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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人类学研究 

作为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交叉形成的学科，宗教人类学将一直

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宗教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加以研究和探讨，注重研究

原始宗教的各种形态及其与原始文化的各种关系，试图说明人在宗教生

活中对世界、对自身（包括个人和群体）的理解，探讨个人行为的实践，

以及相应的社会运动如何实现个人和群体的“转变”。  
对羌族宗教文化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大

批的民族学者陆续深入羌区，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其中，记录了部分羌

族宗教仪式和唱经唱词。由于某些原因，这一研究进程在  1949 年后有

所中断，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逐渐恢复。  

羌族原始宗教祭司“释比”唱经研究 

金绥之 

羌族原始宗教祭司被尊称为“释比”，简称“比”。其自称各地不同。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威州以北至松潘、茂县地区，自称“许”；

汶川县威州以南以西岷江和杂谷脑河沿岸，自称“诗谷”或“诗卓”；绵

阳市北川县都坝、贯岭一带，自称“着”。这可能是羌族不同支系在文化

上的差异，或受不同文化影响的结果。汉语称巫师或端公。  
羌族巫师是羌文化的传承者，熟知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神话传说，

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一定的医药常识，能背诵经咒，从事巫术活

动。在生产力低下和科技水平不发达的条件下，巫师主持春祈秋报等重

大宗教祭祀活动，关系到农林牧的丰收，对氏族负责；驱鬼治病，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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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对羌人生命财产负责。因此“释比”在羌族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甚至起着某种精神领袖的作用。  
羌族巫师作法时须击鼓演唱经咒，其唱经即“释比”经。羌族巫师

的唱经按所做宗教法事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坛。据说上坛法事为神事，

即向神灵许愿还愿，如以村寨为单位，春播许愿，秋收还愿；以家庭为

单位，因稀儿少女，爹娘生病，修房造屋而许愿还愿等；向神灵祈求或

答谢人寿年丰，六畜兴旺，合家安乐，地方太平。释比主持上述祭祀活

动，演唱上坛经。中坛法事为人事，即以家庭或村寨为单位，打太平保

护、解秽、驱邪、招财、治病；婚丧嫁娶时敬神祈禳等，向神灵祈求人

兴财发，林茂粮丰，六畜兴旺，无灾无难。释比主持这类宗教法事，演

唱中坛经。下坛法事为鬼事，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赶鬼治病，特别是治

重病 ;为凶死者招魂超度，打扫山场等。释比主持这类法事，演唱下坛经，
并杂以巫术，念多种咒语。  

根据对各地一些老释比掌握的全部唱经的调查分析，目前流传的

上中下三坛唱经，各有十多部，共约四五十部。释比演唱时皆用古羌

话演唱，全靠师徒口传心记，由来甚古。但由于师承不同，各地巫师

掌握的唱经多少和内容也不大同。唱经也有长有短，有的一部一段，

有的一部数段。一般认为三坛唱经共约 70 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释比唱经不可避免地有遗忘、错漏、增添和更改，但从目前流传的这

一部分看，尚能看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中上

坛经，与羌族人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社会历史、风土人情、民族关

系等息息相关。释比演唱时节奏明快、音韵铿锵、和谐悦耳，几乎每

一部唱经都是韵文或诗歌，有的则是名副其实的史诗。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笔者曾调查整理发表一部分，尚有一部分未整理发表，现介绍两

则如下。  

一、颂始祖神经“木吉卓”（意为天仙女） ①  

羌人传说“木吉卓”（又称木姐珠）为天神（又称天王）阿爸木比达

 
①  此唱经于 1984 年 11 月中旬在汶川县绵池乡沟头寨羌族释比王治国家中调查

获得，该唱经为上坛法事主要唱经之一。当年王治国 64 岁。参加此调查的

有时任汶川县文化馆馆长汪有伦（羌族），并由他担任翻译，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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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公主，与凡间羌人男祖先热比娃（又称斗安珠，意为美男子）婚配，

繁衍羌族，被羌人尊为祖先。这部唱经为上坛经主要唱经之一，每年秋

收后羌寨还愿，必演唱此经。此经为汶川县绵池乡沟头寨巫师王治国演

唱。羌族地区其他巫师演唱的《木吉卓》皆以木吉卓在汶山牧场牧羊，

与热比娃相遇，而王治国的唱经则以木吉卓在海子（山顶湖）边洗麻线

与热比娃相遇，这是王治国唱经的特点。不过牧羊与种麻拧线皆为羌人

古老的传统生产内容。唱经中的故事情节各地大体一致。因这部唱经较

长，为醒目起见，整理时加上小标题。  

海子边相遇 

天王阿爸木比达，养有三个天仙女。  
羌人祖先木吉卓，乃是天王三公主。  
一日姊妹出天门，来到凡间洗麻线，  
降临高山跨溪流，不觉海子在眼前。  
海水清澈如明镜，正是洗麻好地方。  
姊妹来到海子边，麻线浸入海子里。  
木吉挽袖洗麻线，银圈首饰放一边。  
凡间羌人热比娃，当日打柴海边来。  
见有一物甚耀眼，阳光辉映使目眩。  
定睛一看是何物，乃是首饰和银圈。  
热比拾起将它藏，放到海边柳树杈。  
然后悄然攀上树，树叶荫处把身藏。  
仙女洗麻实在快，一刻工夫便洗完，  
木吉回头看岸边，银圈首饰却不见。  
姊妹逡巡三五遍，寻找无着颇气馁，  
唯恐天宫父母念，大姐二姐回家转。  
留下木吉仔细寻，寻寻觅觅仍无着，  
不料来到柳树下，忽从水影看到它。  
木吉一见心爱物，立即弯腰用手捞，  
水影毕竟非真物，捞来捞去总是空。  
热比树上暗窥视，一举一动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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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状心中则窃喜，不知不觉笑出声。  
木吉闻声将神定，方知树上有生人。  
原来她的心爱物，此人放在树杈上。  
木吉央告热比说：绫罗绸缎也给你，  
还有粮食和牲口，需要什么全不缺！  
热比回答木吉说：什么东西皆不要，  
只要“低蒲米亚瓦”！ ①木吉一听热比言，  
顿时腼腆口难开。虽然木吉生天庭，  
她对凡间不陌生，背水放牧常来往，  
人间生活早倾心。经过一番踌躇后，  
便叫热比快下树，二人随即一同往。  

驾祥云上天 

二人同行不数武，木吉立即驾祥云，  
微风拂面身飘忽，不觉热比已上天。  
然而热比是凡民，带到天宫犯天规。  
倘若天王知道了，热比性命定有亏，  
所幸护卫有木吉，纵有险阻亦无妨。  
他俩到达天宫时，天宫内院未察觉。  
当时天王正上殿，其余家人皆不在。  
为着热比安全计，设法藏匿最要紧，  
其他地方均不妥，只好家中想办法。  
家中堂屋少人去，不到祭祀不点灯，  
堂屋门后有一角，隐藏热比似稳妥。  
天王家规颇特别，每人饭量有限额，  
每顿不多也不少，木吉只能盛三碗。  
自从热比上天后，木吉每顿吃一碗，  
一碗悄悄放一边，无人时刻给热比，  
一碗喂养家中狗，以免日后狗咬她。  

 
①  “低蒲米亚瓦”，羌语。羌族人称丈夫为“低蒲克瓦”，称妻子为“米亚俄克

瓦”。“低蒲米亚瓦”意为做夫妻，即热比娃要求与木吉卓相爱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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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木吉未吃饱，一天一天人消瘦，  
天王察觉生猜疑，一日突将木吉问：  
我的幺女木吉卓，近来为何消瘦了？  
莫非常往人间去，凡间俗事打扰你！  
近来家中有异样，为何凡秽臭煞人？  
木吉闻言吃一惊，如何回答颇为难，  
干脆禀告不知情。一日天王吃罢饭，  
声言上殿去办事，此时堂屋亦无人，  
木吉送饭给热比。正当热比接饭时，  
不料天王回家转，见有生人在堂屋。  
天王打量陌生人，双手长毛很难看 ①，  
立即将他叫出来，大发雷霆呵斥道：  
你是何方一凡民，胆敢闯入我天庭？  
凡民不该来天宫，闯入天宫问斩刑。  
热比一听天王言，瑟瑟缩缩心胆寒，  
心想既然闯了祸，任凭天王怎发落。  
此时天王亦寻思：一个凡民怎上天，  
定是我女带来庭，本想将他来处斩，  
女儿面前怎交代？天上神仙亦笑我，  
不如设法施暗害，女儿绝望了此事。  
主意既定告热比：今后不必再躲藏，  
要吃要喝全给你，但须为我做些事，  
如有怠慢要问斩，办事不成也问斩！  
天王厉色吩咐完，怒气冲冲出家门。  
热比一听吓破胆，又急又怕很懊丧，  
赶忙前去求木吉，是死是活该怎办？  
木吉安慰热比说：不用着急不用愁，  
天王吩咐全应承，叫你干啥就干啥，  
一切自有我运筹！  

 
①  双手长毛很难看。传说热比娃类似古猿人，浑身是毛，手上的毛长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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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火地 

次日天王唤热比，正言厉色吩咐道：  
明日你去砍火地，九疋山梁九个坡，  
一天一夜须砍完，不能完成要问斩！  
热比一听寒毛竖，冷汗直冒心发慌，  
九山九坡何其广，菁深林密多荆棘，  
一天一夜怎砍完？热比着急无主张，  
忽见木吉到眼前，热比急忙告木吉，  
问她有甚好主张，木吉听罢很坦然，  
稍一颦眉巧计出：明早你去找天王，  
借来刀斧各四把，所到之地四只角，  
一角只砍一棵树，一刀一斧挂四角，  
休息岩窝不用管，但听山中响声起，  
一夜之间便砍完。次日热比照着办，  
砍完火地告木比。阿爸木比颇惊诧：  
一个凡夫俗子辈，本领竟有如此大？  
若非木吉帮助他，这桩差使怎完成！  
木比随即施毒计，不达目的誓不休。  

烧火地遭难 

砍完火地不几天，木比突将幺女唤，  
煞有介事吩咐道：家中麦面已吃完，  
快背青稞去磨面！接着又将热比传，  
气势汹汹吩咐道：今天你去烧火地，  
一到那里就生火，烧完火地来复命！  
热比生来很憨厚，哪知木比有阴谋，  
以为此事如反掌，完成差使不用愁，  
恰巧木吉磨面去，无法识破此阴谋。  
热比当日便启程，怀揣火镰背着馍，  
一到火地就生火，然后躲在岩下睡。  
谁知热比刚睡着，霎时猛火烧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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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大火来，醒来一看无法躲，  
找到一个小岩洞，不能藏身仅藏头，  
不仅衣服烧烂了，一身寒毛被烧焦。  
幸有一只吉祥雀 ①，飞到磨房把信报：  

“凡人气味烧得臭！”“热比娃烧焦烧臭！” ②  
木吉一听明白了：“我的热比正遭难！”  
立刻飞奔火地来，忙揭头帕脱衣服，  
抛入溪沟用水浸，奋力灭火救热比。  
热比周围大火灭，周身寒毛已烧完。  
所幸头藏岩洞内，紧夹两腋未烧着。  
所以古来羌人说：人身为何不长毛，  
只有头发腋窝毛，此事由来自热比。  

悬岩遇险 

天王本来很开心，以为热比葬火海，  
不料未到黄昏时，热比返程来复命。  
木比一见热比娃，懊恼丧气口难开，  
沉思片刻生一计，想方设法害热比。  
天王立即吩咐说：烧了火地须平整，  
明日你我一同去，我到岩顶搬柴块，  
柴顺岩壁滚下来，最后我亦往下滑，  
你须站在岩脚下，既接柴块又接我，  
倘有错差未接住，将你处斩不留情！  
热比一听颇吃惊，魂飞魄散战兢兢，  
辞别天王找木吉，看有什么好对策。  
木吉告诉热比说：不用怕来不用愁，  
天王打算我全知。明日天王有安排，  
先搬石头再搬柴。石头柴块滚下时，  

 
①  吉祥雀。羌族地区的一种小鸟名，汉语称葫豆雀。羌族传说遇此鸟必有吉祥

事，故名。  
②  此二句为吉祥雀叫声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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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岩窝不出来。木石响声停歇后，  
天王变一大疙篼，顺着悬岩往下滑，  
你即跳出石岩窝，热情将他抱住说：  
我的阿爸辛苦了，热比全无半点差！  
次日热比照着办，完成任务避开险  

撒菜籽射杀鸠鸟 

然而木比心不甘，生了一计再一计，  
急唤热比吩咐说：明日菜籽背九斗，  
九坡火地须撒完。撒播本是寻常事，  
热比对此不陌生，只是限期太紧迫，  
九山九坡怎撒完，为免上当遭不测，  
热比急去求木吉。木吉告诉热比说：  
天王给你九斗种，你可千万不要撒，  
背到火地藏岩窝，立即回程来复命。  
倘若贸然撒下地，日后天王要菜种，  
拣不回来要犯险！次日热比起身早，  
菜籽九斗背上山，直奔九坡火地来，  
隐藏稳妥即转程，回禀天王木比说：  
九斗菜籽撒完了！天王听后不吭声，  
仿佛任务已完成。果然不出木吉料，  
事隔不到一两天，天王急忙传热比：  
明日你到火地去，九斗菜籽捡回来，  
丢失颗粒要问斩！热比听罢心暗喜，  
若非木吉早料到，冒失撒了定犯险！  
次日热比起身早，到达岩窝隐藏处，  
启出菜籽背天城。此时天王坐殿上，  
四大天臣皆来庭，升斗秤勺一边放，  
正等热比量菜种。菜籽背到天庭后，  
升斗秤勺均量过，最后一勺差几颗，  
四大天臣高声叫：九斗菜籽差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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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回来斩热比！原来热比太粗心，  
前天埋藏菜籽时，丢失几颗被鸠吃，  
此时方知不足数，顿时一身直冒汗。  
幸而木吉早料到，急忙安慰热比说：  
不用惊慌不用怕，你向天王借弓箭，  
隐藏火地岩窝边，一对鸠鸟飞来时，  
一只说看到未吃，一只说吃了未见。  
立即射杀后一只，剖开嗉囊取菜籽，  
带回天城交天王，免斩免罪无灾难，  
吉祥时刻就到来。次日热比照着办，  
直奔火地大岩窝，射杀那只斑鸠鸟，  
找回菜籽正足数！  

完婚下凡 

木吉热比相倾慕，人间天上皆昭然，  
然而天王作梗阻，三番五次设陷阱，  
妄想整死热比后，另择天上美姻亲。  
怎奈木吉恋人间，一心一意爱热比，  
纵然天王诡计多，自始至终未得逞。  
如今事态难挽回，天王被迫来让步。  
一日木比回家转，唤出木吉堂前说：  
我的幺女木吉卓，阿爸可知你心事，  
只因热比是凡民，凡民怎配天仙女？  
既然你不嫌弃他，我也无甚好办法，  
然而天规不可犯，凡民不能居天庭，  
如今事态已至此，让你同他下凡去。  
今日是个吉祥日，正是你的出阁期，  
陪嫁之物全给你，凡间所需皆不缺，  
金银财宝与禽兽，粮食种子和花草，  
各种果木树木种，带到凡间去播种，  
子孙后代有食用。禽兽随你一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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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走的十几种，后面跟的可无数，  
下到凡间高山顶，千万不可朝后看。  
听罢天王吩咐后，木吉热比便启程，  
此时二人心忐忑，一则以喜一则忧，  
喜在下凡蒙允准，刹那之间便完婚，  
忧在天王诡计多，谨防路途遭杀戮。  
二人带着陪嫁物，顷刻便出南天门，  
风吹拂拂云朵朵，不觉降临大山头，  
但闻鸟语花飘香。木吉害怕遭不测，  
频频回首忙张望。一看天门和天宫，  
再看房屋和照楼。木吉不该向后看，  
后看出了大麻烦，前面禽兽尚安静，  
带到人间成家畜，后跟禽兽皆惊散，  
逃匿山林变野物。此事影响可不小，  
世间家禽家畜少，野禽野兽何其多，  
根由来自老祖先。为了记取此古训，  
如今羌人嫁女时，父母告诫姑娘说：  
出门不可朝后看！  

创业回娘家 

木吉热比到人间，披荆斩棘甚操劳，  
衣食居处皆草创，婚丧嫁娶定典则，  
人间一切从头制。创业艰难多辛苦，  
可累坏了木吉卓。木吉本是天仙女，  
不久劳累变了样，衣衫褴褛头不梳，  
颜色憔悴形枯槁。屈指人间三载半，  
木吉想起回娘家，忙驾祥云升天际，  
兴致勃勃到天门。高声呼唤门开了，  
大姐出来不认她，不准木吉进天门。  
木吉感到颇扫兴，急忙自我介绍说：  
大姐富贵居深宫，天情人情全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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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三妹子，下凡以后回娘家！  
大姐一听颇觉奇，从头到脚打量说：  
我的三妹天仙女，如花似玉多旖旎，  
一个又脏又臭人，敢来冒充我妹子！  
木吉又告大姐说：你不相信可是真，  
倘若不信可验证，过去我曾管天门，  
天宫大门十二道，各门配有钥匙锁，  
请将钥匙交给我，立即将锁全打开，  
倘若我非三公主，岂能顺利打开门。  
大姐一听有道理，取来钥匙交木吉。  
木吉拿着钥匙后，急趋天宫十二门，  
十二重门全打开，左开右开均不误。  
然而大姐仍怀疑，不让木吉进天门。  
木吉再向大姐说：不信且将天狗放，  
倘若我是陌生人，天狗一出便丧生。  
大姐高声连忙说：天狗岂能随便放，  
难道不怕咬死你？木吉郑重告大姐：  
天宫本是我的家，天狗出来我不怕！  
大姐无奈将狗放，狗见木姐喜且狂，  
摇头摆尾又打滚，欢天喜地迎接她。  
自古羌人常言道：出嫁姑娘回娘家，  
娘家恶狗不咬她。此事由来自木吉。  
大姐见状无话说，方认木吉是三妹，  
然后转报天宫内，天王乃出见木吉，  
至此木吉回到家。  

叙别情释比下凡 

父女畅叙别后情，往事桩桩涌上心，  
阿爸木比问木吉：陪嫁之物今如何，  
可够人间受用否？木吉回答阿爸说：  
陪嫁之物用不尽，唯独禽兽出错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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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成家禽，多数逃匿变野物，  
如今山林鸟兽多，糟蹋庄稼害百姓。  
阿爸木比又问道：人间生活怎么样，  
可将风情告诉我？木吉回答阿爸说：  
人间勤劳务耕牧，辟岭开山创业忙，  
森林花草遍山坡，衣食房屋全不缺。  
家家户户有火塘，既供神灵又生火， ①  
炊爨取暖烧馍馍，客人来了塘边坐。  
入门还有独木梯，入室登楼上房顶。  
照楼晾架藏粮食，“勒夏”用来插杉杆。 ②  
人间用具可不少，生产生活需要它，  
升斗秤桶筐篼斧，锄犁风车均制就。  
人间常有生老病，还有死亡不容情，  
婚丧嫁娶有定制，你来我往互帮助！  
阿爸听罢点头道：看来人间章法好！  
阿爸又问女儿道：人间可有不好处？  
女儿回答阿爸说：人间不好不洁净，  
人们脚踩火塘边，鼻涕揩在三脚上，  
升斗垫坐唾桶内，晾架上面晒衣服。  
这些举动可不该，亵渎神灵多病灾。  
木比听罢摇头道：这些错误须当改，  
灾害疾病自消除！为治凡间灾害病，  
女儿当面求阿爸。阿爸吩咐木吉说：  
我家祭司老释比，阿爸木拉本领大，  
派他下凡助羌人，吉凶祸福请他算，  
疾病鬼怪请他治，人寿年丰他可求。  
木拉奉命下凡后，成了释比老祖师。  

 
①  羌族室内火塘边竖石三脚（后改为铁三脚，即锅桩）支锅，以便炊爨取暖，

称为三脚神（“母不士”），且每一脚代表一尊神，即祖先神（阿爸老祖）、媳

妇神（“吉兹阿”）和火神（“翁不士”）。  
②  “勒夏”，羌语。羌族房顶围墙与大门方向相对正中的围墙上，砌一小石塔，

其上供白石神（五至九块白石），称为“勒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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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祓除经“迟”（意为打仗） ①  

羌族意识中的“打仗”，含意较广，凡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婆媳吵架、

邻居不睦、当官人抢权夺印等，均称为“打仗”。从前羌族家庭或村寨发生

此类事件后，往往请巫师祓除禳解，巫师以历史上羌汉之间一场战争经调

解而停止、双方讲信修睦的故事演唱作法，以消除家庭不和、防止村寨邻

居不睦，此为羌族巫师下坛经之一。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起兵和退兵二节。 

1. 起兵 

从前羌人未做官，羌地皆归汉官管。  
汉官勒索摊派重，逼得羌人来造反。  
尽管羌人未做官，然而羌地有头人。  
松潘羌地一头人，名叫“日遮比亚立”，  
集合当地众羌人，厉兵秣马把难发，  
号召众人齐鼓劲，打倒汉官享太平。  
打仗必须带干粮，每人九斤不可少。  
随身携带九斤蒜，作战行军做菜吃。  
听说汉官胆小鬼，摆出武器吓唬他。  
弓长五排箭五丈，草鞋须要五卡长。  
这些东西准备好，到时自然有用场。  
经过一番准备后，日遮立即把令下：  
松潘发难往南打，直抵成都方罢休！  
兵马首先打平房 ②，一鼓作气无阻挡。  
平房一过是茂州 ③，茂州汉官来阻截，  
打了三天又三夜，汉军败绩到纵渠 ④。  
打罢石鼓打文镇，文镇守军来拦击 ⑤。  

 
①  此唱经于  1984 年  11 月中旬在汶川县绵池乡沟头寨羌族释比王治国家中调

查获得，由该县文化馆馆长汪有伦（羌族）担任翻译，特此说明致谢。  
②  平房，地名，为古松茂大道上一羌寨。  
③  茂州，地名，为古代川西北羌地军事政治重镇，即今茂县县城。  
④  纵渠，地名，为古羌寨，在今茂县城南  7.5 千米处。  
⑤  石鼓，地名，为古羌寨，即今茂县城南石鼓乡；文镇，地名，为古羌寨，即

今茂县南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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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战斗三日夜，汉军不敌抵威州 ①。  
威州本是一重镇，驻军统领叫天寿。  
天寿统军来迎战，鏖战良久汉军败。  
威州以南七盘沟 ②，当地官员名比亚 ③，  
忙率地丁来相阻，阻止不住到板桥 ④。  
板桥官员是于优，拦住去路不放行，  
打了一仗冲过去。板桥以南绵池镇 ⑤，  
木格天寿 ⑥来迎战，战斗又是三日夜，  
羌兵到达大叶坪 ⑦。当地官员名蒙甲，  
交锋不久就败阵，兵马来到兴文坪 ⑧。  
官员曹甲畏羌兵，仓促应战力不支，  
羌兵胜利到印秀 ⑨。印秀官员名扎塞，  
无力阻止让开路。兵马进到娘子岭  11 ，  
岭上有座大道庙，道士长老未阻拦。  
羌兵迅速抵龙溪  12 ，连下茶关和白沙  13 ，  
马不停蹄抵灌县，汉地官兵皆震惊，  
联合起来抗羌兵，羌兵被阻坚城下。  

2. 退兵 

双方兵马屯灌县，势均力敌成拉锯，  
不久人困马又乏，一时胜负难分晓。  

 
①  威州，地名，为古代川西北羌地重镇之一，即今汶川县县城。  
②  七盘沟，地名，古羌寨，在今汶川县城南  5 千米处。  
③  当地官员名比亚，传说中所说成都至松茂古大道上重要羌寨的所谓官员，都

不是汉官，而是汉官任命的当地头人，如后来的地保、乡约之类。以下各羌

寨的所谓官员，均属此性质。  
④  板桥，地名，古羌寨，在今汶川县七盘沟以南。  
⑤  绵池镇，地名，为古代川西北羌地重镇之一，即今汶川县绵地乡。  
⑥  木格天寿，人名，传说为绵池镇驻军首领。  
⑦  大叶坪，地名，古羌寨，在今汶川县绵池乡南。  
⑧  兴文坪，地名，古羌寨，在今汶川县大叶坪以南。  
⑨  印秀，即映秀湾，地名，古羌寨，今为汶川县南部重要工矿市镇。  

 11  娘子岭，地名，古羌寨，为古汶川县接近灌县的一处重要关隘。  

 12  龙溪，地名，古羌寨，今属灌县龙溪乡。  

 13  茶关，地名，古羌寨，今属灌县；白沙、地名、古羌寨，今属灌县。  



第一章  宗教人类学研究         015 
 

 

于是请人来调解，双方议和息纷争。  
谁知汉官很狡猾，和谈原是缓兵计。  
一俟援兵到灌县，汉军官兵就翻脸，  
军官下令往上打，驱赶羌兵回松潘。  
日遮见势很不利，率领羌兵赶快撤，  
一气撤退到茶关，马不停蹄不解鞍。  
所幸沿途关隘地，防守松弛少戒备。  
一见羌兵威凛凛，以为得胜而凯旋，  
或逃或让不追击，甚至酒食来劳军。  
日遮兵马过茂州，守城汉军颇吃惊，  
待到羌兵皆北去，汉军出城来追击。  
日遮兵马回松潘，伤亡数目并不大。  
当地羌众来迎接，杀牛宰羊庆凯旋。  
正当劳军庆凯旋，谁知战云绕松潘。  
首先茂州军压境，接着又有各路兵，  
声称奉命来剿办，要与日遮决雌雄。  
日遮随即发号令，召集松地诸羌人，  
同心协力御汉军，不容羌地遭侵犯。  
汉军冒失入羌地，不服水土人地生，  
几个回合皆败绩，主动派人来和议。  
日遮质问使者道：议和是假还是真，  
为何前议不真诚？过去羌汉动干戈，  
为争边界夺地盘，今后大家息纷争，  
同化干戈为作数？使者回答日遮说：  
前次羌兵屯灌城，无可奈何才用兵，  
此次和议是真诚，议和一成便撤军！  
最后和议实现了，双方心平气和说玉帛，  
互相往来还互帮，互通有无做买卖，  
红白喜事有问聘，酒席筵前有祝贺，  
桥梁道路共修建，大道畅通人称便！  
 

本文原载于《宗教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金绥之（1927—？），男，本名钱安靖，原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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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神话与民间信仰 ① 
——兼序《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信仰习俗之研究》 

袁  珂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有幸到茂汶羌族自治县去住过一段时期，

那是因为“备战”，集体搬迁去的。当时主要的任务还是关起门来搞“斗

批改”，对外界的接触较少。但偶然也在市街或乡村马路上见了些头缠白

布帕、身着羊皮背心的羌族同胞。他们大都身体健壮，红光满面，从县

城外的大山走下来，又返回大山去。这使我对这个中国仅存下来的几个

最古老民族之一的羌族，感到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觉得有些神秘。  
我是研究神话的，论理该对羌族神话略有研究。但我的神话研究最

初仅仅局限在汉民族这个范围以内，就是汉民族，也仅限于古籍中去搜

寻材料，再加以整理、考察、探讨，田间作业则很少涉及。至于少数民

族神话这方面呢，虽然渐渐知道它是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学海无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加上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折腾，

所以迄至于今，也还没有能够对它做出稍微深入的重点研究。  
1985 年初由于撰写《中国神话史》，我才把有关少数民族神话的材

料大体上搜集起来，做了些粗略的考察，用鸟瞰式的方法写成“少数民

族的神话”上、下两章，作为一种概述，放在《神话史》中介绍给读者。

羌族的重要神话《羌戈大战》和《木姐珠与斗安珠》在这本书里自然也

是提到的，但也仅仅是介绍了故事的梗概，却未进一步对它做细致的分

析研究。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神话研究和民俗研究——尤其是有关少数民

族这方面的，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论文如林，著作竟出，不少是

很有分量的，而且大都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使人感到它的实力雄厚，

 
①  此文为袁珂为王康、李鉴踪、汪青玉等著《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信仰习

俗之研究》所作序言，该书 1992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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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可观。王康、李鉴踪、汪青玉三位同志合著的《神秘的白石崇拜—

—羌族信仰习俗研究》这部专著，便是近年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和民俗

研究方面有分量的著作之一。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它的信仰和习俗的由来，自然是要牵连到远

古时候的该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它的神话和传说的。这部书的特色，

就是把历史、神话、宗教、民俗熔为一炉，而又提纲挈领，有层次、有

计划安排地将它叙写出来，史论相间，夹叙夹议，严谨中有活泼生动，

让人读了，能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它的精神面貌有大致清晰的了解。

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说到提纲挈领，作为本书书名的“神秘的白石崇拜”，就是一个提纲挈

领式的标题。它本是泛论羌族诸神章中的一个小节，却拿来作为本书的名

称，不仅求其新颖注目，而且也旨在彰示作者对所撰著的全书内容的透辟

的认识。盖羌族的一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基于这种古老的灵物崇拜

——白石崇拜观念而来，而白石崇拜，又正是最具特征的羌族的独有的崇

拜。理解到这一点，就会对处在不同地区、经过数千年流传演变、情况极

为复杂的羌族民俗，有了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所以我说作者善于提纲挈领。 
该书对羌族的巫师——端公有专章叙述，对端公产生的历史背景、

端公的社会职能、端公与萨满的异同等，都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体

令人信服。只是在“历史背景”小节中，所论似乎还略嫌肤泛，还可以

做如下的补充。  
我以为假如“禹兴于西羌”（《史书·六国表》）、“（禹）家于西羌，

地日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这类传说是有某些根据而不是

无稽妄谈的话，那么传说的禹，就该是羌族中第一个酋长兼巫师。何以

知其然呢？杨雄《法言·重黎》：“巫步多禹。”李轨注：“禹治水土，涉

山川，病足，故行跋也⋯⋯而俗巫多效禹步。”“俗巫”为什么要“多效

禹步”？李轨注中没有说明。其实“禹步”就是“巫步”，“俗巫”所“效”，

正是他们的祖师爷的禹作法时的那种步调。道教经典《洞神八帝元变

经·禹步致灵第四》干脆说：“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

步，以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究其起源，乃是“昔大禹治水⋯⋯

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

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往，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日禹步。”撇开

神话故事的荒怪不论，禹步乃是作为巫师的禹所制作的作法时的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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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说得明白晓畅的，比李轨注中将禹步的形成归之于禹“病足方

而为”。“俗巫所效”这样无逻辑联系的模糊言辞，自然要高明得多。  
道教法师将他所行法的创始者归之于古代的禹不是没有缘由的。我在

《中国民族神话词典》中收录了“羌族巫师与张道陵”这么一个词条，略云： 
古昔羌族巫师与张道陵乃师兄弟，同拜师学道。羌族巫师习武，有法

绳，能咒语 ;张道陵习文，通经书，画符箓。二人学成，同路返家。至一

火塘旁，并坐烤火。张语巫师云：“师弟，以汝法绳予我观之”。巫师不疑，

随手付与。谁知张起心不善，投火塘中焚之。巫师急从火塘中攫法绳出，

此绳已断为六节。故今羌族巫师所用法绳为六根，两端俱有火烧之痕迹。 
原见《四川民族》1987 年第 3 期羌族罗世泽所搜集整理的同名的神

话故事。据此，可知在民间传说中道教和古代巫教的渊源。张道陵在蜀

中所创道教，盖和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出同源。《华阳国志》所称的“鬼

道”，大约就是古代羌族的巫教，是张道陵在蜀土创教时互相排斥而又互

相融会吸收的。所么后来羌族巫师——端公所行的法事中，也吸收了不

少道教的成分。其实他们——端公和道士——的共同祖师，都该是神话

传说中的治水的大禹。这一点似乎可翻作为本书端公章“历史背景”的

小小补充。当然这也只是探讨，并非定论。  
使我深感兴趣的是带着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羌族所奉祀的众多的

神。在“诸神举要”一节中，作者所举的竟达  48 位，不但叙写了诸神

的来历、职司、祭祀方法等，还叙写了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因而使此

节的分量特大，成为本书的中坚部分。从所举诸神中，还有什么太上老

君、观音菩萨、鲁班、文昌帝君、东岳大帝等看来，羌族显然是受了汉

民族和外来其他民族的影响，并融会进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终成为自

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者叙此，是深有剖析的，如所举“太上老君找

所附的‘铁匠神’”，即是一例。至于叙写到羌族原始诸神所传的神话，

则大都色彩斑斓、委婉曲折、详尽无遗，显系从实地调查采访而来，非

简单抄录可比，实在可资研究者作为研究的材料。  
神话传说关系到历史的追忆和宗教的兴起，于史诗《羌戈大战》见

之。史诗《羌戈大战》说，羌人受“魔兵”追击，自北南迁，木姐于云

间抛白石化雪山三座阻魔兵，羌人始脱险，方立村寨，又被戈基人侵扰，

神人以白石授羌人，以雪团授戈基人，令交战。戈基人大败逃遁，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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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得重建家园。这自然是神话传说，不是历史，然而它都是历史的追忆，

是历史的影子，在没有文字、处于文化发展低阶段的民族中，只能凭借

由巫师传唱、赋予神秘色彩的诗歌来缅怀他们的往昔。史诗中一再描写

的白石，于今也成了羌族民间作为灵物崇拜的对象（虽然白石崇拜的根

源并非仅史诗所述的一端）。这些足见历史、宗教和神话传说关系的密切，

书中亦有足够的篇幅将它们详细地写出来。  
羌族各种习俗的形成也关系到神话传说。在禁忌章中所举“逢戊不

动土”和新娘出门后不许回头看即其显著的二例。“逢戊不动土”的口传

根据是：天神阿爸木比塔造人时，置所造小木人于地坑，盖上石板，第

一个戊日揭开石板，小木人开始眨眼，第二个戊日揭开石板，小木人摆

头甩手，第三个戊日地坑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动声，揭开石板，小木人从

地坑跑出，迎风长成大人，漫山遍野跑去，大地始有人种。因戊日是人

类成活的日子，故忌在此日动土，动土就会伤人。至于新娘出门后不许

回头看的口传根据则是：人间少年斗安珠经过和天神阿爸木比塔做种种

艰苦斗争后，终于达到和天女木吉卓结婚的目的。临下凡，天神赐新婚

夫妇草木粮食种子和各种飞禽走兽，特叮嘱他们出了天门，千万不能回

头看，木吉卓忽生思亲念头，出天门偶回头一看，各种飞禽走兽都惊散

逃入山林成了野物，只剩下牛、猪、狗、鸡等 8 种动物跟在后面，成了
家畜。故至今新娘出门，父母一定要预先叮嘱她不要回看，就是防止破

败天赐财物的意思。二例虽然也略涉迷信，其实从神话传说的源头看，

倒是相当美丽动人的。凡此种种，作者在禁忌章中，述之甚详。  
以上分析说明，《神秘的白石崇拜》一书是一部系统地研究羌族信仰习

俗的较好的专著。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开展对羌族信仰习俗的研

究，是一项很有意义而又异常艰巨的工作。近六十年来，国内外的不少学

者，虽然都曾涉足于此，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取得系统的成果。时至

今日，国内外除了一些散见于报刊、书籍上的单篇撰述外，尚无系统梳理

和研究羌族信仰习俗的专门著作。”因而本书便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首创

之作。凡是首创，总难期其尽善尽美，但是这种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做奉

献的精神却是可贵的。为学譬如积薪，奠上基石，还期后来能够居上。 

 
袁珂（1916—2001），男，四川新都人，本名袁圣时，笔名袁珂、丙

生、高标、袁展。作家、神话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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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神话选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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