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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調査報告  

 

丧葬仪式中“传灯花”的习俗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 鹤1

 

摘要 

笔者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进行了将近 1 年的

田野调查．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地人习惯用一个由纸片做成的“灯花”来祛除污秽，

或是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然而经过多次的走访与调查，笔者意识到由于历史上多次政治运动

的冲击等原因，川底下村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习俗出现了传承失真、方式混乱、趋于简化，

而且相关文字资料匮乏等问题．为能够调查清楚该村在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习俗，笔者通过

对川底下村与斋堂镇传灯花习俗的比较，从中找出了两者间的共性和个性，进而逐渐梳理出

川底下村在丧葬仪式上传灯花习俗的现状及独特之处．该结果也证明了同一民族在同一习俗

方面确实存在着地区差异，其形成的原因与所处自然环境，空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

丧葬仪式上的传灯花习俗只是川底下村灯花习俗中的一个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仅谈了这

一项，其余部分及如何全面地认识这一习俗等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则留待以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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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灯花的制作 
 
川底下村将制作灯花称为“捻灯花”，并对

在什么情况下应点什么颜色的灯花，由什么人

来“捻”等细节都非常有讲究．丧葬仪式上用

来传递的灯花为白色，由长约 9 厘米，宽约 7
厘米的双层白色纸片制成，分为花穗，花腰，

花托三部分．制作的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将纸片的一端用剪刀剪出 6 至 7

条约 1 厘米长，约 1 厘米宽的条状，以便用来

做灯花的花托，将另一端也剪出 6 至 7 条约 1
厘米长，约 0.5 厘米宽的条状，以便用来做灯

花的花穗； 
第二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将纸片的中间

部位捻成圆柱状，使之能够支撑整个灯花，此

部分为花腰； 
第三步，将做花托一端的每一条纸片均匀

分开，使之可以平稳地立住； 
第四步，将做花穗的一端整理成细小的穗

状．这样，一个灯花就做好了（见图 1）． 

 

图 1 丧葬仪式上使用的“灯花” 

在捻灯花时一定要注意绝不能沾上自己的

唾液，要沾就必须沾清洁的水，这是因为人们

认为唾液既脏又臭，会亵渎神灵．此外，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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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中用来传递的灯花，必须由“不全和”的

妇女2制作． 
为了让灯花点燃后燃烧的时间足够长，并

且明亮，还需要给花穗沾上些许食用油，但不

可沾得过多，以免灯花燃灭后留下油迹．丧葬

仪式上使用的灯花在沾上食用油后，需要在一

个大盘子里放置一个晚上，以便使食用油全部

浸入纸内．在点燃灯花前，还会再将花托尽量

分开得均匀一些，这样才能使灯花点燃后能够

稳当地立在器皿里． 
 

Ⅱ. 葬礼仪式上的传灯花 
 
1．传灯花的准备工作 

川底下村所在的斋堂镇的丧葬习俗与汉族

丧葬习俗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斋堂镇和川底下

村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举行一项仪式，该项

仪式被称作“传灯花”，属于“辞灵仪式”的一

部分．举行传灯花仪式的时间是在“送三”回

来，“参灵”之后，即死者的亲戚朋友集中吊唁

的仪式完毕之后．据村民介绍，这一仪式来自

于当地的民间传说，这一传说称，赴黄泉的路

上一片昏暗，死者需要有亮光为其灵魂照明引

路，而灯花就具有这个作用．所谓“传灯花”，

简单的说就是前来参加辞灵仪式的亲属们按照

男女，辈分大小排列，将点燃了的灯花一个接

一个地传递下去， 后将熄灭了的灯花灰烬倒

入棺材前的烧纸盆里． 
丧葬仪式上传递的灯花为白色．如前所述，

这种场合的灯花一定要由“不全和人”制作，

着手制作的时间是在死者过世之后．关于制作

的灯花数量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要

比死者的年龄多做出两个，这两个灯花，一个

是献给天的，另一个则是献给地的．例如死者

的年龄为 75 岁，那么就要捻 77 个灯花；第二

种说法是，与死者年龄相一致即可，如果死者

是在 75 岁时去世，那么就捻 75 个灯花．川底

下村所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 
在传灯花仪式开始前，人们需要将沾过食

用油的灯花用筷子逐个立着摆放到一个圆形的

大茶盘上．虽然对圆形大茶盘的尺寸及每行灯

花摆放的个数等细节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但

是在摆放时，一般都是从大茶盘的外沿开始，

向着大茶盘的中心位置一圈一圈地摆放．摆满

了灯花的大茶盘被供在灵桌上，同时还要在大

茶盘的旁边放上若干个小盘或小碟．对这些小

盘或小碟的个数及其尺寸没有具体规定，不过，

因为灯花是放在这些小盘或小碟上一个一个传

递的，所以，到底准备多少个小盘或小碟，则

要根据参加传灯花的人数多少来决定．具体细

节将在后面阐述． 
传灯花的准备工作如上所述，川底下村与

斋堂镇，及其他斋堂镇所管辖的村落相比，除

传灯花仪式的具体细节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 
 
2. 斋堂镇的传递方式3

斋堂镇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死者入殓后，

将棺材放在院子当中，棺材头对着院内，棺材

尾对着正房堂屋门口．在棺材头的前面设置一

个放供品的桌子，当地称之为“灵桌”，灵桌前

的地上放置烧纸盆，当地称之为“丧锅”．死者

的直系亲属及亲朋好友排列的顺序是：死者的

长子，面对棺材跪于丧锅前[无长子时由长女代

替长子角色（也有由大女婿代替的说法）]；长

女面对棺材尾跪于地上，（长女代替长子角色

时，由次女代替长女角色）；其余的亲属及亲友

以死者长子所跪位置为上，以死者长女所跪位

置为下，按照辈分的高低排列，男性跪于棺材

左侧，即长子的左侧，女性跪于棺材右侧，即

长子的右侧；所有的人都面对棺材下跪，将棺

材围在众人中间．此外，传灯花仪式的具体组

织工作由两个人负责，一个人被称为“执事主

持”，另一个人是其助手，被称为“张罗人”．这

两个人是从本村或外村请来的男子，与死者不

沾亲带故，只要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即可．执

事主持站在灵桌的左侧，面对跪在地上的死者

长子；张罗人站在灵桌的右侧,也面对跪在地上

的死者长子（见图 2 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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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斋堂镇传灯花仪式的人员排列及传递方

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众人按照上述规定的位置围着棺材跪好

后，执事主持高喊“辞灵开始”，也就是说，从

此时起传灯花仪式正式开始，其传递的顺序如

下： 
（1）死者长子跪着将放满灯花的大茶盘用

双手从灵桌上端起，举过头顶举到执事主持的

面前； 
（2）执事主持用筷子从大茶盘里夹起一个

灯花，用蜡烛点燃后放到一个小盘或小碟上，

然后将放好灯花的小盘或小碟递给跪在棺材左

边的第一个亲属或亲友,也就是说，灯花是从男

性亲属开始传递的； 
（3）此亲属或亲友双手举过头顶接过小盘

或小碟，并保持此姿势将灯花传递给跪在自己

身边的下一个人； 
（4）此人也应双手举过头顶，接过灯花并

继续向下传递；直到传至 后一个人，即跪在

棺材右侧的女性亲属或亲友手中； 
（5） 后一个女子双手举过头顶将小盘或

小碟交给张罗人，张罗人接过后将小盘或小碟

里的灰烬倒入丧锅中． 
在传灯花的过程中，人们需将双手高举过

头顶，此举意味着对死者的尊敬．此外，执事

主持不必等到第一个灯花传到 后一个人时才

开始传第二个，而是将第一个传出去后就可传

第二个,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出去．如果灯花

在传递途中熄灭，也不必更换或重新点燃，而

是应不中断地往下传递．当张罗人将大茶盘里

所有的灯花全部倒入丧锅中后，执事主持宣告

传灯花仪式结束（见图 2 的传递方式）．在传灯

花的整个过程中，和尚一直会在一旁念诵被称

为“观灯焰口”的经文，内容为十个字，即“香、

花、灯、涂、果、乐、茶、食、珍、衣”，同时

由寺庙里的乐师吹奏“佛乐”．在文革期间，作

为四旧，寺庙被砸毁，和尚被取缔，丧葬仪式

上念诵经文及吹奏佛乐的习俗被禁止．因此，

如今在丧葬仪式上只由当地称为“吵子班”的

“乡间民乐吹奏班”吹奏一些普通的民间音

乐．此外，当地将为 7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举行

的葬礼称为“喜丧”，这种场合还要吹奏一些欢

快的乐曲． 
 

3. 川底下村的传递方式 
据笔者调查，由于川底下村的房屋依山势

而建，因此，丧葬仪式上的诸多细节会受自然

环境及空间上的影响，即除对参加传灯花的亲

属或亲友采取特殊的排列方式外，在传递的一

些细节上也与斋堂镇及其他村落有所不同，具

 196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4 (2) 2012 
 

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传灯花的仪式不是在死者入殓后举

行，而是在入殓前举行．因此，不是将棺材放

在院子当中，而是将死者的遗体停放在正房堂

屋内，其头部对着堂屋门口外．灵桌放在遗体

头前，丧锅放在灵桌前．这样一来，大大减少

了所占用的空间． 
（2）参加传灯花仪式的成员不同．由于川

底下村大多数人家的院子比较窄小，所以传灯

花仪式的成员不能像斋堂镇那样，既请直系亲

属又请亲朋好友，而是只能以死者的直系亲属

为主，以死者的亲戚为次．如果院子稍大一点，

或者死者的直系亲属不多，则可以多请几位亲

戚参加，相反则少请几位亲戚参加．总之，以

优先考虑死者的直系亲属为原则． 
（3）放在传灯花用的小盘或小碟中的灯花

数目不同．川底下村的有些人家往往会在小盘

或小碟中放入两个或者三个灯花，所以此时使

用的容器比斋堂镇的略大．笔者从村民们的介

绍中得出两条原因，即①村民们说：“别看川底

下村穷苦，可是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加上空

气好，吃的东西干净，我们村的人都长寿．”据

笔者调查，川底下村的高龄老人确实比较多．如

前所述，由于该村为死者点的灯花数目与死者

的年龄相一致，因此当高龄老人去世时，相应

点的灯花就比较多．②因为院子建的窄小，空

间有限，所以参加传灯花仪式的人数也就相对

较少．因此，这两条原因就形成了由少数人传

递大量灯花的局面，这就导致川底下村不能像

斋堂镇那样一次只传递一个灯花，而是为了缩

短传递时间，每次便传递两，三个灯花． 
（4）参加传灯花仪式的人员在排列方式上

的不同．川底下村是从位于院内的厨房门口跪

至位于正房堂屋内的丧锅前．据笔者多次走访

调查，其具体的排列方式大致以下三种： 
第一种排列方式，死者的长子，[无长子时

由长女代替（也有由大女婿代替的说法）]，面

对死者头部跪于丧锅前，死者的长女（长女代

替长子角色时，由次女代替长女角色）则面朝

停放死者的位置跪在厨房门口；其余亲属以死

者长子所跪位置为上，以死者长女所跪位置为

下，按照辈分高低从上至下，即从死者长子身

后开始跪至死者长女之前；跪下时男女分成两

行,面对面排列，男性跪于长子的左侧，女性跪

于长子的右侧（见文末图 3 的排列方式）． 
第二种排列方式，有的家庭并不太讲究男

女的排列顺序，只要按照辈分高低跪成两排即

可（见文末图 4 的排列方式）． 
第三种排列方式，更不讲究的家庭则更为

随意．亲属们虽然也分成两排面对面跪在地上，

但不分男女，随意排列，既可以男女相邻，也

可以三三两两的间隔，因此此时也就没有辈分

高低之分了（见文末图 5 的排列方式）． 
很明显，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民俗在川底

下村发生的变化是由该村的居住环境造成

的．像川底下村这样的将住房与院落都建在山

坡上的小山村，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遇到

举行丧葬仪式时，在一间小小的厨房里，不能

又为死者准备供品，又为前来吊唁的人们准备

饮食，只好在厨房门前往院子里临时接出去搭

一个棚子，村民称之为“供棚”，这样一来，院

子就更加窄小．如果将一口大棺材放在如此狭

窄的院子里，便没有了人们围在棺材四周传灯

花的空间．于是，村民想出三个变通方式，第

一个是为了扩大传灯花的场地，即不入殓；第

二个是利用从厨房到遗体前这个空间来传灯

花；第三个是在安排参加传灯花仪式的成员时，

以优先直系亲属，灵活掌握其他亲戚为原则进

行． 
（5）传灯花的顺序不同．由于川底下村不

像斋堂镇那样众人围跪在放于院子当中的棺材

进行传灯花仪式，而是跪着将灯花从厨房或者

供棚门口传至丧锅前，所以就产生了灯花是如

何传递的问题．笔者从村民的口中得到以下三

种说法，分别与前述的三种排列方式相对应： 
第一种传递顺序的说法来自几位 70 岁以

上的老人和很早以前曾担任过执事主持的村

民．他（她）们认为：“因为传灯花是对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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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奠，所以也应该像斋堂镇那样重视，要由执

事主持和张罗人两个人负责仪式的具体组织工

作，而且灯花的传递方式也不应有太大变动．不

过，考虑到川底下村空间狭窄等条件限制，可

将斋堂镇围绕棺材传灯花改为从遗体前传至厨

房前，再从厨房前传回到遗体前．但是，排列

方式也要像斋堂镇那样讲究辈分和性别．”具体

的传递方式如文末图 3 所示，因为与斋堂镇传

灯花仪式相同，所以在此不再重复．此外，口

述人还讲了另一个变动，即川底下村很少请“吵

子班”吹奏音乐，更不记得请过和尚念经．据

笔者对该村历史的调查，估计这可能与近代川

底下村经济贫困有关． 

Ⅲ．结束语 
     
     回顾笔者在川底下村对丧葬仪式上传灯

花习俗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心情非常复杂．这

是因为一方面深感这一习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

色，十分宝贵的，但同时又为这一习俗在川底

下村的现状感到担忧．目前，20 岁上下的年轻

人虽然知道丧葬仪式上有传灯花的习俗，但是

对具体细节几乎都说不清楚．真正能够讲述灯

花习俗的都是 70、80 岁上下的老人，在 50、
60 岁的人中能稍微做一点介绍的也为数不多，

而且这为数不多的几位村民所介绍的也经常是

五花八门，这从文中也可看出．此外，对该习

俗的调查结果，笔者还存在几点不解之处．例

如，以男性为后代传人是汉族几千年的传统观

念，从男性亲属开始传灯花正是这种传统观念

的具体体现，而不分性别，辈分随意跪着传灯

花，有点不可思议；从长女而不是从长子开始

传灯花的说法和做法，也很令人难以置信．其

实，村里的老人对这种说法和做法是有想法的，

但他（她）们往往沉默不语． 

第二种传递方式的说法与第三种传递方

式的说法均来自村中的中年人之口，具体如下： 
第二种传递方式与第一种传递方式的不同在于

灯花的传递起点及传递方式．按照这种说法，

灯花是从跪于厨房门口的长女手中开始传递

的，即在厨房里的人不管是谁，都可点燃大茶

盘中的灯花，并将其放入小盘或小碟里，然后

传递给长女，长女再将其传递给按照辈分跪在

院内左侧的亲属，然后该亲属再将其传递给右

侧的亲属．如此这样面对面相互交叉着传递到

遗体前， 后由长子将小盘或小碟里的灯花的

灰烬倒入丧锅中（见文末图 4 的传递方式）．此

场合只有执事主持，没有张罗人，并且执事主

持不参加传递的全过程，仅喊一句“辞灵开始”． 

   综上所述，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历史上多

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川底下村丧葬仪式

上的传灯花习俗出现了传承失真、方式混乱、

趋于简化，而且相关文字资料匮乏等问题．面

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比较川底下村与斋堂镇

在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习俗，从中找出两者间

的共性和个性，从而逐渐梳理出川底下村在丧

葬仪式上传灯花习俗的现状及独特之处．该结

果也证明了同一民族在同一习俗方面确实存在

着地区差异，其形成的原因与所处自然环境，

空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种传递方式有过于简单化的倾

向．这一倾向首先表现在前述第三种亲属的排

列顺序上；其次，除只有长子的角色而没有长

女的角色这一不同之处外，传递方式基本与第

二种传递方式相同，并且执事主持和张罗人的

情况也与前述第二种传递方式中的情况相同；

后，在传灯花的过程中，人们不必一定要将

灯花举过头顶，即使与胸口平行地传递给下一

个人也无妨，只要 后将灯花传递到长子手中，

由他将灯花的灰烬倒入丧锅中即可（见文末图

5 的传递方式）． 

丧葬仪式上的传灯花习俗只是川底下村灯

花习俗中的一个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仅谈

了这一项，其余部分及如何全面地认识这一习

俗等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则留待以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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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

脚部

 

死者

头部

丧锅 

                     ↖ 

执事主持 ←   长子   张罗人 

            ↓             ↗ 

辈分高者          男             女      辈分高者 

              ↙            ↗  

             男             女        

            ↙              ↗ 

       男              女 

辈分低者  ↙              ↗ 

男             女     

      ↓           ↗                     

长女  → 女         辈分低者 

厨房（供棚）

 

图 3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一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死者

脚部

 

死者

头部

丧锅 

                ↑ 

执事主持      长子   

                        ↖ 

辈分高者          男   → → →  男      辈分高者 

                    ↖     

             女  → → →   女  

                    ↖      

        女   → → →  男 

辈分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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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 →  男  

           ↖ 

长女           辈分低者 

厨房（供棚） 

 

图 4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二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死者

脚部

 

死者

头部

丧锅 

                ↑ 

执事主持      长子   

                         ↖ 

             男   → → →  男 

                    ↖     

             女  → → →   女  

                    ↖      

        女   → → →  男 

       ↖   

男   → → →  男  

           ↖ 

 亲属 →  女 

厨房（供棚）

 

图 5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三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注释＊

 

 

 

 

1 北京中盾安全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师．本研究

得到“2007 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

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2 在川底下村，“不全和”的妇女指的是原配丈

夫已去世，或者已离婚，或者因丧夫、离婚而再

婚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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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门

头沟区民俗协会合编，《京西民俗》，香港银河

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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