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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萨满传承中的两个重要环节

金丽玛

摘 要：达斡尔族的萨满信仰传承历史悠久，在中国北方萨满

文化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达斡尔族萨满一直就是依

靠自然传承的，也就是所说的神授，其中在选人和梦境传授两个环

节上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值得探秘。

关键词：达斡尔族 萨满 传承 环节

作者简介：金丽玛，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内蒙古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达斡尔民间文化。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中国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传统型的信仰，即受外界冲击和影响较小的原生态民俗信仰，如鄂

伦春族和鄂温克雅库特部落的萨满信仰；第二类是接受了一定汉族农耕文化

影响的萨满信仰，达斡尔族正是属于这种状态；第三类是融合了其他宗教的

萨满信仰，如受藏传佛教影响比较大的蒙古族，受伊斯兰教影响比较大的哈

萨克族  等。

达斡尔族的萨满信仰传承历史悠久，在中国北方萨满文化体系中起到了

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古代，萨满不仅是部落的酋长，又是医生和先知，

肩负家族的兴亡。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达斡尔族中许多的萨满家族，都在

抗拒出萨满，认为若干代人不出萨满后，可能就要斩断这个慧根了，因为萨

满是承担所有人的苦痛和灾难，将这些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并在祭祀过程中

大量杀生，泄漏天机，都是要有因果报应  的。

达斡尔族的萨满传承一直就是依靠自然传承的，也就是所说的神授，其

中在选人和梦境传授两个环节上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值得探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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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人环节

达斡尔族的萨满叫做“雅德根”，分为领家族祖先神灵的“霍卓日·雅

德根”（祖宗萨满）和领其他神的“博迪·雅德根”（外面萨满）。达斡尔族各

个家族的“霍卓日·雅德根”（祖宗萨满）传承是不限男女的，但一般女萨满

都是领娘家的神灵。其中只有郭布罗家族的“霍卓日·雅德根”（祖宗萨满）

例外，是可以由儿媳妇领其家族神灵的。根据记载，说该家族的第一代“霍

卓日·雅德根”（祖宗萨满）去世后，就是将神灵授予了自己的妻子，使其

成为家族历史上的第二代“霍卓日·雅德根”（祖宗萨满）。近年，在内蒙古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尔拉镇，鄂嫩氏家族中上代萨满鄂国勇去世后，

其姑爷色不金就领了他的神灵，穿起他的萨满服，成为萨满，但不久也去 

世  了。

达斡尔族萨满在自然传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人。据历代口耳

相授，家族的上一代萨满去世后，其尸骨要风葬，将棺材停放在树杈上，三

年后才捡骨与萨满服共同埋在石头堆下，便于神灵的复苏，达斡尔语称之为

“尚德”。神灵复苏的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几代人，复苏后的神灵就要找有慧

根的传人，除了具备基本的善良品质外，这个人必须是骨轻血清的人，这两

条很重要。骨头重的人会把神灵压下来，带不动，而唯有血液清澈的人，才

会完全接受祖先授予的神意。所以，当神灵选定某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很

多异象，让这个人产生许多幻觉，并在生活和精神上对其进行折磨，直至其

成为萨满为 止。

达斡尔族民间一直流传着女萨满尼桑的各种传说，尼桑萨满的法力很大，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她死后，被人陷害，没能进行“尚德”，而是将她的尸

骨扔进了枯井中，使她的“翁古日”（神灵）一直没有复活，因为她行走的途

径是鸿雁，鸿雁无法在原地起飞，只能滑行一段距离后，才能冲天而起。达

斡尔族中的历代大萨满都知道尼桑萨满一直在寻找着传人，期盼后人能够拯

救其强大的“翁古日”（神灵），使自己的民族得以强大兴  盛。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女萨满沃菊芬，是达斡尔族沃德哈拉绰

古罗莫昆人。沃菊芬多年来各种疾病缠身，精神异常，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体重不足 40 公斤。在患病的 30 多年时间里，走遍了各地的大小医院，几乎

倾家荡产。中间又经历了丧夫、丧女之痛。据说其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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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多医生都认为其是有家族精神病遗传史。在几乎放弃治疗的时候，

想到了自己可能是被神灵选中了的弟子，于是她拜达斡尔族萨满斯琴卦为师，

让她指点迷津，找到了萨满道路，于 2001 年 8 月出马，成为了沃德哈拉绰古

罗莫昆的第九代萨满，领其家族的“龙凤翁古日”。也是 80 年代后期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第一个穿萨满服的萨  满。

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是一个比较大的姓氏，家族人口众多，历史上也出

过很多名人，尤其是以武将居多。清朝时期，一位莫日登哈拉的人在京城为

官，领回一个小妾，将小妾送回家乡尼尔基安顿后，又领兵出去打仗。小妾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非常思念家乡和远在京城的亲人，于是每天都

要去老山头的断崖上，对着嫩江水哭诉。嫩江的江神可怜她的经历，就提出

要送她回到家乡去看一看，小妾非常高兴，就回去整理包裹，却被族人误认

为是要与人私奔，就将其按族规进行处罚，将她沉入嫩江江底。在嫩江江神

的帮助下，小妾成为了整个莫日登家族的神灵，后人尊称为莫日登奶奶。莫

日登奶奶不仅法力强大，而且非常霸道。对于莫日登家族是奖惩分明，她用

灵魂来庇佑家族，使其强盛，必然就要得到相应的供奉，而且在家族中还要

代代出萨满，成为她的代言人。由于几代人没有出大萨满了，现在莫日登奶

奶的要求特别强烈，在萨满家族中提出了严格的挑选条件，必须是男的，而

且年龄要在四十岁左右，心地善良，性情敦厚。家族中按其条件推荐的两个

人选都被否决，一个是太过轻浮，难做大事。一个是口舌笨拙，难以表达。

所以至今莫日登家族仍然没有出现合适的萨满人 选。

二、梦境环节

梦境在传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神灵指导的主要途径，达斡尔

族的萨满是不用师傅传授的，师傅只是一个领路人，将你领入萨满一路，其

他的东西都是靠自悟，也就是神灵授予了你多大的本领，你就可以成为什么

级别的萨满。在梦境中，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包括立“巴日肯”（供奉的神

灵）、出马的时间、给人看病的方式能力、萨满神服的制作款式等等，其中萨

满服必须与上一代萨满服相同，但每个家族又都有细节的差  异。

达斡尔族的斯琴卦萨满，就是在反复梦到穿灰色长褂的白胡子老者与他

对话后，她清晰地记录了老者容貌，醒来后发现与曾祖父拉萨满的遗像是一

模一样的。在立“巴日肯”（供奉的神灵）过程中，梦到了无数条蛇，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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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立“鲁珠日·巴日肯”；接着又梦到喇嘛在诵读经文，醒来后，就可以无

师自通喇嘛教的经文，后来辗转知道拉萨满与喇嘛斗法的渊源，便在“巴日

肯”中供奉了喇嘛。后来的许多细节，都是通过梦境获得 的。

沃菊芬萨满在精神病发作中，就在梦境中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她

事情，但她大脑混沌，思维混乱，清醒后很难记得当时的情况。再加上时常

发作的病症，无论她说什么，别人都会认为是疯言疯语，很难与人交流。终

于有一天，她理清了梦境中的声音，是在告诉她：你的方向在西北，往西

北走，就能找到你的出路。那时候她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骨瘦如柴，仿

佛见风就倒一样。她自己想了想，西北方向应该是海拉尔，抱着不一定能

回来的心态踏上了去海拉尔求医的路。这时候只要一闭上眼睛，梦就会出

现，然后有声音鼓励说，你走的路对了，再继续走下去。就在这种半梦半醒

之间，来到斯琴卦萨满的家中，进屋后，已经没有站稳的力气了，只能靠在

墙上。心绪却一下子安定下来，脑子也无与伦比的清醒，她明白自己终于找

对了地方。后来经斯琴卦萨满点拨后，沃菊芬开始系统地整理梦境中出现的

各种信息和提示，很快走上了萨满之路。值得一提的是沃菊芬几次梦到自

己在拇指般细的绳子上奔跑，在她的出马仪式上，确实出现了那一幕，她

好像有轻功一样，在一人多高的牛皮绳子上飞奔，既没有扶手，也没有吊 

钢  丝。

达斡尔族萨满除了穿萨满服的“雅得根”外，还有穿简单布裙的“斡托

西”，“斡托西”一般都是女的，平时专门给小孩看病，在大型仪式上，可以

充当萨满助手。达斡尔族近代最著名的“斡托西”是住在莫旗登特科镇阿彦

浅村的阿彦浅老太太，鄂嫩哈拉人。在当了几十年“斡托西”后，将近 80

岁的阿彦浅老太太有一天早上突然对所有人说，她做梦了，梦到自己不再是

“斡托西”了，跟随她的神灵在梦中告诉她在这里已经完成使命了，要换到居

住在东北方向的人跟随。的确，从此以后阿彦浅老太太就不会给小孩看病了。

几乎是当天晚上，住在腾克镇东霍日里村的孟忠和他的二儿子做了相同的梦，

梦到阿彦浅老太太的神灵要住在他们家，说他们供奉得好。孟忠本身是莫日

登哈拉人，但从小随母亲嫁入鄂嫩哈拉家中，由继父抚养成人，进而成家立

业。他们受宠若惊地接下了阿彦浅老太太的神灵开始供奉。但家中再也没得

到过安宁。据孟忠讲，只要他一闭眼睛，进入梦乡，两个哈拉家族的祖先神

灵就开始争吵，闹得孟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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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结

达斡尔族的萨满自然传承过程中，选人和梦境环节最具有神秘性、不可

预测性，凡是有慧根的家族，谁都不知道萨满的“翁古日”（神灵）会选中

谁，降临到谁的身上，但一旦选中后，如果不继承萨满，就要闹得鸡犬不宁，

整个家族都不得安生。而虚幻的梦境，是最好的传授方式，被选中者的梦境

都是真实的体验，刚开始的片段和虚幻梦境会逐步演变成有层次和规则的梦

境，传人的一切萨满行为方式都是通过梦境获得  的。

达斡尔族自古以来就以勤劳智慧、骁勇善战而闻名，在漫长的迁徙和征

战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和多彩的萨满文化。萨满自然传承世代延

续，经久不衰，传承过程中有很多现象难以用科学语言进行解释，选人和梦

境两个环节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已。

Two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aur Shaman

Jin Lima

Abstract: Daur shaman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haman culture system in northern China. The office of the 

Daur shaman has been inherited， while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for selecting heirs 

and imparting dreams, which are worth exploring.

Keywords: Daur； shaman； inheritance；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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