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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彝文献中所见的毕摩与苏尼

张泽洪*

摘　要：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的哀牢山、乌蒙山、大小凉山、无量山及

金沙江流域。本文根据汉文史籍和彝文经书的文本资料，详细考察中国西南彝族

宗教祭司毕摩、苏尼的源流，分析毕摩、苏尼在彝族社会中的功能和职责。笔者

认为彝族宗教是处于发展成熟期的传统宗教，仍然保留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文

化元素，毕摩、苏尼值得与北方萨满教的萨满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彝族宗教　毕摩　苏尼　毕摩经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西南四省区彝族人口合计已达840余

万人。彝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彝族宗教有浩繁深邃的毕摩经书，有原

始崇拜的神灵系统，有意蕴深沉的祭祀仪式。本文拟讨论中国西南彝族宗教的

毕摩与苏尼，以揭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祭司的文化特色。

一、彝族毕摩、苏尼的名称及职能

毕摩，系彝语（Pijmof）或（Pujmacf）的音译，因彝区方言发音的差异

性，致使在汉文史籍中出现不同的汉译名称，音译有奚波、西波、觋波、兮

波、希博、奚卜、傒卜、觋爸、溪巴、觋皤、邦祃、拜祃、拜玛、白祃、白

末、白马、白毛、贝玛、贝祃、白莫、朵西、鸡莫、布博、布慕、布摩、必

磨、笔摩、笔磨、呗摩、呗博、呗耄、卑目、白目、腊摩、摩叟、毕母、笔

母、比目、比母、兵母、鸡莫、奚婆、阿细、阿闭、阿毕、毕苴等。意译则有

师、法师、朵觋、鬼主、鬼师、祭师、经师、巫师等。民国时期音译为呗耄，

有表示年长尊称的意味。

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宗教祭司，毕摩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时期。在彝族

* 张泽洪，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四川大

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

·楚雄民族文化论坛（第七辑）·

语言中，“毕”是祝赞诵经之意，“摩”意为长老或老师。毕摩就是“念诵经

文的长者”，是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法师，也是彝人心目中有知识的

老师。毕摩有等级的区分，分为“毕摩”（大法师）、“毕兹”（二法师）、

“毕惹”（众小法师）。凉山彝文史籍《勒俄特依》说：“托人请毕摩，请来

提毕乍穆，请来昊毕史楚，请来尼阿地毕惹。”a毕摩通晓彝文宗教经书，掌

握彝文经史典籍，在宗教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彝族民间俗称为毕摩教、

毕教。

明清以来“毕摩”一词不同汉字的翻译，是文人学士访问彝区译音的记

录。民国时期庄学本考察西部，在其著述中就分别使用“笔母”“比母”。庄

学本《罗罗的婚姻生育及丧葬》称“葬后二三日请笔母为死者诵经开路”。b

庄学本在考察日志中又载“比母工钱：大白一百两，由众分之；小事三两五

两，比母得鸡、猪之胸脯及头”c。大白，即众多毕摩参加大型的做帛仪式，

这种做帛超度祭祖做九天以上法事，主家要支付一百两银子。

汉文史籍、彝文古籍的耆老、摩叟，是古代社会对毕摩的尊称。东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

主。”d马学良教授多使用“呗耄”一词，他认为彝语“呗”是举行各种宗教

活动时，做法术祝赞歌诵之意。“耄”是长老之尊称。用呗耄二字译其音，似

可寄义于音。按梁慧皎《高僧传·经师篇》论释呗曰：“天竺方俗，凡歌咏法

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此呗之本意。

《礼记·曲礼》“八十九十曰耄”。汉语“呗耄”二字，其意亦为歌咏法言之

长老，与彝语音义适合，较之以上各种译法似为妥当。e

彝族视毕摩为有文化的智者，在彝族社会享有较高的地位。彝族谚语说：

“德古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土司到来毕摩

不起身，毕摩起身土司反失态。”“听见酷吏声，巴不得死去；听见毕摩言，

巴不得活着。”“莫靠近官府，莫远离毕摩。”“兹（官）来毕不起。毕起官

无面。”贵州彝族叙事长诗《阿诺楚》记录彝族谚语说：“奔跑数骏马，知识

a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

年版，第60页。

b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 1904－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版，第258页。

c庄学本著：《庄学本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1页。

d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e马学良等著：《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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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布摩。”a彝族谚语是彝人生活的经验，可见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受到尊崇。

彝文经典有“师祭祖”之说，祭祖是彝族社会婚姻、战争、祭祀三件大事之

一，这与先秦中原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相通的。

苏尼是彝族社会中的巫师，有苏涅、苏臬、苏业、素捏、苏额、苏耶、苏

里等音译。因西南彝区不同的方言习俗，还有“香巴”“香么”“么尼”等称

呼。昆明彝族撒梅人支系称女巫为“师良”（“良”读“liāng”，编者注），

云南金平彝族称巫师为“奔磨婆”，云南新平则称巫师为“尼加莫”“尼比

婆”。在凉山彝族社会，一般将男性巫师称作“巴尼”，女性巫师称为“嫫

尼”，两者也统称为“苏尼”。彝族社会的苏尼与嫫尼，颇有先秦时期巫觋之

分的意味。《说文解字》释“觋”说：“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

巫。”b《周礼注疏》卷二十七说：“在男曰觋，在女曰巫。”c《国语》卷

十八《楚语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条注释说：“巫、觋，见鬼者。《周

礼》男亦曰巫。”d彝族社会中的巫师苏尼，职能相当于中原文化中的巫觋。

凉山苏尼跳神称《苏尼且》，《苏尼且》用于驱鬼的法事。

图1　四川凉山美姑县的彝族毕摩　　　　　　图2　四川凉山美姑县彝族苏尼的法术

彝族社会中苏尼的产生，多是某人得了重病，胡言乱语，病愈之后，祖神

“哈萨”神灵附体而成为苏尼。苏尼不识彝文，不知彝经，以跳神、驱鬼、占

卜、治病、招魂及抓酒火、喷油火等形式行巫术，不能参与安灵、送灵、指

路、做帛、做斋、祭祖等仪式。苏尼的职能与汉族社会中的巫师，北方少数民

a李幺宁收集整理，王光亮译：《阿诺楚》，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页。

b（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0页。

c（清）永瑢、纪昀等总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版，第514页。

d（吴）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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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会的“萨满”相似。民国时期庄学本考察凉山彝区，记载观察访谈所知的

苏尼说：“罗罗称端公曰苏臬，有灵附体，不知经典。作法时击皮鼓，旋转飞

舞，以治病禳祓等为其法事。”a民间技能高超的苏尼，作法时一次能转3 000

多圈。苏尼多有“哈萨”神成为苏尼的奇特经历，巴莫阿依曾生动记载凉山彝

族青年维古成为苏尼的过程，大病的维古出现疯狂的颤抖癫狂症状，通过请毕

摩给维古做“哈萨洛”祭哈萨仪式，这场在公众与神灵参与下的仪式，标志着

维古正式成为苏尼，开始了当苏尼的宗教生涯。b

苏尼的法器是羊皮神鼓“格则”和法铃“兹尔”。羊皮鼓为双面手鼓，两

面鼓皮以皮筋互相缝连，紧绷于鼓圈上，宽约1.7尺，高1.5尺，呈椭圆形，鼓

柄头部雕成龙头状，颈部上下穿一孔，上为珠子一颗，以绳系之，穿过颈孔，

下垂一铃，系钉彩条。另有鼓槌。法铃“兹尔”是有柄的一个铁环，环上串有

小铁圈，持以摇时作响。苏尼跳神作法时，摇击神鼓和法铃，来与祖神“阿

萨”进行沟通。女苏尼作法舞蹈优美轻盈，男苏尼的舞蹈则疯狂粗犷。《说文

解字》释“巫”说：“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c彝族社会产生

的苏尼，即是这种以舞降神的巫师。

苏尼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据彝族经典《祭请地神经》

记载，最早的苏尼起源于上界始穆玛哈，斯乌发明羊皮鼓并跳神。苏尼在《颂

尼》中叙述苏尼渊源说，远古时有穆尔甘罗的神人作苏尼，约在西汉时期又有

一个叫乌撒拉曲的人作苏尼。庄学本民国时期考察凉山彝区，当地彝人说苏臬

祖师有三，一管人的，一管牲畜，一管飞禽鸟雀。d

贵州彝族经书《怨死神》说：“死去了之后，米靡曲奢额，声声怨死神，

进入君王列，潸潸而泪下，带天地之象，怨凶狠死神，怨凶猛死神。恒得高原

住，特得大坝居，实在是这样。”e米靡曲奢额是米靡氏的六位巫师，奢额即

苏尼，彝族历史的米靡时期由希慕遮开始，以三十一代父子连名传至笃慕。

清代地方志已记载彝族社会的毕摩与苏尼。清道光《大定府志》附录《安

国泰译夷书九则》载贵州大定府彝族说：

a庄学本著：《庄学本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8页。　

b巴莫阿依著：《彝人的信仰世界——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54-59页。　

c（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0页。　

d庄学本著：《庄学本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7页。　

e王继超、余海著：《彝族原始信仰文献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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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语谓巫为补，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其先蛮夷君长

突穆为大巫，渣喇为次巫，暮德为小巫。虽由学习，亦各承受于

祖先……饮食务净，以感神明。又别类巫曰苏额，不尊重，专师

治病。a

水西彝人谓巫为补，即指毕摩，贵州地区通常译为布摩，布摩内部有等次

的区分。毕摩与专师治病的苏尼确有不同：其一，毕摩做仪式以经书为依据，

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经书，苏尼做法事无经书，以神灵附身而跳神做巫术。其

二，毕摩从事超度祖灵、占卜、招魂仪式、反咒消灾仪式、咒鬼保康仪式、主

持神灵判决仪式等。苏尼主要从事驱鬼治病、占卜、咒语等法术。其三，毕摩

掌握天文地理、历算知识、文学艺术、族群历史。毕摩有师徒世系传承，有传

男不传女的规矩。而苏尼则有男有女，女性称么尼，苏尼只能通鬼，不能通

神，被认为是与鬼打交道的人。苏尼没有师承世系，只要神灵附身，请毕摩做

相安仪式即可成为苏尼。

彝族祭祀仪式中的毕摩形象，是头戴篾笠法帽，身披法衣，负牌袋、经

袋，手执铜铃和神扇列前。大凉山博什瓦黑岩画的毕摩图像，图绘毕摩身背

斗笠，左手拿法扇，右手握圆盘，是毕摩主持仪式活动的形象。彝族口传史

诗《梅葛》中的“朵觋”、《查姆》中的“西波”、《勒俄特衣》中的“笔

摩”，都有毕摩形象的生动记载。

苏尼和毕摩称谓本身，反映了彝人观念中的祭司等级。“苏尼”和“毕

摩”中的“尼”“毕”，分别表示所从事宗教活动的性质。“苏”和“摩”虽

都有“人”的含义，但“苏”表示一般意义上的人，苏尼即从事巫术的人。

“摩”除有“人”的含义之外，这一读音又是古代彝族统治阶层兹、莫、毕中

“莫”的音转。在汉文史籍文献中，记载唐代鬼主有苴乌、苴嵩、苴梦冲、苴

那时、孟衡苴、苴克等。“苴”是彝族统治者“兹”的汉文异写，至清田雯

《黔书》记载爨蛮，仍将水西彝人贵族写为苴。

二、毕摩历史源流及职能的嬗变

毕摩的历史源流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唐宋以前，汉文献称耆老及鬼

主，担任彝族酋长，兼任祭司，处于执政的地位；元明至清初阶段，汉文献多

称为奚婆，为酋长的智囊和助手，处于佐政的地位；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一

a（清）黄宅中修，邹汉勋撰：《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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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多称为毕摩，专司宗教职事及传播彝族文化。

唐宋时期史籍记载的“鬼主”，就兼具毕摩的宗教职能。当时的鬼主既是

宗教活动的祭主，又是部落的政治首领。唐代鬼主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存

在，由此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域特点的鬼主制度，唐代西南少数民族有乌蛮、

白蛮的区分，史称乌蛮的大小部落，就分别有大小鬼主主事。《新唐书》卷

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说两爨蛮之乌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

译五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a唐樊绰《蛮书》

卷一亦载：“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

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b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社会部落林立，大小部落间

呈不相统属的格局。大小鬼主既是部落首领，又是主持宗教活动的祭司，且运

用宗教权力来进行社会控制。担任鬼主者身兼政治、宗教两大权力，因此政教

合一是鬼主制的典型特征。罗殿国和罗氏鬼国的首领均被称为鬼主，他们有代

神传言的宗教职能。唐宋是毕摩的鼎盛时期，兼有军事、行政、经济、宗教多

方面的职能：“叙布摩根由，布摩根由是，在麻列俄嘎，为天作战，为地办事

日，战争用布摩，在列米妥冲，农牧用布摩，天地尊布摩，就是这样的。”c

元明至清初，毕摩作为酋长的智囊，在彝族社会处于佐政的地位。元朝在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委任原有的大小鬼主为土司，西南土司制度普

遍推行之后，唐宋时期鬼主的政教合一制逐渐瓦解，鬼主的宗教职能改由大奚

婆专门负责，这一时期“君的政威高，臣的权势大，布摩法令严”d，毕摩独

掌宗教权力，其地位仅次于君和臣。元明清时期汉文文献，多称毕摩为“大奚

婆”，大奚婆有佐政的职能。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罗罗说：“有

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验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

缺，事无巨细皆决之。”e明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诸夷·罗罗》，亦沿

袭李京《云南志略》的记载。在彝语中毕摩与奚婆，仅是一音之转。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风俗“卜用鸡骨”条载：

a（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20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17页。　

b（唐）樊绰撰，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c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族源流》（9-12卷）》，贵

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406页。　

d《彝族源流》第五卷《七层天天君》，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

员会编《彝族源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e（元）李京撰，王叔武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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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称巫师曰大奚婆，遇有一切大小事，怀疑莫能决者，辄请巫

师以鸡骨卜其吉凶。a

清檀萃《说蛮》载水西黑罗罗：

疾不医，惟事巫，号大奚婆。b

清田雯《黔书》卷上《苗蛮种类部落》载黑罗罗：

居平远、大定、黔西、威宁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黑大姓。

俗尚鬼，故又曰“罗鬼”。……疾不延医，惟用巫，号曰“大奚

婆”，事无巨细，皆决之。c

贵州彝族称毕摩为布摩，贵州彝族经书称有六眼天布摩，八耳地布摩，鹰

头的布摩，虎牙红布摩。布摩既掌握天文地理、生产知识，还掌握医学知识，

贵州彝文经典《彝族源流》第十二卷《布摩根源》说：

《额咪》三十章，传给了布摩。就这样之后，传三样本领，第一

样本领，布摩识天象，布摩识天文，布摩识地理，布摩能辨史。第二

件本领，能使林不枯，能使山落洞，使平地生禾。第三样本领，若有

人生病，布来病即除，布摩到病愈。d

毕摩还掌握军事、经济、宗教的本领。贵州彝文经典《彝族源流》第十二

卷《布摩根源》说：

《苏古》百二十，也传给布摩。布摩得三样本领。第一样本领，

操纵天上兵，持空中矛戟，卸天边马鞍。第二样本领，拓大片田地，

布摩不亲临，开口即开通，第三样本领，在宫廷之中，布摩陪君臣，

在祭祀时，陪伴布摩神，在丧场内外，陪伴着孝子。就是这样的。e

a（明）陈文撰，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第120页。　

b《丛书集成续编二二四（史地类）》，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15页。　

c （清）田雯撰：《古欢堂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406页。

d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族源流》（9-12卷），第

413-414页。　

e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族源流》（9-12卷），第

416-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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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宣称毕摩的本领很大，在彝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毕

摩治鬼的法力更不可小视。《乌蒙彝族指路书·芒布卷》之《指路篇》说：

天上毕摩印妥鄂，地上毕摩恒阿韦，手持松桃杖，五方朗朗念，六方连连

转，收天下司鬼；治世上署鬼，囚禁于山洞，压在山谷底，容不得客气。a

明代汉文史籍的“大觋皤”，是毕摩称号的另一种记载，同样是辅佐酋长

的宗教大师。明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说爨夷：“疾不识药，惟用男

巫，号曰大觋皤。以鸡骨占吉凶。”b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爨

蛮风俗》说：“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觋皤。以鸡骨占吉凶。在酋长

左右，斯须不离，事无巨细，皆决之。”c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种

人》载罗罗说：

巫号大觋皤，或曰拜祃，或曰白马。取雏鸡雄者生刳，取其两髀

束之，细刮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其

鸡骨窍各异，累百无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间草，齐束而拈之，略

如蓍法，其应如响。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

阴晴，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亦白马

为之祷。d

上述大奚婆、大觋皤，都是大毕摩的异译，而哀牢山彝族则称为“朵西

颇”。明方以智《通雅》卷十九载：

朵觋，滇中巫人之称。……云南夷罗巫师曰朵兮薄，杀鸡签其腿

骨，即鸡卜也。e

明杨升庵贬谪云南时，在著述中亦称滇中巫人曰朵觋。明代史籍所称的朵

兮薄，在民国时期则称为西波，滇中彝人宗教又称为西波教。清顾炎武《天下

a昭通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译，文成端主编：《乌蒙彝族指路书》，云南

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b《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226页。　

c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辑（第21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374页。　

d（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4-995页。

e《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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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五“爨蛮”条说：

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巫号大觋皤，或曰拜祃，或曰白马。取

雏鸡雄者生刳，取其两髀束之，细刮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其

多寡向背顺逆之形，其鸡骨窍各异，累百无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

间草，齐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应如响。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

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民间皆祭

天，为台三阶，亦白马为之祷。a

明清以来，地方史籍有白马、邦祃、白祃、必磨、傒卜、白末、阿细的

记载。清道光《云南通志稿·爨蛮》载：“巫号大觋皤，或曰邦祃，或曰白

马。”b民国《新平县志》第十八《宗教》记载说：“白马，左手执书，右手

摇铃，患病之家，多有延至道旁念祷驱鬼疫者。”c清乾隆《开化府志》卷九

《风俗·种人》载：“白马，夷巫也。号大觋皤，或曰拜祃。”d清康熙《嶍

峨县志》卷二《种人》载：“黑猓猡……别有字，用之白祃。”e

图3　四川凉山美姑毕摩祛病法术之一　　　　图4　四川凉山美姑毕摩祛病法术之二

a（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五·爨蛮》条，《四部丛刊》三编史部，据上

海涵芬楼景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编。　

b（清）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嵩、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清道光十五年

（1835）刻本。　

c吴永立、王志高修，马太元纂：（民国）《新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石印

本，第133页。　

d（清）汤大宾修，赵震等纂：（乾隆）《开化府志》，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e（清）陆绍闳修，彭学会纂：《嶍峨县志》，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

辑》（第24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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