
,

老萨满用各种方式考验候补

者
,

候补者必须要详细地复述所有精灵的来

胧去脉
。

举行加入仪礼的当天夜里
,

萨满候补

者要爬上连在两棵
“ 土鲁 ”之间的最上边的横

杆
,

在那儿稍微停留
,

并把衣裳挂在
“ 土鲁

”
的

横杆上
。

这种仪式一般连续三夭
、

五天
、

七天

或九天
。

满族萨满的加入仪礼中还有一种从

燃烧的煤炭上赤脚踏过的仪式
。

如果萨满侯

补者能够指挥和管理 自己的所有精灵
,

那他

就不受伤地顺利通过那堆火
。

另外
,

满族萨满

的加入仪礼中有一种冬天 在冰上打 出九个

洞
,

萨满侯补者以第一个洞钻进
,

从第二个洞

出来的方式通过九个洞
。

这种
“
寒胜法 ”在古

代藏族的宗教习俗中也有过 下雪的寒夜新

入巫者穿上弄湿 了的衣服
,

用 自己的体温把

它弄干 爱斯基摩人中对寒冷的抵抗力是衡

量萨满法 力以及选择萨满候补者的标准之

一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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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摩亚萨满的加入仪礼 中
,

萨满候补

者朝西方站立
,

其师匠萨满面对阴暗世界的

神灵祈愿它 能援助萨满候补者
,

并 引导他到

萨满队伍
。

然后老萨满接着吟诵有关阴暗神

灵的赞歌
,

候补者要多次重复吟诵老萨满赐

教的语句 ⑧ 。

蒙古族萨满的加入仪礼叫
“

伊寸大巴达

爬呼 ” ,

意即过九道关卡
,

类似于锡伯族上刀

梯仪式
,

也是个严酷的考验形式
。

九道关的一

般作法是要赤脚踩过九个烧红的铡刀
。

但也

有一枚烧红的铡刀刃上赤脚跳九九八十一次

的时候
,

这也叫九道关
。

顺利通过九道关才能

成为真正的萨满
。

对九道关的解释说法不一
。

也有人说
,

九道关包括 筷子关
、

鞭子关
、

铡刀

关
、 “

吉达 ”
即矛 关

、 “

伊勒都
”
即剑 关

、“
嘿

土 杆
”

即刀 子 关
、

锥子关
、 “
火顺

”

即犁桦

关
、

熨斗关等九关
。

但是并非所有的萨满都能

通 过“
九道关

” ,

也有些不通过“
九道关

”而当

萨满的
。

如我所调查的塔斯博 萨满 就是没

通过
“

九道关
”
就当上了萨满

。

调查的时候村

里的老人们都说看到过塔斯博赤脚踩过烧红

的桦刃的场面
,

但他 自己不知 由于 什么原因

不肯承认这一点
。

据满昌氏的调查
,

在其它地

方的蒙古萨满中没通过
“

九道关
”
的萨满也不

罕见
。

如
,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

原达尔罕旗 的宝音贺其格萨满给他介绍

说
,

能够通过全部关卡的萨满是法力超群的

萨满
,

实际上真正通过九个关卡的萨满并不

多
。

宝音贺其格本人是通过
“

九道关
”

的好萨

满
。

据他介绍
“

通过
‘

九道关
’

那年我十五岁
,

仪式一开始我就第一个通过的
,

根本没怎么

害怕
。

但是一起参加仪式的四十多位萨满当

中大多数人不敢通过半途退 下来
,

甚至有的

惧逃了
’, ③ 。

从此看来
, “

九道关
”

不是必须要通

过的绝对条件
,

并不是每个萨满都要通过
“

九

道关
”

的
。

作为通过仪礼之一种形式的加入仪

礼是萨满从
“

俗
”

转
“

圣
”

的主要标志
。

· ·

二
、

治病仪礼

治病仪礼是萨满巫仪 中最常见 的仪礼
。

这取决于萨满的职能
。

因为
,

对于萨满来说占

卜鬼神
、

治疗疾病是最主要的职能
。

可以说没

有一个萨满是不治病的
。

萨满治病首先要判

断病因
,

然后根据灵魂离体还是恶鬼作祟的

不同病情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

萨满认为

不同的病症是由于 不同的恶灵作祟的结果
。

如
,

达斡尔族萨满的治病仪式中
,

认为使人神

经错乱的病症是 由于博果勒巴尔肯作崇的结

果
。

在韩国巫仪 中
,

有个 叫优 患仪 礼 的巫仪

是专为治病而举行的
。

特别是在济州岛地区
,

认为人患病是 由于 灵魂脱离身体而 引起的
,

所 以巫堂先要把灵魂的下落找出来
,

并使脱

出的灵魂重新附体
二

这一仪式叫
,

多用于治儿童病
。

其顺序是先设祭坛
,

上面放

物
,

另放一张祭桌
,

桌上放有水的器皿
,

然后

萨满 济州地区叫神房 坐在桌子前面请诸神

降临 神灵降临后教给灵魂的去向
,

发现灵魂

的下落之后再用念咒驱逐恶神
。

为了驱逐恶

鬼用神刀 轻扎病人身上
,

并反复作一种向空

中乱扎的动作 ④ 。

这非常类似于近代蒙古族科

尔沁萨满教中的
“
吉达倾戈腹

”

仪式
。

科尔沁

萨满跳神治病的时候
,

往往表演一种往肚子

上扎矛的动作
,

蒙语叫作“
吉达倾戈腹

” 。

吉达

为一种短矛
,

萨 满 的 法器 之 一
,

也 称七 星宝

剑
。

一般是治病仪式中
,

把吉达放 在病 人的某

个部位或者某一 个器官上 面
,

然后再诵咒治

疗
。

西伯利亚的雅库特
、

图瓦
、

布里亚特等各

族萨满的治病手段常用的有用嘴吸出进入体

内的恶灵和把体内的恶灵转移到 其它物体上

的方法
。

雅库特萨满的治病仪礼 由 毛 出
日为灵 找病 因

一

灵魂脱体 沙是 恶灵附

体 心 。驱逐恶灵 门 ,

萨 两天界飞翔等召 介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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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分所构成
。

北美萨满的治病仪礼关键在于找

到病因
。

病因一般有两种
,

一是由于某种病原

体进入体 内而 引起的 另一种是 由于失去灵

魂而引起的
。

前一种情况
,

萨满以把进入体内

的恶灵驱逐出去的方式来治疗
。

后种情况
,

把

脱走的灵魂找回来重新放入体内 巫仪主要

在患者的家里夜间进行。 从世界各地萨满的

治病仪礼来看
,

昏迷失神状况是不可缺少的

部分
。

蒙古族萨满的恍惚
、

昏迷状态叫
“
博奥

入其腹
” 、

即灵物进入萨满体内的意思
。

萨满

进入恍惚失神状态之后才能附体下神
,

治疗

疾病
。

土耳其学者阿
·

伊南在他的《萨满教今

昔 》一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雅库特萨满在

治病过程中的昏迷状态
。

他记述道 在仪式要

开始的时候
,

萨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

他硬咽

起来
,

脸上的肌 肉不停地动
,

眼睛死盯着火
,

燃烧的火渐渐熄灭了
,

萨满脱下平时穿的衣

服
,

换上仪式用的长袍
。

手里拿着烟斗
,

慢慢

地吸着烟
,

硬咽得更历害了
。

眼睛闭上了
,

萨

满坐到位上 喝了一点水
,

他把嘴里的水向四

周喷出去
。

主人把火熄灭
,

房间一片漆黑
,

萨

满低着头
,

好象陷入沉思的王国
,

一声不响
,

一动不动地坐着
。

周围一片寂静
,

有时被萨满

的硬咽声打断 突然萨满打一个呵欠
,

同时听

到有敲金属 的声音
,

整个屋子发出可怕的响

声 苍鹰的叫声
、

海鸥的哭声
,

各种各样的鸟

叫声
。

又是几分钟的寂静
,

萨满陷入 昏迷状

态 ⑧。

这里的各种鸟叫声就是萨满的补助灵
,

在补助灵的帮助下萨满可以较快地进入昏迷

状态 吉尔吉斯萨满的治病仪礼中补助灵也

起着重要作用
。

吉尔吉斯人的观念中
,

萨满的

超 自然的法力并非来 自于 自身
,

而是来 自于

处于萨满操纵之下的诸灵 萨满认为那些守

护灵是 自己法力的源泉
,

也是他的向导
。

那些

神灵根据萨满的意愿有时变成多数的武装军

队或动物群
,

举着青色 的军旗和恶灵群展开

激烈的争斗 ⑦ 。

萨满治病时常用火疗法
。

如不妊症
、

产褥

热
、

妇女病
、

肿病
、

头疼
、

眼疾
、

仿痛等生理方

面的疾病往往用火疗法治疗
。

例如手指头肿

痛生脓
,

认为是恶魔附着引起的
,

为了驱恶魔

离去
,

乃使用炭火烧烤指头
,

当脓肿的指头
“

叶味
”
一声突然地破裂时

,

病人很高兴
,

认为

恶魔已离开了指头
,

不久以后就复原了 在布

里亚特蒙古族的萨满治病过程中
,

萨满也使

用火疗法
,

以治疗患部
,

他们相信可以用火拔

除身体上的污秽
。

萨满一只脚站在地面上的

石板上
,

另一只脚揉擦烧红的道具
,

然后把脚

来回数次放在病人的患部治疗
。

布里亚特蒙

古萨满一般对小孩病不用火疗法
,

法国人类

学家列维 一 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 》一书

中写道
“
布里亚特人在孩子得了险症时相信

这个孩子的头顶是被一种貌似田 鼠或者猫的

小野兽咬了
,

除了萨满
,

谁也不能看见这个小

野兽确

萨满的治病仪礼应该说从萨满穿法服起

就开始了 因为穿法服就意味着萨满使法力

附于身躯
,

穿法服有法服的神歌
,

穿法服的过

程不能排除在巫仪之外
,

脱法服则意 味着巫

仪告以结束
,

萨满脱法服有脱法服的神歌
,

并

且其歌词内容往往成为那次巫仪的结束语或

结尾词 萨满脱法服时总要解释清楚由于疾

病 已经治愈
,

巫仪 已经结束
,

因此要脱法服等

等问题 把这些问题都 一一交待完了才脱法

服
,

治病仪礼告以结束
。

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

当他跳完神脱好法衣之后还要说一些 把花

衣服脱下来
,

让后背的汗水消除
,

明夭不回去

干活吗 老少一起享福吧等送走来客的礼貌

话
。

我认为归根结底萨满的治病方式可以归

结为向外型和 向内型两大类型
,

向外型是把

入体内的恶灵驱逐出体外
,

而 向内型则是与

此相反
,

把离开躯体的灵魂找回来
,

并重新放

入体内 古今中外的萨满治病基本上不外乎

这两类

年
,

热列宁 在他的《西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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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翁充崇拜 》一书中提出
,

萨满教的发生

与其医术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医术机能是

萨满教最主要的职能之一
,

也是最直接的实

践 目的
。

而其它的实践机能是次要的。 。

这一

观点确实有道理
,

在萨满的所有机能 中治病

是最基本的
,

最主要的机能
。

总的来说
,

在我

们的观察中
,

萨满教的治病方式是融心理治

疗
、

运动治疗和技术治疗为一体的综合性治

疗
。

它并不是单纯 的巫术
,

也不是纯粹的医

术
。

在学术界一般把类似萨满的这种综合治

疗称之为
“

社会文化治疗
” 一

,

或称为“ 民俗精神医术
” 一

“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布留尔

论及对疾病的神秘治疗时说
“

关于病的观念

本身就是神秘的 这就是说
,

疾病永远被看成

是一种看不见的
,

触摸不到的原因造成的
,

而

且这原因是以许多各不相同的方式来被想象

的 ⋯⋯下是关于疾病的神秘观念才引起了

采用神秘手段来治病和驱走恶魔的需要咐
。

三
、

祭祀仪礼

萨满教的祭祀仪礼种类繁多
,

形式多样
,

天地 山川
、

草木鸟兽等世界万物几乎都可以

成为萨满所祭祀的对象
。

但从规模来讲家祭

仪礼和村祭仪礼是 比较大而 常见的祭礼活

动
。

人
、

神
、

物是祭祀活动中的三大要素
。

祭祀

活动首先要 由人来主持并有人来参加 其次

是作为祭祀对象的神灵 再者为祭神所需的

供物
。

这三者是祭祀活动所不能缺少的固定

性要素
。

此外
,

祭祀活动一般由一定的时空结

构所构成
,

有祭祀的时间和场所
,

并有规模的

大小之别
。

萨满的祭祀仪礼有各种表现形式
。

如达 斡尔族萨满的祭祀仪礼 中有斡 扮南仪

式
、

依尔登仪式
、

洁身祭等几种形式 并且各

有其独特性
。

蒙古萨满教仪礼历来有红祭 以

血 肉为主
、

白祭 以奶制品为主 和酒祭等三

种方式
。

·

家祭仪礼是萨满教祭祀仪礼中主要内容

之一
。

以满族萨满的祭祀为例
,

其家祭仪 比其

任何仪礼都重要 《绥化县志 》记载满族的家

祭仪礼甚详
,

其原文云 “

满族忌 日
,

祭于墓
,

家祭
,

择时宪书之宜祭祀 日举行焉
,

惟不用寅

亥二日
,

祭器用哈吗刀 刀 或以铜
,

或以铁为

之
,

其四周有孔
,

击以连环
,

摇之有声
、

轰务

以木柞为之
,

长二尺许
,

端缀铜铃
、

单环鼓
、

札板
、

腰铃
、

杯匙碗著
、

几架
、

槽盆等物
,

同族

者咸往致祭
,

迎祖先像于前
,

祭者三家 后有

祭者至此迎之
,

供于正室西墙
,

墙支木板谓

之祖宗板
,

以黄米饭 一孟
,

家萨满 二 人焚香

讫
,

萨满击腰铃
,

持哈吗刀
,

族人或击单环鼓
,

或击札板
,

萨满歌乐词三章
。

凡歌一章
,

主祭

及助者
,

咸行叩首礼一次
,

乃宰永者去皮
,

东

者用纯黑毛色
,

折为十一件
,

熟而荐之
,

萨满

重歌乐词每章主祭及助祭者行礼如前
,

祭毕
,

度地食福肺
,

铺油纸一张
,

不设席
,

以盆代几
。

夕复祭
,

萨满击鼓
,

歌乐词
,

主祭及助祭者行

礼如前
,

复宰采折 采荐 采
,

族人再食福炸
。

次

日昧爽
,

仍祭天地
,

于院中设案
,

照壁后案供

木酒杯三只
,

小米饭一孟
,

宰 泵
,

陈于照壁东

偏西偏
,

置锅灶
,

割 肉少许
,

煮熟切成小方块
,

盛一磁盆
,

又 以木碗二盛小米饭
,

并供案上
,

萨满跪诵祝词
,

以铜匙举肉向南分布
。

晚时
,

主祭者行九叩首礼
,

及以 泵尾及小米纳置莫

杆锡头内
,

谓之天双
,

祭毕
,

族众食余院中
,

谓

之吃小肉饭
,

午后煮 肉燎皮
,

食于 室 内
,

谓之

吃大肉饭
。

凡是祭 肉
,

以尽为度
,

有余则肉于

地
,

骨投于河
。

祭期或二
、

三 日
,

或五
、

六 日
。

萨

满或男或女
,

或多 戍寡
,

均视家之丰俭
,

昔岁

一举行 今则此风稍敢
,

已不复观 共
’

心

在韩国萨满教巫仪 中村祭仪 式
、

一

匕乘祭仪

式 有
‘’

三多
”

之特 征
,

即人多
、

物多
、

神 多
。

例

如
‘

年在韩国睦社长宅举行
‘

一 汉 村祭

仪式
,

那次祭祀活动一 天就花丁 犷 户 万 韩国

圆
。

那时参加了二十来个巫堂
,

供物 几 干时多

好几倍
,

甚至把 一头大牛全部作为祭礼所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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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供品来用
。

供祭的神灵有山神
、

帝释神
、

成造

神
、

大监神
、

祖上神
、

军雄神
、

别相神
、

土地神

等无数个神。

祭祀活动离不开供品或祭品
,

萨满把奉

献的祭品带到天界和地界 通古斯萨满一般

要举行好多供牲仪礼
,

特别是一年一次的祭

祀救助灵和守护灵的仪式是 比较隆重而规模

较大的祭祀活动
,

古代蒙古族祭天时常用杀

白马祭天
,

蒙古古代文献中有成吉思汗的敌

手札木合杀白马祭天的记载 到了后期
,

特别

是近代科尔沁萨满的巫仪中祭天一般用羊

肉
,

年 月我曾在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

后旗的哈 日格苏木的白音宝 吐嘎查进行调

查
,

访问过一位七十七 岁的老萨满
。

据他介

绍
,

科尔沁萨满的祭天仪式中习惯上要献 白

羊
。

其它颜色的羊不能作为供性来献祭
。

满族萨满的祭祀仪礼所用供品也多为牲

畜
。

据《黑龙江外记 》记载
“
库雅喇满州以火

祭天
,

间用牛
,

近则讳犬而诡言用 采
,

不知犬

曰费献
,

古礼以之荐宗庙
,

何讳为 ”

气 从此看

来
,

满族古代祭祀活动中有过以狗
、

牛作为供

品的习惯 到了后来以猪祭为主了

萨满教的祭祀仪礼作为一种象征体系
,

它主要 由语言象征
、

实物象征和行为象征等

三种形式来表现的
。

行为象征以各种祈祷
、

跳

神
、

梯等方式表现出来
,

实物象征以各种法器

法服以及神竿等实物的象征意义表现 出来
。

而语音则是通过祭词
、

神歌等语言文化体系

表现出来的 萨满的祭祀仪礼中祭词是不可

缺少的
,

可以说不存在没有任何祭词的萨满

祭仪
。

祭夭有祭天词
,

祭火有祭火词
,

每一种

祭祀活动都伴随着与其相应的祭词
,

拿达斡

尔族的萨满祭仪为例
,

其祭天祷词如下

父天听听祷词
,

母夭了解缘由

坐在根源的大公主
,

用簸箕般的耳朵静

听

坐在角落的大官人
,

用 明亮的眼 晴瞧着

吧
。

不是没有缘 由地祷告
,

不是没有灾害地

答对
。

为了遵守许过的愿
,

在今天的 日子里
,

献祭你所需的牺牲
,

有象簸箕样的耳朵
,

有象黑果样的眼睛
,

有翻地的嘴巴
,

有缓子般的尾巴
,

有凳子般的腿子
,

有叉子般的蹄子
,

有黑呢绒般的毛
,

有腻人的肥脂
。

把可爱肥壮的牲物
,

供奉在你的面前 夺取了它的生命
,

把胸腔内脏高举起来
,

给门神们告知
,

和大门的天在一起
,

把四肢的筋剔出来
,

把横隔膜拿出外面
,

把新鲜血涂在集上
,

把主要的骨胳摆左右 和天娘娘在一起
,

和神娘娘在一同
,

在你的左右献祭酬谢
,

供奉肩脾和民背。

祭词因祭祀的对象不同而不同
。

如祭
“
霍列

力
”

神的祭词就和祭天的祷词不同
。

达斡尔族

萨满的祭
“
霍利力 ”的祭词有

经过索伦达斡尔的时候
,

供奉在这个家

里
,

位居在两边的墙上 有三个座位的神
,

有犁杖的座位
,

藏居在犁镜里。

萨满的祭祀活动往往有好多禁忌 笔者

于 年 月进行民俗调查时
,

见到一位老

萨满
,

据他介绍萨满杀牲祭夭
,

特别是杀羊祭

天的时候必须要把羊的各种特长以及羊的结

构
,

如骨头有多少块
,

各种内脏的位置在哪儿

等等必须一一告诉夭
,

如果报错了数字或位

置
,

天会发怒
。

此外
,

供天的羊必须选纯 白无

杂毛的羊
,

只要挟杂其它颜色的毛
,

天也会发

怒
,

这种祭祀中的讲究和禁忌
,

在满族和其他

北方民族萨满巫仪中也不罕见
,

如
,

满族萨满

举行大祭前要斋戒
,

即不准饮酒吃肉
。

满族的

猪祭仪式中有一种举请茶的习惯
,

请茶为从

井打出来的水
,

名曰无根水 打水时不准回

头
,

不准与人说话
,

然后用请茶或酒浇猪耳
,

耳动为领牲 耳 不动便要 默祝 淘米不 洁净

啦
,

斋戒不虔诚啦
,

猪毛不纯黑啦
,

等等
。

祈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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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神仙不见凡人怪
,

求个吉利
,

你老快领 了

吧 整个祭祀要求极其洁净 净手
、

净面
、

脱帽

等。 。

萨满教 的祭祀仪 礼有规模上 的大小 之

别
。

如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礼中有大祭和小

祭之别
,

并且其所用供物
,

所祭神灵之数都有

差 别
。

大祭时献牢如下 霍列力
·

巴 尔肯本

神
,

用 白顶枣红色公牛
,

霍列 力
·

巴 尔肯的
“

斡若克西
”

用栗色化牛 霍列力
·

巴尔肯的
“

麻罗 ”用黄色牡马
。

祭祀时有九个男子献酒

和敬烟的仪式
,

接着九男九女献舞
。

大祭一定

由雅德根主祭
,

巴格其配合 小祭没有雅德根

也可以
,

可由巴格其主祭 小祭时霍列力
·

巴

尔 肯本神用羊一只
,

祭
“
麻罗 ”用牡羊一 只。 。

此外
,

由于祭祀不同神灵的需要萨满所选祭

坛和祭场的位置也不同
。

如
,

在汉城地区
,

巫

堂迎接村神付根的时候在外庭的一边立城隆

旗来祭神
。

而海神龙王的祭场则是一般远离

村庄的海边
。

在宗教民俗学上根据仪礼所针对的对象

把它分为对向式仪礼和对 自式仪礼
。

萨满教

的祭祀仪礼则是属于前一种类型
。

祭祀仪礼

中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是 自我
,

而是外在于

自我之外的某种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 祭祀

仪礼是既有以祈祷
、

献祭等为特征的行仪内

容
,

又有以诵词
、

唱文为特征的口仪 内容的综

合性仪礼 萨满教的祭祀仪礼中时
、

空都有某

种特定的神秘意义
。

祭祀的时间不是随意的
,

而是某个预定的神圣时间
。

同样
,

空间也是代

表某种宗教意义的圣空间
。

这样整个祭祀仪

礼就充满神秘性
。

四
、

祈愿仪礼

祈愿仪礼是以求得神灵之佑护作为直按

目的宗教仪礼
。

萨满教的祈愿仪礼
,

从大的范

围来看
,

其 目的无非是有两种
。

一种是为满足

本能需求而进行的祈愿仪礼
。

如
,

祈求山神赐
· ·

予猎物的狩猎仪礼
、

祈求风顺雨调
、

五谷丰收

的农耕仪礼等都是为了满足衣食住等 自然本

能的祈愿
,

尤其是 以食物获得为 目的的祈愿

仪礼的主要 内容就是围绕着满足本能需求而

展开的
。

另一种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

祈愿仪礼
,

如
,

求子仪礼
,

求胜仪礼等都是为

了满足某种社会需求
,

求子是 为了家庭 的延

续
,

子孙的繁衍和社会的存续
。

求胜仪礼则是

以权力获得为终极 目标的社会性仪礼
,

特别

是在古代游牧社会中的战争仪礼
,

对战神的

祈愿
,

以夺取王位为 目的的权力祈愿等都是

属于一种求胜仪礼
。

此外
,

还有为氏族
、

部落

的共同繁荣而进行的祈愿仪礼
。

但是不管祈

愿的方式有多少种
,

其最基本的 目的无非是

为了满足 自然本能和社会需求
。

求子仪礼是萨满教祈愿仪礼的主要内容

之一
。

有关求子习俗的较早记录有《金史 》中

的
“

习不失传
” 《金史 》载

,

完颜金的始祖
, “
久

无继嗣
,

与昭顺皇后徒单氏
,

祷于巫
’,

气 在我

国北方少数 民族的萨满教中
,

求子 习俗较普

遍 在赫哲族萨满巫仪中
,

年过三十而不生育

者
,

即以为 自己无第三灵魂
,

须请萨满找魂
。

称求子的仪式为捉雀
,

所 以收魂袋 叫做雀的

魂
,

他们以为小儿死后
,

魂变为雀
,

雀飞入室
,

不许捕捉
,

有小儿之家
,

在送子娘娘背后竖立

的杨柳枝叉上
,

每以草扎成一鸟巢形
,

为小儿

灵魂寄托之所
。

相传赫哲族萨满在跳鹿神时
,

神队在归途中
,

求子的妇女躲在萨满背后
,

在

神帽或神裙上的飘带挽 一结
,

不让萨满知道
,

萨满到家后查问挽结的人
,

求子的妇女跪
一 ,

以酒洒在神杆上
,

叩头许愿
,

若能得于 则敬

献牛马猪羊来还愿
。

萨满击鼓向神祷告 乃命

求子的妇女过三
、

四 日到萨满家来跳神
,

取胎
』

的魂灵
。

在此三
、

四 日问
、

萨满于睡 眠时 出

外找魂
,

能将他处孕妇的胎魂盗过来
,

或捕 捉

死后不久的婴 几魂灵 放在家 ‘丁二 求子的
、丁、

在约正 。 日期到萨满家取胎吸 汗满击鼓 使

始魂附体
。

满族萨满竹 牛 也毛 灼似的求子 习



色 音 论萨满教的巫仪

彝

俗
。

以清朝的宫庭萨满教为例
。

清庭坤宁宫的

树柳枝求福之仪 又称换索 也是属于一种祈

愿仪礼
。

在祭祀前数 日
,

选无事故的满州九

家
,

攒取各色棉线绸片
,

捻作线索二条
,

更合

小方戒细三片
。

这个线索在祭仪当日
,

先挂在

西炕酒搏下所立的神箭上
,

其后将一头结于

祭场西壁的铁环
,

另一端系于户外的柳枝上
,

诵诗求福
。

树杨柳枝
,

扎一鸟巢
,

为小儿灵魂

寄托之所。 满族民间的求福换索仪也同于宫

中树柳枝求福仪
,

俗称之为祭佛托妈妈 据较

早期的记载
,

金昭祖向萨满求过子 《钦定盛

京通 志 》载
“ 金 昭祖久无子

,

有 巫者能道神

语
,

甚验
,

乃往祷焉
。

巫 良久 曰 男子 之魂至

矣
,

此子厚有福德
,

子孙昌盛
,

可拜受之
,

生则

命之曰乌古
,

是为景祖 又 良久 曰 女子之魂

至矣
,

可名曰五忍 又 良久曰 女子之兆复见
,

可名之日斡都拔 又 良久 曰 男子之兆复见
,

然性不驯 良
,

长则残忍
,

无亲亲之恩
,

必行非

义
,

不可受也
。

昭祖方念后嗣未立
,

乃曰 虽不

良
,

亦愿受之 巫者曰 当名之曰乌古出
,

既而

生二男二女
,

其次第先后 皆如巫者之言
”。

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史诗以及其它 民

间文学作 品中也有好多求子 习俗的描写
,

萨

满教的特色较明显
。

在一些突厥史诗中
,

英雄

的父母向天神求子之前
,

要举行祭天仪式
。

在

祈子仪 式上往往会 出现一位长者来帮助无

子的夫妻向天神祈子 有人认为
,

可以把它看

作是古代萨满主持祈子仪式在突厥史诗中的

残留的遗迹
。

据调查在新疆某些地方至今还

残存着向神树求子的习俗
。

如
,

新疆特克斯县

柯克苏地方有一温泉
,

旁边有一古树
,

有些求

子者带来婴儿摇车的小模型摆在树前
,

祈求

生儿育女
,

传宗接代。 。

从此看来
,

在突厥语系

民族中这种求子的习俗有着古老的传统
。

我在韩国的南部小岛济州岛上进行萨满

教调查的时候发现
,

在韩国至今还遗 留着在

神树前求子习俗
。

如济州岛本乡堂村前有一

棵 神树
,

并 用石 头围起来
,

石墙 内部都是圣

地
,

石墙是圣和俗空间的界线
,

树枝上挂满了

彩纸和布片
,

村里妇女们往往来此求子
,

有些

地方也有用绳子 围起神树的
,

绳子成为圣和

俗之间的象征性界线
,

绳 子在萨满巫仪中具

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它在萨满巫仪中时儿成

为圣和俗的象征界线
,

时儿又成为神灵降临

的路和桥 各民族的萨满巫仪中几乎都有以

绳子作为某种象征的事例
。

如达斡尔族萨满

巫仪中
,

在斡米南仪式的头两天把所有的神

灵请来降临
,

并献完祭 祀后
,

在第三天举行
“

库热
”
仪式

,

前来参加仪式的莫昆和尼玛嘎

尔特的人们 孕妇及经期的妇女除外
,

在外

面集中站立
,

然后两个雅德根用皮绳把他们

围住
,

各拿皮绳的一端
,

用劲拉一次
,

然后放

开
,

量绳子的长短
,

如此反复三次
,

每次量绳

时如皮绳长度增加
,

是人 口增加的象征
,

围住

人们拉三次量绳三次后
,

把皮绳纹做三股
,

主

祭和陪祭的雅德根各拿皮绳的一头
,

围在库

热圈出的人们由皮绳下面钻出来。 这也是祈

愿人 口 增长的象征仪礼之一
,

性质上类似于

求子仪礼
,

求子仪礼中象征因素是不能缺少

的 以赫哲族的求子仪式为例
,

妇女婚后

岁仍不育
,

则请萨满举行求子仪式
。

萨满向神

祷告
,

此后二三天萨满在睡梦中外出找魂
。

第

三
、

四天
,

求子者到萨满家
,

萨满即跳神捉魂
,

装入求子者带来的“
求子袋

”

内。 这里的袋子

就有某种象征意义
。

求子仪礼是祈愿仪礼这

一象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

除求子仪礼之外
,

求雨仪礼也是萨满教

祈愿仪礼的主要内容之一
。

在萨满巫仪中
,

求

雨仪礼往往伴随着某种象征因素
。

譬如
,

鄂温

克族萨满的求雨仪式 中
,

求雨时用两只不同

毛色的啄木鸟
,

把鸟嘴朝上放入盛着水的器

皿之中
,

挂在树枝上 。 。

在蒙古族科尔沁萨满

的祈愿仪礼中也有类似的求雨仪式 如祭尚

西求雨和绕井求雨歌等都有好多象征因素

尚西
,

在蒙古族的一般理解中专指神秘的独

棵大树
,

这种大树被萨满们当作神树来供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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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沁萨满 巫仪 中
,

遭到旱灾时全村人集

于村附近的独棵大树之下
,

用鲜艳的花布条
,

将树干和树枝装饰起来
,

打扮得十分美丽
,

在

祭祀仪 式上
,

除 由萨满诵经祈祷
,

奉 献全羊

外
,

还要有二人扮作
“

尚西老人 ”端坐在神树

之下
,

由大家一起 向他敬酒
,

进献奶食品等
,

然后向两位
“
尚西老人 ”

请求赐予雨水
。

在喀

喇沁地 区
,

则在 尚西树下供奉着一尊约一米

高的石雕神像
,

相 当于科尔沁地 区
“

尚西老

人
” 。

绕井求雨歌是指旧时科尔沁地区每遇旱

灾
,

全村人就聚集在村子里的一 口老井旁边
,

绕井祈雨
,

这一习俗当地人叫作
“

唱井求雨
” 。

其具体做法是 当夕阳西落
、

月亮升空时
,

大

家用细柳条编制圆环戴在头上
,

赤脚绕行那

口老井
,

并边绕边唱求雨歌
,

直诉苦衷
。

这时
,

有两个人拿柳罐从老井里打水往大家身上

泼
,

然后众人一起高兴地呼喊
“
下雨了 下雨

了
”

据说
,

过去唱求雨歌往往 由萨满来领

唱
,

众人合之
。

战争中的求胜仪礼也是一种祈愿仪礼
。

求胜仪礼有多种表现形式
,

其中祭战神
、

祭战

旗求胜是较常见的现象
。

如在蒙古族古代战

术中常用祈天
、

祭旗等方面鼓励和发动兵士

的战斗力
。

祭旗古代称
“

祭轰
” 。

《蒙古秘史 》

载
, “祭我遥望之毖矣

” 。

古代蒙古军队出征时

往往以萨满教的作法涂油
、

洒酒 于其森上
。

《蒙古秘史 》又载
“
子年 指 年 夏初月

十六 日
,

既望之时
,

祭旗出征
” 。

相传成吉思汗

作战时专用一种战旗叫
“

四足黑苏勒德
” 。

黑

苏勒德祭祀包括小祭
、

大祭
、

夏营地祭祀
、

信

仰大祭等几种形式
。

还有一种停战时所用 白

旗
。

这一 白旗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祭祀至

今
。

《蒙古秘史 》
、

《圣武亲征录 》都记有成吉思

汗祭祀
“

九游白旗
”

的内容
。

除以上提到的祈愿仪礼之外还有一些不

太普遍的祈愿仪礼 如
,

韩国萨满巫仪中的商

卖繁昌祈愿
,

除灾招福祈愿等都是一种不太

普遍的特殊的祈愿仪礼
。

· ·

上述四种仪礼是萨满教最基本的四大巫

仪
,

四者之间相辅相成
,

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
,

每一种仪礼都是整个萨满教巫仪体系中

的有机部分
,

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存在
。

萨

满通过加入仪礼来被社会所承认
,

而通过 治

病仪礼和祈愿仪礼才能发挥他的社会作用
。

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萨满巫仪 是 一种社会仪

礼
。

决不是萨满一个人的事情
。

萨满的仪礼关

系到好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
,

在仪

礼过程中形成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
。

即使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家祭仪礼也不是纯粹的个人

仪礼
,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本身就是社会的

缩影
。

家祭仪礼本未就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

中进行的
。

总之
,

上述四种仪礼在整个萨满巫

仪中是个有机的整体
,

四者之间密不可分
,

你

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相互渗透

五
、

其它仪礼

除加入仪礼
、

抬病仪礼
、

祭祀仪礼和祈愿

仪礼之外
,

还有一些小的仪式在萨满巫仪 中

起着不同的作用
,

在此只举几个例子说明
。

例
,

在西伯利亚各 民族的萨满巫仪 中狩

猎仪礼是较常见的巫仪形态
。

出猎之前
,

猎人

们要燃起火
,

从火堆上跳过去
,

同时把猎枪
、

猎狗等都用火烟熏一遍
。

如
,

雅库特人到 了秋

天的狩猎季节就开刘把猎具和衣服烟熏好后

准备出猎
。

这是为了清洁女人的秽气
。

雅库特

人认为女人在月经期或刚分娩的时候不能触

摸或跨过猎具
,

否则打猎不能成功
,

囚为森林

之神讨厌不净的武器
,

所以不净的武器必须

用火净化
。

对森林动物的骨进行风葬也是狩

猎仪礼的主要 内容之一
,

雅库特人把兽骨用

白桦树皮包起来放在树枝上或用 四根柱子承

起来的台架上进行风葬酥
。

例
,

蒙古族的萨满巫仪 中有一种 叫
“

塔

木土找 仁塔黑勒
” ,

意为五 月祭仪 这 一仪 礼

有着古老的传统
。

据旅行家普布鲁克记载
,

古

代蒙古 人
“

在五 月份的第 九天
,

占 卜者们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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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群 甲所有的白色母马集合到一起
,

并把它们

献给神
,

⋯⋯然后他们把新酿的忽迷思酒 洒

在地上
,

并在那一天举行盛大宴会
,

因为他们

认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唱新酿的忽迷 思的月

子
’, 。

这一习俗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成吉思

汗祭典活动中至今还有残存
。

例
,

在乌兹别克的萨满巫仪中有一种叫

祝福仪礼的巫仪 萨满本人每年要举行一次

或两次叫作祝福的更新仪礼
,

乌兹别克语称

它为 从米
。

这一巫仪的中心内

容是对补助灵的请客和招待
。

萨满 自己生病

的情况下
,

邀请其他的萨满
,

委托其他萨满招

请 自己的守灵
,

并求愿它能给他恢复健康。 。

总之
,

萨满的巫仪除最基本的四种形态

之外
,

还有一些小的仪式
,

这种小的仪式与上

述 四大仪礼相 比气氛 比较活跃
,

不象四大仪

礼那么神秘而正规
,

举行这种小仪式时其具

体作法较 自由
,

没有严格的规模和程式
,

以古

代蒙古族的净化仪式为例
,

在古代蒙古族的

萨满巫仪中有一种以火净化的仪式
。

据《罗斯

托夫编年史 》记载
“
汗与拔都还有如下习惯

当有人欲观见时
,

他并不下令将那人领来观

见 他吩咐巫师领着通过火间
,

向矮树丛
、

火

及偶像行拜礼 又从献给王的全部礼物 中取

一部分投入火中
,

礼物拿走后才被允许去观

见王 见《卡拉姆津 书 》
,

卷
,

注 ” 。

又 在

《尼康诺甫编年史 》载
“

命巫师置两火堆
,

领

着全体斡罗思王公及贵族们通过火堆
,

向矮

树丛
、

偶像
,

火行拜礼 带给皇帝的礼物
,

一部

分投入火中
,

就这样将他们领到皇帝处 ”。 。

在

古代有专管以火净化仪式的宫庭萨满
。

当外

国使者观见可汗时
,

都必须在两堆火之间通

过
,

其携带的物品也须如此
,

以便加以净化
。

这类小仪式虽然不是正规的萨满巫仪
,

但都

是 由萨满来主持的
,

也有一些小仪式是宗教

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
。

如
,

在美洲印第安人的

萨满巫仪 中
,

代表 氏族的萨满巫师为全 氏族

举行繁殖仪式
,

届时将 自己化装成为图腾动

物
,

并表演一些图腾舞
,

这种仪式娱神的同时

也能起娱人的作用 与萨满的四大巫仪相比
,

气氛并不紧张
,

且有一定的艺术色彩
。

四大巫

仪是神秘而正规的
。

其它小仪式则是活跃而

自由的
,

在我们看来
,

对于萨满的巫仪来说大

的和小的仪式都是 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

分
。

四大仪礼不能包容一切
,

须由其它小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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