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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历史神话电视剧本 《支格阿尔》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民族志。该剧用诗化的语言

和丰富的想象成功塑造了彝族文化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的形象，再现了古代彝族社会的生活，蕴含着丰富

的思想内涵，对于研究民族学、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记忆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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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电 影 《奇 异 的 婚 配 》 、 《奴 隶 的 女

儿 》 、 《达 吉 和 她 的 父 亲 》 、 《从 奴 隶 到 将

军》、 《拉铁》、 《大渡河》、 《彝海结盟》，

以及电视剧 《山神》、 《美姑河奏鸣曲》等都是

以小说式语言反映近现代彝族社会生活题材，而

电影 《阿诗玛》是叙事诗的演变体的话，那么由

玛查·马德清和俄尼·牧莎斯加创作的彝族历史

神话电视剧本 《支格阿尔》便是用诗化的语言和

丰富的想象再现古代彝族社会生活的首部影视剧

本。从这个意义上说， 《支格阿尔》对于传承彝

族传统文化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无法取代的功

用，也给史诗表达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有益

的参照范本。

一、史诗品格特色浓郁的民族志

有关 “支格阿尔”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承载

着彝民族的精神和梦想在民间广为流传，显示其

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和震撼力，称得上是彝族口头

文学式史诗的典范。彝族作家玛查·马德清和俄

尼·牧莎斯加从小受其熏染和启蒙，也深知要让

彝民族的这一原始记忆得以复活并能够与其他民

族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仅靠各地采风、收集整

理已显得远远不够，因而，根据所了解和搜集到

的资料，运用现代艺术技艺编写出具有 “史诗”

品格的这样一部厚重剧本，为我们呈现了看得见的

远古彝族历史。

!" 艺术地再现了远古彝族社会生活

该剧一开头就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宗教文化盛

行和宇宙变幻莫测的久远年代。同时，交代了英雄

支格阿尔的诞生地是个美丽神奇的地方。然后，根

据时空的顺序和剧情的发展，艺术性地勾画了远古

彝族社会生活的缩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

会过渡时期，在滇湖附近地区繁衍生息的古彝人曾

有过一个较为文明、繁荣的阶段。他们单家独户，

聚众而居，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那时，

尽管冬季天气寒冷，但他们身着树皮、披衫和蓑

衣，住进雕木房屋，生火煮饭，围绕火塘说古论

今，饮酒弹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土尔波胡神

山牛羊成群，一派万象昌盛，欣欣向荣的景象。普

莫列依家就住在山间的滇湖西边山坡上，其房屋以

青石作墙，树皮阔叶当瓦，竹笆做门，显得古朴而

原始。正当大人们给普莫列依举行换童裙仪式后，

她不仅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也预示着已长大成

人。一方面，普莫列依用智慧创造捻羊毛线来织

毡，改善了人们的认知意识和生活水平。另一方

面，在婚姻上，普莫列依也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

她对四面八方上门来求婚的俊男勇士没有一个是中

意的，却只对天空中的神龙鹰情有独种，并与之遇

合后，奇迹般地受孕，请毕摩念 《生育经》，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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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神婴!!支格阿尔。其整个过程都富有

浪漫的神话色彩。

有人、鹰血统的支格阿尔，自小与母亲分离，

在神龙和天地神灵的养育下茁壮成长，一身练就了

超常过人的本领，成为一个远古时期非凡的英雄人

物和杰出的部落首领。他胸怀大局，肩负起历史使

命和文化职责，以超人的智慧征服自然和改造自

然，与妖魔鬼怪作斗争，总结天文现象，创造语言

文字，一举完成了彝族鹰、虎、龙三个部落的统一

大业，把古老的彝民族带进了一个文明的社会。

在支格阿尔的统领下，山寨里的臣民又迎来了

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欢乐地过火把节，举行赛

马、斗牛、斗羊、斗鸡、赛歌、比舞、摔跤等活

动，增添节日的气愤。支格阿尔也头戴鹰羽帕，身

着神的铠甲，外披大白披毡，兴高采烈地参与到其

中。但他看到有的家人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时，

不免有些伤感起来。的确， “如今天下太平已有些

许年日，妖魔鬼怪藏匿，而百姓生灵昌盛，想必是

该和母亲团聚的时辰了。”于是，支格阿尔骑着飞

龙马，又开始纵横驰骋，寻找亲生母亲。经过千辛

万苦，重重困难，支格阿尔找到了母亲，也娶了俩

位仙女为妻，结束了漂白不定的生活，拥有了人间

和睦温馨的家庭。

在教育的体现上，剧本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这

一方面的内容。支格阿尔的成长离不开众神人的开

导，支格阿尔的执政离不开普莫列依的教诲，从中

可以看出，古时候，彝族先民对子女的教育只有靠

家庭和社会。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学堂，更不用

说学校。这也是彝族先民教育方式的真实写照。

《支格阿尔》是演绎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历史

画卷，它描绘了人类史前期的两个文化阶段，即从

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从旧时器上期到新时器中

期。它虽然只记载了 “母族”系谱，但那古老的风

云岁月，艰苦的战斗历程，顽强的荒原跋涉，痛苦

的生活挣扎却是世界上众多民族的共同经历。支格

阿尔的时代是 “人、兽、神”混同的时代，他的摇

篮时代就诞生了图腾崇拜。在部落战争的描写中，

无论是战胜狂妄的野心家西多白虎王，还是智取凶

恶的侵略者雕王大亥那，每一集都写得情节曲折，

结构宏伟，场面壮观，气势恢宏，悲壮惨烈，扣人

心弦，从而艺术地描绘了远古彝人复杂多变的生活

场景。

!" 诗性地塑造了典型英雄人物形象

《支格阿尔》是塑造人物形象为艺术使命的。

全剧除了故事主人公支格阿尔外，还涉及普莫列

依、瑟瑟阿普、尔各瓦衣、西多白虎王、阿尼、阿

乌、雕王大亥那等众多人物，每一个人物神态各

异，相得益彰。应当说，该剧中成功地塑造各种次

要人物的形象，对于提升支格阿尔的光辉形象，起

到了烘托和映衬作用。

彝族作家玛查·马德清和俄尼·牧莎斯加善于

捕捉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尤其是把支格阿尔的双

重性格写得有声有色，从而使其艺术形象更加鲜明

和饱满。支格阿尔头戴鹰羽帕，身着铠甲，背着神

弓神箭，腰别长刀，显得英武而俊美，机智而勇

敢。半人半神的支格阿尔刚柔相济的双重性格特征

十分突出，对待家人、同胞，他性情温和，心地善

良，为人正直。定夺天地乾坤、射日射月、平山填

海、降妖除魔，成立鹰朝帝国，平息内乱，他又刚

烈如火，果断行使，毫不留情。譬如，降雷公神

中，支格阿尔对自己的臣民毕恭毕敬，体贴入微。

但听说雷公神对一些山寨专横跋扈时，他脸色骤

变，义愤填膺，并立即用铜网狠狠地教训了雷公

神，使其不敢再为难人间。

应当说，支格阿尔智慧超人，神力无比，但他

也不是永恒的救时主，其生命也是有限的。支格阿

尔最终还是因征战任务繁重，经常延误约定的时

日，使滇湖两岸的俩位妻子相互猜疑，悄悄剪断飞

龙马的翅羽，导致支格阿尔坠入海水中而遇难，神

龙鹰乘风破浪的搏击和鹰国臣民声嘶力竭的哀号也

未能挽回英雄的身躯。从此，支格阿尔可歌可泣的

英雄壮举被后人传为佳话。这种令人痛惜的悲剧不

仅表明了古彝人追求理想和寻找光明的艰巨性，同

时也通过支格阿尔的悲壮人生形象地概括了一个民

族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探索和文化觉醒。换言之，支

格阿尔是彝族最崇拜的英雄形象的代表，也是彝族

最信仰的图腾符号的象征。支格阿尔刚直不阿，百

折不挠，义无反顾的顽强拼搏意志是彝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富。

二、多重价值彰显的文化记忆

支格阿尔首先是人。说彝族英雄支格阿尔最初

是一位真实历史人物是有依据的。彝族古籍文献

《西南彝志》、 《物始记略》等都记载支格阿尔史

事，并且在支格阿尔的身世上都有一致的说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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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支格阿尔是彝族武 氏第三支，父子连名为第七

代。他是一位集天文历算家、毕摩和部落首领为一

身的全才英雄。支格阿尔从神到人进行了自然的转

变，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流传文本。彝族先民们按照

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将征服自然、战胜邪恶的超人

力量与智慧集中于人人敬仰而卓越非凡的英雄支格

阿尔身上，把他神化，这样大量的神话、传说故

事、典故等关于支格阿尔文学民间被创造和流传

着。从人到神的过程就是支格阿尔文化精神形成过

程。在支格阿尔及其文学流传中，彝族人民以神

话、传说故事、英雄史诗等文学形式，将支格阿尔

塑造成为神话英雄形象。其神话传说故事及英雄史

诗在各地彝区有多种不同版本流传。云南有 “阿鲁

举热”，贵州 《支格阿鲁王》，最长最详细的是凉

山的版本 《支格阿鲁》，有 !$%%% 多行。仅 《勒俄

特衣》涉及支格阿鲁的章节就有 “支格阿鲁的降

生”、 “射日月”、 “降雷神”等。

支格阿尔生活在母族为中心的时代，他短暂的

一生为女族的事业而征战。支格阿尔射日射月，标

志着龙部落图腾的衰落，女权制的消退，新的狩猎

文化的发展。支格阿尔的世界观，就是为母族献

身。支格阿尔的坠海，暗示母系氏族部落终于退出

历史舞台。或者说被父系氏族部落所取代。

电视剧本 《支格阿尔》的多重价值，在于它为

人文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在人类学方面，

解答了几千年来人类在茫茫宇宙面前所面临的问

题，人是两性生殖 （一元论），而不是 “神造说”

的多种来源 （多元论）。鹰血受孕则完全排除了对

神孕的困惑。在历史学方面，反映了一个女族部落

在艰苦条件下的生存与挣扎，繁荣与发展，直止灭

亡。在民族学方面，提供了原始人的心理、性格，

以及心灵深处的秘密，理想和抱负，欢乐和忧伤，

对不可解之谜的精神束缚，对模糊景象的有趣的原

始思维。在语言学方面，诞生了雏形的象形字，把

生活和图画连在一起。在宗教学方面，有毕摩及其

仪式活动，有龙鹰图腾，及万物崇拜，尤其是描述

支格阿尔母亲的语言说明有龙文化的崇拜事项，这

些都反映了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和信仰。在哲学方

面，关于世界的本源和生命价值的探索都有所体

现。在社会学方面，可以找到丰富而鲜活的语料。

除此之外， 《支格阿尔》还可以做美学、谱碟、军

事、地名等方面的研究。 “蒲”的问题也值得考

究，语言中词的出现都与彝族生活有密切关系。

在凉山彝族地区能找到支格阿尔的痕迹。从史

诗的神话的产生到传说的形成，已经与人比较接近

了。支格阿尔故事中的情节除了反映原始宗教外，

还反映了彝族先民生活的生态环境。 “射日月”情

节反映先民生活时代常有干旱季节。 “支格阿尔”

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彝族人民认同

的坐标点，发起研究这种文化，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情，国外一些民族因为没有史诗，而创造史诗来团

结人民，短短几百年的历史是无法与彝族 “支格阿

尔”比拟的。 《格萨尔》、 《江格尔》、 《玛纳

斯》的繁荣是一代代人互相传播的结果。不同民族

的学者对 《支格阿尔》的研究才能使其繁盛起来。

剧本 《支格阿尔》是对支格阿尔形象的再创

造，展示了彝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

两位作者收集了大量的 “支格阿尔”传说文本，用

诗的语言赋予文学创作手法，彝族文化特色浓郁，

建构了新时期彝族文化的多样性，对彝族文化进行

了体现，对彝民族生活价值、远古生活等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 “支格阿尔”象征了彝族文化精神，是

当前民族文化转变成民族文化资本的一个珍贵文化

品牌。

我们应吸取国外文化保护的经验来研讨 “支格

阿尔”。北方三大民族英雄史诗主要通过民间艺人

的传唱而流传的。由于民间艺人的传唱具有变异

性，在流传变异中使 《支格阿尔》有了多种版本，

但目前搜集并不多。

国外有名的英雄史诗是 《荷马史诗》，其内容

虽不如印度史诗长，但影响度却远远胜之。国内外

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流传到后来，大都被编写成剧

本，并走向银幕，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比较

而言，国内外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与 《支格阿尔》

的故事情节有所不同。虽然这些史诗都在讲英雄，

但彝族 《支格阿尔》很少涉及到支格阿鲁所属部落

和其他部落的征战，以及夺取王位或财富的情节，

这也说明彝族先民生活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支格

阿鲁的精力主要放在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方面。因

此，我们要从国内外史诗的比较中找到 《支格阿

尔》的独特性，同时需要论证 《支格阿尔》是否是

英雄史诗？这需要从文献资料、考古实物、人类学

的田野观察材料、跨文化阐释、民俗、比较文学等

方面入手进行论证。借鉴国内外史诗传播的经验，

提高 《支格阿尔》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深掘

不同版本的 《支格阿尔》文本，提高 《支格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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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开发与利用的品位与层次，把剧本 《支格阿

尔》拍成动画片，让 《支格阿尔》尽早走向银幕，

走向世界人民的生活。

综上所述，彝族作家玛查·马德清和俄尼·牧

莎斯加创作的电视文学剧本 《支格阿尔》以川、滇、

黔、桂彝族地区不同的民间版本为素材，将流传于几

千年的民间神话史诗改编为现代影视剧本，是开发

彝族文化资源的大胆尝试，是抢救、保护、挖掘彝族

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和良好开端。《支格阿尔》是一

部全面反映彝族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精神的文本，

其史诗品格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多彩。无论是故事

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古代彝族社

会风俗的描绘，都演绎得入木三分，呈现历史的本来

面目。主人公“支格阿尔”是彝族神话叙事时代最具

人性内涵和品格的文化英雄，是彝族历史生命及其

族群生存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支格阿尔”及其叙事文本、叙事方式、叙事旨归已经

演绎为彝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传统中的智慧精髓、

文化要义和精神境界，贯穿于彝族历史文化长河的

全过程。研究《支格阿尔》，对提升民族精神，激活族

群记忆，加强文化认同，促进人文思考，繁荣后世文

学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放的文化传统应是民

族文化生命之所在。换言之，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于文化的开放。不同的群众，不同的民族都可参

加到研究队伍中来。 尽早把《支格阿尔》搬上银屏，

不仅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价值，而且将为彝族当代母

语文化甚至当代彝族社会文化的全面开创与建设带

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为此，需要进一

步做好支格阿尔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素材的普查、

登记、分类、整理、出版工作，加强支格阿尔文献的研

究与开发，发挥《支格阿尔》的文化品牌效益，促进民

族文化资源向民族文化资本的转变。但我们也要看

到支格阿尔文献的开发利用还有待深入和强化 $ 且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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