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8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VOL. 28 　NO. 4
2001 年 10 月　　 (social sciences) 　　　　 Oct . 2001
Ξ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节日文化述略
色　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认为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 ,宗教节日和民间节日之间尽管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但萨满教祭典对民间庆典和

节日活动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有些萨满祭典活动由于本身就带有为全民的平安、幸福而祈祷的特点 ,所以这种祭典很容易成

为全民性的民俗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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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 ,萨满教的信仰观念渗

透到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物质生活、交易

运输等经济民俗 ,还是婚嫁丧葬、岁时节令等仪式民

俗 ,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萨满教的影响。以岁时

节日习俗为例 ,有些直接来源于萨满教祭祀活动 ,有

些民族甚至还有专门的“萨满节”。总的看来 ,少数

民族节日文化和萨满教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情况。

一、受萨满教影响的民俗节日

有些民俗节日深受萨满教影响 ,如蒙古族、裕固

族等民族的春节习俗中渗透着浓郁的萨满教遗俗。

在巴尔虎蒙古族传统习俗中 ,腊月三十晚上萨满通

宵达旦地击鼓跳神 ,为全村人春节期间的平安而祈

祷。裕固族中也有类似的萨满教遗俗。春节 ,裕固

人称“阿克阿依 (akav)”,意为白色的月。在腊月三

十晚上 ,家家将各种布条、食品及酒、茶放在一起点

燃 ,敬奉祖先、天神、山神 ,以求一年平安 ,各业兴旺。

锡伯族每年供祭“哈斯博以伊”的习俗也和萨满

教有关。“哈斯博”意为“仓库”,“以伊”意为“爷爷”

(可能系汉语“爷爷”的转音) ,全意为“仓库爷爷”。

它是一种狐狸神 ,系用红布制做 ,置放于每家仓库内

墙上横钉的一块木板上 ,其职能是确保仓库安全。

每年腊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要宰羊供祭。宰羊前要

叩首 ,并往羊背上倒酒。如羊抖动 ,表示仓库爷爷领

受 ,全家皆大欢喜 ,随即进行宰羊。宰羊的方式颇为

奇特 ,不能以刀杀脖 ,必须将前脚和后脚分别捆起

来 ,四脚朝天进行剖腹。剥皮后也不能割下头蹄 ,只

将内脏掏出 ,以整羊放于桌上供祭。

在赫哲族民俗中 ,有一种利用岁时节日向萨满

还愿的习俗。赫哲人得病的时候 ,先请萨满祈祷 ,向

萨满询问是哪路神在作崇。随后须杀猪、宰鸡同馒

头一起作为祭物 ,供在祖宗板上或小庙里。然后萨

满在神前打鼓跳神 ,请神来临。这一仪式做一次要

两个小时左右。此时萨满教招请的神仙有狐仙、黄

仙、蟒仙三神。即使经萨满治疗后疾病很快痊愈 ,也

不马上拿出谢礼 ,而要在还愿的日子 ,即清明、重阳、

下元这三个节日到萨满巫师处向神供奉猪鸡等物以

表谢意。

过去 ,广泛流传于东部蒙古地区的祭“尚喜”习

俗也明显地受了萨满教的影响。“尚喜”树一般指在

村边不远的形状奇特而古老的树。每年农历五月十

三日是祭“尚喜”树的日子。祭祀时 ,人们在树下杀

猪宰羊 ,喝酒吃粥。同时 ,还举行小型摔跤活动 ,热

闹一天。“尚喜”树选一棵或两棵 ,若是两棵 ,则分夫

“尚喜”树和妇“尚喜”树。若是一棵一般不分性别。

“尚喜”树根旁立一块石头 ,等于“神偶”。祭“尚喜”

树不请喇嘛念经 ,参加者大多是男女青年。祭“尚

喜”树时 ,在树旁安上锅灶 ,然后选出两名有威望的

老人为“尚喜”翁。肉熟酒热之后 ,把两位“尚喜”翁

请到树下 ,在石头旁朝南盘腿而坐 ,面前放上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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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面前放一块肉。当他们要吃肉时 ,人们从四面

八方朝他俩泼水 ,直到两位老人浑身没有一处干的

地方为止。这时 ,两位老人就会站起身向人们祝福 :

雨露时时有 ,粮草定满仓。富根我赐遍 ,长草你

铲除。风和日丽时 ,勿要违农时。种粮长得高 ,五畜

膘肥壮。人康马壮时 ,多恭我尚喜。明年这一天 ,酒

肉恭敬我。

此外 ,蒙古族春节拜火拜天习俗也受萨满教火

神崇拜和天神崇拜的影响。蒙古族一年一度的祭火

仪式 ,以家庭为单位 ,于农历腊月二十三举行。届

时 ,打扫干净屋子 ,全家人都到院中 (也有的在火塘

或灶前) ,主祭人 (家庭的长者) 摆上祭品焚香。然后

取一捆稻草点着 ,将黄油、白酒、牛羊肉投入火堆 ,长

者率全家向火堆叩拜。主祭人祷告说 :一年中多亏

火神爷的庇护 ,才有了全家的平安吉顺 ,请火神原

谅 ,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扔进了火堆 ,并祈请火神保佑

明年五谷丰登 ,人畜两旺。有时还要唱古老的《拜火

歌》:

永存的敖包上 ,燃起飞腾的火。燃烧吧 ,永生的

火 ,有火就有生活。①

察哈尔蒙古族在正月初一东方刚刚升起启明星

的时候开始拜天。拜天时 ,在院门口摆好供桌和各

种供品 ,先男后女 ,面向喜神方向磕头 (有身孕的妇

女和未婚女子不拜天 ,也不向灶磕头) 。这些都与萨

满教天地崇拜观念密切相关。

二、来源于萨满祭典的节日活动
有些萨满教仪式经过长期的民俗化过程后逐渐

变成了纯粹的民间民俗节日。鄂伦春等北方狩猎民

族中的“杀熊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杀熊节又称

熊节 ,是北方一些民族仅次于祈求猎物丰收的祭水

节的第二位节日。杀熊节的出现是随着北方民族对

自然及对熊等动物自然属性认识的深化而产生的 ,

它是北方狩猎民族崇熊文化的升华 ,是熊的物质价

值和精神价值得到充分认识的集中体现。北方民族

在长期狩猎实践中逐渐观察到熊除了具有经济价值

外 ,还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一方面熊作为猛兽引

起人们的畏惧 ,另一方面其勇武有力的气派又是人

们追求的精神品格。因而饲养小熊 ,待其长大后再

斗杀它 ,就成了北方民族崇熊文化的最高境界。

古代黑龙江流域的狩猎民族都有饲养小熊的风

俗。熊圈称作科列 ,由圆木垒成 ,有四面木排墙 ,上

边由一面坡地板皮遮蔽。一侧的下方有一孔洞 ,靠

洞口放着一个给熊喂食用的木盆 ,而在上方的四角

通常竖有木棒或小树 ,上边系着一束椴树韧皮 ,有时

也挂着殡葬时萨满用作头饰的刨花 ,这些东西看来

具有某种宗教意义。曹延杰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

中说 ,熊是由同一氏族共同饲养的 ,氏族的每个成员

都宁肯自己挨饿 ,也要尽义务喂给熊食物 ,一般在冬

末时 ,把小熊从山上捕回来。然后选一名妇女专门

饲养小熊 ,叫“熊母”。“熊母”要把小熊养到破栏而

出为止。因为再养就要成祸害 ,这时就要举行仪式

—杀熊 ,杀熊节由此而来。“熊母”一定要为熊的命

运哭泣 ,而且表现得悲痛欲绝 ,要对熊说“虽然把你

养大很不容易 ,但既然养大 ,非杀你不可。”氏族的

人们围在栏外 ,把酒灌给熊喝 ,妇女要围着熊栏一面

唱歌 ,一面舞蹈。然后把熊从栏内拽出来 ,牵到部落

的各户巡回一遍。然后大家哭泣 ,在熊头上系一根

绳 ,对准熊的咽喉一击 ,把熊杀死 ,尸体横放 ,进行一

番装饰 ,特别对母熊更加隆重 ,尔后就举行宴会吃熊

肉。

北方各民族举行杀熊节的原因众说不一。一种

说法认为是源于崇拜熊的思想意识 ;第二种说法是

为了纪念已故的同族人 ;第三种说法是为了祭祀地

神、森林神、山神 ,祈求狩猎丰收、全族平安。费雅克

人认为熊是人和自然界各神的中介 ,它被杀后 ,会把

给它的所有祭品都带给主人 ———自然界诸神 ,这样

诸神就会赐福于人。

举行杀熊节的部落事先通知所有同族人 ,女婿

作为贵宾前来庆祝 ,妇女则借此机会回家探视双亲

和兄弟姐妹。来庆祝节日的人很多 ,因此村里村外

的狗拉雪橇也数不胜数。杀熊节分若干程序 ,通常

要持续好几天。首先是斗熊。把熊从笼里放出来 ,

勇敢的人穿上特制服装 ,走近熊身边进行挑斗 ,激起

熊的愤怒。围观的人欣赏斗熊技艺 ,斗熊的人受赞

扬和尊敬。其次是杀熊。杀熊的地址设在一个广场

上 ,根据习惯 ,要用 12 支箭把熊射死 ,发射第一支箭

的权利属于尊贵的客人 ———女婿。优秀射手们一两

箭就能把熊射死 ,然后再进行远程射箭比赛。第三

是熊头入室。熊被射死后 ,由五六名年长的人剥熊

皮 ,但不剥头部的皮。然后把熊头和熊皮一起送入

室内显要地方供奉起来。第四是吃熊肉。客人在炕

上盘腿而坐。年长者坐上席 ,年轻人坐炕边。把熊

肩胛骨和股骨献给年长的贵宾 ,客人啃完熊骨必须

还给主人 ,并在骨头上系以礼品 ,如矛、刀、狗套、皮

带及其他日用品。第五是杀狗。把熊骨安放在仓库

以后杀狗 ,吃完狗肉把狗骨也安放在同一个仓库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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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们伴随熊前往熊神的栖居处。最后客人带着熊

骨各自归家。整个杀熊延续近一个月才结束。②

奥罗奇人的杀熊节虽然只持续几天 ,但同样是

有众多亲友参加的重要节日。杀熊以前 ,氏族成员

和亲友们进行各种游戏和比赛 ,如赛狗、叉鱼、射箭

等 ,然后把熊从栏中牵出 ,加以打扮。在射杀前 ,一

个小孩站在离熊 100 米处 ,手摇冷杉枝向熊发出警

告。射小熊用 3 支箭 ,射大熊用 4 支箭 ,共射 3 轮 ,

最后由主人射死熊。节日中邀请萨满参加 ,请他告

诉熊神庆祝熊节的盛况 ,并请熊神宽恕节日的主持

人。③

此外 ,蒙古族的“嘎琳塔赫拉根额都日”(即火祭

日) 、鄂伦春族的“送火神日”以及鄂温克族的祭火节

等都和萨满教火祭习俗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三、萨满祭典和民俗仪式
融为一体的节日

在全民信仰萨满教的一些民族中 ,有些大型萨

满教祭祀仪式往往成为全民的聚会活动 ,如鄂温克

萨满的“奥米那楞”祭典、达斡尔萨满的洁身祭等都

或多或少带上了全民宗教节日的性质。“奥米那

楞”,鄂温克语 ,意为四月会 ,是鄂温克族传统宗教节

日 ,每年农历四月十三日举行 ,流行于内蒙古呼伦贝

尔盟阿荣部族等地。陈巴尔虎旗则多在农历八月间

举行。

节日活动内容有 : (1) 老萨满领教新萨满。节日

期间 ,新萨满须到老萨满家与老萨满一起跳神四至

五日 ,多者达八至九日 ;由全宗族献出 1 只羊让两个

新萨满争夺 ,夺到者把羊杀死 ,老萨满拿着鲜红的羊

心 ,绕着人群走动 ,新萨满装做鸟飞来的模样跟在其

后。老萨满转过身来将羊心血挤进新萨满的口中 ,

新萨满再把血喷在为举行仪式竖立的两颗树上。然

后 ,羊肉分给众人 ,羊皮归老萨满所有。新萨满要经

老萨满领教 3 年后 ,才能独立为人跳神驱魔治病。

学成后 ,还要酬谢老萨满 1 匹马或 1 头牛。(2) 主祭

萨满为全宗族人祈求平安、兴旺、发达。节前 ,主祭

萨满由人陪同到本宗族各家各户。每到一家 ,都边

敲鼓边唱神歌 ,并顺着太阳运行的方向 ,绕毡房 3

圈。行走间 ,家主将一碗牛奶洒在陪同人的身上。

随之 ,家里其他成员便用酸奶往他们身上洒泼 ,直到

他们走进毡房 ,绕着火堂走 3 圈后 ,停站在西南角时

为止。此时 ,主妇用一碗奶泼到毡房顶上 ,再向客人

敬烟 ,主祭萨满及其陪同方离开该家 ,转向另一户。

节日那天 ,全宗族男女老幼还要携带肉食和布、

茶、糖、油、哈达等物 ,聚集于主祭萨满家。其家院子

里要竖一桦树 ,屋里立一柳树 ,两树间系一条麻绳 ,

绳子和树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条。众人在两树

中间集中 ,然后用狗颈皮绳圈住参加仪式的人们。

仪式开始 ,主祭萨满与陪祭萨满共同跳神 ,祈祷神灵

保佑全宗族人兴旺发达、岁岁平安 ,人们随着歌舞唱

和。此时 ,狗皮绳子若变长 ,便认为是宗族人口将兴

旺 ;如果绳子变短 ,则认为瘟疫将流行 ,人丁将减员。

萨满必须宰杀牲畜祭祀神灵 ,以求禳除凶兆。祭祀

仪式结束后 ,开始进行赛马、射箭、摔跤等体育活动。

现今此活动形式已经简化。

这一本为萨满教祭典的仪式活动 ,由于参加活

动的人数较多而变成了全民性宗教节日。据调查 ,

“参加的有时达一二万人 ,除了氏族全体人员外 ,凡

请萨满治过病的人都赶来参加。并且准备礼品 ,挂

在树上。”④

在北方民族历史上宗教“祈禳”活动和全民性节

日合二为一的情况比较普遍。辽代契丹人每年要过

很多时令节日 ,在不少时令节日里 ,亦有各种形式的

“祈禳”活动 ,或为“祈求吉祥 ,或为“禳除”凶灾。比

如正旦 (即元旦) ,“国俗以糯米饭和白羊髓为饼 ,丸

之若拳 ,每张赐四十九枚 ,戊夜 ,各于帐内窗中掷丸

于外。数偶 ,动乐 ,饮宴。数奇 ,令巫十有二人鸣铃 ,

执箭 ,绕帐歌呼 ,帐内爆盐炉中 ,烧地拍鼠 ,谓之惊

鬼 ,居七日乃出。”⑤这里的 12 名契丹巫者之所作所

为 ,即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祈禳”举动。此外 ,居七日

乃出 ,是一种禁忌 ,亦是“祈禳”活动的一种形式。又

如契丹每年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届时 ,“其占 ,晴

为祥 ,阴为灾 ,俗煎饼食于庭谓之‘薰天’”。⑥此薰天

之举 ,也是为禳灾祈祥 ,盼人丁兴旺。再如八月十五

中秋节 ,契丹皇帝于节前八月八日“杀白犬于寝帐前

七步 ,埋其头 ,露其嘴。后七日 ,移寝帐于埋狗头

上。”⑦很显然 ,这是一种屠犬禳灾之举动。再如九

月九日重阳节 ,以“茱萸研酒 ,洒门户间辟恶。⋯⋯

又云男摘二九粒 , 女一九粒 , 以酒咽者 , 大能避

恶。”⑧这是契丹人用茱萸酒“禳恶”的一种形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信仰萨满

教的民族中宗教节日和民俗节日之间往往相互影

响 ,相互渗透。尽管二者有双向互动现象 ,但一般来

说萨满教庆典对民间民俗庆典和节日活动的影响占

主导地位。有些萨满祭典活动由于本身就带有为全

民的平安、幸福而祈祷的集体性 ,所以很容易成为带

有全民性的民俗节日。民间的民俗节日中往往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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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信仰内容 ,这便是受宗教祭典之影响所致。

如果剔除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节日中的信仰

内容 ,就很难认清那些节日的本来面貌和主要功能。

受萨满教影响的民间民俗节日的功能往往是多元

的 ,而不是单一的。它既有宗教祭祀的功能 ,又有民

间娱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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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vie w of Saman religion and festiv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West
SE Yin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sis ,the author deems that festiv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west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Saman religion :Saman religion made impact on folk custom’s festival ;festival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stemmed from festivie activities of Saman religion’s Sacrifical offerrings ;the national festival mixed Saman religion’s sac2
rifical offerrings with folk custom’s ceremonies. The festival of religion and folk custom often permeated each other in the

Saman religions belief . In fact ,Sacrifical offerrings of Saman religion occupied main position in the festive activities and

folk custom’s celebrations ,because some sacrifical offerrings of saman prayed for happiness ,safety and Sundness ,So those

gradually changed folk custom’s festival into the whole people.

Key words :Saman ;western nationalities ;feative culture ;influence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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