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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仪式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仪式研究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

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精神气质和价值观等。“昂玛突”仪式是哈尼族传统宗教

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旨在祭祀村寨最大的保护神，它是哈尼族一年

一度庄严、盛大的集体性宗教祭祀活动。据文献记载，“昂玛突”仪式距今已有

上千年的历史。因此，从“昂玛突”仪式入手，由点及面，由浅入深，进而充分

地认识和了解哈尼族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红河州元阳县一个典型的哈尼族村落为个案，用民族志的方式记录、

解读哈尼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村寨祭祀仪式——“昂玛突”，主要内容包括

“昂玛突”的历史传说、仪式的筹备、祭祀群体、祭礼过程、长街宴等。本文秉

承对哈尼族“昂玛突”仪式完整记录和忠实分析的原则，尽可能呈现“昂玛突”

仪式的完整面貌，进而探讨“昂玛突”仪式在哈尼族村寨的社会功能及现代变迁，

阐释仪式与当地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构建稳固地方社会秩序中所具有的

重要作用。 

文章认为，“昂玛突”仪式是哈尼族村寨凝聚社会力量、维系社会关系网络

的重要途径，也是规范和调节哈尼族村寨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哈尼族的传统仪式也会和其他文化现象一起发生变迁，以更好地

满足哈尼族村民的社会和心理需求。 

 

 

关键词：哈尼族；昂玛突；仪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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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Ritual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field of anthropology, through 

ritual resear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beliefs,social organization, common 

spirit and values of a nation." Angmatu " ritual is Hani traditional religious ritual 

activitie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purpose is to sacrifice the village's largest protection 

of God, it is Hani once a year solemn, grand collective religious ritual 

activities.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 Angmatu " ritual has been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Therefore, from the " Angmatu " ritual, from the point and face, from shallow 

to deep, and then fully understand the Hani social and cultura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takes a typical Hani village in Yuanyang of Honghe County as a case, 

and records the most important religious rituals village of the Hani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ethnographic wa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 Angmatu " historical legends, 

ritual preparations, sacrificial groups, ritual process, long street feast and so on.This 

articl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record and faithful analysis of the " 

Angmatu " ritual of the Hani peopl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full appearance of the " 

Angmatu " ritual, and then explore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modern changes of the " 

Angmatu " ritual in the Hani villag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aboration 

ceremony and the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it plays in building 

a solid local social ord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 Angmatu " ritual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Hani 

village to unite the social forces and maintain the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gulate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Hani vill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progress, Hani traditional rituals and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will be changed to better meet the Hani village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Key word: Hani ；"Angmatu"；Ritual；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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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选择哈尼族的“昂玛突”仪式及其变迁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主题，主要是

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祭祀仪式作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被

国内外人类学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此外，仪

式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笔者在近三年的人类学理论知识学习中，

对宗教人类学深感兴趣，尤其是当宗教人类学的理论知识与自己民族社会中所

存在的宗教仪式现象相结合时更受启发。许多关于仪式研究的宗教人类学著作，

其中的观点、内容、视角、方法，都为本人研究哈尼族的“昂玛突”仪式提供

了理论基础及其思想源泉。 

第二，基于对哈尼族社会文化的探讨。哈尼族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

拥有漫长的历史及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加上哈尼族是个跨境而居的国际性民

族，分布广泛、支系繁多、文化独特，所以倍受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家

的青睐和关注。近年来，在外来研究者和哈尼族学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之

下，哈尼族文化研究呈现繁荣的景象，其中，以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为例，因其

壮丽的景观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影响深远，而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占有一席之

地。哈尼族社会文化中的传统信仰、服饰、蘑菇房建筑、节日习俗、亲属关系、

人生礼仪、自然生态等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第三，对哈尼族“昂玛突”仪式研究的补充完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哈尼

族“昂玛突”仪式的研究，普遍基于文献阅读，即使有的学者做过实地调查，

也普遍时间较短，对仪式的观察不够深入和细致。大多停留在对仪式的表面形

式及过程的描述，缺乏对该文化内涵的深入体察，甚至有些与事实相背离。基

于此，笔者在元阳县俄扎乡松树寨进行了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试

图通过人类学分析和民族志书写，对哈尼族的“昂玛突”仪式进行全面、深入

的探讨。 

第四，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解读和书写本民族的文化是认识“自我”

的需要。在相关研究成果中，无论是关于“昂玛突”名称的翻译，还是关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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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对象的性质和属性，至今仍有许多争议，尚未达成一致。争议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昂玛”神是龙、是寨神、是祖先、是男性还是女性等问题之上。许多研

究者和周边民族把哈尼族的“昂玛突”仪式活动称为祭龙，并用“龙头”、“龙

肉”、“长龙宴”等名词，称呼“昂玛突”仪式中的咪谷、牺牲及会餐。①也有

些研究者简单地认为，“昂玛突”仪式是集各种神灵于一身的村社祭祀活动。

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及宣传，许多人都误以为“昂玛突”就是长街宴，而且越

来越多的哈尼族年轻人自己也对外宣称其为长街宴。其实，长街宴只是“昂玛

突”仪式过程中的一部分，要真正了解“昂玛突”仪式深层的文化内涵，需要

深入细致地参与观察整个仪式过程所建构的象征体系，及其在哈尼族社会中所

发挥的功能。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抵是因为许多研究者本身不懂哈尼语，

而哈尼族人本身又不善于用哈尼语进行解释，所以无法使主位和客位的视角结

合起来。此外，大部分哈尼族人都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和认知，所以会盲从

认为比自己更先进的族群所建构和赋予的概念。文化的持有者也应有书写自己

民族文化和阐释其文化的能力，从当地人的思维模式和心理趋向出发，重构自

己的文化，从而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笔者是

当地的哈尼族人，经过近三年人类学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的学习，已经具备一

定的书写本民族文化的能力和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视野。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云南省元阳县一个典型的哈尼族村落为

个案，把哈尼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昂玛突”作为研究主题。

首先，秉承对祭祀仪式尽量全部了解的原则进行调查，从仪式的准备到仪式过

程再到仪式结束的整个过程，都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对祭祀场所、祭祀人员

构成、祭祀的对象、祭品、祭祀过程、祭祀方式等及其背后的象征意义进行阐

释，分析“昂玛突”仪式在哈尼族社会中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及其如何承载着

人们内心的思想，并还原当地人所理解的祭祀仪式的本质。其次，研究哈尼族

“昂玛突”祭祀仪式在面临社会文化变迁时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揭示少数民族

                                                      
①

 邹辉：《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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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型社区中所发生的变迁。最后，本人将利用民族

志方式和人类学的分析，通过对哈尼族社区“昂玛突”祭祀活动的仪式过程、

社会功能、文化象征及其变迁的全面记录和系统研究，进而达到深刻认识和理

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所学到的

人类学理论知识，以一个传统哈尼族社区为个案，对哈尼族的传统宗教祭祀仪

式“昂玛突”进行研究，从而为人类学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丰富人类学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其次，通过完整的民族志记录方式，运用宗教仪式研究、

文化变迁、功能论等理论，对哈尼族“昂玛突”仪式进行个案研究，从而为哈

尼族社会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最后，本研究将丰富哈尼族传统文化

的研究内容，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帮助其他民族更好地了解

哈尼族社会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宗教仪式，涂尔干、特纳、格尔茨等人类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涂尔干主张对宗教的研究应以仪式为核心，认为仪式具

有增强集体意识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强调仪式的研究和结果在于其社会性。涂

尔干所提出的“神圣与世俗”二元模式，至今仍然是祭祀仪式研究的重要方法。

维多克·特纳以仪式过程为主要关注点，在范吉纳普的过渡礼仪研究基础上，

充分地完善了阈限理论，并对恩丹布人的过渡礼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笔者认

为，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研究模式及特纳的阈限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哈

尼族“昂玛突”的研究。首先，“昂玛突”作为社会性的宗教祭祀仪式，在仪

式过程中，通过区分“神圣与世俗”二元世界，从而达到规范社会秩序、展现

社会力量、唤起集体意识的功能。其次，在“昂玛突”仪式过程中，仪式的主

体在仪式过程中其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经历了“阈限前——阈限期——阈限

后”三个阶段，由此产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意义。此外，“昂玛突”作为一个

盛大的宗教仪式，在仪式中存在丰富的象征意义，因而需要运用格尔茨的象征

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分析，从而揭示仪式背后所深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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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涂尔干的仪式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从社会学和功能论的角度出发，在《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中，将人类的宗教现象主要分为信仰和仪式两个基本的范畴，信仰即

舆论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①并探讨了积极

膜拜、消极膜拜和禳解仪式的三种仪式态度。在书中，杜尔干认为仪式的重要

性要大于崇拜对象, 因为仪式具有唤起集体意识的功能，是展示社会力量的场

所。 通过周期性的仪式和聚会操作, 宗教信仰才得以能长久维持。正是这些外

部活动, 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宗教起源于社会，行动在

宗教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宗教周而复始举行的仪式对社会具有整合和团结

的功能。松树寨哈尼族的“昂玛突”作为一年一度的村寨集体性祭祀活动，在

整个仪式中，所有的仪式主体都要积极参与仪式的筹备、仪式过程，遵守共同

仪式的规约和禁忌，是哈尼族社会展现力量、唤起集体意识的场所，并对村寨

社会具有整合、巩固功能。 

二、特纳的仪式研究 

    特纳是 20世纪研究仪式的主要代表之一。特纳在其《仪式的过程：结构与

反结构》中，基于范吉纳普过度仪式的研究基础之上，借用并发展了过渡仪式

的三个具有标识性的阶段，即分离阶段、边缘阶段、聚合阶段。第一个阶段，

即分离阶段，包含了丰富象征意义的行为，是个人或群体从先前所固定社会结

构里的位置，或从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

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被称为“通过者”）的特征并不清晰；

仪式主体从本族文化中的一个领域通过，而这一领域是以前的状况（或未来的

状况）不具有（或几乎不具有）的特点。第三阶段，是聚合阶段，通过过程圆

满地完成了。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回到了相对稳定状态，并且

还因此获得了相对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②在特纳的阈限理

论中，他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即日常状态和仪式状态，仪式围绕

                                                      
①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33 页。 
②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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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限前——阈限期——阈限后”来展开，这一过渡过程，是一个“结构——

反结构——结构”的过程。在这过渡过程中，仪式的主体个人（或群体）分别

处于这个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不同位置，同时其所扮演的角色、权利、义务都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哈尼族的“昂玛突”中，其仪式的主持者“咪谷”，便先

后经历了“阈限前——阈限期——阈限后”的过渡仪式。此外，以仪式为临界

点，祭祀群体在主持人“咪谷”的带领下，进入了神圣的世界。通常这阈限期

是集体性的，且在阈限期间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及身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经

过与神共处同一时空之后，祭祀群体又以新的姿态回到世俗的社会生活中。 

三、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研究 

 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茨将宗教看作是“文化体系”，认为宗教是

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所组成的体系，是一个族群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符号化具体

显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深层

心理,在族群的文化传承、情感表达、心理导向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哈尼族“昂

玛突”历史悠久，是哈尼社会文化积淀的集中表达，其仪式过程通过构建一系

列的象征符号得以完成。同时，“昂玛突”是哈尼族人表达意义的一种祭祀活

动，在祭祀过程中，祭祀群体依靠象征符号的强大作用向“昂玛”神表达信奉。

因而，对“昂玛”神的信仰深入每个祭祀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指引着他们的心

理和行为，组织仪式的进程。 

此外，格尔茨认为，民族志的描述有三个特色：它是阐释性的；它所阐释

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

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②因而在研究哈尼族“昂玛突”时，要基

于直接田野观察之上进行阐释和理论分析，才能形成有意义的民族志。通过对

“昂玛突”的细节进行深描概括，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仪式背后所隐喻的象征

意义。在“昂玛突”过程中，不论是祭祀群体，还是祭献牺牲及道具都充满了

象征意义。只有深入理解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才能充分的理解哈尼族“昂玛

突”仪式给予当地人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①

 何明、陶琳：《国家在民族民间仪式中的“出场”及效力——基于僾尼人“嘎汤帕”节个案的民

族志分析》，《开放时代》2007 年第 4 期。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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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昂玛突”研究 

 “昂玛突”是哈尼族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据

相关神话故事讲述,哈尼族的祖先曾因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与其他民族

战争的原因而被迫多次迁徙。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哈尼先民们都要认真选寨

址、立寨门、开梯田、建新房、祭祀祖先、举行农耕祭典。至少在文献中记载，

从“惹罗普楚”开始，作为节日宗教活动的重要一环，每年一度的“昂玛突”

都不可或缺。①但在哈尼学中对哈尼族“昂玛突”祭祀仪式的研究，至今仍处于

对仪式现象的简单描述，有关“昂玛突”宗教仪式完整的记述文章更是甚少，

目前已发表具有权威性有关记述哈尼族“昂玛突”的文章仅有十几篇。但这些

文章，篇幅较少，对“昂玛突”描述都是比较碎片化，缺乏对“昂玛突”仪式

完整、详细的记录。现仅有的文献，一般以某个地区的“昂玛突”为研究，或

从旅游经济角度从发，或者只是以“昂玛突”中组成部分长街宴为主要研究的

关注点。 

    作为哈尼族某个地区“昂玛突”研究，有黄双利发表的《哈播昂玛突节》②，

用简单的几百字描述元阳县俄扎乡哈播村于农历十二月份举行的“昂玛突”，

对“昂玛突”描述过于简单，其中一些描述缺失客观性，如文中所说的要在节

日前夕，要选出节日的主持人，俗称“咪谷”。如果稍微了解俄扎乡哈尼族文

化便可知，咪谷在哈尼族日常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作为哈尼族“昂

玛突”祭祀仪式的关键操演者，至少在节日前一个月便要经过认真考核、选拔，

最终确定寨子的“咪谷”，所以该文事实层面上让人有所质疑。贾溪涛的《哈

尼族的“祭龙”节》③，对元阳县黄草岭乡在每年阴历正月属龙日这一天举行“祭

龙”活动做了稍微详细的描述，但仍缺乏广度和深度。戴容亮对金平境内的哈

尼族支系“糯美”昂玛突节做了简单记述，字数甚少。④ 

仅从以“昂玛突”中组成部分长街宴为主要研究，有王洪伟发表的《世界

上最长的宴席》⑤，把“昂玛突”仪式中长街宴作为一种宴席进行简单的描述。

                                                      
①

 陈永邺：《欢腾的盛宴——哈尼族长街宴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 
②

 黄双利：《哈播昂玛突节》，《民族工作》1997 年第 4 期。 
③

 贾溪涛：《哈尼族的“祭龙”节》，《民族艺术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④

 戴容亮：《祭昂玛》，《今日民族》2003 年第 2 期。 
⑤

 王洪伟：《世界上最长的宴席》，《中国地名》2006 年第 12 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论 

 7 

郑宇和杜朝光发表的《哈尼族长街宴饮食的人类学阐释》①，主要以哈播村“昂

玛突”长街宴的饮食文化为关注点，主要从长街宴的饮食结构特点和生计基础，

长街宴与本土宗教之间的关系，长街宴的社会功能及其旅游发展背景下长街宴

饮食的变迁来进行描述。陈永邺发表的《长街宴的梯田农业文明之象征研究》②，

主要通过象征人类学的角度对长街宴饮食进行研究。另外，陈永邺和洪宜婷发

表了《哈尼族长街宴象征研究》③，主要是从长街宴历史发展加以描述，探讨了

长街宴在哈尼族社会结构中所象征的意义及其社会功能，对长街宴的描述比较

笼统。 

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及其经济发展方面，已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卢鹏的《经济

诉求与文化展演——关于绿春县城长街宴的人类学分析》④，在这篇文章中讲到，

在当地政府组织参与之下，自 2004年起，绿春县城每年都会举办长街宴，并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其规模较大，参加人数众多，尽力打造长街宴

品牌，从而促进当地旅游发展，振兴地方经济。当地政府甚至为了寻求更大的

经济利益，在绿春县城附近的哈尼族村寨中，选出一个寨子，随时根据需要举

办长街宴，还表演打粑粑、出嫁、唱酒歌等节目。然而，长街宴作为哈尼族“昂

玛突”宗教祭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年一度才举行的神圣庄严的宗教祭祀

活动。当地政府为了旅游开发、经济发展，随时按需要举办长街宴，使其在一

定的程度上失去了原有古朴和神圣性。此外，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联合发

表的《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

的分析》⑤，此文主要通过对元阳哈播村、绿春县城的长街宴随着旅游和经济的

发展以及政府参与情况下，长街宴作为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在响应现代发展

要求下，做出相应的文化适应和调整。 

作为从仪式研究角度研究，主要有邹辉在发表的《植物的祭礼与象征——

哈尼族“昂玛突”意义的在解读》
⑥
，以植物象征角度从发，以“昂玛”树神为

                                                      
①

 郑宇、杜朝光：《哈尼族长街宴饮食的人类学阐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②

 陈永邺：《长街宴的梯田农业文明之象征研究》，《思想战线》2008 年第 2 期。 
③

 陈永邺、洪宜婷：《哈尼族长街宴象征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④

 卢鹏：《经济诉求与文化展演——关于绿春县城长街宴的人类学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

年第 3 期。 
⑤

 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

演变的分析》，《地里研究》2011 年第 5 期。 
⑥

 邹辉：《植物的祭礼与象征——哈尼族“昂玛突”意义的在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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