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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敖包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到处都可见到

大小不等、形式多样的敖包。关于敖包，

有多种传说。一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各部

落为纪念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用石头

垒成的石堆；二说是各部落打仗的时候，

都要抢占山头。胜利的一方，就把他们战

死的将士遗体埋葬在山头上用石块覆盖，

以作纪念。人们把它称之为敖包；三说是

一个地区蒙古族牧民祭天求雨的祭坛。由

部落的首领带头祭祀上天，降雨救灾；四

说是远行的商人们作为马队、驼队指路标

识；五说是部落作为打仗时传递信息之标

志，与烽火台的作用差不多；六说是朋友

相约和情人相会的老地方。众多的传说都

有一定的依据，由此在草原人们的心目

中，敖包的地位逐步提升，将它视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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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佛教传入草原以后，敖包祭祀活动和

宗教活动结合起来，又增添了宗教色彩，

使敖包进一步被神化。

草原上敖包祭祀的活动逐渐形成了

一些不成文的规矩：牧人路过或外出远

行，经过“敖包”都要下马，往“敖包”

上添加几块石头；逢年过节，要到敖包参

拜，祈祷人畜两旺、四季平安。敖包的种

类按不同的规格可分为地区性的盟级敖包

（楚古拉干敖包）、旗级敖包（和硕敖

包）、苏木级敖包（苏木敖包）等等。有

的是单独一个敖包，有的则是敖包群。敖

包群多为1个大敖包居中，四周环围12个

小敖包，传递佛教十三为吉数的理念。

传统的敖包祭祀形式大致有三种：

一是血祭，即宰杀壮牛肥羊供奉在敖包前

以祭祀神灵。二是洒祭，即在敖包前

滴洒鲜奶、奶油、奶酒等物以祈求吉

祥。三是火祭，即在敖包前将干树枝

点燃，祭祀者排队绕火三圈，边转圈

边默念自己的心愿，然后将祭品投入

火堆里。火烧得越旺越好，象征人畜

兴旺。历史上的蒙古族十分崇拜火，

认为一切不洁的东西都可以用火净

化，也忌讳往火里扔脏东西。父子分敖包（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