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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族 口 头遗产看女娘神话踪迹
*


李祥林


[ 摘 要
]

在 多 民族的 中 国
,
起源古老 的 女娲神 话有着跨地域 、 跨族群的 传播 。 考察川 西 北羌族地 区可


知
,

女娲神话 亦流传在 羌族民 间社会 中 ,
尽管可确 指 的踪迹不 多 ,

但作为
“

地方性知识
”

也 自 有其 族群叙事


特点
,
是女娲神话羌族化 、

地域化的 版本 。 从羌族 口 头遗产 角 度考察女娲神 话踪迹
,

既 能为 中华女娲神 话传


说研究也能 为 羌族 民 间 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 。


[ 关键词 ]
女娲神话 羌族 口 头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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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娲是象征人类伟大母亲 的女神 , 在华夏


神谱中
, 她是

一

位 先于诸神 又 高 于诸神 的 始祖


神 。

” 3 5

在多民族共同栖居的 中 国 , 女锅神话起源古


老又流传深远 , 除了汉族地区 , 其在苗 、 藏 、 瑶 、


水 、 土家 、 毛难 、 仡佬 、 蒙古等少 数民族 中亦见


传播 , 它的影响 力甚至波及邻 国越南 。 立足多 民


族国家的 多 民族文化交融视野
, 本文拟从羌族 口


头遗产角 度考察女娲神话踪迹 ,
既为 中华女娲神


话传说研究也为羌族民间文化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


一般认为 , 中华 民族 的远祖包括三 大集 团 :


以黄帝 、 炎帝为代表 的华夏集团 , 发祥于黄土高


原 , 后沿黄河东 进 , 散布于 中 国 的 中部及北部的


部分地区 ; 以 蚩尤 、 后羿为代表的 东夷集 团
, 活


动区域大致为今山东 、 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
;


以伏羲 、 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 团
, 主要活动在今


湖南 、 湖北 、 江西一

带 。

@
古羌人生活在 中 国西北


广大地区 , 迄今聚居 四川西北部的 羌族 由 其 中
一


支形成 , 他们 亦尊崇姜姓 的 炎帝 为
“

先祖
”

。 那


么 , 有关女娲 的神话在川 西北羌族地 区传播情况


如何呢 ?


女娘神话在神 州 大地上分布甚广 。 据 《 女娲


溯源》 作者调查 ,

“

就 目 前所搜集到 的资料而言 ,


女娲神话的主要传承者 ,
几乎可以 毫无疑 问地说 ,


是 中 国广大领域上的 汉民 族 。 在笔者 目 前所 搜集


到的 2 4 7 个明确有
‘

女娲
’

出现的神话中 , 有 2 3 5


个是汉民族中传播 的 , 占总数的 9 5 % 以上 。 它们


的分布地点遍及华北 、 中南 、 华东 、 西南 、 西北 、


东北等各个地区 , 除迄今尚 未见 到 内 蒙 、 西藏 、


云南 、 海南等省 以及北京 、 天津二市的 相关记录


外 , 女娘神话在汉 民族 中 的传播几乎遍布于全国


各省区 。 而在少数 民族中 , 女娲极少 出 现
,

现在


搜集到 的明确与女娲相关的神话共有 1 2 则 。 其中


苗族 3 则 、 藏族 2 则 、 瑶族 1 则 、 水族 1 则 、 毛难


族 1 则 、 土家族 2 则 、 仡 佬族 1 则 、 蒙古 族 1


则 0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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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
,

《女娘溯源 》
一书分别制作了 

“

汉 民族


女锅神话数量分布表
”

和
“

少数 民族女娲神话分


布表
”

, 后者 中 四川仅仅列出川 南苗族当 中流传的


女锅神话 3 则 , 如
“

女娲阻止天狗吃月
”

、

“

伏羲


女锅的子孙蝴蝶人 因捣蛋被天爷灭绝
”

等 , 而没


有涉及四川 境 内 的羌族 以 及其他少 数 民族神话 。


除此 之外 , 该书 中 针 对相关文 物古 迹还 制 作 了


“

女娲信仰分布表一

”

和
“

女娲人首蛇身像的分布


——

女娲信仰分布表二
”

,
前者 以地区 划分

, 在西


南地区这部分列 出 二例
, 即峨嵋 的女娲洞遗迹和


忠县的补天石化作
“

石 宝寨
”

传说 ;
后者按照 朝


代 ( 自 汉至明 ) 及地 区划分 , 列 举 了重庆沙坪坝


石棺 、 郫县犀浦东汉墓 、 彭县 画像砖 墓 、 崇庆画


像砖墓 、 新津画像石 、 金 堂姚渡 画像砖墓 、 成都


天迴山 崖墓石棺 、 简 阳鬼头 山 东汉岩墓石棺 、 乐


山张公桥崖墓石刻 、 宜宾公子山崖墓 石棺 、 泸 州


大释坝石棺 、 渠县沈君 阙等 。 总 的说来
,
该书 中


不见有涉及羌区女娲神话传说的文字 。


羌人相信万物有灵 , 其供奉的 神灵也 多 。 据


2 0 0 4 年出 版的 《 羌族词 典》 , 羌族信仰 的神灵有


3 0 多种 , 大致可分四类 : ( 1
) 自 然界诸神 ,

如 天


神 、 地神 、 山 神 、 树神 、 火神 、 羊神和其他牲 畜


神 ; (
2

) 家神 , 各地不一

, 有的地方多达 1 3 尊 ,


包括莫初 ( 历代祖先 ) 、 活 叶依 稀 ( 男 性祖先 ) 、


迟依稀 ( 女性祖先 ) 、 亦吉 ( 保护家 中平安之神 ) 、


密怕露 ( 保佑男子工作之神 ) 、 西怕露 ( 保佑女人


工作之神 ) 、 斯卓吉 ( 掌管活人灵魂之神 ) 、 玉莫


( 掌管死人灵魂之神 ) 等 ; ( 3 ) 劳动工艺之神 , 如


建筑神 、 石匠神 、 铁匠神 、 木匠 神等 ; (
4

) 寨神 ,


又称地方神 、 社神 ,
随各地传统而异

, 有 的是石


羊 、 石狗 , 有 的是雄鹰 。 接着 , 该词典立条 目 介


绍了玉皇大帝 、 观音 、 龙神 、 水神 、 灶神 、 谷神 、


力久士 ( 财神 ) 、 不 谷 于湟且 ( 仓神 ) 、 吉 兹阿


( 媳妇神 ) 、 吉哈厄西且 ( 大门神 ) 、 牛马二王 、 毒


药猫 、 阴差 、 瑕支姑娘 、 莎朗 女神 、 倮倮士 ( 雪


隆包神 ) 、 陆家士 (
左 门 神 ) 、 独迪士 ( 右 门神 ) 、


俄巴 巴 瑟 、 木 巴 瑟 、 如 句瑟 、 木 比塔 、 木姐珠 、


蒙格瑟 、 八渣瑟 、 中 柱神 、 角 角 神 、 姜子牙 、 关


圣帝君等数十种神灵 , 其 中 有羌人独奉 的也有来


自 道教 、 佛教的 , 但没有提及女娲 。


往前追溯 ,

2 0 世纪上半 叶和下半叶先后进人


岷江上游走访羌 区 的人士
,

国 外有英 国 的 陶然士


和美国 的葛维汉 , 国 内有庄学本 、 胡鉴 民 、 冯汉


骥 、 钱安靖等 , 他们 笔下有好些文字涉及尔玛人


的民 间信仰及神话传说
,
但是基本上不见有女娲


神话及信仰在羌民 中 流传的 田野记录 。
1 9 9 2 年四


川 民族出 版社 出 版的 《 神秘 的 白石崇拜
——

宪族


的信仰和 礼俗》 , 是 由羌 、 汉学人合著的 , 曾 得到


神话学家袁河称赞 , 其首章用了  8 0 页的 篇幅介绍

“

羌族 的诸神
”

, 书中 所举 4 8 位 神灵 中亦无女娲


( 尽管有观音 、 鲁班 、 城隍等 ) 。 难道在川 西北羌


族聚居区
, 女娲 神话传说真的没 留 下踪迹 么 ? 不


然 。 当今民俗学界
, 《 中 国女神 》

一

书就说女娲神


话在差民 中有流传
,
尽管没有举 出 具体例子 ( 该


书第三章曾 引述
“

羌族伏羲兄妹
”

故事
,

这个文


本是 《 羌族民 间故事选 》 编者 当年从汶川搜集的 ,


但故事中并未说妹妹之名 是
“

女娲
”

) 。 该书 作者


在谈到中 国女神系统的包容性特征时指出 :

“

中 国


女神 的包容性有 两层意 义
:

一

为对外 族神话文 化


的包容吸收 ,
即 民族文化交流 ;

二为对外 国神话


文化的包容吸收 ,
即 国 际文化交 流 。

”

就前者言 ,


“

民族文化交流 , 如女娲神话流传 于汉 、 苗 、 藏 、


水 、 壮 、 土 、 布 依 、 瑶 、 仡佬 、 羌 、 畲 、 维 吾尔


等族之 中 。

” ? 事 实上
, 考察川 西北岷江 、 涪江上


游弟族地 区便知 道
, 古 老的 女娲 神话在羌族 民 间


社会中 是有传播 的 , 尽管 可确指 的 踪迹 不算多 ,


但也不乏族群特色 , 值得关注 。


譬如 ,
2 0 0 7 年 1 0 月 有走访者从茂县三龙乡 桌


子坝羌民 口 头采 录了 一首用羌语演唱 的 民歌 , 其


汉语记音如下 :

“

哦不得呢哎斯勒哎阿勒卓 , 哦兹


得呢呀什不呀 哦哦呢角 呀 , 哦呀哟 嗯呀索则呀哦


哦勒学呀 。

”

搜集者将此歌归类为 《 历史歌 》 , 并


介绍歌词大意为 :

“

有了天 , 才有地
;

在大洪水之


后
, 才有 了人类 。 女娲 造 出 了 男 和 女 , 男 结婚 ,


女嫁人 …… 这位羌 民姓杨 ,
1 9 2 1 年 出 生

, 是


年逾八旬 的 老人。 据说 , 这是在 尔玛人婚礼上 演


唱的古歌 ( 据我所知 , 川 西北羌族传统婚礼上通


常是唱天仙女木姐珠 , 尔玛人奉木姐珠为本 民 族


的先祖 , 相信是木姐珠为他 们制 定 了种种 规矩 ,


如其婚俗歌开篇即称
“

开天辟地到 如今 , 男 女婚


① 过 伟 《 中 国女神》 ,
南 宁 : 广 西教育 出 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5 6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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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木姐定
”

) 。 以 上歌词大意的 翻译 , 是来 自 歌唱


者本人还是来 自搜集者代言 , 抑或是来 自 通晓羌 、


汉语的第三者帮助 , 由 于书 中未注明 ,
不得而知

;


所录歌词是仅此
一

小段还是有更多 内 容
,
该书亦


未叙说 ; 此外 , 歌词 中所述女娲故事是祖辈传下


来 的还是融人了 现代的 元素 ,
也没有考论。 但不


管怎么说 , 女锅神话在川西北地区 羌民 中有 口 碑 ,


这是无须怀疑的 。


就本人所见
,

目 前已 知羌族 口 头遗产中 , 关


于女锅 的神话传说总体上数量有 限 , 影 响亦不甚


强 ( 弟族释 比做法事要请各路神灵
, 其中不乏地


母 、 痘母、 三霄 、 观音等女神 , 却鲜见提及女娲
;


集羌区 近 5 0 位释 比之 力 、 收录经 文 3 6 0 多部 的


《 羌族释 比经典 》 中 , 有
“

敬神篇
”

 5 4 部 , 难觅


女娲之名 ) , 也许这跟羌民社会 自有其来源古老又


传承较好的 以木姐珠为中 心的女神崇拜系统有关 。


已 故川 大教授任乃强便肯定羌民 社会
“

女性 中心


的持久
; :

, 他在 《 羌族源流探索》 中论述羌族文化


时指出 :

“

古代羌族文化最大的特点是 : 在其社会


组织中女性中心持续的时 间很长 。 在人类历史上 ,


从农业发展起来 的 民族 , 常有不 曾经过女性 中 心


发展阶段 的 ,
即 有 ,

也是很短 。 例如汉族祖先 ,


只曾传说有过短暂的
‘

女娲 氏
’

时代 。
… … 从猎


业发展起来的羌民族 , 则直到公元第八世纪 以前 ,


都一

直保存着女性 中 心的社会制 度 。

” ? 民族传统


使然 , 迄今羌 民 信奉 的 女神 仍不 少
, 除 了 前 述


《 中 国女神》 提及的俄巴 巴瑟 , 有天女木姐珠 , 有


萨朗女神 , 有瑕支仙 姑 , 等等 , 对之笔者另 有文


章论述 此处不赘 。


“

三垴九坪十八关 ,

一锣一鼓到松潘 。

”

清末


羌族诗人董湘琴 (
1 8 4 3

—

1 9 0 0
) 从灌县登玉垒关


沿着岷江上行 , 根据 自 己 行走灌 ( 县 ) 松 ( 潘 )


茶马古道的所见所闻 , 在 纪游组诗 《 松游小唱 》


中写下这句子 。 从汶川到 茂县
, 翻 山越岭 , 要经


过
“

九坪
”

之一富 阳坪 , 该地路边有巨石
“

鬼打


石
”

, 诗人对之有如 下描述 :

“

最凄凉 , 富阳坪 。


四处居人少 ,
天 阴雨湿雾溟溟 。

一 事实堪惊 。 鬼


打石 , 儿时 旧 闻 , 今 日 到 来方肯信 。 大石孤横 ,


行人夜半远 闻声 : 似铁铮铮 , 似木 叮叮
, 到 头来


又寂无音 。 石上旧 窝痕 , 深深浅浅新涂粉 。 更有


好事人 , 手抹牛溲马粪 , 朝来依 旧 濯濯新 。 这溲


痕獎痕 , 全无些儿影 。 试问他抹系何人 ? 洗又何


人 ?

”

荒郊野地
, 这布满坑坑眼眼的大石头 , 模样


怪异 ,
形迹诡奇 , 古书不见载录

,
传闻不知来历

,


让过路人生 出 许 多 猜 想 。 接下 来 , 诗 人 写道 :


“

《 山经》 、 《尔雅》 、 《 志异 》 、 《 搜神》 , 纵渊博如


郑康成 , 这坑坑无从考证 。 三生果是 旧精魂 , 补


天或恐娲 皇剩 , 几次细详评 , 块然独存 。 任汝忒


聪明 ,
也猜不出石头情性 , 至今藏着个葫芦 闷 。

”


显然 , 这里说此石或是
“

娲皇
”

( 女娲 ) 补天所


剩 , 不过是诗人路过时驰骋想象的 推测罢了
, 并


非是说当地有此故事 在民 间流传 , 其语气跟 同组


诗 中路过飞沙关石纽 山时言及大禹传说截然不同


( 后者明言
“

相传夏后诞此间
”

) 。 那么
, 有关女娲


信仰及传说的信息在 川西北羌 区
,
还有没有蛛丝


马迹可寻呢 ?


汶川 、 理县 、 茂县和 北川 是川 西北 羌族地区


的重心所在 。 根据理县羌族 民俗 , 农历正月 初八


或初九到十 五之间 , 村寨 民众要去深 山大庙如铁


灵寺 、 白空寺 、 子林 山 等处拜香祭神 ( 羌语称为

“

讷达阿泊切
”

) ,

一

般是为了父母或家人消灾解厄


而许愿 、 了 愿 , 此外 , 每三年全村寨共同杀羊还


小愿 ,
六年 则还牦牛大愿 。 举行拜香仪式 , 是下


午在家里起香 , 众香友聚集
一堂

, 深夜到达寺庙


交香 。 有拜香童子 , 由 年轻男 子担任 , 手捧插着


香烛的小凳 , 头戴有三个小结 的红布 , 身穿 白 色


短衣 。 同去灵山 的香友 , 通常二三十人不等 。 人


们手持香烛 、 纸钱 、 刀 头 、 面馍 、 清 油 、 酒等 ,


走出 家门 , 前往寺庙 。

一 路上 , 敲锣打鼓 , 吼唱


不息 , 引香人唱
一句 , 众人齐声应和

,
场面可观 。


所拜神灵 , 可谓儒 、 释 、 道三教俱全
, 体现 出川


西北羌区 民 间神灵信仰 的杂糅性 。 整个祭祀拜香


过程分三阶段 ,
先从家神拜起 , 出 门后再拜各路


神灵 , 最后入庙祭神 。 第二 阶段行路过程中 所拜


神灵便有女娲 ,
且听唱词 《 拜女娲 》 :

“

玉皇差你


把凡下 , 手拿法宝到朝堂 。 七 十二 变神通 大 , 腾


身又不怕 刀枪 ; 收了 孽龙平风浪 , 永止西蜀有威


① 《 川 大 史 学
? 任乃 强卷》 ,

成都 : 四川 大学 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6 1 7 页 。


② 李祥林 : 《 羌族 民间 文学 中 的 女神崇拜与 族群意识
》 , 栽 《

文化遗 产》
2 0 1 2 年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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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

记录的这段唱词里
,

“

止
”

疑有误 , 应该是


或为
“

治
”

, 或为
“

正
”

( 镇 ) 。 从祭拜神灵的顺


序看 , 拜女锅之前是拜川 主 :

“

朝拜川 主二郎 神
,


永镇蜀川有功劳 ; 仙姑娘娘生下你 , 外公就是玉


皇尊 。

”

拜女娲之后是拜土主 :

“

六里九枯皆保佑 ,


三番四 土你常安 。 风调雨顺 民安乐 , 五谷丰登庆


太平 。 文殊能做千家好 , 普贤能给万人缘 。

” ? 在


此与女祸并列 的川主 和土 主
, 都属于地方保护神


系统 。 你瞧 , 羌民 心 目 中 这个女娲
,
是奉玉 皇大


帝之旨来到凡间 的 , 她手执法宝 , 神通广大 ,
刀


枪不人
, 收伏孽龙治理水患 , 甚至具有孙悟空般


七十二变 的本领 。 不仅如此 , 这位与川主 、 土主


并列的女娲 ,
还被尔玛人视为镇守蜀川 、 保佑地


方平安 的大神 。 如此这般对女娲神迹 的描述 , 明


显不同于汉族地 区常见 的女娲故事 , 具有文 化人


类学所讲的
“

地方性知识
”

( l o c a l  k n o w l e d
g e ) 特


征 , 体现出 当地人对之的某种文化赋予甚至重构 ,


是女娲神话地域化 、 羌族化的版本 。


目前搜集 的 羌 族释 比 经 文不见 有 明 确 标示

“

女娲
”

之名 的篇章 , 但
“

敬神篇
”

中 有 《敬地


母神 》 :

“

木比差你下凡间/ 越过喀尔别格山 / 手持


十二大法宝/ 不怕苦 累神威显/ 收复孽龙平风浪/ 治


理洪水 不泛 滥 / 凡 民从此 灾 难 免/ 千秋永祭 地母


恩 。

” ② 从神灵事迹看 , 此处所述地母神 跟上述唱


词中的女娲相似 , 甚至可 以说是重合的 , 但是并


未言及女娲的名字 ,
而

“

地母
”

之羌语读音 ( 国


际音标注音 ) 亦跟其相去甚 远 。 又 有 《
颂三母


神》 ,
三母在此处指地母 、 王母和痘母

, 其中赞颂


地母云 :

“

手拿五宝神通大/ 脚踏鳌鱼镇乾坤/ 吃穿


之用神赐予/ 死后还人你怀 中……人人说是天为大


/ 地母比天大一截 。

” ③ 关于地母的这番颂词 , 亦见


于前述理县羌民拜香词 , 但
“

吃穿之用神赐予
”


一语在拜香词中作
“

活着穿吃都是你
”

, 明确说是


地母之恩 。 凡此种种 , 多少会使人想到女娲是华


夏神谱中
“

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 的始祖神
”

?
,

以


及汉语古籍记载的
“

女娲地 出
”

( 《抱朴子
? 释


滞》 ) 。 所谓
“

地出
”

, 无非是把女娲视为生养万物


的地母或大地女神 。

“

自 从盘古开天地
,

三皇五帝


治乾坤 。

” ⑤
, 这是川西北地区羌人的酒歌所唱 。 女


娲位居
“

三皇五帝
”

之列 ,
见 于汉代 以 来文献 ,


如 《 风俗通义
?

皇霸》 引 《 春秋运斗枢》 、 《 文选


? 东都赋》 注 引 《 春秋元命苞 》 等 , 均以伏羲 、


女娲 、 神农名列
“

三皇
”

。 汉朝纬书中称三皇为天


皇 、 地皇 、 人皇
, 是三 位天神 。 后来 , 道教又将


三皇分为初 、 中 、 后三组 : 初三皇具人形 ; 中 三


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 ;
后三皇 中 , 后天皇人首蛇


身即伏羲 ,
后地皇人首 蛇身 即女娲 , 后人皇牛首


人身即神农 。
? 诸如此类表述中都有女娲 的席位 。


此外 , 华夏某些地方民 间有谓农历正月 二十是女


娲生 日 ,
又称女皇节 、 补天补地节。


女娲神话何时传入川 西北羌族地 区 , 无从査


考 。

“

5  ?  1 2
”

汶川 地震后汇集羌 区 资料 出版 的


《羌族 口 头遗产集成 ? 神话传说卷》 收录了两则直


接谈女娲的神话 ,

一

是 《神仙造人》 ( 流传于北川


宪族 自治县小坝乡 白 花村 ) , 称大水之后 , 人类灭


绝 , 女娲 、 伏羲 、 梨 山 老母等神灵
一

道用泥 巴造


人 , 男 神造 男 而 女神 造女 , 各有 其分工
;

一 是


《千佛山和千佛庙》 ( 流传于北川羌族 自 治县墩上


乡岭岗村 ) ,
讲天漏后 女娲炼 五彩 石补天

, 天很


高 , 女娲最后以 土石垒 山
, 爬到山 上用 自 己 身体


和五彩石一

起才堵住 了天上 的漏洞 ,
后来唐僧去


西天取经时 向 佛祖奏其功 , 佛祖让唐僧在女娲 垒


的山上修建 了
一

座庙子
, 每年农历四 月 初二

,
佛


祖就叫 天底下 的佛爷和菩萨都去庙 里拜女娲神 ,


从此人们称此山 为千佛 山 、 此庙为佛祖庙 , 并形


成了 四月 初 二 的千 佛 山庙会 。 千佛 山 位于 茂县 、


北川 、 安县交界之处 , 羌 区有关此山 的神话传说


① 王科贤 : 《 羌族拜香词 》 ,
栽 《 留住我们的 记忆——理县藏羌 民族民 间 文化 集》 , 中共理县县委 、 理县人民政府编


印 ,
2 0 1 1 年 1 月 。 关于 当 地此俗 ,

又见陈 光武 《拜香》 ( 栽 《 西 羌文化》 2 0 0 4 年第 1 期 ) , 据作 者言
,

该文是结合 了 自 己


早年记忆的
“

如 实记述
”

。 后文 中 ,
祭女揭之

“

永止西 蜀
”

为
“

永正西 蜀
”

,
祭土 主之

“

普贤 能给万人缘
”

为
“

普 贤能结


万人缘
”

。


② 《 羌族释比经典 》 ,
成都 :

四 川 民族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4 5 8 页 。


③ 《 羌族释比经典 》 , 第 4 6 9 页 。


④ 李祥林 : 《女娲神 话的女权文化 解读 》 , 栽 《
民族艺 术》

1 9 9 7 年第 4 期 。


⑤ 王科贤 : 《羌族歌谣》 ,
栽 《 留住我们 的记忆一理县藏羌民族 民 间文化 集》 , 中共理县县委 、 理县人民政府编印

,


2 0 1 1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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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
; 地处川 西北岷 江 、 涪江上游 的尔玛人 , 身


居灾害频发的 自 然环境 中 , 他们对
“

大水
”

的体


验和记忆 十分深刻
,

并屡屡通过 民 间叙事反映出


来 。 传入羌族地 区 的 女娲神话 , 就这样经过 人文


地理环境的
“

在地性
”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陶冶 , 融合


着多种文化元素 , 形成了羌族民 间 自 有的叙事特


点 。 两则故事都不长 , 均 由 年逾花 甲 而且不识字


的宪 民 口述 , 属 于典型的
“

口 头传统
”

(
o r a l  t r a d i

?


t i o n s
)  , 搜集时间为 2 0 世纪 8 0 年代 。 不妨转录

一


则 :


女祸 、 伏 羲 、 轩辕、 梨 山 老母和红


云老母 看 世上 的 人都 遭 大 水淹 死 完 了 ,


就打伙在 一起 用 泥 巴 造人
。 伏羲和轩辕


做男人
,
女娲 、 梨 山 老母和红云 老 母做


女人 。 伏羲和轩樣一人做 了 五十 个 男 人
,


一共就是一 百 个 男 人 。 梨 山 老母和 红云


老母 、 女娲做女 人时
,

还给女人做 了 些


花衣裳 ,

一人做 了 三 十 个
,

三 三 就是 九


十个
, 做好以后

, 就给泥 巴人吹 了 口 气
,


泥 巴 人就 活 了 。 后 来 男 人 总 比 女 人 多 ,


女人又爱穿花衣裳 了 。
①


2 0 1 1 年 9 月 底 , 笔者参加
“

5  
?  1 2

"

地震后政


府部门编制的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 》 论证 ,


在讨论羌族文化特征时我谈到一点 :

“

兼收并蓄 、


化他为我的文化包容性
”

。 此点又含两个层面 :

一


是从文化交融角 度看 , 地处藏彝走廊上的 羌族对


其他文化能兼 收并蓄 ;

一是从文化主体 角 度看 ,


地处汉藏之 间的 羌族在吸收其他文化的 同 时又保


持 自 己 的特征 。 例如川西北羌 区的大禹传说 ?
,
还


有这
“

在地化
”

的女娲传说 。 纵观长城内外 、 大


江南北
, 女娲神话流播在历史长河中 ,

不断与各


个地方 的 物候 、 山 水 、 土 产 、 族群 、 风俗结合
,


也不断在不 同族群的 文化接受与文 化重构 中生成


多姿多彩的具有鲜 明特色的 民间 文本 ,
而决定神


话传说之地方化文本生成 的关键正 是当 地人的生


产生活 。 河南省济源县传说女娲用 冰块填西北方


的天
, 所以西北角 来暴雨夹冰雹 ; 河南省西华县


传说女锅用冰凌堵东北角 的天
, 所以 当地一

刮东


风就冷 ;
此外 ,

西华县传说女娲捏成人后
,

雨水


淋伤许多儿女 , 女娲哭泣
, 泪滴草上

, 草化为黄


芪 ( 又称
“

女锅芪
”

) , 能解毒治病 ; 在云南迪庆


藏族传说中 , 女娲补好天后 , 把剩下 的 五彩石 由


北 向南填地
, 填到南边时五彩石用完 了

, 就没有


填 , 所以迪庆 的地形北高南低 , 江水往南流 ;
在


川 西北宪族神话 中 , 大神女娲富于 自 我牺牲精神 ,


其补天最后把 自 己 的身体也搭上 了 ; 在河北 、 河


南 、 山西 、 陕西临潼 、 蓝 田
,

正月 二十 日 补 天补


地节 ,
民众摊煎饼扔上屋顶补天

, 掷入地窖 、 枯


井补地
;
在丽 山 民间婚礼上 , 人们闹 洞房审新娘 ,


姨 、 婶 、 姐们细看新娘
“

蛤蟆蛙花裹肚儿
”

, 验证


新娘是女娲后代 ……

“

凡此种种 , 都属于原始神


话的地方风物传说化 。

” ③


由 此我们看到 ,
无论女娲神话还是大 禹传说 ,


经过人文地理环境的模塑 , 同一故事在不同 区域 、


不同族群 中形成风格有别的诸多异文 , 它们
“

多


元一

体
”

地共 同丰富着中 国神话体系 。


除了上述 , 羌族 口 头遗 产 中有些事例 ,
也值


得我 们研究 。 自 古 以来 , 有关
“

三皇五帝
”

的民


间叙事中 ,
汉族地 区有伏羲 、 女娲为夫妻的传说 ,


羌族 民间文学 中也有伏羲兄妹成婚 的故事 ,
但后


者并未明确提及女娲之名 , 缘 由 何在 , 不得而知 。


羌民信奉 的神灵 , 除了本 民族土生土 长的 ,
也受


到周 边民族宗教文化 的影响 , 比较繁杂 。 从前述


理县羌民祭神拜香仪式看 , 家中祭神时提及盘古 、


伏羲 、 神 农 以及祖先 、 火神 、 门神 、 牛 马神 、 日


月 星 神 等
,

入庙所祭神灵有天神 、 土地 、 雷神 、


地母 、 观音 、 痘母 、 王母 、 药 王 、 李老君 、 释迦


佛等
, 女娲 、 土主等则是行路祭神 时提及 的 , 而


且没有说伏羲 、 女娲是夫妇 。 北川 的 《神仙造人》


故事 , 亦仅仅称女娲是 与伏羲 、 轩辕 、 梨 山老母


和红云老母等神灵共 同 以 泥土造人 ,
此文本既有


别于女娲单独造人之说 ,
也不 同于女娲 、 伏羲婚


配繁衍人类之说 。 发源于岷 山 的岷江 , 尤其是岷


江上游 , 古称
“

江源
"

( 徐霞客之前 , 传统视之为


① 冯 骥才 主编 《 羌族 口 头 遗产 集成 ? 神话传说卷 》 ,
北 京 : 中 国 文联出 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9 页 。


② 有关 情况
, 请参阅李 祥林 《

大 禹 崇拜在川 西北 羌族地 区 》 ,
栽韩 国 《 中 国 地域文化研 究》 第 9 辑 , 祥明 大 学 韩 中


文化信息研究所编辑发行 ,
2 0 U ) 年 8 月 。


③ 过 伟 《 中 国女神 》 ,
南 宁 : 广 西教育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5 6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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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头 ) , 文明古老 。

“

禹兴于西羌
”

之说古来


有之 , 川 西北岷江 、 涪江上游羌民 至今仍尊 崇大


禹王为本民族的
“

先祖
”

, 称为
“

阿爸 禹基
”

, 而


四川推荐的羌族 《 禹 的传说 》 亦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 古代有称大禹 为女娲十 九代


孙的 ( 《太平御览 》 卷 7 8 引 《 开山遁 甲 图》 :

“

古


有大禹 ,
乃女娲十九代孙 , 寿三百有六十 。

”

) , 有


论者认为这
“

并非空穴来风
”

此为
一

说 。 当年 ,


丁山 考证文字推论
“

禹 为姒姓 , 姒象蛇身 自 环形
”


而称
“

蛇为夏后氏图 腾
”

又多少使人联想 到女


娲
“

蛇身人首
”

的传说 。 不过 , 把神话全然坐实


为历史未必妥当 , 断言大禹是女娲直系 子孙也不


免遥远了
, 但着眼 民 间文学传播史 , 将此视 为女


娲神话在口 头流传中放大的影子还是可 以的 。


岷江流 域 , 灌县 ( 今都江堰市 ) 邻近汶 川 ,


《 中 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 ? 成都市灌县卷》 曾 收


录多则关于伏羲兄妹的神话传说 , 但只 言
“

妹妹
”


而未道及其名 。 羌区亦然 ,
且看上个世纪 8 0 年代


从汶川 羌民 口 头采录的 《伏羲兄妹治人烟》 故事 :


“

洪水把凡人淹死完了
, 只有伏羲两兄妹躲在坛子


里头没淹死 , 水消 了他们两个才钻出 来 。 木 巴想 :


天下没有人咋个办啊 ! 他喊两 兄妹成亲 , 妹妹不


干 。 木 巴说 :

‘

这样子
, 你们各到一个 山头 , 各放


一扇手磨子
, 假如 这两扇 手磨子滚到河坝上合拢


了 , 你们就成一家 , 没有合拢就算了 。

” ③ 木 巴是


天
‘

神 , 接下来两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程式是


大家熟悉的 , 但故事从头 到尾都没有言及伏羲这


位妹妹叫什么 名 字 。 王 明珂在松潘小姓 沟羌族老


人 口 中采录的 《伏 ^ 姊妹制 人烟》
? 其中 姐姐是


何名字亦不详 。 2 0 1 1 年端午节期间 , 笔者走访地


震后迁居邛崃南宝山 的汶 川 夕 格寨羌 民
,

8 1 岁 的


陈大爷抽着兰花烟 , 在聊天 中 给我讲述
“

黄水潮


天
,
伏羲兄妹造人烟

”

故事时也未提及女娲⑤
。 类


似的兄妹成婚故事在羌 区还有多种 ,
如北 川采集


的 《 兄妹成亲》 , 茂县采集的 《 遗民造人烟 》 , 松


潘采集的 《 山是昨个来的》 , 汶川采集的 《太 阳和


月 亮》 , 平武采集的 《 洪水潮天
, 姐弟造人 》 ,

茂


县 、 黑水采集的 《大火以后的人类》
,
其中作为故


事主 角 的兄妹或姐弟甚 至连 名 字也没 有 ( 收入


《羌族释比经典》 的 2 5 0 多行长诗 《兄妹治人烟 》


亦然 ) 。 采 自 理县 的 《 瓦汝和佐纳 》 ,
也讲洪水后


姐弟成婚造人 烟 , 但姐姐 叫 瓦汝而弟弟 叫佐纳 ,


取名完全是 民族化的 。 至于造人神话 , 除 了受汉


区女锅传说影 响 , 羌族还有跟 女娲 了无瓜葛 的本


民族的故事 ; 除 了创世神话 中 天爷阿补 曲格和天


母红满西用羊角 花枝枝造人种 , 尚有 流传在茂县


等地的 《 索依迪 朗造人 》 ( 采集于 1 9 8 5 年 , 由 年


逾八旬的不识字 的羌族老人 口述 ) ,
后者云

:


人是 昨 个来 的 ? 据说 , 原 来 ,
世上


并没得人
,

只 有 两 个神 : 索 依迪和 索依


朗 。 这 两 个神 ,
迪住在 天上

,
朗 住在 地


下 。 当 天地 间 有 了 山 、 水 、 岩 石
、 树木 、


动物等万物 以后 ,
他们 就想 ;

要是有人
,


那 该 多 好 啊 ! 于是迪 吃 了 天 上 一 种 叫

‘

洪泽 甲
’

的 东 西
, 朗 吃 了 地 下 一 种 叫


‘

迟拉甲 英
’

的 东 西 之后
, 朗 就 怀孕 了 。


没隔好久
, 索 依迪 朗 共 同 设计 了 人 的 样


子 , 并且生下 了 第
一个儿子 … …⑥


与北川 、 松潘以 及甘肃文县等接壤的平武县


亦见宪族分布 ( 主要在县境南部 , 尤其是涪江支


流的清漪江流域 ) , 有 羌族 自 治乡 (
2 0 0 3 年 以来


经民政部批准更 名 ) 平南 、 徐塘、 锁 江、 旧 堡 、


水 田 以及羌族聚居镇平通 、 豆 叩 、 大印 , 人 口 5


万多 。 平武所在
, 是 内地汉 区通往藏羌等 民族地


区的过渡地带。 由 于靠近汉区
, 该县羌族的汉 化


程度甚高 , 羌语 已基本消失 ,
建筑 、 服饰等也跟


① 龙显 昭 : 《 江 源文 明 涵有夏》 ,
栽刘俊林主编 《江 源 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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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差不多 2 0 0 7 年 , 有调查者从锁江村民 口头


录得诗歌 《 洪水齐天 》 :

“

三皇五帝年辰远
, 女娲


治水洪不传 。 混沌初开天地暗 ,

一看洪水要齐天 。


一对姐妹无处站 , 葫 芦里面把身安 。 涨了七 天并


七晚 , 普平天下无人烟 。 要想天下人烟传 , 除非


姐弟效 良缘 。

”

接下来讲姐弟婚配三年后生下一个


怪怪的肉 团 , 生气的 弟弟 以刀 将其划破并
“

架起


五雷真火炼
”

, 从此以后 ,

“

普平天下有人烟
” ?

。


来 自 平武羌族民 间 的这首诗歌中 , 提及女娲 , 但


仅仅言其
“

治水
”

神迹 , 跟前述理县祭祀唱 词突


出女娲降孽龙
“

平风浪
"

可互证
;
也提及人类再


生神话 ,
但该诗 中使

“

天下人烟传
”

的并非女娲 ,


跟女娲没有关联 。 与该诗 呼应 , 这对造人烟的姐


弟亦见于 《平武羌族民 间故事》 (
2 0 0 2

) 收录的


《 姐弟射 日 造人烟 》 , 仍不知姓名 。 此外 , 关于锁


江村 口传文化调查的该报告有专节文字介绍
“

神


的当地称谓
”

, 其中属于女性神灵的有
“

金霄 、 银


霄 、 火霄娘娘
”

, 但没有女娲 ; 从 《洪水齐天 》 同


一

口 述者处采录的另
一

首题为 《 开天辟地 》 的诗


歌 中 , 提到了  
“

青天娘子治 日 月
”

、

“

伏羲姐妹治


人伦
”

, 依然不见女娲之名 。


前述 《 女娲溯源 》 对女娲神话起源于南方的


说法持怀疑态度 , 书 中指出 :

“ ‘

南方说
’

以兄妹


婚神话主要流布于中 国南方为前提 , 来确定女娲


的起源地的 做法 , 显 然一开始就存在着偏颇 和局


限
”

, 因为如调査者指 出 ,

“

伏羲 、 特别是女娲 ,


在兄妹始祖型神话中 的 出 现是有限的 。 就笔者 目


前搜集到的 2 3 7 则同类型汉族神话中 ,

‘

兄
’

为

‘

伏羲
’

的 ( 包括 它 的 各种 异 称 , 如
‘

伏 哥 羲


妹
’

、

‘

伏义兄妹
’

等 ,
以 及

‘

妹
’

为
‘

女娲
’


者 ) , 有 7 4 则 ,
不到三分之一

;
而

‘

妹
’

为
‘

女


娲
’

的 ( 包括
‘

兄
’

为伏羲或其他名 字以及无名


字者 ) , 只有 5 2 个 ,
不 到 四 分之一

。 在少数 民族


的 1 8 1 个同类神话 中 , 这一 比例更加悬殊 :

‘

兄
’


为伏羲的有 3 4 个 ( 含各种异称 ) , 约 占 1 8 %
;

而

‘

妹
’

为
‘

女锅
’

的 , 仅有 5 个
, 只 占 2 .  8 %

” ?
。


海外学者对 当年 闻一多等人把神话 中洪水后成婚


的兄妹 比附为汉区古籍中 的伏羲 、 女娲也早有质


疑?
。 以上羌 区流行 的兄妹或姐弟成婚的神话传


说 , 亦为此提供了例 证 ( 当年袁珂编 《 中 国神话


大词典》 ,
特意加大了  

“

少数民族神话
”

的 比重 ,


其中
“

羌族
”

部分述介
“

姐弟造人烟
”

神话二则 ,


也没有姐姐和弟弟 的具体名字 ; 此外
,
汶川 民 间


流传的 《太阳 和月 亮 》 神话 ,
也讲洪水后兄妹成


婚繁衍人类 , 但故事主角是哥哥月 亮和妹妹太阳
,


并非伏羲和女娲 ) 。 而且
, 女娲的名字在羌族 口传


文学中 , 出现率远不及伏羲高 。


“

女娲神话源出北方
” ⑤

, 茅盾研究中 国神话时


有此言 。 上述 《 女娲溯源 》 亦考证女娲信仰 的起


源地主要在北方 , 尤其是渭水流域 。 而我们知道 ,


自 甲骨文里便有记载的
“

羌
”

曾 是驰骋在 中 国大


西北的族群 , 迄今聚居 四川 的 羌族有先祖来 自 甘


青河湟地区之说 。 民 间信仰 与古老族群 ,
二者在


地缘上有某种关联之处 。 但是 ,
为什么跟 中 国北


方地区关系 密切的女娲神话偏偏在川西北羌族地


区没有留下更多印迹 , 这也是待解的疑团 。


[ 责任编辑 ] 刘晓春


① 2 0 1 2 年 5 月 1 8 日
, 平武 L 县 长带领有关部 门 人员 来成都 向省上汇报他们 关 于 清 漪江流域羌文化资 源保护及利 用


的规划 , 笔者作 为羌文化研究 者应邀参加 了 会议 。 会上
, 有 C 姓羌族干部 ( 1 9 5 3 年 出 生

,
不 会晃语 ) 介绍 平武羌文化现


状
,
讲他 1 0 多 岁 时 尚能 听见老人说羌语

,

“

现在整 个 不行 了
”

。 他说小 时候听老人唱 山 歌
,

其 中也夹杂 羌语 。 晚餐时 ,
C


给大家 唱 了 一首他说的羌族山歌 ( 薅草歌 ) , 用 的是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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