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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以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为例

萨敏娜

摘要： 本文首先根据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的重要文献 《达斡

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介绍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时期收

录的达斡尔族供奉的十几种 （个） 神灵， 并对其进行了简单评析；
然后， 根据对当代活跃的达斡尔族大萨满的访谈， 介绍新近采集到

的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主要神灵类型及其复杂性； 进而以一场真实

的达斡尔族萨满仪式———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为例， 介绍了达

斡尔族的灵魂观、 神灵观和宇宙观， 以及更多生动的、 未曾在早期

文献中出现的神灵， 并据此把达斡尔族萨满神灵分为祖先神与助手

神两大类， 从而揭示了达斡尔族萨满教神灵体系的庞大与复杂。 总

之， 这既是对当代萨满访谈记录的印证和充实， 也是对达斡尔族神

灵体系和结构认识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 达斡尔族　 斡米南仪式　 萨满神灵　 祖先神　 助手神

作者简介： 萨敏娜，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助理研究

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化。

引　 　 言

达斡尔族， 中国 ５５ 个少数民族之一， 有语言， 没有文字， 其语言属于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达斡尔族总

人口为 １３１９９２ 人。 达斡尔族现在主要居住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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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海拉尔地区，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塔城地区。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达斡尔族聚

居最集中的地区， 政府所在地为尼尔基镇。
萨满教是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萨满教在达斡尔族民间的深厚根基从未真正中断。 虽然

公开的萨满仪式活动没有了， 但老百姓一直在悄悄地信奉他们的神灵， 萨满

信仰一直顽强地在达斡尔族民间流行。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 ３０ 年， 中国经

济蓬勃发展， 传统文化出现了全面恢复和重建态势， 达斡尔族中也出现了以

斯琴掛和沃菊芬为代表的新时代大萨满， 她们举行了大量公开仪式活动， 恢

复和传承着民族传统信仰文化。
研究任何一种文化， 都离不开对它的宗教的理解。 也就是说， 不理解

一个民族的宗教， 也就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 越是古老的

文化， 这个问题越突出。 要想了解达斡尔族， 就要了解其来自远古时代的

传统信仰文化萨满教， 而研究一种信仰文化最重要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搞

清楚其神灵观念问题。 正如吕大吉先生指出： “宗教是关于超人间、 超自

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 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 是综合

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 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种宗教定义

把宗教当成四种要素 （宗教观念、 宗教体验、 宗教行为、 宗教体制） 的综

合与统一。 它揭示了宗教的核心和本质内容是关于超人间、 超自然力量的

信仰 （ ‘神’ 观念）。” “人头脑中萌生的宗教观念 （主要是灵魂观念、 神

灵观念、 神性观念） 是一切宗教的逻辑出发点。”① 神灵观是一切宗教信仰

的内核， 也是萨满教信仰的内核， 是研究达斡尔族萨满文化的起点并贯穿全

部过程。

一　 文献所载达斡尔族供奉诸神概况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十二章 “宗教信仰” 记述了达斡尔族 “供
奉的诸神”：

（一） “腾格尔” （天）

２９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７９、 ８０、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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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霍列力·巴尔肯”①

（三） “霍卓尔·巴尔肯” （祖神）
（四） “博果勒·巴尔肯”
（五） “吉雅其·巴尔肯”
（六） “哈音”
（七） “敖雷·巴尔肯” （狐仙爷）
（八） “浩佟·巴尔肯” （又名： 花然·巴尔肯）
（九） “巫西·巴尔肯”
（十） “娘娘·巴尔肯” （又名： “喜格额倭査” 和 “乌其肯额倭

査”）
（十一） “斡 ·巴尔肯” （保胎神， 和汉族子孙娘娘相似）
（十二） “温沁巫西·娘娘”
（十三） “阿巴嘠尔歹”
（十四） “翁胡尔·巴尔肯” （又名 “瓜尔本·阿彦”， 即三个阿彦

的意思）
（十五） “苏木·巴尔肯”
（十六） 其他

１ 祭敖包

２ 祭白那查

３ 祭河神

４ 祭北斗星

５ 祭 “霍得·郭尔朗”
６ 祭 “谢如·达来勒”②

根据笔者的多次田野调查和面对面访谈， 笔者发现 《达斡尔族社会历

史调查》 中的记述与现实情况不尽相同。 首先， 达斡尔族供奉的神灵非常

多， 远远不止上述 １５ 种加 “其他” ６ 种祭某某； 其次， 该书没有全部列出

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重要神灵； 最后， 分类标准不够明晰， 神灵有重复罗列

３９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①
②

“巴尔肯” 即 “巴日肯”， “巴日肯” 更接近于达斡尔语发音。 ———笔者注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２４２ ～
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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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叉现象， 其中还有谬误。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收集的资料至今看来都极为珍贵， 是研究达斡

尔族及其信仰文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 但是， 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限

制， 特别是缺少活跃的萨满和活态萨满仪式， 关于神灵的记述还存在一些局

限性。 比如， 对神灵没有进行分类， 其实， “巫西·巴尔肯” （乌西·巴日肯

或曰乌西·娘娘）、 “娘娘·巴尔肯”、 “斡 ·巴尔肯” （奥米娘娘） 和 “温
沁巫西·娘娘” 都是娘娘神， 而 “祭北斗星” 在早期的达斡尔族信仰观念和

崇拜活动中实际上是供祭天神； 还有， “白那查” 和 “敖雷·巴尔肯” 都是山

神之一种， 而且敖雷·巴尔肯不限于 “狐仙爷”， 而是山神的总称或者一般称

谓； “阿巴嘠尔歹” （阿巴嘎拉岱） 是面具神， 斯琴掛萨满及其太爷爷拉萨满都

有这种面具神， 据说是其 “翁果日” 的总管和统领； 再比如， “哈音” 并不是单

独的神灵， 而是某些哈拉莫昆家族 “霍卓尔·巴尔肯” （祖神） 的偶像； 等等。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在这部分的最后总结中说： “据说在这些神中

腾格尔、 霍列力、 霍卓尔、 博果勒、 吉雅其、 哈音等巴尔肯是本族原有的，
敖雷·巴尔肯、 浩佟·巴尔肯、 娘娘·巴尔肯等是后来从外部传进来的。”①

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考察。 整个总结中神灵的分类并没有一个明确标准

和可靠依据， 因此， 本族原有的和后来从外部传进来的说法和定位可能还有

待商榷。 至于个别神灵的内涵介绍和功能定位可能还需要到民间信仰和萨满

仪式活动中寻找答案。

二　 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主要神灵类型

近十年来， 笔者对当代达斡尔族萨满斯琴掛及其弟子沃菊芬等人和她们

的仪式活动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和研究， 对于很多信仰观念和仪式活动包括

神灵问题进行了多次采访， 并通过对萨满仪式活动的神歌进行翻译整理， 对

于达斡尔族供奉神灵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展。 就有关神灵问题， 笔者对斯琴

掛、 沃菊芬萨满进行过多次采访， 专题采访主要集中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等时间段， 其他有关仪式活动的采访中

也涉及了有关神灵名称、 结构、 等级等问题。 在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领域，
神灵信仰观念问题非常复杂， 仅以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为例。

４９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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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琴掛萨满说， 除了普遍供奉天神外， 霍卓日·巴日肯、 娘娘·巴日

肯、 敖雷·巴日肯、 奴吉日·巴日肯这几位神灵， 达斡尔族基本上每家每户

都有， 家家户户都供奉。 在调查采访特别是参与式考察萨满仪式过程中， 笔

者发现达斡尔族的信仰观念与崇拜活动的确如此。① 除了斯琴掛萨满所说的

上述 ５ 种主要类型的神灵， 仪式活动中还出现一些达斡尔族供奉比较普遍的

重要的神灵， 比如， “怀玛日·巴日肯” 本来是敖拉哈拉拉里浅供奉的重要

神灵， 在斯琴掛萨满和沃菊芬萨满的历次斡米南仪式上也都进行了献牲和供

奉， 而且在第三天上午的单元活动中专门祭祀此神， 而有此神的哈拉莫昆人

家供奉祖先神的时候也必须要杀牛献祭该神。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笔者就参加了

由斯琴掛萨满和沃菊芬萨满共同主持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库如奇乡一

个敖拉哈拉拉里浅人家祭祀祖先神同时献牛供奉 “怀玛日·巴日肯” 仪式；
另外， 火神 “嘎里·巴日肯” 对于达斡尔族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在斡米

南仪式上有一个环节和单元即第二天晚上专门祭祀火神， 普通人家在腊月二

十三那天也都以不同方式祭祀火神， 祈求家庭兴旺； 等等。②

再比如， “娘娘·巴日肯”。 沃菊芬萨满说， “娘娘·巴日肯” 多半是供

“腾格日·娘娘”。 海拉尔达斡尔群体都是单独供， 莫力达瓦达斡尔即巴特

恩群体原来就说供 “腾格日·娘娘”， 一起供 ６ 位娘娘神， 就是 ６ 个 “苏
姆”， 包括 “西额·娘娘”、 “乌其肯·娘娘”、 “西额·博勒乌松”、 “乌其

肯·博勒乌松”、 “奥米·娘娘” 和 “东娘娘”。 她说 “腾格日·娘娘” 任

何时候都是 ６ 个 “苏姆”， 一般人家都有。 “乌西·娘娘” 的话就不一样，
有多有少， 各家不同， 因人而异。 “乌西” 就是家族里面立的。 “乌西·娘

娘” 和 “乌西·巴日肯” 最复杂， 都是把 “横 （死） 的” 立为 “乌西”，
而且家家不一样。 “乌西” 有各种各样的， 特别复杂。③

关于山神， 沃菊芬萨满说敖雷·巴日肯泛指山神， 又大概分为西额·敖

雷 （大山神） 和乌其肯·敖雷 （小山神）。 细分的话， 山神种类还有很多， 没

有山的地方叫库莫·巴日肯 （山坡之山神）， 另外还有海日斯·巴日肯 （草地

之山神）、 哈德·巴日肯 （山崖之山神）， 实际上都是敖雷·巴日肯； 西额·
敖雷又叫作胡比·敖雷·巴日肯 （胡比山神）； 还有多·巴日肯 （野外的神）、

５９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①
②
③

萨敏娜： 《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５ 期， 第 ６４ ～６８ 页。
萨敏娜： 《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 ２０１５。
来自对沃菊芬萨满的采访，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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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地·巴日肯 （外面的巴日肯， 因放在房屋外面西北角而得名）、 桑额勒·巴

日肯 （仓房的巴日肯， 因放在仓房而得名） 等， 叫法不同， 其实都是敖雷·
巴日肯。 而同样哈德·巴日肯， 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乡一带就有

拐勒·哈德·巴日肯 （拐勒山崖的山神）、 伊斯尔·哈德·巴日肯 （伊斯尔山

崖的山神）、 其昂·哈德·巴日肯 （其昂山崖的山神） 等山崖之山神。①

可见， 达斡尔族普遍信奉和崇拜的神灵非常多， 非常复杂。

三　 当代达斡尔族萨满仪式中的萨满神灵及其类型

本文以沃菊芬萨满的斡米南仪式为例， 考察当代达斡尔族萨满仪式中出

现的众多神灵， 并据此进而梳理分析萨满神灵及其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
２１ 日， 主祭萨满沃菊芬在师傅斯琴掛萨满领祭下举行了她的第二次斡米南

仪式。 按照传统， 此次斡米南仪式为期三天， 每天分为上午、 下午和晚上三

个单元， 整个斡米南仪式共由九个单元组成， 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诸多分属

于主祭萨满沃菊芬和领祭萨满斯琴掛的 “翁果日” 降临。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世界庞大， 神秘而又非常复杂。 “巴日肯” （ ／ ｂａｒｋəｎ ／ ）、

“翁果日” （ ／ ʊŋɡʊｒ ／ ） 是达斡尔族对神灵的称呼， 它们都泛指神灵。 一般来说，
“巴日肯” 是指静态的、 形象的神灵， 比如画像、 偶像等； “翁果日” 是指变化着

的、 活态的神灵， 它们是对同一神灵不同状态的称呼， 而并不是指不同的神灵。②

在上述三天的众多仪程中， 领祭萨满带领主祭萨满、 陪祭萨满及众多弟

子不断击鼓唱祷， 舞步简单， 说唱结合， 语调不同， 衬词多样； 唱祷内容包

括献牲、 请神、 报告、 聚福、 洁净、 祛病除灾等； 神歌大致可以分为祷告神

歌、 请神神歌、 神灵谕示神歌、 送神神歌等。 其中， 萨满神灵附体状态下以

“翁果日” 名义所吟唱的内容占仪式全部神歌的绝大部分篇幅， 是考察分析

斡米南仪式的核心信仰观念和主要崇拜活动的基础和依据。 仪式的总体安

排、 具体步骤， 室内外神圣空间的布局装饰， 斡米南仪式的传统礼仪， 祖先

神灵与助手神灵的来源经历， 人们遭遇的种种磨难坎坷的应对破解之法等，
都能够从萨满神歌的吟唱文本中寻求到答案。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众多， 按照不同方式划分， 可以有不同种类。 孟慧

６９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来自对沃菊芬萨满的采访，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萨敏娜： 《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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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老师认为， “在精灵领域， 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两方面问题： 一是人类， 特别

是萨满， 与精灵的关系； 二是对精灵的分类和等级演化的把握”。① 在萨满教

学术研究领域， 有许多关于神灵分属的词语， 比如守护神、 助手神等， 属于萨

满与其神灵的关系范畴； 主神、 副神等词语， 则与一般意义的神灵等级相关。
在达斡尔族的信仰世界中， 萨满神灵其实无外乎萨满的祖先神和已故萨

满的魂灵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精灵， 特别是动物的精灵。 从上述斡米南仪式所

含诸 “翁果日” 看， 主要有主祭萨满的祖先神 （或其代表）、 领祭萨满的祖

先神 （或其代表）、 其他莫昆家族的祖先神 （或其代表）， 主祭萨满家族的

山神、 蛇神、 门神等， 姻亲莫昆家族的娘娘神等， 还有地域性敖包神、 强大

外来神， 等等。 依据最具代表性的萨满仪式斡米南仪式中达斡尔族萨满与其

神灵的关系， 笔者把达斡尔族萨满神灵划分为祖先神和助手神两大类。

（一） 达斡尔族的神灵观

１ 达斡尔族的灵魂观

萨满教以 “万物有灵” 和 “灵魂不死” 为思想基础。 正如吕大吉先生

所说： “灵魂观念， 在一切宗教观念中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观念之一。 灵魂

是寓于个体之中， 赋予个体以生命力， 并主宰其一切活动的超自然存在。”②

因此， 研究萨满教， 灵魂观念的探究是非常重要的。
灵魂， 达斡尔语叫作 “苏木斯” （ ／ ｓｕｍｓ ／ ）。 达斡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

“苏木斯”， 每个动物都有 “苏木斯”， 树木花草、 山川湖泊也都有生命， 动

物经过多年修炼能够成为精灵， 这就是达斡尔人的万物有灵观念。 人在睡眠

时灵魂能够离开肉体， 经历的所见所闻就是睡眠中的梦境； 当人死亡时灵魂

便离开肉体到 “伊日木汗” （ ／ ｉｒｍʊｘａｎ ／ ， 即阴间世界） 等待转世再生； 冤

死者的灵魂因为尚未到期， 故不能回到阴间世界， 流浪人间， 伺机作祟， 加

害于人。③ 普通人的灵魂在其死后就永远离开肉体， 转生或漫游。 只有 “雅
德恩” （ ／ ｊａｄ’ əｎ ／ ，萨满）④ 的灵魂在其去世之后能够成为 “巴日肯”， 并在

７９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①
②
③

④

孟慧英： 《萨满教的精灵世界》， 《民族艺术》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５ 页。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９ 页。
满都尔图： 《达斡尔鄂温克蒙古 （陈巴尔虎） 鄂伦春萨满教调查》， 吕大吉、 何耀华总主

编， 满都尔图、 周锡银、 佟德富主编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鄂伦春族卷·鄂温

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９８ 页。
雅德恩， 达斡尔族对萨满的称谓， 不论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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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中寻找下一代继承者。
２ 达斡尔族的神灵观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世界庞大， 神秘、 复杂、 多样。 “巴日肯” “翁果

日” 都是达斡尔族对神灵的称呼， 它们都泛指神灵。 一般来说， 按照达斡

尔族的信仰观念， “巴日肯” “翁果日” 作为神灵， 能够寄寓在神服、 神器

和画像、 偶像中， 也能随时离开， 到处巡游。 当萨满进入神灵附体状态时，
人们说 “翁果日” 下来了、 降临了； 神灵附体状态结束后， 人们说 “翁果

日” 出去了、 离开了。 供在家里的叫作 “巴日肯”， 附体萨满的叫作 “翁果

日”。① “巴日肯” “翁果日” 确切说是 Ｓｐｉｒｉｔ， 比如山神、 水神、 蛇神、 娘娘

神、 祖先神都是 Ｓｐｉｒｉｔｓ； 而天神不叫 “腾格日·巴日肯”， 它只被称作 “腾
格日”， 是 Ｈｅａｖｅｎ Ｇｏｄ， 至高无上， 创造并养育世间万物。

３ 达斡尔族的宇宙观

达斡尔族把世界分为上、 中、 下三界， 上界是 “德日·腾格日” （ ／ ｄəːｒ
ｔəŋɡəｒ ／ ）， 即圣洁的天堂， 是天神和 “恩奴日” （ ／ əｎｎｕｒ ／ ） （神仙） 居住的地

方； 中界是 “端讷·噶吉日” （ ／ ｄʊａｎ ɡａʣｉｒ ／ ）， 即人间， 是人类和动物、 植物

生活的地方； 下界是 “伊日木汗”， 即阴间世界， 是阎王和死人的灵魂所居之

地。 萨满的 “翁果日” 能够遨游于天堂和人间， 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下界追魂。
从前， 如果有人因横祸早亡， 据说， 神通广大的萨满能到阴间世界把他的灵魂领

回来， 还原其躯体。 这种仪式叫作 “苏木斯勒其贝” （ ／ ｓｕｍｓｌəʧｉｂｅ ／ ）。 过去小孩闹

病， 以为是其灵魂离开肉体到处游荡， 便举行招魂仪式。②

可见， 达斡尔族的宇宙观与其灵魂观和神灵观有关， 而且源于万物有灵

的信仰观念， 其神灵观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所有的神灵都有自然环境背

景或渊源， 动物精灵本身就来自自然界。 斡米南仪式中萨满 “翁果日” 降

临后的 “神灵自述” 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充分的证明。

（二） 祖先神

１ 传统核心信仰观念 “霍卓日·巴日肯”
达斡尔人最尊贵、 最重要的神灵就是祖先神， 叫作 “霍卓日·巴日

８９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萨敏娜： 《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４ 页。
满都尔图： 《达斡尔鄂温克蒙古 （陈巴尔虎） 鄂伦春萨满教调查》， 吕大吉、 何耀华总主

编， 满都尔图、 周锡银、 佟德富主编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鄂伦春族卷·鄂温克

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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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 ／ ｘʊʤʊｒ ｂａｒｋəｎ ／ ） 。 “霍卓日” 原意为根、 根子， 这里指根本、 源

头， 是达斡尔族对血亲远祖祖先的称谓， 后来指称一个莫昆的血亲祖先。
正如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所说， “达斡尔族神系中的最高神是腾格里

（ ｔｅｎｇｒｉ）。 但在他们信仰生活中起着现实的最强有力作用的是斡卓尔 （即
霍卓日）。 莫昆信仰的中心对象是斡卓尔， 莫昆·萨满信仰的中心对象也

是斡卓尔”。①

他认为， 现实中以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来使用斡卓尔的概念。 狭义的斡

卓尔， 在多数场合表示各自氏族的最初亚他堪即氏族的巫祖， 并且有时也表

示该巫祖所凭依的神灵。 广义的斡卓尔并不仅限于氏族巫祖， 可以用它来统

称该巫系中的历代诸巫， 有时也可以以此来表示其中特定的几个巫。② 这一

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他所说的狭义的和广义的都是 “霍卓日”。 但是， 这

个 “霍卓日” 后面必须加上 “巴日肯” 才更加确切、 完整， 叫作 “霍卓日

·巴日肯”， 即祖先神、 氏族祖先神、 莫昆祖先神， 否则就会把人和神混淆

起来。 其实， “霍卓日” 一词本来是指称血亲远祖， 而且最初是指称母系家

族的祖先， 后来逐步发展为指称父系家族的祖先。③ 因此， 血统上的氏族祖

先是人， 而不是神， 归入家谱系列， 由氏族长 “莫昆达” （莫昆家族族长）
组织祭祀； 而所谓的巫统上的氏族祖先神， 才是神， 而不是人， 应该叫作

“霍卓日·巴日肯”， 由 “霍卓日·雅德恩” 传承并代表其意志、 为其举行

供奉和祭祀活动， 祈请保护全体氏族莫昆的福祉。
因此， 笔者认为可以重新按照广义和狭义的概念来认识 “霍卓日”， 广

义的 “霍卓日” 是氏族莫昆的所有血亲远祖， 只是其中的部分血亲远祖去

世后成为神， 即成为狭义的 “霍卓日”。 为了区分开来， 狭义的 “霍卓日”
后面需要加上 “巴日肯” 一词， 即 “霍卓日·巴日肯”。 就是说， 即使最初

的萨满也是血亲远祖， 还是停留在人的阶段， 是家族成员， 属于血统中人，
在故去之后才成为神， 成为祖先神。 其后的历代萨满无不如此， 他们生前是

９９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①

②

③

〔日〕 大间知笃三： 《达斡尔族巫考———以海拉尔群体为主要对象》， 辻雄二、 色音编译，
拿木吉拉校， 《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５， 第 ６３ ～ ６４ 页。
〔日〕 大间知笃三： 《达斡尔族巫考———以海拉尔群体为主要对象》， 辻雄二、 色音编译，
拿木吉拉校， 《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５， 第 ５９ 页。
萨敏娜： 《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４ ～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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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神的人， 属广义的霍卓日之列， 去世之后才成为神， 进入狭义的霍卓日范

围。 因此， 大间知笃三所说的 “斡卓尔”， 无论是广义的概念， 还是狭义的

概念， 其实都是狭义的霍卓日， 因为他们只是所有血亲远祖的一小部分而

已。 巫统人员是血统家族的一个特殊群体。 过去， 只有男人才能进入家谱，
而女人不能， 即使是女性 “霍卓日·雅德恩” 也不例外。

达斡尔族把萨满叫作 “雅德恩” （ ／ ｊａｄ’ əｎ ／ ）， 不论男女。 按照所领神

灵的不同， “雅德恩” 分为 “霍卓日·雅德恩” 和一般 “雅德恩”。 “霍卓

日·雅德恩” 就是领本哈拉莫昆的祖先神为其主要神灵的莫昆·萨满

（ ／ ｍəｋｕｎ ｓａｍａｎ ／ ）， 一般 “雅德恩” 是领外来神的萨满。 除了 “雅德恩”，
达斡尔族的宗教活动者还有 “斡托西” （ ／ ʊｔʊʃｉ ／ ）、 “巴格其” （ ／ ｂａɡʧｉ ／ ）、
“巴日西” （ ／ ｂａｒʃ ／ ）、 “巴日耶浅 （ ／ ｂａｒæʧｅｎ ／ ）” 等。①

２ 此次斡米南仪式中出现的祖先神

领祭萨满莫昆家族祖先 “翁果日” “拉·萨满” “多恩浅·霍卓日·额

头乌” “霍卓日·老姑太提” 降临， 其他哈拉莫昆祖先神 “嘎胡查·爷爷”
“梅森·太提” “敖拉哈拉·霍卓日·太提” 降临。

主祭萨满莫昆家族祖先 “翁果日” “贵·雅德恩” 降临 ３ 次， “霍卓

日·雅德恩” 降临 ２ 次， 其他哈拉莫昆祖先神 “莫日登·太提” “登特科

浅·霍卓日·巴日肯” 降临 １ 次。
如此众多的祖先神， 来自鄂嫩哈拉、 沃热哈拉、 敖拉哈拉、 莫日登哈

拉、 郭博勒哈拉、 金肯哈拉等， 实际上虽然都是祖先神， 但是在斡米南仪式

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谁主祭主办斡米南谁家祖先神就是主位祖先神， 所

以在这诸多祖先神中， 只有沃菊芬萨满的祖先神是主位祖先神， 其他都是客

位祖先神。 当然， 领祭萨满沃菊芬的师傅萨满斯琴掛的祖先神在客位神中最

为特殊和尊贵。
沃菊芬萨满的祖先神代表上代萨满、 她的爷爷 “贵·雅德恩” 首次降

临时说：

一代又一代接续而来， 沃热哈拉博荣凯亚 （ ／ ｕəｒə ｘａｌ ｂəːｒｕŋ ｋａｊａ ／ ）
“贵·雅德恩” （ ／ ɡｕｊ ｊａｄ’ əｎ ／ ） 我来了。 莫昆家族的人们都来了， 我

００１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２５８、
２５９、 ２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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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 我的子子孙孙都来了， 我高兴。 孙子重孙的兄弟们都来了， 我高

兴。 今天， 我 “竖立托若树” 的时候， 从千万个地方都来人了， 我高

兴。 莫昆的人们来了， 不是莫昆的、 外姓氏的人们也来了， 我高兴。 今

天， 鄂嫩哈拉的 “萨满·爷爷” （ ／ ｓａｍａｎ ｊｅｊｅ ／ ） 和沃热哈拉的 “霍卓

日” （ ／ ｘʊʤʊｒ ／ ） 一起 “托若·托里” （ ／ ｔʊｒʊː ｔʊｌｉ ／ ， 竖立托若树） “斡

米纳贝” （ ／ ʊｍｉｎａｂｅ ／ ）。 村里 （指莫昆） 的孩子们， 都把你们的不好丢

掉， 你们的道路都会变好。 ……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主祭萨满沃菊芬的祖先神的主位和领祭萨满斯琴掛

的祖先神的特殊地位。

（三） 助手神

１ 祖先神的追随者———助手神

对于一位 “霍卓日·雅德恩” （莫昆·萨满） 而言， 除了 “霍卓日·巴

日肯” （莫昆祖先神）， 他 （她） 供奉的其他神灵都属于萨满的助手神， 或

者说是祖先神的助手神。 一般莫昆·萨满都有一两位祖先神作为他的主要守

护神， 还有数量众多的助手神。 助手神最初也都是外来的神灵， 世代跟随祖

先神， 与祖先神共同接受萨满及其莫昆家族的供奉， 提供保护与帮助， 逐渐

成为莫昆家族的重要守护神。 一般认为， 祖先神越强大， 萨满的法力越高

强； 助手神越多， 萨满的本领也越大。
萨满信仰及仪式活动中， 祖先神为核心， 助手神跟随， 通常的表述是

“跟着……走”。 此次斡米南仪式中， 沃菊芬翁果日 “西额·敖雷” （大山

神） 降临时说：

我代代跟着沃热哈拉博荣浅行走， 一代接一代我来了， 沃热哈拉的

孙子们都来了， 我高兴。 我是沃热哈拉的 “西额·敖雷” （大山神），
我领着 “乌其肯·敖雷” （小山神） 行走呢。 孙子重孙们都来了， 我高

兴。 我的民族同胞都来了， 我高兴。 从外面来的也下来了， 我高兴。 说

我的地方好， 到了我的地方， 让自己的神灵下来， 我高兴。 你们要让我

们的神灵好好坐下来， 为国家出力， 帮助民族同胞， 约束 “莫昆·库

１０１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① 萨敏娜： 《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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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莫昆圈）。 ……①

２ 此次斡米南仪式中出现的助手神

领祭萨满助手神 “安门·敖包·额金” “怀玛日·巴日肯” 降临。
主祭萨满助手神 “沃热哈拉·西额·敖雷” 降临 ２ 次， “拐勒哈德·额

金” “沃热哈拉·奴吉日·巴日肯” “杜卡·巴日肯” “敖拉哈拉·乌

西·娘娘” “托库润敖拉·多罗岱讷乌音” “达其·尼日耶敖包·额金” 降

临 １ 次。
萨满祖先神的助手神有多有少， 有跟了很久的， 也有新加入的。 在达斡

尔族萨满信仰传统中， 女子嫁到外姓后如果 “出·萨满”， 她不仅要供奉自

己莫昆家族的 “巴日肯”， 还要供奉夫家的 “巴日肯”。 比如， 上述的 “敖
拉哈拉·乌西·娘娘” 本来自在， 属于敖拉哈拉拉里浅， 由该姓氏莫昆供

奉， 来自沃菊芬萨满的夫家， 因为姻亲关系进入沃菊芬萨满的供奉序列， 成

为沃热哈拉绰库勒莫昆的第九代莫昆·萨满沃菊芬萨满的重要助手神之一。

结　 　 语

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观属于典型万物有灵论， 从萨满仪式盛典斡米南

仪式及其神歌文本分析来看， 萨满神灵实际上就是两大类， 即萨满的祖先神

和助手神。 祖先神是最为重要、 最为尊贵的， 助手神也非常重要， 祖先神及

其助手神组成强大的团队， 萨满才能履行莫昆赋予的守护、 凝聚整个莫昆家

族乃至民族的责任。 此外， 从此次斡米南仪式中， 我们发现达斡尔族的萨满

神灵还具有很多特点， 比如， 有神灵寄寓神服、 画像、 偶像之中并能乘坐铜

铃、 神鼓在空中飞行的观念； 又比如， 萨满与其神灵互为导师， 不仅神灵选

择宿主 “额金” “抓萨满”， 萨满也能教导或影响其所领神灵向好或者学坏。
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灵魂观和神灵观与其宇宙观、 自然观密切相关， 不仅祖先

神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助手神更加拥有天然的自然环境背景和渊源； 不仅

如此， 达斡尔族的神灵观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态观， 具有较强的自然环境

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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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萨敏娜： 《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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