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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传统生死观的对立与统一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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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死问题在彝族古典自然哲学中ꎬ从本体认识论到辩证法都肯定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有生死ꎬ认为自然界生命乃至人

类的存在ꎬ是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依而对立统一ꎬ而全人类的生与死观念是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人类社会历

史进程的生活写照和生活缩影ꎬ反映和再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ꎻ个体生命生与死是灵魂崇拜和祖

先崇拜的具体体现ꎬ反映和说明了“生是死的前奏ꎬ死是生的转折”的生死轮回观ꎮ 彝族对人类生死现象的认识ꎬ不只有唯心

主义的人类生死观ꎬ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ꎬ两种相互并存ꎬ也相互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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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问题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ꎬ但在古

代圣哲口中也往往是不可闻的ꎮ 子路问: “敢问

死?”ꎬ子曰:“未知生ꎬ焉知死ꎮ” [１]实际上ꎬ这是一个

普遍的社会现象ꎮ 美国学者斯蒂芬说:“我们生活

在一个受着心理制约、否定死亡的社会ꎮ 正因如

此ꎬ许多人在临终之际凄惶不安ꎮ 死亡跟性行为一

样ꎬ是一个关上房门悄声谈论的问题ꎮ” [２] 古今中

外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生有死ꎬ人也不另外ꎮ 人虽

有长命百岁者ꎬ但总会有一死ꎮ 但如何面对死亡ꎬ
又怎样看待死亡ꎬ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ꎬ也是无

法逃避的问题ꎮ 在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

价值取向中ꎬ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其中之一ꎮ 在紧要

关头ꎬ人们都要作出生与死的抉择ꎮ 换句话说ꎬ人
的死亡就是人生的重要问题ꎬ也是人们世界观、人
生观、社会观、哲学观、宗教观、文化观、世俗观及认

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和见地ꎮ 也就是说ꎬ不同

的人对生死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ꎻ不同民族对

人的生死观持有不同态度ꎮ 彝族生死观同世界各

民族生死观既具有共性特点ꎬ又具有特殊的个性特

点ꎮ 而彝族生死观的个性之特点表现在彝族传统

宗教、古典自然哲学和传统民俗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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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人类自身生死现象和规律的认识ꎬ是古

典自然哲学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ꎮ 自然界

中生命乃至人类的存在ꎬ是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

生、生死相依而又对立统一ꎮ 恩格斯精辟地指出:
“生就是意味着死”“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

自身之中” “生命总是和它必然结果即死亡相联系

而被思考的” [３]ꎮ 既然人类“生就是意味着死”ꎬ可
以说人类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是有差异的ꎬ那么彝

族怎样认识人的生死问题? 我们首先不妨考察彝

族历史文献ꎬ从中窥见彝族在人类生死问题上特有

的认识和见地ꎮ

一、万物应有生死规律

在尚未讨论“万物生死”前ꎬ有必要阐释世间万

事万物及人类不会死亡的认识论ꎬ即“不死的烦恼”
的思想认识ꎮ 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经籍«采药

炼丹经»中详细记载天上地上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

和人类祖先喝了天君神策格兹(有的称“泽举兹”)
长生不死药和地王神黑夺芳(有的称“恒夺芳”)的
不病药后ꎬ人类只会生不会死ꎮ 如“格兹不死药ꎬ朔
芳不病药ꎬ撒播天山上ꎬ策格兹来喝ꎬ策格兹不死ꎻ
黑夺芳来喝ꎬ黑夺芳不死ꎮ”以及“索什斗” (天君神

大臣)、“沙申诺”(天君神钦差大臣)、“尼拾搓”(毕
摩鼻祖、文字神)、“尼俄佬” (鬼王)、“窦娥机” (封
寿神鸟)、“沙妞祖” (匠神)、“勒妮妣” (艺神)、“俄
夺边”(东方人祖神)、“窦机勒”(西方人祖神)、“侬
嫫巴” (南方人祖神)、“尼则嫫” (巫觋神)、“纽木

兹” (绿天君ꎬ即青帝)、 “特木芳” (红天君ꎬ即赤

帝)、“尼木埂” (黑天君ꎬ即黑帝)、“吐木特” (白天

君ꎬ即白帝)、“申窝木” (中央黄帝ꎬ即策格兹)以及

中原汉皇帝、彝族君、臣、师、匠、艺、黎民百姓等皆

不会死亡ꎬ长生不死ꎮ 但是ꎬ“族增不会死ꎬ村内住

不下ꎻ人多不会死ꎬ大地容不下” [４]ꎬ真正成了“人满

为患”的局面ꎬ越来越觉得人类及万物该有生有死

的思想认识ꎮ
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经籍«封寿赐命经»

第一代人只会生而不会死ꎬ后作乱遭洪水淹没ꎻ第
二代人由天君神策格兹和地王神黑夺芳封万事万

物寿龄ꎬ彻底解决了天地间万事万物长生不死的规

矩ꎬ其中:封人寿为 ９ ９００ 岁ꎬ封马寿为 ６ ６００ 岁ꎬ封
牛寿为 ３ ３００ 岁ꎬ封羊寿为 ２ ２００ 岁ꎬ封稼寿为１ １００
岁ꎮ 但封寿神窦娥机把天君神策格兹和地王神黑

夺方封寿令传错ꎬ说什么白发的、黑头的、少儿的、
幼婴的皆会死ꎬ并尚未封寿给人类就飞回了天庭ꎬ
第二代人全死绝ꎮ 众亡灵上天庭告状ꎬ天君神策格

兹说ꎬ３ 人活 １００ 岁ꎬ每人均活 ３３.３３ 岁ꎮ 从此ꎬ死亡

是必然ꎬ善者命长ꎬ恶者命短[４]３９６－４０４ꎮ 人类寿命的

长短是根据各自的德行来决定ꎬ出现了生寿长短ꎬ
也是前世未修正果的结果ꎬ并且人的寿命之长短或

生死由各自的善恶言行来决定ꎮ 彝族还认为ꎬ生由

天ꎬ死由天ꎬ人生是天魂落地的结果ꎬ人死是灵魂升

天归祖的必然ꎮ 此彝文经籍反映了彝族先民“生死

由天管”“生死由命ꎬ富贵在天”及祖先崇拜的宗教

观念ꎬ也反映了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

认识论ꎮ 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文献«封寿赐命

经»记载:
可恶窦娥机(封寿神鸟)ꎬ差错真不少ꎬ圣旨当

儿戏ꎬ它全搞颠倒ꎮ 人寿九千九ꎬ传成九十九ꎻ马寿

六千六ꎬ传成六十六ꎻ牛寿三千三ꎬ传成三十三ꎻ羊

寿二千二ꎬ传成二十二ꎻ稼寿一千一ꎬ传成一年一ꎮ
自从那时起ꎬ头发白的死ꎬ胡须白的死ꎬ长命高

寿死ꎬ头发黑的死ꎬ胡须黑的死ꎬ年轻力壮死ꎬ会跑

会趴死ꎬ会笑会哭死ꎬ能生能育死ꎬ吃奶胎儿死ꎮ
天神策格兹ꎬ地神黑夺芳ꎬ又传一句话:树若不

砍伐ꎬ树茂难见天ꎻ草若不割掉ꎬ草旺路不通ꎻ人若

不会死ꎬ人多地难容ꎮ 人死不开丧ꎬ亡灵难赴阴ꎮ
阳世间人儿ꎬ有生就有死ꎬ有死就有生ꎮ 生生又死

死ꎬ死死又生生ꎮ 生死不可抗ꎬ生死由天定[４]４００－４０３ꎮ
又滇南彝族丧葬祭祖类彝文文献«兴死开丧

经»记载ꎬ自天君神策格兹下令“人类的死令”后ꎬ并
自“贤俄之母”死始ꎬ世间东西南北四方先后有“贤
索”“尼俄佬” “索什搓” “齐齐慕” “甲阿巴” “仁哈

机”“俄尼濮” “鲁什搓” “尼则嫫” “俄夺边” “俄唐

尼”“笃慕”(彝族文化共祖)、彝族六祖(慕阿柯、慕
阿柴、慕阿西、慕阿查、慕阿兀、慕阿齐ꎬ简称“武、
乍、糯、恒、布、默”)等古代氏族部落之母死亡ꎻ又高

山箐林中的百兽如虎、豹、象、麂、獐、岩羊、野猪、老
熊、狐狸、豪猪、破脸狗等和百禽如鹤、雁、白鹇、鹰、
麻雀、燕子、云雀、松雀、锦鸡、乌鸦、喜鹊等及水生

动物如水獭、鱼、龟、虾、泥鳅、黄鳝、螺蛳等之母始

死ꎮ 从此ꎬ人间万事万物及人类都会死亡[４]３４６－３５８ꎮ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女子传统 «哭丧歌» («挽

歌»)也哭唱道:
万物谁无死ꎬ万物皆有死ꎮ 若说太阳不死也不

真ꎬ太阳落山入夜便算死ꎻ说月亮不死也不真ꎬ月亮

由圆变缺便算死ꎻ说蛇不是也不真ꎬ每年蜕皮一次

便算死ꎻ说汉地庙里菩萨不死也不真ꎬ每年一次更

换衣裳便算死鸟王也要死ꎬ如孔雀之类ꎻ兽王

也要死ꎬ如犀牛之类ꎻ人王也要死ꎬ如皇帝之类ꎮ 聪

明能干的也要死ꎬ愚蠢糊涂的也要死ꎬ多才多艺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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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 死ꎬ 一 无 所 有 的 也 要 死ꎬ 成 千 上 万 的 人 都

要死ꎮ[５]

滇中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丧事»记载:万
物有生ꎬ但也有死ꎬ世间没有不会死的事物ꎬ“没有

不会死的树”“没有不会死的草”“没有不会死的兽”
“没有不会死的鸟”“没有不会死的禽”“没有不会死

的畜”“一百岁的人会死ꎬ三十岁的人会死ꎬ几岁的

人也会死ꎬ生下地的娃娃也会死” “男人会死ꎬ女人

也会死ꎻ老人会死ꎬ年轻的也会死ꎬ孩童也会死ꎬ婴
儿也会死ꎻ做官的会死ꎬ做臣的也会死ꎻ穷人会死ꎬ
富人也会死”ꎮ[６]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彝族盘古

笃慕轶事»也说:“世人总要死” “世上的人们ꎬ没
有不死的”ꎮ[７]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就是意味着

死”认识论和辩证法ꎬ并印证了彝族对于人类生死

观的原始的朴素的认识论和辩证法ꎬ有生必有死的

自然规律ꎮ
总之ꎬ生死问题在彝族古典自然法则和传统哲

学思想中ꎬ从本体认识论到辩证法都肯定了人有生

死ꎮ 彝族毕摩宗教经籍说“人人都有生又有死ꎬ世
上没有不死的人”“世人有生必有死ꎬ人人都要过生

死关”ꎮ 四川彝族民间口传«尔比»说:“人虽不想

老ꎬ时光留不住ꎻ人本不想死ꎬ但老后要死ꎬ乃自然

规律”ꎮ 又说:“人本想不老ꎬ但岁月不留人ꎻ人老想

不死ꎬ但树叶黄了不能不脱落” [８]ꎮ 这就是说ꎬ人的

生死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ꎬ也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自然法则ꎬ从不以人的意识观念而改变ꎮ 虽人

的生死明显存在着自相矛盾ꎬ但也存在着统一辩证

的关系ꎬ也就是人的生死既是一个对立又是一个统

一辩证的关系过程ꎮ 彝族的这一古典自然法则和

传统哲学思想也是教化人们按自然法则和自然规

律去正确认识和看待人的生死问题ꎬ人们不去追求

和向往不死ꎮ 但与其他宗教思想相比ꎬ不能不说这

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有关人类生死的方法论

和辩证法ꎮ

二、彝族对全人类及万物生与死的认识

(一)全人类及万物的生

彝族对于全人类生的解释:它是最初人类的生

产ꎬ即人类起源论或者生命起源论ꎮ 彝族人类起源

论或生命起源论有多种说法ꎬ如虎生人、或龙生人、
或竹生人、葫芦传人ꎬ或者雪生人、泥巴塑人等等ꎬ
数不胜数ꎮ 这些认识和观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人

类“生”及万物“生”认识的一个方面ꎮ 从某种意义

上说ꎬ它是一种原始信仰的“生”观念ꎬ其中包含了

古典自然法则和原始哲学思想ꎬ也包含了原始宗教

思维的观点ꎮ
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中记载ꎬ

世间万事万物是一个叫“阿黑西尼摩”的庞然动物

所生ꎬ这个庞然动物全身上下怀孕ꎬ生下世间的万

事万物ꎮ 当初这个庞然动物生下天地后ꎬ大海与湖

泊一个连一个ꎬ大海阴沉沉ꎬ昼夜静悄悄ꎬ以后它又

生出神阿麻ꎬ住在天宫ꎬ从天门外海中遨游ꎬ为生存

觅食ꎬ有的游到海边ꎬ跳跃到沙滩上ꎬ摇尾晒太阳ꎮ
天旋地转ꎬ黑、白、红、绿、黄等五花八门鱼类便慢慢

演化ꎬ变成了猴子ꎬ然后经过若干万年后ꎬ猴子又演

化成原始人类[９]ꎮ 这里的人类“生”正反映了马克

思主义经典哲学“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观点ꎬ也反映

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ꎮ 一句话ꎬ实际上ꎬ彝族“猴
子变人学说”比达尔文进化论早若干世纪ꎮ 彝族关

于人类起源论传说很多ꎬ滇南彝族彝文创世史诗

«开天辟地»记载:
倮塔基家里ꎬ诺谷生下地ꎬ诺谷小龙儿ꎬ道

出一席话:父母生育我ꎬ出生在海里ꎮ 诺谷小

龙儿ꎬ用泥巴塑人ꎬ长有两只眼ꎮ 塑五个大官ꎬ紧握

金棍棒ꎬ掀到天上去ꎬ变成了天神ꎮ 红土塑人

型ꎬ长一只眼睛ꎬ生在脑门前ꎬ造四个大官ꎬ再造众

百姓ꎮ[４]１７－１８

尔后ꎬ诺谷拿取金棍棒ꎬ分别指向东西南北各

方ꎬ分别成为贤颇(汉族)、俄尼(哈尼族支系)、卡佤

(哈尼族支系)、濮拉颇(彝族支系)、尼苏颇(彝族支

系)、摆依(傣族)、母基颇(彝族支系)、白合阿松

(哈尼族支系)、确阿鲁(彝族支系)、红头瑶(瑶族支

系) [４]１９ꎮ 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
云:“男神阿热ꎬ女神阿咪ꎬ他们来造人ꎮ”“阿热和阿

咪ꎬ称八钱白泥ꎬ称九钱黄泥ꎬ白泥做女人ꎬ黄泥做

男人ꎮ”“男的叫阿达米ꎬ女的叫做野娃ꎮ 坡头白草

多ꎬ他们养儿女也多ꎬ天下四个方向ꎬ处处都满了ꎮ”
“蚂蚁瞎子这代人ꎬ就这样造出来了ꎮ” [１０]

滇南滇中彝族彝文创世史诗«查姆»记载:“人
类最早的那一代ꎬ名字叫拉爹ꎮ 拉爹下一代ꎬ名字

叫拉托ꎮ 拉托的后下一代ꎬ名字叫拉文ꎮ” [１１]滇南彝

文文献«尼苏夺节姐弟成婚»«阿黑西尼摩»中记

载ꎬ人类经历了从“独眼人”到“横眼人”ꎬ再到“竖眼

人”(即现代人)等三个发展阶段ꎮ “独眼人”因眼睛

长在脑门上ꎬ被第一次洪水淹没而绝ꎻ“竖眼人”因

两只眼睛长在正前面ꎬ是第一次洪水事件的幸存者

俄玛俄倮姐弟俩的后代ꎻ“横眼人”即现代人ꎬ是第

二次洪水泛滥中幸存者阿普笃慕的后代[９]５４－６７ꎮ 滇

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说ꎬ“蚂蚁

瞎子代”被烈日暴晒而灭绝ꎬ后“蚂蚱直眼代”被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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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死ꎬ再后“蟋蟀横眼代”被漫天洪水淹没ꎬ但这

次洪水漫天中幸存两个人ꎬ经过这两个人幸存者的

艰辛努力ꎬ人类又延续了下来[１０]４３－７２ꎮ 滇东南彝族

口传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中也有类似的说法ꎮ
滇中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说ꎬ人是天君神策格

兹造的ꎬ“天上撒下三把雪ꎬ落地变成三代人ꎮ” “第
一把雪变成第一代独眼人ꎬ第二把雪变成第二代竖

眼人ꎬ第三把雪变成第三代横眼人ꎮ” [１２]彝族民间还

有虎生人说、龙生人说、蛤蟆变人说、金竹变人说、
金鱼变人说及葫芦传人种说等等ꎮ 另外ꎬ彝族民间

还有“天乃生于子”“地乃辟于丑”“人乃生于寅”之
谚语ꎮ
(二)全人类及万物的死

彝族对全人类死的解释:如前述ꎬ在彝族彝文

创世史诗«勒俄特依» «查姆» «尼苏史诗» «尼苏夺

节»«阿黑西尼摩»和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梅葛»«阿
细的先基»«爱佐与阿莎»以及各地彝文文献«洪水

泛滥史»等典籍中都有记述ꎬ因人类只会生不会死ꎬ
并道德败坏和纲纪失常ꎬ或者人种不好且繁殖过

快ꎬ人满为患ꎬ天神策格兹为了更换人种ꎬ下令发洪

灾、或旱灾ꎬ使人类遭受全球灭绝性的浩劫而全人

类死亡ꎮ 具体地说ꎬ“独眼代人”遭第一次洪灾后ꎬ
姐弟或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ꎬ便更

换成“竖眼代人”ꎻ“竖眼代人”遭第二次洪灾后ꎬ姐
弟或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ꎬ便更换

成“横眼代人”或“笃慕后代横眼人” (即现代人)ꎮ
而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里说的

是ꎬ“蚂蚁瞎子代人”被七个太阳暴晒ꎬ且晒了七年

七月零七天后而全部灭绝ꎬ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

儿育女的人种ꎬ便更换成“蚂蚱直眼代人”ꎻ“蚂蚱直

眼代人”因被水牛和山羊抵架而溅出火星ꎬ火星又

燃起熊熊烈火ꎬ并烧了七年七月零七天后全部灭

绝ꎬ兄妹二人幸存者成亲生儿育女的人种ꎬ便更换

成的“蟋蟀横眼代人” 也被漫天洪水淹死[１０]４３－７２ꎮ
特别有趣的是ꎬ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爱佐与

爱莎»中对前后三次全人类灭绝性死亡的记述ꎮ 史

诗说:第一代“阿撇咧谷尼妥妥螳螂竖眼时代”人种

诞生到遭首次洪灾灭绝后ꎬ更换成第二代“折勒尼

德蜻蜓直眼代人”人种到又遭全人类火灾灭绝后ꎬ
更换成第三代“嘎拉尼维蚱蜢横眼代人”人种到遭

第二次洪灾灭绝后ꎬ更换成“阿佐爱莎代人”人种ꎬ
即现代人种ꎮ 凡此种种创世神话ꎬ都遭受全人类毁

灭性或灭绝性的特大灾难ꎬ并都说“滚滚的洪水ꎬ洪
水顶蓝天”ꎬ而“世间的万物ꎬ都死于洪水”局面ꎻ或
者“天神来惩罚ꎬ太阳来复仇ꎬ遍山火光闪ꎬ大海火

水沸ꎬ湖水成火盆ꎮ 禽鸟被灭绝ꎬ 动物已死光ꎮ
七个太阳七火星ꎬ晒得大地起火烟ꎮ 白天黑夜
分不清ꎬ昼夜太阳辣炎炎ꎮ 箐沟山头属树起火ꎬ火
势熊熊把人熏ꎮ 河水沸沸入大海ꎬ湖水似锅水烫
煎ꎮ 火星天空到处飞ꎬ火焰烈烈天地间ꎮ 白泥烧焦
成紫土ꎬ青石烧成白灰粉ꎮ 直眼这层人ꎬ已被
烧死完ꎮ” [１３]

(三)彝族对全人类生死的解释和看法

第一ꎬ一方面它们是彝族先民认识自然、征服
自然和战胜自然的智慧力量和勇气果敢的源泉ꎬ是
彝族历代先民对未来美好的追求和向往的精神支
柱ꎬ凝聚着彝族历代先民永不休止的精神力量和无
穷无尽的智慧及勇猛无比的威力ꎬ其价值是不言而
喻的ꎮ 另一方面直接说明和反映了彝族对人类产
生和发展的合乎逻辑的朴素的原始解释和看法ꎬ也
是彝族朴素的原始的唯物世界观和人生观ꎬ乃至人
类进化论及其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理念ꎬ颂扬了彝
族历代先民劳动创业的艰辛ꎬ表达了彝族战天斗地
的满怀豪情和激烈壮志ꎬ是对民族童年历史的浪漫
解释ꎬ是彝族历代先祖创业历程的真实写照和追
忆ꎬ因此ꎬ彝族历代先民的逻辑推理是合理的ꎬ结论
是正确的ꎮ

第二ꎬ彝族的这些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和洪
水神话仅仅抓住眼睛形态的象征来暗喻人类蒙昧
时代(独眼人)ꎬ演化为怒目而视的野蛮时代(竖眼
人)ꎬ最后发展到与现代人的文明时代(横眼人)ꎬ从
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ꎬ是人类社会发展进
化所经历的客观反映ꎮ 正如马克思分析古希腊神
话时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
自然力ꎬ支配自然力ꎬ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１４]ꎮ 因
此ꎬ彝族先民对人类生死问题的认识和解释ꎬ反映
了人类从原始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ꎬ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ꎬ这个人类发展过程
就是摩尔根把人类的早期进化划分为蒙昧、野蛮、
文明等三个时代ꎮ

第三ꎬ彝族的这些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和洪
水神话中的各个时代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ꎬ遵循
着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规律ꎮ 人类社会
发展历程中ꎬ一代接一代ꎬ生生死死ꎬ死死生生ꎬ人
种永不断ꎬ独眼变双眼ꎬ竖眼变横眼ꎬ千万年慢慢演
化和进化ꎮ 新一代是旧一代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和
进化而来的ꎮ

三、彝族对个体生命生与死的认识

(一)个体生命的生

如果说人类得以产生和存在ꎬ是某种自然神灵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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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地创造并赋予“生”之功能的结果ꎬ也就是反

映在彝族关于人类生产或即“生”的认识的唯心主

义的一方面ꎮ 有关彝族彝文(或口传)创世史诗、丧
葬祭祖类彝文经籍中反映的某些个体生命的产生

和生存ꎬ是原始的朴素的低级的唯物主义的“生”的
认识方法和认识观点ꎮ 按彝族古规ꎬ人死了就要举

行隆重的葬礼ꎬ并对死者亡灵进行虔诚祭奠ꎬ其中

有一个重要环节ꎬ就是由彝族毕摩向死者诵经悼

念ꎬ追溯人生ꎬ并以此表示让死者亡灵送到彼岸ꎬ同
样幸福生活ꎮ 如«追悼歌»:

天门运生降ꎬ地门运未生ꎮ ××与××ꎬ婚配

成夫妻ꎬ一夜语不谐ꎬ二夜语相合ꎬ三夜通言语ꎬ四

夜披毡交ꎬ五夜情爱浓ꎬ六夜春心动ꎬ七夜身贴身ꎬ
八夜同枕衾ꎬ九夜互抱交ꎮ 一月如秋水ꎬ二月

尖草叶ꎬ三月如青蛙ꎬ四月如蝾螈ꎬ五月山壁虎ꎬ六

月成 人 形ꎬ 七 月 母 体 存ꎬ 八 月 母 气 并ꎬ 九 月 母

怀胞ꎮ[１５]

无独有偶ꎬ滇南彝族伦理类彝文经籍«父母恩

情篇»中也记载了有关胎儿的发育知识方面:
天上一露珠ꎬ缓缓往下落ꎬ落在父肩上ꎬ父肩停

一时ꎬ后融父体内ꎬ父身怀三月ꎮ 有朝一夜晚ꎬ父手

抱母腰ꎬ母手搂父腰ꎬ父母身贴身ꎬ露珠(精液)入母

体ꎮ 一月似秋露ꎬ二月如蝌蚪ꎬ三月如蛤蚧ꎬ四月如

青蛙ꎬ五月如幼蛇ꎬ六月现人样ꎬ契约能蹬转ꎬ八月

同母寸ꎬ九月离母体ꎬ坠地来世上ꎮ[１６]

这是个体生命的生成ꎬ是男女夫妇之造化的结

果ꎮ 正如汉文文献中所记载“人之生” “夫天地合

气ꎬ人偶自生也ꎻ犹夫妇合气ꎬ子则自生也”的观点ꎬ
一脉相承ꎬ如出一辙ꎮ 彝族的个体生命的生成学

说ꎬ与当今人体生育研究资料表明相一致ꎬ“睾丸内

精 ２４ 个小时均生殖ꎬ排出的精子是 ３ 个月前产生

的” [１７]ꎮ 所以ꎬ彝族关于人类来源和缘起及个体生

命生成学说ꎬ就包含着这种自然“生”的认识ꎮ 所以

人的“生”具有原始的唯心和朴素的唯物这两种认

识ꎬ同样人的“死”也具有原始的唯心观和朴素的唯

物观ꎮ
(二)个体生命的死

人生必有死ꎬ生就是意味着死ꎬ受彝族灵魂不

灭的传统思想意识观念支配和影响ꎬ人类个体生命

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ꎬ而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ꎬ
气与音的脱节ꎬ灵魂游离个体生命而去ꎬ并且永远

不再附于个体生命ꎮ 彝族传统观念认为ꎬ个体生命

活着时ꎬ肉体是灵魂的载体ꎬ一旦灵魂消失和殆尽ꎬ
个体生命便成了僵死的躯壳ꎬ成为毫无灵性的东西

了ꎮ 当然ꎬ一个个体生命的死亡意味和标志着一个

个体生命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旅程ꎬ告别世间的一切

人和事ꎮ 但是ꎬ彝族原始传统思想观念认为ꎬ个体

生命死后有四种结局:一是人死后其亡魂到阴间世

界里生活ꎻ二是人死后其亡魂回到祖先发祥地与历

代祖灵团聚ꎻ三是人死后其亡魂长期游荡于野地ꎬ
特别是坟茔附近或祖灵洞里ꎻ四是人死后其亡魂附

在家中神龛祖灵牌上ꎮ “在远古时代ꎬ人们还完全

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ꎬ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ꎬ
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

身体的活动ꎬ而是一种独特的ꎬ寓于这个身体之中

而在人死亡时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ꎮ” [１８]因此ꎬ彝
族传统观念进一步认为ꎬ个体生命的灵魂是永远不

会死的ꎬ也是永恒不灭的东西ꎬ个体生命的死只是

其灵魂离开个体生命的结果ꎬ个体生命只不过是灵

魂存在的实体ꎬ如果这个实体上不存在和不依附其

灵魂ꎬ那么个体生命的实体内部的血和气就不会产

生ꎬ因此也就不复存在个体生命的实体ꎮ
著名学者王天玺、 李国文先生 « 先民的智

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ꎬ同样

认为人类“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全彻底的“死
亡”ꎬ即唯心主义的“死亡”观ꎻ另一种唯物主义“死
亡”观ꎬ并这两种观念相辅相成ꎮ 这种观点也就是

在彝族关于人类生死观现象的认识ꎬ不惟只有唯心

主义的人类生存观ꎬ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因

素ꎬ两种相互并存ꎬ也相互违背的思想[１９]ꎮ 从彝族

传统观念看来ꎬ一个个体生命自离开母腹ꎬ呱呱坠

地来到人间且命名之时起ꎬ个体生命的灵魂附于其

体之上ꎬ个体生命死后则独立存在ꎬ或栖附于他物

生存ꎬ或往来于阴阳世界ꎬ或漫游于死者村落ꎬ彝族

把这种离开个体生命的灵魂称为“鬼”ꎮ 又因彝族

分布较广ꎬ支系庞杂ꎬ称谓繁多ꎬ各地彝族对“灵魂”
的表达方式不一ꎬ但人死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则是

共通的ꎮ 四川凉山彝族认为ꎬ幻想男性有两个灵

魂ꎬ自主守舍的灵魂叫“以那”ꎬ它附在人的身上ꎬ可
以使人不生病ꎻ保护人的灵魂叫“曲谢”ꎬ可以使人

发财ꎮ 妇女也有两个灵魂ꎬ自主守舍的灵魂同于男

性ꎬ主管生育的灵魂叫“格非” [２０]ꎮ
彝族传统观念还认为ꎬ一旦人死亡ꎬ其灵魂就

离开个体生命而变成鬼ꎬ因此ꎬ所有的鬼都是由死

者亡魂变成的ꎮ 鬼分为善鬼和恶鬼ꎮ 善鬼是自家

父母长辈死者和寿终正寝者的亡魂所变ꎬ其相貌如

同生前的活人一模一样ꎬ它们像人间一样ꎬ与历代

祖魂生活在一起ꎬ对家人和后嗣起保护作用ꎮ 恶鬼

是死于非命者、尚未成家死者或者送葬时指路不清

的亡魂所变ꎬ它们四处漫游或附着于它物作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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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且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变成善鬼ꎬ也不能上

升成为祖魂ꎮ
彝族对亡魂处置有多种方法ꎬ特别是对非正常

死亡变成的亡魂即“鬼魂”ꎬ往往采取祭献、驱送、断
路等三种主要方式ꎮ

既然彝族把自家父母长辈个体生命正常死亡、
寿终正寝的亡魂视为善鬼ꎬ并认为自家父母长辈的

亡魂是最善的“鬼魂”ꎬ因而自家父母长辈死后也必

然像生前一样处处关怀和保护其自己的子孙后代ꎮ
对于子孙后代偶有不轨的行为ꎬ犹如父母长辈生前

一样ꎬ通过自己的灵魂进行管教ꎮ 因此ꎬ彝族总是

把崇拜祖神置于崇拜其他诸神灵之上ꎬ无时不怀着

虔诚的心情对待历代祖先ꎮ 彝族传统思想意识里ꎬ
祖魂生活在阳间世界之外的阴间世界ꎬ彝语称“俄
咪”ꎬ其大体位置:一说在阳间世界之上部ꎬ天之下

部ꎻ一说在祖先的发祥地ꎮ 所谓认为善人死后变成

善鬼即祖魂ꎬ恶人死后变恶鬼即野鬼ꎬ死于非命者

的鬼最凶恶ꎬ驱除它要以牲畜为牺牲等等说法ꎬ完
全是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真实写照和

反映ꎮ 又根据个体生命生前的特点ꎬ认为祖魂具有

人的一切嗜好ꎬ像生前一样喜怒哀乐、悲欢离合ꎬ有
贫富之分ꎬ同样要进行劳作ꎬ这一切都是根据现实

世界的事物幻想和虚构出来的ꎬ是对自然界和现实

社会生活的歪曲、颠倒的反映ꎮ
彝族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俄咪”即阴间世界ꎬ一

切与阳间世界同ꎬ可以说几乎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

翻版ꎮ 这无不说明唯心主义者所谓祖魂不是人们

的虚构ꎬ有着非人间的超自然体的起源的说法ꎬ完
全是一种荒谬而骗人的说法ꎮ 但尽管如此ꎬ我们任

何人也不可能阻止他们的这一信念且崇拜的心理ꎮ

四、彝族对个体生命生与死轮回的认识

纵观彝族对生死问题和现象的认识和解释ꎬ认
为一个个体生命要经历三个阶段ꎬ个体生命形成并

呱呱落地命名为第一个阶段ꎬ结婚成家且生儿育

女、耕作立业、勤俭世家为第二阶段ꎬ变老养老病死

为最后一个阶段ꎮ 但对自家父母长辈死亡或寿终

正寝者不能称为“死”ꎬ要说成是回家去了ꎬ即回到

祖先发祥地———“纳添咪” (古代彝族传说的京城ꎬ
疑指昆明市晋宁石寨山)ꎬ或彝族六祖分支地“罗宜

伯”(滇东北罗宜山)ꎬ或者“咪列依池” (疑指云南

昭通市郊葡萄井)ꎮ 彝族传统观念认为ꎬ人间死去

一个人ꎬ祖魂社会成员就增殖一个ꎬ人间出生一个

婴儿ꎬ祖魂社会成员就减少一个ꎬ但这种生者与死

者间的转世现象只限于正常死亡者ꎬ非正常死亡者

难于转回祖先的发祥地ꎮ 停尸守灵期间ꎬ毕摩念诵

很多丧葬祭祖经书ꎬ以引渡亡魂之时ꎬ正是阴间或

祖魂社会里举行出生命名之时ꎮ 出殡下葬之日ꎬ而
在阴间或祖魂社会里则以同样方式迎接活动ꎬ尸首

火化或灵柩下葬之后的归途中ꎬ人们用黄泡刺条或

其他植物枝条编织出奇特各异的形状物立于一道

门槛ꎬ生人一旦跨过门槛ꎬ即标志着亡魂已送走ꎬ不
再返回村中(除留在家中守灵牌魂主魂外)ꎬ而神灵

社会里前来迎接人间死者的队伍亦到此门槛止步ꎮ
所以ꎬ自家父母长辈死亡或寿终正寝者的葬礼被认

为是双重内涵的文化活动ꎮ 换言之ꎬ一个个体生命

从诞生到死亡以前ꎬ仅仅是以组成沧海之中的一粒

基本因子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ꎮ 一个人死

亡ꎬ便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社会行为ꎬ其社会活

动也就中止了ꎮ 然而ꎬ彝族在“灵魂不灭”的观念影

响和支配下ꎬ认为个体生命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灵魂

的死亡ꎮ 从彝族的葬礼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ꎬ认为

个体生命死亡以后ꎬ其亡魂仍继续产生社会作用ꎮ
彝族还认为个体生命死亡后还可以“转世”ꎬ也就是

举行隆重葬礼以后ꎬ通过送亡魂到阴间审察ꎬ后送

祖灵社会生活ꎬ再由天神确定来世变成什么ꎮ 一般

情况下来世变女或变男再生ꎬ说明今世修炼的好ꎬ
否则就变成牛马猪鸡狗猫及蛇ꎬ或先变人再变动

物ꎬ或先变动物再变人ꎬ或先变牛马猪狗再变人ꎬ等
等情况非常复杂[２１]ꎮ

总而言之ꎬ彝族传统思想观念中的生与死可以

反复循环ꎬ即生是死的前奏ꎬ死是生的转折ꎻ生是亡

的开始ꎬ亡是生的必然ꎬ亡魂按照祖先迁徙来的路ꎬ
返回到祖先发祥地ꎬ返璞归真ꎬ生于自然ꎬ融于自

然ꎮ 从一系列复杂的葬礼中ꎬ体现了彝族历代先民

的生死观ꎬ人死了对于活人来说是极悲痛的ꎬ但对

死者却意味着生死循环中升华ꎮ

五、结语

综观所述ꎬ彝族传统思想观念认为ꎬ世间万事

万物包括人类都有生死规律ꎬ并“生”与“死”既对立

又统一ꎮ 彝族对人类祖先即人种的产生(即“生”)
认识有“虎生人” “竹生人” “葫芦传人种”及“雪变

人”“猴变人” “泥塑人”等多种学说ꎬ也有“虎日生

于人”之说ꎬ这些“学说”既有彝族古典自然哲学的

思想ꎬ也有彝族原始宗教思想的观点ꎻ彝族对全人

类“生”的认识和理解ꎬ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

人”的观点如出一辙ꎬ特别是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一脉相承ꎮ 与此同时ꎬ人类先后更换和进化三次的

认识ꎬ以人类眼睛象形来印证和诠释摩尔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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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貌ꎮ 基于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ꎬ因彝族信仰万物

有灵ꎬ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身体的死亡ꎬ但其灵魂是

永远不会死亡ꎬ仍然继续发挥社会作用ꎬ并其不死

的灵魂可托生转世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完全是唯心

观思想ꎬ但也反映出原始的朴素的唯物观思想ꎮ 因

为他们总是认为ꎬ人的个体生命源于自然ꎬ生于自

然ꎬ长于自然ꎬ并死后仍回归自然(即火葬或土葬)ꎬ
其灵魂在生死循环中不断升华ꎮ 质言之ꎬ彝族对人

类生死观的认识ꎬ不惟只有唯心主义的人类生存

观ꎬ同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因素ꎬ是两种相互

并存ꎬ也相互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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