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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支格阿龙》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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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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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毋庸讳言
,

从生命科学角度讲
,

因为染色体的原因
, “

神人
”

支格阿龙不可能由
“

鹰或神鹰或神龙鹰
”

感孕而生 ;人

也不可能 由
“

龙
”

抚育成长
。

目前
,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在翻译成汉语 时或彝族后代在传承过程 中
,

都把文本中的
“
id : 氏

”

翻译或解释为
“

雕或鹰
” ,

这种解读有些偏差
。

史诗中让渡莫妮依感孕的
“

鹰
”

和哺育支格阿龙成长的
“

龙
”

分别象征什 么 ? 它要

向后人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寓意 ? 本文从 生命科学角度窥探《支格阿龙》
,

提出
“

鹰
”

是男根的象征
, “

龙
”

与汉文化相通
,

是男人的图腾物之观点
。

以求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
、

传承和解读
。

【关键词」支格阿龙 ; “ 氏 (鹰 )
” ; 生殖文化 ; 寓意物 ; 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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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恩格斯在《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一版 记了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在生产在其中所起到的

序言中指出
: “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

历史中的决定性 作用
。

没有运用生命科学理论理解彝族史诗
,

清楚

因素
,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 的生产和再生产
。

但 地向世人解释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的
“

id[ 氏

是
,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 (此处应该是氏羌部落
,

此话题在此抛出
,

待今后进

物
、

衣服
、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 一步考证
。

据我国历史学家考证
,

原来住在甘肃南

方面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
,

即种的繁衍
。 ” ①18P 部天水一带

,

由于公元前第十世纪至前九世纪
,

我

恩格斯所说的人类 自身的生产— 生命的繁 国的气候有一次大的变化
,

西周初年的气候是比较

衍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
,

人类依靠繁衍后代来完 暖和 的
,

但不久就恶化了
。

据史书《竹书纪年 》记

成人种的延续
。

既然人类的生产本身有生活资料 载
:
春秋时期

,

由于气候原因
,

原住在陇南
,

分布在

的生产和人类 自身的生产两种
,

那么人类在这两种 今天甘肃
、

陕西
、

四川交界处的氏族大举南迁
。

)
”

和

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
,

也应该分
“
lu 龙

”

的象征物
,

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
,

没有从本质

为有关生活资料生产的文化和有关人类 自身生产 上阐释
“

鹰
”

和
“

龙
”

在该史诗中的真实意义
,

也忽视

的文化
。

我们在研究彝族文化的时候
,

也应该同时 彝族擅长使用隐讳含蓄语言的特点
。

笔者首次试

研究有关生 活资料生产的文化和有关人类 自身生 图从生命科学角度阐释《支格阿龙》中
“

鹰
”

和
“

龙
”

产的文化
。

的含义
,

希冀拙文能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

但是
,

由于受到传统的
、

对生命繁衍文化思想 众所周知
,

由于人和
“

鹰
”

生理结构本质上的差

观念的影响
,

以往彝学专家学者
,

只是通过暗喻的 别
,

使人的生命不可能由
“

鹰或神鹰或神龙鹰
”

感孕

形式传达祖先流传给我们的有关人类 自身生产方 而生 ;史诗用
“

氏落三滴血
,

落在淮莫尼依身上
,

落

面的文化
,

他们的研究只局限于字面表层上
,

而未 在不该落的地方
,

一滴落在头上
,

穿透九层辫子 ;一

能从深层挖掘本质上的内涵
。

在探讨远古彝族社 滴落在腰上
,

通过九层披毡
,

一滴落在下身
,

穿透九

会发展的研究方面
,

我们对恩格斯提出来的两种文 层裙折
。

… …头昏又 目眩 ; 四肢酸又软 ;全身在颤

化中
,

只局限于第一种
,

而轻视或忽略第二种关于 抖
”

来含蓄表达男女交往的情形
。

从而得出
“

鹰
”

不

人类 自身的生产及生殖
,

则成了忌讳
,

谈虎色变
,

没 可能给淮莫尼依带来生命
,

而且
“

血
”

是人类繁衍的

有人敢去尝试阐析
。

可 以说这是可悲
。

如果我们 重要标志物
。

那么
,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的

运用一些科学的生命科学的理论和观点阐释我们
“

鹰
” 、 “

龙
”

具体的象征物是什么呢?

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神话和史诗 ;那我们彝族的许 一
、

文本中
“
鹰

”
的妙用

多文化现象得以正确解读
。

郭沫若先生在谈论
“

玄鸟生商
”

神话时说到
:

以往的彝学专家学者们都把生活资料的生产
“

玄鸟旧说以为燕子
” , “

玄鸟就是凤凰
” 。 “

但无论是

活动视为原始人类解决食物问题的唯一途径
,

却忘 凤或燕子
,

我相信这种传说是男性标志的象征
,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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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到今天都是男性标志的别名
,

卵是男性的别

名
。 ” ② 3P 28 一

329 无疑郭老关于
“

玄鸟
”

为男性标志的象征

说法是正确的
。

另外我们在拜读《水浒传》时
,

李速

的对白中也常常出现
“

鸟
”

字 ; 四川人平常俗语中也

提到该词
,

还有河南人俗称中的
“

鸭子
” ,

英语但语

使用中的 co ck (公鸡 )
,

这些都指的是男性标志
。

我

们凉山彝语戏称小男孩的标志物为
“ a x 、 h u 、 s e ”

(小

野鸡 )
,

将男女发生关系行为称作
“ 、
hu

, ,

(野鸡 )
。

因

此
,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文献中
,

用
“

鹰
、

雕
”

来

暗喻男性标志也在情理之中
。

为何用
“

鹰
、

雕
”

来暗喻男性标志物呢? 文献记

载
,

支格阿龙出生于
“

妇无定夫
,

夫无定妇
”

的母系

氏族社会时代
。

那时婚姻的形态为
: 以婚姻为基础

的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
,

也不是 自有人

类之初就有的
,

它也同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

中
,

由于事物在阴阳异性相引
、

同性相斥这种最基

本的 自然规律作用之下
,

逐渐发生
、

发展
、

不断演

变
,

才最终出现的
。

— 由同一般动物没有任何区

别的人群间乱伦
,

发展为氏族内的血缘群婚
,

族内

辈份婚
,

族外群婚
,

族外对偶婚
,

直到形成一夫一妻

制的历史演变过程
。

在原始社会中的母系氏族时

代末期
,

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之后
,

都是
“

男

到女家
”

— 也就是男子婚后都成为女方氏族大家

庭的一个成员
。

由于一男一女的对偶婚已经相对

稳定
,

故其所生子女知母亦知父
,

只是其姓随母而

不随父罢了
。

其时
,

这种无数的小家庭已有单独的

住屋
。

在中国
,

这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多年左右的

事
,

这一历史时期也正是由畜牧狩猎进人农耕生

产
、

私有制度产生
,

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翻天覆

地大变革的历史时代
。

《支格阿龙》史诗记载
: “

… …

少女十七岁
,

家业非娘家
,

劳作非故土
,

淮莫妮依

哟
,

心事也重重
,

感情也波动
,

烦躁又不安
。

抬眼望

山上
,

山娅翻红云
。

白桦叶儿瑟瑟抖
,

妮依心儿呀
,

跟着瑟瑟抖
。

抬眼看山谷
,

山谷竹叶飘
,

妮依心儿

呀
,

也在跟着飘
。

就在这一天
,

土尔山头上
,

南方一

对鹰
,

来 自底洪谷
,

翅膀敛着飞
。

北方一对鹰
,

来 自

直恩山
,

翅膀扇着飞
。

四方一对鹰
,

来 自旅岌山
,

翅

膀弯着飞
,

下界一对鹰
,

来 自尼尔维
,

翅膀斜着飞
。

四只神龙鹰
,

来 自杉林山
,

翅膀展着飞
。

… …淮莫

妮依哟
,

举手遮阳光
,

要去望雄鹰
,

要去窥雄鹰
,

要

去探雄鹰
,

要去驱雄鹰
,

要去玩雄鹰
。

鹰也自顾玩
,

盘旋又翻飞
,

妮依 自顾看
,

眼睛直盯遮
。

翅膀敛着

玩
,

你追我来赶
,

妮依盯着看
,

微微笑着看
。

翅膀摇

着玩
,

上下竟翻飞
,

妮依自顾看
,

睁大眼睛看
。

翅膀

弯着玩
,

相互叠着玩
,

妮依斜着看
,

羞答答地看
。

翅

膀敛着玩
,

相互拍打玩
,

妮依静听着
,

瑟瑟抖着

听
。

… …
”

由此可见
,

淮莫妮依要去玩的
“

鹰
”

不止

一只一对
,

而是来 自各地各处的许多
“

鹰
” 。

由于和

淮莫妮依交往的
“

鹰
”

很多
,

淮莫妮依根本就无法确

定那只
“

鹰
”

才是 自己孩子的父亲
。

又由于大家都

羞于直接表达男欢女爱
,

贤淑
、

文雅的淮莫妮依只

好借用 自然界中的
“

鹰
”

来替代
。

人们为什么羞于直接谈男女关系呢 ? 传统文

化中彝族人只能在同性
、

表兄妹
、

夫妻之间谈论此

话题
。

绝对不允许不分场合地议论男女关系
,

否则

就被视为轻浮
、

淫荡
、

甚至是大逆不道之行为
。

对

于性心理与性羞耻心理的关系如何 ? 为什么一提

到性人们就感到羞耻 ? 性羞耻心理是如何来的 ?

人为什么因为性而羞耻等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认识 ;有人认为性是丑恶
、

肮脏的
,

当你有这种思想

时
,

你就会产生羞耻
、

厌恶感
。

有些宗教甚至认为
“

色是万恶之源
” 。

笔者认为人类的性羞耻心理与

人类把 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有关
。

当人类的

智力发展到学会使用火
,

学会修建房屋居住
,

学会

捕杀动物
,

食用动物的时候
,

他们意识到人和动物

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
,

生命本来应该平等
,

人不

应该随意践踏动物的生命 ;但为了生存
,

为了改善

生活
,

人又不得不捕杀动物
,

获得美味的肉食
。

但

人们必须找到捕杀
、

食用动物的理由
,

否则他们的

内心不得安宁
。

于是人们想到人与动物的最大区

别之一是动物没有性羞耻心理 ;动物可 以不分时

间
、

不分场合
、

不分对象地结合
。

人类为了提高 自

己的地位
,

让 自己与其他动物有严格的区别
,

就把

性行为和性羞耻心理当作人类与动物最严格的界

限加以区分
。

把那些像其他动物一样没有性羞耻

观念地乱伦的人打死
、

杀死或让他们 自尽
。

他们认

为人类是高级动物
,

所以只有人类才知道遮羞
。

人

类是高级动物
,

所以人类才不乱伦
。

人类是高级动

物
,

所以人类才不随时随地随意地结合
。

而低级动

物猪
、

牛
、

羊
、

鸡
、

鸭等家畜家禽和鹿子
、

樟子
、

猪灌
、

斑鸿
、

野鸡等野兽野禽没有性羞耻心理
,

人们可 以

打它们
,

杀它们
,

吃它们
。

而人不能随意杀人
,

吃

人
。

既然人们认为人是高级动物
,

人与动物的根本

区别在于人们会穿衣服遮羞
,

人会使用语言
,

制造

工具改造世界
,

而动物不会这样
,

那么
,

任何人都不

愿意像动物一样不遮羞
,

不知羞耻
,

特别是不知性

羞耻地生活
,

不愿这样使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在发

情时随意交配
,

而在没人能看见的夜间或山里野外

进行
。

这当然也使人们认为直接表达性器官是一

种低级庸俗的动物行为
,

因此
,

人们不愿意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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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场合的史诗和民间故事中直接而论
。

而用替

代物表示
。

二
、 “
龙

”
的出现是男权对女权进行心理战的

.翻誉 任石
尸有 书七

由于孕育生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古人还不清

楚男性在繁衍
“

种
”

中的作用
,

仅局限于女性
。

因此

男人们甘于生活在母权制社会里
,

当他们了解到鸟

类是通过鸟蛋孵化后代时
,

彝族文献史诗 《勒俄特

依 》中记载小鸟孵化需要 21 天
。

这给人们许多启

发
,

他们认为
:
地球上的生物是通过蛋而起源和繁

衍的
。

因此
,

认为生儿育女乃是
“

血
”

进人母体的结

果
,

从而认识到了男性标志物所起的繁衍机能
,

亦

即领悟到了
“

种
”

的作用
。

当男人们意识到男人
“

种
”

的作用以后
,

都希望有 自己的后代
,

渴望着把

自己的财产遗留给 自己的
“

种
” 。

于是他们对只认

女人的
“

种
” ,

而无法确认男人的
“

种
”

的母权制提出

了挑战
。

但男权和女权之争毕竟不是你死我活 的

斗争
,

而是家庭内部
,

氏族内部长年累月
、

潜移默化

的争斗
。

这种争斗只能以心理战的方式而不能以

武力战的形式解决
,

心理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

争
,

其实质是一种心理影响行为
。

它是运用心理学

的原理和方法影响对象的心理过程 (认知
、

情感
、

意

志 )
,

最终转变其态度
。

心理战无须动枪动炮
,

主要

是施加心理影响
。

于是身体比女人强健
,

为了把财

产以
“

合法
”

的形式流传给自己后代而逐步取得经

济支配地位的男人们想方设法征服女人
。

为了以

和平的方式解决家庭内部男权与女权之争
,

男人们

制造了一种身体长
,

有鳞
,

有角
,

有脚
,

能走
,

能飞
,

能游泳
,

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
“

龙
”

来代表他

们
,

从精神上用
“

龙
”

来制伏女人的图腾
。

并把被
“

龙
”

养育成长的支格阿龙塑造成射 日月
、

制服雷神
、

妖魔鬼怪
、

拯救人类及万物生灵
、

为民消灾除难的英

雄来树立男人在氏族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

以压制妇

女
。

塑造制服食人马
、

杀人牛
、

食人孔雀
,

教人驯牛
、

驯马为人类的生活服务
,

击打害人的动物使它们不能

再害人的支格阿龙形象来颂扬以畜牧业和农业生产

为主
,

以采集野生食物为辅的氏族社会中男人的中心

地位
。

把男人的能力和威望推向极限
,

使妇女们对男

人的威严望而却步
,

自叹不如
,

从而逐步奠定了以男

人为中心的父系社会的坚实基础
。

三
、 “
鹰

”
和

“
龙

”
在文本中所折射的社会文化

寓意

母系氏族社会中
、

晚期出现的 (男性 )标志物象

征物
,

如鸟
、

龟
、

晰蝎等
,

都是性情 比较温和的动

物
。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

男性地位逐渐上升和醒

悟
,

从而推动了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
。

大约在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
,

男性为了巩固

自己的地位
,

进而强调表现男根的凶猛和威严的内

涵
,

继以鹰
、

龙象征之后
,

又选择了虎
、

野牛等动物

(印度古人还用雄狮 )象征
。

用
“

鹰
”

和
“

龙
”

象征男根
,

表明人的
“

种
”

继承于

男性
,

男根具有传宗接代的属性
。

逐而产生 了社会

应以男人为主的思想
。

当彝族社会生产以采集业

为主
,

社会地位以妇女为上的社会进人社会生产由

采集业转向畜牧业
、

农业为主时
,

按照能者多劳
,

能

者多得的自然准则
,

社会地位以男人为主的社会

时
,

男人们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去推翻
、

替代妇女们

由来已久的社会地位
。

这就是支格阿龙斗智阿嘎

狄托
、

治食人马
、

杀人牛的原因所在
。

四
、

文本中的彝族母权制的反叛意识

支格阿龙一出生就宣布对女权的反叛
:
根据彝

族传统
,

婴儿在白天出生 比较好
,

但支格阿龙却在

晚上 出生
。

婴儿从古至今都由母亲哺育长大
,

支格

阿龙却一出生就不听母亲的话 ;不肯喝母奶
,

不愿

被母亲抱
,

不肯睡在母亲旁边等等
。

阿龙的这些行

为都是明目张胆地对母权的反叛
。

然而支格阿龙

的 出生和成长都离不开
“

龙
” :
出生时的

“

年庚
、

月

份
、

生 日
、

行运
、

名字
”

都和
“

龙
”

有关
。

成长过程也
“

被龙养
、 、

喝龙奶
、 、

吃龙饭
、

穿龙衣
” 。

史诗为什么

说支格阿龙的出生和成长都和
“

龙
”

有关呢 ? 笔者

认为史诗用男人的图腾
“

龙
”

来暗喻男人
,

再把阿龙

塑造成制服杀人雷
、

吞人龙
、

食人马
、

杀人牛
、

教人

驯牛
、

驯马为人类的生活服务
,

击打害人的动物使

它们不能再害人的形象来颂扬
“

龙
”

教导出来的人

远比当时的
“

凤
”

养育起来的儿子聪明能干
,

勇敢强

壮
,

儿女理应由
“

龙
”

抚养
,

依
“

龙
”

血缘关系传承世

袭
,

继承财产
。

其 目的是从根本上推翻母权制
,

为

男权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精神和社会舆论基础
。

综上所述
,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文献中的
“

鹰
”

指的是男性和彝族生殖崇拜思想
,

并非是前人

所说的
“

雕
”

或
“

鹰
” ,

这更进一步体现了彝民族文化

中的含蓄语言的妙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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