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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两个藏族社区为例

李茂林 许建初

煨桑作为藏族文化习俗 ,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云南藏区在煨桑材料的选

择上存在一定的多样性 ,煨桑仪式差异明显 ,并不断演化。藏民对煨桑材料的选用 ,以其功用为原

则 ,同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煨桑植物的采集还遵循了生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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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藏族主要聚居在青藏高原 - 横断山区的高寒草原和峡谷地区。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 ,藏文化经过历史上的多次文化调适 ,形成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

化体系。①作为藏族中的一种宗教习俗 ,“煨桑”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煨桑”又称“烟祭”,俗称“烧烟烟”。“煨”是小火燃烧的意思 ,“桑”是“祭礼烟火”的意思。

藏传佛教意义上的“煨桑”,是指藏民和僧侣在神山白塔龙潭等圣域、庭院居室、寺院庙宇、用于

修行的圣地神湖等可供奉神佛的场所 ,在诵经的同时 ,通过在特殊的焚烧炉内熏烧特定种类的

植物体、植物制品、某些食品药品和矿物 (矿物并非普遍使用) ,以产生浓烟 ,来供拜天地诸神的

宗教仪轨。②

藏传佛教仪轨中所使用的植物被称为煨桑植物 ,所使用的用品被称为煨桑材料。藏传佛

教对煨桑植物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 ,藏区地域广阔 ,各地区之间在自然环境、植物区

系组合、植物种属构成和同物种的产量品性上均存在差异 ,因此实际使用的煨桑植物 ,在种类

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性。

位于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藏族的主要聚居地。该州有藏族约 11. 2 万人 ,占全

州总人口的 33. 84 % ,主要分布在德钦县、香格里拉县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塔城镇、巴迪乡

等地。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以香格里拉县小中甸镇支特社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

其宗中社为例 ,介绍云南藏族家庭的煨桑习俗 ,初步探讨该习俗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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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初稿完成后 ,曾得到杨永平研究员和刘广福博士的修改建议 ,特此致谢。

参见郭家骥 :《生态环境及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该定义是笔者根据多方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观察所下的一个较宽泛的释义 ,还有待订正。



的相互关系。

一、两社概况与选点依据

(一)两社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文化概况 ①

香格里拉县小中甸镇的支特社四面环山 ,中间为宽阔平坦的草坝子 ,海拔 3200 - 3440 米 ,

总面积约 2 万亩 ,其中田地约 300 亩 ,人工草场 120 亩 ,天然草场约 80 亩 ,其余全为云南松 -

高山栎针阔混交林林地 ,自然资源丰富。全社共有 25 户 ,135 口人 ,均为藏民 ,信仰藏传佛教 ,

以半农半牧为生 ,农作物为青稞、洋芋、蔓菁和油菜 ,牲畜为牦牛、犏牛、猪等 ,各户采售松茸等

食用菌类的年平均收入占到家庭年平均总收入的 50 %。全社的主要副业是加工酥油。

维西县塔城镇的其宗中社位于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丽江二州四县的交界点 ,海拔 1900

- 2300 米 ,总面积约 2 千亩 ,其中田地约 350 亩 ,灌丛草地约 170 亩 ,其余全为常阔落阔混交

林林地和灌木林林地。全社共有 34 户 ,不足 210 人 ,90 %为藏民 ,其余为汉族、纳西族、白族

等。全社 90 %的人口信仰藏传佛教 ,汉化现象明显。绝大多数人口以农业为生 ,农作物为各

种谷类、豆类、向日葵等 ,同时还圈养牛、猪、鸭、鸡等 ,此外还有各种副业 ,经济条件较好。

(二)选点依据

香格里拉县的支特社和维西县的其宗中社分别代表了云南藏族的两种主要生计方式 ,支

特社代表了高寒草原半农半牧的生计方式 ,其宗中社则代表了峡谷地区的农耕生计方式。两

社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差别明显 ,有利于比较研究。两社群众接受正式教育的程度有较大的

差异 ,支特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初中毕业者不到人口的 10 % ;其宗中社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普及率较高 ,社里上高中的学生也比较多 ,甚至还出了大学生。

基于以上原因 ,从 2006 年 8 月起 ,笔者多次深入这两个社 ,对两社的煨桑习俗状况进行了

田野调查。采用的方法有资料收集、半结构式访谈、关键人物访谈、集体座谈、参与性观察、口

传习俗的内容分析及证据标本的采集。调查时采访的关键人物都是当地对本民族社会和文化

有相当程度了解的人 ,如社长、活佛、老人、僧侣等。参与性观察则主要是了解各户煨桑仪式的

细节。在支特社 ,共访问村民 29 人 ,对 13 户进行了入户调查 ;在其宗中社 ,共访问村民 40 人 ,

对 17 户进行了入户调查。进行入户调查的所有户均是随机选取的。本文便是依据数次调查

的资料撰写而成。

二、煨桑植物及其选用原则

(一)煨桑植物调查

本次田野调查共采集部分证据标本 (主要是下文中的“粗料”植物) 计 48 号 ,其中支特社

31 号 ,其宗中社 17 号。标本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鉴定 ,按照《中国植物志》和

2005 年国际植物命名索引 ( The 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2005)命名。

在整理证据标本相关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笔者将两社历史上所有用到的、同时又为百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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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无官方正式的村社资源与经济状况统计资料 ,故本节中的统计数据均是由社中重要人物商议估定的 ,可能会与

实际有所出入。



知晓的煨桑植物的数据 ,整理成两社各自的煨桑植物名录 (分别见表 1 和表 2) 。名录中除基

本信息外 ,还包括各种煨桑植物的重要程度、用量级别等信息。
表 1 　支特社煨桑植物名录 ①

中文名 科名属名 当地名 使用部位与制作方式

大丽花 (品种 Ⅰ) 3 3 3 3 菊科大丽花属 Bo. Nan. Mie. Du 花朵 ,干制

大丽花 (品种 Ⅱ) 3 3 3 3 菊科大丽花属 Gong. Gong. Mie. Du 花朵 ,干制

大丽花 (品种 Ⅲ) 3 3 3 3 菊科大丽花属 Bian. Dong. Mie. Du 花朵 ,干制

灰苞蒿 3 3 菊科蒿属 Ken. Ba ( Ken. Na) 地上部 ,干制

猪毛蒿 3 3 菊科蒿属 Kê. Na 地上部 ,干制

伞房尼泊尔

香青 (变种) 3 3 3 3
菊科香青属 Beng. Bei 花、枝、叶、根均用 ,干制

尼泊尔香青

(原变种) 3 3 3 3
菊科香青属 Zang. Ba. Mie. Du

花、枝叶、根干制全用 ,少数家庭

仅用花枝上端 2 - 3cm 的部分)

银叶火绒草 3 3 菊科火绒草属 Nia. Ge. Mo 花朵 ,干制

缘毛紫莞 3 3 菊科紫菀属 Biuang. Hua. Mo 花枝 ,干制

毛叶甘菊 (变种) / / 菊科菊属 Ken. Ba. Mie. Du 花、枝、叶均用 ,干制

栎叶亚菊 3 3 3 3 菊科亚菊属 Can. Ba. Si. Bo 花、枝、叶、根均可用 ,干制

中甸刺玫 3 3 3 蔷薇科蔷薇属 Xia. Ler. Mie. Du 花朵 ,干制

黄泡/ / 蔷薇科悬钩子属 Jiao . Xu. Mu 枝叶

锥腺樱桃 3 3 3 3 蔷薇科樱属 Xu. Mu. Mie. Du 花、叶 ,干制

高山松 3 3 3 3 松科松属
Tang. La ( Tang. Shen)

(Shen. L uo)
枝叶

丽江云杉 (原变种) 3 3 3 松科云杉属 Lao. Sa 枝叶

油麦吊云杉 3 3 3 3 / / 松科云杉属 Dang. La 枝叶、木材

宝兴茶藨子 (原变种) 3 3 茶藨子科茶藨子属 Hiang. Shen 枝叶、果实

冰川茶藨子 3 茶藨子科茶藨子属 Niang. Xu 枝叶

海仙报春 3 3 报春花科报春花属 De. Li. Mie. Du 花枝 ,干制

茴香灯台报春 3 3 报春花科报春花属 Duo. Mu. Mie. Du 花枝 ,干制

高山柏 3 3 3 3 柏科圆柏属 Shao. Wá 叶 ,干制

白桦 3 / / 桦木科桦木属 Drwa 枝叶 ,叶较多用

四蕊槭 (原变种) 3 3 槭树科槭属 La. Ba (Lao . Ba) 枝叶 ,木材

云南丁香 (原变型) 3 3 3 木犀科丁香属 Nà. Zhang 花朵 ,干制

陇塞忍冬 3 忍冬科忍冬属 Gui. Xu 枝叶、果

美叶青兰 3 3 3 3 唇形科青兰属 Beng. Bei 茎、枝叶、花 ,晾干揉碎

尖果马先蒿 3 3 3 玄参科马先蒿属 L u. Ra. Mie. Du 花枝 ,干制

细萼沙参 3 桔梗科沙参属 Zhei. Ba. Mie. Du 花枝 ,干制

毛叶米饭花 (原变种) 3 杜鹃花科米饭花属 Pu. Shen 枝叶

椭圆叶花锚 (原变种) 3 3 龙胆科花锚属 Hang. Ah. Mie. Du 花枝 ,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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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中“3 3 3 3 ”表示是最重要的煨桑植物 ,几乎天天用 ,用量最大 ;“3 3 3 ”表示是很重要、“很高级”的煨桑植物 ,

但因生长量小或难以采到 ,因而有则用 ,无则不用 ,但用了更好 ,故用量一般不是很大 ;“3 3 ”表示在前两类匮缺时 ,可用作

它们的替代品 ,但一般不用 ;“3 ”表示其枝叶或仅是叶可供“烧百香”用 ;“/ / ”表示该种煨桑植物曾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人

们所使用 ,但因现在生长越来越多或其他原因 ,已不用或极少用。



表 2 　其宗中社煨桑植物名录 ①

中文名 科名属名 当地名 使用部位与制作方式

毛莲蒿 3 3 3 3 菊科蒿属 Ken. Geii 花枝 ,干制

粗茎蒿 3 3 3 3 菊科蒿属 Ken. Na 干花枝 ,或全株

中甸艾 3 3 3 3 菊科蒿属 Ken. Shi 全株 ,干制

孔雀草 3 3 3 3 菊科万寿菊属 Dong. Nai. Mie. Du Ⅰ 花朵 ,干制

万寿菊 3 3 3 3 菊科万寿菊属 Dong. Nai. Mie. Du Ⅱ 花朵 ,干制

川滇高山栎 3 3 3 3 壳斗科栎属 Shu. Cai 干净的枝叶

匙叶栎 3 3 壳斗科栎属 Shi. Gai 枝叶

高山栲 3 3 壳斗科栲属 Shu. Gai 枝叶

侧柏 3 3 3 3 柏科侧柏属 Suo . L uó(Shuo . L uo) 枝叶

高山柏 3 3 3 3 柏科圆柏属 Shuo. Wa 一般采其根部 ,代替藏香烧用

干香柏 3 3 3 柏科柏木属 Shuo . Duí 枝叶

云南松 (原变种) 3 3 3 3 松科松属 Tang. L uo ( Tang. Peng) 枝叶

华山松 3 3 松科松属 Sei. Tu 枝叶

云南红豆杉 3 3 3 红豆杉科红豆杉属 枝叶

云南榧树 3 3 3 红豆杉科榧树属 枝叶

清香木 3 3 3 3 漆树科黄连木属
Ye. L u (Lá) (Suang. Le)

( Sang. L u) ( Le. L u)
新鲜枝叶

白背叶楤木 * 五加科楤木属 Gè. Gé 树皮等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由于自然环境和植物区系不同 ,两社藏族所用煨桑植物在种类上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 ;随着历史发展和植物资源量的消长 ,所用煨桑植物的种类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

煨桑植物的采集时间、使用部位、加工制作方式以及这些植物在煨桑仪式中的使用方式 ,都体

现出各种植物不同的文化涵义 ,也反映出两社煨桑宗教文化习俗的诸多不同之处。

(二)煨桑植物的选用原则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有四位关键人物向笔者谈到煨桑植物的选用原则。洛嘎 ·仁波切活

佛 ②的说法是 :无毒、无异味、非怪模怪样、有佛缘、符合特定药效配给 ; 李德有老师 ③的说法

是 :味芳香、燃后有香味、可提高空气质量、常青 ; 贡球次程大师 ④的说法是 :有芳香味、有种子、

外观漂亮、无毒 ;公处登争 ·却杰吉才活佛 ⑤的说法是 :无毒、不过分与地域出产情况相违拗、

燃烧时散发香味。这四种说法有相交叉的部分 ,四者的并集可以反映出云南藏族选用煨桑植

物的一般性原则和标准。

维克尔勒 ( Weckerle)等人在介绍四川省木里县水洛乡藏族的植物知识时 ,曾谈及他们选

用煨桑植物的三个标准 :其一是植物燃烧时产生的气味应芳香宜人 ;其二是燃用植物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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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表中“3 ”的数量 ,意义同表 1 ;“* ”表示其本身是藏香的一种重要原料 ,但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洛嘎·仁波切活佛出生于塔城镇其宗中社 ,笔者于 2006 年 8 月 25 日在香格里拉县建塘镇拜访了他。

李德有老师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工程师 ,笔者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到高山植物园做考察时拜访了他。

贡球次程大师是在其宗一带修行的有名的藏传佛教高僧 ,曾在金沙江沿线建立了无数白塔。笔者于 2006 年 9 月 9

日在其宗村其春大桥旁的僧舍拜访了他。

公处登争·却杰吉才活佛出生并成长于塔城镇其宗中社 ,笔者于 2006 年 9 月 15 日在其宗中社活佛家中拜访了他。



桑烟越白越好 ;其三是植物生长的海拔越高越好 ,因为越高就越接近于神灵。①

比照上述访谈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宗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 ,在融入、改造或替代地方固有

文化的同时 ,往往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地域性变异。这种变异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非常重要

的 ,因为它使得宗教文化得以更好地适应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观点还可从

其他研究者有关云南宗教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佐证。②

三、支特社的煨桑习俗

支特社和其宗中社的煨桑习俗是笔者田野调查的重点部分。经多方考察 ,笔者获得大量

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经整理归纳后 ,可大致看出两社的煨桑习俗。在本文中 ,笔者将分煨桑材

料、煨桑过程和煨桑活动三部分逐项予以介绍。

(一)煨桑材料

从大的方面来说 ,支特社的煨桑材料可分为精料 (Sang. Zai) 、“净水”(Sang. Chou)和粗料

(Sang. J ie)三部分。

1. 精料。精料是指将纯净的或经清洗晾晒而干燥洁净的各种原料 ,经精细加工 ,按照一定

的规则搭配而成的混合料。精料经宗教仪式“开光”后 ,即成为神物 ,供奉于神、佛。精料所用

原料多为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食用之物。③

精料的配料 ④包括 :炒青稞面、“三白”(牛奶、奶渣、酥油) 、“三甜”(红糖、白糖、蜂蜜) 、“五

谷”(大麦、苞谷、青稞、藏红花或土红花、小麦) 、清茶水、青稞酒 (亦可用红葡萄酒或啤酒代之) 、

芝麻 (少数家庭用) 、多种花的干制花枝叶的混合物、芒果、苹果等。⑤按传统 ,精料的配料有 12

种 ,而西藏则往往达 100 多种。⑥配料均是素食。⑦

在采集植物、准备配料以及制作的过程中 ,还隐含着如下几个细节 :

(1)各种花以开放为好 ,以采摘花枝顶端包括花朵在内总长 2 - 3cm 的部分为好 ;花的采

集 ,需在下霜之前完成 ,下霜之后很难采到 ,即使采到也不再合用。

(2)所用花卉 ,多由老人上山采集 ,故家中有老人的家庭 ,精料中所掺合的花卉也多。

(3)当地人说 ,以前他们在制作精料时也不含花、枝、叶等 ,后来一些老年人教会大家使用

花卉。因此 ,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更懂得、也更多地使用煨桑花卉。还有不少家庭从他处引进

一些名贵花卉 ,用于煨桑供奉 ,布设经堂等。

(4)一般来说 ,精料中花卉与其他配料各占 50 % ,老人们认为花越多越好。

(5)调查中发现 ,支特社可以使用的花卉的种数和生长量都不算小 ,但现在全社在精料中

掺用的花卉已呈下降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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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C. S. Weckerle , F. K. Huber , Y. P. Yang and W. B. Sun : Plant knowledge of t he Shuhi in t he Hengduan

Mountains , sout hwest China , Economic Botany ,vol . 60 , No . 1 , 2006。

参见杨学政 :《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云南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⑦ 根据 2006 年 9 月 15 日公处登争·却杰吉才活佛的访谈记录。

“配料”是相对于“原料”而言的 ,是精料经过精细加工后 ,即将用于搭配的各种成分。

以上这些与其他地区的煨桑材料有部分吻合之处。参见贾伟、李臣玲 :《安多藏区的二郎神信仰》,《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

根据 2006 年 8 月 27 日迪庆州藏医院青主大夫 (藏族 ,藏医)的访谈资料。



2.“净水”。所谓“净水”,实际上就是水、奶或青稞酒 ,或是几种液体的混合物 ,装在特制

的玻璃瓶中待用。

3.粗料。煨桑所用的粗料 ,种类不定 ,可选的范围较广 ,只要是干净的植物体便可因地制

宜 ,就地取材 ,灵活选用。整个藏区可用的粗料植物共有 40 - 50 种 ,各地可根据自己地域的情

况加以选用。①其中 ,侧柏为煨桑首选 ,因为 :第一 ,其味道特别芳香 ;第二 ,其鳞叶小枝扁平侧

出 ,形类佛手合十 ,颇具佛缘。②无柏树的地方 ,可用松子松树等五种植物 , ③均用其枝叶。④找不

到柏树和松树的地方 ,可用高山栎枝叶 ;灌丛草原可用烈香杜鹃叶 ;西藏草原无柏、无松、无栎、

无杜鹃 ,用白蒿。⑤

支特社所用的煨桑植物为复合型 ,包括 : (1)柏类 :高山柏的干制枝叶 ,也有用其根材者 ,甚

至有人从远处购来其干根材 ,以备日常使用 ; (2)松类 :高山松、丽江云杉 (原变种)的新鲜枝叶 ;

(3)其他灌木类 :锥线樱桃的干制花和叶 ,云南丁香的干制花朵 ; (4) 草本类 :大丽花的干制花

朵 ,尼泊尔香青 (原变种) 、伞房尼泊尔香青 (变种) 的干制全株 ,美叶青兰的干制地上部 ; (5) 蒿

类 :灰苞蒿、猪毛蒿的干制地上部 ,但较少用。平均日使用量为 2 - 3 斤。支特社有“烧百香”的

习俗 , ⑥其时 ,以能采来百种植物的枝叶放在一起煨桑为最好。

粗料多是每日上山采集 ,家中允许有 2 - 3 日的积存备用 ,至于去神山时 ,则是即采即用。

平时 ,以将三种大丽菊 (Bo . Nan. Mie. Du、Gong. Gong. Mie. Du 和 Bian. Dong. Mie. Du) 的花

朵一起掺入精料煨桑敬神 ,最为虔信 ,其原因有三 :第一 ,这三种花都有圣洁之意 ;第二 ,平时这

三种花均干制 ,以作药用 ;第三 ,据说神山最喜欢这三种花 (源自传统信仰) 。

(二)煨桑过程

煨桑前 ,要先净手 ,然后将精料装满一个特制的布口袋 ,将“净水”装满一个特制的玻璃

瓶。布口袋的系口绳与玻璃瓶的瓶颈系绳要拴在一起 ,构成不可分离的一套煨桑材料 ,并挂在

高处。⑦每次煨桑时 ,先引火 ,然后在煨桑炉 ( Sang. Tou) 中放入干净粗料 3 - 5 枝 ,燃烧过程中

还要往粗料上撒几勺精料 ,再向煨桑炉内和口外洒一些“净水”,为的是使煨桑材料和桑烟更

为圣洁 ,同时也是为了压小火势 ,多生浓烟。

(三)煨桑活动

家庭煨桑的时日及具体做法 : (1)每日早、晚 ,要在煨桑炉中各煨桑一次 ,早上的一次是在

拂晓 ,人们起床即来煨桑 ,晚上的一次是在傍晚 5 点。另外 ,早上还要到神山一次 ,每家每户各

去一人 ,9 点之前煨桑完毕。(2)藏历大年初一 ,全社集体到神山煨桑朝拜。(3) 农历元月十五

和藏历四月十五 ,是藏传佛教很重要的日子 ,要举行隆重的佛事典礼 ,这时也有特殊的煨桑礼

俗。(4)“烧百香”的日子定在每月初五和初十 ,或由活佛具体算出后决定。另外还有一种说

法 ,“百香”一年要烧 5 - 6 次 ,具体日子要在某几个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中选择 ,烧百香

15

云南藏族家庭的煨桑习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 2006 年 8 月 24 日李德有老师的访谈资料。

有 40 %的访谈对象谈到了这一点 ,持此观点者在香格里拉县更多。

包括 Ye. Lu、Shuo. Ba (Shuo. Zang) 、Da. Lí、Ah. Ga. La 和 Pu. Lu. Mu. Ga. Bu。

根据 2006 年 8 月 27 日青主大夫的访谈资料。

根据 2006 年 8 月 26 日云南香格里拉藏药集团有限公司迪庆晋美大夫 (藏族 ,藏医)的访谈资料。

“烧百香”即“煨一百次或一百多次桑”,是一种隆重的煨桑仪式 ,起初多为僧侣和寺院采用 ,但随后 ,虔诚信仰藏传

佛教的家庭也采用了“烧百香”的做法 ,故此处也将其归入家庭煨桑习俗。

两绳相系 ,其一是为了方便悬挂 ,其二是为了便于背负 ,只要搭在肩上即可出行 ,或到神山、寺庙或到拉萨去煨桑供

奉和朝拜。



时 ,每次都要用约 50 公斤的精料。(5)家中有人出远门时 ,要煨桑一次。

四、其宗中社的煨桑习俗

(一)煨桑材料

其宗中社的煨桑材料 ,从大的方面来说 ,其构成与支特社相同 ,也包括精料、“净水”和粗料

(Sang. L u)三部分。

1. 精料。其宗中社所用精料与支特社同。配料包括炒青稞面、“五籽”、①“五宝”、②糯米谷

花和土红花的干制花朵等。材料都要选用优质洁净者 ,量也要足。但也有一种说法 ,认为对精

料的成分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要选取日常食用之物即可。③

制作过程与支特社基本相同。当配料备齐掺好之后 ,还要设香案 ,将全部或部分混合料供

起 ,待请来活佛或喇嘛吟诵经文将其“净化”(得以“开光”) 后 ,才成为真正的精料 ,然后即可妥

善收藏起来 ,以备数月甚至全年煨桑之用。若用饵块粑粑代替“五籽”时 ,需要切成小块 ,晾干 ,

储藏于阴凉干燥处。

在选料和制料过程中 ,还有如下一些细节 :

(1)“撒谷花”:这是制备精料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习俗 ,即当全部或部分配料混好之后 ,要在

里面再撒入一些糯米制的爆米花。这些爆米花具有特别的含义 ,主要是用于对龙王的祭拜。

(2)部分家庭还谈到 ,若无“谷花”时 ,也可用干净的大米代替。

(3)配备“五籽”时 ,所选的五谷中绝不可用高粱 ,因为高粱只在僧侣进行超度仪式时才烧

用 ;部分家庭也从来不用荞麦、大豆和包谷来制备精料。

(4) 精料中还可掺入白糖、茶叶、酥油、奶渣 ,如果手头有这些材料的话。

(5)还有的家庭 ,到神山上煨桑时 ,选用稻谷 (未脱皮) 、大米、青稞籽、炒青稞面、小麦、孔雀

草或万寿菊 ,作为精料的配料。

(6)少数家庭用糯米粉替代“谷花”;还有很少数的家庭在精料中只用大米 ,其他的全不用。

2.“净水”。要用拂晓时分汲取或接取的干净、新鲜的清水 ,或是用浸泡有孔雀草或万寿

菊的清水 ,将其装在干净的瓶子中 ,置于干净的地方备用。选用清水 ,是取“清纯”之意。如果

有牛奶的话 ,还可在清水中掺入牛奶。逢年过节时 ,还可用葡萄酒。现在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

展变迁 ,煨桑仪式也发生一些变化 ,有些家庭已开始用纯净水做“净水”。

3. 粗料。其宗中社所用粗料也呈复合型 ,其中包括 : (1) 柏类 :侧柏 (俗称“香柏树”) 、干香

柏的 (干或湿)根材和枝叶 ,也有人从远处购来其干根材备用 ; (2) 松类 :云南松 (原变种) 的枝

叶 ; (3)栎类 :川滇高山栎 (用无刺者)的枝叶 ; (4)其他灌木类 :清香木的枝叶 ; (5)蒿类 :“白蒿”、

“蒿枝”的干制全株。

其宗中社还有人以“五粮”④作为煨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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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五籽”是指稻谷、小麦、青稞、豌豆、大麦五种作物的种子 ,其中有少部分人家是以包谷代大麦。无此五谷时 ,也可

用干净的饵块粑粑代替。

“五宝”是指金、银、珊瑚、绿松石或翠玉、珍珠五种宝物的细粉。普通百姓用不起这些贵重物品 ,故常以具备特殊色

泽和性质的植物代之 ,作为粗料在煨桑炉中烧用。

根据 2006 年 9 月 15 日公处登争·却杰吉才活佛的访谈记录。

“五粮”是指小麦、青稞、大麦、稻谷、豌豆五种作物的全株。



其宗中社几种重要煨桑植物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涵义 : (1)侧柏 (俗称“香柏树”)的含义同

香格里拉县。(2)毛莲蒿 (俗称“白蒿”)代银 ,叶厚质柔 ,枝叶及茎呈淡绿色 ,通体为银白色短绒

毛 ,干株呈苍白色。百姓采其新鲜干净的植株 ,于阴凉通风的高处悬挂 ,待其脱水或半脱水后 ,

做粗料随同云南松 (原变种) 、清香木等烧用 ,以代替精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料白银 (细末

态) 。该配料象征阴性 ,是专用于供奉月亮或月神的。(3) 川滇高山栎代金、玉 ,叶革质 ,较厚 ,

上面翠绿色 ,被蜡质层 ,有光泽 ,下面是鲜黄或土黄色的微颗粒 ,粗糙 ,有毛毡样手感。百姓采

其干净完好的枝叶 ,定期定时烧用 ,以代替精料“五宝”中的金和翠玉 (均为细末态) 。该材料还

可一物二用 ,叶上面翠绿的部分可代翠玉 ,叶下面鲜黄的部分可代金 ,为百姓所普遍喜用 ,在藏

传佛教传统祭供仪式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煨桑过程

其宗中社的煨桑过程与支特社基本相同 ,差别主要体现在 : (1) 云南松 (原变种) 可有两种

用途 :因其松针整齐且长 ,常被用来打扫煨桑炉和白塔桑炉 ;又因其松针较密 ,在煨桑时还可用

来蘸取“净水”,洒在煨桑炉口外。(2) 有些家庭煨桑 ,每天早上是用清水和牛奶的混合物 ,其

他时候则是用清水 ; ①敬龙王时 ,则必须用清水 ; ②在特定日期 ,还要用葡萄酒作“净水”;在调

查中发现 ,有占 1/ 3 的家庭使用浸泡有孔雀草或万寿菊 (代表纯洁) 干、鲜花朵的清水作“净

水”。(3)高山柏的三种用途 :某些家庭用其干根材代替粗料和精料烧用 ,这些干根材需插在家

中特设香案的小香炉上燃用 ;其干根材还可代替藏香、檀香和卫生香使用 ;采集其枝叶用于煨

桑的做法在其宗地区也有 ,但很少见 ,故与支特有别。

(三)煨桑活动

对于煨桑的时间 ,其宗中社村民有多种选择 :在家中煨桑 ,一般是每天早 (早饭前) 、晚 (晚

饭前)各一次 ,或仅是每天早晨净面后一次。还有人是在每月初一、初十和十五三天的早、晚各

一次。另有少数人仅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的早、晚各一次。早上煨桑 ,是祈求事事顺利 ;晚

上煨桑 ,是祈求家道昌盛。③ 到神山、白塔煨桑 ,则是在每月初一、十五各一次 ,或是每月初一、

初十、十五各一次 ,也有人是在每月初十、十五各一次。

老年人每天都要煨桑。每月十五 ,全社的老人还要聚在一起煨桑诵经 ,由各家轮流布设集

会会堂并负责接待 ,活动主要包括展示唐卡、“点灯”、煨桑、诵经等。

过年期间 ,从除夕一直到正月十五 ,家中每天早、晚都要煨桑。大年三十 ,家中、神山和白

塔均要煨桑 ;大年初一 ,全家人还要星夜抬经幡到神山 (西向) 、白塔煨桑 ,在神山上悬挂起红色

经幡 ;大年初六 ,全社集体到石门关神山 (南向) 煨桑 ,在神山上悬挂起黄色经幡 ;大年初八 ,全

社集体到水头龙宫煨桑 ;大年初十 ,全社人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到达摩祖师洞神山 (北向)煨桑 ,

在神山上悬挂起蓝色经幡 ,另一部分人到莲花生大师法地神山 (东向)的铜菩萨庙煨桑 ,在神山

上悬挂起白色经幡。过年时 ,还要请喇嘛到家中做法事 ,此时家中要煨大桑 ,其中在室内做两

次 ,在院中做两次。④

农历四月初一 (达摩圆寂日) 、八月十五和冬至这三天 ,百姓所用的“净水”为葡萄酒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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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 2006 年 9 月 14 日达摩祖师洞来远寺僧人工祝弥盖师傅的访谈记录。工祝弥盖师傅也是塔城镇其宗中社人。

根据公处登争·却杰吉才活佛之父、其宗村医生李德明大夫 2006 年 9 月 14 日的访谈记录。

根据王卫亚活佛 2006 年 9 月 15 日的访谈记录。王卫亚活佛也出生于塔城镇其宗中社。

根据 2006 年 9 月 15 日王卫亚活佛的访谈记录。



用量同清水“净水”。此习俗始于乾隆年间 ,其时达摩祖师洞的来远寺刚刚建成 ,该寺规定 ,在

重要日子要用红葡萄酒供奉佛祖和众神 ,由此带动四方僧众遍求此物并虔诚地用于祭礼之中 ,

随后 ,百姓也逐渐开始使用这种非常贵重的供品。①由此可见 ,大的寺庙对佛教习俗的传播往

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所在区域民俗的形成和变革也能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②每年

农历六月 ,全社各家要备好自家的“五粮”,一起到神山 (西向) 煨桑。用此“五粮”煨桑 ,是祈求

保佑全社五谷丰登 ,保佑人们丰衣足食。僧人家庭 ,每月还要用云南松 (原变种)煨大桑一次。

平时家中有人外出时 ,全家人都要到神山煨桑祈顺。遇到好的日子时 ,也要到神山煨桑。

家中出事时 ,则要延请喇嘛到家中办理佛事 ,此时需按喇嘛的嘱咐采集某些特定种类的花卉烧

用。去龙潭祭拜时 ,精料中还加入牛奶 ,这是为了祈求保佑夫妻恩爱。③遇到天灾、虫荒时 ,全

社还要延请高僧过来 ,到神山念经、煨桑 ,这时要煨 108 次。

五、综合分析和初步结论

通过对两社煨桑植物和煨桑习俗的比较 ,可以从自然、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如下分析 :

(一)藏族宗教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起源于藏族原始部落生产生活的煨桑习俗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④煨桑植物的多

样性反映了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多样性和物种的特有性 ,加工方法的复杂性则体现了各地

区藏族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和煨桑仪式在藏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各种煨桑植物的使用方

式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涵义 ,是藏族宗教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化调适的产物 ,其结果导致

了藏族宗教文化的不同形式。

(二)藏族传统煨桑宗教文化的变迁

根据著名藏族史诗《萨格尔王传》中的记载和恰白 ·次旦平措先生在《论藏族的焚香祭祀

习俗》中对藏族煨桑材料的介绍 ,结合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其一 ,藏区各地在煨桑材

料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 ,不同地区的煨桑仪式也因寄托宗教愿望的各种物化中介的

不同而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二 ,随着历史的发展 ,各地的煨桑材料在不断变化 ,煨桑仪式在不断

演化。煨桑植物在早期多为单科单种 , ⑤现在则包括菊科、松科和柏科这三个科的多种植物 ,

每个科均有 2 - 11 种。

调查发现 : (1)两社都有用葡萄酒代替传统的青稞酒用于煨桑的做法 ; (2)其宗中社有以燃

用藏香和卫生香代替传统煨桑材料的做法 ,而在个别家庭中 ,燃用藏香和卫生香煨桑的做法又

被燃用高山柏干根材的做法所替代 ; (3)其宗中社的煨桑炉形貌多样 ,还有的家庭以灶膛代之 ;

(4)现在的年轻人对煨桑习俗的了解已越来越少。我们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多少可以窥见传统

煨桑仪式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回应以及煨桑材料的总体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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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6 年 9 月 14 日达摩祖师洞来远寺僧人工祝弥盖师傅的访谈记录。

参见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1 -

194 页。

摘自 2006 年 9 月 15 日王卫亚活佛的访谈记录。

参见土登尼玛、周望潮 :《释“世界公桑”》,《格萨尔研究》1986 年第 2 期。

噶尔梅认为早期主要是杜松和野蒿两种。参见[英 ] 桑木旦·G·噶尔梅著、向红笳译 :《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

耿昇主编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1 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8 - 116 页。



总之 ,藏族传统的煨桑仪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的变迁。笔者认为 ,每次较大的变迁都是由

诸多微小的变化日积月累而成的。

(三)宗教文化伦理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云南藏族所选用的煨桑植物具有以下特征 :无毒、芳香无异味、外观美而不怪、有佛缘、符

合特定药效配给、常青、多有种子以及本土出产。结合上文讨论结果 ,我们发现 ,藏民选用煨桑

材料的过程 ,或者说云南藏族煨桑习俗发生地方嬗变的过程 ,都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均以功用

上的原则性为基调 ,在材料的选用上突出了灵活性 ,突出了与生活的联系。煨桑材料与生活的

密切关系 ,还从由精料中基本上全是与藏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和用品这一事实中得以体现。

青主大夫说 :“我们吃饭时 ,需要盐等调味品。同样 ,我们供奉给神灵的食物 ,也需要有多种成

分合理配给 ,让神灵享用起来比较可口。”

上述几点结论和本研究所有的调查结果则都揭示了宗教文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四)生态问题

煨桑植物的采集构成了对林地、草地等天然植被的高频干扰。关于该行为对生态环境所

产生的影响 ,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

第一 ,采集行为是家庭自主性行为 ,看似随意 ,但实际上人们在采集煨桑植物时多遵从诸

多约定俗成的规则 ,例如采摘松枝时不摘尖 ,仅取每棵树的冗余枝条。①在林业学上 ,林木经常

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整裁剪 ,因此适时适量的人为干扰可有利于树木的抚育更新和林中各物种

(尤其是林下植物物种)的发育繁殖。采集粗料不仅不会对森林造成什么破坏 ,相反还会有诸

多好处。

第二 ,藏民为避免高频干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做法 ,如不盲目过多采

集。在每家每户分片拥有和管理集体的林场时 ,这种做法可避免对自然资源施加过大的压力。

第三 ,传统的煨桑仪式现已越来越简化 ,以至于每个月只在特定的两三天煨桑熏烟 ,煨桑

植物的采集量也因此自然减少 ,这就使得树木能够更好地更新繁育。这种做法对当地生物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有利的。

第四 ,当前藏民用藏香、檀香和卫生香等替代天然植物煨桑的做法 ,可在较大程度上避免

对山林的影响 ,使山林得以较好地维持其自然状态 ,这也是保护森林的一种可行做法。

〔责任编辑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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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06 年 9 月 15 日公处登争·却杰吉才活佛的访谈记录。



of sedentary living for t he herdsmen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in line wit h t he desire

of most Tibetan herdsmen. Economic , cultural and p sychological element s jointly influenced

t he decision of sedentary living for t he Tibetan herdsmen. The government s at various levels

should take comprehensive policy to p romote the Tibetan herdsmen’s sedentary living and

t he const ruction of new pastoral areas.

Keywords : pastoral area ; Tibetan herdsmen ; sedentary living of herdsmen ;

const ruction of new pastoral areas.

Ritual Changes and the Role of Woman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Kuqzaqzaq Rites among the Hani People in the Village of Jingkou

Ma Chongwei and Pan Chunmei (38)⋯⋯⋯⋯⋯⋯⋯⋯⋯⋯⋯⋯⋯⋯⋯⋯⋯⋯⋯

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three years’observation of t he Kuqzaqzaq rites among t he

Hani people in t he village of J ingkou , t he paper describes it s basic content s and changes.

The Kuqzaqzaq rites , also known as the Festival of t he Sixt h Mont h , are held to p ray for

blessings and ward off the evils. It st resses that a meaningf ul life must be related wit h t he

system of t he sacred order . But the changes in daily life , particularly in the social role of

woman , have changed the rites in terms of it s content s and meaning. The paper holds t hat

distinction between t he sacred and t he secular or between t he social genders is t he outcome of

cult ural const ructing. The instit utional cult ure guides people’s social behaviors , but at t he

same time provides room for people’s active creation.

Keywords : J ingkou , t he village of ; Hani , nationality of ; kuqzaqzaq rites ; role of

woman.

The Tibetan Households’Custom of Weisang in Yunnan Province : With Two

Tibetan Communities in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the Cases

Li Maolin and Xu Jianchu (46)⋯⋯⋯⋯⋯⋯⋯⋯⋯⋯⋯⋯⋯⋯⋯⋯⋯⋯⋯⋯⋯⋯

Abstract : Weisang , or t he cult ural custom of burning offerings for smoke ,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 he Tibetans’daily life.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 t here is

a variety in selection of material for weisang. Similarly , t he weisang rites vary obviously in

different areas and changes wit h t he time.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 has much to do wit h t he

Tibetans’daily life , emp hasizing bot h t he f unction and the flexibility. Also , The ecological

p rinciple is observed in t he collecting plant s for weisang.

Keywords : Yunnan ; Tibetans ; weisang , or burning offerings for smoke ; Tibetan

Buddhism ; botany.

On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s Qu Ming’an (56)⋯⋯⋯⋯⋯⋯⋯⋯⋯

Abstract : From t he angle of symbolic ant hropology , t 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 he f 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s , including t hose of community , subject ,

multi2meaning , space/ time , and continua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munity means t hat

t 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symbols reflect t 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 sychology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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