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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贝叶文化的繁荣给傣族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个时期，叙事长诗有了长足的的发展，涌现出大量作品。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傣族传统文学中诗歌一直是比较发达的文学样式，傣族古代文学始终由诗歌独领风骚；其次，傣族文学在民间传

承的方式主要是靠歌手赞哈的演唱，而赞哈必然要将许多故事编成有韵的唱词，这就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再者，在傣族社会社会，统

治者为了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稳定的赞哈制度，使赞哈有条件从事唱词的创作、加工、提高等工作，这也有利于叙事诗的发展；

第四，傣族文学从古代神话传说发展成后来的故事、寓言以及系列性的阿銮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提高的过程，并为叙事长诗

提供了大量题材和内容。诸上因素的交织叠合，成为叙事长诗萌长的沃土佳壤。在此选择几部初期的叙事长诗作概要的介绍： 

  勐达腊王国有三位王子，最小的一个叫召达尖。他不愿父王给自己找妻子，独自到远方区寻找爱情。沿途有许多姑娘向他求爱，即

使天神下凡变成一个仙女般的姑娘来引诱他，他都没有动心。最后他到了勐中罕，拜一对新婚夫妇为岳父母。一年后，这对夫妻生了一

只小女猫，王子则将猫抱回，并称它为"玉楠猫"（猫姑娘），要求父母为他们拴线结婚。两年后，王子携带小猫回勐中罕，途中王子在

树下睡着了，小猫跑出来抱走了正在湖里沐浴的龙女的衣裳。龙女追上它，要回了衣服，并答应它有什么困难一定帮助它。王子醒来后

带着小猫回到了家乡，在森林边盖起自己的小窝棚居住。一天这只猫变成一位漂亮的姑娘，要与王子结婚。王子说他已有了妻子，便避

开了姑娘。后了国王知道了此事，十分恼怒。提出让王子在七天之内做出一百样东西，盖好三间宫殿献给自己，否则就将王子处死。小

猫在龙女的帮助下按时替王子完成了任务。并从箩筐里变成一个俊美的姑娘，众多的侍从使女、还有大象马匹也随她走了出来，龙王也

来帮忙，变成一条大船，载着王子和猫姑娘，浩浩荡荡地向王宫驶去。国王和王后惊喜之余羞惭不已，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婚礼。婚后王

子和猫姑娘又回到她日思夜想的故乡住了两年，从此两勐因青年男女互为婚娶而成了亲戚。最后王子携妻回到勐巴腊，治国有方，百姓

过着安宁平和的生活。  

──《玉楠猫》 

  这部长诗歌颂恪守纯洁爱情的王子，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形下都不会移情别恋，正如王子所说："就是生下片叶子，我也要把它别

在腰上；就是生下只小猫，我也要嚼饭将它喂养"。至今在傣族民间还流传着"即使她是猫，也要爱到底"的谚语。这篇长诗的寓意，正

在于此。尽管故事看起来离奇荒诞，但在古代民间故事中动物变人，或人变动物却是常见的情节，仅从王子忠于猫姑娘和猫姑娘帮助丈

夫战胜国王的难题这两个基本情节而言，这部长诗似乎就有"天鹅姑娘"的故事和"难题考验"故事的影子，所以这部长诗可能是由两个以

上的古代民间故事组合而成的，而故事的结构模式又来自于阿銮故事，而这正是傣族初期叙事长诗的特点。 

 

  有一凶狠的"姆莱"（花蛇），尽抢人间美貌的女子。一次，勐密梯纳腊国的公主被花蛇王抢走，国王命臣民四处寻找，都找不到公

主的下落。为人收养的穷孤儿岩罕冷见义勇为，从蛇洞里救出过另外两个公主。这一次他又攀绳深入蛇穴，救出了勐密梯纳腊国的公

主。可是就在公主刚被拉出蛇洞时，岩罕冷的养父为她的美貌所动，又想继承王位，他便割断绳索，带着公主跑回王宫向国王邀功请

赏。公主高兴之余，决定将公主嫁给岩罕冷的养父。公主不从，对岩罕冷的境遇不胜担心。后来国王同意女儿意愿：找到岩罕冷再论婚

嫁。再说岩罕冷在蛇洞一等就是七天，也不见上面的人放下绳子。他只好往洞底走，又遇见一个被蛇王劫来的姑娘，原来她是龙王的女

儿，因蛇王用石头将通往海底的洞口堵住而无法逃生。岩罕冷用箭将洞口射开，送龙王之女回到龙宫。龙王很感激他，要招他为婿。但

岩罕冷想念勐密梯纳腊国，便告别龙女回到故乡。养父见岩罕冷回家心里十分惧怕，便骗他到山里挖山药，趁机举起锄头打死岩罕冷，

并将他埋在坑里。而这一切都被天神看得清清楚楚，天神以仙水救活了岩罕冷。他醒来后就往回走，刚到城边，便巧遇了公主。最后，

国王处死了岩罕冷的养父，接着便为公主和岩罕冷举行了盛大的拴线结婚典礼。  



──《姆莱》 

  这个故事在西双版纳广为流传，各地所传的具体情节上，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而有所变异，主人公不是流浪的穷苦人就是猎人；

因贪图王位和美貌而残害主人公的不是养父、就是奸臣或纨裤子弟；最后通过比武射箭公主才认出救她的人，等等。虽然，故事有了种

种的变异，但人被巨蟒劫走又被人救回来这一核心情节却是不变的。故事均在歌颂穷人、猎人正直善良、见义勇为的高尚品格的同时，

嘲讽、鞭笞了养父、奸臣、纨裤子弟等贪人之功者的奸诈狡猾、阴险毒辣的丑行。故事反映的是人类战胜凶猛动物的斗争，以及对斗争

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的讴歌，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带有显明的阶级社会的色彩，正是说明，这部作品是在古老的故

事情节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而进一步拓展了原故事题材的内涵含量，这也是贝叶文学创作者不断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题材范

围，加强作品的表现深度和广度的一个例子。 

  古代的勐巴拉纳王国有两个的穷苦兄弟，哥哥叫贡玛拉，弟弟叫宇塔拉瓦拉贡丽。贡玛拉九岁那年，父母便死了，七岁的弟弟一直

哭个不停。贡玛拉无奈，只好说："弟弟你莫哭了，明天哥哥到森林里捉一头七头七尾象来给你"。弟弟听了果然不哭了。谁知，这一哄

孩童的话，竟然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昏庸的国王强迫贡玛拉一定要到森林里给他找到七头七尾象，否则就要杀头。哪里有七头七尾象

呀！这可真是大灾难。贡玛拉只好流着泪离开弟弟，走进茫茫的森林，经历了千辛万苦后，他遇到一个善良的亚谢。 亚谢告诉他：七

头七尾象，产于勐遮沙瓦魔王国，你要学会高超的本领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得到这宝物。于是贡玛拉跟亚谢学会各种高超的法术本事，便

前往魔王国。勐遮沙瓦的魔王不仅有七头七尾象，还有一个金光灿灿的荷花姑娘。魔王见贡玛拉长得十分英俊，又有高强本领，十分喜

欢，便将荷花姑娘许配给他，希望他永远住在勐遮沙瓦国。但贡玛拉想念弟弟和亲人，决心要带上七头七尾象返回勐巴拉纳西。魔王认

为他很懂得兄弟的骨肉之情，便答应了他的要求，送给他许多宝贝，让他骑着七头七尾象回到了故乡。勐巴拉纳西的国王听说贡玛拉找

到了七头七尾象，很想出宫来看一看，谁知他帕贡玛拉报复，心神不定，一离开王位便摔死了。满城的文武官员见贡玛拉本领十分高

强，便请求他做了勐巴拉纳西的国王。  

──《七头七尾象》 

  这部长诗是傣族地区流传最广的阿銮故事之一，充满着奇异的神话色彩，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上傣族社会的阶级矛盾，表现了人们盼

望贤明君主的美好愿望。 

  塔答光沙的国王和王后都死了，国家便由公主楠蒂依继承了王维。她嫁了无数丈夫，但每个丈夫都没过七天就死了，她便成个寡妇

国王。这时，有个出门远行去学本领的年轻人叫马利占经过这个国家，就自荐愿意当国王。大臣们同意了，便为他与楠蒂依举行了隆重

的婚礼。可是一连五天马利占都没有与楠蒂依同床。他躲在王后的卧室里观察，却见一条巨龙爬进屋来，然后变成人与楠蒂依同床。他

方明白原来楠蒂依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条巨龙害死的。他便决心要杀死这条巨龙。几日后，马利占选了四个卫士砍来一节芭蕉树，按他的

模样做成人形，再用牛皮裹起来，并备好锋锐的利剑。深夜，楠蒂依睡着了，他便把芭蕉人抬进屋来，放在另一张床上，用被子盖好，

自己躲到角落里。巨龙进屋后，果然张开血口向芭蕉人咬去，它的长牙刺进芭蕉树里一下拔不出来，马利占趁机举剑朝巨龙砍去。楠蒂

依见巨龙被杀十分痛苦。次日，她悄悄让四个侍女把被丢出去的巨龙的皮剥回来，缝在褥垫上，从此便与马利占结下不同戴天之仇。一

天，她对马利占说，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便出了两句秘话让马利占猜，如猜对了，马利占便可杀她的头，才错了马利占就得让她

取头。一句是"拉戛耶达业托"，一句是"拉戛耶达同芍"，限他七天之内回答。就在马利占怎么也猜不出来之际，来看望他的父母正在前

往勐塔答光沙国的路上，途中他们在一棵大青树下休息，马利占的母亲在无意间听见两只乌鸦正在议论楠蒂依给马利占出的那两句秘

话，原来公乌鸦知道其中的意思，第一句话是说出一百块钱，叫四个人去剥龙皮；第二句话是说，出一千块钱，要四个人去做皮被褥。

进了宫，马利占一见父母便抱头痛哭，他妈妈便把乌鸦的对话告诉了他。第七天到了，楠蒂依把自己梳洗打扮一番后就去找马利占，以

为报仇的时候到了。那知马利占破了她的秘话，她吃惊之余无可奈何地说："你把我杀了吧"。马利占痛骂了她一顿后说，我不象你那样

心毒手狠，不想杀你，也你想见到你，你快离开这里吧！楠蒂依并不就此罢休，她叫人去找来把守城门的"布洁"（小头人），对他说，

你若敢把你的妻女杀掉，我封你做大臣，还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布洁开始答应了。拿了她的刀回家，但最终他还是不忍心杀自己的

妻女，又把长刀送还给楠蒂依。鸡鸣三遍后，楠蒂依又叫人找来布洁的妻子，对她说，若你把你的丈夫和女儿杀了，我就把王后之位让

给你。这老婆子答应了，并且真的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楠蒂依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大胆的人，现在你把我杀了，你才能继承王后

之位，我的所有财产才能归你……没等楠蒂依的话说完，她就一刀把楠蒂依杀了，然后换上楠蒂依的衣裳和首饰，坐在楠蒂依的位置

上，亦为自己已当上了王后。这事被马利占知道后，他说："这样的女人，我们不能把她留在世上。"最后马利占把布洁的老婆处死了。  



──《马利占杀龙》 

  《马利占杀龙》显然是根据古老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叙事长诗，故事情节与十世纪英国史诗《裴欧沃夫》有相似之处。马利占用

智慧和计谋杀死了巨龙，也使淫荡的楠蒂依落得悲惨的下场。如果说《裴欧沃夫》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氏族社会末期母权向男权过渡时

的社会生活来反映"中世纪的黑暗"；那么《马利占杀龙》却是利用古老的题材，表现的是傣族家长制奴隶社会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思

想，特别是对妇女的观念。作品将母系社会的没落放到奴隶制的"国家"政权的背景上去写，马利占已经是奴隶制家长的形象，而不是最

初男权制度的代表人物。  

  从上面所介绍的为数很少的几部作品中，我们看到傣族贝叶文学中初期的叙事长诗，主要是从古代的神话传说、阿銮故事以及佛经

文学中的有关题材发展而成的。这一时期所产生叙事长诗还有《叭惟先塔腊》、《九颗珍珠》、《阿銮莫协罕》、《三牙象》、《楠京

布》、《阿銮拟罕》、《红宝石》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容比较单纯，情节并不十分复杂，人物个性显示得还不够充分，篇幅也

不算太长，在内容、人物、场景、结构等方面，还没有后来的叙事长诗那样的丰富、复杂和恢宏。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傣族人民所喜

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并且为后来出现的长篇巨制的叙事诗"五大诗王"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些作品在傣族文学史占有重要

的位置。 

  最后，我们简略地叙述一下小乘佛教对贝叶叙事诗的影响。 

  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的贝叶文学，不论是阿銮故事，还是叙事长诗，在内容和主题上，自始至终贯穿着

佛教教义和理念。如众多阿銮故事更是来自印度的《佛本生经》，受到佛教文学的深刻影响，阿銮诗体作品中宗教色彩很浓的叙事诗就

有《帕罕》、《古罕》、《马利占杀龙》、《三眼阿銮》、《金岩羊阿銮》、《叭惟先塔腊》等等，故事中充满了佛教的说教。可以说

佛教的精神诸如超尘出世、博爱和平、修善积德、忍辱负重、顿悟涅 ，影响着作品的主题思想、影响着人物塑造，也同样影响着故事

情节。就贝叶叙事诗而言，至少表现在作品的创作题材、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乃至诗歌意象及描写比喻等各方面，都浸润着佛经文学

的思想和精神。如长诗《叭惟先塔腊》，叙说一个国王为了成佛，把自己的金银财宝、象骑马车都赕给了佛，而且最后连自己的妻子儿

子也统统献给佛。这个故事明显是从佛经中转化过来的，它与印度《菩萨本生经》中的《太子须大拏》中的太子乐善好施，不仅把宫中

的各种财宝广施于众，而且在遭到放逐的途中又把自己的两个儿女也布施出去的故事何其相似！从形式上看，阿銮作品的体裁，也同样

是受到佛经影响的结果。凡是阿銮的故事都是用韵文形式写成的，每部故事的开头总有一段佛主转世的前言，而后才开始进入正文。佛

教采用这种韵文形式是为了传经布教，这也是佛经文学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影响时所说："佛经

故事的情节和气质进入叙事长诗，立即象酵母一般使之由平淡进入离奇，由朴素兼有华贵，由短小跻为宏篇" 总之，小乘佛教以其独特

的传说故事、人物形象、生活内容、思维方式和观念学说，为贝叶文学开辟了许多新视角、新内容，佛教对贝叶文学创作的引发和建构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消极的作用，此不逞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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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实文化语境看《草根的力量》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定二元对立吗？ 

·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新书座谈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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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