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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斯·普里查德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论

断：“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无论这些社会属

于什么结构，男性都处于优势的地位”。〔1〕唐纳

德·布朗在概括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也宣称：“在公

共政治领域，男性普遍处于主导地位”。〔2〕可是，

“男性的主导地位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性别不

平等是否真的普遍存在？导致两性在权力和地位

方面差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3〕摩梭文化对女

性社会性别的建构或许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提供一个难得的、独特的解释。

永宁摩梭人是居住在川滇交界泸沽湖畔的

一个族群，独特的母系大家庭、两性异居走访制

与母尊女贵的伦理观构筑了摩梭文化的独特性。

2011年7-8月、2012年7-10月笔者数次前往泸沽湖

畔的大落水村、八株村等地对摩梭人的语言、民

歌谚语、神话传说以及达巴文化进行田野考查。

语言与社会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

种文化要素，语言参与了性别分工的建构”。〔4〕语

言反映社会，性别关系会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得到

呈现，同时，语言还造就社会分工。

一、“女性优势”在摩梭日常语言中的实践

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族群）对世界的分类

与组织，适从于该民族（族群）文化的需要。〔5〕一

个民族（族群）语言中的词汇常常受到该民族（族

群）文化的深度影响，涉及特定文化背景所赋予词

的附加意义或引申意义，以及特定的文化群体对

该词所指称事物持有的感情进而抱持的态度。抓

住一种语言中某些特殊的词汇，常常是我们探索

这个民族（族群）文化特点的入口。

摩梭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汇“mi33”，不仅

在语言使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充分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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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文化内涵。作为单音节词，“mi33”指称人

类最伟大的女性——母亲；冠于其他女性称谓后

是女性性别的通称义；用于动物名称后既是雌性

动物的标识，也表示“成群、繁殖能力强”的附加

意义；用于自然景物、鬼神名称后是原始崇拜的

表征；用于某些名词后表示“大的、主要的、首要

的”引申意义。人类和动物具有相同的性别区分，

因此用母亲的性别隐喻“女性”和“雌性动物”。

动物的特点是繁殖能力强，它们与母亲之间有着

某种象似性，将母亲繁衍后代并且子女众多与动

物成群、繁殖能力强进行类比，体现了摩梭先民

的认知思维和造词理据。摩梭先民在认识水平低

下及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对不能解释或理

解的自然万物持有一种敬畏心理，从而产生了“万

物有灵”的原始崇拜。“母亲”作为最伟大和神圣

的女性，不仅繁衍、养育了后代，当先民们在面对

客观世界的无常与恐惧时，只有“母亲”是精神情

感的最大寄托，母亲因此被赋予神性并受到顶礼

膜拜。当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反映在语言中，表现

为在自然山川、鬼神等名词后冠以“mi33”。对女

性尤其是对母亲的尊崇是摩梭文化的核心内涵。

母亲不仅在养育后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

还是家庭的重心与支撑，在摩梭人的信念中母亲

被视为伟大的象征，这种文化建构反映在语言中

则表现为凡是具有“大的、重要的、主要的”等意

义的词其后都带“mi33”。在“母亲”与“大的、

重要的、主要的”之间建立起联系，隐射了摩梭人

“尊母崇母”的民族文化心理。

在表征亲属关系的词汇中，永宁摩梭人对自

己的母亲、母亲的姐妹以及与自己母亲同辈的年

长女性都称呼为“ 33mi33（母亲）”。“母亲”在

摩梭文化中是一个复数概念。摩梭社会对母亲

的独特观念与文化设计，是摩梭文化精辟之核心。

“‘母婴’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起点。在摩梭

文化里，这种骨肉相连你我一体的血浓于水，却

延伸至推己及人恩泽终生的层次，甚至拓展为整

个文化无处不在的深层结构。‘母亲’已经从生

物词汇提升为整体文化的核心符号，一种集体潜

意识，代表着对妇女主体与地位的肯定”。〔6〕值

得一提的是，摩梭语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辱骂母亲

或以母亲的生殖器官以及性隐私作为攻击对象

的词汇。〔7〕摩梭语中也没有“处女”“贞节”“寡

妇”“未婚妈妈”“剩女”等在主流社会中以“男性

中心”为基点来评判、衡量女性的词汇。摩梭人尊

敬母亲进而尊奉女性，这种“尊母崇女”的民族心

理与“父权制”为中心的主流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主流社会对尊敬母亲的行为大力宣扬与赞赏，但

在其文化中却有意或无意地传达出歧视女性的

信息，尽管母亲也是女性。主流社会的文化实践

与性别建构不时地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尊重自己

的母亲但不一定尊敬别人的母亲，甚至要想辱骂

一个人可以通过辱骂其母亲而达到最佳的泄愤效

果。而摩梭社会对母亲的尊敬已经泛化成为一种

优良的社会风尚，摩梭人不仅尊敬自己的母亲，只

要与自己母亲年龄相当或者比自己母亲年长的女

性都受到尊敬。

“许多文化中都普遍存在‘月经禁忌’之类的

话语，将女性排斥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之外，女性的

月经成为各种文化中压抑女性的关键”。摩梭语称

月经为“ma31su31ɡv31”，字面意思是“不方便”，

并非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指出的“女人不净是因为

月经，月经不洁是因为从生殖器官中流出，生殖器

官是不洁净的”。〔8〕经期血流出体外，引起不便，

并没有主流社会中“女人与月经不洁”的忌讳。永

宁摩梭人通过日常语言实践体现了摩梭文化“女

性优势”的伦理观念。

二、“女性优势”在摩梭民歌谚语中的体现

整个摩梭社会对母亲的热爱与尊敬可以说是

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摩梭人把母亲比喻成“太

阳”“月亮”“眼睛”“仙女”等。《怀念妈妈的歌》

《赞美母亲的歌》《献给母亲的歌》等众多民歌，

唱出了摩梭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歌

曲中塑造了无数善良、勤劳、慈祥的摩梭母亲伟大

而又平凡的形象，显示了摩梭妇女在家庭及社会

中的脊梁作用。“尊母崇母”是母系家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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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特征，母系家屋的建设与传承离不开母亲，母

亲是母系血缘“根骨”延续的关键人物，母亲对儿

女们付出的心血以及给予的关爱最多。摩梭人尊

母、敬母、恋母的情结，成为摩梭社会的一种集体

潜意识，是一种道德伦理风尚的内在延伸。

谚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通过对谚语语

义的深刻理解，可以充分全面地了解一个民族的

社会文化、心理思维、信仰风俗等状况。〔9〕摩梭谚

语十分丰富，是摩梭文化的语言结晶，闪烁着摩梭

人的智慧之光。摩梭社会流传一句谚语：“天上不

下雨，地上不长草”。谚语中所显现的隐喻含义影

射了永宁摩梭人的伦理观。谚语至少体现出两层

含义：一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结合是生育孩子的前

提，“天”隐喻男性，“地”隐喻女性，“雨”隐喻

男性的精液，“草”隐喻女人怀孕，这是谚语的本

义；第二层是隐喻义，在摩梭文化中，人们认为母

亲就像土地，其中已经蕴含了完整的种子，男性的

作用只是“施雨”，让种子能够长出来，谁来“施

雨”都一样，至于长出什么样的草，跟“施雨者”

关系不大。在摩梭人的观念中，母亲是最重要的，

母亲孕育了儿女，而和母亲结合的那个男人并不

十分重要，因为他不但不参与胚胎在母体中的孕

育过程，而且怀胎十月也不由男人来完成，孩子一

出生就一辈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和父亲关系并

不亲密。生育过程中，父亲是精液的提供者，母亲

是孩子的孕育者，如果没有精液，就如同天上不

下雨，地上就不会长草，母亲就孕育不出孩子。但

只要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上下雨”对

于“地上长草”仅仅只是一个外因和充分条件，而

非必要条件，如果不下雨，人们还可以通过人工

浇水等其他手段让地上长出草来。因此对此谚语

的反向理解是：“父亲碰巧是在那个特殊时候让

母亲怀孕的人，但他的角色可以由其他适合的男

子来扮演。父亲不像母亲，母亲与孩子通过脐带

紧密相连，而父亲与孩子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物质

纽带。在摩梭人的观念中，生母对孩子来说是命

中注定的、无可取代的，而生父则是偶然出现的、

可以替换的”。〔10〕

永宁摩梭人强调母亲在生育中所做出的巨大

贡献，而父亲在生育中只是扮演了“施雨者”的角

色。摩梭语不区分“尿液”和“精液”，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摩梭文化对男性“精液”在生殖中所起

的作用有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理解，摩梭社会没

有主流社会中以“阳具”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价值

观。有一句形容子代与亲代遗传相似性的摩梭谚

语：“母猪的眉心白，猪崽的眉心同样白”。摩梭人

认为母猪和猪崽的关系犹如母亲与子女的关系，

在对亲子遗传基因的辨识中，他们认为子女身上

的性状来源于母亲的遗传基因，母亲在生殖和遗

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摩梭文化赋予母亲神圣的

角色，她们通过生育给予一个新生命周期以开始

并承担繁重的养育工作而备受尊崇，男性则被赋

予了后裔的角色，他们以儿子或兄弟的身份，通过

在葬礼中的送魂仪式将死者灵魂送回祖源地来终

结一个生命周期。

三、“女性优势”在摩梭神话传说中的建构

卡西尔说：“神话与语言是同一棵大树的两股

树枝，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

发现他具有言语的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

的影响⋯⋯神话和语言二者都是基于人类的一种

很早很普遍的经验，一种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

物理性自然的经验”。〔11〕

摩梭文化“女性优势”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创

世神话中。神话隐喻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一点尤为

重要，妇女不仅是人类的始祖母，而且是智慧和力

量的源泉，是远古时代摩梭先民的组织者和管理

者。首先，女子在精神上比男子更强大，在智力上

比男子更聪明。面对一桩桩看上去难以完成的考

验，男始祖曹直路衣衣总感到一筹莫展，而女始

祖柴红吉吉米却智计百出，总能轻松化解困难。

其次，女子在心理上也比男子更加坚强。曹直路

衣衣在每次考验面前都手足无措，轻易就打退堂

鼓，而柴红吉吉米却总能保持冷静，沉着应对。正

因为她的不屈不挠，困难才能一一被克服。第三，

是女性而非男性，带给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工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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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不仅是人类的始祖，而

且也是摩梭社会的重建者。摩梭人的《创世纪》神

话故事，反映了女性在摩梭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摩梭社会对女性的尊崇也体现在传说故事

中。传说泸沽湖畔的格姆山是女神的化身，摩梭

人世世代代敬颂尊奉着她，称之为格姆女神。格

姆女神是众山神之首，周围的男山神都归她管辖。

格姆女神非常漂亮，外出时骑着白色的骏马，十分

威风。她自己也过着走婚生活，有“瓦如普那”男

山神（在四川盐源境内）作为长期阿夏，还与永宁

境内的“瓦哈”“则枝”“阿沙”等男山神结交临

时阿夏。格姆女神不仅主管着永宁地区人口的兴

衰、农业的丰歉、牲畜的增减，而且还影响着妇女

们身体的健康与生育。因此，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

日，摩梭人都举行隆重而热烈的朝拜格姆女神

活动，祈求女神保佑人口兴旺、农业丰收、牲畜发

展、百事顺昌，这个节日被称为“转山节”。〔12〕在

摩梭人的信仰和节日仪式中，女性被赋予了女神

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传说中的格姆女神最先是人的化身，她起初

是人世间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而后摩梭人将其

神化，死后灵魂变成了女神，接下来又将女神人格

化，说格姆女神有许多男神阿夏，成为摩梭人心目

中最美丽多情、最聪明智慧、最富有魅力的爱与美

之神。传说影响了摩梭人的伦理道德观，崇拜女

神的宗教信仰进而形成了尊奉女性、爱戴妇女的

民族心理，女神作为摩梭文化最高守护神的地位

延续至今。“宗教信仰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

系极为微妙，它不仅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

角色的建构中，还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女性的性别

角色特征”。〔13〕摩梭人把女神崇拜与民俗节日结

合在一起，这种凸显女性角色的宗教信仰与民风

成为摩梭社会“女性优势”文化建构的一个主要

方面。格姆女神的传说成为摩梭人母系大家庭和

两性走访制得以维护和巩固的因素之一。

四、“女性优势”在达巴经中的演绎

达巴教是摩梭人的原始宗教，摩梭人没有文

字，达巴教的经典教义全凭口传心授。作为口传

经典，达巴经几乎涉及摩梭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

面面，是摩梭文化的基石。达巴经是达巴教信仰

的主要表现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达巴经

也是摩梭人族群认同的文化基础，具有深厚的尊

崇女性的文化特质。〔14〕

达巴经里有一段经文“斯克”，讲述的是出嫁

的姐妹去世时，死者的兄或弟要送一床毛毯去奔

丧，并在火葬时加一根柴。摩梭女性葬礼中最高

级别的仪式就是舅父奔丧。〔15〕摩梭社会有一个传

统习俗，凡出嫁的妇女死后，死者的夫家必须立即

向死者的娘家报丧，请舅父参加葬礼。舅父也要

经过三邀四请才披着披毡，腰佩长刀，带着祭品，

来参加姐妹的葬礼。外甥必须到离家很远的途中

迎接舅父。舅父到达时，要说一些愤怒和不满的

话，不仅不给死者的夫家带来任何礼物，还要砸、

抢东西，甚至砍门槛和屋子的柱子以发泄悲伤和

愤怒。他们会质问死者的丈夫和孩子，死者因何而

亡，质问死者是否因受虐待才死去，死者生前夫家

是否待她不好，指责夫家如何虐待了他的姐妹，并

象征性地挥刀在大门上砍三刀，外甥们则要以一

种惶恐不安、低头认罪的态度恳求舅父息怒，而且

以上宾待之。尽管出嫁的妇女已经是别家的人，

但她与娘家的血缘联系并没有完全断裂，母系血

缘亲属间亲密深厚的情感在葬礼中表露无遗，而

这种情感的演绎者主要是死者的兄弟，舅父对外

甥及姐妹夫家的责难与质问，是对兄妹情深的追

认，是强烈的血缘亲情的表达。“据达巴老人说，

因为姐弟不相识造成悲剧，所以，摩梭人从此不

再分家，不再把女儿嫁出去，不必再忍受骨肉分

离之痛，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母亲身边，从那时

开始实行母系家庭和走婚”。〔16〕摩梭人坚守血亲

文化信仰和群体构成的原则，认为只有与母亲有

着同样血缘关系的人才是最亲近、最可信的，要实

现并维护家屋的和睦，最自然、最合适的方式就

是和那些与母亲有同样血缘的人组成家屋。按照

这一准则，摩梭人的继嗣是通过母系血统来进行

的，家屋的成员是有母系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



1192016年第 4 期　

民族民俗文化MINZU MINSU WENHUA

两性的伴侣都来自自己的家屋之外。体现了摩梭文

化以女性为中心且具有优势地位的文化伦理观。

达巴经关于母屋中“男柱”和“女柱”的解释

也隐含着女性优势的性别观念，两棵柱子在摩梭

家屋中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两棵柱子必须取

自同一棵树木，树木的下半部分用来做“男柱”，

树木的上半部分用来做“女柱”，如果仔细观察，

这两棵柱子“男柱”显得粗壮一些，而“女柱”则

显得稍细一些。“男柱”粗壮，象征男性阳刚健

硕；“女柱”纤细，象征女性婉约柔美。“女柱”用

树木的上半部分做成，寓意家中女性生育后代就

如同树木上端“开枝散叶”。达巴们常说：“女儿

是根种，缺了就断种”、“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

流”。①达巴经里有一段念词：“结婚是一种不好

的选择，如果我家的姑娘嫁给你家，你家的人丁

便会兴旺，我家的人丁就不兴旺了；如果你家的姑

娘嫁给我家，我家的人丁便会兴旺，你家的人丁

就不兴旺了”。②一旦结婚，自家的女儿嫁出去，成

了别家的人，生育后代其实是为别家添了人丁，兴

旺了别的家族，这样便会阻碍自己家族血脉的传

承。在摩梭人的传统观念里，女性对家屋血脉的

延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女性为家屋带来

了新生命，是家屋的“根骨”，这种观念成为摩梭

社会性别建构的根源，奠定了摩梭文化尊崇女性

的文化基调，凸显了摩梭文化对女性的肯定与认

同。

此外，达巴经中有专门礼赞母亲的经典，如

葬礼中的《亚达克》，有专门祈求女性健康和长

寿的经典，如祈求孕妇顺产的《恰得》，这些经典

与其他大量涉及女性的经典，都明确提倡尊重女

性、敬奉母亲，反映了摩梭社会尊重、关心女性的

伦理道德观念。〔17〕

①②  笔者2012年10月在泸沽湖做田野调查时，摩梭博物馆的托弟达巴提供的资料。

【参考文献】

〔1〕  Evans-Pritchard, E．E．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Other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5:125．

〔2〕  Donald Brown．Human Universals．New York: McGraw-Hill,1991:113．

〔3〕  特德·C·卢埃林．妇女与权力［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4〕  沈海英，沈海梅．社会性别的语言建构——基于云南三个少数民族社会的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3，（4）．

〔5〕  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商务印书馆，2009．42．

〔6〕  周华山．子宫文化［M］．香港同志出版社，2003．7-11．

〔7〕  袁焱，许瑞娟．永宁摩梭詈语的文化阐释［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8〕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民族出版社，2008．7-13．

〔9〕  赵阿平．满汉谚语语义辨析［J］．满语研究，1992，（1）．

〔10〕 施传刚．永宁摩梭［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88．

〔11〕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52．

〔12〕 陈烈，秦振新，拉木·嘎吐萨．云南摩梭人民间文学集成［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469．

〔13〕 侯艳娜，李凤缓，孙鑫煜．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J］．河北学刊，2011，

（6）．

〔14〕〔17〕 陈柳．摩梭人达巴经及其文化内涵［J］．民族文学研究，2011，（2）．

〔15〕〔16〕 拉木·嘎吐萨．摩梭达巴文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72-122，111．

（责任编辑 翟　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