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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格阿鲁是古代彝族的一位集部落酋长、宗教

人士——毕摩、天文历算家为一身的著名英雄人

物。关于支格阿鲁的传说、典故、神话、英雄史诗、

史书、谱牒、天文历算书等遍布整个西南彝族地

区。“支格阿鲁”这个名字在绝大多数彝族地区家喻

户晓。各地区彝族人都把支格阿鲁作为自己最崇

敬的民族英雄来颂扬。

支格阿鲁文化包括有关支格阿鲁的口头流传

内容；有关支格阿鲁的历史文献、毕摩经书、谱蝶

书、天文历算书、神话、传说、故事、典故、英雄史诗

等文献以及现代文人创作的有关支格阿鲁诗歌、小

说、散文、报告文学；有关支格阿鲁的雕塑、画像、音

乐、舞蹈等艺术作品；有关关支格阿鲁的影视文化

和网络文化；有关支格阿鲁在彝族人民思想意识中

的价值观念，以及上述支格阿鲁文化带来的物质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等等的文化范畴。支格阿鲁文化

中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彝族道德观念。

一 勇敢正义的美德
从古到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观

念和标准，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

因为“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

范，又是通过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来起作用的精

神力量。”[1]支格阿鲁时代是英雄时代，支格阿鲁本

身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化身，因此，远古彝族先民勇

敢的道德观念十分突出地表现在支格阿鲁文化之

中。同时，支格阿鲁文化还反映着远古彝人的正义

感。在贵州版《支嘎阿鲁王》[2]里鹰王支格阿鲁对虎

王阻几纳，对雕王大亥哪，对隆王农苦诺等的战争

都属正义之战。如史诗写道：
虎猫原是堂兄弟，/鹰雕本是一姓人，/天到九层还有

顶，/忍耐让步有限度，/雕王自持能量大，/从来强者欺弱

小。//哪怕山再高，/挡不住逆风，/扣人心弦的辞令，/熔化

不了雕王的铁心。/支嘎阿鲁哟，/把伴摩派遣，/带去蜜样甜

的话，/伴初带来了，/藿麻样辣的语言。/杜鹃靠的是嗓子，/

英雄看的是手段，/长短要放在一起比，/高矮站在一起量，/

雕王提出挑战，/格伦洛治摆战场，/七月三十见高低。/……

——《支嘎阿鲁王》

可见，阿鲁战胜雕王大亥娜是为了捍卫自己的

主权，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而进行的正义反击

战。阿鲁被迫迎战，而且，先礼后兵，一举击败以凶

恶的雕王大亥娜为首的雕部落的侵略。在歌颂正

义，反对邪恶的道德观念方面，史诗写道：
天上最亮的星，/他就是支嘎阿鲁，/他用深邃的眼睛，/

盯着他的子孙，/要他的子孙永远上进，/要他的子孙有所作

为，/要他的子孙昌盛繁荣，/要他的子孙自强不息。/他告诫

他的子孙：/永远坚持正义，/邪恶要铲除……

——《支嘎阿鲁王》

这就是支格阿鲁文化中爱憎分明、正义凛然的

史诗宣言，反映了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古代彝族

人民勇敢正义道德观念。

二 善良助人的美德
善良助人的美德是古代彝族人民的基本道

德。英雄支格阿鲁的言行无不散发着善良、助人为

乐等人类美德的芳香气息。支格阿鲁测量天地、射

日月、降雷神、填洪水、降妖伏魔都是在一颗拯救人

类、拯救世界万物的善良之心的驱使下完成的。因

为他善良，所以他没有消灭雷神、吃人马、杀人牛和

那些妖魔鬼怪，而是降伏它们。支格阿鲁战胜自

然，降服妖魔鬼怪，移山填水，打造江山，组织大规

模战争以讨伐入侵的凶恶强敌等等英雄事迹都是

一种帮助好人、扶弱治恶美德的体现。如在四川版

《支格阿鲁》[3]里写道：
支格阿鲁氏，/前行复前行，/前行到坝上，/房屋成群

群。/屋内可有人？/屋内没有人。/支格阿鲁氏，/来到屋前

呼，/呼人可否有人应？/呼人无人应。/来到屋后唤，/唤人

可否有人应？/唤人无人应。/支格阿鲁氏，/转去又转来，/

转到大屋侧，/不遇且来遇，/遇到一少女。/娇弱此少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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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红艳艳，/娇而灰白白，/手足蜡黄黄，/双眸低垂垂，/欲躲

不出声。支格阿鲁氏，对着少女道：/孩子你这个，屋内可有

人？/屋内没有人。/支格阿鲁氏，/你父可在家？/你母可在

家？/此地叫何名？/娇弱一少女：/大地此一方，/便是穆克

三谷方。/曾经也有父与母，/只因特比太凶猛，/特比太心

狠，/有父将父捉，/有母将母拿，/有宗将宗捉，/有族将族

拿。/支格阿鲁氏，/闻听此事后，/怒火胀心肠。/支格阿鲁

氏，/寻母到穆克，/寻母应到处已到，/寻母不成也侠义。/支

格阿鲁氏，/取出一袋鹿肉来，/赠予此少女：/可怜你一个，/

我来报我名，/支格阿鲁便是我，/我来穆克三谷方，/只为征

服特比来。支格阿鲁同情这位穿红裙子的少女，她的父母及

亲人、乡亲都被食人魔王勒革特比吃光了，她孤苦伶仃，当心

受怕。支格阿鲁关心她，帮助她，给予她食物，并给予鼓励和

安慰等等，体现了一种心地善良、帮助别人的美德。

三 尊老爱幼的美德
支格阿鲁对母亲蒲嫫妮依的无限尊敬和孝敬，

对遭受苦难的红裙姑娘的同情和帮助等等均强烈

地反映着尊老爱幼的美德。又如：支格阿鲁历尽千

辛万苦来到典裸洛果（黑云山）找到掌管雨水神乌

俄祖老人时，“支呷阿鲁急忙下马，恭恭敬敬地迎上

前去，把地上缺水的情况说了，请乌俄祖老人布云

下场大雨救救地上的万物……乌俄祖老人慈祥地

说：好心的年轻英雄，雨的数量给你下够了，现在可

以回去了。支呷阿鲁真是高兴极了，他辞谢了老

人，翻身上马奔下典裸洛果大山。”[4]这些神话故事

的语言洋溢着古代彝族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品

质。在神话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有这样的诗言：
这家主妇，/只有三只鸭，/准备杀来，/款待阿龙氏，/这

家主妇，/想也这样想，/说也这样说。/鸭能懂人语，/三只鸭

争论，/公鸭对着妻儿讲，/杀就该杀我，/儿女没有母，/就会

四方漂，/令人多可怜，/母与儿一起，/母亲也心慰，/儿女也

幸福。/母鸭阿果氏，/对着夫儿说，/杀就该杀我，/无父的儿

女，/流浪于四方，/这样多可怜，/父与儿一起，/父亲也光彩，

儿女也团结。/儿子略妞氏，/对着父母讲，/杀就该杀我，/妻

子靠丈夫，/妻与夫相伴，/心中乐滋滋，/丈夫靠妻子，/夫与

妻相伴，/活得真幸福。/支格阿龙氏，/能懂鸭子语，/听了多

感动。/天也快亮了，公鸡也叫了，/这家主妇，/准备杀鸭

来。/款待阿龙氏，/支格阿龙氏，/对着主妇讲，/如要宰与

杀，/准备杀哪个？ /主妇回言道，/准备杀公鸭，/支格阿龙

氏，/不宰也不杀，/杀不得公鸭，/父与儿一起，/父亲也光

彩，/儿女也团结。/如要杀公鸭，/儿女四处漂，/多么可怜

啊。/这家主妇，/准备杀母鸭，/支格阿龙氏，/不宰也不杀，/

母鸭杀不得，/母与儿一起，/母亲也心慰，/儿女也幸福，/如

要杀母鸭。/儿女无人爱，/ 多么可怜啊。/这家主妇，/准备

杀小鸭，/支格阿龙氏：/莫宰也莫杀，/如要杀小鸭，/父母多

心痛，/无人可依靠。/慈心老母亲，/听了阿龙劝，/煮一顿便

饭，/来待阿龙氏。

这里，鸭子一家三口——公鸭、母鸭、小鸭之间

尊老爱幼，相爱至上的对话感人肺腑，十分令人佩

服。而支格阿鲁和那位主妇的同情心与善良美德

又是何等的可敬可爱。

四 礼貌谦逊的美德
不骄不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礼貌谦逊

的美德是支格阿鲁文化的又一闪光的古彝族先民

的道德观念。英雄支格阿鲁在射日月、降雷神、打

造江山、除妖伏魔、抗击强敌等过程中，体现了礼貌

谦虚、勇于承认错误、不断克服缺点的高贵品德，追

求品德和行为的完美。如：阿鲁一下子射掉五日六

月，吓得剩下的独日独月躲藏起来，使世界一片黑

暗，人类无法生活。阿鲁就“跪在地上，脸向着天

空，述说自己的愚昧莽撞，应该事先向太阳和月亮

打个商量，不该那样鲁莽粗暴地去射日月，这主要

是我支格阿鲁的罪过。现在特来赔礼道歉，请留下

来的太阳和月亮，不要躲藏了，都出来同大家见面

……失了蹄的骏马，是它的性子太烈了，若是能原

谅我错了，请允许我来赔罪，看在地上一切有生命

东西的情份上，就出来吧！支呷阿鲁又喊了三天三

夜。”（《支呷阿鲁》）。这是支格阿鲁承认错误，改正

错误，礼貌谦逊的美德的充分反映。

这里也表现出一种不骄不躁，谦虚不扬的美德

和不为利，不为名的高尚品质。这种礼貌谦逊的古

彝人道德品质在各部支格阿鲁文献中都有所体现。

五 大公无私的美德
支格阿鲁文化中具有原始人类无私奉献的道

德品质。支格阿鲁时代的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

那时，个人没有从周围的社会团体中独立出来。生

产资料、财产、婚姻等都是共同的，即个人的就是集

体的，集体的也就是个人的。所以，原始人类没有

自私心，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如贵州地区《支嘎阿

鲁王》里说，阿鲁为了人民大众，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失去了他最心爱的情人鲁斯阿颖（为他殉情）：
支嘎阿鲁说，/我的事情有两桩，/我的心不能分两瓣，/

只有一个心，/不知往哪放，/洪水毁坏我南方土地，/我的人

民受煎熬，/他们正在盼望我，/好象久盼太阳，/好比长夜盼

明灯！/阿哥哟，/有话装在心中，/不会生根发芽，/你也早该

说出口，/是鹰的儿子，/只要翅膀没折断，/是龙的女儿，/只

要鳞片留在身，/就应壮志凌云，/本该气吞山河！/哪怕蹈火

海，/我跟阿哥一起下，/哪怕要死九十次，/我跟阿哥一起

去！//……忠情的鲁斯阿颖，/眼看父亲下毒手，/胸中万念

抛九宵，/毅然吞下神鞭绳，/为了保住南方的土地，/双手折

断神鞭棍，/让阿鲁得到他的人民。/吞下了神鞭，/明知活不

成，/鲁斯阿颖哟，/为阿鲁殉情。/她没有痛苦的挣扎，/带着

舒心的微笑，/直到最后的时刻，/阿鲁战胜鲁依岩。

这是一曲大公无私而付出巨大代价的颂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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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之歌。史诗以如此美丽而沉

重的语言歌颂了伟大英雄支嘎阿鲁大公无私的高

贵品质。支格阿鲁文化里洋溢着以自私贪婪为耻，

慷慨无私为荣；懒惰为耻，勤劳为荣的道德观念。

这里用直述的诗言表达了懒惰为耻，勤劳为荣的道

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是远古支格阿鲁时代彝族

先民的积极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的体现。

六 敬重妇女的道德
彝族尔比曰：“五谷以苦荞为贵，人类以母亲为

大”。这些语言说明了对母亲辛勤劳动，生儿育女，

默默奉献的高度评价和赞美，也是原始母系社会伦

理道德的反映。“在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

制时期，母亲既是家庭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者，又

是其儿女的主要抚育者，子女的姓氏，均以母系命

名，母亲可以成为氏族的首领等等。母亲的无量公

德，便衍生出人们崇母、敬母的道德情感。”[5]在彝族

的祭祀祖灵的宗教仪式活动中也体现着这种尊重

妇女的道德观念。“在祭祀父母忘灵时，母亲为大，

处处以母亲的灵牌为重，祭祖先献母，母亲的灵牌

坐上方，父亲的灵牌坐下方。彝族在日常生活中的

占卜、择日、建房时，都以母亲的年龄命宫为据而

定，这无疑也是对母系制社会母亲为大，母亲受到

高度尊重的反映。”[5]

支格阿鲁文化是母系社会末期、父系社会兴起

时代的文化，其中大量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制的文

化现象。如四川地区史诗《支格阿鲁》道：
蒲莫列依呀，/便对阿鲁讲，/红线断了的，/要一根头发，/

九排九卡长，/这根头发呢，/在滇朴海里，/阿鲁能取吗？/支

格阿鲁啊，/只要母亲要，/万里天空中，/日光如烈火，/也要摘

太阳，/月光亮晶晶，/也要摘月亮。/妈妈呀妈妈，/你这样的

人，/就像太阳啊，/光芒金灿灿。/光芒耀四方。

这些诗句唱出了英雄支格阿鲁对母亲蒲嫫妮

依无限崇敬和无比爱戴之情，同时，也反映了古代

彝族以母亲为大、尊重女性的伦理道德。

七 慷慨为人的美德
在支格阿鲁文化中还闪耀着一种自己慷慨为

别人，而羞于接受别人的给予的古代彝族美德。这

在英雄支格阿鲁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如：
阿鲁这个人，/他成人以后，/支格阿鲁啊，/活的要幸

福，/就要给幸福，/活的想吃饱，/就给他吃饱，/活的想穿

暖，/就给他穿暖。/支格阿鲁啊，/愚的教聪明，/穷的引富

裕，/靠他显勇敢，/跟他得幸福。/天明前起身，/行之又行

之，/经过草原上，/茫茫草原哟，/捉对小云雀，/要款待阿

鲁，/支格啊鲁啊，/急着寻母亲，/不肯受款待，/不肯吃款

待，/杉树林山上，/捉对小獐麂，/要款待阿鲁，/支格阿鲁

啊，/急着寻母亲，/既不受款待，/也不吃款待。

——《支格阿鲁》

这段是借“急着寻母亲”为由来婉言谢绝人们

的款待的，他在为人们除雷神、魔蟒、怪牛、野马、孔

雀魔王等危害后，也都以各种借口来谢绝人们的款

待。这就反映了支格阿鲁为别人着想，慷自己之

慨，以索取为耻，以奉献为荣的美德。

八 重义轻利观念
支格阿鲁文化里散发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

如：“从此以后，直到太阳从西边出/麻苦候海水干枯/

阿鲁的名字不能落。”（《支嘎阿鲁王》）“地宫打开七

层门/阿鲁来到最底层/阻几纳吩咐快关门/‘莫让飞

鹰见光明/阿鲁英名从此埋地下！”（同上）“哪怕有一

丝光线/我就能化作神奇/恐怕没有出头的希望/一生

英名/让给地牢葬送。”（同上）这里“阿鲁的名字”、“

阿鲁英名”、“ 一生英名”等词语体现出重名义的文

化内涵。流传于四川地区的支格阿鲁也是一位注重

名声，轻视利益的典型英雄形象。

九 知恩图报的美德
在支格阿鲁文化里反映着一种感恩为尚，知恩

图报的道德观念。如阿鲁同情鹅（有的为“鸭”）一

家三口，规劝主妇别杀鹅（鸭）招待他后，鹅（鸭）们

感谢他，回报他而送给他珍贵的宝物——银剑（银

针）。就是白发鬼都会感恩，都知恩图报：因为支格

阿鲁在无意之中拔掉了死死压在白发鬼之上使他

无法出来的那棵蒿草，使他得到自由。因此，白发

鬼感激阿鲁，告知阿鲁说“你母亲病而不愈的原因

是其灵魂被恶鬼偶热乌几抓天上去，准备嫁给恶魔

普子普莫之故。”并且带阿鲁来到天上痛打偶热乌

几，救母亲的灵魂，使母亲病愈康复。又如《支嘎阿

鲁传》[6]里写道：
天上策举祖，/天臣努喽则，/恒友阿麦尼，/三人下令道：/

使臣确勺哎，/今天谢阿鲁，/去请奢武图，/去请勒哲舍，/去请

皮武吐，/去请沽色尼，/去请诺色能，/去请布色瑜①，/去请尼

阿德②，/请来陪阿鲁。/被请的都到，/策举祖说道：/今天这餐

饭，/是谢阿鲁的，/天庭和凡间，/强者该扶弱。/努喽则说

道：/笃支嘎阿鲁，/我的这盅酒，/略把谢意表，/你测天辛苦，/

与你干一盅。/支嘎阿鲁道：/多谢了。/麦尼接话道：/笃支嘎

阿鲁，/量地你辛苦，/敬献你一盅。

这段史诗说的是英雄支嘎阿鲁完成了其他神

和人都完成不了的测天量地的伟业，所以天君和天

臣们感激阿鲁而设宴款待阿鲁，答谢阿鲁之事。就

是说，天神最高主宰者策举祖及其重臣都会感恩，

都对支格阿鲁知恩图报，体现了这种美德，反映了

支格阿鲁文化里的古彝人感恩道德观念。
（下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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