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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悲剧叙事长诗《鲁般鲁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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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聚居于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历史上曾有过相沿甚久的殉情之风。殉情的社会悲剧在纳西族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

锁反应，在东巴教中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专门超荐殉情者的仪式──祭风（纳西语称"哈拉里肯"），属于该仪式的东巴经卷有100

多本，其中就有以悲剧艺术魅力而饮誉中外的叙事长诗《鲁般鲁饶》。 

  悲剧叙事长诗《鲁般鲁饶》（《牧儿牧女迁徙记》）是纳西族东巴文学中的鼎足之作 ，人们将之与创世史诗《崇般图》（《创世

纪》）、英雄史诗《东埃苏埃》（《黑白之战》）誉为"东巴文学的三颗明珠"。这部悲剧叙事长诗在整个东巴文学中是独具一格的，其

出现表明东巴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向前跃进了一步，题材领域愈加广阔，艺术表现方法愈加纯熟；尤为重要的是，《鲁般鲁饶》的

产生及其传演方式──祭风仪式的程式化，以及历史上东巴教与殉情悲剧形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都标志着一种包容着纳西族的苦难

际遇和悲壮情怀的悲剧精神，开始凸现在东巴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它一反早期东巴古典文学中那种素朴自然、清新明快的情调，集纳西

族生活中的至哀至情于一体，着力反映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因种种社会矛盾冲突所铸成的悲剧，使东巴文学在悲声哀韵中生发出更加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颇富悲剧艺术精神的殉情文学传统，并对后世的纳西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鲁般鲁饶》在民间也有口头流传，但多为零碎片断；东巴经本虽最为完整，但在不同经卷中，情节多有出入，故现存多种异文。

《鲁般鲁饶》的题意直译为"牧儿牧女迁徙下来"，所以又译作《牧儿牧女迁徙记》。作品的情节梗概是： 

  在高山牧场上，有一群男女青年（有的本子是牧奴）在放牧，他们搭起帐蓬，吹着笛子，弹着口弦，相亲相爱。在坝子里的父母们

（有的本子是牧主），担心他们在牧场惹出是非，叫牧儿牧女们迁徙下来，但青年们不愿下来。一次又一次去接，也没能接下来。父母

们（牧主）怕他们逃跑远游，就筑起了重重石墙。一天，青年们丢了一只羊子，寻找时无意发现一棵珠宝神树，就取用树上的宝贝互相

打扮，相约远游。他们推倒石墙，架桥过河，迁逃而去。朱古羽勒排半路被父母喊回去，和心上人康美久咪姬活生生分开。久咪姑娘几

次托鹦鹉捎口信，叫羽勒排来娶她，却只得到羽勒排父母的诅咒。她久等不见情郎，失望之极，仿佛听见殉情女神的召唤，就到十二岩

子坡吊死了。等到羽勒排前来，为时已晚。他于是烧起松柏火，与心上人一道殉情。  

  由上可见，《鲁般鲁饶》的前半部有着浓厚的游牧迁徙生活的气息，神话色彩也比较浓。作品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特征主要是

部落迁徙、农牧并重，家长奴隶制下出现了相当于奴隶主的"豪酋"，也揭示了牧奴被严酷受制与集体逃跑的社会现实。但作品的后半部

分，又有比较典型的封建社会的特征，如婚姻由父母作主的观念、门阀观念、贞操观念等。故而，由此看来，作品产生的时代虽尚难定

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属于东巴文学中较后期的作品，雏型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唐、宋两代），而最后完善定型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初

期（以元代为标志）。 

  《鲁般鲁饶》是纳西族殉情悲剧的第一悲歌，也是纳西族殉情文学中的绝唱之作。从悲剧的审美意义来看，作品首先以人生、人性

中美好理想和纯真爱情的横遭践踏和毁灭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同时它暗示了历史更迭之中突变的社会制度与纳西本土沿传已久的传统习

俗的尖锐冲突；抨击了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家长制礼教和阶级压迫的残酷和黑暗；反映出纳西青年为摆脱婚姻桎梏而进行的自发斗争

和不屈反抗。纳西青年的爱情悲剧导源于当时社会的婚姻现实：男女青年在婚前可以自由恋爱但却没有缔结婚姻的自由。尤其是1253年

纳西族归附元朝，随着中央集权在纳西地区封建统治的开始，"孩童订婚"、"指腹为婚"等封建礼俗被强行推广于纳西社会；以钟情重

义、自由浪漫而著称的纳西青年于是以死殉情，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与现存社会扼杀人性的制度进行抗争。作品以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

咪姬的命运集中地反映了普遍存在于纳西社会的爱情悲剧，以高度浓缩的艺术力量提炼和升华了生活悲剧中的惨痛事件，并通过主人公

以青春生命的凄厉毁灭来殉爱情理想的这一不可逆转的结局达到了悲剧的高潮，从而撼动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无尽的哀怜与同情，起

到?quot;以眼泪来净化人的灵魂"的强烈感染作用。作品所展现的悲剧冲突，是生命的、思想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搏斗，不可避免，不

容退让；这一悲剧性冲突直接导向爱之凄惨、生之困顿的苦难与毁灭，直接引起主体或他人灵魂的痛苦情绪，从而产生出惊心动魄、神



伤心碎的震撼效果，这便是长诗所具有的悲剧魅力。  

  《鲁般鲁饶》开纳西族殉情悲剧文学的先河，同时也是东巴文化悲剧艺术的代表作。作为悲剧文学，其表层是爱情与现实的冲突，

深层是纯真的人情、人性与社会制度的冲突，其底蕴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冲突。作品在传写悲剧冲突、塑造悲剧人物、描写悲剧环

境这些核心环节上都成功地体现了东巴悲剧美学的基本特征 。 

  从作品所塑造的悲剧性人物来看，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咪姬的情死，是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为了抗拒社会现实的摧残而陷

入无从选择、举步维艰的境地中的必然结局。尤其是作品塑造的康美久咪姬这一亭亭玉立、纯洁善良、痴情执着的女性悲剧形象，在东

巴文学乃至纳西文学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在她身上呈现出一种与早期东巴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所不同的审美情调。在东巴史诗、东巴

神话等大批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大都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多是刚强有力、活泼任性、有谋有勇的巾国英雄风范 ；而康

美久咪姬则是在凄风苦雨中深受社会重压的苦难女性，命途多乖的她，纯真、柔弱、细腻、含悲咽泪、多愁善感，这些品性气质凝聚为

一种动人怜惜的柔秀之美，这与当时纳西青年妇女所面临的与包办婚姻俱来的丧失独立自主和合法权力的不幸命运是交相符合的。从

此，这种审美特征就突出地表现在后来产生的《游悲》等一大批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文学作品中 ，形成与作品题材十分吻

合的一种风格情调；以悲戚人，以抒情见怀，愁肠百结，哀情不尽的基调深深渗入到了纳西文学中。这种审美感受与早期东巴文学迥然

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长诗所传写的纳西族古代社会特殊而典型的殉情风习，尤其是诗中对殉情者的理想乐园──"十二岩子坡"即后世演

变成的"巫鲁游翠阁"（玉龙第三国）那令人心驰神往而又极富感召力的摹绘，以及东巴教以规模宏大、精心铺陈的祭风仪式超荐殉情者

奔赴人生彼岸，都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因果链，对纳西族社会愈演愈烈的殉情悲剧也有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纳西青年男女殉情现象，至明

清之交急剧蔓延为自杀率颇高的社会问题，这在汉文史志中也有详细记载："滚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的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合有

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新冠服，登悬岩之巅，尽日唱酬，饱餐酒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滚岩

下，至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固所愿也。"（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故而明清以降，纳西民间也以青年男女追求彼岸中的爱情理想而

殉情为创作题材，以《鲁般鲁饶》为殉情文学的创作范式，这样便出现了很多反映殉情的文学作品。可以说《鲁般鲁饶》对后期出现的

口承叙事长诗如《游悲》、《逃到好地方》等作品，乃至对当代作家文学中取材于纳西殉情悲剧的长篇小说，在题材类型、主题思想、

悲剧精神、语言风格、叙事程式、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东巴绘画艺术中也出现了很多反映殉情悲剧的题材；文

学艺术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鲁般鲁饶》对纳西社会直到解放前夕仍延续着高发率的殉情自杀问题有着相当的影响，民国

元年，地方政府曾明令禁止东巴吟唱这部悲剧长诗和举行祭风仪式。一首长吁喟叹的悲歌，在长久的流传中竟然能触动无数青年男女去

殉情，这里固然有其历史根源，有其宗教信仰、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文化特质等多种因素融合形成的原因，但作品本身的悲剧艺术魅

力对殉情青年的由彼及此、以他推己的联想、触发并被强烈感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

应充分关注的问题。 

  这部长诗于1939年被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译成英文后 ，也在国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从本世纪初叶直到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

一直在对这个千年殉情之谜作各个角度的深层研究，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见解 。美国学者赵省华认为："自从在一个古代民间故事中提到

一对情人为逃避父母包办婚姻和逃往殉情精灵居住的神秘之地而殉情之后，殉情成为一种仿效式的行为。关于开美久命金（即康美久咪

姬）殉情的神话悲剧性地成为殉情行为的"剧本"，使后世的男女青年在相类似的情境中仿效故事主人公而殉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殉情

悲剧可以理解为纳西本土文化对文化融合和性别角色转变的反抗。" 国内学者则多从社会现实的黑暗、婚姻形式的历史过渡、父权制与

母权制的斗争和交替、东巴教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淡化现实社会矛盾等角度对这部悲剧长诗加以探究，其中对《鲁般鲁饶》所附着的

消极社会功能也有涉及 。由上所述，可见作品深隐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说明作为一部十分特殊的东巴经悲剧叙事长

诗，《鲁般鲁饶》在纳西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已不容忽略，作品边缘性的交叉研究也正在走向深入。 

文章来源：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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