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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尔苏是生活在藏彝走廊东端 的藏族支系
。

由于尔苏文化圈处于汉文化
、

藏文化和彝文化 以及纳 文化的交汇 区
,

各种文化的辐射和叠加
,

形成了多元一体尔苏文化特色
。

在文化圈内
,

同一母题的民间故事随着地理 区域的不 同
,

产生了近藏

趋藏
、

近彝趋彝
、

近汉趋汉的类型特征
。

民间故事的这种变异特征称为地理类型学特征
。

此外
,

尔苏民间故事还有民间信仰文

化特征和家族性传承特征等
。

【关键词 】藏族 尔苏 神话故事 民间传说 地理类型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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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于尔苏文化圈内的神话
、

传说和 民间故 汝
,

都有藏文经典
。

民间故事
、

神话传说与藏区的

事
,

是尔苏藏族活着的 口头传承文化
。

我们在采集 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比较接近
。

格桑尔
,

是藏族民

弥足珍贵的民间故事和各种传说的时候
,

发现了一 间传说中的英雄
,

是腹心藏区藏族人民心 目中的英

些有特点的文化现象
。

尔苏文化圈内这些独特的 雄
。

在尔苏文化圈内
,

我们只在冕宁县的和爱乡收

民族文化现象
,

是文化圈内的尔苏文化的多元性
、

集到一则 《格桑尔的故事 》
,

是 岁的唐某听她的外

多样性以及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与文化涵化造成开 婆讲的
,

她外婆是文盲
,

故事来源应该是 口头传承

放性的文化变异现象
,

有较高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而来
。

冕宁的尔苏人有西藏喇嘛与汉区的弥来和

价值
。

借助于语言学的
“

地理类型 学
”

概念
,

把神 尚斗法的故事
,

但是甘洛越西和石棉就没有这类故

话
、

传说和 民间故事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类型推 事
。

越西保安藏族乡的王某讲了一个在越西县和

移
,

看作是 口传文化历史演变的各层次的投影
,

从 甘洛县一带家喻户晓的历史传说
。

很久以前
,

在保

而把横向的区域考察跟纵向的历史比较有机地结 安乡出现了一个尔苏人的英雄
,

名叫吉满拟啊嘎
。

合起来
。

把这些现象称为地理类型学特征
、

民间信 他曾经到藏区学法
,

在寺庙里不安分守己
,

想早些

仰文化特征和家族性传承特征
。

时间 回家传法
。

规定人学时发的牛皮鞋穿坏了就

一
、

地理类型学特征
。

可以毕业出师
,

他就想尽办法让鞋子尽快烂掉
,

终

调查发现
,

在藏彝走廊东端尔苏文化圈内
,

沿 于提前出师
。

学成 回归越西后匡扶正义
,

打击邪
“

汉源 —石棉 —甘洛 —越西 —冕宁 —九 恶
。

他有非凡的功力
,

上山砍木材
,

可以一根头发

龙 —木里
”

这样顺序的地带上
,

民间文化的变异 拉一块木料
,

他运木料时扬起的灰尘弄得天昏地

表现出一些规律
。

尔苏文化圈处于汉藏交界的苯 暗
,

挪动木头时
,

木头撞击石头发出的声音响得地

波文化带的东南边缘
。

总体上看
,

这些区域的尔 动山摇
。

他请人帮他家锄草蒋玉米时
,

把太阳的胡

苏人接受藏传苯教为主要内容的藏文化
,

受藏文化 须拴在沼泽地里的节范草上
,

使太阳不能落山
,

中

影响较深
。

他们的藏文化与腹心地区的藏文化相 午饭送来两三餐了
,

太阳都不落山
。

他凭借高超的

近
。

但是由于交通不便
,

信息闭塞
,

政治上 的边缘 法术
,

屡与官府作对
。

后被官府捉拿
,

对他施以酷

化和 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
,

决定了区域内尔苏 刑
。

但他从来不惧怕
,

把他捆在雪地的木桩上
,

要

人的文化变异特点
。

让他冻死
,

第二天早上满山遍野皑皑白雪
,

他还在

一 近藏趋藏 冒汗呢
,

连木桩周边的雪也融化了
。

把他放到大铁

距离藏区腹心地带越近
,

民间文化受藏文化影 锅里盖上锅盖用猛火煮
,

煮了一段时间
,

打开锅盖

响就越强烈
。

区域内的冕宁县距离九龙和德格等 看
,

他一点不觉热
,

鼻孔里还吊着两根冰凌子
,

怎么

地较近
,

以藏传佛教和藏族苯教为主要内容的藏文 折腾也弄不死他
。

后来把他的头砍了埋在地下
,

他

化在冕宁县扎下了根
。

解放前这里有寺庙数十座
,

还能够在坟地里说话
,

官府派人到他的坟头打上木

民间的经堂无数
,

在曹古还有印经院
,

造纸
、

印刷一 桩
,

结果倒插坟头的木棒生根发芽了
,

长成遮天蔽

体化完成
。

民间祭司无论是纳木依
、

多续还是里 日的大黄果树
,

这棵树成了神树
,

谁走树下经过都

收稿日期 一 一

基金项 目 西 昌学院研究生资助课题
“

尔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
” 。

作者简介 古涛 一 女
,

四川甘洛人
,

藏语言文学助理研究员
,

研究方向 区域民族文化
。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卷

要肚子疼
。

这就是藏族苯波教法力无边的故事
。

二 近彝趋彝

越接近彝区
,

和彝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越突出
。

在故事里明显地包涵彝族文化的因子
,

有的故事甚

至就是彝族的民间故事
。

饶有兴趣的是尔苏和彝

族都争执一个民间故事
,

尔苏民间故事叫 《阿什拉

哲 》
,

是个精通法术善于念咒的沙巴
。

他可 以念咒

语
,

用法术把盗贼困在海椒地里
,

让他们在海椒地

里犹如在大森林里一样迷路
,

第二天天大亮了就被

失盗者抓住
。

彝族说他是彝族的毕摩始祖
,

叫
“

比
·

阿什拉哲
” ,

比是毕摩的意思
,

阿什拉哲是名字
。

对

此
,

越西的尔苏人不认同
,

他们说阿什拉哲是尔苏

名
,

阿什
,

是过去尔苏文化圈内对纳木依
、

尔苏
、

多

续和里汝沙巴的一种称呼
。

现在的彝族称呼尔苏

沙巴仍然叫阿什
。

拉哲是尔苏名
,

全名是拉哲沙巴

的意思 ①
。

笔者认为
,

尔苏藏族和凉山彝族长期以

来和平共居
,

民间 口头作品相互流传
,

《阿什拉哲 》

是同源异流
。

三 近汉趋汉

越接近汉区
,

受汉文化的影响越深
,

故事里包

含了许多汉文化的因子
,

有些故事明显地是汉族民

间故事
。

石棉县和冕宁县的尔苏人讲的 《梁山伯与

祝英台 》《绿衣秀才 》就是这样的故事
。

为了研究尔

苏藏族民间故事
,

笔者有意识地比较了同一个故事

在不同地理类型地区流传的异文
。

同一个母题的

故事
,

在不同的地域
,

融人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

形成

了许许多多的异文
。

近代以来出现在中小学课本

里的一些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也出现在尔苏人的

民间故事里
。

这显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 的

历史痕迹
。

那时候一部分脍炙人 口的民间故事出

现在中小学课本里
,

起到了宣传和普及的作用
,

留

在了尔苏人民的记忆里
。

石棉县擦罗乡晏汝村有

十余户尔苏人家
,

年轻男女全部外出打工去了
,

家

里只有几位 岁以上的老人
,

只会说汉语
,

但唱歌

的歌词还是尔苏语
,

为了欢迎客人
,

他们唱当地的

尔苏藏族民歌
,

用汉语讲尔苏故事
。

二
、

民间信仰文化特征

我们发现
,

凡是沙巴或沙巴的后代
,

都能够讲

很多故事
,

所讲的故事一般比较完整
,

讲述的故事

充满了民间信仰色彩
。

其中大部分故事取 自沙巴

的 口诵经
,

有许多描述和 民间信仰活动直接相关
。

如 《姐妹俩 》的最后部分
,

当猎人被坑害
,

掉人坑道
,

掉到地下的小人世界
,

又被地底下 的小人世界当成

天上下来的鬼怪
,

请沙巴送鬼把人送上小人世界的

天界 —重新回人间以后
,

猎人迷迷糊糊地梦见有

一只羊子喊他
。

醒来发现果真有一只羊子在他的

旁边
,

他爬起来跟着羊子跑
,

终于回到自己家里
。

他发现自己离开家很多年了
。

家里人都认为他过

世了
,

早就为他做了安葬仪式
。

现在他回来
,

家里

人认为是魂魄回来了
,

重新杀羊子给他开路送魂
,

把他送到先祖的祖居地
,

再送人天送人云
。

这与尔

苏藏族和纳木依藏族在安魂遣灵时献羊子
“

开路
”

的民间习俗相关
。

纳木依藏族祭祀用一只羊子带

路
,

尔苏藏族祭祀除了一只羊子带路还要一头猪开

路
,

路见不平猪用拱嘴推高处填低处
,

犹如现在的

推土机一样
,

铺平道路让亡灵平安前进
。

王志友老人是尔苏人的历算师
,

能够讲很多神

话故事
,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藏族苯教内容
。

如神话

故事 《人鬼情仇 》②
,

在各种最凶猛危险的动物和鬼

妇斗争而无法战胜鬼妇后
,

丈夫想到了苯波教
,

他

要依靠苯教的力量来诛杀鬼妇
,

为村民求得平安
。

他请鬼妇到寺庙里去偷灯盏里的酥油来治病
。

鬼

妇知道此去凶多吉少
,

但是为了救它赖以依托的丈

夫
,

毅然决定前往
。

鬼妇告诉丈夫用猪屎狗屎喂

桑
,

打开天窗和门窗
。

鬼妇在寺庙里偷酥油被喇嘛

发现
,

于是开展了猎杀鬼妇的行动
“

一队队喇嘛张

弓搭箭追下来
,

一队队喇嘛扛着彩旗撵下来
,

一队

队喇嘛手持梭镖追下去
,

一队队喇嘛吹着法螺赶下

来
。

丈夫关闭所有门和窗
,

塔柏檀香来喂桑
。

鬼妇

逃到屋外头
,

紧闭门窗不得进
。

我夫害我叹一句
,

变成大雕爪踢窗
。

变成猛兽撞大门
,

三撞门窗都不

动
。

桑烟袅袅引路线
,

喇嘛赶来缚鬼妇
。 ”

丈夫为了

村民的安危
,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到了喇嘛
。

他

想到请寺庙里的喇嘛
,

用苯教的法术消灭鬼妇
。

这

是藏族苯波教故事在尔苏民间的传播
。

沙巴在做

民间信仰活动仪式时
,

唱的 口诵经
,

有许多脍炙人

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

沙巴是尔苏人里边讲故事的能手
。

在尔苏文

化圈内
,

各族群里都一样
,

木里县卡拉乡的里汝沙

巴王学才也是讲故事的能手 木里县纳木依帕子朱

晓华是讲故事能手
,

他讲的也是帕子经文里边的故

事
,

他的超长图经 《措布鲁古 》里有许多传说和民间

故事叽彝族毕摩也是讲故事的能手
。

三
、

社会性传承特征

民间故事与社会生产相关
,

一个母题故事
,

结

构和情节基本相同
,

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 同的演

绎
,

形成了许多异文
,

反映了当地的生产劳动和 民

俗习惯的差别
。

如 《青蛙王子 》
,

我们收集到若干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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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是青蛙从主妇的额头上蹦出来的
。

甘洛人讲 俩夫妇因一节肉灌肠和一节猪屎肠的争

执而被丈夫用猪屎肠打在额头上
,

肿了个包
,

在乌

鸦的预言下撞在门嵋上
,

撞出个小青蛙
。

石棉县擦

罗 乡人讲 冬月杀过年猪时
,

媳妇懒惰怕冷
,

不协助

丈夫清理肥猪肠子
,

被丈夫暴打
,

额头起个包块
,

后

来蹦出小青蛙
。

木里人讲 假红衣喇嘛到家里骗肉

吃
,

妻子不明就里
,

把稀有的猪膘肉煮给骗子吃
,

丈

夫气不过
,

端起装猪膘 肉的钵钵打在媳妇的额头

上
,

起个包
,

生 出个小青蛙
。

此外还有丈夫因为 口

角
,

用燃烧着的柴花子打的
。

第二类是青蛙从主妇

的膝盖里蹦出来的
。

越西岩堡人讲 主妇在割旅羡

的时候
,

为了抢旅羡
,

不小心被镰刀割着膝盖
,

后来

蹦出小青蛙
。

这些故事情节的变化都反映出各地

的经济发展状况
。

接近汉区的尔苏女人学汉族
“

懒

婆娘
”

不理事
,

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
,

过着被丈夫供养

的 日子
。

木里藏区的尔苏女人
,

盲目崇拜喇嘛
,

不

辨真伪听说是喇嘛就款待之
。

接近彝区的尔苏人
,

习惯于武力解决问题
,

鸡毛蒜皮的事也要大动干

戈
,

大打出手
,

用烧着的柴花子打人
。

这和他们生

活 的地 区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生活 习俗直接相

关
。

故事发展到后来
,

小青蛙该谈婚论嫁了
。

青蛙

给父母说
,

他要去相亲
。

父母伤感地说
“

你是青蛙

啊
,

谁会嫁给你呢
”

反映了尔苏藏族反对异类婚

姻
,

甚至反对异族婚配的传统习俗
。

尔苏人关于青

蛙的故事很多
,

《青蛙儿子 》就有七八个异文 《喝智

水 》就讲的人在青蛙的指导下喝下智慧之水
,

所以

聪明于全体生物 《青蛙与老虎比赛 》也是青蛙智斗

老虎
,

最后杀死老虎 这类故事主要反映尔苏人的

青蛙崇拜
。

尔苏人说
,

青蛙是天底下除了人以外最

聪明的动物
,

要不是因为它动作迟缓
,

智慧之水全

部被人喝光了
,

那它就是最聪明的东西
。

小青蛙带

上一鼠皮 口袋炒面和一个鸡蛋壳装的白酒到土司

家求婚
。

土司家吃了炒面和酒却不许亲
,

小青蛙提

出退还礼酒和炒面
。

神奇的是
,

土司家的炒面和酒

无论如何也装不满小老 鼠皮 口袋和鸡蛋壳
。

不得

已只好允亲
,

聪敏的小青蛙躲过土司小女儿的几次

暗害
,

顺利地带媳妇回家成亲
。

在彝族土司家做帛

时
,

小青蛙暗中变人参加赛马
,

秘密被妻子知道
,

抢

了蛙皮焚烧
,

青蛙遗憾地死去
。

蔡富莲教授从蛋崇

拜
、

鸟崇拜和青蛙崇拜的角度
,

对广泛流传于凉山

彝族地区的 《青蛙娶妻 》故事的信仰文化进行了分

析
「习。

青蛙故事不同于其他的故事类型
,

它生存地

域广泛
,

流传民族众多
,

异文丰富多样
,

反映生活真

实
,

现实影响深远
。

四
、

家族性传承特征

调查发现
,

上辈人不会讲民间故事的
,

其后代

也基本上不会讲故事
。

现在 多岁的人在文化革

命时期至少是 岁了
。

应该说
,

对民间故事
,

或多

或少会讲一些
,

我们在各地有意识地访谈了不同年

龄段的人
。

大多数 岁左右的人都不会讲故事
。

他们知道尔苏藏族有民间故事
,

但是从来没有听人

讲过
。

另一类人
,

其上辈人中有讲故事的人
,

那他

们无论是直系的还是旁系的都能够讲故事
。

我们

遇到一个家住冕宁和爱乡的唐姓姑娘
,

冕宁中学高

中生
,

当年 岁
。

她能够讲许多故事
,

还主动参加

课题组的调查活动
,

做口头翻译工作
。

她离世不久

的外婆
,

是冕宁有名的故事篓子
。

外婆不厌其烦地

讲故事
,

她们幸运地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
。

本课

题负责人王先生的父母都是民间故事篓子
,

现在两

位老人已八九十岁高龄
,

还能够一 口气讲若干个故

事
。

上世纪六十年代
,

甘洛则拉乡磨房沟村不通

电
,

别说电视
,

连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
。

晚饭后到

睡觉前还有一段时间
,

除了烤火取暖而外
,

唯一的

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坐在火塘边听大人讲故事
。

听

故事是当时的主要娱乐方式
,

从小生活在民间故事

的环境里
,

天天听故事讲故事
,

从小就吸取了民间

故事的精神食粮
,

获得了许多民间文化素养
。

现在

做 田野调查
,

老百姓讲故事时
,

王先生马上能够回

想起当年父辈给他们讲的故事
,

能够清楚地辨别出

讲述人哪里遗忘了情节
,

什么地方讲窜题了
。

我们说
,

民间故事的传承具有家族间传承的特

点
,

我们把这种家族性的传承特点叫
“

家族性传承

特征
” 。

五
、

民间故事濒危

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的传播受到现代文明的

影响
。

现代文明对民间故事的传承的影响表现为

两个阶段
。

上世纪八十年代
,

国家花大力气收集记

录了大面积的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化
,

出版了民间文

学三套集成
,

推动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化

的繁荣和发展
。

应该说
,

民间故事的垂而不死得益

于国家轰轰烈烈的抢救活动
。

但是收集是不全面

的
,

抢救也是不充分的
,

尔苏藏族的民间文化并没

有得到深人的挖掘
,

成了普查的死角
。

改革开放以

后
,

特别是现代化
、

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以后
,

广

大农村居民享受到了现代文明成果
。

无线广播和

电视突如一夜春风来
,

迅速普及到家家户户
。

农民

收工回来
,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
,

看天下新闻
,

听流行音乐
。

少年儿童们热衷于集结在村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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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坝上跳现代舞
。

具有强烈听觉和视觉冲击力的 间故事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

有教育
、

审美
、

现代传媒牢牢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

小孩儿再也没 娱乐
、

认识等功能
,

是我们研究民俗文化的可靠资

有兴趣去听大人讲民间故事
,

大人也没有兴趣再讲 料
。

尔苏藏族人 口少
,

地域面积狭小
。

尔苏藏族与

陈旧的故事
。

尔苏人传承了千百年的民间故事这 周边民族和平共居
,

民间被称为有三条舌头的人
, 「〕

种文化形式
,

就要销声匿迹了
。

尔苏民间故事在有 很多人会说尔苏语
、

汉语
、

彝语
。

尔苏藏族民间文化

些地方
,

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与汉族杂居的地方 近藏趋藏
,

近汉趋汉
,

近彝趋彝
,

文化涵化显著
,

具有

彻底消失
。

我们到汉源县调查
,

几乎没有人会讲尔 地理类型学特征
。

尔苏藏族民间故事母题显示了尔

苏语
,

更不要说讲尔苏民间故事 ③
。

苏人的历史风貌和民族风情
,

故事的类型变化反映

六
、

结语 了区域内尔苏藏人的民间信仰和尔苏人受外来文化

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
,

尔苏藏族除了沙巴专用 影响后产生的族群心理以及文化意蕴的变化
。

尔苏

的图画文字文献而外
,

没有通用的文字
。 日〕
由尔苏人 藏族民间故事

,

不但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

而且还是详

民创造并反映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丰富多彩的 口头文 实而鲜活的民族志和 民俗志材料
。

研究尔苏藏族的

学
,

只能够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
。

尔苏藏族的民 民间故事
,

具有较高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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