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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十二奴局》是一部在哈尼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创世史诗，也是哈尼族人民长期集体创作的长篇巨著。它以哈尼族传统说唱"哈巴"为传

演型式，在哈尼族各支系均有流传，尤以云南红河南岸哀牢山哈尼族主要聚居区的元阳、红河、金平等地的唱本较为系统而完整。"奴

局"是哈尼语，相当于汉族文体中的"篇"、"章"或汉族曲艺中的曲目。"十二奴局"即十二路歌的意思。即是说，史诗的演唱内容从大体

上被划分为"十二奴局"，涉及到哈尼族先民对于宇宙自然、人类发展、族群历史、历法计算、四时节令、农事活动等等方面的认识和理

解。一?quot;奴局"之内又包含若干个有联系而又可以独立存在和演唱内容，也就是哈尼民间说法"十二奴局，七十二个哈巴"的由

来。"十二奴局"之间没有严格的先后秩序，常常是根据不同场合（多为节庆和重大的祭典）和需要选唱其中有关的部分。每个部分既可

独立存在，又可连接起来演唱，总称为"十二奴局"。  

一、开天辟地 

    远古的时候，天地混沌不分，造天的神朱比阿龙在属龙的那天，把天一片一片辟出来；造地的神朱比拉沙，把地一块一块开

出来。由于天造得高高低低不整齐，地造得坑坑洼洼不平坦，他们借来天神莫米的金耙、银耙和黄牛、水牛，把天地耙平了。又

用金子做太阳，玉石做月亮，银子做星星，使黑暗的天地有了光亮。天上的龙俄求与地上的动物卑甲阿玛为争霸天地而战争，俄

求呼出的气成云雾，卑甲阿玛呼出的气成山风，它们的吼声成雷鸣，汗水成雨点，战刀碰出的火花变成闪电。  

    天神莫米从天上派下两个人种，男的叫依沙然哈，女的叫依莫然玛，只有一只独眼。他们结成夫妻，生下一个葫芦团，划开

后出来七十七种独眼人……。莫米换了代新人种，长着两只眼睛在膝盖上……；莫米又换来人种，一代又一代，直到生出两只眼

睛长在鼻子上的人。依沙然哈撒兽种，依莫然玛撒鸟种；兽种变成螃蟹，螃蟹进水抱蛋，抱出七十七种走兽；鸟种变成蝙蝠，大

风把蝙蝠吹碎，变成七十七种飞鸟……。他们又接着撒草种和树种；草种变成谷子，谷子变出七十七种粮食；树种变成大树，果

子被鸟啄破，变成七十七种树木。鹌鹑划出地界，戛卡（动物名）辟出大路，欧卡（动物）开出水沟，螃蟹分出水，鸭子引出

水，喝泽美膀（动物）造出田来，阿妣仰遮把寨子建起来，欧巴、欧牛取寨名，遮依遮车挖出水井，欧比吉莫、龙冲牛斗管水

井，可阿、可遮盖房子，收洛阿秋燃火种……万物皆有，神人相安。  

二、天翻地覆 

    天地之间没有柱子撑着，天坍了下来，地翻了上来，洪水泛滥。世上幸存下来的只有躲在大葫芦里莫鲁和沙崩两兄妹。兄妹

俩从毒蛇口下救出小鹰，老鹰报恩把他们从悬崖的大松树上背着飞到了地面上。兄妹分头去找人，一个人也找不到。通过水中测

树叶、山上滚石头、问天神等占卜验婚，兄妹结成一家传人种。他们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长大后分了家，大哥住高

山，后来与大女儿成婚；二哥住山腰，后来与二女儿成婚；小弟在平坝，后了与三女儿成婚，人类一代一代繁衍发展开来。天神

莫托库鲁舍派来阿朗和阿汪两位神主，在天地之间立起金银铜铁四根柱子，并用金银铜铁锁锁住天地，两位神主向万物、动物和

人类打木刻发誓，永远不让天坍下来。不让地翻过来。  

三、杀鱼取种 

    洪水把草木五谷冲走了，人们祈求天神莫米给种子。莫米告诉人们种子被大鱼吃进肚子里了。九个姑娘找来葛藤，撕出葛麻

纺成线，经过千辛万苦织出了鱼网；十个伙子到四方赶街，历经曲折，找来铅巴来坠好鱼网，撒了三回鱼网，打起大鱼。人们经

过多次失败，最后才把大鱼杀死，从鱼肚中取出各种各样的种籽，世上又有了谷子、荞子、高粱、棉花、包谷、黄豆、南瓜、

麻、树种和草种。 



四、砍树计日 

    在烘阿宗娘的地方，小姑娘尖收因不堪九个哥哥的欺压，离家出走，四处讨饭。来到阿姆山时，她的拄棍突然变成一棵大青

树，遮住了天、盖住了地，从此分不出白昼与黑夜，尖收倒地变成?quot;哒嘟哒"鸟。世上的人派出百兽到树顶寻找日月，猴子

一去贪玩不返，松鼠一去被太阳迷住不回，野鸡一去被美景迷住不返，蝙蝠一去被太阳刺瞎了眼回不来，燕子去而归来却说不清

实情，蜜蜂去了回来，向人们献出个巧计：树叶挡住了日月，用箭射穿树叶便能见光明。神射手阿戛拉开弩弓，射下一张牛皮大

的树叶，人们只见到一线阳光。哈尼、彝家、汉人、傣家一起商议，砍倒大树见日月。可是不论怎样砍，大树落下的刀口第二日

又复原。后来一个傣家人留下守工具，半夜听见守林的鬼神在议论，原来不抹鸡屎砍不倒大树。这样人们知道了大树不倒的秘

密，便顺利地砍倒了大树。大树共有十二杈，一年就定为十二个月；每一杈有三十根树枝，一个月就定为三十天；每根树枝上有

三百六十片叶子，一年就定为三百六十天。  

五、火的起源 

    ……人类从岩洞中搬到森林里居住后，马鹿麂子整天被人撵得不停脚，便向天神莫米告状。天神被吵得发了怒，立即丢下几

颗巨大的火雷使森林着了火。人们撕碎烧熟的麂鹿脚一吃，倍感味美，便向莫米求火种，可天神不给。哈尼族先祖锐腿雷领着族

人从山上滚巨石撵跑上山的麂鹿时，发现了石头摩擦能起火，便留下了火种。莫米因人们打得猎物不献祭而降下大水浇灭了火

种，人们献祭后，莫米便叫人们今后要守规矩，下功夫去找火种。后来锐腿雷又从一篷绒草上发现了天神赐给的火种。人们把火

草带回到石洞中收藏起来。  

六、三种能人 

     遥远的天边有三棵白、红、花的大树，树上分别开着三朵花，三朵花里有三个神奇的蛋。人们请太阳和月亮来抱蛋，过了

九十天，三个蛋里出来三种能人：头人、贝玛和工匠……。然后分别讲述了头人不同的管职，工匠不同的制作和祭司贝玛的各种

职事。 

七、建寨定居 

     远古的哈尼师厄地方，觉麻、觉车和觉冲三兄弟住在云雾腾腾的森林里，为野兽和毒虫所扰不能安居，便离开去寻找传说

中富饶的土地。走了两个九天九夜，来到一个好地方选址安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在山上挑选出最好的树木，在山坡上找到黄

生生的茅草，在箐沟中割到牢牢的藤子，在山上找到俏生生的竹子，然后，又找到打土基的红土、选好牢固的地基，择好佳日立

柱，盖起了新房，立三个石头当锅庄石。灰兰兰的炊烟升上天，引来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里安寨。人们在寨边找到一眼清澈的龙

潭，便砌成水井，用红公鸡祭献天地，让天神地神保护龙潭。  

八、生儿育女 

    天上有滴红通通的血，忽然掉在大地上，粘在拱土的猪身上；狗去咬猪时又粘在了狗的身上；女人去打狗时又粘到女人的身

上。这天上的血是人要发展兴旺的血。血在女人身上开花后，怀胎九月便生下了孩子。生育的人家煮糯米饭送给寨里的长老乡

亲，杀鸡给新生儿取名，儿子的名要连父亲的名。孩子象小山雀一样会叫了，象小瓦雀样会说了，象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地长高

了。  

九、祖先迁徙 

     "哈尼人最先住在哪个地方？后来为哪样又要搬迁？前前后后在哪些地方栽过磨秋桩？是哪个祖先，给我们找到了这可爱的

山乡？"哈尼先民最早居住在一片金子般的大江畔，因异族人的侵侮、洪水等自然灾害及哈尼与异族联姻后为争夺土地和财富而

起的纷争等原因，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其路线是诺玛阿美（古地名，据传是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附近）─?quot;洪

阿"（据传今昆明）坝子，──窝你（即今开远）──勒昂（即今建水）---腊萨（即今元江）──额咪（水尾的意思，指今红河

口）──南洼（在今元江县境）──江外（指红河南岸）──米尼坎（即今红河县境），就此定居下来。 

十、孝敬父母 

    哈尼人时时都在牢记父母养育儿女的恩德："不象摘多衣果一样容易，不象撒荞子地一样省力；花费的心血象流水一样多，



使出的力气称难称。"哈尼人代代都深谙："爸妈的恩情重如山，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对自己的爸妈，要尽力服侍孝敬到底。" 

十一、觉车赶街 

    觉麻三兄弟建麻密寨后，到各地去赶街。街市上的民间贸易一片繁荣、人声鼎沸。最先建街的是觉车，最早建起来的是烘阿

欧德额里街，最热闹的是汉人地方的斗楚街，以及觉车转遍了各个地方后，在世间建起七十七个街子…… 

十二．四季生产 

    从冬月一直到过"十月年"，日月更迭，自然枯荣。随着大自然的春生秋藏，动植物的变化，岁时节气每至时，哈尼人都在进

行着相应的生产、农事活动，出现各种风俗仪礼。如三月栽秧，四月"仰阿娜"（农歇仪礼）后蓐秧，五月" 扎"（打磨秋），六

月祭谷神，七月吃新谷，八月祭守谷仓的谷神，九月耘田挖土，十月过年、祈天神地祗和寨神福佑等等。 

    《十二奴局》是历史的产物、劳动的产物、生活的产物，更是人类语言的产物、思维的产物。它毫不逊色地充当了历史的伴侣和时

代的镜子，艺术地反映了哈尼族人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生动地再现了哈尼族先民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

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史诗融幻想与现实为一炉，集哲理与想象为一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瑰丽诗篇。总之，《十

二奴局》作为一种释源思维的艺术产物，以神话的方式，解释了开天辟地、日月沉浮、洪水滔天、兄妹传人、磨石取火、杀鱼取种、战

争迁徙、安寨定居、猎渔牧耕等等的由来和衍成。这一系列由人类童年时代所具有的幻想所构成的神话诗篇，情节离奇，色彩斑斓，具

有无穷的魅力。《十二奴局》的异文本较多，又名《窝果策尼果》。本书引例为哈尼族歌手张牛朗、白祖博等演唱，赵官禄、郭纯礼等

搜集整理的新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有朱小和演唱、史军超等搜集整理的《十二奴局》，载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

民间文学选集》第一集；还有刘辉豪、白章富搜集整理的《奥色密色》。 

【异文】《奥色密色》 

    哈尼族创世史诗《奥色密色》虽是《十二奴局》的异文本，但在内容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全诗由造天造地、人类起源、兄妹成亲、

民族迁徙、分年月日、安家六部分组成。 

    远古的时候为了开天辟地，天王派九人造地，派三人造天。他们杀翻了一头山大的龙牛，牛皮变天，牛肉变地，左眼变太阳，右眼

变月亮，牛牙变星星，牛骨造梯田，牛角做打雷工具，牛毛变树木花草，牛泪变雨，牛舌做闪电，牛血变江河，牛肚成龙潭，牛肺做雾

露，牛心做地心，牛死时吼声成雷，喘气成风……。 

    宇宙形成以后，天神塔婆生百人，天神模米生千人。原来，天神吃了"怀胎水"，浑身上下都生人：皇帝从头生，丞相从肩生（此系

史诗中较为晚出的内容）；铁匠从手腕生，贝玛从脊生；傣族从脚趾生，因此住在江河边，他们学着水声说话，发出的声音象流水声；

瑶族从鬓发生，因此住在森林里，最爱砍树，说话声音象树倒的声响；彝族从手臂生，因此住在半山腰，常常放火烧山，说话声音象树

枝燃烧的响声；哈尼人从肚皮中间生，也住在半山腰；苗族从髀骨生，则住在大山石岩洞中…… 

此据刘辉豪、白章富搜集整理本，载于《山茶》1980：3。 

《窝果策尼果》 

    《窝果策尼果》意为"古歌十二路"，共24000余行。实则也是《十二奴局》的异文本，但在情节和结构上又与后者有所不同。全诗

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总题为〈烟本霍本〉，即〈神的古今〉，共十二章；第二部分总题为〈窝本霍本〉，即〈人的古今〉，也有十

二章。主要内容是：  

一、神的古今 

    

    太古之初，由大雾形成了大海，海中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鱼（金鱼娘），它扇动鱼鳍，扇出了天神、地神、日神、月神、人神

和海神等七对神，分掌天地日月海洋和人类，最高天神俄玛生出万神，万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然而万物虽存在，但缺乏生机，于

是杀神牛补其不足。神牛尸解生万物：头为天，肉为地，皮为地表；左眼为月亮，右眼为太阳；上门牙为北斗星和启明星，下门

牙为火镰和火石；牛血为沼泽，舌头为闪电，耳膜为所有动物的听觉，牛嘴为所有动物的嘴；小肠为银河，大肠头为称天地的秤

杆，牛心为秤砣……  

二、人的古今 



 

    

    大鱼在造天、地之后，把身子一摆，从脊背里送出一对人种，这对人种又生了二十一个娃娃，其中老大是虎，老二是鹰，老

三是龙，其他九对是人。诸神要为大地创造各种生命，便四处寻找，终于发现在一条大鱼腹中藏有各种生命。于是，便织捕鱼

网、制作捕鱼工具，捕捉到了这条大鱼。诸神剖开大鱼，先找到了人种，接着又找到了五谷种子。 

    人和牲畜、庄稼都有了，祖先们从雷击起火而掌握用火，又从动物飞禽学会采集果实，围猎野兽，并开田种谷，安寨定居。

后来天地之神发生纷争，天神以七个太阳七个月亮照耀大地，大地被晒得如同蜂腊般流淌；地神发洪水淹没天庭，人类几乎灭

绝，幸存的一对兄妹只好成婚并繁衍出七十二种人，后来成为各民族的祖先。洪水泛滥后，大地上的人类和万物均被洪水冲走。

人们便向天神要谷种，天神告诉人们谷种在大鱼腹中。于是人们又捕捉到了大鱼，杀鱼取出种子。后来，大地上人烟越来越稠

密，各种礼仪习俗也兴起了。  

    《窝果策尼果》表现了哈尼族先民对大自然、人类自身及历史演化的朴素的认识，同时几乎涉及了哈尼族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

生产劳动、宗教祭典、文学艺术、道德法规、婚丧嫁娶、吃穿住行等等，因而史诗可被视为哈尼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参见吴肃民、

莫福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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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南方民族文学的相关文章

· 活跃在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的彝族作家

· 当代诗歌民族化的思考

· [马学良]彝文访古录追记

· [马学良]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 [阿库乌雾]跨文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汉语

作者巴莫曲布嫫的相关文章

· 芬兰口传文学资料档案库 

· [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过程

·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

· 特别会议商讨保护“非遗”国际细则

· 民俗志表述范式的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