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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视野下中日崇火信仰的文化象征意义

符 婷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中日民族中崇火信仰的内容多种多样，并各自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它具有象征家族、家庭生活延

续与中断，以及通过火使物与物之间相互联结或分离等文化内涵，显示了火超自然的神圣性和巫术性。本

文试站在民俗视野的角度，探讨崇火信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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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自然与文化的接触点，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普遍存在对

火的信仰，火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在各种宗教文化中，普遍

存在火的影子，这也反映了火对世界各种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民族不同，其民族文化也具

有差异性，但在火信仰观念方面，差异之中又蕴含着普遍性。

一、历史起源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和火的发明与使用密不可分，可以说火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源动力。

借助火，人类从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过渡到文明时代，并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图谱。在火

的发明与使用方面，我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火被人类利用开始，就一直与人类的生

活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火的开发利用也在不断拓展。

炎帝族号高辛氏，“辛 ”即能得火之“薪”。在典籍中，炎帝本身就是火神。王逸的

《楚辞·远游章句》里说: “火神，炎帝也。”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 “炎帝为火师，

姜姓其后也”。相传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就是这位炎帝( 《管子·轻重篇》: “炎帝作钻

燧取)火”。诸神当中的祝融和吴回等人也均是司火之神。

在日本，火神名为产火灵神。据《神名录》记载，在纪伊、丹波、伊豆等地，都曾有过

祭祀火神的神社。《镇火祈传文》中也把此神作为祭祀的对象。此外，《神武记》中所见的

显斋之祭也是把灶火赋予神名而加以祭祀。把灶王神直接看成是火神也许有些武断，但从后

世人们把灶王神称为“火男”这一点来看，两者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民间所称的火神，有

时也被称为荒神，既是炉灶之神，同时也是家中之神。从萨南诸岛到冲绳一带，人们对火神

非常迷信，不仅家家有各自的火神，而且还有整个部落共同祭祀的火神。

二、表现形式

从我国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看出，火的崇拜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普遍民间信仰的变化，

这也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火信仰的核心意象。我国民族民间节日异彩纷呈，其中许多节

日都与火相关，这也充分体现并张扬了我国各民族对火的崇拜与敬仰，典型的如彝族的火把

节。火把节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火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这是每年的农历节日，广

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火把节都极为重视。彝族的火把节，有庆祝丰收的寓意，

并期盼来年收获更好。还有的地方会用宰鸡杀羊等各种层出不穷的形式庆祝这个非凡的节

日。 除了期望来年有个好兆头，人们在此时的丰收之节尽情享受也是其一，在这个节日中，

火把可以去除晦气，起到辟邪的作用，还可以成为有情人之间的纽带。祖祖辈辈，老老小小，

都对火把节有很深的特殊感情。

在日本，盂兰盆节是日本民族对火的崇拜与信仰的集中体现。在每年的 8 月 13 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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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4 日早，日本民众会进行迎神火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将事先堆砌成的高度约 20cm 的

麻杆点燃，然后将火移入一种特制的灯笼中，最后利用这种特制灯笼将火移入佛坛的佛灯。

盂兰盆节是日本民众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他们认为在自家神火燃烧，能指引祖先寻找回自

家的路。另外，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此种类似的活动，在迎接新盆的家里，当地民众会将

高灯笼竖立于院子中，他们称之为盆柱，当地老人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嘴里会不停念叨诸如

“先祖先辈，凭借这火过来”等话语，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活动也蕴含着当地民众希望借助

火指引祖灵寻找回家之路的意愿与此相对应的是送神火。送神火是指在 15 日或 16 日夜

晚，在正门前堆积麻秆，将佛坛佛灯的火移到灯笼，再将灯笼的火移到麻秆，送走祖先。然

后将盂兰盆节期间使用的饰物及祭品拿到海边、河流或者墓地，任其漂走或烧掉。

三、文化象征

从氏族社会时期到现在的现代化社会，不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家族生活都

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家族生活不仅仅是要求一个家族要有抵御自然风吹日晒的具体化的建筑

物，更为重要的是家族内部必须要有火。自古以来，火和建筑相结合成为家族的象征，而火

在所有日常生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兴旺着一个家族，维持着秩序的平衡。

火塘作为火的承载体，它决定着家庭生活秩序。在中国很多地方，各家各户都设有火塘，

围绕火塘而形成的各种文化事象，包括宗教文化、禁忌文化、民俗文化等，以其独特的魅力

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精神、品格、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火能创造一切，又能毁灭一切，

理所当然，火塘里的火便有了凶煞和吉祥两种相反的象征意蕴。所以，在民间，常常有人根

据火塘里的火焰情况来判断吉凶，谓之“火卜”。 如果火塘中的火势头旺盛、生机勃勃，

意味着家人生活平安幸福; 如果火势不旺，而且忽明忽暗，要死不活，则意味着家事不顺或

是倒霉事情即将发生。“火卜”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凶吉评判心态，人们认为，火是神性之物，

能给人以心理暗示，能昭示凶吉。因此，为了逢凶化吉，人们便要围绕火塘举行系列祭祀仪

式，并形成火塘禁忌文化，都是为了祈求火塘神的保佑。

火具有两面性，既可以进财，也可以招灾，人们对火天生具有既感恩又恐惧的双重心理，

再加上火塘也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火塘禁忌，它们以神性的威严

约束着人们的举手投足。例如，不准连鞋带脚踩踏火塘边的锅庄石和三脚架，鞋是踩过脏物

的，踩上去会得罪火塘神; 不准从火头上跨过去，是对火塘神的大不敬; 不准在火塘上烧烤

不洁不净之物( 如短裤、袜子，等等) ，这是对火塘神的侮辱; 不准用脚扒火柴头，这是对

祖先的轻慢; 烤火不准随便挪动，三脚架 否则会惹怒火塘神……

众所周知，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地炉就与火文化息息相关。日本家庭对成人的地位和

作用分工明确，而这一特点则通过地炉的设置明确表现出来。地炉的摆放位置，每个家庭成

员所对应的位置和属于自己的地炉都有差别，这主要是根据日本传统中家庭地位分工不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用地炉进行饮食、待客、团聚等各项重要活动。这种长久以来所形

成的风俗习惯足以说明地炉在其生活中具有非凡意义。地炉作为家庭用火有着不可小觑的身

份和地位; 与此同时，地炉的差别分工使它们互相有效结合却又各有不同。

在传统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净化，另一方面是隔绝亡灵。人们为亡灵送祭品，希

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好; 同时这种焚烧的行为亦是在生灵和亡灵之间呼出一道界线，

让死去的亲人不要再回头。在日本，出葬后的“门火”就具有此等意义。一把火烧尽两个世

界的牵扯，焚尽死者对生灵的眷恋，这是一种神圣的告别。而火之所以能隔绝亡灵，是由于

从古至今，不管是神话上还是现实中，火都有摧天彻地的破坏力。另外。火的这一象征功能

还突出表现在日本盂兰盆节祭祀祖先的习俗中，如迎火神、送火神等。

社会随着时光之船穿越时空，在瞬息间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民族林立，国家

缤纷，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信仰等也都随着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而与以往有所不

同。多样化的世界有多样化的民族，他们形态各异，传统、习俗、信仰等各方面都千差万别。

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对火充满信仰。这种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具有的信仰不会随着时间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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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而消退。崇火信仰被各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深刻含义，它不仅具有本

身的自然属性，还戴上了民族赋予的文化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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