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020 年第 2 卷第 3 期 实践探索

浅谈彝族经典三原色的艺术价值
周　婷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11）

摘要：诗歌是彝族人民思想情感交流的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在彝族诗人吉狄马嘉在《彝人梦见的颜色》中写道：我梦见过黑色，

我梦见黑色的披毡被人高高地扬起。黑色的祭品独自走向祖先的魂灵，黑色的英雄结上爬满了不落的 ..... 我梦见过红色，我梦见过红色

的飘带在牛角上呜响，红色的长裙在吹动一支缠绵的谣 ..... 我梦见过黄色，我梦见过一千把黄色的伞在远山歌唱，黄色的衣边牵着了跳

荡的太阳……”可见经典的三原色在彝族的传统文化和对彝族人民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凉山州彝族文化；经典三原色；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少数

民族，凉山州彝族人民在我国五行色彩的基础上，在特定的环境中，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色彩审美定位，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独特风格的

色彩艺术世界。黑、红、黄是彝族经典的三原色，是彝族文化的

根源、基础、灵魂，它们的传承和应用，不仅丰富了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彝族经典三原色与五色

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片幅员辽阔

的土地上分布着56个民族。经过千年文化的浸染以及时间的沉淀，

我国各个民族都形成了独具魅力又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依

附于传统节日、婚嫁、祭祀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由于

民族的人文随着历史不断变迁，在不同色彩审美的推动下，彝族

也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悠远文化。在五色观念中，五行说是核心。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中，五行说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不仅

包括方位、神灵、气候、时辰，还涵盖了人文社会中的物质以及

文化的方方面面。五色对应的就是五个不同的方位，具有非常明

显的指向性。其中东方代表的是太昊，他的颜色属性是青色，所

以太昊也被称为青帝，掌管着春天，属帝代表的是红色，位居南方，

由于红色古时被称作赤色，所以属帝也被称为赤帝，掌管着热情

似火的夏日，位于中间的是黄帝，他可以掌控四方，颜色属性是

黄色，居于西方的是白帝少昊，他的颜色属性就是白色，掌控这

秋季，五色中的最后一个颜色是黑色，代表的是颛顼，他被称为

黑帝，掌控着冬季。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中，彝族人民从

生活经验，以及时代变迁中，以五行色彩作为根基，在特别的环

境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色彩审美定位，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独特

风格的色彩艺术世界——黑、红、黄，这不仅是彝族经典的三原

色，更是彝族的灵魂所在。民族彩色是彝族祖先留给后人宝贵的

精神财富，也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三色文化中蕴

藏的是彝族人民独特的审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千年的传承中，

势必会留下独具特色又饱含魅力的民族文化，彝族也不例外。彝

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应用，丰富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内涵。

二、彝族经典三原色解读

（一）崇尚黑色

彝族崇尚黑色，认为黑色代表阶级和血统的高贵。彝族一直

以来都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民族，哪怕是清朝灭亡后，平等的

思想也没有吹到彝族人民的心中，直到解放战争后，这种森严的

阶级思想才被取缔。在彝族有贵族和奴隶的划分，对奴隶具备最

高支配权的是黑彝，他们也被称为“诺伙”。黑彝在彝族的总人

口中，只有 7% 左右，但是他们却拥有着彝族大部分土地的所有

权，是富有又具备无上权利的最高统治阶级。在彝族的不同地区，

黑彝也有着不同的称呼，他们也称自己为“纳苏”“诺苏”等，

意思就是黑人或者黑族。黑彝认为黑色是最高贵的，他们从里到

外都是黑色的，包括骨头，而且他们还认为“黑骨头”代表的就

是贵族。由于崇尚黑色，以黑色为尊，所以彝族把居住在高山丛

林中的黑虎作为祖先，并绘制成了图腾。在彝族，黑色的高贵体

现在生活、祭祀等方方面面，不只土司祭祀用的器具要是黑色的，

毕摩（即巫师）在主持宗教活动时所穿的衣服也要是黑色的。

彝族也有“尚黑忌白说”，彝族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氐羌族，

他们是古氐羌族的后代。和彝族有关的资料中记载着，彝族是从

西戎古氐羌族演变而来，他们喜欢青色服饰，由此可以得出彝族

的先民就有以黑色为服饰主色调的习俗，体现了彝族渊远的崇尚

黑色的传统。

（二）崇尚红色

红色代表着积极乐观而热情，情绪波动大起大落，真诚主动、

勇于挑战、善于表达、富有感染力。中国从古至今都喜爱红色，

红色不仅代表着热情似火，也代表着吉祥喜庆，所以中国国代只

要家中有喜事，到处都会充斥着红色，很多人为了吉利也会将宫

殿、庙宇等的墙粉刷成红色的。同时，我国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是

以红色为主，所以身居高位的人也常常为人用“朱门”和“朱衣”

来形容。彝族五行中的“火”和汉族文化中的红色，以及八卦中

的离卦都异曲同工，系出同源。

《勒俄特依》和《火把节》是彝族非常有名的创世史诗，他

们中都记载了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在恶劣的环境生存下去，

用火驱逐黑暗，烤制食物，抵御严寒等，由于火和太阳的作用相似，

所以二者都被尊为生命之源，也就是生物赖以生存的根本。

彝族有一个传说关于火的是这样说的：远古时期，有一位恶

行昭昭的天神，他的名字叫恩特古滋。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他丝

毫不顾及人民的死活，每年他都会指派一个如狼似虎、力大无穷

的史惹吧去强取豪夺财富、食物以及民间的绝色女子。在这位天

神的恶行下，人们都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但是人力终究是微弱的，

即使心中有滔天的怨恨，也不能把天神和他的使者消灭。就在人

们绝望之际，一名叫阿曲拉麻的年轻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杀

死了天神的使者，但是也因此激怒了天神，天神动用神力，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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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害虫洒落人间，让这些害虫去毁掉人们的粮食。面对这种情况，

阿曲拉麻急中生智，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他想到了用火消灭害虫，

帮助人们解决了天神的刁难。此后，彝族人民就将这一天当做作

了纪念日，并命名为“火把节”，一直延续至今。每年的纪念活

动在六月二十三开始，持续三天结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以及

我国和世界的接轨，如今“火把节”也走出了凉山，走向了世界。

红色在彝族被赋予了战胜邪恶的色彩，所以彝族的家家户户必备

的就是红色物件。彝族人民认为红色可以战胜一切邪恶，鬼也是

惧怕红色的，所以为了驱鬼辟邪彝族每户人家都会在门口悬一方

红布。彝族女子出嫁之时，家人希望她们永远幸福，为了把这份

爱和期望传递出去，他们会为待嫁女子举办红线仪式。同时，红

色也代表着好的运气和不畏艰险的勇气，所以彝族的男子在作战

或者狩猎前，会将红色帕子系于额前或者将小片红布缠在英雄结

上。彝族“毕摩”篾帽上的红布条代表着其在彝族的地位，每个“毕

摩”的篾帽上都有两个鹰爪，“毕摩”每主持一次祭祀活动，就

可以在鹰爪上缠一条红布，红布多久代表“毕摩”主持的活动多，

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

（三）崇尚黄色

和红色以及黑色相比，黄色无疑更加温暖，能让人感觉光明、

心胸开阔，是带来生机的颜色。但是由于黄色太过明亮，也被认

为不庄重，此外黄色不能保持其本来的面貌，只要用别的颜色污

染，立马就会变色，不像黑色始终保持着本色。其实在中国古代，

黄色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属于皇家御用，平民百姓不允许使用。

但是后来有贬义的变化转换，主要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彝族对黄色主要是崇拜之情，这是因为彝族的祖先崇拜太阳，

而太阳就是散发着黄色的光晕，爱屋及乌，所以黄色也成为了彝

族崇拜的颜色。世间万物的生长都依赖着太阳，所以太阳是人类

以及其他动植物类以生存的根本，它能带给人们生的希望，象征

着温暖、永恒、生机。在中国，黄色不仅曾经缓解了神与人之间

对立的问题，也代表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时也是土地

的象征。随着时代的推移，黄色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自

宋代以后，这种温暖的颜色就成了皇帝专用的色彩。在我国彝族

的历史中，黄色也温暖和点缀着他们的生活。

在彝族的凉山地区，流传着“支格阿龙射日”这样一个神话

故事。天上本身不是一个太阳，但是多余的太阳都被勇士支格阿

龙射了下来，最后天上留下了一个独眼太阳，这个太阳主持着人

间的正道，成了正义的化身，被人们以祭祀的形式崇拜着。所以

在彝族，黄色代表着平安、健康、富裕、光明以及美丽。

三、三原色与彝族漆器

在彝族的众多古老文化中，和三原色息息相关的还有彝族漆

器。彝族的漆器是具有浓厚彝族古餐具特色的民间工艺制品，它

提炼出了几千年文化中的精髓，并融合了现在的科学技术成果，

在众多漆器中独树一帜。现在彝族的漆器被广泛用于室内装修，

生活用具，旅游纪念品等。

颜色不单单指人们肉眼可见的色彩，也蕴含着不同的深意，

展示着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民族，每种原色所被赋予的含义都

不相同，在世界上不同的原始部落，颜色词汇的使用也不相同，

这三原色按照出现的顺序来看，依次是“白”“黑”“红”“黄”“绿”

等。不过，在大洋洲的新几内亚，他们的语言文化中却只有白

色和黑色两种。当然也有人认为颜色的产生顺序是“白（原

色）”“黑”“红”“黄”“绿”“蓝”“棕”“紫”“橙”“灰”等。红、

黑、黄这三种颜色被彝族所尊崇，也可以在历史痕迹以及人们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展现出来。在彝族，所有的漆器都是先用黑

色来作为底色，由于彝族以黑色为尊，所以黑色的漆器代表着尊

贵以及庄严。用黑色打完底色后，彝族的漆器会用红色和黄色来

绘制花纹和图案。在涂料中添加石黄、朱砂等，可以使漆器即使

过了百年，依然颜色鲜艳、不会有脱漆的现象，同时漆器也不会

发生腐烂变形等。用黑、红、黄所绘制出来的漆器，色彩感非常强，

能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染着人们的内心。

四、三原色与彝族服饰

每个民族的服饰都独具色彩，各有千秋，在千年的历史传承

中，彝族的服饰已经有了超过六百种形态。彝族一直以来，由于

支系比较多，居住地又相对较为分散，所以每个地区的服饰都存

在较大的差异，具备浓烈的地域色彩。以凉山地区为例，由于凉

山四季都比较阴冷，所以他们常年都穿着察尔瓦（披衫），服饰

基本没有季节的区分。虽然彝族的服饰有着不同的色彩，琳琅满目，

但是传统的服饰还是主要以黑、红、黄三色为主。

在彝族中的彩色文化也是彝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颜

色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彝族比较喜欢黑、红、黄三种颜色，称

之为“三色文化”，是彝族特有的文化色彩，寓意着彝族人民对

美的审视。那么彝族服饰的三色文化是什么意思，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在彝族文化中，当属服饰文化最具民族特色。彝族人民不仅

通过三原色文化展现出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大地方人物的关系，

也展示出了内心强烈的感情。同时，三原色也代表着彝族人民的

宇宙观。由于彝族的支系比较多，居住地又分散，所以他们的服

饰多达六百种。但是千变万变，彝族的服饰始终以黑、红、黄为

主要基调，然后配以琳琅满目的银饰，让服装更加美丽多变。

五、结语

色彩文化是组成彝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同彝族人民的欢

乐、悲伤、梦想紧紧相联。自有人类以来，象征意义就是与大

多数主要色彩联系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

逐渐形成了尚红、尚黄、尚黑的三色文化。彝族赋予了三色博

深的象征意义。黑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火、血液，黄色则是

太阳光辉的象征。漆黑的土地、亮红的火焰、血液，金色的阳光，

黑、红、黄三色融为一体，影响着彝人的衣、食、住、行，进

而渗透到审美意识、文化观念中。三色文化是彝族特有的文化

色彩，它同东西方的其他民族相联结，各具特色。三色概念折

射地反映了彝族先民的深层文化，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宝库中，

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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