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远古英雄支格阿鲁神话故事、英雄史诗等

流传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重庆等广大西南彝

族地区。支格阿鲁是一位集毕摩、天文历算家和王

为一身的古代彝族英雄。因他神圣的历史地位和

不可企及的历史功绩，后人在流传他的事迹时按照

自己理想和愿望把他神化，使之具有了人和神的两

面性。作为人，他拥有不可动摇的始祖地位，有其

源与流，有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彝族史书、谱牒书、

天文历算书记载了支格阿鲁的事迹和家谱。如著

名彝族历史典籍《西南彝志》第十二卷写道：“支嘎

阿鲁是古彝部族武支系武古笃的第十八代孙，是彝

族历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其事迹多记于书，频传

于口，声名远播，流传至今。”[1]；彝文典籍《彝族源

流》第十卷“支嘎阿鲁源流”中说支格阿鲁谱系：“次

为僰雅勒，一代僰雅勒，二代勒叟吾，三代叟吾爵，

四代爵阿纣，五代纣阿直，六代直支嘎，七代支嘎阿

鲁”[2]。作为神，在大量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及典

故等文学作品中把支格阿鲁塑造成射日月、制雷

神、降妖伏魔、战胜强敌等决胜一切的神话英雄人

物。反映支格阿鲁的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以丰富

多样的形式流传于广大彝族地区，各地区版本大同

小异。对这部史诗的搜集整理，一直处于各地区版

本单独整理的状况，还未进行云、贵、川各地区版本

整合性的整理工作。

一、为什么要整合这部史诗

关于支格阿鲁的神话传说故事流传于川、滇、

黔、桂、渝各地彝区，“支格阿鲁”史诗流传于云、贵、

川三地区，历史、谱牒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主要

流传于贵州。本文谈的整合“支格阿鲁”史诗，就是

把云、贵、川流传的不同版本整合为一部统一的彝

族“支格阿鲁”英雄史诗。首先从这部史诗的收集

整理现状和收集整合这部史诗的必要性两个方面

谈谈对这部史诗进行整合的理由。

（一）史诗《支格阿鲁》收集整理现状

现代彝族学者从彝文古籍、毕摩经书和民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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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收集整理出了大量的支格阿鲁史诗文学。贵

州地区收集整理的著名彝文典籍《西南彝族》《彝族

源流》《物始记略》等都有专章或专节的支格阿鲁史

诗内容。四川地区收集整理的著名彝文史诗《勒俄

特依》也有部分支格阿鲁史诗内容。云南地区收集

整理出来的古籍《万物的起源》里也有一些变异的

支格阿鲁史诗内容。专门的支格阿鲁史诗已收集

整理出了如下8种版本。

1．《支格阿鲁》①。这是一部四川地区较完整的

支格阿鲁英雄史诗（彝文版）。全诗共 11 490 余

行。这部史诗由“支格阿鲁诞生”、“射日射月”等九

大部分组成，以细腻生动的语言叙述描写英雄支格

阿鲁的诞生、成长以及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射日月、

制雷神、降妖伏魔等等一系列英雄事迹，成功塑造

出英俊威武、智慧善良、神力无比、决胜一切的支格

阿鲁神人形象。

2．《支嘎阿鲁王》②。这部史诗流传于贵州彝族

地区，史诗以长篇叙事诗体叙述描写天地初开后英

雄支格阿鲁测天量地、制定历法、射日射月、移山填

水、降妖伏魔、战胜强敌、统一部落等系列伟大业

绩。这部史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内容包括远古

彝族社会的文学、哲学、天文历算、医药学、政治、经

济、地理、艺术、军事等方方面面。

3．《支嘎阿鲁传》③。这部史诗共 94 万字，

14 400余行，为目前最长的“支格阿鲁”史诗版本。

史诗前言介绍了全书的内容和与之相关的彝区关

于支格阿鲁称谓、传说、搜集整理情况，并有支嘎阿

鲁的谱系。该书内容与《支格阿鲁王》有所不同。

4．《阿鲁举热》④。这部史诗流传于云南彝族地

区，这个史诗版本主要写支格阿鲁诞生、成长及射

日月、制服妖魔鬼怪、平整大地等系列神奇英雄业

绩。

5．《支格阿龙》⑤。这部史诗版本是在以卢占雄

搜集整理的四川版《支格阿鲁》（彝文版）基础上，选

择王继超搜集整理的贵州版《支嘎阿鲁王》的部分

章节内容编译而成的汉文版，由23个章节组成。

6．《支格阿鲁》⑥(下简称《格》) 。这部史诗属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研究”的成

果之一。主要以格尔给坡的《支格阿鲁》为基础，全

面收集整理四川地区支格阿鲁史诗而成。史诗分

为“支格阿鲁诞生”“阿鲁射日月”“阿鲁制服孔雀

魔”等22个部分，叙述和描写了彝族英雄支格阿鲁

从诞生、成长到他射日月、降雷神、制妖伏魔等拯救

人类万物的神奇英雄业绩。

7．《阿鲁举热》⑦(下简称《举》) 。这部史诗版本

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研究”

的成果之一。这部史诗全面收集整理云南地区支

格阿鲁史诗而成。分为“万物初始”“阿鲁成长”“平

整大地”等18个部分，叙述和描写了彝族英雄支格

阿鲁从诞生、成长到他射日月、改造山河、制妖伏魔

等拯救人类万物，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而战斗的神

奇英雄业绩。

8．《支嘎阿鲁王》⑧(下简称《嘎》)。这部史诗版

本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研

究”的成果之一。主要以阿洛兴德的《支嘎阿鲁王》

为基础，全面收集整理贵州地区支格阿鲁史诗而

成。史诗分为“天地初开”“阿鲁降生”“一统大业”

等20个部分，叙述和描写了彝族英雄支格阿鲁从诞

生、成长到他射日月、制妖伏魔、战胜凶恶强敌、统

一个部落等拯救人类、为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而战斗

的神奇英雄业绩。

（二）整合史诗《支格阿鲁》的必要性

如上述，现代学者对这部英雄史诗进行了收集

整理和翻译，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史诗

《支格阿鲁》研究”成果《支格阿鲁》《阿鲁举热》《支

嘎阿鲁王》等三个地区性版本基本全面反映了川、

滇、黔各地区的特色，但未能整合这部史诗，所以很

有必要整合这部史诗。

一是现收集整理的支格阿鲁史诗都是地区性

版本，存在着几个版本各自的地方差异性和零碎

性，缺少这部史诗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从而降低了

这部史诗的价值和影响力。

二是这部史诗不同地区的版本有不同的书名、

内容及提法，容易引起混乱。这些名字、内容或说

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或争议，

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误解，不利于这部史诗的传承与

发展。

三是这部史诗的主人公支格阿鲁是滇川黔桂渝

各地区彝族人民最崇敬的共同英雄始祖，是各地彝人

认同的民族英雄，是彝民族的精神标识。所以，有必

要把各地区大同小异的版本整合为一部统一完整的

史诗，更好的体现和维护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

四是为了大幅度提升这部史诗影响力，有必要

整合各地区版本。如有的专家在鉴定前面提到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格》《举》《嘎》等3部地区性

史诗时就提出应当将这3个版本整合为1部统一的

英雄史诗，提高其质量和影响力。

总之，为了这部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具有统一

性、整体性和代表性，从而大幅度提升这部史诗质

量和影响力，为了实现彝族同胞和专家学者的愿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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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

族团结与进步，很有必要对这部史诗进行深入研

究、全面搜集与科学地进行这部史诗的整理整合工

作。

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整合的可行性

能够把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的几种版本

整合为一部统一的版本，是基于这部史诗在云、贵、

川流传的几种版本是同一部史诗，即一部史诗的几

种地方性版本。肖远平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出版了

第一部“支格阿鲁”史诗研究专著——《彝族“支格

阿鲁”史诗研究》，这部学术专著代表了目前“支格

阿鲁”史诗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说：“‘支格阿鲁’史

诗是一部跨省区传承的史诗。”[1] 的确，这是一部跨

省区流传于云贵川彝族地区的史诗，而非内容相似

的几部史诗。肖教授提出：“‘支格阿鲁’史诗源于

云南古滇部落，形成于乌蒙山区，发展于征战频发

的夜郎古地。”[3] 这个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就是说这

部史诗的各地区版本是一脉相承地流传和发展的，

是同源的，所以有太多的相同性而具有整合的可行

性。

（一）主人公名字同一性

彝族“支格阿鲁”史诗各版本中的主人公名字

具有同一性。我们可以从各彝族地区流传的不尽

相同的写法分析中看出其同一性：据统计，云南、贵

州、四川、广西、重庆等各彝族地区的支格阿鲁名字

有如下这些：

支格阿鲁、支嘎阿鲁、支格阿龙、阿鲁举热、笃

支嘎阿鲁、支呷阿鲁、直括阿鲁、支格阿尔、吉赤格

罗、吉支格阿鲁、翅骨阿鲁、助嘎阿鲁、注嘎阿鲁、直

刮阿鲁、尼智哥阿罗

上列名字里几乎都有“阿鲁”、“阿罗”、“阿洛”、

“阿尔”等，只有“吉赤格罗”没有“阿”。这是彝语音

变中的减音现象，即是“吉赤格阿罗”在语流中失去

“阿”音而成了“吉赤格罗”。其中“阿鲁”居多数（12

个），其次是“阿龙”（3个），汉字“鲁”是彝语lu的音

译字，彝语为“龙”之意，故知“龙”是彝语“鲁”的意

译字，“鲁”、“龙”同义。其他“阿罗”、“阿洛”、“阿

尔”、“阿录”、“阿庐”、“阿娄”等均为“阿鲁”或“阿

龙”的异写。“支格”、“赤格”、“支嘎”“直括”、“直

刮”、“注嘎”、“助嘎”、“支呷”、“翅骨”“智哥”是不同

彝语方言区的不同音译的汉字形式，实属一意。

“尔”是方言音变。“格”“嘎”也是方言之区别。“笃”、

“吉”为彝族人名前的冠词，有王、英雄等神圣之

意。由此可知，“支格阿鲁”“支嘎阿鲁”“支格阿龙”

“支呷阿鲁”“智哥阿罗”“注嘎阿鲁”“助嘎阿鲁”“直

括阿鲁”“直刮阿鲁”“翅骨阿鲁”等是同一个名字在

彝语不同方言里的不同的汉语翻译形式。这是由

于彝族历史久远、支系繁多、不断迁徙、方言区别、

文化变迁以及汉文翻译等多种原因，造成支格阿鲁

名字出现多种大同小异的现象。

现已整理出版的云南、四川、贵州“支格阿鲁”

英雄史诗各版本主人公名字有“支格阿鲁”“支嘎阿

鲁”“阿鲁举热”“支格阿龙”等4种。与上述的整个

支格阿鲁流传名字间的差异情况相比，史诗版本里

的支格阿鲁名字更相近。因此，这部史诗主人公名

字是同一个，即史诗主人公是同一人，充分说明了

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主人公名字具有同一性。

（二）内容的大同性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各地区版本中支格

阿鲁都是智勇双全，具有神奇的身世，有神智神力，

射日射月，降伏妖魔，决胜一切的神人；都塑造了一

个为人类生存、安宁和发展忘我战斗的英雄形象。

各版本歌颂支格阿鲁英勇顽强、战胜自然灾害、打

击邪恶的英雄事迹，高扬和平友爱、团结和谐的人

文精神。各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彝族哲

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

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算等各个方面。举

例点如下：

1. 基本相同的支格阿鲁身世

《支格阿鲁》各版本都是阿鲁母亲为人间美女，

而父亲与神鹰有关。四川的《格》和云南的《举》都

直接说是雄鹰与美女的所生，贵州的《嘎》说是支格

阿鲁父亲天神恒扎祝与地女啻阿媚生下阿鲁后，父

亲就化为一只雄鹰飞向天空，以神鹰的形体来抚养

他的儿子支格阿鲁。

2. 相同的支格阿鲁射日月内容

《支格阿鲁》各版本都有相同的英雄支格阿鲁

射日月而拯救人类和万物于绝灭之际这一战胜自

然灾害的重大主题内容。太阳月亮代表最强大的

自然力量，支格阿鲁战胜它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

为支格阿鲁英雄业绩的代表。

3. 大同小异的降妖伏魔内容

《支格阿鲁》各版本都有降伏妖魔鬼怪的内容，

而且各版本的降妖伏魔内容具有大同小异性。如

四川版本中的“阿鲁制服魔蟒”“阿鲁治魔救母亲”

“阿鲁制服食人马”，云南版本中的“阿鲁斩邪龙”。

“阿鲁收妖婆”“阿鲁降马”，贵州版本中的“阿鲁灭

撮阻艾妖”“古笃阿伍”“阿鲁斩独瓦舍怪”等等，都

是大同小异阿鲁制服妖魔鬼怪内容。

洛边木果，等：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整合之研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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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相同的彝族毕摩宗教内容

这部英雄史诗各版本都有彝族毕摩宗教文化内

容，如：《格》和《举》有阿鲁母亲找毕摩卜算吉凶的内

容；《格》还有阿鲁母亲用黄母鸡唸经招生育魂；《嘎》

的毕摩宗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如以“毕摩神威”等

专章来记叙和描写支格阿鲁毕摩形象。

5. 相同的万物有灵观

《支格阿鲁》各版本的支格阿鲁英雄史诗都有

不同程度的反映着古代彝族万物有灵观。例如云

南版的《阿鲁举热》中阿鲁母亲卜莫尼日与树木、石

头、老鹰、斑鸠等事物对话，太阳和月亮也相互对

话，鹅们送宝物——鹅毛神箭给阿鲁，并指点阿鲁

找到宝物——头发神线等等都体现动植物及无生

物均有灵魂的万物有灵观。四川版《支格阿鲁》和

贵州版《支嘎阿鲁王》也有许多相似的情节和内容，

即存在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有自己的灵魂的万物

有灵观。

（三）艺术特质的相同性

一是相同的叙事诗体。在诗歌体裁及表达方

式上，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各版本都属叙事长诗中

的英雄史诗，而且其叙事的语言格式也基本相同，

即都是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从英雄支格阿鲁的

诞生、成长及其所做英雄业绩的先后次序进行叙述

和描写。而不像古希腊等英雄史诗那样使用多种

叙事方式。

二是基本相同的神话色彩。彝族英雄史诗

《支格阿鲁》的神话色彩，四川版《支格阿鲁》最

浓，贵州《支嘎阿鲁王》也较浓，而云南的《阿鲁举

热》则比较淡，但这3部版本都有基本相同的神话

色彩，如英雄支格阿鲁神奇的身世，他箭射日月、

打下江山、毕摩神灵、降妖伏魔等神话描写都基

本相同。

三是相同的结构特点。《支格阿鲁》各版本的史

诗结构都是以塑造支格阿鲁英雄形象为目的，按时

间顺序安排支格阿鲁的故事情节的，即以时间为

主、空间为辅，把一个个的支格阿鲁英雄故事串联

成完整相连的宏伟史诗。

总之，由上述的各版本主人公名字的同一性、

内容的大同性和艺术特色的相同性等3个方面的原

因，使得整合这部史诗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除此

之外，人们的意愿也很重要，许多专家学者、彝族同

胞和其他兄弟民族同胞希望整合这部彝族英雄史

诗，以一部统一而高质量的民族史诗文本问世，从

而极大地提升这部史诗的质量和影响力，为中华民

族史诗文学乃至世界史诗文学做出贡献。

三、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整合的原则与方法

整合这部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各地区版本

为一部统一完整的英雄史诗也是一种收集整理工

作，相对于单一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而言，需要把

不同地区不同版本整合成一部有机完整的史诗，这

样的整合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合理性，而且还要考

虑云南、四川、贵州等不同地区彝族的接受程度，因

此收集整理难度更大，应当遵循一定的基本的原则

和具体的方法。

（一）整合原则

要把各地区《支格阿鲁》版本整合成一部统一

好的史诗，应遵循以下原则。

1．保持历史原貌

保持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原貌，即保持这部

史诗的历史真实内涵，是整合这部史诗工作的首要

原则。是否保持好史诗的历史本真是评判这部史

诗整合是否成功的第一标准，因为它关系到这部史

诗在今后的流传与传承中是否走样的问题，关系到

史诗《支格阿鲁》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

正确传承的重大问题。

为此，首先是要保持思想内容的原貌和文学艺

术形式的原貌，即要保持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原

貌。在思想内容方面保持原貌要做到基本保持历

史特征、思想内涵、人物姓名、事件特质、情节发展

变化等等的原样。文学艺术形式方面的保持原貌

应达到保持原来的叙事体英雄史诗特质，包括修

辞、语法、语音特点在内的史诗语言艺术特质、史诗

结构特征等等。

2．各地区彝族基本认同

《支格阿鲁》是流传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彝

族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把它统一整合成一部以

后，三个地区的彝族，甚至其它地区的彝族都能基

本认同才行。这就要求从这部史诗的内容、形式、

情感各方面达到各地彝人都能接受并认同，这是衡

量我们的整合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当然做到这

点很难，不仅要整合得好，而且还需要做具体细致

的说明和解释，要说清楚为什么这样整合，这样才

能被大家理解和认同。

3. 提升史诗质量

整合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目的主要就是大

幅度提升这部史诗的质量和影响力。所以提升

史诗质量是整合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不是对

各地区不同版本做简单的组合或相加，变成各版

本的堆积物，而是把各个地区性版本的思想内容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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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学艺术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合力，产生整合

效益。

提升质量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着

手。通过整合修编，既要提升这部史诗所具有的重

大思想意义，如提升这部史诗中战胜自然灾害、反

对邪恶、反对战争、和谐友爱、团结发展的人文精

神，又要提升这部文学史诗的神奇性、宏伟性、美妙

性等艺术感染力。当然还要从史诗篇幅的长度和

史诗思想内涵的深度增加这部英雄史诗的分量，最

大限度地体现这部优秀史诗文本的厚重感。

（二）整合方法

要整合好这部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所采

取措施和方法也很重要。

1. 有所侧重

整合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时，要在全面搜

集并参考所有出版支格阿鲁史诗文本、神话故事文

本，以及还没有出版的彝文古籍、毕摩经书、民间传

说等的前提下，有所侧重地进行选编整合。

一是侧重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彝族史诗《支

格阿鲁》研究”的最终成果——四川地区版本《支格

阿鲁》、贵州地区版本《支嘎阿鲁王》、云南地区版本

《阿鲁举热》等三个版本，把这三个文本作为基础，

然后参考其它出版的史诗和非出版毕摩经书、古

籍、民间口传等内容来整合。

二是贵州地区版本要侧重于阿洛兴德搜集整

理的《支嘎阿鲁王》，因为这个版本被多数学者认为

最成熟的一部彝族英雄史诗版本。当然还要选入

部分田明才主编的《支嘎阿鲁传》的内容。

三是侧重于史诗文本，有些提法不一样的就侧

重于史诗文本。比如四川地区关于支格阿鲁进入

龙巢被龙抚养成长的传说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说阿

鲁生后整天大哭，不食母奶、不穿母衣、不睡母怀而

认为是个怪胎，被母抛下岩，岩洞龙把他养大的；另

一种提法说阿鲁生后整天大哭，哭声震天，惊扰天

庭，天帝恩体古子派魔王塔博阿莫捉拿阿鲁母子，

母子被抓至悬崖边的杉林时，母亲为了救儿子悄悄

把阿鲁丢入杉林里，阿鲁哭闹而滚下悬崖深处的龙

巢里被龙养大。史诗文本只有后一种提法，应侧重

于史诗文本，选用后一种。

2. 有所克服

在整合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工作中，为了

公正无私，保证整合质量的提高，达到云、贵、川彝

族都没有意见，各地区彝族及各民族关注者都基本

认可的目的，应克服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克服主观武断的做法。整合史诗避免简

单组合和不符合逻辑的连接，造成粗制滥造而损坏

这部史诗质量。要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符合逻辑与

情理的整合，使这部史诗符合历史原貌，而且具有

完整性和统一性。

二是克服地域观念和偏见。整合这部史诗时

不要只强调四川的，或云南的，或贵州的。史诗和

故事文本也好，毕摩经书等古籍也好，民间口传也

好，要在各版本、各传说的内容上艺术地取长补短，

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完美。

三是克服个人喜好。整合这部史诗时，整合者

要克服个人的喜好。在史诗叙事描写等艺术方面，

在内容情节方面都不能按自己的喜好来选编整理，

不能对自己喜欢的就多多堆积，甚至人为地添加，

自己不喜欢的就一味地删除。应当要实事求是地

整理，这样才能保持这部史诗的原貌。

3. 有所避免

要把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整合成一部完

整统一、结构宏伟、独具特色的英雄史诗，产生整合

效益，就需要避免如下几点做法。

一是避免生搬硬套。就是要避免把一些不同

的内容或不相融的情节生硬地拉在一起，造成格格

不入的现象，而要巧连妙接，形成无缝对接。如关

于支格阿鲁身世，要巧妙地把贵州的阿鲁天神父亲

与美女母亲生下支格阿鲁后，母亲化成马桑树、父

亲化成雄鹰来抚养阿鲁的情节与四川、云南神鹰

“滴血”在美女身上怀孕生支格阿鲁后雄鹰抚养（四

川龙抚养）阿鲁成长的情节融合起来，整合成完整

而神奇的情节。

二是避免史诗格律不相容。史诗《支格阿鲁》

总体上以五言句为主，辅以七言、三言的节奏强烈

优美的诗言。但各版本之间也有一些差异，如四川

版本《支格阿鲁》和贵州版本《支嘎阿鲁王》节奏优

美动听，而云南版本《阿鲁举热》和贵州版本《支嘎

阿鲁传》较差一些，甚至有口语化的语句。整合时

应避免大的差异，要修编成一部统一体史诗。

三是避免趋同化。整合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

鲁》时，要保持彝族史诗的特色，避免与其他民族史

诗趋同化。《支格阿鲁》有许多有别于其它英雄史诗

的独特之处，比如在史诗思想内容方面正如肖远平

所说：“作为彝族人民传唱最为广泛的英雄史诗，

‘支格阿鲁’的传奇武功与光辉业绩主要不在于氏

族、部落或民族之间的战争，而是为彝族人民传承

了文化，是文化英雄而非简单的战斗英雄。”[3]所以，

在整合这部史诗时，就要避免受其它史诗战斗英雄

模式的影响而趋同化。 （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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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纠纷中“死者”与“死给者”家属一方有“分钱”

现象，同时凶手与“被死给者”一方存在“凑钱”的现

象。他们就是在“分钱”与“凑钱”中联结亲属成员，

形成局域性的团结现象。通过亲属人人参与的“动

态状态”恢复到人人所追求的“静态平衡”——彝族

社会中常态的个人与社会秩序。

注释：

① 尔比尔吉:彝音翻译，相当于汉语中的“格言”与“谚语”，简称为“尔比”。

② 文章中材料的调查与收集时间为2016年4月，地点在凉山州喜德县瓦尔村。由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具有口传性，笔者的

描述难免具有地方性。但为研究和分析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所收集的纠纷案件均为真实案件，因涉及隐私，案件中的

人名均为化名。

③ 对“死给”的解释在文章第二部分的第四段。

④ 这里的“十二件”表示“数量很多”。

⑤ 指血缘来龙去脉不清楚或不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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