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以不畏牺牲、英勇

杀敌为无尚光荣，以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为最大的耻

辱。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人们叙事状物、抒情言志、

议事论理均用诗句表达。在彝族民间文学里，留下了

古时候彝族人民用诗的形式塑造英雄人物，反映英

雄时代社会风貌的英雄史诗，成为彝族文学的宝贵

遗产。到目前为止，学界提到的彝族英雄史诗有四

部：流传于贵州地区的《戈阿楼》〔!〕和《俄索折怒王》〔"〕

两部；流传于云南与四川交界彝族地区的《海依迪

古》一部；一部是流传于云、贵、川等广大彝族地区的

四川地区称为《支格阿鲁》〔#〕，云 南 地 区 称《阿 鲁 举

热》，贵州地区称《支嘎阿鲁王》〔$〕等多版本之作。这

里我们就云南地区的《阿鲁举热》内容、艺术特色及

其反映的思想意义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内容梗概

《阿鲁举热》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

彝族地区。《彝族文学史》载“流传在云南楚雄元谋彝

区的有《阿鲁举热治雷公》、《阿鲁举热收妖婆》”。〔%〕

并叙述了这两个英雄神话内容梗概。这部《彝族文学

史》也提到有一部叫《阿鲁举热》的史诗流传于云南

楚雄元谋彝区。我们收集到的《阿鲁举热》是云南楚

雄州文教局、楚雄州民委收集选编的内部资料《楚雄

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里所载文版。是元谋县元马公

社石夹阱大队肖开亮唱，黑朝高翻译，祁树森、李世

忠、毛中祥等记录的文本。

这个内部资料版中史诗阿鲁举热英雄故事内容

梗概如下：

阿鲁举热的母亲叫卜莫乃日妮，她是个独生女，

从小失去了爹妈，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姑娘长大后做

了九顶锣锅帽，织好九条筒裙，心里想着去嫁人。有

一天，姑娘坐在院子里，默默想心事时，天上飞来一

只鹰，在姑娘的头上绕三转，老鹰的影子罩在姑娘身

上“老鹰身上的水滴下三滴来 & 一滴滴在姑娘锣锅帽

上 & 二滴滴在姑娘折子披毡上 & 三滴滴在姑娘百褶裙

上 & 不知不觉时 & 姑娘怀孕了”姑娘奇怪地去问毕摩，

毕摩占卜后说，要生个好儿子。果然，姑娘在一个属

龙的日子，生了个儿子，取名叫翅骨阿鲁。

母亲为儿子翅骨阿鲁寻找父亲，把他抱去给大

树，大树却不相认；抱去给石头、班鸠都不相认。最后

把他抱去给老鹰时，老鹰的食他吃了，老鹰的衣他穿

了。姑娘衷心地托老鹰，把儿子早日养大成人。从此，

人们不再喊他的奶名了，都叫他“阿鲁举热”。在老鹰

的精心哺育下，阿鲁举热已长大成人。一天他思念母

亲，便告别老鹰，回来找母亲，但没有找到母亲，却沦

为头人日母的奴隶娃子。阿鲁举热在日姆家受苦受

难，天天放猪，天天流泪。一天他放的七窝猪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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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鲁找遍山山沟沟都找不到，最后来到坝子，在

一位好心的汉族大哥家过夜。汉族大哥家要杀只鹅

招待他，公鹅、母鹅和小鹅一家三口伤心地相互推

让。阿鲁坚决推辞说“我们都是生翅膀的儿，我不吃

生翅膀的肉”。这样，没杀鹅招待他。次日清晨，鹅们

感激阿鲁，母鹅从身上抖出一根毛给阿鲁说这是一

根神箭，可以治服日姆，并指点他找到了九十九排长

的头发“神线”。阿鲁带回这两件宝物，消灭了可恶的

日姆，获得日姆的固定房产，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也

成了阿鲁的妻室。小老婆住在海这边，太太住在海对

岸，阿鲁骑着有九层翅膀的飞马，来往于大海两边的

日姆太太和小老婆之间。

阿鲁治死了日姆，但世间还不太平，天上有七个

太阳和六个月亮，万物枯焦；蛇有埂子粗，残暴地吞

食人畜；石蚌有簸箕大，到处吃食庄稼。阿鲁决心为

民除害。他历尽艰辛，射下!日"月，各留一个在天上，

拯救了人和世界万物。阿鲁用火制服了蟒蛇，又把石

蚌打成只有巴掌大而不能危害人类。阿鲁举热的名

字被人们永远记在心上。

太平安康的日子，阿鲁想念母亲。一天他要去寻

找母亲，可狡猾奸诈的日姆小老婆，偷偷剪下飞马的

三层翅膀。阿鲁没有料到这招毒计，他骑上飞马，正

飞在大海之上时，飞马翅膀渐渐无力，人马一起落进

海里。在海里阿鲁发现飞马少了三层翅膀，才知道日

姆小老婆害了他。当海水淹齐阿鲁脖子时，空中飞来

一群鹰。阿鲁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现在中了女人

计，落在大海里，龙把我吞噬了，你们以后要来为我

报仇”。说完阿鲁就被海浪吞没。从此，每年八月，成

群的老鹰来报仇，来找海蛇啄食。天阴时，老鹰无影

子，蛇被老鹰吃，天晴时老鹰的影子落下来，海蛇直

起身子和鹰斗。“天阴三日鹰为王 # 天晴三日蛇为

王。”

上述可见，比起贵州地区的《支嘎阿鲁王》和四

川地区的《支格阿鲁》来，《阿鲁举热》显得结构较简

单，内容较少，篇幅较短。但如前《彝族文学史》所转

述的《阿鲁举热治雷公》、《阿鲁举热收妖婆》这两个

内容也应该是《阿鲁举热》的组成部分。以此可知这

里介绍分析的楚雄内部资料本《阿鲁举热》是没有收

全的一部英雄史诗。

二、艺术分析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这部《阿鲁举热》，以叙事长

诗体叙述和描写阿鲁举热的身世、成长过程、战邪恶

势力、射日月、制服毒蟒蛇和恶石蚌等一系列英雄业

绩，塑造了身世奇特、心地善良、拯救人类、为民除害

的神话英雄阿鲁举热的伟大形象。是一部典型的英

雄史诗。史诗的文学艺术成就高，具有独特的艺术风

格。下举几点分析：

（一）语言精炼、情节简明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情节简洁明了，语言精炼

明快，没有冗长杂乱的成分，也无华而不实之处。如

叙述阿鲁举热母亲身世时写道：“阿鲁举热的母亲 #
叫卜莫乃日妮 # 卜莫日妮哟 # 是个独姑娘 # 她从小失

去爹妈 # 也没有兄弟姐妹 # 一个人过日子 # 生活寂寞

又孤单”。短短几行就将阿鲁母亲的简要身世和家境

状况写出来了。语言朴实而简明。

史诗的语言简明还体现在其口语化方面，即以

民间口头传承的口语形式朴实道来，显得既朴实无

华，又简洁明晰。如“姑娘回到家里 # 过了九月零九

天 # 这一天是属龙的日子 # 儿子真的生下地 # 没有好

的名字来取 # 就叫翅骨阿鲁 # 儿子有了妈 # 可是没有

爹 # 姑娘心里在想 # 姑娘心里在急 # 格是树的儿子 # 把
他抱去给大树 # 饿了他不吃树的果子 # 冷了他不穿树

的皮子⋯⋯ # 姑娘心里在想 # 姑娘心里在急 # 格是老

鹰的儿子 # 把他抱去给老鹰 # 老鹰的食他吃了 # 老鹰

的衣他穿了 # 姑娘心不急了 # 姑娘从此心落了 # 姑娘

衷心地靠托老鹰 # 把儿子早日养大成人 # 他把老鹰

当作亲生爹娘 # 人们不再喊他的奶名了 # 都喊他阿鲁

举热”。这些诗句都是口语化的语言，特别象“格是”

“老鹰”“靠托”这样的词语，明显地带有地方土语色

彩和口语的特点，使得史诗语言具有个性特征。还有

“毕摩不在家，只有毕热在”这样的句子中彝语音译

词“毕摩（祭师）”、“毕热（毕摩学徒）”，使这部长诗的

语言具有民族特色。

《阿鲁举热》这部史诗情节的简明主要体现在它

用简明朴实的语言叙述英雄阿鲁举热的奇特身世、

消灭恶人日姆、射日月、制服毒蟒蛇及恶石蚌等拯救

人类和世界万物生灵，创造和保卫和平友爱的美好

社会的一系列英雄业绩。史诗只用了"$$多行的篇幅

就完成了这部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而文化内涵深刻

的英雄史诗，叙事的线条清晰，故事情节简洁明了。

在简明扼要这个方面，《阿鲁举热》这个版本比贵州

的《支嘎阿鲁王》和四川的《支格阿鲁》强一些。

（二）神话故事与现实相结合

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都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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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所以，神话色彩很浓，都离不开神。如古希腊英

雄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里宙斯神主宰的各

种神们大量参与人间的战事。我国英雄史诗《格萨尔

王》#《格斯尔传》$的英雄史诗主人公自身就是天

帝之子的下世者。《阿鲁举热》也与四川版《支格阿

鲁》和贵州版《支嘎阿鲁王》一样充满着神话色彩。史

诗主人公阿鲁举热的身世也是神奇的，他是“老鹰身

上的水滴下三滴来 ! 一滴滴在姑娘锣锅帽上 ! 二滴滴

在姑娘折子披毡上 ! 三滴滴在姑娘百褶裙上”这样使

阿鲁举热母亲怀孕而生下他的。母亲把阿鲁抱去找

父亲，最后找到了老鹰，老鹰哺育扶养阿鲁长大成

人，很神奇。石头、树、鹅等事物都能与人的心灵相

通，能与人交流、甚至通婚，更有神仙与人相互交往，

其神话特色很明显。有翅膀的飞马，万能的“神箭”和

“神线”及其神奇的应用都是神话十足。箭射日月，灭

妖魔鬼怪的描写当然是神话了。

但是《阿鲁举热》里的神话色彩比起四川版《支

格阿鲁》和贵州版《支格阿鲁王》来淡一些。这里的阿

鲁举热形象的人性成分较多。其他的神性人物也少

得多。史诗更多的是写人形，说人语，可以说一部神

话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史诗。这是由于史诗在流传

过程中，人们再创作时，受后时文化影响较重，而带

有一些近代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原因。

（三）英雄史诗特征

英雄史诗是史诗的一类，一般与创世史诗相对

而言的。以反映开天辟地，世界形成、人类和万物的

产生、民族渊源和民族迁徙、社会发展等为主的神话

色彩浓郁的长篇叙事诗叫创世史诗。如《勒俄特依》、

《梅葛》、《天地祖先歌》等等是创世史诗。以叙述和描

写古代英雄人物事迹，塑造英雄形象为主的神话色

彩浓郁的长篇叙事诗为英雄史诗。如彝族的《哈依迪

古》、《戈阿楼》、《俄索折怒王》等就是英雄史诗。《阿

鲁举热》从阿鲁母亲开始写起，用简明的情节、精炼

朴实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一位心地善良、智勇双全、

具有神奇功能、拯救人类、压制邪恶的高大英雄形

象。

这部史诗的兴趣不在于天地形成、万物的产生、

人类的起源发展等创世历史事项的叙述，而在于塑

造英雄人物形象之上。阿鲁举热以神箭和神线治死

万恶的头人日姆，解除人们的苦难；阿鲁举热射掉六

日五月，拯救人类和万物于绝灭之际；阿鲁消灭食人

蟒蛇、治服害庄稼的石蚌，使人类免遭瘟疫、粮食丰

收，使天下太平，人们生活幸福等等事项和情节的描

写均是塑造英雄人物阿鲁举热的。很明显，《阿鲁举

热》是一部英雄史诗，而不是创世史诗。

（四）独具特色的修辞手法

这部史诗在语言修辞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从而

使得史诗更加显现其独到的特色。这里略举一、二例

进行说明。

"、重复强调。诗歌有重复强调的句子，很有自己

的语言修辞特色。如“飞马的翅膀 ! 为何少了三层 ! 阿
鲁举热再想 ! 阿鲁举热再想”。等这样重复强调的句

式在别的史诗里没有，因此它使这部英雄史诗的语

言修辞凸显个性。

#、复踏回环。诗歌有许多复踏回环的修辞语句。

如“太阳治服了 ! 月亮治服了”的多遍重复，有回环的

诗韵之美。还有在用神箭神线时这样重复“阿鲁举热

拿起鹅毛和头发 ! 斜头指指 ! 岩子垮一半 ! 直着指一

指岩子全垮下 ! 日姆惊呆了 ! 心里又不服气 ! ⋯⋯阿

鲁拿起鹅毛和头发 ! 斜着指一指 ! 海水干一半 ! 直着

指一指 ! 海水全干枯”等等回环重复。

$、地方土语的运用。如“格是”“哪样”“靠托”“整

哪样”等这样的词语属云南地方土语。这些构词形式

特殊、词汇修辞效果特别的土语的运用也具有一种

方言修饰功能，它使史诗的地方色彩浓郁而个性突

出。

%、民族语在史诗中的汉语反映。如“毕摩”“毕

热”“翅骨”“阿鲁”“举热”“日姆”等等都是彝语的汉

语音译词，明显的带有彝语特征。还有“格是”与彝语

“格亦莫”同义；“哪样”与彝语“新样”同义。这些均带

彝语的印迹。另外，有些诗歌语言带有彝语语法的特

点，如“东边找遍了 ! 西边找遍了 ! 北边找遍了 ! 南边

找遍了”这样的语序完全与彝语相同，而与汉语“找

遍了西边 ! 找遍了东边”的语序有异。

比喻、夸张、对偶、排比、递进、借代、顶真等等修

辞法在《阿鲁举热》这部史诗里也大量运用，使史诗

语言优美而富有感染力。这里免述。

三、文化思想分析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反映的思想内容有重大的

认识价值，特别是在反映远古彝族先民的世界观、价

值观及远古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的意

义，对研究古代彝族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不可替代的

资料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万物相通相连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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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史诗把世界事物看成相通相连的存在状

态。

鹰和人可通婚，鹅与人心灵相通，树木、石头也

有人的性情。蟒蛇、石蚌也能与人通语言；太阳月亮

也有人性，史诗写道“太阳和月亮 ! 原是两兄妹 ! 月亮

是哥哥 ! 太阳是妹妹 ! 月亮问太阳 ! 你白天走还是晚

上走 ! 太阳回答说 ! 我的胆子小 ! 晚上走路我害怕 ! 月
亮对她说 ! 阿妹胆小白天走 ! 哥哥胆大夜晚走 ! 从这

时候起 ! 天空变暖和了 ! 白天黑夜分明了”。

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观念为基础的彝族先

民世界观认为，世界的事物是相因相通相连的。这种

世界观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种思想观念。在《阿鲁举

热》里边表现得充分而有特色。

（二）万物有灵观

在彝族传统世界观中有着万物有灵观，山、水、

草、木、鸟、虫、兽、禽等动植物及无生物均有灵。山有

山神，地有地神，江有江神，岩有岩神，太阳、月亮等

等都有神灵。这种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面对无法

解释的风雨雷电及变化多端的自然界时，幻想性地

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也是彝族原始宗教的基

本思想观念。史诗《阿鲁举热》有这种万物有灵观的

反映。如：阿鲁与石头、树木对话，意为这些动物有灵

魂、有语言，可以和人沟通。太阳和月亮也有灵魂而

相互对话；鹅的一家不仅有思想有语言地与阿鲁交

流，而且送给阿鲁宝物—鹅毛神箭，并指点阿鲁找到

宝物头发神线。这说明在某些方面鹅比人还聪明能

干。植物也有灵魂，所以阿鲁与之对话。阿鲁说“蕨

枝树 ! 蕨枝树 ! 软弱无力不成气 ! 你的蕨头长出来 ! 把
你掐来当菜吃”“马樱花树 ! 马樱花树 ! 你是一棵好树

子 ! 你开的花是银花和金花 ! 到处都能见着你”。动物

有灵，所以阿鲁能与之对话。阿鲁说“老麻蛇 ! 老麻

蛇 ! 你再大也不会比竹棍粗；老石蚌 ! 老石蚌 ! 你再长

也不会比我的巴掌大”。阿鲁举热对鹰说：“我是鹰的

儿子 ! 我是鹰的种子 ! 我现在中了女人的计 ! 落在大

海里 ! 龙把我吞噬了 ! 你们以后要来报仇”等等都是

古代彝族万物有灵论观念的文学反映。

（三）毕摩宗教文化

毕摩是彝族宗教的司职人员，主要主持祭祖、祭

神等祭祀活动和占卜、送鬼治病等以精神治疗为主

的治疗活动。毕摩还做案件审判中的神明判决主持，

其宗教色彩较浓。毕摩又是彝族知识文化的掌握者

和传播者，他们知晓天文历算、历史、文学、论理道

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彝族的智者。在政教

合一的古代彝族社会，毕摩往往又是部落或王国的

首领。彝族尔比!曰：“兹（土司）懂的知识一百二，谋

（谋臣）懂的知识千四百，毕（毕摩）懂的知识无法计

量。”说明毕摩知识是最多的。毕摩与苏尼这两种神

职人员有本质的区别，苏尼相当于汉族的巫师，没有

什么知识，其地位低下。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里没有出现苏尼文化，而

出现了毕摩宗教文化内容。老鹰的三滴水滴在阿鲁

举热母亲卜莫乃日妮姑娘身上，使姑娘怀孕后“姑娘

去找毕摩 ! 占卜询问吉凶 ! 走到村头找不到 ! 走到村

尾找不着 ! 找到村子正中间 ! 才把毕摩的家找到 ! 毕
摩不在家 ! 只有毕热（毕摩徒弟）在家 ! 姑娘对他说 !
怪事总在我身上发生 ! 请你帮我算一算命 ! 毕摩回答

说 ! 是吉还是凶 ! 等我找书看一看 ! 毕摩打开箱 ! 拿出

书来翻 ! 一篇二篇没有话 ! 三篇四篇没有话 ! 五篇六

篇有话了 ! 七篇八篇清楚了 ! 九篇十篇算出来 ! 毕摩

告诉姑娘说 ! 过九月零九天 ! 你要生个好儿子”。

这部英雄史诗的各地区版本都有毕摩文化内

容。四川地区版本《支格阿鲁》里也有与本版本相似

的内容，并且毕热明确告诉姑娘，你请毕摩作毕后，

要生一个神人。如“毕热嘎嘎的 ! 口头算不起 ! 起身到

内屋 ! 打开经书箱 ! 取出经书来 ! 先翻一双二页 ! 经书

无言 ! 墨汁无留话 ! 后翻两双四页经书 ! 经书无言语 !
墨汁无留话 ! 再翻三双六页 ! 经书有言了 ! 墨汁留话

了 ! 说是不吉利 ! 再翻四对八页 ! 经书有言了 ! 墨汁留

话了 ! 说是有吉了 ! 再翻五双十页 ! 经书有话了 ! 墨汁

留言了 ! 招生育魂后 ! 要生一神子 ! 要生一仙子。”"

贵州地区版本《支嘎阿鲁王》的毕摩文化更浓，

而且史诗主人公大英雄支嘎阿鲁本身就是一位著名

的大毕摩，是一位集天文历算家，毕摩和王于一身的

全才英雄。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的反映。

如阿鲁制服妖魔时“支嘎阿鲁哟 ! 口里不停念 ! 挥动

着维庹 ! 扇动着洛洪 ! 金锁锁葫芦”，!把妖魔锁在了

金葫芦里。这里阿鲁用的“维庹”和“洛洪”为毕摩的

两种法具。

（四）古代彝族历史文化的反映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以神话与现实生活故事相

结合的叙事手法，反映古代彝族历史事项及民族关

系等情况，用文学的形式投摄出阿鲁身世及其一系

列英雄事迹的历史影子，具有史诗应有的史料价值。

"、社会历史的反映。

史诗从英雄人物阿鲁举热的母亲开始写起，写

阿鲁母亲卜莫乃日妮的家世生活情况，写她怎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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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然后写阿鲁的身世，成长及其一系列重大的英

雄事迹，一直写到阿鲁生命的结束。其中阿鲁母亲有

名有姓，写得很详细，写得血肉丰满，形象生动。而阿

鲁的父亲则没有，只说是天上飞的一只老鹰身上滴

下三滴水来，滴在阿鲁母亲卜莫乃日妮身上而怀孕

生下阿鲁，看来神奇而离谱。

实际上，史诗里阿鲁父亲的非人形象，更谈不上

有姓有名，这是原始母系社会妇女当家而男无定妻

的历史反映。这种母亲社会的反映还延升到动物

“鹅”的叙述描写之中。史诗在写因阿鲁劝汉族大哥

家不杀鹅招待他，使鹅们感激他而抖出鹅毛神箭给

他时，小鹅和公鹅都未能抖出这件宝物，而是母鹅能

抖出来。如“公鹅抖了抖 ! 没有抖下来 ! 小鹅对他说 !
等我抖抖毛 ! 看看有没有 ! 小鹅抖了抖 ! 没有抖下来 !
母鹅对他说 ! 等我抖抖毛 ! 看看有没有 ! 母鹅张开翅

膀抖三四回 ! 身上抖下一根毛 ! 母鹅告诉他 ! 这是一

支神箭”。这里母鹅比公鹅强，也是人类母系社会意

识观念的体现和反映。

"、鹰龙图腾文化的反映

这部史诗有彝族先民龙图腾和鹰图腾文化的反

映。史诗说阿鲁举热生于属龙的日子。这个“属龙的

日子”很重要，是彝族龙图腾文化的表现。鹰图腾的

反映也很明显。首先史诗写出阿鲁是鹰的后代，是鹰

的水滴在卜莫乃日妮身上而怀孕生下来的。生下后

阿鲁与鹰相认，并被鹰哺养成长的。最后，阿鲁坠海

身亡后，鹰们来为阿鲁报仇“它们飞来飞去 ! 去找海

蛇啄食”。把本民族最崇敬的英雄说成鹰的儿子，无

疑是彝族鹰图腾文化的文学反映。

这种鹰龙图腾文化在史诗主人公的名字“阿鲁

举热”中更加显现。彝语“鲁”在汉话里意为“龙”；“阿

鲁”，即“阿龙”之义。阿是一个无实在意义的前缀词，

故“阿龙”即是“龙”。“举”为汉语的“鹰”义，“热”为

“儿 ”之 义 ，“举 热 ”即“鹰 儿 ”，阿 鲁 举 热 为“鹰 儿 阿

龙”。可见，这位英雄主人公的名字“阿鲁举热”中，有

鹰有龙，是一个鹰龙结合体，充分反映出了龙和鹰图

腾崇拜的文化迹象。

（五）后世社会文化思想的反映

#、奴隶制社会阶级色彩的反映。

史诗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后世再创作

者的思想和当时社会形态的影响。这在《阿鲁举热》

里比较突出，比四川版的《支格阿鲁》和贵州版的《支

嘎阿鲁王》还突出。《阿鲁举热》说阿鲁告别哺育他成

长的老鹰来找母亲时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阿妈 !

却论为头人日姆的娃子”。阿鲁为日姆家放猪非常艰

苦：“他天天日日放猪 ! 天天日日流泪”。这里“娃子”

即是“奴隶”了。日姆头人，就是统治者。这是这部英

雄史诗在云南地区的流传中受到奴隶制社会形态的

影响而在传承和再创作时加上了当时社会里存在的

奴隶社会事物的反映。因为这些内容与这部史诗整

体内容中的原始母亲神话部分不符合，再者，四川版

和贵州版里也无这样的内容。

"、婚姻中一夫多妻家庭制的反映。

史诗中头人日姆有太太和小老婆的内容说明当

时社会婚姻形式已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夫妻制

婚姻形态了。但是还可以看得出日姆不是妻妾一室

的近代奴隶社会一夫多妻制，而是小老婆住在家里，

太太住在海对岸的女持家而男无定室的古代婚姻迹

象。这种夫妻制婚姻形态的反映也是受后世社会形

态的影响，而在再创作中出现后世社会婚姻特征但

又隐含着古代社会婚姻迹象的一种混合文化的文学

反映。

$、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的反映。

这部史诗有了清晰地民族意识。阿鲁举热找日

姆家的猪，最后“找到坝子里 ! 来到汉族家”。这里已

很明确地提到汉族，区分了与自己（彝族）不同的民

族种类。史诗还说阿鲁举热找到坝子里才遇的汉族

人家，说明汉族人居于平坝地区，彝族居于山区的居

住情形。这些内容也是史诗流传中受后世社会的影

响而在再创作中出现的现象。因为史诗产生于远古

氏族部落时期，当时还未形成民族这样的群体，还没

有此概念。在贵州版《支嘎阿鲁王》有一些模糊的民

族区别意识，但未明确提出。四川版《支格阿鲁》则根

本没有民族的概念。这也说明这部云南地区版《阿鲁

举热》相对来说，受后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

刻。

%、阿鲁婚姻中的奴隶制反映。

史诗写道“日姆家的田地房产 ! 全部归了阿鲁举

热 ! 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 ! 变成了他的妻室 ! 日姆的

小老婆住在家里 ! 日姆的太太却住在海对岸 ! 日姆家

有一匹飞马 ! 阿鲁举热要去太太那里 ! 就骑着飞马飞

越大海 ! 飞马驮着阿鲁举热 ! 时刻来往于大海两边”。

阿鲁治死他的主子日姆并占有日姆的全部财产和妻

室。这是典型的奴隶推反奴隶主的社会历史反映。关

于阿鲁的爱情婚姻，贵州版说是阿鲁与美丽无比的

龙王之女鲁斯阿颖浪漫而感人肺腑的恋爱。鲁斯阿

颖最后为阿鲁献出了生命（她偷来父亲撵山的神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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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北方的山撵来一半，为阿鲁填平了南方的洪水，父

亲追来要夺回撵山神鞭回北方时，她吞下神鞭而

死）。四川版说的是阿鲁在滇潘海底救出了被龙王压

在红石板之下的美丽无比的红仙女和绿仙女姐妹

俩，并相互热恋，仙女姐妹双双嫁给阿鲁。绿仙女住

在海这岸，红仙女分住在海对岸，阿鲁骑着神飞马来

往于两位妻子之间。比较之下，云南版与四川版有相

同之处也有不同点。四川版神话色彩浓，云南版奴隶

社会的现实性和人情味浓。

总之，比起四川版和贵州版，这部云南版《阿鲁

举热》受后世社会的影响较大，所以，其现实性和人

情味比较重，反之、其神话的神奇美妙性减弱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毕摩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陈长友" 彝族源流〔#〕$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阿洛兴德" 支嘎阿鲁王〔#〕$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卢占雄" 支格阿鲁〔#〕$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陈长友$ 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冯元蔚" 勒俄特依〔#〕$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力" 彝族文学史〔#〕$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卢学良" 海俄滇古〔#〕$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荷马" 伊里亚特〔#〕$ 广州：花城出版社，!%%)$
〔!-〕荷马" 奥德赛〔#〕$ 广州：花城出版社，!%%)$
〔!!〕蚁垤" 罗摩衍那〔#〕$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天玺" 宇宙源流论〔#〕$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科院" 格萨尔研究〔#〕$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王沂暖" 格萨尔王传—降妖魔之部〔.〕$ 兰州：甘肃省人民出版社，!%&-"
阿柯钦夫" 英雄格斯尔可汉（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文中未注明引文出处的引言均出自本文所介绍分析的内部资料本《楚雄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

“尔比”：系彝族文学体裁的一类，与汉语的格言、谚语类似，但它又有诗歌的特点，是一种具有优美诗韵的生活哲理性强而运

用频率极高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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