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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格阿鲁神话传说在我国云、贵、川等彝族地区广泛流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文化宝库。本文以彝族支格阿鲁传说与中华传统神话为研究对象，在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对
比救母、射日两大主题的叙事结构、文化内涵及价值取向，探析彝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
共通性，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研究发现，支格阿鲁传说与中华传统神
话共同构建了超越地域与民族的价值共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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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

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总

书记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

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

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

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

凝聚共识。”[1]彝族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支格

阿鲁表现出的“砥砺奋进、坚持不懈的抗争

精神，团结互助的美好品德同中华传统神话

一道汇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增

强了西南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有关支格

阿鲁的英雄事迹与中华传统民间神话相比

有很高的相似性，如：支格阿鲁降妖救母与

沉香救母，他们都叙述了主人公解救母亲的

故事，支格阿鲁救母和沉香救母都体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孝的特质；支格阿鲁射日

月与后羿射日的故事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本文将就支格阿鲁英雄事迹与中华民族的

相关神话故事进行对比研究，探索彝族文化

与中华文化的共通性，试图证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孝文化内核：救母主题下的亲情叙事

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强调对长辈的尊重和关爱，表现了亲情

相处之道。孝的仁爱本义、民族精神与共同

体意识在家国同构的多民族国家就自然而

然生长为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就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云南地区以阿

鲁命名的地名典故较多，如滇南石屏、新平

等的彝区有多处称“支格阿龙悬崖”的悬崖，

就是因与支格阿龙有关而得名。”[3]支格阿

鲁救母和沉香救母都是中华孝文化基因的

呈现，蕴含着深厚的孝文化精神。“支格阿

鲁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元素研究，可

以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4]
2.1 支格阿鲁救母

支格阿鲁的母亲因天界惩罚被食人魔

王捉拿，母亲为救子将其抛入龙巢。支格阿

鲁在龙巢中成长为神力英雄，得知母亲被囚

于天牢后决心救母。支格阿鲁骑神鹰飞马闯

入天牢，与雷神等天神战斗，最终救出母亲。

途中他还驯服雷公、消灭妖魔鬼怪，为民除

害。成功救出母亲，成为彝族英雄象征。支

格阿鲁拯救母题蕴含着彝族的亲情文化。这

一故事体现了母子情深与英雄成长的主题。

支格阿鲁救母的叙事结构完整呈现了彝族

英雄神话的典型范式：从母亲蒲莫列依为保

护幼子将其抛入龙巢的分离阶段，到支格阿

鲁在龙族庇护下获得神力与智慧的成长阶

段，再到其骑乘神鹰飞马闯入天界、与雷神

等天神展开激烈对抗的考验阶段，最终完成

救母使命并驯服雷公、铲除妖魔的回归阶

段。这体现了彝族文化中孝道与抗争精神的

独特结合。

2.2 沉香救母

中华传统神话中的沉香是神仙与汉代

书生刘向的孩子，凡人与神仙的爱情是不被

上天和人间所认可的，三圣母与刘向私结连

理被兄长二郎神发现，兄长大怒，将三圣母

压在华山脚下。三圣母在华山生下沉香，并

托人将儿子送与刘向抚养。沉香长大后询问

其父亲为何他没有母亲，刘向看儿子苦苦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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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模样，并将事实和盘托出。沉香听后决

心练就一身本领解救母亲，于是上山拜师学

艺，苦练多年终有一身高强的本领，下山直

奔华山解救母亲。路途艰辛，沉香脚上磨出

了血泡，身上划出了血痕。天上神仙得知此

事，感动不已，给了沉香一把神斧。有了神

斧的助力，沉香劈开了华山，三圣母重见天

日，与沉香紧紧拥抱，掩面哭泣。二郎神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向三圣母和沉香道歉。玉

帝听闻此事，敕封沉香为仙职，全家团圆，

过上幸福的生活。从此，沉香一家成为人间

佳话，他们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珍惜

亲情，勇敢担当。

2.3 跨民族对话：救母叙事中孝文化的交融

互鉴

“中国的社会神话，不是孤独的、个体

的神话，而是群体的、共同体的神话。”[5]
两个故事都是“救母”主题，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孝”的体现，他们之间有着极大

的相似性。首先，两位主人公都是血缘跨界

交融的产物。沉香的母亲是神仙西岳大帝的

女儿三圣母，沉香的父亲是具有凡人刘向。

在支格阿鲁故事中，支格阿鲁的母亲是具有

龙族血脉的凡人之躯濮嫫娌依，他的父亲是

天上飞的鹰。在故事中，鹰的三滴血滴到濮

嫫娌依的裙摆上，感生受孕，生下支格阿鲁。

在支格阿鲁身上体现了龙和鹰血脉的跨界

融合。沉香是人神之恋后生下的孩子，体现

了人神之间血缘的跨界融合。其次，支格阿

鲁和沉香的勇敢品格都是中华文化中的英

雄典范。

支格阿鲁无论是救母还是拯救天下民

众都体现了“拯救”主题，凸显了支格阿鲁

勇敢无畏的英雄形象。幼年的沉香无意之中

得知了母亲被舅舅压在华山之下，立誓劈山

救母，几经波折，终于救出母亲。再次，最

终都以成功解救母亲，家庭团圆为结局。这

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圆满的家庭观。支格阿

鲁救母故事中，其龙鹰混血的设定结合了自

然血脉与神性传承的元素；而沉香救母传说

则展现了儒家伦理中“亲亲相隐”的观念。

这一设定既源自原始本性中母子之间天然

的血缘联系，也出于文化伦理的“孝”文化，

共同构成了血缘认同的基础，并在此之上体

现了族群的认同。沉香救母是汉族民间传

说，蕴含了大量的汉民族传统的儒家伦理观

念中孝的理念。支格阿鲁救母的故事情节中

存在许多奇幻色彩，如老妖婆吃人血、支格

阿鲁以神力对抗老妖婆等；沉香救母则更多

的是以人物之间细腻的情感和民间传统的

正义观，如沉香苦苦哀求父亲刘向告知真

相、二郎神道歉等情节。两个故事均以母子

间的血缘联系为起点，支格阿鲁通过神力降

妖救母，沉香则执着救母，这些行为既反映

了原始护亲的本能，也践行了文化伦理中的

孝道规范。无论是龙血与鹰血的交融，还是

劈山斧的象征意义，都表明救母之念源于血

脉深处的自然情感，并在伦理规范的指引下

得以升华，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孝道传承的核

心特质。

3.大无畏精神：射日主题下的秩序重建

在生产力落后的远古时期，人们面对自

然灾害发生时只能被动接受，在心理上形成

了对灾害的恐惧。人们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会

发生灾难以及如何停止灾难发生？人们在

“以己观物”的原始思维的基础上，结合对

自然灾害的恐惧形成了灾难神话。为应对各

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人们把自己的理想寄托

于某一个超自然的“人”身上，他既有人的

特征，也有神的能力。在自然万物中，太阳

占据主要位置，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太阳神

话。与太阳有关的灾难神话中，射日主题体

现了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旱灾的抗争，想象

通过消灭多余的太阳，达到“一日一月”动

态平衡的朴素的自然和谐观念。彝族英雄史

诗中的支格阿鲁射日月传说，与后羿射日传

说凸显了中华文化共性。这也印证了这两则

神话体现的共同精神文化。

3.1 支格阿鲁射日月

“支格阿鲁作为全体彝族人民最崇敬

的英雄而家喻户晓。”[6]支格阿鲁射日月情

节在不同地区中有细微的差别，主要区别在

于太阳和月亮的数量不同。本文将以流传于

四川凉山地区的支各阿鲁神话传说为例进

行说明。当七阳六月同时出现导致昼夜界限

消失时，这一极端天象象征着宇宙初始的混

沌状态。支格阿鲁经过七天思考后，采用具

有神圣属性的材料制作弓箭，体现了彝族文

化中工具神圣化的传统。在射日过程中，支

格阿鲁先后尝试四种树木作为射日地点，最

终选择马樱花树取得成功。射日后保留残缺

日月的结果，以及随后需要通过祭祀仪式和

公鸡鸣叫来恢复昼夜循环，都反映了彝族

“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残缺即完美”的

辩证思维。整个叙事通过“失衡-调节-再平

衡”的结构，完整展现了彝族先民对自然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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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理解。

3.2 后羿射日

我国的许多古籍中均记载了后羿射日

的传说，如《尚书》《淮南子》《山海经》

《楚辞》等。不同古籍中讲述的后羿射日神

话传说有一些差别，本文以接受较为普遍的

云南版本为例。十日并出被视为天帝管理失

序的直接后果，对农耕社会造成毁灭性打

击。后羿受命于尧帝，使用特制玄冰箭进行

射日，其过程呈现出严格的技术理性特征。

射日行动中后羿承受的物理伤害和西王母

的救助，构成了“人力-神力”协同解决问题

的范式。最终保留一个太阳的结果，不仅恢

复了自然秩序，更暗含“天无二日”的政治

隐喻。后羿获得天帝褒奖的结局，确立了英

雄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这一叙事通过“失序

-惩戒-重建”的线性发展，系统性地表达了

中华文化对秩序与权威的理解。

3.3 自然秩序重建：射日传奇中大无畏的文

化同呈

“几乎古代华夏中的每一个神故事、每

一尊神，每一象征符号，在少数民族神话史

诗中都可以找到对应者，而且绝大多数都还

不止是个例。”[7]支格阿鲁射日月与后羿射

日都体现自然秩序构建的过程。一日一月是

自然现象本来的样子，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

自然状态，代表着昼夜交替与生生不息。但

是，多日并出现象打破了这种平衡，失去了

昼夜之间的界限。为此，人们需要消灭多余

的太阳重建原来的自然秩序。从更深层的文

化意义来看，这两个看似迥异的神话传说实

则共同诠释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共同

体精神。支格阿鲁神话中体现的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智慧，与后羿神话中展现的秩序重

建的担当，都是中华文明应对自然挑战的不

同智慧结晶。彝族强调动态平衡的宇宙观，

汉族追求稳定秩序的价值取向，在应对自然

灾害这一共同命题下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关

系。这种文化多样性下的精神统一，正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展现了中华

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独特气质。彝族

文化中支格阿鲁射日的故事也是中华文化

的一部分，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8]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

共同创造、传承和弘扬的，是各民族文化在

不断的互鉴融通中形成的，是各民族优秀文

化的集大成。两个神话共同证明，在面对自

然挑战时，中华民族总能以多元的智慧找到

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的精神密码。

4.结论

支格阿鲁神话与中华传统神话在主题

内容、叙事结构和文化内涵上呈现出显著的

共性，在精神内核上展现出深刻的相似性。

无论是支格阿鲁还是沉香和后羿的英

勇举动，都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迎

难而上的勇气智慧以及心系苍生的担当意

识。在救母主题上，两者都彰显了孝道这一

中华民族共同推崇的伦理价值；在射日叙事

中，都表达了人类对抗自然灾变的顽强意

志。这些共同的精神特质并非偶然，而是中

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

反映了不同族群对真善美的一致追求。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神话故事都将个体英雄

行为与集体福祉紧密关联，体现了个人命运

与民族命运的统一性。

从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支格阿鲁神

话与中华传统神话的互鉴共生，生动诠释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彝族作为西

南少数民族的重要代表，其神话传说既保留

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又与中华神话共享着相

同的精神密码。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叙事传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

化领域的鲜活体现。当支格阿鲁与沉香和后

羿在不同时空完成相似的英雄壮举时，他们

实际上共同建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既有尊重差异的包容胸怀，又有守望相助

的团结精神。这种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的文

化认同，不仅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更

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

发掘这些神话传说的当代价值，对于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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