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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普格今日普格 系列报道

7月 25日上午，普格县县城火把广场一
片欢腾，身着节日盛装的当地群众和游客们
早早地来到了这里，围坐在这个可容纳万人
的圆形广场。虽然，前一夜的雨让火把广场
有些不尽人意，座位上还有残留的雨水，但
这些都无法阻挡大家对 2019年中国普格彝
族文化旅游火把节这场盛会的期待。

普格，是中国彝族火把节的发祥地。普
格火把节地域特色浓厚，在国内外享有“中
国民族风情第一节”“东方狂欢节”“东方情
人节”等美誉，2004年普格被省文化厅授予

“中国彝族火把节之乡”，被省政府评为“四
川省文化先进县”；2007年彝族民间文艺“朵
洛荷”被省政府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普格获得“中国最佳民俗文化旅游名
县”称号。

这里是彝族英雄支格阿鲁、火体拉把纵

横驰骋的领地，是彝族叙事抒情长篇作品
《阿嫫尼惹》的诞生地，是彝族大力士各洛几
比世代荣耀的故里，是天下游客心驰神往的
天堂，是被永不绝灭的火把烧红的土地。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彝族人
民，在这块水草丰美、生长希望的土地上，创
造了火的文化、火的历史、火的传奇。

千百年来，这一永不熄灭的火种，薪火
相传的火神，历久弥新的火魂，一直燃放在
彝人心中生生不息，从未泯灭，催生滋养这
方水土祈福纳祥、浴火重生；激励鞭策彝家
儿女追赶太阳、逐梦幸福。

如今，古老神奇、热烈多情的火把节，被
赋予了新的内涵——既是对厚重历史文化
的传承，也是对四方宾朋的热情接纳，更是
普格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砰砰砰！”随着七彩烟花的燃放，取火、

点火仪式的举行，2019年中国普格彝族文化
旅游火把节正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千名身着盛装的彝家女子，打着布满彝
族图腾的黄油伞款款走来，身上亮闪闪的彝
族特色银饰随着走动的步伐发出悦耳的声
音。她们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转动着手里的
黄伞，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圆圈，场面可
谓壮观。彝语“朵”即火，引申为火把，“洛”为
唱是彝族民间的一种舞蹈，“朵洛荷”意为火
把节之舞，是彝族女子集体表演的集歌舞于
一身的艺术表演形式。

“太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到朵洛
荷表演。”来自成都的游客吴先生被眼前的一
幕所震撼，拿起手中的相机，咔嚓咔嚓不断按
下快门，记录这难得一见的胜景。他说，从成
都一路自驾到普格参加火把节活动，山高路
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七月的普格，荞花在山
间飞舞，火把在村寨燃烧，万
般风情，只为等待这一场彝
族人民最盛大的狂欢——火
把节。

凉山州普格县是著名的
中国彝族火把节之乡，这里
原生态的火把节活动有着特
别的吸引力，让人想要前去
一览究竟。一路的辗转，因祭
火、爬杆、朵乐荷、选美、斗
牛、斗羊、斗鸡和彝式摔跤等
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传统庆典
活动变得值得；路上的奔波，
被燃情的火把和浓浓的彝家
风情所“治愈”。

以“火”的名义狂欢，普
格“燃”起了 2019 年火把节
民俗文化旅游狂欢的火把，
激情无处不在，震撼无处不
在。

7月 25日至 27日，火把节活动期间，赛
马、摔跤、斗牛、斗羊、斗鸡、爬杆、选美，丰富
多彩的原生态传统庆典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彝族选美了，美丽
的彝家姑娘穿上最隆重的民族服装，戴上最
闪耀的彝族银饰……这一场”颜值“的比拼，
吸引了大家关注的目光，选美活动现场里三
层外三层，到处都是人。

彝族选美有自己独特的标准，选的不是
“网红脸”，而是彝族人最爱的“原生态”。彝
族选美标准，在民间有一套口诀：女子眉毛
弯而细长的好，睫毛直而长的好，眼皮成双
的好，眼角上翘的好，鼻梁高而直的好，眼珠
大而亮的好，牙齿雪白的好，嘴皮薄薄的好，
下巴不长也不短的好，笑时有对酒窝的好；
手指细长的好，颈长的好，腰像蜜蜂一样的
好，面颊金黄的好。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普格县21号选手
叶布么衣良从参加普格彝族选美的 23位彝
家姑娘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9年普格县“金
索玛”，成为了今年普格人民“心中的最美”。

7月 26日，普格县螺髻山的彝家山寨也
热闹起来了，2019普格·螺髻山彝族火把节
在螺髻山火把场举行，前来“看热闹”的人群
把这里都围满了，选美、斗牛、斗羊、摔跤、美
食……精彩不断的活动，让大家一饱眼福，
更饱口福。

同样热闹的还有洛乌乡火把场，26日在
这里举行的2019普格·西洛阿都彝族火把节
人气很旺，慕名而来的游客们让这里变得“满
满当当”，一样精彩的选美、斗牛、斗羊、摔跤
等民俗活动让现场欢呼不断，尖叫不断。

说起普格火把节，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
地方，普格火把节发源圣地——日都迪萨。

海拔 3200多米的普格县耶底乡日都迪萨是
彝族阿都地区最负盛名的火把场，是彝族阿
都文化的“源头”，被誉为“彝族文化圣地”。

传承千年，日都迪萨火把节依然完整传
承着彝族火文化的热情、勇敢，极具民俗特
色的庆典活动依旧原汁原味。7月 27日一大
早，日都迪萨的清晨被热闹的人群唤醒，附
近彝寨的彝家男女老幼，穿上节日的盛装，
揣上干粮，开车、骑摩托车、骑马、步行，从四
面八方汇集而来。

当天，这里举行了火把节选美、斗牛、斗
羊、斗鸡、摔跤等民俗活动，看热闹的人群聚
在一起，让日都迪萨火把广场这个四面环山
的开阔草原一片笑语欢声。

在欢笑中，2019年中国普格彝族文化旅
游火把节圆满落幕，留给了我们关于这个节
日无穷的回味。

是夜，黑暗笼罩的普格夜空，被红色的
火把照亮。

7月 25日晚 8时，手持火把的彝族群众
沿着山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普格县城的火
把广场，千万只燃烧的火把聚拢、堆砌成一
堆又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万人火把狂欢夜
正式激情上演。

普格县整个县城的男女老少都到街上
来了，现场人山人海。火焰燃烧起来，红色的
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快乐的脸庞，大家手拉手
圈成一个个圈，围着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达体
舞。这个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管熟悉还是
陌生，大家被火把狂欢夜的热情所感染，心
醉于此，情醉于此。

彝族人崇尚火，火把节第一天要“祭

火”，火把节狂欢夜是重头戏。夜幕降临，彝
人以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诵
经，大家从毕摩手里接过用蒿草扎成的火
把，游走于山间地头。

传统继承到今日，往日情怀不变，火把
狂欢夜点燃的不仅是手中的火把，更是彝族
人的希望和期盼。

“火把节的气氛特别好，在这里可以放
空自己，只需要享受简单的快乐。”从山西远
道而来的刘女士一家，在朋友的邀请下参加
了今年的普格火把节。她说，第一次来，她就
爱上了这个节日，在这里她可以让自己彻底
的放松，放肆的玩乐，想笑就笑，想跳就跳，
融入到周围欢乐的节日气氛之中，去感受那
种在城市里无法体会的、一种久违的、特别

简单又很动人的快乐。
“这里是我们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拿起

手中的相机，摄影爱好者杨先生难掩自己激
动的情绪，这样壮观的场面难得一遇，这样
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照片一张难求，他说，
这里能让他拍出好照片，每张照片都能让人
看到“故事”。

看！螺髻山麓沿线一座又一座高耸的山
峦在火光下沸腾，已经化身为一片欢乐的

“火”洋。
醉了，在这个火把狂欢夜，大家都“醉”

了，被那火一样质朴、炙热而又充满激情的
阿都彝家风情陶醉了，一阵阵情不自禁的欢
呼，大家把心中的那份喜悦，那份激情点燃、
释放，尽享这个节日的美好。

纵情狂欢夜 万人空巷“打”火把

点燃节日的圣火 燃起节日的激情

走进火的民族 品味阿都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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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摔跤，展现力与美

2019普格彝族选美现场（杨成龙 摄）

彝族斗牛（钟玉成 摄）

你追我赶，彝族赛马激情四射（钟玉成 摄）

火把节取火、点火仪式（钟玉成 摄）

“朵洛荷”，火把节之舞（钟玉成 摄）

彝族美女身上亮闪闪的彝族特色银饰随
着走动的步伐发出悦耳的声音 （钟玉成 摄）

以“火”的名义狂欢
——普格“燃”起2019年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狂欢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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