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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人民长期居住在高寒山区和低谷丘

陵地带，沿袭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结合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传统，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

崇拜。在自然崇拜中，凉山彝族民间文艺里有许多

月亮崇拜的遗存，我们从中可以窥探文本背后的月

亮文化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一、史诗中月亮文化的追溯

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有呼日唤月、

射日射月及喊独日独月出的壮丽诗篇：大地有了人

类，天空却没有日月。云神司惹低尼派阿吕居子来

到大地呼唤日月。阿吕居子来到土尔山顶打牛祭

天，喊了九天唤出六个太阳来；喊了九夜唤出七个

月亮来；继而，他又来到土尔山腰椎羊以祭，喊了七

天唤出北斗七星来；喊了七夜唤出赤库六星来；接

着，他来到土尔山脚宰鸡以祭，喊了三天唤出三排

星星，喊了三夜唤出四颗仙星。自从这以后，大地

上白天六个太阳同出，夜里七个月亮同出，树木被

晒枯，江水被晒干，动物被晒死。……这时，支格阿

龙来到土尔山顶，站在柏树上射日也射中，射月也

射中，他将射下的日月拿到大地上，压在黄色石板

下，便又踏上了为世间降妖除魔的漫漫长路。殊不

知，支格阿龙射下了五个太阳六个月亮，剩下的独

日独月吓得躲了起来，天地又一片漆黑。巴克阿芝

派白公鸡去喊独日独月复出，但日月不肯出。白公

鸡便在鸡冠上打刻盟誓，九刻九保证，鸡冠当契约，

公鸡晨鸣迎接日出，傍晚啼鸣送日归，而月亮则由

白狗陪伴，日月这才复出，万象始正常。[1]这里既有

彝族先民对日月形成艰辛历程的追述和思考，也有

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宗教信俗。无论

从云神司惹低尼派阿吕居子来到大地呼唤日月和

阿吕居子在土尔山顶打牛祭天呼出六个太阳七个

月亮，还是从支格阿龙射多余日月和巴克阿芝派白

公鸡去请独日独月，处处都无不体现出古人对生命

和生存的渴求。面对日月的种种不解之谜，彝族先

民从日月的呼唤到对日月的恐惧，再到日月的依赖

和崇拜，而衍生出带有鲜明神圣性和神秘性的自然

崇拜意识，以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求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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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生活秩序和生存智慧。

日月星辰与人类息息相关，人们的生产生活离

不开日月的运动和光芒。在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

龙》中有这样的描述：“自从那以后，宇宙明亮了，天

空明亮了，……支格阿龙啊，白天看太阳，太阳照大

地，太阳白晃晃，缓缓地行进。夜晚看月亮，月亮挂

天边，月亮亮堂堂，显得很稳重。夜晚看星星，星星

亮闪闪，繁星布满天，好像在眨眼。”[2]这不单是强调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十分宝贵，也寓意彝族先民对

日月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可以说，今天“彝族‘黑

白’文化观念形成的理据缘于远古人们无限崇拜太

阳和月亮。认为太阳是火的源头，月亮是水的源

头。这种自称与远古人们共同体对天地日月的崇拜

有关。以黑白为自称主要来源于远古先民对天地、

日月、水火、雌雄的阴阳崇拜而引起。”[3]具有浓郁的

原始宗教文化色彩，成为凉山彝族先民自然崇拜的

渊源和主体，渗透到彝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传说中月亮文化的重铸

月亮的明月文化在彝族传说中影响深远，因而

凉山彝族人民常把美好的理想寄托于月亮与月宫

之精灵，表达其深邃的本体思想和象征意义。凉山

地区广为流传的彝族日月神话《月亮的女儿》就是

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在神话的奇特想象与初民的

原始思维能力的结合上，它巧妙地把月亮与女性的

许多相通之处紧密联系起来，给人以许多无比幻化

的神思与浪漫的情怀。如凉山州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吉则利布讲述道：“一位美丽无比的月亮的女

儿长期生活在月宫中，由于十分静寂、向往人间，于

是她悄悄地背着父母下凡到大凉山自然风光最美

之处美姑县与越西县申果庄交界处妮扎果俄山顶

上玩耍。月亮的女儿在妮扎果俄这个地方看到了

人间奇迹，有个彝家姑娘妮扎不单能织白布，还能

织蓝布、花布。织布机一打开，她就摆动双手，东边

招来一朵花，西边招来一片云，南边招来一只蝶，北

边招来一只蜂，一一织在布上。妮扎织出来的布五

颜六色、光彩照人，甭提有多美啦。妮扎织出的布

能引来百鸟齐鸣，万兽嬉戏，月亮女儿越看越入

迷。回到月宫中，她十分羡慕妮扎高超的织锦技术

与和谐的人间美景，背着神母带着红云、白云、紫云

到人间，把妮扎姑娘接到月宫中教她学织锦，结果，

月亮的女儿咋个学都学不好这高超的织锦术。月

亮的女儿最后甘拜下风，很虔诚地把自己的月宫让

给了妮扎姑娘住”。当然由于口头流布的变异，这

则传说的流传地也有不同的版本，如“在大凉山连

渣洛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彝家

姑娘叫孜莫妮扎。……一天，白云飘过连渣洛山，

正看见孜莫妮扎姑娘坐在松树下织披毡。白云盘

绕在山间好久好久，仔细观看，然后飞上月宫，向月

亮仙女禀报……太阳妈妈叫乌云扯起雨帘子，命令

七色云霞搭起彩虹桥，把孜莫妮扎姑娘接到月宫

里。月亮仙女向孜莫妮扎姑娘学织披毡，学了九十

九个通宵，还是没学会。月亮仙女好害羞哟！月亮

仙女自愿让位给孜莫妮扎姑娘，孜莫妮扎哪里肯接

受！后来，太阳妈妈出面请孜莫妮扎姑娘治理月

宫。从此，孜莫妮扎就成了月亮的女儿。为了感谢

太阳妈妈的厚意，孜莫妮扎送给她们母女一件红披

毡。白天，太阳妈妈便披着红披毡，叫月亮仙女用

金针银线学刺绣；晚上，又叫月亮仙女去月宫向孜

莫妮扎姑娘学织披毡，学弹月琴……”[4]我们从这则

神奇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在人类认识水平还十

分低下的情况下，探索宇宙就是靠想象来实现心中

美好愿望的。“妮扎奔月”不仅反映了彝族先民探索

宇宙空间的迫切心情和美好愿望，而且表达了彝族

先民独树一帜的月亮文化内涵及其对明月文化精

神的重铸和张扬。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孜莫妮

扎奔月”的传说广为流传，孜莫妮扎便成了月神，所

以彝族先民充满了对月亮的崇拜，赋予了月亮“温

柔”、“美丽”、“贤惠”等憧憬，寄寓了他们对明月的

向往和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特定历

史文化背景下，彝族先民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

把月神原型塑造成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寓意高度

赞美彝家女子聪明才智的同时，彰显了彝族女性十

分可贵的古朴文化品格，表达了彝族人民对月亮的

无尽崇敬和虔诚膜拜，形成了厚重的明月文化意

象，从而为提升凉山的月亮文化底蕴增添了浓郁的

地域文化色彩。

三、歌舞中月亮文化的延展

凉山彝族儿童歌谣是彝族小孩自己唱着乐或

玩耍时唱的歌。这些歌是由成年人根据彝族儿童

的各个成长阶段，以启发彝族儿童的认识辨别能力

作为出发点而创作的。它既要符合儿童的心理特

征，又要让儿童便于记忆和演唱。彝族历来就关心

儿童教育，主张儿童有知识，从小就要进行优秀文

化艺术教育，这对小孩的道德修养以及后来的成长

都十分有利。凉山彝族童谣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涉及歌唱月亮的较多。譬如，各地流传的《月亮粑

粑》《月亮洗澡》《月亮光》《月亮提壶我打酒》《月亮

圆圆在天边》《大月亮 小月亮》《月儿弯》《月亮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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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圆圆》等。其中《月亮提壶我打酒》唱道：“月亮

走 我也走/我跟月亮交朋友/月亮提壶我打酒/打多

少 那里有/打开后门看荷塘”[5]；《月亮洗澡》也唱道：

“邛海湖水清又清，那是月亮大澡盆。夜间跑到湖

边看，月亮洗得好开心。浪花捧起香皂沫，春姑送

来洗浴巾。泸山秀姑查清洁，月亮洗身最干净。”[6]

这些儿歌虽然较短，但是童真般的话语无不流露出

对月亮的喜爱之情，还从中体现出凉山的自然美景

与月亮的互为衬托以及互为依赖的亲密关系是何等

引人注目。凉山自古人杰地灵，山青水秀，尤其是西

昌城内与湿地都有月亮女儿的雕塑，与西昌的明月

相呼应，成为彰显西昌月亮文化的符号和标志，而这

些儿歌更是成为西昌月亮文化的载体和象征。

在民歌的发掘与推广方面，凉山彝族著名民族

歌手吉木喜儿的歌曲《月亮女儿》唱道：“月亮园园

园我一个愿/阿妈她不再苦/阿达有笑脸/月亮园园

园我一个愿/阿妹她去上学/不再挥羊鞭/喔……喔/

家乡的月亮/喔……喔/女儿的心酸/月儿月儿告诉

我/何时才能实现女儿的心愿/祝愿朋友心想事成/你

有机会到美丽的凉山做客哦！/月亮园园 园我一个

愿/家家火塘红/户户有炊烟/月亮园园 园我一个愿/

阿哥他来接我/为我披上红披毡/喔……喔/家乡的月

亮/喔……喔/女儿的心甜/月儿月儿祝福我/今天对

你许下的心愿/早日实现”。这首歌曲寄托满月深情

并茂地唱出了凉山各族儿女新时代的心声，既有对家

乡的思念和祝福，也有对家乡的热爱与歌颂，从而成

为凉山咏月歌曲的代表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化与

个性化色彩。与此同时，吉木喜儿的同名演唱专辑

《月亮女儿》更是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

歌曲赢得受众的青睐而广为传唱，从而对促进凉山月

亮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歌舞剧方面，凉山著名影视剧作家克惹丹夫创

作的《月亮部落》是彝族首部歌舞剧，也是一部震撼人

心的优秀歌舞剧。这部歌舞剧从不同维度演绎了月

亮符号的生动形象，揭示了月亮文化的深刻内涵。具

体来说，该歌舞剧以月亮坝为场域，在彝族马布、口

弦、葫芦笙、胡惹、羊摩铃、竖笛等民族乐器与“织毡

舞”、“荞花舞”、“长发舞”、“月光舞”的融合中，完美地

展示了彝家儿女如诗如梦的生活画卷。

此外，彝族尔比（谚语）中也有月亮的描述、阐

释与象征，如“白天太阳比作父，夜晚月亮当作母。”

“太阳是人类的灵魂，月亮是人间的心灵。”“太阳是

针，月亮是线，太阳月亮共同缝补着大地。”“太阳怀

中温温热，月光之下情融融。”“太阳是哥哥，月亮是

妹妹，太阳月亮共一母。”“太阳月亮是兄妹，人间男

女是一家。”“太阳是万物生命，月亮是人间食粮。”

“诺言似月亮那样明亮，诚信像太阳一样光明。”“太

阳能使人间明亮，月亮能让人心纯洁。”“在阳光下

有真理，在月光下有情理。”“在月光下说心事，在阳

光里办正事。”“心中有月，心明亮；怀中有光，怀亮

堂。”“月光能在黑夜中燃起来，谬论却在阳光中消

融掉。”“小伙长有月亮臂膀的勇敢，姑娘长有太阳

脸颊的漂亮。”“孤独找月亮陪伴，心伤向太阳诉

说。”“没有月亮人间灰暗一片，不见太阳庄稼低矮

不长。”“不知东和西就看日出与日落，不解人生路

就望月圆与月缺”等，这些月亮尔比言简意赅，寓意

深刻，包含着彝族人民对生活的感悟与真挚的情

感，具有古朴深邃的思想和哲理，从中也深切表达

了人与日月和谐相处的适生智慧和奉献精神，倡导

人们要如同明月一样，始终保持诚实守信、正直无

私、光明磊落和胸怀坦荡的高尚品格，处处闪放理

想信念和睿智光芒。这种理念不仅与现行所倡导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也对现实具有深

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月亮文化在彝族民间文艺里随处可

见,无论是借月亮表达思乡之情，还是用月亮寄寓美

好的理想，都体现了本土人文与自然完善结合的生

动范例。在凉山彝族民间文艺里,月亮一开始就伴

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承载着时代的历史文化

烙印,凝聚着彝族的生命情感和审美情感。我们也

可以从凉山彝族民间文艺的月亮神话、月亮原型、

月亮崇拜的追述中,探讨凉山彝族民间文艺中月亮

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进而对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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