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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表现——羌族释比绘画《刷勒日》探郦1

罗晓飞，罗 徕

【摘 要】：《刷勒日》是羌族释比所独有的以图表经、以图推算、演绎变化羌区人事神灵与凶吉祸福的“易书”。

其版本在羌区现遗存极少，“母版”弥足珍贵；传承方式独特，是羌区宗教文化的产物。其内容基本体现了羌族释

比经典内核；图经画面丰富，是羌区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真实写照。作为民间传统绘画的一种形式，《刷勒日》

的艺术特色显著，其“造型”表现独特、感情色彩丰富、风俗画题材的叙事性特征明显；是羌民族艺术与宗教形象

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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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的民间传统绘画遗存极少。我们常见的也是与羌族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图画”形式，如修楼建房上雕梁绘画、

房间墙壁上的装饰“壁画”或手工扇面上物象等，还有就是普遍存在于羌族服饰刺绣中，用于做底纹的花纹图样。但是，在羌

区“存在”着由历史时期流传至今的一种图经画卷，被羌族释比尊称为“圣书”的图谱，“羌语称‘摩萨’”①2，亦或称“刷勒

日”“刷布”等（本文使用“刷勒日”的常用提法）。图经《刷勒日》是

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产物，历经数千年折射并闪耀着民族的文化光芒，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羌族人特有的“人文艺术

画卷”，在羌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刷勒日》最初的发现与版本、材质

图经《刷勒日》实为“图谱”，其版本在羌区现遗存极少，“母版”弥足珍贵。

《刷勒日》是羌族释比所独有的以图表经、以图推算、演绎变化羌区人事神灵与凶吉祸福的“易书”，是由古图谱《撒涅

卜》发展演化而来，类似汉区“算命”用占卜之书。区别在于羌区“易书”具有极强的仪式性和社会性。研究者从最初发现的

“孤本”说到目前为止的“多本”说，足以证明释比图经《刷勒日》的存在与隐秘，这与神秘的古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但可

确定的是羌族最早的民间绘画即为羌族释比画。

根据阿坝州图书馆研究员余耀明撰文表述，羌族地区《刷勒日》最早发现于 1997年 6月，该部“神秘图经”由茂县沟口乡

一肖姓老释比珍藏。后经工作人员拍摄制作成电子文件，现藏于阿坝州图书馆文献室。“该图经系麻质涂白彩绘折叠书牒，约

100幅，内容涉及弟民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是一部内蕴神秘文化色彩的‘百科全书’，目前在羌区可能属‘独一

无二’的孤本。”①但《刷勒日》在羌区究竟有多少本，当地释比及研究者谁也说不清，可以肯定的是《刷勒日》图经图谱有“母

本”可以追寻。赵犧调查研究认为：“凡是释比都有一部这样的图经。南部羌语区现幸存的《刷勒日》图经有五个版本。”②笔

者在汶川龙溪乡阿尔村调研时，当地羌族文化传承人朱金勇叙述：“在六七十年代我看到过最原始的《刷勒日》，当时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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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版……现在好多释比手上拿的那种都是复印演变过来的。相当于复印件，原件在祖师爷那里。从祖师爷到徒弟有很多弟子，

一代一代的都用复印件作为参考。”

在材质上，基于不同释比、不同版本，以及南部羌区和北部羌区，《刷勒日》在形制、材料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区别。

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麻质涂白彩绘。在没有纸之前，羌族人在所织麻布上作画，在引进纸张后把纸裱于麻布上再用树

脂调漆和岩石或植物颜料作画。这种在羌区已发现的版本中为多数。另一种就是皮革片上雕刻。是在山羊皮或獐子皮上进行镂

空雕刻，是一种浅浮雕形式。不太大，长度最多七十公分左右，宽度三十公分。要用某种图案时候，把它印出来，或者按照镂

空的地方描绘出来，用完再把羊皮卷收起来。笔者认为后一种模式基于“母版”的说法更接近。理由在于《刷勒日》图经在羌

区被释比供奉为“神物”一样的东西，由祖师爷留下来代代相传，不得更改图经内容否则视为对“祖师爷”或神的不尊重，雕

刻版可起到对“原件”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局限性，原始艺术最初的绘画都先“存在”于岩画、雕塑等，古羌人

通过这个“刻板”记录着对大自然的认知及神灵的理解，并把它“图式”化。古本《撒涅卜》，羌语“白黑作”，意思是“弟

族白黑缘起的天地人神的古事”。因此，《撒涅卜》是释比祖师传下的以白黑的释比之法所作的天地人神鬼灵凶吉命势、白黑、

阴阳、八卦等作为的图谱，称为“白黑乾坤择吉万全通书”③。这些研究都极大地丰富了《刷勒日》释比绘画的内涵与特质。

二、《刷勒日》内容和释比文化传承

“羌族释比画刷勒日古画卷相继发现，成为羌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绘画文化最重大事件之一。”④3之所以为“重大事件”，

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以此探寻古羌原始绘画的踪迹；另一方面，可以窥觊羌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作为羌族释比文化

研究珍贵文献资料的价值所在。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的祖先崇拜和以 “白石”为表征的多神崇拜以及信奉 “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一直延续至

今，释比文化就是在这样土壤与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着。《刷勒日》是以绘画代替了文字，“以图示意”只有被羌族人尊称的释

比才能读懂它的内涵。同时，释比才是《刷勒日》的制作者与收藏者，一般人不能涉及。在羌区，释比的地位极其崇高，他们

是有知识、有智慧之人，能与人、神、鬼打交道，懂阴阳，知祸福。目前，羌区已发现的的《刷勒日》图卷由百余幅折叠彩绘

的画牒组成。图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画面上描绘了羌族人游牧、狩猎、农耕、婚娶、丧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地研

究者认为，《刷勒日》内容包含了释比文化的核心内容的绝大部分。2010 年由阿坝师专民族研究所拍摄、印制的《羌族释比图

经》即来自茂县沟口乡，一肖姓老释比所珍藏的《摩萨》“原本”。图经分上下两部，其中，上部用棉布做底裱纸作画，其内

容涉及羌民族的宗教祭祀、卜卦、婚姻、丧葬、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部在棉布上直接绘画，主要为天文历法方面的

内容。直观上《刷勒日》较全面反映了羌族释比图经核心部分，但由于羌族无文字记载，更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可查询，全由

释比唱经示意传达所旨，在具体图经解读上却迷雾重重，存在太多的困难和迷惑。

对于具体内容，陈兴龙先生把它分为十个部分：“祭祀图、大葬图、幸运图、箭位图、蛇神图、驱邪图、生肖图、商人图、

工匠图、属相图”①，涉及神灵崇拜、神鬼降魔、婚丧嫁娶以及古代羌人的服饰和头饰的发展过程，还绘有释比法器、祭祀方式、

房屋建筑、墓葬棺棒、狩猎工具、生活用具等。赵犧先生又把图经内容具体化为 14个方面：羌族传统的《白黑卜》内容；羌族

释比的来源，释比“比格扎”的内容；传统的羌族十大生肖；羌族的手掌八卦推演法；传统的羌族神灵；羌族崇拜与祭祀的白

石、树神等；十二生肖表述；生肖所代表的天干地支；五行观念与图示；表述纳音六十花甲；表达吉凶冲煞的十二箭内容，即

具体日子中吉凶冲煞值概念；人生命运与八字命盘；28 宿轮值图示；所有与释比经典中白、黑、黄三大类别观念的头绪。②4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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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张小小的图卷竟然包含着这样丰富的内容，真正称得上是羌族释比手中的“小百科”。释比图经《刷勒日》虽然只有

图画没有文字，但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艺术魅力上，还是研究羌族文化的无价之宝。

羌族《释比经典》，即上、中、下三坛经，或白、黑、黄三维经典，又或上祭、中祭、下祭。传承方式体现了古羌族传统

文化的封闭与保守性，即“口传心授、师徒相传、家族相传，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在羌区，释比传授是自觉自愿的，

传授的人和被传的人都要自觉自愿。接受传授的人要有天赋，最主要的是品德要高尚，“不能获得技艺以后来以此害人”。具

体要求上，朱金勇表述：“释比师父在传承时，是有选择的，会根据每个弟子的天赋来进行传承，根据弟子不同天赋因材施教。

比如你适合中坛经里面的婚丧嫁娶，他适合上坛经，就分别教授。有区别对待，不一定把所有东西都教授，天赋不一样教授的

东西也就不一样。同一个祖师爷下面，有些清楚登天画足，有些不清楚，又有些晓得婚丧嫁娶招魂啊等，有些天赋好的懂得比

较全面，被称为是‘全卦子’，知识比较全面。释比是个总概词，实际上他的门派很多，学的和教授的都不一样。有些是看水

的，有些是踩铧的，有些是招魂的，有些是驱邪的。”所以，羌族释比文化在传承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局限，也让后来人很难

获得全面、完整的羌族释比经典的实质。也正因为这样，《刷勒日》才被蒙上“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面纱，同时，也凸显

《刷勒日》文化的独特性和艺术魅力。

三、《刷勒日》的艺术特征浅析

“线”在绘画中的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同时也是最高级的，无论是远古时期还是现当代绘画

上，线的作用都是很强大的。图经《刷勒日》中的物象基本上采用单线勾勒添色，线条清晰、流畅、顿挫有力，用笔中以曲线

改变运笔的方向。“还太阳星”的 10幅图中，线条粗疏放任，较少拘束；运用线条的形式动感因素，在线条勾勒的转折过程中

产生有规律的变化，使动物“运动”和载着人飞驰的形象表现得很有节奏感。“生肖相冲”18 幅图，各种动物在打斗、怒目相

视、挑战等场景中，有的凶猛，有的示弱，有的腾空而起。画面上的线条运用既有工笔的圆润舒畅，也有写意画的挥毫潇洒，

作品给人一种自然洒脱的视觉感受。“原始思维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基于秩序感的线性思维，而这种线性思维是建立在生

存目的和认知目的的基础上的秩序原则。”①释比绘画的“线”造型正是体现了古羌人造型思维的原初性本质特征或现象。

“二十八宿”中间的各种“神”的描绘，如“元兴神”“角星神”等画面中对“神”的形象除参照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

象，也有很多是想象的。这反映了民间绘画造型上的变形夸张、重“写意”轻客观真实形象、构图上打破时空、彰显动感的形

式。在色彩处理上《刷勒日》基本采用红、黄、蓝、绿、黑各色组合而成，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色彩配置，不但统一、

协调，还很完整、悦目。在《刷勒日》中，我们可以看出，色彩不仅具有区分的功能，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如人物中身着红

色、绿色等不同长袍的人像其代表了不同的人物身份与地位；而画面中砍柴、渔猎等劳动的人像则多是身着蓝色衣服，代表普

通的民众；牛羊兔等多为红色或绿色，而老虎、豹子与蛇等猛兽则多用黑线填红色或黄色来表现。在《二十四把连珠神箭图》

中，重复排列出现的红色神箭给人以“紧张”“压迫”的强烈感觉；《五行图》中，红色的火焰、绿色的树木，还有“绿叶红

果”的桃或苹果等，“感情色彩”强烈、丰富。充分体现了释比画师，一方面对于原生态动、植物的色彩还原描绘，另一方面

运用色彩感情作用突出物象特征的象征性技法。

风俗画题材的叙事性是《刷勒日》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如前文所述，释比图经《刷勒日》在内容上由祭祀图、大葬图、

幸运图、箭位图、蛇神图、驱邪图、生肖图等十个部分的百余幅图组成，单牒多幅连续构成的画卷，记录了羌族社会吃、穿、

住、行，婚、丧、嫁、娶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了羌族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画卷中有若干“还愿”叙事图，如《牛

巴切》中“意为禀报或祈愿，图中绳系灵柩，一头系一人，一头系一支花。表述愿死者以花树为升天之梯，升天享福。”②5以叙

事图形式讲述羌人以花树为神及升天之梯的宗教信仰形象地表达出来，类似这种图示还有很多，很显然，风俗画的世俗情节在

《刷勒日》画面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没有文字的古羌民族，文化的传承者释比就以图画形式记录、“讲述”羌族社会历史、

神话与传说、祭祀和婚姻及伦理道德等，以民间绘画的方式呈现了羌族社会面貌。同时，作为“易书”的《刷勒日》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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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特点也非常明显，图中“十二生肖”与时间搭配，画面无文字，时间全是用十二生肖代替，资历深厚的释比以“图”找寻

天干地支月日时，推论卜算，图示“说明书”功能明确。

结 语

羌族《刷勒日》虽不是具有独立审美功能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但它却是羌民族艺术与宗教形象的合体。也就是说，

由于这些图像同时是宗教和艺术的，所以它们也必然是神性的、巫术的和审美的，它凝聚着古羌民众交织着神巫意识的审美意

念。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形态，《刷勒日》呈现了羌族民间绘画的原生态面貌，蕴含真挚的情感体验，以体现生命的原初意义为

主题，以其“亲和”“写意”的造型观念，延续着古羌人类社会的文明，并在羌区承担着一定意义的审美与教化的社会功能与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