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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羌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

族之一。他们自称“尔玛”、“日玛”或“尔麦”、“日麦

”，意为本地人。实际上，羌族古代分布很广，经历三次大

迁徙之后，一些支派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汉族前身“华夏

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分支则逐渐变成汉藏语系中藏

缅语族的各民族。从13世纪成吉思汗灭羌人建立的西夏国后

，中国北方基本上见不到羌人活动，仅在岷江上游即四川西

北部还比较集中地生存着一部分羌人，这部分人系战国及以

后时期从河洛一带迁去的羌人与当地原有民族融合而成。羌

族现主要分布在民江上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

、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和

绵阳市的北川县，人口有10多万。贵州省也有少部分明末清

初时从四川迁徙去的羌人，与当地苗、土家、侗、仡佬等少

数民族杂居。羌族大多数聚居高山或半山地带，少数分布于

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保留了较完整的古羌人风俗。因此，

现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研究羌族社会历史和中国原始宗

教的活标本。白石和以白石为载体的神灵羌族普遍崇拜白石

，既崇拜白石本身，也把白石作为天神、太阳神、农业神等

神灵的象征加以供奉与祭祀。在有些地区，房顶上的白石代

表天神，火塘旁的白石代表火神，林旁岗头或山顶上立的白

石代表山神，田地里立的白石代表青苗土地神。 羌人的白石

信仰，源于羌族历史上的神话传说。羌族史诗性神话《羌戈



大战》记述了羌人从甘青地区来到岷江上游戈基人的居地，

为了争夺土地的居留权与戈基人发生了一次大战役，战争中

受神点化用白石作为攻敌武器，最终战胜了戈基人，取而代

之成为岷江上游的主要居民。又说在这次战役中，羌人屡战

屡败，羌人始祖木姐珠投下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挡住了

戈基人的追击而得幸免。于是为了感谢始祖与神人相助，羌

人开始崇拜白石，白石也因此成为天神的象征。《木姐珠与

斗安珠》叙述羌人始祖木姐珠是天神的女儿，向往凡间的自

由与温暖，下到凡间与斗安珠结合繁衍了人类。木姐珠当时

是以雪龙堡山（即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小金、汶川、茂县

境内的雪龙堡山）为梯才下到人间的，因此羌人认为雪龙堡

山是神人上下之梯，为通天神山，至今羌人及嘉绒藏族都以

雪龙堡山为圣山。因白石与雪山颜色相似，把白石置于屋顶

筑小塔供奉，意在以石塔和白石作为雪山的象征，把雪山微

缩移植到每家每户享受人间香火，白石就成了山神的象征。

神话《热比娃取火》叙述热比娃到天庭火神蒙格瑟处取火种

，为了避免恶神从中破坏，蒙格瑟把火种藏在白石里让热比

娃带到人间，从此羌族便把白石当成火神进行崇拜。 其实，

白石是一种石英石，摩擦可以生火。至少在50年以前，羌人

还用白石相摩擦生火，直到现在有些羌民进深山或远行时仍

习惯性地带上白石与火镰。白石可以生火不为古羌人所理解

，故把它当作火神来崇拜。从近几年岷江上游发掘的戈基人

墓葬石棺葬里经常出土白石的情况看，有关白石的崇拜戈基

人时就有，也许羌人崇拜白石不过是赶走戈基人后保留了戈

基人的信仰罢了。 羌人白石崇拜及白石所代表的神灵主要有

以几类：天神：羌人宗教信仰中的最高神，又被羌人看作太



阳神或农业神。以白石为代表象受供于羌人家庭屋顶的勒夏

处（勒夏是羌语，指羌人房屋靠山一侧墙沿中央的小石塔，

前有小穴供焚柏枝，烧纸钱，背面砌有凿孔石片用来插还愿

的吉祥树枝或纸旗，塔顶供奉白石），或供在村寨的神树林

里。虔诚的羌人，每天都要到屋顶塔子上燃柏枝，节日更不

间断，尤其是农历正月初三清早，全家人都要到屋顶敬白石

，新年、播种和秋收时，均要举行安神仪式，到房顶塔子前

杀鸡、挂纸，祈求天神的保佑和感谢天神赐予丰收。山神：

羌族信仰中最主要的神灵之一。各寨都有自己的山神，神位

设在村外岗头或山顶的神树林里，以白石为承祭对象。祭祀

山神是羌族村寨一年中最隆重的集体活动，一般称为祭山会

、山神会或祭天会等，由每户的男子参加（居丧或有产妇之

家除外）。12岁以上的男孩第一次参加，要带烟、刀头、馍

馍等祭品敬神。在祭山会上，羌族释比为这些男孩举行成丁

礼，为他们系上羊毛线，额头上点陈猪油。羌人祭山是祈求

山神和天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森林茂盛、地方太平

。祭山与农业生产有关，各地时间不太一致，一般南部羌族

在农历八月初一，北部羌族在农历十月初一近几年基本上统

一为农历十月初一。以前祭山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即春祈（祈

求许愿）秋祭（酬神还愿）两次，现在合为一次。寨盘业主

和寨神：羌族各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寨盘业主和寨神，也以白

石为象征（近几年因受汉族影响偶有泥塑木雕的寨神像），

一般都是古时候村寨中能干的人，或最早开创寨业的人。火

神：羌人家里都有三个石头支脚的铁架。支石或铁三脚架中

正对屋角神位的那块支石或支脚是火神神位。火神也是羌人

崇拜的主神，掌管一家的香火不断，绵延长存，火神每天往



返三次传递人间天庭信息（类似汉族的灶王爷）。或杀羊、

点乡祭祀。羊神：以泥石砌成圆锥塔形，中间镶一白石作为

神位，每年正月初五用香、酒祭之。也有把羊头挂在大门上

或房顶正中的情况。角神与家神角神与家神主要代表祖先崇

拜和鬼魂信仰。角神：羌族家神的泛称，不单指哪位神，包

括家庭主神、人类祖先神、家庭祖先神、男女保护神等。设

在羌族房屋人居住层（羌房一般三层，下层养畜，中层住人

，上层堆谷作仓房）的屋角，因神龛设在屋角故称为角神（

不同于汉族神位设在住房的迎门墙壁正中）。角神的正位是

主神，烧香三根，蜡一对。在人居房的门口或进门墙壁、柱

上设有门神，四周墙壁或柱子上有男保护神和女保护神、男

女主人神、六畜神或特殊行业的保护神（如羌族巫师释比的

猴头神等），火塘的三个支脚分别代表火神、男祖先神、女

祖先神。羌族传统的角神及家神位置排次为：屋角之神最尊

，对着角神的火神也为尊，离角神越近者越尊，越远者地位

越低。树神、猎神、牛王神树神：是羌人早期宗教中最主要

的神，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农耕畜牧的扩大，树林的

减少，树神逐渐退居次位。但现在各地仍有树神崇拜的现象

或遗迹，每个村寨几乎都还保留有神树林或神树，每年一度

的祭山活动都要在神树前举行。猎神：又称“叉叉神”，以

树叉为象征，是羌族猎人的保护神。每当捕到大的野物，都

要给他点香、放炮、挂红，甚至敬献雄鸡、刀头等，感谢其

赐予，祈求其保佑。牛王神：家畜的保护神，主要职责是保

护耕牛和其他家畜迅速繁衍，不生病痛，不染瘟疫。大禹、

龙王、太上老君等汉族民间信仰神大禹：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羌族人把大禹视为始祖加以崇拜，修有大禹庙，以前羌人



遇旱都要到大禹庙求雨。龙王：羌族信仰中的主要神灵，管

理江河湖海及安排降雨。羌族地区凡遇天旱，都要到龙池向

龙王求雨。太上老君：道教的最高神，羌人吸收并普遍祭祀

崇拜，许多羌区修有老君庙。文昌帝君：汉族道教神，主宰

世人的功名利禄，传入羌区。石敢当：汉族民间保护神，具

有驱魔神力，能除灾招福。传道羌区，一般立在路口，据说

是为了避免该路口出以外，如牛抵架等事故。 观音菩萨：汉

地佛教传入羌区影响广泛的一个神灵，被普遍信奉。除这些

具有保护意义和责任的众善神外，羌人头脑里还时刻提防着

某些恶神的作祟。最主要的恶神是毒药鬼----羌族民间传说中

的妖怪，人们平时很忌讳谈到它。为了避免被毒药鬼所害，

羌人用祭祀的方法来贿赂它，或请释比做法事驱赶。另外可

能作恶的鬼神还有一些凶死人（非正常死亡）的鬼魂、田角

怪藤神、地角怪林神等。供神位、祭神灵、请释比羌族宗教

信仰一般通过供神位、祭神灵等形式来表现，分为以家庭为

单位的私祭和以村寨为单位的公祭两种。私祭是最普遍、最

常见的方式，具体又可分为平时在家庭内部供奉神灵牌位和

定期或遇年节时给神灵牌位上香、蜡、钱纸、杀生插旗两种

形式。前一种每家自行完成，后一种由家长或请释比执行，

一般是家庭遇到了麻烦需要特殊仪式才能化解的情况下，才

请释比执行家庭私祭，这时释比要带上做法事的法器举行一

套特殊的仪式。以村寨为单位的公祭一般一年举行两次，即

上半年播种前祈神许愿和下半年庄稼收获后报神还原。现基

本上合二为一，一年只举行一次，称为祭山会。届时释比率

领全寨人向神敬献猪、羊、鸡等祭品，祈求和感谢神灵保佑

全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幼康宁、六畜兴旺。无论公祭



、私祭释比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释比是羌族宗教信仰得以体

现的关键人物，可通天、神之意，同时又是羌族古老文化的

传承者，在羌族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释比职位必须通过

师承学习而来，要求懂经典、悉法事。释比作法事时要唱经

跳舞步，释比所跳舞步据说是禹步。释比唱经现在所知有10

多部，按所做法事性质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坛经。上坛

经为神事，中坛经为人事，下坛经为鬼事。一般在庄稼收获

后举行谢天还大愿等法事时，演唱上坛经；打太平保护解秽

、镇邪、招财进宝等法事时唱中坛经；举行赶鬼驱鬼、招魂

超度等法事时唱下坛经。羌族释比做法事必须借助于法器。

通过法器的演示与鬼神发生联系。法器被视为圣物，无故不

得乱动，更忌讳他人触摸，释比用时也要事先洗手，烧香蜡

纸钱请示告罪。释比的主要法器有猴头神、猴头帽、法印、

羊皮鼓、符板、响盘、法铃、独角、法刀、神杖等。其中猴

头神、猴头帽、法印等重要法器大多是师徒相传使用，不得

轻易自制法器。释比的法事活动主要有占卜测算、礼仪司祭

（包括成年冠礼、婚嫁、丧葬、许愿、还愿祈雨等）、驱邪

送鬼（踩铧头、耍火链、踩红锅、打油火等）、招魂迎财（

招地财、牛财、招魂等）。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羌族宗教信

仰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中青年信仰

者逐渐减少，释比多为60岁以上的人，他们正在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以前神秘的宗教仪式正渐变为羌民习俗，这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百考试题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