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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习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风俗之一，是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生死观

念，反映该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态度。彝族人有一

种有生必有死的生死自然观，认为死是一种不可抗

拒的自然规律。彝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消

亡，所以对死很坦然，认为死是永恒的。彝族尔比

说：“树腐朽而死，石风蚀而死。皇帝老爷也会死，

贫民百姓也会死。老人也要死，青年也会死。”①彝

族对老人的死亡更视为正常现象，进行丧事喜办，

尔比曰：“老菜黄叶，该落时就落，竹笋的外壳，该脱

时就脱。老人该去世就去世，青年人该玩时就玩。”

这种生死观在支格阿鲁文化里有所反映。流传于

云南、四川、贵州的支格阿鲁文化中均没有阿鲁寻

找长生不老药或长生法等现象的描述。支格阿鲁

毫不畏惧死亡，他视死如归，把死看成是人类生存

的一种自然现象。

据专家研究，在古代彝族丧葬文化中，有土葬、

石棺葬、悬棺葬等形式。近现代彝族则以火葬为

主，四川等彝语北部方言除了麻风病和婴儿夭折的

才土葬，其余均进行火葬。贵州和云南彝族地区也

有土葬形式。但是，在支格阿鲁文化里有水葬、土

葬习俗的反映，而没有火葬的形式。这与近现代彝

族丧葬习俗有较大的差异，这是不是反映了远古彝

族先民没有火葬的现象呢？

一 土葬习俗的反映
在支格阿鲁文化中有古代彝族土葬习俗的反

映，特别是贵州地区流传的支格阿鲁文化里有反映

土（坟墓）葬习俗的内容。如：
一个初冬的夜晚，/隆王农苦诺，/带领九万九千兵，/进

攻奎部城。/要是阿奇的身子，/不被美酒困住，/要是阿奇的

心窍，/不被美女迷住，/城池就不会陷落。//九天九夜的

血，/九天九夜的火，/洗涤了奎部城，/拼命的搏斗，/残酷的

厮杀，/空前绝后的决战，/一场谁都没有取胜的战斗，/敌我

全遭毁灭，/入侵者全被消灭，/守城者全部战死。/城堡变成

坟墓，/埋葬了入侵者，/掩埋了守城人，/战场没有留下活

口，/惨不忍睹的场面，/无法向后人诉说。

——《支嘎阿鲁王》②

这里“”坟墓“埋葬”“掩埋”等词语就是丧葬习

俗中土葬习俗的反映，说明了当时存在着这种土葬

习俗。

二 水葬习俗的反映
四川和云南流传的支格阿鲁文化中则是一种

水葬习俗的反映。如四川地区流传的神话故事《支

呷阿鲁》写阿鲁母亲跳河自尽，葬于水里（未见打捞

出来安葬）：“他们找到河边，只见蒲嫫列伊常披的

那件毡衫，半截飘在水里，半截落在岸边，经常包头

用的那条长头帕，半截在水中流，半截绕在石头

边。看见这些物件，支呷阿鲁全明白了：阿嫫是投

河自尽了，要他找头发治病，不过是借口而已。他

悲痛万分，悔恨当时不该离开，离开也不应归回得

太晚。”③

四川地区英雄史诗《支格阿鲁》里也是阿鲁母

亲葬于河里：
支格阿鲁啊，/来到家里面，/屋左转三圈，/寻母未找

到，/屋左母玩处，/玩处黑漆漆；/屋下转三圈，/寻母寻到

吗？/寻母寻不到，/屋下妈坐处，/坐处尘土扬；/屋前转三

圈，/寻母能见吗？/寻母不见母，/屋前妈走处，/走处空荡

荡；/屋右转三圈，/河水哗哗响，/十片白叶树，/树叶浮水

面，/阿鲁定睛看，/有妈妈影子。

神话故事《支呷阿鲁》说的是英雄支呷阿鲁的

飞马斯木渡滇翅羽被其妻剪去三层而使他在骑马

飞在滇朴海上空时，坠海身亡，葬于海中：“支呷阿

鲁没有看出阿妞的异样表情，还以为是婊妹的柔情

绵意，夫妻的恩爱情长，于是，仍旧骑上木飞马，腾

上海面，横渡大海，向尔尼阿各的住处飞去。哪知

刚飞到大海上浪涛汹涌波翻水卷的地方，木飞马突

彝族支格阿鲁文化中的丧葬习俗及哭唱辞述略
杨忠秀1，彭迎春2

（1.西昌学院 彝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2.凉山州民族中学，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从古到今彝族有一种比较科学的有生必有死的生死自然观。反映在支格阿鲁文化里的丧葬习俗有着水葬习俗

和土葬习俗反映，而没有火葬的形式。这与近现代彝族丧葬习俗有较大的差异。支格阿鲁文化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彝族哭唱追

悼言辞。

【关键词】支格阿鲁文化；水葬习俗；土葬习俗；哭唱辞

【中图分类号】I207.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17-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1卷第3期

2009年9月

Vol.21，NO.3

Sep.，200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

然飞不走了，两边的翅膀挡不住风浪的卷刮，搧动

不起来了，慢慢倾斜，一头坠入大海的波涛之中。”

英雄史诗《支格阿鲁》里的英雄支格阿鲁也葬

于海里：
支格阿鲁啊，/飞到海中央，/神马都点呀，/用力晃三

下，/用力叫三声，/支格阿鲁啊，/无法控制马，/马掉深海

里，/阿鲁这样亡。/史书又翻页，/阿鲁的历史，/代代有人

传。 ——《支格阿鲁》④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英雄史诗《阿鲁举热》也有

英雄阿鲁举热葬身于大海的内容：
太平安康的日子/阿鲁举热想念阿妈/一天阿鲁举热开

始起程/他骑上矫健的飞马/飞腾在大海之上/谁知飞马被剪

去了三层翅膀/飞到海中上空/人马一起落进海里/海水淹齐

了阿鲁举热的脖子/凶猛的海浪/把阿鲁举热吞没了/凶猛的

海浪/把飞马吞没了。 ——《阿鲁举热》⑤

四川和云南地区的这些关于支格阿鲁的文献

不约而同的写着支格阿鲁葬身大海的事情，特别是

四川地区文献还写到英雄支格阿鲁母亲蒲嫫妮伊

也是投河自尽，而且，没有提到打捞安葬的事，因

此，这应当是一种水葬习俗的曲折反映。奇怪的是

这些文献根本没有出现反映火葬、天葬等丧葬习

俗，这是不是说明当时实行的是一种水葬习俗？

现代四川或云南部分地区的彝族实行的火葬

习俗，贵州、广西和云南部分彝族实行土葬习俗。

据有关专家论证，彝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土葬、石

馆葬、悬棺葬等习俗，后来发展为火葬，而从未提到

过曾经有水葬的说法。但是，反映远古彝族生活历

史的有关支格阿鲁文献则反映了水葬这种丧葬习

俗，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在支格阿鲁文化中除反映了水葬文化和土葬

文化外，还反映了化为它物，或上天去了的神话式

的丧葬文化。比如：流传于贵州地区英雄史诗《支

嘎阿鲁王》里说英雄支嘎阿鲁父母生下他后，父亲

恒扎祝化为一只雄鹰飞向天空；母亲啻阿媚化为一

棵马桑树。这部英雄史诗写道阿鲁的情人鲁斯阿

颖死后化为一座山：
忠情的鲁斯阿颖，/眼看父亲下毒手，/胸中万念抛九

霄，/毅然吞下神鞭绳，/为了保住南方的土地，/双手折断神

鞭棍，/让支嘎阿鲁，/得到他的人民。/吞下了神鞭，/明知活

不成，/鲁斯阿颖哟，/为阿鲁殉情。/鲁斯阿颖倒下了，/勇吞

神鞭的身躯，/变成了一座大山，/它的名字哟，/叫米雅洛恒

山。 ——《支嘎阿鲁王》

这部史诗还叙述和描写了英雄支嘎阿鲁不死

而是上天去的情况：
阿鲁上天去了，/他的事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天

上最亮的星，/他就是支嘎阿鲁，/他用深邃的眼睛，/盯着他

的子孙。/要他的子孙昌盛繁荣，/要他的子孙自强不息。/

不能忘记历史，/不能辱没祖宗！ ——《支嘎阿鲁王》

三 悼念及哭唱辞
在支格阿鲁文化中没有反映像近现代彝族的

这种隆重的杀牲畜，迎接亲友的送葬仪式，而是以

大量的追悼言词来缅怀死者公德，安慰死者亡灵。

支格阿鲁文化中也反映一些彝族传统宗教形

式的悼念活动。如：在一次阿鲁外出的一段时间

里，隆王农苦诺带领九万九千兵进攻奎部城，阿鲁

的守城将士与敌人同归于尽后，阿鲁对死难的勇士

举行隆重的悼祭活动：
城池和财产，/勇士和人民，/都与敌人同归于尽。/支嘎

阿鲁哟，/请来了恒布⑥，/悼祭了勇士英魂。

——《支嘎阿鲁王》

这里，阿鲁请来了年高德劭的毕摩——恒布，

请来了专门从事跳舞唱歌的人——恳初，掌握并传

播彝族历史文化的人——摩史，以彝族宗教仪式参

与的形式来悼祭战死的勇士们。这反映了一种古

代彝族传统宗教式的悼念活动。

在彝族丧葬文化习俗中，哭唱丧辞是十分丰富

而富有特色的。支格阿鲁文化里也有突出的反映，

特别是在四川地区的文献《支格阿鲁》里用长长的

诗行叙述和描写彝族哭唱丧辞。

（1）英雄支格阿鲁母亲去世时，阿鲁哭母亲的

哭唱词：
高山下雪啊，/高山的积雪，/积雪白皑皑，/只见雪积

时，/不见雪化时。/妈妈呀妈妈，/人美如天仙，/就像太阳

啊，/光芒金灿灿，/光芒耀四方。/妈妈啊妈妈，/站在山尖

上，/月亮一样亮，/站在草原上，/光辉照山沟。/妈妈啊妈

妈，/弯弯头帕呀，/妈妈戴着美，/如竹林野雉，/摆弄着颈

儿，/就在竹林边。/银白披毡啊，/妈妈穿着美，/如山林布

谷，/飞过田野里，/展翅摇尾美。/长裙短裙呢，/妈妈穿着

美，/如山岗索玛，/花开映山红。//妈妈啊妈妈，/你的美丽

啊，/如清清山泉，/它也想母亲，/没有母亲影，/再美也枉

然，/黯然往下流。/妈妈啊妈妈，/你的口才啊，/犹如绿斑

鸠，/斑鸠也爱妈，/妈妈言语啊，/一句也没有，/再好也枉

然，/再好无人听。//支格阿鲁啊，/阿鲁想念妈，/翻滚打转

想，/死去活来想，/肝肠欲断想，/眼泪哗哗下。/想妈走山

梁，/山梁有尽头，/阿鲁想念妈，/却没有尽头。/天下母亲

多，/没有我母亲，/别人母亲美，/不如我母亲。//支格阿鲁

啊，/清晨想母亲，/早饭不想吃，/白牙三十颗，/一颗可以

嚼，/一颗不能嚼，/喉咙是九节，/一节可以咽，/一节咽不

下。/中午想母亲，/双手无力气，/披毡盖头坐。/下午想母

亲，/内心如火焚。/走路偏偏倒。/夜晚想念妈，/眼泪当枕

头。 ——（《支格阿鲁》）

这段哭唱辞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英雄支格

阿鲁对母亲去世的无比悲痛之情。用细腻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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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支格阿鲁热爱母亲，思念母亲的思想感情，把

一种悲壮动人的母子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这对

了解和研究古代彝族丧葬习俗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2）另一段是英雄支格阿鲁不幸和飞马一起落

海身亡后，世人十分悲痛而唱的哭辞。
坚强勇敢的，/深林的老虎，/意外的死去；/美丽漂亮

的，/命中注定死，/林中布谷鸟，/意外的死去。/神人仙人

呀，/有支格阿鲁，/意外地死去。/阿鲁这个人，/是他造山

沟，/是他造河流，/是他造平原，/是他造人间。/阿鲁的去

世，/天空红云知，/万里天空里，/天空降雷响。/村寨在哀

歌，/高山放牧的，/披毡盖头坐，/牛羊已失踪，/听到阿鲁

死，/亲的邻居来，/边接边送啊，/边送边走啊。/到了叉路

处，/有路是三条，/一条是黑路，/一条是黄路，/一条是白

路。/黑路是鬼路，/男人不会走，/女人不会走。/阿鲁认真

听，/是也不要走，/不是也不走。/黄路黄闪闪，/黄路鬼怪

路，/男人不会走，/女人不会走。/阿鲁认真听，/是也不要

走，/不是也不走。/白路这一条，/或许让你走，/白路很坚

固，/走也很安全，/不走也安全，/是条可走路，/男人可以

走，/女人可以走。/来到子子普武⑨，/子子普武啊，/有三个

青年，/一个黑青年，/一个黄青年，/一个白青年，/黑人用黑

牛，/宰杀一头呢，/担心让你吃，/不是可吃肉，/阿鲁认真

听，/喊也不要吃，/不喊也不吃；/黄人放黄牛，/黄人腰也

黄，/黄人用黄牛，/宰杀一头呢，/担心让你吃，/黄肉黄澄

澄，/黄肉鬼怪肉，/吃也很恶心，/不吃也恶心，/不是吃的

肉，/来到挨木畔古，/挨木畔古啊，/要分天地界，/要分白黑

者，/要分白黑布，/黑布你带走，/白布我们带，/灵魂后来

招，/你死跟祖走，/你死跟父走。/支格阿鲁啊，/清晨伴太

阳，/与日月光辉，/光辉照在地，/月出伴月亮，/与月挂山

边，/明亮照人间。/支格阿鲁啊，/多么希望你，/随云绕山

间，/白云飘飘来。 ——（《支格阿鲁》）

这段长长的哭唱辞不仅是人们为英雄支格阿

鲁去世而悲痛的悼念辞，也有活人为死者送魂时的

指路经内容，是古代彝族传统丧葬习俗特点的反

映，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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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 people have a natural birth-to-death concept. There are some funeral customs such as water
burial and inhumation in Zhi Ge A Lu folk stories，but there is not cremation.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Yi funeral
customs in modern times. Meanwhile，there are plenty of Yi’s crying librettos in Zhi Ge A L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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