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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把节是彝族的盛大传统节日。在火把节期间除了开展宗教祭祀活动外，还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本文对彝族火把节期间开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和功能加以分析，认为彝族火把节是连接彝族传统体育、

传播彝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形式，它深刻影响着彝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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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火把节的起源

每年的农历 % 月 #1 后三天是彝族盛大的节日

——— 火把节。火把节的起源可以从彝族人民的生

产、生活、宗教信仰、民族语言以及传统体育活动等

方面来认识。

从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来看，彝族大部分都居

住在高山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

火。火是照明取暖、熟化食品、必不可少的生活资

料，正是由于彝族人民对火的依赖性强，在其意识形

态上，火对彝族的影响也就越深。其次，从彝族的原

始宗教活动来看，火在彝族原始宗教活动意识中占

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彝族要借火呼唤火神、招魂附

体、躯赶病魔等，以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处显示出

敬火的意识。再次，从民族语言学来说，彝语称火把

节为“都再”，“都”意为“火”，“再”意为“祭”，火把节

即为“祭火”之意。由此可知，火把节即为祭火节日。

最后，我们来看看彝族传统体育活动。由于远古时

代 " 生产力水平低下，彝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程度

有限，凶险和奇异的自然环境给彝族先民一种恐惧

和神秘的感觉。在火把节期间，开展传统体育活动

就成为人与神相通，祈求神灵庇佑并求得心灵上慰

藉的重要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各部落

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

技”。可以看出对火把节起源说有很多，但都离不开

火，追溯其原始的根源，就是彝族先民对火的原始崇

拜。

# 彝族火把节期间开展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

彝族传统体育是彝族火把节不可缺少的重要活

动内容，而彝族火把节为彝族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活动场所。俗话说，火把

节是玩的节日，有“过节三天没玩错的说法”2 ! 3。在这

个节日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大敞坝上，老人们举杯

畅饮，谈古论今；年轻人围着火把翩翩起舞，纵情歌

唱，进行各种传统体育竞技；小孩做着各种游戏。

#$ ! 火把节第一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

农历六月二十四是火把节的第一天。彝族同胞

在祭完祖宗，围着火塘吃完晚饭后，便点燃蒿枝扎成

的火把，先在家中各处照耀，接着以手舞动着火把挨

家挨户串走，口中呼喊“都洛火”聚集队伍。当聚集

的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时，人们手持火把舞动着巡

游田间并跳起了火把舞 2 # 3。火把舞的动作主要在手

腕上，但动作幅度很小。开初火把还长时，用双手握

着舞动，当火把燃短时，则以单手握着舞动。舞动火

把时，走着碎步，配合着 “都洛火”的呼喊声，舞成倒

“*”字图形。跳火把舞时，人数多少不限，其队形为

“4”形鱼贯而行，远看犹如一条跳跃的火龙，十分壮

观。不一会儿，一支支火把队伍就汇聚在寨中心的敞

坝上了，开始举行第一个火把夜的欢庆活动。小伙子

们在进行彝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狐狸抱蛋”又称 “老

虎抱蛋” 2 ( 3，它相传是彝族部落头人为了给自己的

女儿招亲选婿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即拾来若干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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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放在场地中间，当做“虎儿”又把自己从部落中

精心挑选好的一个体格健壮，力大过人的忠实勇士

叫到场地中间，命他披上虎帮扮成老虎，全力保护好

“虎儿”，又把提亲小伙子们分成几个组，围住 “老

虎”。谁抢到“虎儿”最多就招谁为女婿，在抢“虎儿”

中，如果谁被“老虎”蹬到身体任何部位，谁就失去了

竞争机会。彝族姑娘们则玩着彝族传统体育活动

“抽”$ % &，即 !" ’ (" 人排成纵队，把头巾另取下做腰

带，后面的人拉住前面人的腰带，带头的人要转身向

后跑逮住队尾最后一人，若被逮住则替换带头的人，

重新追逐。彝族小孩也在尽情地玩着自己的游戏，

“老牛跳栏”、“拔圈根”、“取蜜蜂”$# & “老鹰抓小鸡”$ ) &

等。

(* ( 火把节第二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

火把节的第二天，也是最热闹的一天。这天一

大早各村的男女老少带上最好吃的食品，穿上节日

的盛装，男人们骑着马，赶着牛、羊；女人们打着黄油

布伞，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历年举行火把节盛会的山

头大草坝——— 火把场。在这里将要举行摔跤、赛马、

斗牛、斗羊、斗鸡、抢羊、射弩、爬油杆、拔河、板牛、打

秋千、打磨秋、打陀螺、顶扁担、蹲斗、跳火绳、耍龙、

“三跺脚”、达体舞、阿细跳月、扁鼓舞、镰甲舞、老虎

笙等。不同的地区举行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不尽

一样。这里我们就以在火把节期间开展的最为常见

的斗牛、赛马、摔跤、达体舞、打磨秋几个项目进行来

进行介绍。

斗牛，凉山彝语又称 “牛顶”，它与西班牙的 “斗

牛”有本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班牙是人与牛斗而

彝区的是牛与牛。在火把节期间将方圆几百里较有

名的公黄牛赶到斗牛场来决出高低。斗牛比赛实行

淘汰制，即是胜者斗胜者，败者被淘汰。比赛开始，

牛主人把牛角削得尖尖的 + 将斗牛和一条小母牛一

起赶止斗牛场，然后用披毡将斗牛头蒙住，并带走小

母牛，待揭开披毡，两条公牛同时发现小母牛不见了

时，会怒气冲天，并用利角奋力碰顶对方，直至一方

体力不支或不敢相斗夺路而逃，另一方则胜出。获

胜的牛主人可以得到奖品，牛则要披红挂彩，接受观

众的注目礼。火把节大型斗牛场的观众可以达万

人，小的也有一、两千人。

赛马，彝族自古就有重马的习俗，驯马、相马之

术早有流传。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记叙了彝族古

代赛马运动的盛况, “骑士到来了，骑上这骏马，跑在

广场上，威示如妖行，行动如飞仙，像云里奔月，像天

上流星。戴斗笠的汉，着披肩的彝，云集看跑马，大家

都夸奖。彝给汉增荣，汉与彝增威”$ - &。火把节赛马活

动是一片大草坪建有正规的圆形马道举行，比赛的

规则是实行淘汰制。参赛者各自骑上自己的马匹，在

一声哨令后，同时策马直追，先到达终点为胜者。凉

山彝族的赛马内容则别具一格，不仅要赛马力、赛跑

速，而且还要赛骑术、赛姿势、赛智慧等，竞争相当激

烈，如凉山的普格、布拖的火把节，参加比赛的赛马

有上千匹。可见彝族人民对赛马运动的喜好程度是

非常高的，这也反映出彝族祖先作为一个游牧民族

养马赛马的历史由来已久。

摔跤，相传是天上的大力神思惹阿比被地上的

彝族大力士俄体拉巴摔跤摔死了，天神被激怒后放

蝗虫来吃地上的庄稼，人们用火来驱赶害虫而得来

的。因此，每年火把节都要举行摔跤活动来纪念。由

此可见，彝族摔跤的历史已相当久远，也是火把节期

间开展的重要文体活动之一。并因此而产生了像云

南的路南、弥勒彝区和四川凉山美姑县彝区等有名

的“摔跤之乡”。彝族式摔跤又称为“格”，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摔跤方法，有的地方以被对手摔倒在地者

为败，有的地方则以肩背首先触地者为败。其具体形

式有：凉山式摔跤，又称为“抱腰摔”、滇东式摔跤、滇

南式摔跤、滇西北式摔跤和滇东南式摔跤等。摔跤的

胜负判定采用三跤两胜的方法，胜者个人可以得到

奖励，也能为本宗族本村寨获得荣誉。因此，在火把

节举行的摔跤比赛，从八九岁的小孩到年过半百的

老人都活跃在摔跤场上，比赛时，摔跤场上人山人

海，可谓是一处摔跤，几方相聚。有时甚至几十对的

选手同时在场上比赛，而周围的观众更是欢呼雀跃，

使整个场面热闹非凡。

达体舞，是凉山彝族民间一种古老的舞蹈。“达

体”意为“踏地而舞”$ # &。达体舞种类繁多，不同的地

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名称，如“跳锅庄”、“脚舞”、“对

脚舞”等，据清咸丰七年 （!.#- 年）的 《冕宁县志》载

“夷人每逢喜庆跳锅庄，男女十余人穿新衣⋯⋯牵手

围绕而转，且跳且歌，初转徐徐行，再转小跃，行三转

大跃，嬉笑追逐良久乃罢。夜间则燃烧松柴一堆，绕

火而行，所歌之词各因其事⋯⋯”。可见，彝族人民选

择“达体舞”作为喜庆节日的内容历来已久。现代达

体舞已经经过改编，动作主要在脚上，有踢、踏、勾、

磐、跳等动作，其次为腰身的动，但幅度极小；它融彝

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又富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它还有较强参与性、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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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性和互动性，已经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大众健身

内容，也是一年一度凉山火把节的的压轴戏，它也正

随着彝族火把节的传播，而走向世界。

打磨秋，彝族叫“磋磋”。 传说是在很久很久以

前，天大旱不雨，庄稼无收，人们陷入恐怖和绝望之

中。有两兄弟想出个办法：用木头做成磨秋，荡到天

上，求老天爷开恩。他们打了 !$ 个昼夜的磨秋，终于

感动了苍天，普降甘霖，但兄弟俩因过劳而死去。后

人为了纪念他们，便在火把节时打磨秋。磨秋由两

根木头制成。先用一根长约 % 到 %& $ 米、直径约为

!$ 厘米的硬木竖埋在平坦的地面下，露土部分约

!& % 至 !& $ 米，顶端用铁或原木做成磨心，另用一根

长约 # 至 ’ 米的木头为横杆，中间凿一孔套在磨心

上。打磨秋时，横向联合杆两头的人数必须相等，可

以两人打或四人打。活动开始，首先将横杆摆平，双

方在横杆的两端推转磨秋，而后先由一方跃爬上横

杆。落地一方用脚蹬弹地面，横杆便腾地上升，飞转

不停。此时表演者在杆上做出许多惊险的技巧动

作，青年小伙子在磨秋上打回环、翻滚；姑娘们爱在

磨秋下落时捡花或两手不扶杆向前伸，两腿抬起，腹

部贴在横杆上，随磨秋起落。他们能在磨秋上做出

“飞燕凌空”、“白鹤展翅”、“蝴蝶采花”、“燕子翻梁”、

“仙女散花”等动作。

%& ( 火把节第三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

火把节的第三天，彝语叫“都沙”，意为“送火神”

或 “送节”。这天的活动形式类似第一天，但不及前

两天活动内容丰富。这天，人们在杀鸡敬神，做完宗

教活动以后，也来到户外燃起篝火，对歌跳舞，迎接

来年的丰收。

( 彝族火把节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的

功能

彝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一项具有多元化功能的文

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彝族传统体

育在彝族火把节中具有特殊的功能。

(& ! 火把节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有增进民族团结的功能

彝族火把节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具

有群体性的社会互动场所，它对各民族内部及民族

与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火把

节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人们在一定体育规则

和体育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而进行的，呈现出多民族

性，这就为民族之间产生共同语言，提供了相互交

流、相互切磋的机会。这也就直接密切了民族内部，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民族内部有各民族

之间的团结进步。

(& % 火把节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促进健身娱乐功

能

火把节中广泛开展的传统体育活动是在古代社

会的漫长生活中) 发展而成的，具有自己悠久历史

传统的体育健身方式。不论是在宗教祭祀或民俗节

庆中) 彝族先民开展体育活动和体育舞蹈) 在娱神

或渲染气氛的同时也娱乐了自己) 锻炼了身体) 宣

泄了心中的压力。如彝族的 “达体舞”) 在现代彝族

人民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更大的功效是在于增

强体质、陶冶情操、培养意志、振奋民族精神) 使人

的精神和体魄得到极大的欢愉和强健。

(& ( 火把节中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传承传统文

化的教育功能

火把节具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 在

火把节期间都要举行歌舞竞技比赛等活动) 而在准

备、表演、宣传的过程中) 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

效的传承和发展) 达到了教育功能) 有利于实现传

统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为接力棒似

的纵向交接过程。彝族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丰富多

彩) 风格独特) 有顶扁担、射弩、爬油杆、拔河、板牛、

打秋千、打磨秋、打陀螺等项目。此外) 还要举行摔

跤、斗牛、阿细跳月等活动，其中不乏教育意义。这些

活动) 不仅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 而且在

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

延续性和创造性) 所以从文化传承上来说) 火把节

是一种实际的、大众的、前进的和有历史联系的社会

教育活动。人们在游娱之中) 借助健、力、美融为一

体的体育活动) 展现了一个人的体魄、体力、气质、

胆量与智慧等。

* 小结

彝族火把节开展的传统体育活动是彝族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是彝族历史传统、共同心理素质和生活

方式的具体表现，并成为了沟通传统与现实、物质与

精神生活之间的一种民族基础文化。著名民族学家

吴正光说：“许多节日活动具有社会发展‘活化石’的

作用”+ ’ ,。随着社会的发展，火把节里的传统体育活

动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欢迎，成为人们观赏表演和休

闲娱乐的重要活动；同时，火把节欢乐祥和的气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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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传统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我们的研

究，从体育的角度展示了彝族火把节多彩的文化内

容，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彝族火把节，更好的认识

彝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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