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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英雄之死来探求英雄传奇的叙事特点,英雄传奇是介于英雄神话与英雄故事之间的形式。而“藏

彝走廊”诸民族的英雄传奇具有自己独特而相似的一些叙事环节,在神与人之间,体现着不同于英雄神话的

要素———他世界(物世界)的出现,并把英雄死亡的原因归结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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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作品的叙述及其叙述结构的理论。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

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尽管普罗普探讨的是叙事体的一

种特殊形式———童话,但是他采用的分析故事构成单位及相互关系的方法,对其他叙事文体的分析有着重

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以“藏彝走廊”诸民族的英雄传奇作为叙事解读的文本,对其叙事情节和故事内容

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进行解读。 

      一 

     英雄传奇是英雄神话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神格英雄的故事演绎。在英雄传奇中的

英雄不同于神的世界的英雄会死而复生、消失和重现或转世和隐退,而是会像动物世界的动物悲剧性的生

命历程的结束而消失。在“藏彝走廊”的诸民族的英雄传奇叙事中,包括了英雄人物形象如下的叙事序列: 

      第一,英雄出生的神异色彩浓烈: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是母亲接受了天空飞过的鹰滴下的三滴血而受孕

出生的;怒族英雄阿烘是母亲偷吃了怪桃后,“生下了一个足足有十二斤重的男孩。这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说

话,还长了两对门牙,会吃东西了”。① 

      第二,英雄的神奇本领:彝族英雄支格阿龙两岁的时候就会使用铜弓铁箭, 3岁就射死了一只老虎;怒

族英雄阿烘是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走过的地方,足迹深深印在地里,如果不经暴雨山洪冲刷或积雪覆盖,

两年之内还能辨认出来;他走过的丛林,就会踩出一条路来。”②而且他剔牙剔出的肉渣能够养活几个怒族

人;基诺族英雄阿普少雪“长得魁伟英武,力大无穷,手执一口百余斤重的铁刀,腰系一块数百斤重的磨刀

石,行走迅捷,无人匹敌。”③傈僳族英雄木必的勇敢、机智,能够巧妙地击倒对方;拉祜族英雄扎努扎别

“他的身躯像高山/他的手掌像平坝/他的腿像大树一样粗/他的力气无比大”。④ 

     第三,英雄的英雄事迹: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月、安昼夜、降妖魔、治雷神等等;怒族英雄阿烘为家

乡人民寻找食物、劫富济困、打退官兵、找回水源、恢复生产;基诺族英雄阿普少雪公而忘私地为族人奋

战在保护家园和土地的第一线;傈僳族英雄木必机智打退官兵、与官兵斗智斗勇、保卫家园;哈尼族英雄耶

苦为了灭害虫,不惜用自己身上的血作为诱饵来捕杀和消灭害虫;拉祜族英雄扎努扎别用杵棒顶天、带领人

民劳动、用笋叶做帽子、用松明子来照明对抗无日无月的黑暗、用芭蕉树的水来解渴、扎竹筏躲过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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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制美酒……。 

      第四,英雄的偶然去世:傈僳族的英雄木必被嫉妒他的人用一种毒性很大的羽毛趁其不注意插在了他

的手上而死去;基诺族的英雄阿普少雪被对手用藤子捆起并用藤子将其勒死;怒族的英雄阿烘被一条身上长

着毒刺的不知名小虫毒死;拉祜族的英雄扎努扎别被天神厄沙的牛屎虫毒死;彝族的英雄支格阿龙是因为飞

马缺了翅膀坠海而亡的;哈尼族的英雄耶苦是为了灭虫流血而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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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传奇这种在创世神话以后的民族英雄叙事,还包含着“神话情节———特别是当他们诉诸超自然

力量的时候———因此一直没有与神话截然分开”。①这种“传奇中的英雄十分类似从上界降临到凡世的

神话般的救世主,而其敌手则如同下界的魔怪”。②在英雄传奇叙事序列第一、第二环节中的英雄具有的

是神话中神的本领和超常的能力,而在第三和第四环节中英雄更倾向的是具有人的普通的智慧、情感和死

亡等等。在“藏彝走廊”诸民族的英雄传奇中,英雄们能在神奇力量、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事件中体现

出神的特性,而在情感、伦理、生活、死亡的历程中又具有人的本质。因此,英雄传奇是英雄神话后的新的

英雄叙事。在英雄传奇中,延长了英雄的磨难的叙事环节,而大大缩短了英雄死亡环节,英雄在诸多的妖魔

鬼怪、自然灾害、人情世故等等方面都经受了一次次的考验,而在顺叙的范式中读者的阅读兴趣正达到高

潮时,结尾突然戛然而止———英雄由于某种非人类世界的物质而突然就会死去,如羽毛、藤子、虫子等。

英雄神话中的英雄会随着英雄业绩的完成而在季节和时光变化的过程中死亡和再生,始终处于一种英雄死

而复生的循环,因此关于英雄的叙述也是在一种循环中实现着英雄的价值;英雄传奇中的英雄会造福人类以

后由于外界的因素突然死去,整个关于英雄的叙述会因英雄的死亡戛然而止。在英雄的生命周期落幕的同

时,叙述者也终止了关于英雄的叙述,以此来让读者在心理的巨大落差的间距中扩展着对英雄景仰和追思的

空间,在悲剧性的结局中回味英雄的丰功伟绩,在经久的传唱中把听众的期待视野在瞬间实现对失去英雄的

警醒和无奈。 

      二 

     “藏彝走廊”诸民族有关于“天—人—地”三分世界的创世神话传统,如:流行于凉山彝族中“勒

俄”中讲述了天神恩体古子命令将天、地分开后再造人及各种动植物居于天、地之间;怒族天神纳拉格波

也创造了天、地和人类,人类居于大地之上,还有动植物相伴;傈僳族天神木布帕撑天、捏地、造人、造物,

让人、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生活于天地之间;基诺族天神阿嫫战胜胞布叭洛后造天、地、动植物和人

类……。 

     这些是诸民族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奇想象,但其中无不折射出他们的世界观和人观。不

难发现,几乎在“藏彝走廊”所有的民族创世神话中,神都是居住在天上的,人、动植物、山川河流等都是

在地上生活或存在的,而人是天地间重要的灵长,动植物等是在地表或地下的异类的存在,不同于天和人的

另一类存在。“藏彝走廊”的诸民族在认识自然、理解历史和讲述社会的过程中,对历史想象的人文构拟

自然而不自然中采用了三世界,即:神的世界—人的世界—他世界(包括了动物世界、植物世界、无机物世

界等)循环的讲述模式。特别是在各民族的英雄传奇故事中更深刻地体现着这种循环模式:人的世界是居于

神的世界和他世界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所以人的世界的循环模式兼具有了二元性,既能如同神一般

来面对各种困难、战胜困难、造福人类,又能如动植物一样有生与死的有序循环。 

     因此,英雄传奇中的英雄不仅具有英雄神话中的英雄再生的特性,而且更多的是具有存活时经历种种

磨难的无畏和面对死亡时的无奈,而更趋向于人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同时英雄的死亡却往往归因于他世界

的一些事物而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历程。故而,英雄传奇中的英雄应该归在人的世界,“人类也经历着生与

死的正常循环,只不过这一循环中的再生,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列入‘类’(genus)的范畴,而不是指个体获

得再生”。③英雄们肉体的悄然消失的同时,英雄生前的精神作为英雄类的精神而被后来的叙述者和听众

广为接受和宣扬。在“藏彝走廊”诸多民族的英雄传奇中的英雄由于外在于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偶然的

因素会突然死去,从思维方式和空间序列来看,英雄是死在了更靠近人类世界的旁边:土地上或土地上生长

的植物和游走蠕动的动物,土地上的水域(如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死于滇濮苏拉),以重新种类的形式再次实现

着英雄的循环———回归大自然天地之间的空灵中孕育着新的循环。这是走廊中各民族在逐渐认识了自然



和了解了生死之后对英雄归宿的新的解释:回到神的世界已经不可能,因为在各自民族的神话中也曾一再表

述过人类已经被剥夺了往返于神界的权利和能力,如:怒族神话中认为去到神界的天梯被蚂蚁啃倒了;彝族  

①[美]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第430页。 

②[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 惠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271页。 

③[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 惠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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