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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尧地区（原准格尔地）
蒙古族祭火习俗

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多个年头的中

国，春节已经不再是人们对丰盛食物、

簇新衣物的渴望，早年对物质的期盼已

化作美好的记忆，存留于脑海之中，每

年的春节则更多地体现出人们在精神上

的追求。

在土默川上，农历腊月二十三是除

夕前的一个重要节日，过罢二十三，人

们会骤然感觉“年”的逼近，伴随着忙

碌而又喜悦的心情，大家都在为迎接春

节做着有条不紊的准备。

腊月二十三是蒙汉民族共度的节

日，但对于这两个民族来说，意义却不

相同。这一天，汉族是祭灶，蒙古族

是祭火，就仪式上来说蒙古族祭火更为

隆重，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心理使

然。

“祭火”的习俗在许多民族中流

行，作为高寒地带的草原游牧民族，蒙

古人尤为重视。蒙古人崇尚与自然和谐

相处，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前，

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认为万物有灵，他

们认为火是神圣而纯洁的，因为火给人

□    奇•贺西格达赖    高景哲

类带来光明与温暖，促进人类由蒙昧走

向文明。在蒙古族的传说中，火对本民

族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作用。在著名的

传说《熔铁出山》中，蒙古先祖用熊熊

烈火将山崖熔化，从狭窄的山谷走到了

辽阔的草原。

传说蒙古族始祖初居“额尔古涅

昆”，后来部众繁衍众多却无路出山，

为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先民用七十张

牛皮鼓风助火，熔化的铁水冲出一条大

道，全族人得以离开山林，迁徙至辽阔

的大草原。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特殊情感，所以

祭火习俗很早就在蒙古族中流行，发展

到今天，它已成为蒙古族精神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文化遗产之一。在土默特

右旗，将军尧地区的蒙古族数量相对较

多，居住集中，这里的祭火习俗也保留

得较为完整。

将军尧地区的蒙古族是鄂尔多斯蒙

古族的一部分。鄂尔多斯是以守护圣祖

陵寝为使命的部落，它集中了成吉思汗

及其爱将、大臣的后裔，因此鄂尔多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