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专题频道 → 中国史诗 → 南方史诗 → 创世史诗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

发布日期：2003-01-14  作者：巴莫曲布嫫 编撰

【打印文章】

    题意为"神王开创世界"，全诗长15000余行，是傣族"五大诗王"之一。据考证，《巴塔麻嘎捧尚罗》产生于公元前的傣族原始社

会，最先是原始宗教解释天地和万物来历的一种祭词，后来逐渐衍变成各种单篇的创世神话，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傣族歌手

产生之后，由于演唱的需要，又将其改变成唱词，以说唱的形式流传；佛经文字传入以后，傣族僧侣根据本民族古老的口承创世神话，

以韵文的形式，将流传在民间的各种创世神话以及歌手演唱的零星片断搜集在一起，内容包括英叭创造天地、布桑该雅该创造万物人

类、叭桑木底教会人们农耕定居等等。因此，也可将之看作是傣族僧侣们将散体流传的创世神话汇集起来，并进行加工、整理和改编而

成并收藏在佛经里的的贝叶创世史诗。全诗除序和尾声外，主要内容分为十四章。 

    天地尚未形成以前，宇宙原是一片混沌的世界，"只有烟雾在滚动，狂风在汹涌"，后来由气体、烟雾和大风聚集在一起，渐

渐凝结，渐渐孕育成了一个生命──英叭创世神。"气浪供给他生命，海水供给他血缘，"因此，"他的母亲是气团，他的父亲是

大风，大风和气团偷偷结为夫妻，他们是远古时代众神之源。"而他们的"后代"英叭则是"众神的始祖"，是"开创天地万物的

神"。 

    英叭神诞生后，"整日腾云驾雾，去来无踪"。 此时的世界只有天空和大海。主宰天空的是英叭，主宰大海的则是一条巨大

的水神鱼，鱼吐出的气，成了太空里的烟雾。英叭搓下身上的污垢，与海中的泡沫和渣滓揉合在一起，经过几万年的粘结、磨

砺，终于捏成一个圆形的实体──罗宗补，即大地，并将地与天分开了。但是，这时的天地斗不稳定，也不牢固。英叭便又造了

一头"月朗宛神象"，来镇天定地，天地从此才稳固下来。英叭神开好天辟好地之后，天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地上也空荡荡

的，什么也不见。因此，英叭神又创造出各种天神来帮助自己管天管地。  

    "万物都有了，可就是没有人"，人是怎样起源呢？天上守神果园的神吃名叫"麻奴沙罗"的人果树变成了最初的人，名叫古丽

曼和古里玛；随后他俩又用泥巴拌合身上的污垢，捏出三十对泥人，并对着泥人作了七次祷告，吹了七次仙气，泥人便有了生

命，人类便开始繁衍。 

    天地、万物和人类形成后，大地一片肮脏，到处是死蛇，八方是死人，世间充满了腥气、腐气和臭味。英叭神发怒了，认为

他造的天不好，他造的地不纯，要惩罚大地，毁灭人类。于是，他把火神七兄弟召来，燃起熊熊烈火，"天被烧通了，第被烧烂

了，人类和万物都毁灭了。"因为烧通了天，大火过后，又连续不断地下起暴雨来，引起洪水泛滥，淹没了被烧焦的大地。这便

是大地受难的时代。  

    此后，"大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只有水，只有雾，一片凄凉。"重新造地补天并再造万物和人类的使命落到了

以捧玛甲和玛哈捧为首的第二代神"众捧"的肩上。诸神从天上飞到地上时，只见"被烧焦的土地，象熟透的芒果，象烤干的麂

肉。"众神个个垂涎三尺，因贪吃而失去了深深力，失去了深深性，眼前一片漆黑，众神方感到心惊胆颤，难以完成重新开创大

地的任务。 

    于是，新造物主布桑该雅该破开藏有万物种子的仙葫芦，将万物的种子朝大地抛撒，顿时大地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第二代



 

的人类也是从仙葫芦中出来的。而谷种来自天上，落到地面时，老鼠和麻雀先得到，吃下肚后又 出来，掉在树脚下又发出嫩

芽。后来才被人类发现，移种在河边，才归人所有。人类虽然找到了谷种，但仍然很苦恼，很忧虑。因为天底下的大地仍很混

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冷，什么时候会热，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这样，万物都难以生存。于是，创世神只得派一位天

神来为人间制定年月日和季节。创世主最初派来的这位天神骄横而又贪婪，没有完成创世主交给他的任务，而被英叭神革去了神

职。另一位天神下到世上后，才完成制定年月日和季节的使命。  

    帕雅桑木底原是天上的神，名叫嘎古纳。由于人间不太平，天神便派他下界来做人类的首领。他带领着先民开始建寨造屋、

驯养动物，制作陶器，并定制婚配制度与土地分配制度，人类开始兴旺起来。帕雅桑木底是一位智者，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想

得出，他先后发明锄头、犁头、碗、锅、筷等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创造了制作陶器的工艺。帕雅桑木底还是盖房建寨的创

始人，那时人类兴旺，土洞里容纳不下，他便决心造房子。他看见下雨时，"芋叶一片片，宽大象簸箕，把雨水挡住。"于是他找

来四根木杈，搭起了棚屋；因棚屋漏雨，他又从"雨水顺着狗毛淌"得到启发，仿照狗的坐姿，盖了间草棚；但草棚进风，他并未

灰心，继续观察，从雨中凤凰的身上又找到了改进的方法?quot;掐来许多树木，做成许多柱。柱子有高有矮，又拔来茅草，仿照

凤翅膀，编了无数片草排，回想凤站立姿势，盖出一间新屋。"桑木底就这样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从芋叶房、狗棚到凤凰房，

终于摸索出了房屋建造的经验和真谛。后来，智者帕雅桑木底被傣家尊为始祖。 

    后来，世上人口繁盛，土地有限，生存又面临着危机。人们得到天神的神谕，便开始了大迁徙，经过漫长的跋涉，历尽艰

辛，最后才定居下来。 

    《巴塔麻嘎捧尚罗》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曲折地反映了古代傣族人民对宇宙万物产生的观念和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巴塔麻

嘎捧尚罗》除口头流传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缅纸手抄本流传在民间，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内容大同小异；并有贝叶经本收藏在佛寺

中。1961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搜集到两部手抄本；1980年西双版纳州民委和有关到位又陆续搜集到20多部手抄本；1986年西双

版纳州民委根据勐欣手抄本，由岩温扁翻译、万维良校译，内部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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