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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的哲学思想探微

洛边木果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

【摘 要】彝族哲学思想存在于彝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在有关支格阿鲁文献、口

头流传等文化里蕴藏着古代彝族宇宙自然的和人类自我的许多哲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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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理性思辨的一种智力活动。在英文中

“/012343/05”是“爱智慧”的意思，译成中文“哲学”是

不够准确的。“哲”虽有“智慧、聪明”等意思，但缺少

了 “爱、追求”的含义，而且 “学”有 “学习、学问、学

说、学科”等含义，然而“/012343/05”没有这些含义。

根据苏格拉底对哲学的理解，所谓爱智的外在表现

形式是知识。人类所有的各门知识都是人类追求智

慧的结果，都隶属于“爱智”的名下。所以说，哲学包

罗万象，人类对任何事物和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探讨

活动都是哲学活动。人的思想是最伟大的，而哲学

是思想的一切。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为宇宙所包围，仅仅是广阔

无垠的银河系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星球上的一点

微粒。“但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却包围着宇宙，超越了

宇宙，比宇宙更为伟大、崇高。”6 $ 7 哲学所探讨的东

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

就是哲学的，或者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世界

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想方式和思想成果，即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

彝族居住地地域广阔，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彝族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不

停息地探索和思考着人类自身、宇宙及万事万物，

逐渐形成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彝族哲学蕴藏在彝族

语言、宗教、文学、伦理及习俗等各种文化之中，我

们可以从丰富的彝族格言、神话、史诗、历史典籍和

口传文化里找到丰富多彩的彝族哲学思想。

彝族哲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8 彝族哲学与神话混合在一起，也与原始宗教

有关联。早期的彝族哲学与彝族的神话传说和彝族

的原始宗教融为一体，呈现出你中有我中有你的现

象。

’8 彝族哲学不是少数智人之学，而是大众之

学，即大家都有权利在神话和宗教仪式中学习哲学，

思考和探讨哲学问题。因为，古代彝族的神话和原

始宗教是普及的，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

+8 古代彝族哲学方法没有严密的推理、归纳、

演绎等逻辑思维方式，而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悟性地、

整体地把握的方式，即通过冥想、想象等方式感悟出

宇宙万物的产生，人类的起源等外在与自我的各种

哲学思想。

我们在支格阿鲁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已分别谈到

了其哲学思想，本文就整体性地归纳分析支格阿鲁

英雄史诗、传说、故事、典故、史料及口传文化所反映

出来的蕴藏在支格阿鲁文化中的古代彝族哲学思

想。

一 宇宙（天地）观

《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6 ’ 7 中提出的彝族

宇宙产生观有：（$）“生化型”宇宙观：其中有虎体生

化成天地的宇宙观、龙体生化成天地的宇宙观、牛体

生化成天地的宇宙观、人体生化成天地的宇宙观等

几种。（’）“创造型”宇宙观：其中有神创造天地的宇

宙观、人创造天地的宇宙观两种。（+）“演生型”宇宙

观：即气体等自然物质运动演变成天地的宇宙观。

那么，在支格阿鲁文化里的彝族宇宙 （天地）观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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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呢？

支格阿鲁文化里的彝族宇宙观中无 “生化型”

宇宙观，而有 “创造型”和 “自然演生型”两种，而且

有自己独到的表述方式。

（一）创造型宇宙观

神创造天地的宇宙观、人创造天地的宇宙观两

种哲学思想都存在于支格阿鲁文化里。

#$ 彝族著名史诗 《勒俄特依》% & ’ 里有关支格阿

鲁文化的就有三个章节。这部史诗说的是，最初上

没有天，下没有地，宇宙处于变化无常的状态，宇宙

变为一个混沌体。后来诞生了四个神仙，四个神仙

用四把铜铁叉撬开了这个混沌体的四角，使天地分

开。九个仙女用九把铜铁扫帚，把天扫上去，成为蓝

蓝的天，把地扫下来，成为赤红的地。又叫九个仙子

来打造大地，把大地打成山川平原等不同形状，以

利人类和各种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然后，阿俄薯布

神从天界引来了各种物种到大地，使大地有了一切

物种而充满生机。后来斯惹顶列神派遣阿钕居日呼

日唤月，于是唤出了六个太阳七个月亮和各种星

星。六日七月几乎晒死世界上的万物。这时英雄支

格阿鲁诞生，具有神智神力的神人支格阿鲁用神弓

神箭射掉了五日六月，拯救了人类和万物。这里除

了阿钕居日和支格阿鲁 （支格阿鲁是神人，而非神

仙）之外，都是神仙，是一群神仙创造了天地和万

物，很明显地反映了神创造天地的宇宙观。但最后

支格阿鲁征服了以日月为代表的强大的自然力，人

的力量代替了神的力量。这就显示了人的自我意

识，并确立了人在世界万物中的中心地位。

($ 在英雄史诗 《支嘎阿鲁王》里是人创造天地

的宇宙观。史诗开头的 “天地初开”一节写道 “天和

地连成一体 ) 昏沉沉的天地 ) 混混沌沌的世界 ) 叫

鲁叟佐的人 ) 打开了铜锁 ) 叫朵叟佐的人 ) 打开了

铁锁 ) 鲁叟佐住的地方 ) 就叫顶上 ) 朵叟佐住的地

方 ) 就叫底下 ) 从此分开了上下”% * ’ 出现了天地初开

的形态。然后 “四极生了四像 ) 中间像眼睛一样 ) 四

面分做八方 ) ⋯⋯ ) 出现多彩的天地 ) 出现明朗的

世界”。 +同上 , 这里“鲁叟佐”和“朵叟佐”是彝族先

民鲁朵氏族中的两个大力士，而非神仙，而且史诗

也是把他们写成人的。史诗里出现的宇宙中最高主

宰神策举祖及其他一些神仙，但没有说是他们这些

神仙开创天地，甚至在 “天地初开”篇里还没有出现

这些神仙。至于史诗主人公测天量地、治理天地的

鹰国国王支嘎阿鲁，史诗称之为圣人，他的形象是

一位具有神力和才天智慧的人，即神人，而非纯的

神。因此，这部史诗明确地反映了人创造天地的宇

宙观。

（二）自然演生型宇宙观

宇宙（世界）源于物质运动演变观是支格阿鲁文

化中的一种突出的宇宙产生观。在贵州地区彝族英

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的“天地初开”一节里说天和地

是连成一体的 “天地黑空空，世界黑洞洞”的混沌世

界。经两个大力士打开天地铜铁锁之后，产生了十

二种哎，然后世界的昼夜才分开，南面和北面分开。

这样由物质元素“哎”演变发展为世界万物，“出现多

彩的天地 ) 出现明朗的世界”。这就是物质运动发展

演变形成世界万物的哲学思想。

四川地区英雄史诗 《支格阿鲁》第二部分里说：

“太阳九十九，月亮八十八，星星七十七，行踪无常，

游荡于江河之岸，天翻地覆着。”% " ’ 后来慢慢地变成

六个月亮，七个太阳，不分白天黑夜，高挂在天空

中。这也是宇宙事物发展演变而来的宇宙观的反

映。彝族哲学思想中有物质运动形成世界的世界

观。认为静止是暂时的，运动才是永恒的。

（三）天地、世界结构观

古代彝族关于天地、世界的结构观有了 “天在

上，地在下”观，“天圆地圆”观，“天圆地方”观等宇宙

形状观。又有 “天有九层”、“天有三层”等宇宙结构

观。另外，彝族有天界与世界的观念，有人间与灵间

的观念，而不是天堂与地狱（地府）的观念，也不是阴

间与阳间的观念。

支格阿鲁文化也有九层天的宇宙观。如在贵州

的 《支嘎阿鲁王》里说：“虎猫原是堂兄弟 ) 鹰雕本是

一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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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支格阿鲁文化中有彝族的“三层世界”的世界结

构观：即恩哈 （天界）层——— 恩级 （人间）层——— 噔撮

（矮人）层。如在流传于云南地区的支格阿鲁神话传

说中大英雄阿龙，被他的两位哥哥陷害掉进了无底

洞而飘落到了矮人国，经过一段艰难困苦后，被一只

大老鹰背上来的奇妙情节。在玛查·马德清和俄尼

·牧莎斯加的电视连续剧本《支格阿尔》% / ’ 里也有支

格阿尔在一次打猎时突然掉进一个无底洞，一直飘

落到传说中的地底下的矮人国。阿鲁在传奇般的矮

小人国里帮助群众推翻暴君，使矮人国改朝换代，让

矮人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英勇机智的 “拉布惹”当上

了国王的神奇情节。

上述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古代彝族将世界分为

恩哈（天界）层——— 恩级（人间）层——— 噔撮（矮人）层

等“三层世界”的宇世界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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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万物运动变化观

支格阿鲁文化中有万物起源于运动变化，并处

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的哲学思想，即认为世界及

其事物在经过长期反复的演变慢慢形成，并在不断

地运动中发展变化着。如：四川的 《支格阿鲁》里支

格阿鲁的母亲濮嫫娌依的来历也是神奇地演变而

来的：“⋯⋯ # 杉林与深谷相亲 # 深谷与江河相亲 #
⋯⋯ # 蓝云之女嫁紫云 # 紫云之女嫁黄云 # 黄云之

女嫁白云 # 白云深处生龙。”$ % & ’ ( ) 龙又经过许多的演

变婚嫁才诞生濮嫫娌依姑娘。看起来不可思议，其

实这是远古人类面对无法解释而又需要解释的自

然和人类自身的现象时，往往将各种事物联系起

来，作为相互因果转化运动发展变化的一种推断。

这种认识方法反映了人类童年的天真幼稚，也包含

着辩证法的萌芽。

如前所述的 《支嘎阿鲁王》“天地初开”一章说

天和地是连成一体的一个混沌世界。经两个大力士

打开天地铜铁锁之后，产生了十二种哎，然后世界

的昼夜才分开，南面和北面分开。这样由物质元素

“哎”演变发展为世界万物。这就是物质运动发展演

变形成世界万物的哲学思想。这种运动演变的世界

观是古彝人的一种普遍哲学观，存在于许多著名的

彝文古籍里。如《勒俄特依》写道：“远古的时候 # 上
无天 # 下无地 # 中无风 # 宇宙浑沌沌 # 宇宙浑浑变 #
一 天 反 着 变 # 反 反 复 复 # 一 天 正 着 变 # 热 气 腾 腾

变”。$ ) & ’ ( *《宇宙源流论》说：“清气浊气不停地运行 #
青气和红气彼此相生 # 浊气和清气互相翻转 # 青天

的形成 # 因清青之气上升 # 赤地的形成 # 靠红浊之

气下降”。 $ + &

支格阿鲁文化将这种运动变化观运用到塑造

英雄主人公支嘎阿鲁之上，如贵州的英雄史诗 《支

嘎阿鲁王》里的阿鲁消灭到处吃人横行世界的撮阻

艾!时写到：“魔王巧比叔 # 伸手捉阿鲁 # 支嘎阿鲁

哟 # 变做一团雾 # 捉拿他不得 # 魔王巧比叔 # 变作家

做一堆火 # 要焚烧阿鲁 # 支格阿鲁哟 # 水才把火克 #
变做一缸水 # 魔王巧比叔 # 变六个黄蜂 # 支嘎阿鲁

哟 # 变做大马蜂 # 追着黄峰 # 捉住就吃掉 # ⋯⋯” $ , &

’-. ( ’’’ 四川版的 《支格阿鲁》里阿鲁与魔头塔博阿莫

儿子塔博扭牛搏斗时写到：“扭和鲁赛变 # ⋯⋯ # 扭
变绵羊 # 鲁变猛虎 # 绵羊到处跑遍 # 猛虎到处抓着

吃 # 扭变成鸡 # 鲁变成鹰 # 鸡儿到处跑 # 老鹰到处抓

鸡吃 # 扭变成猪 # 鲁变成狼 # 猪儿到处跑 # 猛狼到处

追着吃”$ % & ’+* ( ’+, 阿鲁大获全胜。

三 物种同源相连观

在流传中支格阿鲁是人与鹰的后代，鹰和人可

通婚，与人心灵相通，与阿鲁对话；树木、石头也有人

的性情，与人对话；蟒蛇也能与人通语言；太阳月亮

也有人性。就是说人与其它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

也相互联系，相互通话的。如：史诗《阿鲁举热》写道

“太阳和月亮 # 原是两兄妹 # 月亮是哥哥 # 太阳是妹

妹 # 月亮问太阳 # 你白天走还是晚上走 # 太阳回答

说 # 我的胆子小 # 晚上走路我害怕 # 月亮对她说 # 阿
妹胆小白天走 # 哥哥胆大夜晚走。”$ ! & 又如 《支嘎阿

鲁王》中说的是支格阿鲁父亲化为雄鹰，母亲化为马

桑树。并说 “雾使者一对 # 去北方访问 # 风使者一

对 # 到南方访问 # 雨使者一对 # 往西方访问⋯⋯六个

使者 # 把马桑树来问 # 看见斯若 "吗？ # 他现在哪

里？ # 马桑回答说：# 不知是斯若 # 还是平常人 # 身
上不洁净 # 麒麟当马骑 # 以虎豹为狗 # 披着镶珠毡 #
是雄鹰 # 要展翅蓝天 # 他在高山之巅 # 是骏马 # 就奔

驰大地 # 他在平地的尽头。”$ , & ’) ( ’,

在支格阿鲁文学里，太阳和月亮是两兄妹，是

人；鹰 （阿鲁父亲）、马桑树（阿鲁母亲）、支格阿鲁三

者不仅相因相连，而且互为父子、母子关系，是人与

动植物混合时代的反映，即人类还不能使自己与周

围自然界分开的一种原始氏族社会人类认识世界的

本质反映。这也是当时人类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

过低而过于地依赖自然的一种思想反映。当然，在

这种人与自然混合的世界观下，人们尽量地想方设

法与自然和自然的象征力量 “神”沟通，与它们和谐

相处，这对于当时乃至以后的任何社会时期都是有

益的和谐观，只是不自觉的和谐观罢了。

四 人为中心观

在支格阿鲁文化里有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哲学

思想。这在一些有关支格阿鲁文献中得到反映。如

前所举的 《支嘎阿鲁王》里打开天地锁，使混沌一体

的天地分开成形的两位大力士“鲁叟佐”和“朵叟佐”

是彝族先民鲁朵氏族中的两个大力士，而不是神

仙。这就是一种人为中心的创造世界的观点。史诗

没有说是宇宙中最高主宰神策举祖或者其他什么神

仙创造的世界。史诗称测天量地、治理天地的鹰国

国王支嘎阿鲁为“圣人”。他的形象是一位具有神力

和才天智慧的人，而非神。又如支格阿鲁箭射日月、

平整大地、移山填水等打造江山和降妖伏魔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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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举也是人创造世界，征服自然的人为中心的哲学

思想的反映。

支格阿鲁文化里出现的神仙，不再是开天辟地

者，也不是万能的了。如许多神，甚至天神的最高统

治者策举祖对太阳、月亮和迷雾的横行霸道无可奈

何，战而败之，最后由阿鲁来战胜。“支格阿龙的十

三箭，横川宇宙，射落了五个太阳，六个月亮，世界

震惊了，人类社会、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神

月神从它的宝座销声匿迹，狩猎文明大步跨进蒙昧

王国，从来霸占蛮荒的熊貔，被震碎山河的弓箭声

吓破了胆；传统的原始集体表象 （部落 ‘图腾’或部

落神）摇摇欲坠了，在思想意识领域，人类头脑里开

的第一朵花：‘相信自身’，原始人觉醒了。”# $ % 这就是

支格阿鲁文学里远古彝族先民了解和掌握自然，做

世界主人的一种以人类自身为宇宙中心的哲学思

想的艺术反映。

五 古朴的辩证观

事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都有两面性的

古代彝族辩证思想在支格阿鲁文化中得到了反映，

特别是在塑造英雄主人公支格阿鲁时表现得很明

显。阿鲁是一位射日月，降雷公、灭巨蟒、制服妖魔

鬼怪的决胜一切的英雄。但是阿鲁也经常求教于一

些智者，得到人们的帮助，还得到神鬼及鹅等动物

的帮助 （送他宝针），而且阿鲁也有一些缺点和失

误。如：他在射日射月时有急躁、鲁莽的缺点，致使

经过许多周折，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射下太阳和

月亮；他事先不知道公鸡能与太阳月亮勾通，而差

一点儿把公鸡杀了；他还在智力较量中输给了一位

妇女。最后，阿鲁也未能防范而被害坠落海里死亡。

这些都说明我们伟大英雄阿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他也有一些缺点和失误。这便是一种彝族先民古朴

的辩证思想的反映。

六 生死自然观

彝族有一种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辩证观。彝族有

灵魂观，但不是人死后灵魂再投胎转世的生死轮回

观，而是人死后灵魂就超度到祖先那里，与祖先同

在，不是生死轮回的。因为有了这种有生必有死，死

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彝族对死很坦然，认为死是

永恒的。所以，彝族没有寻找不死药，或寻求长生不

老法的现象。这种生死观在支格阿鲁文化里有所反

映。流传于云南、四川、贵州的支格阿鲁文化均没有

阿鲁寻找长生不老药或长生不老法的内容。支格阿

鲁毫无畏惧死亡，他视死如归，把死看成人类的一种

自然现象。许多流传中都说阿鲁最后死了，而且比较

一致的说法是和飞马一起坠海而死。如：《阿鲁举热》

里说：“他骑上矫健的飞马 & 飞腾在大海之上 & 谁知

飞马被剪去三层翅膀 & 力气渐渐弱下来 & 飞到海中

上空 & 人马一起落进海里 & ⋯⋯ & 原来是日姆小老婆

的毒计 & 海水淹齐了阿鲁举热的勃子 & 这时空中飞

来一群老鹰 & 阿鲁举热对鹰说 & 我是鹰的儿子 & 我是

鹰的种子 & 我现在中了女人的计 & 落在大海里 & 龙把

我吞噬了 & 你们以后要来报仇 & 阿鲁举热话刚完 & 凶
猛的海浪 & 把阿鲁举热吞没了。”#! % 古代彝族的这种

生死自然观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唯物的哲学思想。

七 民族观

流传于贵州的支格阿鲁文学中对彝族各支系的

划分是以颜色作为标志来划分的。如英雄史诗 《支

嘎阿鲁王》里写到：“东方叫做吉朵巨 & 它是太阳的

城门 & 太阳城里住青人 & 青人穿的青衣服 & 青人披青

披毡 & 青人骑的是青马 & 打着青色旗 & ⋯⋯ & 西边叫

做洪直勾 & 它是月亮进的门 & 门边住一族白人 & 白人

穿的白衣服 & 白人披的白披毡 & 白人骑着白色马 & 打

着白色旗 & ⋯⋯ & 南方叫纠塔肯 & 它是牧耕的门 & 门
边住一族红人 & 红人穿的红衣服 & 红人披的红披毡 &
红人骑的是红马 & 打着红色旗 & ⋯⋯ & 北方叫做省翁

阁 & 它是季节的门 & 门内住一族黑人 & 黑人穿的黑衣

服 & 黑人披的黑披毡 & 黑人骑的是黑马 & 打的黑色

旗 & ⋯⋯”# ’ % () * (+。这里叙述描写的东方青人，西方白

人，南方红人，北方黑人，就是彝族分支中“青彝”“白

彝”“红彝”“黑彝”!四类。这种以衣服、披毡等服饰

和旗子的颜色特点来区分的彝族就是不同地域不同

方言的几个彝族支系划分。现代有的彝族地区都还

有红彝白彝花彝等这样的说法。这就是支格阿鲁文

学所反映的古代彝族内部支系分化发展的情况。

支格阿鲁文学也反映了彝族与外族的地区分意

识。如《支嘎阿鲁王》里说英雄支格阿鲁“以星座 & 划
天地界限 & 划内外界限 & 中间是彝家 & 四边是外族

人”。# ’ % "’“天下九块地 & 对应漫天星 & 说的九鲁补 & 用
九星分野 & 由阿鲁来定 & 由阿鲁推算 & 支嘎阿鲁哟 &
给人们取名 & 鲁旺内的人 & 就叫能苏 & 鲁旺外的人 &
称为啥苏”。 # ’ % +, * +’ 这里古彝语 “能苏”是 “内部人

群”的意思，即本民族自称；“啥苏”是“远的”、“外部

人群”的意思，即称外民族人 （现代彝语 “啥苏 “专指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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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撮阻艾：传说中专门吃人的一种妖怪。

"斯若：指有非凡手段的男人。

#这里的“白彝”和“黑彝”的含意并不是近现代凉山彝族中带有等级色彩的“白彝”“黑彝”之义，而是古代彝族以服饰等标

识物的颜色来区分各不同支系的。

$彝族社会中知识渊博，明辨是非而德高望重的调解评判者称 “德古”，“阿莫”意为 “巨大”“著名”，“德古阿莫”为 “著名德

古”。彝族“德古”是在实践中以其成绩和威望自然产生的，而非世袭或选举产生。

& ’ ( 胡军 ) 哲学是什么 &*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王天玺，李国文 ) 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 &* (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 ( 冯元蔚 ) 勒俄特依 &* (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 ( 阿洛兴德 ) 支嘎阿鲁王 &* (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0 ( 格尔给坡 ) 支格阿鲁 &* (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
&2 ( 玛查 ) 马德清 ) 支格阿尔 &* (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0)
&1 ( 王天玺 ) 宇宙源流论 &* ( )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 ( 楚雄州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组 ) 楚雄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 & 3 ( ) 楚雄/ "内部资料 % ’#1#)
&# ( 朱叶 ) 彝族神话《支格阿龙》研究 & 4 ( ) 西昌/ 彝族文史研究+ ’##’ + ,
&’- (额尔格赔，新克 ) 支呷阿鲁 &* (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支格阿鲁文学中有具体叙

述彝族与外民族即汉族之间关系的内容。如英雄史

诗 《阿鲁举热》里写到：“一天他放猪到山上 5 七个大

猪全都溜光 5 七窝小猪全都跑散 5 阿鲁举热不敢回

去 5 孤零零去把猪寻找 5 跑遍高山找不到 5 走遍深

阱无踪影 5 最后找到坝子里 5 来到汉族人家 5 阿鲁

举热称他大哥 5 汉族大哥十分喜欢他” & ! ( 还说汉族

大哥家里只有三只鹅，要杀一只招待阿鲁，被阿鲁

劝住了。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已经十分清楚彝族、

汉族这样的民族概念了，而且可以看出当时彝族与

汉族关系是和睦友好的关系。这也是支格阿鲁文学

中民族认知及其民族关系观念的反映。

八 重名轻利观

重名轻利是一种重要的彝民族人生价值观。

彝族格言有“人是一声名，虎是一张皮。”

彝族人很看重名声，所以，彝族人讲义气，往

往为了大方、好客的美名，自己没有也要赊借牛羊

等来招待客人。彝族的这种重名轻利观在支格阿

鲁文化中反映得十分突出。如：“直到太阳从西边

出 5 麻苦候海水干枯 5 阿鲁的名字不能落。” & $ ( ’#

“地宫打开七层门 5 阿鲁来到最底层 5 阻几纳吩咐

快关门 5 ‘莫让飞鹰见光明 5 阿鲁英名从此埋地下

) ) ) ) ) ) 哪怕有 一丝光线 5 我 就能化作神 奇 5 恐怕

没有出头的希望 5 一生英名 5 让给地牢葬送。’”&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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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支呷阿鲁的名

字 “被小小的蚂蚁传进了泥土，被蹦跳的鱼儿传进

江河，被轻盈的春风传进了山寨。”& ’- ( 他的英名是

射下日月，捉拿雷公，有眼的看得见，有耳的听得

见！他不接受人们给他的任何利益，而保持无私奉

献、见义勇为、清白高尚等英雄美名。这中支格阿

鲁形象所具有的重名轻利的彝族人生价值观念，

以崇高品质的榜样力量渗透于历代彝族人的精神

世界里传承至今。

九 后天习得观

支格阿鲁文学反映出古代彝族的一种后天习

得的思想观念。认为天才的智慧和才能不是天 生

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强调学习和锻炼让人聪明

能干，十分重视知识的学习。贵州地区英雄史诗

《支嘎阿鲁王》多处反映这种观点。如 “骏马是

练出来的 5 钢刀是磨出来的 5 圣人是学出来的 5 骏

马 不 跑 会 变 懒 5 钢 刀 不磨 就 生 锈 5 圣 人 不 学 会 落

伍 5 是 雄 鹰 5 不 在 风 浪 中 摔 打 5 练 不 出 坚 硬 的 翅

膀 5 是 猛 虎 5 没 有 严 酷 的 拼 杀 5 练 不 出 坚 硬 的 钢

爪”。 & $ ( ,- “知识是雄鹰的翅膀 5 知识是猛虎的钢

爪 5 知识是黑夜的灯火 5 知识是渴时的甘泉 5 知识

是 血 液 5 知 识 是 生 命 5 常 敬 知 识 神 5 知 识 神 吐 足

佐 5 智慧神舍娄斗 5 他告诫人们 5 要常修知识 5 才

不 会 被 愚 弃 ” & $ ( ’.2 。 四 川 地 区 的 史 诗 《支 格 阿

鲁》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从来没有头颅开窍的

德古阿莫$ 5 从来没有不睡觉的公鸡 5 人有学而知

之者 5 没有先知先觉者”。 & 0 ( .. 这种后天习得观也

是彝族先民的一种较科学的古朴的辩证唯物主义

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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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

民族学生的认知结构具有其独特性。

知识的同化，是以语言信息的一致性为前提

的。民族学生接受的表象是建立在母语基础上的，

其感觉和知觉都具有鲜明的母语特征，而感知过程

中的信息转换与传输一般是以母语为言语中介的，

而 “最近发展区”的建立则是以汉语言思维为建构

特征的。

学生的认知结构是选择双语教学方式、方法的决

定因素。对于现阶段的教学实际，民族地区中小学普遍

缺乏合格的母语教师和双语教师，知识大多又改以单

一语言（一般用汉语）为载体的信息结构模式，即是“小

学以母语为载体，中学以汉语为载体”的认知结构。这

一认知教学模式缺乏严密体系，严重阻碍了民族学生

对新概念、新知识的认知同化。在学习中具体表现为前

后知识无法相互沟通，新知识的学习似懂非懂、一知半

解，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对民族学生的教学中，单纯利用母语或

汉语都是不够的，必须两者兼具，才能有效地促进母

语和汉语这两个认知结构的快速转换和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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