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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布娄斯”为拉祜语，意为起死回生树，讲述了拉祜

族神话里一棵具有起死回生能力的神树的故事。该神话故事

主要反映出拉祜族先人对生死和病痛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

本文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探析《纳

布娄斯》背后的神话结构及思维方式。

一、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基本理论

1955 年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民俗学》杂志中发表了

一篇名为《神话的结构研究》的文章。该文中，列维·斯特

劳斯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出发，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了

俄狄浦斯神话和美洲祖尼人出生的神话，对神话之中存在的

结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该

神话故事要解决的是“人是一元生（生于土地），还是二元

生（男人和女人结合而生）的原生问题，和人是异类生还是

同类生的派生问题”。并归纳出，神话故事中总以对立矛盾

的思想为基础，这种“两两对立的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这种二元对立成了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神话的基本模式。后文，

列维·斯特劳斯使用祖尼人神话分析的这一例子解释了这个

理论。神话中的基本对立是生与死，生与死的对立相当于农

业生产和战争厮杀的对立，但在农业和战争之间存在着捕猎

这一中介项，捕猎既与农业的圈养猎犬相似，又和战争中杀

死猎物的性质相似。捕猎的对象中有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

对立，中间又有食腐肉（吃肉但不杀死动物）的动物作为中介。

列维·斯特劳斯用了逻辑与数字的符号来表达神话里的结构

关系，其中的符号含义为：“：”表示左右两边的代码或消

息是对立的，“→”表示神话代码在同一神话内或不同神话

间的转换。因此，神话故事中的结构转化过程被表示为，“生：

死”的对立演化成“农业：战争”，“狩猎”作为一级中介

联合了农业与战争之间的对立，而“农业：战争”的对立又

转化为“草食动物：食肉动物”之间的对立，“食腐肉的动物”

作为二级终结联合了草食动物与食肉动物之间的对立。原文

的三元关系表如下：

表 1、（出自《神话的结构研究》）：祖尼人神话结构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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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最初配对设为孤儿和族群对立。

首先分析的是孤儿与野猪这组配对，从（3）—（5）情

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和死的对立，孤儿用破坏的行动带

来死亡，野猪利用神树的力量带来生命，用结构主义符号可

表示为：“生：死”。同时，我们可以联系“包谷”和“神

树”来深入理解这“生：死”的含义，据情节（1）、（2），

包谷是孤儿辛勤栽种的，具有人为属性，而神树是完全生长

于自然之中的，具有完全的自然属性，包谷被摧毁以及无法

恢复的故事情节，暗示着包谷因带有人为属性无法获得永久

寿命，而具有完全自然属性拥有“起死回生”力量的神树，

代表着长久的生命力。再联系情节（14）—（17）进一步理

解，神树、孤儿、兔子都因意外留在天上获得了永久的生命，

而留下地上的生命，都面临着有死亡降临的自然规律。若孤

儿和白兔如果没有飞到天上，那么他们也会正常的生老病死，

如故事中诞生于人间一直生活在地上的“被打死的野猪”“病

重的姑娘”和“得急病过世的首领”，这些都代表着地上的

生命是短暂的，是有死亡的，那这便和上文说的生与死的对

立具有互相转化的关系了。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上述

的几个对立和互相转化的关系表示为：

野猪：孤儿→自然：人为→天（长久寿命）：地（短暂寿命）

→生：死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二元对立中普遍存在中介。在《纳

布娄斯》中，我们得知天和地是互相隔绝的，地上的人无法

自由上天，所以才会用草编织成的楼梯让白兔上去拿神树。

但是故事中的神树既有地的属性，也有天的属性。其体现在，

神树在故事开始的描绘里是生长在土地上的，因为恶首领想

要霸占神树去砍伐它，才导致神树飞上了天空，神树从地上

飞到天上的情节就体现了“神树”既有地的属性也有天的属性，

它作为“天”和“地”之间的中介，联结起了天地，这是第

一个三元关系。与此同时，神话故事里也展示了神树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其强大的治愈能力，它可以治愈病痛，

甚至可以起死回生，那神树所代表的“治疗”含义就出现了，

它可以连接第三个二元对立关系“生与死”，意为可以用“治

疗”来抚平人的病痛，甚至极佳的治疗可以将濒死的人恢复

成健康活力的生命状态。将上述的二元对立和三元关系用图

表表示，即：

              表 2：《纳布娄斯》神话结构分析表

若用公式表示，则为：

生：死→农业：战争→草食动物：食肉动物

“狩猎”为“农业：战争”这组二元对立中的中介，“食

腐肉动物”为“草食动物：食肉动物”这组二元对立中的中介。

这样，我们在表中就发现了一级中介与二级中介，每一种关

系都通过对立和关联生成了下一组关系。

归结来说，列维·斯特劳斯从中总结出了神话中普遍存

在二元对立、中介、结构转换等理论为核心的神话结构模式。

使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去分析神话，有助于我们认

识神话背后隐藏含义，本文将使用此方法来理解拉祜族神话

故事《纳布娄斯》。

二、拉祜族神话《纳布娄斯》故事简介

《纳布娄斯》虽有多个故事版本，但其内容基本一致。

本文主要参考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民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拉

祜族民间文学集成》里的《纳布娄斯》故事，该故事流传于

澜沧县地区，由扎约口述，张蓉兰记录。根据斯特劳斯“神

话素”的含义，将《纳布娄斯》的故事情节整理归纳如下：

1、孤儿在深山种包谷；

2、孤儿梦到包谷被首领抢走；

3、孤儿醒来到地里发现包谷被野猪摧毁；

4、孤儿为报复将小野猪打死；

5、孤儿看到野猪用神树皮将小野猪救活；

6、孤儿带走神树皮；

7、孤儿模仿野猪用神树救活村里姑娘；

8、孤儿拒绝与姑娘成亲；

9、孤儿用神树救活寨子头人；

10、孤儿拒绝头人购买神树的要求；

11、头人为得神树打死人；

12、孤儿为救人暴露神树所在；

13、头人砍伐神树欲独占；

14、孤儿为保护神树与神树飞上月亮；

15、人们做草梯派白兔上天拿药；

16、厄莎将白兔草梯吹散；

17、白兔、神树、孤儿永远留在天上。

三、结构主义神话学下的《纳布娄斯》

在《纳布娄斯》的故事中，孤儿是一个特别的“联结”，

将人世和神树联结起来。笔者就从文中主角“孤儿”的两条

故事线路来进行分析：一条线路是（1）—（6）孤儿和野猪

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将其最初配对设为孤儿与野猪

的对立，（14）—（17）作为理解该组对立的补充情节；另

一条线路是（7）—（13）孤儿与族群发生相关故事情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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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来分析该神话故事的另一组配对：孤儿和族群。

故事中的孤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生下来就被切断了血缘

关系——无父无母，独自生活。他虽然生活在族群中，却与

群体不尽融合，这也体现在情节（7）、（8）当中——孤儿

拒绝与他人构建关系，故事中有意将孤儿与族群或血亲的联

系割裂开来，以及孤儿独自掌握使用神树的方法和知晓神树

的存在。同时，故事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恶头人，

恶头人和孤儿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情节（10）—（13）：恶首

领想要霸占神树长生不死，而孤儿却认为神树应该造福大家

而不是个人占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立点——神树是

个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这就体现出了一个新的二元对立关

系，即“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关系。将其表示为：

孤儿：族群→个人：集体

另外，故事中孤儿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掌握了神树的使

用方法。孤儿在偶发经历中通过观察模仿、回村寨治疗实践，

才习得了使用神树的方法，这正是孤儿真正与普通村民最不

一样的地方。这些情节体现出了“偶然与普遍”的对立关系，

且“偶然与普遍”之间存在着一个“人为”的中介项。孤儿

因偶然习得的东西，通过人为的学习将其不断实践并掌握，

能把这一偶然事件变成普遍事件。同时，一个普遍存在的事

件，通过人为的干预，也可以使其失去普遍性，成为偶然事件。

这也体现在故事最后首领人为恶意霸占神树，才使得原本造

福于人间的神树突然飞到天上，深化了“人为”作为“偶然

与普遍”的联结。将其二元对立和三元关系表示为下列图表：

               表 3：《纳布娄斯》神话结构分析表

结合上述分析的神话故事结构，我们就能够理解《纳布

娄斯》神话故事的思维结构了。《纳布娄斯》是拉祜先民对

生死与病痛这一自然现象的思考，死亡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偶

然性。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衰老死亡，但是病痛或者意外的发

生会使得死亡提前降临，使得死亡变得无法被人们理解或掌

握。但是从拉祜先民与自然世代相处的经验中，他们认为天

空中的事物是永久存在的，如：月亮。因此天上的东西相对

于地上的人或者动物来说具有长久的寿命，他们也希望获得

更健康、长久的生命。在长期的自然生产实践活动中，拉祜

先民通过一些的偶然事件发现了自然之中的一些植物是具有

治愈疗效的，它可以治愈人的病痛，甚至能够挽救人的生命，

通过人为的不断学习和掌握，可以用对应的植物治疗病痛，

这样就降低了先民因意外病痛死亡的概率。在《拉祜族史》

中关于拉祜族的医药与治疗就记载道：“通过长期狩猎生活

与疾病斗争，拉祜人民逐渐实践摸索出某些植物的根、茎、

叶可治一般性疾病，如头疼发烧、腹泻腹痛及止血消肿等。”

该认知在《纳布娄斯》神话中也有所体现，孤儿和野猪正是

用树皮治愈了病痛，挽救了生命。同时，神话中的孤儿非常

接近于拉祜民间的“草医”，据记载，早期拉祜先民把通过

占卜、祭祀等方式来驱除病魔的人称之为“摩巴”（类似于

汉语的“巫师”），后来随着拉祜先民对社会生产认识的提高，

“摩巴”中一些先进分子开始积极学习、研究和继承民间药方，

成了民间草医。

四、结论与意义

《纳布娄斯》神话故事是拉祜先民对生死与病痛这一现

象的思考，他们无法理解由病痛带来的意外死亡，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通过发现和学习掌握了治愈的方法，并用此知

识来解决由病痛带来的意外死亡这个问题。这是拉祜先民对

于自然和生命的积极探索和思考，也是拉祜先民医药领域发

展、自然和社会认知提高的体现。他们有着关于人类共同的

思维结构和思维原则，他们在发现问题之后尝试着解决问题，

有着自己的逻辑思维方式，神话并不是远古先民的迷狂幻想，

而是一种“野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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