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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头传统到文字书写：《学典鲁典》的

搜集整理与拉祜族的文化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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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在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中，如何以口头传统为依据，客观、科学地呈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与地方

性，是民族文学搜集整理中的重要问题。 《学典鲁典》是拉祜族创世史诗 《牡帕密帕》的地方性文本，

被称为拉祜族的诗歌总纲。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可以发现，拉祜族在民族林立的西南边疆社会的历史中不

断繁衍生息、迁徙发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维系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高度体

现了拉祜族的文化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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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本身，存

在着一个寻求自身文化本质内在性与规定性的问

题，即学界所讨论的文化自性。自性，源自佛教用

语，意谓本来就有、本自具足的光明智性，亦可引

申为文化传统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是其所是的依

据。费孝通先生认为，对文化传统明白其来历、形

成过程以及在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知道持有该

种文化者社会行动的依据。［１］周瑾认为，文化自觉

是对文化自性的自觉，是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

知和自我确立，文化自性是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它

在历史的发展中依据某些价值逐渐沉淀而来，是持

有该种文化者社会行动的依据。［２］在民族文献的搜

集整理中，如何以口头传统为依据，客观、科学地

呈现民族文化的本源性与地方性，是民族文学搜集



整理中的重要问题。

《牡帕密帕》是拉祜族的创世史诗，也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以诗性的语言呈现

了拉祜族关于宇宙创生、天地形成、四时运行、色

味产生、人类起源、规范制作、民族分化等现象的

解释，是拉祜族的百科全书；也是解开拉祜族经

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奥秘的金钥匙。

自１９７８年刘辉豪在 《边疆文艺》上发表汉文版的

《牡帕密帕》以来，《牡帕密帕》的搜集整理成了

拉祜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推手，其影响早已超出民族

文学的范畴。目前，学界对于 《牡帕密帕》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依据已发行的文本对拉祜族的文化自

性进行解读，而对于 《牡帕密帕》的文本制作过

程却少有关注。

《学典鲁典》是拉祜族学者胡扎克、彭华根据

澜沧县竹塘乡老炭山村流传的 《牡帕密帕》整理

而成的拉祜文文本，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１９９１年
出版。因为缺少汉语的翻译文本，该书出版后一直

未引起学界的重视。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７月，
笔者在胡扎克出生和生活的澜沧县竹塘乡老炭山小

帮婆村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该文献体现了强烈的民

族性、地方性与文学性。本文基于对 《学典鲁典》

文本制作过程的田野调查，剖析文本制作者对文本

背后拉祜族社会深层结构的理解，以及村落社会精

英与普通民众应用 《牡帕密帕》的文本进行文化

创作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 《学点鲁典》的搜

集整理对民族文学搜集整理的借鉴意义。

二、《牡帕密帕》在小帮婆村的传承与发展

小帮婆村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竹塘乡老炭山行政村，位于竹塘乡西边，距离老

炭山村民委员会 ５ｋｍ，距离竹塘乡 １２ｋｍ。海拔
１４６０ｍ，属山区。有村民４３户１６８人，全部是拉
祜族。村民用夫妻联名制度记录自己的家族历史。

根据村民讲述，小帮婆村是从牡缅密缅 （今临沧

市）迁徙而来的，至今已有十三代人。迁徙到小

帮婆村的先祖叫 “百加爸”，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

人，是一个像天神厄莎一样的神人。他住在小帮婆

时，早上吃了早饭，可以到距小帮婆村两百公里的

牡缅密缅种田，晚上还赶得回来吃晚饭。盖一间房

子用的梁柱，他挑一挑就够了。百家爸还是一个通

晓拉祜族古歌古礼的 “大摩巴”①，今天小帮婆村

流传有 《牡帕密帕》 《索?鲁?》 《宗巴命巴》

《页尼阿》《哈空》《波嗲细嗲》《根古》《科角科

魔》等古歌 ２０余种，大多都是从百加爸传下来
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牡缅密缅直接传来的。

当时有很多拉祜族先民从牡缅密缅出来，

在糯各山 （今木戛乡境内）分开，其他人继

续往南去了缅甸、泰国。百加爸、糯弄爸、五

怪爸、八路爸留在中国，其中糯弄爸在竹塘大

塘子，八路爸在竹塘乡八路村，五怪爸在酒井

老达保。百加爸迁到这里，发展出了百加一

队、二队、三队和小帮婆。白头老人的古歌，

一代一代传下来。百加爸娜缅传叠页爸，叠页

爸传户页爸，户页爸传扎迫先生，扎迫先生传

扎切娜嘎，扎切娜嘎传扎发娜骓，扎发娜骓传

切布娜啦，切布娜啦传二爸阿米和扎莫娜米，

扎莫娜米传扎倮娜努、章保娜努、胡石保、胡

扎克、李扎约，章保娜努传李文明。②

上述材料中，澜沧县竹塘乡大塘子村、酒井乡

老达保村是拉祜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牡帕密

帕》的传承基地。竹塘大塘子村的拉祜族也承认他

们先祖为糯弄爸，这反映出小帮婆所传承的古歌与

这些古歌在历史上和地缘上的联系。其中提及的百

加爸娜缅、扎切娜嘎、扎发娜骓、切布娜啦、二爸

阿米、扎莫娜米、章保娜努是村落中的夫妻联名制

度的应用，正是这种联名使小帮婆古歌的传承保留

了明晰轨迹，也使 《牡帕密帕》与本地拉祜族文化

自性的讨论有了一个客观而完整的历史背景。可惜

的是，因为年代实在久远，切布娜拉以前的传承只

剩下类似神话的只言片语。如扎迫先生，人们甚至

不记得同他联名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一辈

子喜欢唱古歌，教孩子们古根古理，一直是个健康

而幽默的人。快七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跟村

里的人说，他下午要去 “死牡密” ［ｓ３３ｍｕ５３ｍｉ３１］
（阴间）了，让村里的人别出去劳动。过了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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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将 “巫师”称为 “摩巴”，也称为 “毕摩”。大摩巴即等级较高的神职人员。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田野日记，李扎倮口述，熊开万翻译整理。



村民等得有点不耐烦，笑着问他： “你怎么还不

去？”他回答： “还早，等太阳偏西一些时候去，

这边这几天太热，我过去那边，给你们下场小雨，

再加一点点雪。”他果然在太阳偏西一些时候死

去，随后，红火辣热的下午竟然下了场小雨，还夹

了几粒雪花。扎迫先生一直被村民视为死牡密与厄

莎真实存在的证据。

在小帮婆村，传唱 《牡帕密帕》等古歌既是

老一辈拉祜族向青年们进行知识传播和教化的方

式，也是一种民间节庆的娱乐方式。一直到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过年过节的时候，村民之间，村落之
间还能看到传唱比赛的活动：将一节活的芭蕉树烧

在火中，双方轮番吟唱，在芭蕉树未烧完的情况

下，没法接上的一方为输家。小帮婆村民最津津乐

道的古歌传承故事是关于在很多次古歌传唱比赛

中，附近村落的很多歌手相约到村子比赛，最后都

没有唱赢小帮婆村民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方面体

现着小帮婆村民对 《牡帕密帕》的热衷与自信；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地方文本的特别魅力。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小帮婆培养出了很多民族文化工

作者，对 《牡帕密帕》等古歌进行了搜集整理，

取得了很多成绩。其中包括胡扎克对小帮婆的

《牡帕密帕》进行整理，以 《学典鲁典》为名出

版；胡石保所唱的 《哈空》《贺妥倮谨》等祭祀诗

已收入 《拉祜族诗歌集成》；李文明整理出版了小

帮婆的仪式歌 《页尼阿》。

改革开放以后，小帮婆村丰富的口头文献资源

越来越引起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的重视。外来的研

究者不断在村落开展田野调查，包括刘劲荣、杜杉

杉这样的知名学者。如，刘劲荣搜集整理了流传于

本寨的情歌 《科角科魔》和仪式歌 《宗巴命巴》。

２０１７年，小帮婆村成为澜沧县民族研究所民族文
学的重要采集点。

三、《学典鲁典》的内容特征

作为拉祜族民族文化本质内在性与规定性的根

本，《牡帕密帕》在各地拉祜族中均有流传，异文

亦比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整理出

版了多个 《牡帕密帕》的文本。比较重要的有研

究人员从 １９５６年开始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于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汉文本，由刘辉豪等人根据木戛乡

流传的 《牡帕密帕》搜集整理而成；云南民族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的由李文汉收集整理的拉祜文版，
该版本主要依据刘辉豪的木戛本和酒井老达保的唱

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 《拉祜族

民间诗歌集成》，其中收录了拉祜文版、汉文版的

两种文本，主要依据流传于竹塘云山村的 《牡帕

密帕》，由李常富整理而成；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拉祜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对照

本，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研究所整理，主要依

据流传于酒井乡老达保村的 《牡帕密帕》整理而

成。上述文本的内容与结构大致相同，主要讲述了

天神厄莎的诞生，以及天神创造天地、创造太阳月

亮、湖泊海洋和万物；划分季节、民族；定年节、

定亲缘等。养育扎迪娜迪和抚养第一代人，教他们

取火、打猎、造农具、盖房子、农耕、生产、制

药，等等。但各版本在叙事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体现了不同地方的民众运用口头传统对日常生活进

行解释和创作的努力。

流行于小帮婆村的 《牡帕密帕》经胡扎克搜

集与整理，用 “ｓｈａｗｒｔｉｅｄ”为书名，以拉祜文的形
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ｓｈａｗｒｔｉｅｄ读音为
［２１ｔ５３］，又称为 《学典鲁典》。在该书的拉祜文

《说明》中这样记载：

《学典鲁典》是拉祜族诗歌总纲、事理之

源。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唱调都从这里出

来。这本 《学典鲁典》，是在澜沧县竹塘乡老

炭山村小帮婆寨胡石保朋友传唱的基础上，整

合周边一两处寨子唱本的成果。其中难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请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３］

胡石保的儿子胡扎克在谈论到整合周边寨子唱

本的情况时说，主要是由胡石保与百加一队李扎

袜、百加二队李老五合唱。最后胡扎克整理时以胡

石保所唱部分为基础，加入了李扎袜、李老五的部

分唱段。关于整理过程和命名的缘由，胡扎克在给

拉祜族语言学家Ｚ某的一封书信中曾有提及：
我们拉祜族讲究凡事有根有把，我年轻的

时候，和我哥哥 （胡石保）一起听我外公

（李二八）唱牡帕密帕，唱完一段，他都会给

我们讲其中包含的今天人们生活中仍在实行的

拉祜理的根由，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我将流传在我们身边的牡帕密帕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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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取名 《学典鲁典》出版，《学典鲁典》是

拉祜语四音格词写作 ｓｈａｗｔｉｅｄｌｕｔｉｅ的简写，
拉祜语中ｓｈａｗｒｍｅｕｌｌｕｍｅｕｌ是生产生活之歌，
《学典鲁典》ｌｕｔｉｅ是生产生活的根由。这个书
中ｉｑｂｅｏｔ……ａｗｌｐｅｏｆ的句子是我整理时所加，
非唱词，其实也是模仿以前我外公唱完一段后

给我讲的那些唱词后面的道理。①

２０１８年７月，笔者在小帮婆村进行第二次田
野调查时曾将 《学典鲁典》带到当地，询问能唱

完牡帕密帕的李扎倮老人，老人确定，胡扎克整理

的 《学典鲁典》确实是当地流传的牡帕密帕。李

扎倮老人说：

“胡扎克是我的表弟，年纪比我小，我们

一起跟我父亲 （李扎莫）和叔父 （李二爸）

学习古歌，后来叔父死了，我们一起唱 ‘死

给纳给’ （送魂调），胡扎克唱不通，被我从

堂上搡出来。他后来去澜沧县卫生防疫站工

作，搜集了好些村子的古歌，也常常带着外面

的人来记录，《学典鲁典》这本书我第一次见

到，是这点 （里）的牡帕密帕。”②

《学典鲁典》的内容，主要为阐释创造和统御

世界的神灵的产生，以及描述神灵赋予世界意义的

过程。创始神厄莎于无所依凭的空虚与黑暗中产生

并逐渐长大，他搓起身上的泥土创造天地、湖泊和

海洋，接着厄莎在大水塘边种上了树——— “硕杰

麻杰”，硕杰麻杰的叶子、树枝落下变成各种动物

和植物。厄莎造天地累了，让他的使者做饭，其他

使者做得都不好吃，只有娜布娜恰做得好吃，厄莎

很高兴也很奇怪，于是偷看娜布娜恰做饭的过程，

发现娜布娜恰做饭时有鼻涕和口水流进锅里，厄莎

大怒，用白云黑云封住天地四方，用茅草戳死了娜

布娜恰。娜布娜恰挣扎翻腾，被她的血沾过的植物

便产生了滋味，血流了九汪，变成了大地里的养分

和盐。厄莎想吃贡品，于是造了 “乃而雅而”（拉

祜语意为大儿子大姑娘）。厄莎教他们种田地，教

导他们孝顺自己，但乃而雅而后来叛逆了厄莎，厄

莎将他们杀死，称他们 “扎努扎别”。扎努扎别死

后，厄莎带着动物们埋葬他们，其过程与礼仪成为

后来拉祜族丧礼的根源。厄莎种葫芦培育人类，葫

芦被受惊吓的麂子绊落滚进海里，他四处找寻葫

芦，在找葫芦的过程中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制定了

规则。厄莎找到了葫芦，让小米雀和老鼠来将葫芦

打开，扎迪娜迪从葫芦里诞生，成为人类的先祖。

厄莎让扎迪娜迪结婚、生儿育女，于是有了 “纰

氐朋雅”③，厄莎教会人类制做衣服和农具并规范

礼仪仪式，由此开启了拉祜族的文化历史。

与其他 《牡帕密帕》文本相比， 《学典鲁典》

有三个较大的特点。

第一，重视日常生活现象文化内在性的追根溯

源。在 《学典鲁典》中，宇宙从混沌中产生、实

物从虚空产生、光明从黑暗中产生、声音从寂静中

产生、形态从无形中产生……厄莎同自然万物互动

形成的社会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是拉祜族的信仰，

是道德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 “ｓｈａｗｒｔｉｅ”中以
“ａｌｐｅｏｆ”一词来表现这种日常生活现象的文化内
在性与根源性。“ａｌｐｅｏｆ”，拉祜语中意为根由、根
源，读为 “哦北” ［３１ｐ１１］，如厄莎造完太阳月
亮之后，“让太阳姑娘白天来晚上走，让月亮姑娘

晚上来白天走，月亮姑娘被青蛙咬伤，太阳姑娘被

老虎咬伤，于是产生日食和月食”，厄莎造了 “毕

摩格摩”为太阳和月亮治病，于是有了 “毕摩格

摩撵鬼治病”的根由。之后， “ｓｈａｗｒｔｉｅ”中共涉
及七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根由，分别是：拉祜族结婚

唱 《伙妥倮叽》的根由；过新米节的根由；给死

者唱 《死给纳给》的根由；拉祜族不吃狗肉的根

由；烧懒火地的根由；拉祜族住在山区的根由；做

枯树尼 （枯树鬼）的根由，等等。另外，用 “哦

礼哦络” ［３１ｌｉ５３３１ｌ３１］来表示社会规范与事理，
主要指在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价值、经验与原则

等。如养儿养女的事理、起房建屋的事理、烧香的

事理、“苦吃做吃”的事理，等等。

第二，重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刻画。《学典鲁

典》中娜布娜恰的神话是理解拉祜族人几千年迁

徙发展历史的钥匙。 “ｓｈａｗｒｔｉｅ”的核心是拉祜族

４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胡扎克手稿，现藏于澜沧县民族研究所。胡扎克死后，其家人将手稿捐给了澜沧县民族研究所。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田野日记，李扎倮口述，熊开万翻译整理。
“纰氐朋雅”与下一句 “衣叟拉祜”都是拉祜族的自称，直译为 “纰氐葫芦人”“发现铁拉祜族”。



文化的本质性解释，其内部有一套自己造因、自己

受果的文化解释逻辑。［４］西本阳一认为，拉祜族的

自嘲性叙述其实是重新整合族群关系的一种策略。

其实，真正重新整合拉祜族族群关系的不是自嘲性

叙述，而是面对自然 （厄莎）的压力， “苦吃做

吃”① ［ｍ３１ａ５３ｖａ５３ｔａ５３］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
在娜布娜恰的身上。《学典鲁典》用了很大篇幅描

写娜布娜恰用鼻涕和口水作调料做饭给厄莎吃，被

厄莎杀死后，其身体化为食物各种味道的过程。在

小帮婆语境中，娜布娜恰在挣扎中血流过的地方是

有 “ｕｉ３１”的地方，是适合 “苦吃做吃”的地方。

寻找有 “ｕｉ３１”的地方是拉祜族千年迁徙历史的
奥秘所在。“ｕｉ３１”对拉祜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
义，形象地说，“ｕｉ３１”可以理解为 “土地的魔

力”。在 《学典鲁典》中，拉祜族先民打到一只大

马鹿，马鹿的蹄子间夹杂着黑油油的泥土，角上挂

着水灵草，拉祜族拿着黑土和水灵草一路对比追

寻，最后发现了牡缅密缅。在小帮婆村民的叙事

中，百加爸从牡缅密缅迁出来，发现小帮婆适合宜

居并在此发展壮大，都是对有 “ｕｉ３１”的地方的
寻找。村民在说到百加爸来小帮婆安居的例子

时说：

百加爸和乌怪爸、八路爸他们一起在卡别

!

居住时，到小帮婆打猎，随手拔起了一棵大

户贾树，看到树根黑油油的泥土，非常高兴，

回去跟其他几个人说，说 “ｍｕ５３ｍｉ３２ｔｅ５３ｔ３３

ａ３３ｐ３１ａ５３”，直接翻译过来就是 “出来一些

‘苦吃做吃’可以吃饱”，也就是说新找到的

地方肥沃，可以繁衍子孙。

“出来一些 ‘苦吃做吃’可以吃饱”，是拉祜

族繁衍生息的一个基本路径，这在小帮婆的一首古

歌调 “哲硕卡硕” ［３１３１ｑｈａ５４３１］ （认亲戚）
中我们可以了解。歌曲以亲朋对唱的形式唱道：

“鸡和猪杀吃了，就没有了，唯有地里的菜，能长

九十九节，天天采天天有，这个地方的土地有

‘ｕｉ３１’。”一个寨子大了、人口多了以后，可以利
用的自然资源随之减少，自然需要另外开辟生存发

展的空间。在迁徙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战争与压迫

才导致拉祜族不断迁徙。事实上，寻找有 “ｕｉ３１”

的地方，建立新的村落，一直是拉祜族迁徙的重要

原因。

第三，重视拉祜族文明史的构建。与 《根古》

侧重迁徙与抗争的历史叙事不同，《学典鲁典》的

呈现用了大量的篇幅表现拉祜族自本自根地发展本

民族历史的过程。例如，如何种植棉花、缝制衣

物、锻造农具，铁和盐的发现，火的发明等等，或

拜天神所赐、或由先民自己创造，都是本民族生产

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 “铁的发现”的故事中，

拉祜族生活在一个名叫 “七山七水”的地方，某

日一窝大黄土蜂将一个拉祜族的婴儿抬去吃了，引

起拉祜族的众怒，大家一起去烧黄土蜂，烧了七天

七夜，蜂洞里流出红色的液体，拉祜族人用红色的

液体打造出第一把农具，打出第一把农具的人被称

为 “佳利”［ａ３３ｌｉ３５］（铁匠）。这是拉祜族社会开
始使用铁器的叙事，也是拉祜族社会尊敬 “佳利”

的文化根由。再如在衣服的缝制的过程中，厄莎在

佳西佳洛街看到 “纰氐拉祜” ［ｐｉ３３ｔｉ３３ｌａ５３ｘｏ１１］赤
身裸体，便给他们蚕种和布种，然后教他们 “看

着江西江洛街道的两岔缝裤子，看着喜鹊乌鸦的羽

毛缝衣服，看着蕨类的形状给衣服做装饰”，于是

有了拉祜族的服装制度。列维·斯特劳斯以一种与

历史无关的方式解释无文字社会的口头传统，他认

为，一个神话每重新讲述一次，历史就被重新构造

了一次，历史不是与一个特别时期有关的 “客观

的”事件系列，而是存在于一个特别的 “时刻”

所发生的心理结构交织中。这样，过去就变成了现

在的一部分。［５］

基于上述的三个特征，《学典鲁典》主要从结

构上对拉祜族的历史文化做了寻根与规定。《学典

鲁典》之中，拉祜族领受厄莎的恩典和启示，从

压迫与紧张中开辟出来的人文之路和其他民族的关

于人文起源的神话一样，是一种非常事件的叙述，

这些事件的发生，从此建立了一个部落的社会秩

序、经济组织、技术工艺和宗教巫术的信仰和

仪式。［６］

四、《学典鲁典》与拉祜族的仪式实践

仪式活动是人类表达文化的一种，借戏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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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来维系、延续社会，增强成员内部凝聚力，而

神话一般是仪式表演的文本，仪式活动再现神话中

的事件和形象，来合理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放在小帮婆的社

会情境中，《学典鲁典》中的文化根由与 “诗歌总

纲”的价值，主要通过丰富多彩的仪式活动来

体现。

仪式 （做礼）是村民最为重要的精神生活，

历史上小帮婆人食物来源不足、缺医少药，饱受自

然灾害和社会压迫。仪式自然成为拉祜族调解生活

压力、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小帮婆村的仪式主要

有感恩仪式、治疗仪式、驱逐仪式和生命仪礼四

种。虽然文本和唱词的内容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

《学典鲁典》的表演。

“感恩祈福仪式”是为感念厄莎的恩典而举行

的仪式，“厄莎不设天不有，厄莎不造地不生”既

是小帮婆人日常生活最常用的语句，也是各类仪式

中表演的核心。感恩祈福仪式多是时令性的，比如

农历春节时的芦笙舞与 “叫年魂”活动、六月二

十四的火把节、八月十五的新米节以及平常人家的

“做波”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题是表达对厄莎赐

予福气与丰收的感激。如在 “叫年魂”的仪式

《科北哈北》中，祈福者在摩巴的引导下 （进行仪

式表演），带着给厄莎的 “厄礼莎礼” （主要是蜂

蜡和线香），沿着祖先的迁徙路线寻找在历史中失

去的良好状态，如健康、丰收、财富、运气、机

会、寿命等福祉。摩巴和祈福者从自己居住的村落

（代表现在的状态）出发，经过竹塘募乃、赛罕卡

朗、勐主勐班、南本坝卡、牡缅密缅等地后到达厄

莎的居住地北氐南氐，他们用大鼓声唤醒沉睡的厄

莎，给他点上香和蜡，赞美他并表明来意。厄莎将

祈福者祈求的东西一对一对写在布上，于是大家原

路返回，一路照着厄莎的指示找到自己的福祉，在

江西江洛找到棉籽、布籽，在酒泉找到酒药，在勐

角勐董找到猪魂牛魂。通过仪式，拉祜族民众不断

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生活中的挫败与沮丧

不断被转写，面对生活的诸多不顺，便更有勇气面

对和解决。

“治疗仪式”是小帮婆拉祜族应对困难的重要

方式。有 “哈空” （叫魂）， “波叠” （祈福）和

“宗巴命巴”，其中以 “宗巴命巴”最为常用。“宗

巴命巴”，意为追魂换命。小帮婆人认为，宗巴命

巴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做了宗巴命巴 （仪式），

疾病一般是会好的。仪式一般在晚上举行，参与人

除了受邀请的摩巴之外，还有寨中的亲戚朋友。四

个摩巴在神桌前摆上给逝去祖先神灵的盐、米、茶

叶、布等贡品，再给天神厄莎点上香和蜡烛，然后

开始唱仪式歌。仪式歌一般从晚上十点唱到次日凌

晨三点，内容是摩巴沿着祖先迁徙路线，到北氐南

氐敬献礼物和赞美厄莎，然后厄莎让使者引着摩巴

到 “死牡密”找到患者的祖先，让他帮忙把魂换

回来。魂换回来以后，因为患者福薄命薄，生命难

以维系，摩巴再次到北氐南氐找到厄莎，请回福气

和命根，并用黑线和白线将福气和命根拴在患者身

上。亲戚朋友也要拿出一些钱，放在预先准备的小

竹子箩里，从厄莎处请回福气与命根之后，摩巴把

钱理整齐拴在患者的脖子上，象征作为社会团体的

个体在同伴身罹病患时，将身上的一部分福气和命

根让渡给他。最后，摩巴和参与的民众一起把患者

拉起来。仪式中，唱诵 《宗巴命巴》仪式歌构成

了仪式的主体，而仪式歌的内容，一是复述拉祜族

在民族迁徙中的经历和苦难，二是感激厄莎对万事

万物的造化。可以说仪式歌以直观而优美的言辞注

解了 《学典鲁典》，厄莎对万事万物的造与设和对

疾病的理和治，形成鲜明的对立，整个群体对不幸

成员的关切，在厄莎的见证之下变得有效而直接，

加上福气让渡的谋福方式，被疾病所压抑的患者不

仅得到了精神的振奋，也真正感受到族群之间对困

难的共担，使人们所经受的苦难和经历变得有意义。

针对恶灵的驱逐仪式在小帮婆的日常生活中也

很常见。“尼”是厄莎创造天地时对万事万物赋予

的 “性灵”。自然界的万物是厄莎所造，都具有灵

魂与力量，过度的驾驭与冒渎必然会引起性灵的不

满，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小帮婆人相信举办相应

的仪式可以对其进行安抚。在小帮婆村的生产活动

中，容易被冒渎和引起麻烦的 “尼”主要有：枯

木灵、蚂蚁堆灵、山鬼、黄泥巴灵、山精、河灵、

水灵、龙神、房子鬼、老人鬼，等等。不同的

“鬼怪”会引起不同病痛，因此小帮婆人有不同的

驱逐办法。以驱 “房子鬼”为例，“房子鬼”是众

“鬼”中的 “大鬼”。根据 《学典鲁典》记载，

“日食是老虎吃太阳，月食是青蛙吞月亮”，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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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与月食发生时，太阳、月亮的血会随着日光与月

光的余晖沾在树上，人们在此时盖房建屋的话，就

有 “页尼”会作恶。“房子鬼”作恶的话，家里人

会常常生病，猪、牛等牲口的饲养也会不顺利，因

此需要进行驱除。驱除 “页尼”的仪式一般在下

午举行。过程包括：首先，仪式的准备。先砍一棵

龙竹来编织 “料卡” （一种隔离 “页尼”的篾

编）；再砍一棵芭蕉树制作成一个盘子，盘子里装

上爆荞花，这是给 “毕摩格摩”的食物；用黄土

捏制一匹土马、一头土象、两个土人；用盐酸果树

制成刀、茅等兵器；在芭蕉盘子上插满各种彩色的

丝线和彩纸做的小旗；准备一只红公鸡。其次，仪

式开始。摩巴点上香和蜡烛，摆上酒、烟、茶、

米、烟、钱等贡品后，开始唱仪式歌 《页尼阿》。

仪式歌中，寨子的四个摩巴带着给厄莎的礼，沿着

祖先迁徙的路线一路北上，到北氐南氐找到厄莎，

厄莎派遣使者毕摩格摩和扎布娜布跟随摩巴沿着祖

先迁徙路线返回，将家里的 “页尼”捉住并让扎

布娜布背着走在前面，毕摩格摩在后面驱赶，一直

到天地尽头和日月照耀不到的地方丢弃。在表演到

请毕摩格摩和扎布娜布回到家中之后的情节时，摩

巴会到床前和房前屋后绕一圈，摩巴的徒弟抬着芭

蕉盘子跟在后面。随后，徒弟把料卡摆在家门口，

把芭蕉盘子放在料卡的旁边，摩巴让做仪式的人跨

过料卡进入家中，摩巴们则拿着鸡，抬着芭蕉盘

子，点着香，把芭蕉盘子遣送到寨子外面，随之杀

鸡，将鸡血洒在泥人泥马上，将鸡嘴、鸡爪砍下

来，放在芭蕉盘上，然后念着骗鬼词返回。仪式

中， 《学典鲁典》里帮太阳月亮治病的 “毕摩格

摩”，成为驱赶 “鬼怪”的神明，事实上，他也是

被奉为摩巴的神祖。总体而言，各种 “恶尼”的

驱逐仪式和 “页尼阿”仪式在结构上都大同小异，

都需要经历 “请神—驱鬼—隔离”的程式。

另外，人生各阶段的生命仪礼， 《学典鲁典》

中的仪式表演基本上都涵盖了。例如：从青年男女

谈婚论嫁的 《伙妥倮叽》到婚礼中的 《结波结

蜡》；从孩子出生的 《帕霍雅霍》到人生尽头的

《死给纳给》；从新年开始的 《科北哈北》到吃新

米时的 《切角戛角》。总体而言，表现了人们从生

产劳动到婚丧嫁娶以及生老病死的整个生活现象。

每一种社会生活形式都以仪式的程式加以神圣化，

而每一种仪式都可以在 《学典鲁典》中找到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学典鲁典》是小帮婆拉祜族文化

内在性的根源，也是社会结构与行为模式的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２年我们在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酒井老达保村做 《牡帕密帕》田野图像志的

研究时，便感到 《牡帕密帕》必定是一个庞大的

仪式体系。在小帮婆村我们找到了 《学典鲁典》

与其他古歌的内在逻辑关系：以 《学典鲁典》为

总纲，农历正月诗歌的主要歌调为 “科过哈过”

［ｑｈ２１ｋ３５ｈａ３３ｋ３５］（过年过节），二月诗歌的主要
歌调为 “硕?鲁?” ［２１ｍ３１ｌｕ３３ｍ３１］，意为生
产劳动歌，四至六月诗歌的主要歌调为 “切哟嘎

哟”［ｅ２１５３ｑａ３３５３］，意为撒谷种稻种，八月至
十月诗歌的主要歌调为 “伙妥倮叽”［ｘ３３ｔｈ３３ｌ５３

ｉ５３］（说婚调）、“结波结蜡”ｃｉｅｂｏｃｉｅｌａｌ（结亲
调）、“宗巴命巴”［３３ｐａ３３ｍｉ３５ｐａ３］（追魂换命）、
“哈空” ［ｘａ３３ｑｈｏ３３］ （叫魂调）、 ［ｂｏ３３ｔｅ３３ｉ３５ｔｅ３３

ｋｈ５３］（祈福调），十一月为 “帕霍玛霍” ［ｐｈａ３３

ｘ３５ｍａ３３ｘ３５］ （情歌）、 “乃哈雅哈科” ［ｎ３３ｘａ３３

ａ５３ｘａ３３ｋｈ５３］（情歌）、“摆阿糯阿”［ｐ５３ａ２１ｎ３５

ａ２１］ （情歌）、十二月为 “哲硕卡硕” ［５３３１

ｑｈａ５４３１］（认亲戚）。其中三月和七月没有与之对
应的歌调与仪式，是因为拉祜族认为三月是月亮和

人较为软弱的月份，七月是汉族的 “鬼月”，“鬼”

太多，会堵住一路向北朝拜厄莎的路径。《学典鲁

典》关于这一套拉祜族古歌与仪式时间的安排与

小帮婆村的农业时间是紧密地吻合在一起的，这也

回应了前面所说，《学典鲁典》将地方民族精神的

核心价值放在生产劳动上是非常高妙的观点。

五、《学典鲁典》与地方文化的传承更新

某种程度上，拉祜族的社会结构其实是由

《牡帕密帕》为总纲，以生产生活歌和仪式歌为经

纬编织起来的礼俗社会。其社会生活与规范首先在

形形色色的民族宗教仪式、芦笙舞及其相伴的古歌

传唱中反复演习，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原

则。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模式、思维方式、心

理模式、智力活动等亦大多由阐释神话叙事中的

“微言大义”而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比 《牡帕

密帕》的传承与阐释更能反映这一民族的日常文

化实践与文化薪火相传的过程。不变的 《牡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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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文本与多元的 “经典解释”之间存在着的张

力，便成为地方文化精英在考虑民族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在目前所有出

版的文本之中，只有 《学典鲁典》注意到 《牡帕

密帕》诗歌总纲中的意义：一方面将之作为各种

仪式歌、生产劳动歌、情歌的 “歌娘”；另一方面

则成为拉祜族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

绝的动力。

更进一步讲，《学典鲁典》的搜集整理真正体

现了地方文化对民族文献 “活形态”的解释效果。

拉祜族说 《牡帕密帕》是一部三天三夜都唱不完

的长诗，“唱不完”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拉祜

族的所有民间诗歌几乎都可以看作是 《牡帕密帕》

的脚注，只要拉祜族民众还在唱歌、跳芦笙舞，

《牡帕密帕》的创作便会一直延续下去；第二是

《牡帕密帕》是一个叙事宏大、内容丰富、源远流

长、根深叶茂的文本。对其文本的搜集与整理应放

置在地方性的文化传统与语境之中。但在每一次对

《牡帕密帕》的整理中，整理者都希望更多地将拉

祜族的文化元素在这一部史诗中呈现出来，因此不

断地加入与 《牡帕密帕》文本不相干的内容，或

者为了出版一个大而全的权威版本，将多个地方的

文本杂糅，又或者依凭整理者的爱好，对文本进行

裁剪。如１９８４年李文汉收集整理的拉祜文版 《牡

帕密帕》，其杂糅了刘辉豪的木戛本和酒井老达保

的唱本；２００７年澜沧文化馆整理的文本将拉祜族
迁徙史诗 《根古》揉在 《牡帕密帕》中；２０１７年
澜沧县民族研究所搜集整理的文本为了达到四句一

段、七字一句的 “诗歌”效果，在杂糅多个地方

文本的基础上，对民间诗歌的原句进行剪裁。这些

都是非科学的民族文献搜集与整理之道，亦非民族

文化自性的发现之道。诗歌总纲意义和文化根由意

义的发现，无疑是 《学典鲁典》对 《牡帕密帕》

精神的最高领会，是地方文化精英对传统魅力的发

现、守护和适时调整。

正如吉登斯所说，传统给生活予联系性并形成

生活。拉祜族在民族林立的西南边疆社会的历史中

不断繁衍生息、迁徙发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

时，始终维系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

这与其文化生命中强健的脉搏是分不开的。在对

《学典鲁典》的搜集整理中，对拉祜族文化传统的

根源性追溯与珍视的意义在于，文本的搜集整理者

注意到了拉祜族古歌中浓郁的民族文化自性，并在

此基础上原原本本地阐释出一个地方民众对自然万

物和人文社会起源的认识，将地方民众日常生产活

动中所蕴含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所依据的

传统文化根由呈现出来。在这里，自然环境、人类

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由厄莎的创世神话所奠定，

并且以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众日常生活与仪式

表演最终在这个结构之下完成，这个结构也是拉祜

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结构。我们以回归仪式、回归民

族日常生活的文化根由为基础对 《学典鲁典》搜

集整理可以发现，文本高度体现了拉祜族的文化自

性，为民族文献搜集整理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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