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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词语与满族的太阳崇拜初探

张　殿　典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６）

　　摘　要：自然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着的信仰形式之一，太阳崇拜在自然崇拜中占据着 重

要地位。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特别是原始社会时期信仰文化的活化石。从满语词语语义分析 入 手，可

以发掘其所蕴含的满族太阳崇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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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语词语与满族先民的太阳崇拜概述

太阳崇拜是满族先民自然崇拜中最主要的形

式之一。在 远 古 满 族 人 看 来，太 阳 是 宇 宙 的 主

宰，是永恒的生命所在。在满族先民早期的渔猎

时代，处于 寒 冷 地 带 的 冰 天 雪 地 的 恶 劣 自 然 环

境，对于太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太阳能使

他们得到温暖，太阳也能使他们得到衣食万物，
他们把太阳的升起、降落、太阳的光芒 和 温 暖，
视为生命的开始和延续。满族先民的生活在东北

区域的 寒 冷 地 带，据 文 献 记 载，漠 北 的 冰 海 雪

原，“极边苦寒，过夏犹服棉衣”。［１］ “其地苦寒，
……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竖冰，虽白日照灼

不消”。［２］东北区域一年内霜冰期占大半 年 之 多，
冰雪对北方人类与生物威胁极大，满族先人对太

阳的崇拜，体现了身处严寒冰雪环境中对光和热

的强烈祈愿和向住［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对

太阳的崇拜，把太阳视为宇宙万物的生命的根源

来信仰 尊 崇。当 无 法 解 释 的 自 然 力 被 人 格 化 了

时，最初的神崇拜便出现了，于是就把太阳称为

太阳天 母，写 作ａｂｋａ　ｈｅｈｅ；依 据 太 阳 能 发 光、

发热、有抚育万物生长的无边功力，把太阳人格

化为太阳母亲。满语ｕｎ义为太阳、日头，太阳

照耀万物，哺育万物，使万物繁育生长，ｅｌｄｅｋｅ
义为光 耀，ｅｌｄｅｎ义 为 光 芒，ｆｏｓｏｎ为 日 光、光

线，ｆｉｙａｋｉｙａｎ为炎热的阳光，为晹，ｆｏｓｏｋ为日

照，等等。阳光雨露是农耕者的生存之本，在先

民农耕社会中，一切收成的好坏都是由太阳决定

的，太阳被理解为他们的保护神。如果太阳光照

射不足，或者太阳光太强烈、照射过长，都会使

庄稼 颗 粒 无 收，成 为 荒 地，ｕｎｅｈｅ义 为 荒 地，

ｕｎｅｈｅ　ｏｒｈｏ义 为 荒 草，如 果 出 了 草 芽，也 仍 然

是荒 地，满 文 写 作ｕｎｅｈｅ　ｂａ，这 都 是 从ｕｎ
（太阳）一词分化和衍生出来的词语。

在 《御制 满 珠 蒙 古 汉 字 三 合 切 音 清 文 鉴》
中，收录了以下众多有关太阳的词语：

日ｕｎ　　　　　　　　　光耀ｅｌｄｅｋｅ
日光ｆｏｓｏｎ 日光转射ｆｏｓｏｂａ
回光荡漾ｈｅｌｍｅｅｍｂｉ　　 回光乱动ｔａｌｉａｍｂｉ
晹ｆｉｙａｋｉｙａｎ 背阴ｓｉｌｍｅｎ
隙光ｉｒａｈｉ 日升ｕｎ　ｍｕｋｄｅｋｅ
日微斜ｕｎ　ｋｅｌｆｉｋｅ 日大斜ｕｎ　ｕｒｈｕ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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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面ｕｎ　ｄａｂｓｉｈａ　　　　日入ｕｎ　ｄｏｓｉｋａ
日色淡ｕｎ　ｂｕｎｃｕｈｎ　　　日珥ｕｎａｎｇｋａ
日晕ｕｎ　ｋｕｗａｒａｈａ 日食ｕｎ　ｊｅｍｂｉ
光ｅｌｄｅｎ 晴明ｇｅｈｕｎ　ｇａｈｕｎ
日照ｆｏｓｏｋｏ 光射ｅｌｄｅｎ　ｇａｂｔａｂｕｈａ
阴凉ｓｅｂｄｅｒｉ 影ｈｅｌｍｅｎ
日出ｕｎ　ｔｕｃｉｋｅ 日午ｉｎｅｎｇｇｉ　ｄｕｌｉｎ
光阴、时间ｕｎ　ｂｉｙａ 太阳落下ｕｎ　ｄｏｓｉｍｂｉ
西ｕｎ　ｄｏｓｉｒｅ　ｅｒｇｉ 终日ｕｎ　ｄｏｓｉｔａｌａ
太阳升起ｕｎ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 太阳落下ｕｎ　ｔｕｈｅｍｂｉ
整日ｕｎｔｕｈｕｎｉ

可见，太阳在满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二、ｅｌｄｅｋｅ、ｄｅｒｇｉ及相关满语词语的隐喻义

在满 语 词 中，光 耀、光 亮、光 照 写 作ｅｌ－
ｄｅｍｂｉ，或写作ｅｌｄｅｋｅ。例如，《周易》“日月得

天而能久照”，满 文 写 作 “ｕｎ　ｂｉｙａ　ａｂｋａ　ｂｅ　ｂａ－
ｈａｆｉ　ｇｏｉｄａｍｅ　ｅｌｄｅｍｅ　ｍｕｔｅｍｂｉ”，这 个 词 同 时 也

有 “降生”、“诞生”的意思，一般都是指君王贵

人降生的 日 子，也 可 以 译 为 “圣 诞”。 《蒙 古 源

流》： “ｍａｈａ　ｍａｙａ　ｆｕｊｉｎ　ｂｅｄｅｋｅ　ｏｆｉ，ｓｕｗａｙａｎ
ｍｕｄｕｒｉ　ａｎｉｙａ　ｉｍｈｅ　ｕｓｉｈａ　ａｌｉｈａ　ｂｉｙａｉ　ｔｏｆｏｈｏｎ　ｉｕｎ
ｆｏｓｏｒｏ　ｅｒｉｎｄｅ　ｌｕｍｂｉ　ｓｅｒｅ　ｉｌｈａｉ　ｙａｆａｎ　ｄｅ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ｂｅｙｅ　ｂｅ　ｅｌｄｅｋｅ。”汉译为： “玛 哈 玛 雅 福 音 遂 有

孕，至岁次戊辰翼大蛇值月十五日，日 方 出 时，
降生于伦必花园内。”其他派生出的词都有 “诞

生”的 意 义。ｅｌｄｅｍｂｕｍｂｉ是 “使 照”、 “使 照

耀”、“使光亮”、“使光照”等使动义，同时也有

“诞生”、 “降生”义。在 《档 案》中，ｆｕｎｇｎｅｈｅ

ｇｉｏｒｏ　ｈａｌａ，ｅｌｄｅｍｂｕｈｅ　ｈūａｗａｎｇ　ｈｅｏ　ｂｅ　ｅｌｄｅｍ－
ｂｕｆｉ，ｈūｔｕｒｉ　ｂｅｇｏｒｏ　ｇｏｌｍｉｎ　ｂａｄａｒａｍｂｕｈａ　ｂｅ　ｄａ－
ｈａｍｅ　ｇｉｙａｎ　ｉ　ｄａｂａｌｉ　ｋｅｓｉ　ｉｓｉｂｕｃｉ　ａｃａｍｂｉ，汉译 为

“诰封觉罗氏，诞生章皇后，衍庆弘长，理 应 从

优追恤”。ｅｌｄｅｎｇｇｅ义 为 “有 光 的”、 “有 光 辉

的”、 “光 华”、 “灿 烂”，同 时 有 一 个 义 项 即 为

“诞生的”、“出生的”、“生降的”，“ｅｌｄｅｎｇｇｅ　ｉｎ－
ｅｎｇｇｉ”，义为 “圣诞日”。

在满族先民们看来，每天早 晨 太 阳 的 升 起，
即意味着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在诞生，“每一

次日升都是对黑暗的胜利，每次日落都是被迫性

地进入来世，在那里危险都聚集到了太阳神的身

上”。“自然过程也是神圣的，这一点由太阳在自

己游行圆周中经历的重复洁净礼所证实，我们最

熟知的是他在黎明之前的洗澡，黎明时他 ‘身穿

红色衣服’升起”。［４］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即

是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幻想着，人的肉体死后的

灵魂到了地下世界，依循着太阳的轨道，借助着

太阳的力量，与太阳一起在第二天早晨重新返回

阳光的尘世。人们灵魂与太阳结伴而行，便能够

超越死亡，得到再生。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丧

葬形式中，一般 “埋葬尸体不分男女一律四肢侧

身，头朝北，足朝南，面向东，背向西。他们认

为头朝北是他们的远祖从北方辗转迁徙到南方；
面向东，是让死者亡灵得到温暖和光明，因为日

出东方，大地万物得以光明和 温 暖”［５］。人 们 设

想，如果能像太阳那样永远地死而复生，就超越

了死亡，肉体不存在了，灵魂还在，每天重新诞

生的太阳是太阳精灵永存的结果。人们超越死亡

的唯一途径则是与太阳相随同行，于是人类就脱

离了有限的苦海，加入了无限的宇宙循环。满语

ｅｌｄｅｋｅ既是光耀照射，同时也是太阳的诞生，真

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满族先人们的对太阳的信仰之

情。
满语的 “东方”为ｄｅｒｇｉ，“西方”为ｗａｒｇｉ。

众所周知，满族的民俗信仰特别尊崇西边，这与

崇尚七斗星有关系。但从词源学来看，尊崇西边

的信仰应当是较远的事，因为在词源考溯方面，
我们找 不 到 这 方 面 的 语 言 依 据。相 反，在 满 语

“ｄｅｒｇｉ”东方一词中，我们了解到了满族先民崇

尚太阳的语言遗留痕迹。
人们尊崇太阳，则同时尊崇东方，所以，东

方 “ｄｅｒｇｉ”一词的义项中就有 “上”、 “上 边”、
“上面”的意思，有时就借指 “上天”义。《上谕

八旗》：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ｔｏｍｅ　ｕｈｅｉ　ｄｅｒｇｉ　ａｂｋａｉ　ｈūｔｕｒｉ
ｆｅｎｇｅｎ　ｂｅ　ａｌｉｒｅ　ｂｅ　ｂｕｙｅｍｂｉ，ｅｒｅ　ｕｔｈａｉ　ｍｉｎｉ
ｇūｎｉｈａ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ｓａｂｉ　ａｍｂａ　ｆｅｇｕｗｅｃｕｎ　ｋａｉ。”汉译

为：“人人共受上天的福佑，这就是我所想的贵

祥大瑞啊！”由于太阳具有崇高无上的 位 置，则

“ｄｅｒｇｉ”一 词 就 具 有 “等 级 高”、 “次 序 在 前”、
“高明”、“高超”等意思。《莱根谭》“ｓｏｇｉ　ｄａ　ｂｅ
ｇｉｓｕｒｅｒｅ　ｂｉｔｈｅ　ｄｅｒｇｉ　ｄｅｂｔｅｌｉｎ”，译为 “《莱根谭》
上卷”。 《平 定 金 川 方 略》： “ｊａｌｉｎｇｇａ　ｈūｌｈａ　ｂｅ
ｈｕｎｇｋｅｒｅｍｅ　ｄａｈａｂｕｆｉ，ｇｕｒｕｎ　ｉ　ｈｏｒｏｎ　ｂｅ
ｋｏｋｉｒａｂｕｒｅ　ｄｅ　ｉｓｉｂｕｒａｋū ｏｂｕｃｉ　ａｃａｍｂｉ，ｕｔｔｕ
ｏｈｏｄｅ，ｔｅｎｉ　ｄｅｒｇｉ　ａｒｇａ　ｓｅｃｉ　ｏｍｂｉ。”译为：“将狡

寇帖服，而不致有损国威，方 为 上 策。”满 族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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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太阳升起等现象，逐渐地将东方认定为

神圣的所在，由方位处所名称，演变为 “高明”、
“高超”、“最先”等形容词性的尊崇词语。“我国

的许多民族也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

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 ‘背脱’，即日出

的方向；称西方为 ‘背冈’即日落的方向。”［６］这

与满语表示方向的词语如同一辙，也与表示方位

的词语等是一致的。
太阳周而复始的诞生，给人类带来温暖和秩

序，“太阳运动的规律性表明了 （除了胜利、秩

序和作为无终点之再生的永恒而外，还有）不可

动摇的正义和无处不在的法官思想。这样太阳的

行为获得了一种伦理色彩”［７］。在原始人 类 的 神

话思维形式中，空间和时间既是由太阳运动规律

来规定的，同时也被认作了巨大的具有统治万物

的神秘的力量，太阳的运行及其规律，不仅是大

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是尘世凡人的不可抗拒的法

则。“由于太阳实际上充当了人类建立时间和空

间意识的天然尺度，神话思维便把得之于太阳启

示的主体意识反过来投射给太阳，产生出如下神

话命题：太阳是时、空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种

神 话 命 题 的 直 接 表 现 便 是 奉 太 阳 神 为 诸 神 之

主。”［８］太阳的运行及其相关天体现象，是与人类

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来说明和研究的，
太阳的神圣性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主人和

管理者，也是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人们

借助于天象来说明人类社会，将目光投向苍穹，
求助于天文来说明解释人类及人类社会本身，太

阳神于是成为了诸神之王，人间的统治者被认为

是属于太阳神统辖下的一个领导者和统治者。所

以，我们看到了 “ｅｌｄｅｋｅ”既表示光耀普照，同

时也表示诞生。而 “东 方”ｄｅｒｇｉ既 表 示 东 方 处

所，表明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同时也表明这是

每天太阳新生的地方，也可隐喻借指人间的统治

者诞生 的 地 方，这 就 使 用 “东 方”来 喻 指 “皇

帝”、“皇上”成为理所应当的了。《平定金川方

略》： “ｄｅｒｇｉｃｉ　ｃｏｏｈａｉ　ｎａｓ ‘ｈūｎ　ｉ　ａｍｂａｓａ　ｄｅ
ｈūｄｕｎ　ｇｉｓｕｒｅ　ｓｅｍｅ　ａｆａｂｕｈａ。”译为：“上命军机

大卧迷议。”其中 “ｄｅｒｇｉ”即指皇上。《异域录》
曰： “ｄｅｒｇｉ　ｅｌｈｅ　ｂｅ　ｂａｉｈａ。”其 中 “ｄｅｒｇｉ”也 指

皇上，译为 “请皇上的安”。在 《档案》中还有：
“ｄｅｒｇｉ　ｈｅｓｅ　ｂｅ　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　ｄａｈａｒａ。”译为： “钦

奉上谕。”通过太阳诞生的东方之处的 隐 喻，同

时借指了人间的统治者，这就使太阳神的威力统

摄了整个天界和人间。

三、满语ｕｎ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与

太阳生殖阳性力量崇拜

　　太 阳 升 起，满 文 写 作 “ｕｎ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
“ｕｎ”指 太 阳，而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则 指 浆 （衣

服）。这很奇怪，太阳升起与浆衣服有什么关系？

仔细琢磨，我们认为，此处的浆是由太阳精液相

似而来的，精液即如同浆制衣服的浆糊是一种形

状，故 “ｕｎ”太 阳，加 上 浆 糊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
即指太阳升起，早晨起来元气十足。所以 “浆”
的同源 词 “ｎｉｙａｎｃａｎ”既 有 义 项 （浆 洗 衣 服 用

的）浆粉，又指锐气，元气，勇气。每天早晨太

阳升起，既显示了太阳的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

显示了 “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生殖能力。太阳升

起，与精液同时诞生成长，要完成哺育万物的任

务，则要交媾，在满语中 “交媾”或 “性交”写

作ｍｅｅｍｂｉ，这个词的同源词还有 “祭天”、“还

愿”一词 ｍｅｔｅｍｂｉ。 《满 州 实 录》： “ｊａｎｇ　ｇｅ－
ｂｕｎｇｇｅ　ｂａｄｅ　ｔｅｈｅ，ｂūｌｕｎ　ｉ　ｇａｙａｎｇｇａ　ｔｕｍｅｔｕ　ｇｅ－
ｂｕ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ｂｉ　ｎａｒａ　ｈａｌａ　ｄｅ　ｄｏｓｉｍｅ，ａｂｋａ　ｄｅ
ｎａｄａｎ　ｉｈａｎ　ｍｅｔｅｍｅ　ｎａｒａ　ｈａｌａ　ｏｈｏ。”汉 译 为：
“璋地的呼伦部噶扬噶，图墨图二人，杀七牛祭

天，归附 纳 喇 （氏）部。” 《满 汉 成 语 对 待》：
“ａｍｂａ　ｙａｌｉ　ｂｅ　ｊｅｆｉ，ｙａｍｊｉ　ｔｕｉｂｕｍｂｉ，ｊａｉ　ｉｎｅｎｇｇｉ
ｅｒｄｅ　ｍｅｔｅｍｂｉ。”译为： “吃 了 大 肉 晚 上 背 灯 祭，
第二天还愿。”“祭天”、“还愿”一词与 “交媾”
同出一源，即是阴阳交合，表明太阳升起携有精

液，通过交媾生育万物。在古埃及人的创世神话

中，生命是从太阳中泻出的光线，亦既从创世神

日神生殖器流出的精液［９］１３２，太阳父亲撒下一片

阳光，大地之母便生育繁育了人类万物。萧兵先

生在对于古希腊人的太阳金雨，印度人的太阳神

苏利亚与处女勃利塔及高句丽太阳射手的神话传

说等等一系列有关阳光受孕的描述中，无一不反

映了这一巫术般的创世寓意。［１０］在中国古代也有

相关的论述，《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

生于西，比阴阳之别，夫妇之 位 也。”此 处 指 太

阳与月亮阴阳交合相配，象征着通过交媾孕育万

物的意象。同样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古代朝解半岛

的朝鲜先民神话中，高句丽王国的始祖东明王被

认为是河神之女柳花受精于日光而生。［１１］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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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感 光 而 孕”的 说 法［１２］。在 萨 满 教 中，萨

满的灵魂被比喻为一团火，其光线能穿越黑暗之

壁，万物在火光中暴露无遗；没有阳光般金色的

火焰，萨满便失去了威力，因为萨满的灵魂 “象
阳光一样也是金黄的，换而言之，他代表了太阳

的生殖特性”。［９］１３３这在汉语中也有体现， 《说文

解字·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指

的就是太阳之阳精从来没有亏少减损过，用描述

形象的写法表明了太阳的特性。原始人认为太阳

的无穷生殖能力是一切动植物的源头，因此太阳

光可使女人怀孕的观念同火光使女人怀孕的观念

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在满语有关太阳词语的探溯

中表现得尤为明晰清楚。
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信仰中，太阳被看作男

性之本，视地球为女性本体，太阳父亲撒下一片

金雨 （阳光），大地之母便生育繁殖了人类万物。
这在汉民族信仰中多有体现，天地之交，日月相

合，被认为是生育万物的根本动力。《礼记·礼

器》中的 “大明生 于 东”，这 里 的 “大 明”即 指

太阳，日月相合象征着男女婚配。《尔雅·释地》
释文引晋代杨泉 《物理论》： “地，底也，著也，
阴体下著。”此处是说 “地”由低下而 得 名。章

太炎 《文始一·歌泰寒类》：“《说文》：‘也，女

阴也。’……孳乳为地。重 浊 阴 为 地。古 父 地 只

当作也，犹天本训颠，即古文颠字，引申为苍苍

之天。人体莫高于顶，莫下于阴 （自注：足虽在

下，然四支可旁舒，故足不为最下，以阴 为 报）
故以题号乾坤，其后慈乳作地。”古人见 地 生 草

木，与母亲生子类似，故视地为母。《管子·五

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易·说卦》：“乾
为天为圆为父……坤为地为母。”古人认 为 大 地

即与母亲是一类的，母亲生育与大地生长草木一

类。同样 为 阿 尔 泰 语 系 的 蒙 古 语，大 地 写 作

“üｔüｇｅｎ”，源于女阴，这与汉语和满语所反映的

思想是一致的。［１３］

四、结论

关于满 族 先 民 的 太 阳 崇 拜，前 人 已 多 有 论

述，但从满语词语入手，分析满语词语中有关太

阳崇拜的词语的各个义项，即使用词源学的方法

解释满 族 先 民 的 太 阳 崇 拜 却 成 果 不 多。我 们 认

为，使用分析民族语言来探讨该民族的信仰文化

是最有说服力、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语言是

研究文化的 “活化石”，民 族 文 化 特 别 是 原 始 文

化更容易积淀在语言里。我们分析满语词语ｕｎ
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发现ｎｉｙａｎｃａｍｂｉ的同源词ｎｉｙａｎｃａｎ
既有 浆 洗 衣 服 所 用 的 “浆”的 意 义，同 时 也 有

“元气”的意义；分析满语词语ｅｌｄｅｋｅ、ｄｅｒｇｉ以

及相关的 一 些 词 语 的 义 项，发 现ｅｌｄｅｋｅ的 同 源

词ｅｌｄｅｍｂｉ既 表 示 “光 照”，又 表 示 “诞 生”；

ｄｅｒｇｉ既 表 示 方 位 “东 方”，又 表 示 方 位 “上”，
则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明满族先民对太阳的敬

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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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１２１页）
四个特征 （责权性、限定性、时效性、程 式 化）
比我 自 己 在 《汉 语 修 辞 学》中 所 说 的 “三 性”
（准确性、简洁性、规格性）要好些，更 符 合 公

文语体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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