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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母题方法在神话研究中的运用 

——以两篇布依族“人化生日月”神话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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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题是神话叙事中可解构的表意单位，也是可分析元素，在神话类型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具有重要作

用。以布依族《当万和蓉莲》和《日月星》两篇“人化生日月”神话为例，考察并阐释了母题对神话类型的多层级

定位功能、对“人化生日月”神话比较研究的辨析功能以及母题在神话文化内涵的解读与结构分析方面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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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作为人类认知世界、解释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早期文化产品，具有丰富的类型。“人化生日月”是创世神话中常见的一

个典型母题。母题作为神话叙事中可解构的表意单位和可分析元素，在具体神话的类型研究以及同类型间的比较研究中具有重

要作用。布依族神话《当万和蓉莲》①严和《日月星》②2，从类型上看属于创世神话类型中的“日月的产生”亚型，但叙事细节

上又与传统的开天辟地背景下阐释神造日月、生育日月等日月起源神话有所不同，它们都使用了一个“人化生日月”核心母题，

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本文试图以这两篇神话为例，探讨母题方法在神话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一、母题对神话研究的类型定位功能 

任何一项研究的起点，往往都是以界定类型为基础的，神话研究也是如此。由于神话内容与叙事的复杂性，许多神话研究

者面对一个个具体的神话文本时，也常常会被类型的界定所困扰。本文认为，通过母题的逐级分析，特别是借助于核心母题的

判断和情节性母题的结构分析，可以对神话文本做出准确的类型定位。这种母题分析方法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母题表意的可组

合性和表意功能。如《当万和蓉莲》的几个基本情节母题大致可以表述为：以前没有日月，一对夫妻寻找日月，这对夫妻在神

的指点下变成日月（当万和蓉莲），后人感恩化作日月的人。《日月星》的几个基本情节母题为：盘古王分开三界后仍然黑暗，

盘古王的一对子女（兄妹）决定寻找光明，兄妹取火时结为夫妻，兄妹死亡后灵魂升天变成日月，妹妹做了“当婉”（太阳），

哥哥做了“冗令”（月亮）。这两则神话的核心问题都是叙述“一对男女化身为太阳和月亮”，这既属于创世神话类型的范畴，

也属于日月起源神话类型所表达的主题。如何在多层次的同类型神话语境下，对这两篇神话进行更精准的类型定位，我们可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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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母题层级划分的方式来完成。 

在叙述日月的产生方面，不同的神话文本也有很大差异。根据《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
[1]315-331

和《中国创世神话母题（W1）

数据目录》
[2]321-365

（下文所使用母题代码，见同书）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方式：（1）[W1542]日月源于某个地方或自然存在；

（2）[W1543]日月是特定人物制造产生（造日月）；（3）[W1544]日月是生育产生的（生日月），包括特定的神、神性人物、

人、动植物或无生命物生育日月；（4）[W1544a]特定人物婚生日月；（5）[W1545]变化产生日月；（6）[W1546]日月产生的其

他方式。从神话分类的角度讲，上面的每一种母题表述都可以列为日月起源神话的一个具体类型。显然，这 6 种母题描述只是

关于日月产生的大而化之的类型名称，如果在此基础上逐级细分，则会产生更多层次的下级母题类型。 

根据神话研究目的或者深入分析的实际需要，可以对神话母题以及母题组合情况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以便更清楚地辨析

核心母题的叙事特征，借此对神话做出更为准确的类型定位。以本文两篇布依族神话为例，如果简单地把它们归类为“日月起

源”神话显然是不够的，若对照上面的 6 种关于日月起源的类型，则会发现这两篇神话都属于“[W1545]变化产生日月”类型。

如果对这类母题进一步逐层划分，我们会在不同的神话文本中归纳出如下若干下一层级的母题：（1）[W1545.1]神或神性人物

变成日月；（2）[W1545.3]人化生日月；（3）[W1545.4]动物变成日月；（4）[W1545.5]植物变成日月；（5）[W1545.6]卵变

成日月；（6）[W1545.7]无生命物或自然物变成日月；（7）[W1545.8]其他形式的变成日月，等。 

从划分出的以上 7 种类型看，每一个类型都会包括极其丰富的下一层级的母题类型，仅以“（1）[W1545.1]神或神性人物

变成日月”为例，我们可以继续划分出“[W1545.1a]神或神性人物的眼睛变成日月”“[W1545.1b]神或神性人物的肢体变成日

月”等类型，每一个类型都可以找到大量的文本支撑，如“[W1545.1a]神或神性人物的眼睛变成日月”母题，在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的口头文本中，这个母题在具体叙事中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诸如流传于黑龙江省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的满族神

话《天宫大战》中说，神被烧后眼睛变成日月；流传于西藏下珞渝地区的珞巴族神话《肯库》中说，神死亡后双眼化为日月；

流传于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的苗族神话《造天地人类歌》中说，神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流传于云南省大拉祜及黄拉

祜中部一带的拉祜族神话《天神厄莎》中说，天神用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流传于云南红河州一带的哈尼族神话《大鱼与

天地、人类》中说，神牛的眼睛变成日月；流传于云南的怒族神话《巨兽化万物》中说，巨兽没有烂的眼化为太阳，腐烂的眼

化为月亮，等。 

通过同类型母题的逐级细分，可以逐渐发现神话叙事中的核心母题。如果对照古代文献中的有关“[W1545.1a]神或神性人

物的眼睛化生日月”的母题，我们会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在此选取“[W1545.2.7.1]盘古的眼睛化生日月”为例，也能看出不

同文本中母题的差异性与细分的必要性。如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中记载“昔盘古氏死后，目为日月。”唐朝释澄观的《大

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四二引《三王历》也记载“盘古死，目为日月。”中唐时期不题撰人的《灌畦暇语》记载“盘古

氏之死也，头为五岳，目为日月。”北宋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卷五十六《诸家气法》记载，“首生盘古，左眼为日，右眼为

月。”这个母题在口头传统中更为复杂，如流传于浙江省永嘉县各地的汉族神话《盘古开天地》说，日月是巨人盘古睁开的双

眼；流传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万象街道的汉族神话《盘古造化天地》说，盘古的两只眼睛变成天上的日头和月亮；流传于江

苏省涟水县南集乡禹庄村的汉族神话《世界的由来》说，盘古将自己的两只眼睛变成太阳和月亮；流传于河南省新野县的汉族

神话《盘古爷开天》说，盘古死后两只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有些神话甚至为了表现日月特征的区别，还会做出更细致的母题

刻画，流传于云南大理一带的白族神话《开天辟地》说，盘古氏的一眼化日，一眼化月；流传于陕西省合阳县洽川镇莘野村的

汉族神话《男人喉咙的疙瘩》说，盘古睡觉时总是睁着眼，成为太阳和月亮；流传于河南省汝南县的汉族神话《盘古开辟天地》

说，盘古临死时圆睁的双目变成了太阳和月亮；流传于重庆市巴南区的汉族神话《盘古王造天地》说，盘古王睁只眼闭只眼，

睁着的眼是太阳，闭着的是月亮，等等。 

至于“[W1545.1b]神或神性人物的肢体变成日月”母题，则有流传于上海市黄浦区的汉族神话《女蜗娘娘造人》说，盘古

把两个头化成太阳、月亮；流传于江苏省太仓县的汉族神话《天上日月云彩哪里来》说，女娲的双乳变成日月；流传于云南省

大理的白族神话《吃龙王•造天地•分节气》说，盘古盘生两兄弟的耳目变日月；流传于贵州省岑巩县的苗族神话《盘古开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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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盘古的心变成太阳，胆变成月亮；流传于浙江省、福建省等地的畲族神话《盘古》说，盘古的左手变成太阳，右手变成月

亮，等等。这些不同母题的划分都为我们对“化生日月”神话母题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参照。 

通过上面的母题细分与对比，我们会发现《当万和蓉莲》中虽然有一对夫妻分别抠掉自己左眼与右眼的叙事，但并没有把

这个母题与眼睛变成日月直接结合起来；而《日月星》虽然出现了“盘古王”，但在叙事中变成日月的是盘古王的一对儿女，

而非其本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布依族这两篇神话的核心母题既不是“[W1545.1]神或神性人物变成日月”，也不是

“[W1545.1a]神或神性人物的眼睛化生日月”，而应属于另外母题类型，即“[W1545.3]人化生日月”。 

为了更好地对布依族这两篇神话类型进行更精准地定位，这里选取其他一些民族或地区的“人化生日月”的个案，作为逐

级考察核心母题的样例，见表 1。 

表 1 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人化生日月”神话母题示例 

本文母题代

码 
母题描述 文本内容概述 民族 流传地 出处①3 

W1545.3.2 
一对男女变成日

月 

小伙子变太阳，姑娘变 

月亮。 
佤族 （未标注） 《佤族文学简史》，第 67页。 

W1545.3.2.1 

一对飞到天 

上的男女变 

成日月 

创世主迦萨甘造世上第一 

对男女。他们向天上飞去，男 

的成了太阳，女的成了月亮。 

哈萨克

族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吾里汗•哈里：《迦萨甘造 

人》，《中国各民族神话》（乌 

孜别克族等卷），第 26页。 

W1545.3.3 
一对夫妻变 

成日月 
一对夫妻变成日月。 高山族 （未标注） 

陈炜萍整理：《太阳与月 

亮》，《中华民族故事大系》 

第 8卷，第 408页。 

W1545.3.3.1 

一对夫妻到 

天上变成日 

月 

（略） 布依族 （略） 见本文《当万和蓉莲》标注。 

一对夫妻嘎拉斯和咖道被 

风卷上天宫，变成了天上的 

月亮和太阳。 

高山族 
福建省• 

福州市 

金原金讲：《月亮和太阳》，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 

卷），第 12页。 

一对青年夫妇马鲁巴和达普 

娜到天上为人类找光明，男 
高山族 （未标注） 

《神话•传说•民俗》，第 66 

页。 

                                                        
3①本文表 1、表 2 中关于“出处”的表述采用简略形式。涉及的具体文本出处信息如下：《佤族文学简史》，郭思九著，云南

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 ISBN 中心分年度出版；《中原古

典神话流变论考》，张振犁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各民族神话》，姚宝瑄主编，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

社 2014 年版；《中原神话通鉴》，张振犁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编委

会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神话•传说•民俗》，为屈育德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8年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

卷正宁县资料本》，曹焕荣主编，内部编印，1989年；《壮族神话集成》，农冠品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7年版；《中国各

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羌族文学史》，李明等编，四川民族出

版社 1994年版；《瑶族民间传说故事选》，湖南民委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组编《民族民间文学资料》24集，1980刻印本；《土

家族民间故事选》，归秀文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

编审委员会编，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辽宁民间文学集成•抚宁民间故事卷》，抚宁县民间故事集成办公室编，内部资料，

1987年；《傣族民间故事》，岩香编，云南出版集团 2009年版；《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所等编，内部编印，1981年；《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满都呼主编，民族出版社 1997年版；《中国少数民

族神话》，谷德明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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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为太阳，女的化为月亮。 

世上最早一对夫妇波里毕 

和爷里毕升天变成太阳和 

月亮。 

苗族 

贵州省• 

威宁县• 

龙街镇 

韩庆安：《波里毕和爷里 

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贵州卷），第 14页。 

世上最早一对夫妇波丽萍 

和岳利华上天以后，变成了 

太阳和月亮。 

苗族 
云南省• 

葬良县 

王建国讲：《人类始祖返老还 

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云南卷），第 280页。 

W1545.3.3.2 

男子与仙女 

夫妻俩变成 

日月 

一个叫赵光蛋的汉子与仙 

姑结婚后，赵光蛋变成月 

亮，仙姑变太阳。 

汉族 

甘肃省• 

正宁县• 

宫河镇 

冯宏宁：《太阳和月亮的传 

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 

肃卷正宁县资料本》，第 2页。 

W1545.3.4 
一对兄妹变 

成日月 

人间的一对兄妹为照亮人 

间变成太阳和月亮。 
汉族 

四川省• 

三台县• 

东塔镇• 

三村 

何群英讲：《太阳和月亮》，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 

卷），第 30页。 

一对兄妹变成日月。 普米族 
云南省• 

宁蒗县 

贺兴泽：《帕米査列》，《中华 

民族故事大系》第 14卷，第 

12页。 

洪水后，一对兄妹俩化身为 

日月。 
瑶族 

广东省北 

部地区 

曾祥委：《盘古探源》，见 ht 

tp：//bbs.yuding8.com 

以前，有兄妹俩被分派去做 

日月。 
壮族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上思县• 

思阳镇• 

昌墩村 

黄胜光讲：《太阳和月亮的由 

来离》，《壮族神话集成》，第 

184页。 

W1545.3.4.1 

神造的一对 

兄妹变成日 

月 

神造出的兄妹二人，哥哥变 

成了太阳，妹妹变成了月亮。 
彝族 （未标注） 

柯象峰：《猡猡文字之初步研 

究》，《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 

资料集成》（彝族卷），第 274 

-275页。 

W1545.3.4.2 

盘古的一对 

儿女兄妹变 

成日月 

（略） 布依族 贵州省 见本文《日月星》标注。 

W1545.3.4.3 

哥哥变成太 

阳，妹妹变成 

月亮 

洪水后，幸存一对兄妹。哥哥

变 

成太阳，妹妹变成月亮。 

瑶族 

湖南省• 

江华县• 

大锡乡 

盘才坤讲：《兄妹成亲》，《瑶

族 

民间传说故事选》，第 69页。 

W1545.3.4.4 

妹妹变成太 

阳，哥哥变成 

月亮 

（略） 布依族 （略） 见本文《日、月、星》标注。 

洪水后，妹妹变太阳，哥哥 

变月亮。 
弟族 （未标注） 《羌族文学史》，第 59页。 

洪水后，幸存的兄妹俩被观 

音菩萨接上天。哥哥变成 

月亮，妹妹变成太阳。 

土家族 湖北省 

史幺姐讲：《土家人的祖 

先》，《土家族民间故事选》， 

第 27页。 

W1545.3.4.5 
葫芦兄妹变 

成日月 
葫芦兄妹变成了日月。 拉祜族 （未标注） 

刘辉豪：《阿娜、阿罗造天 

地》，《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 

话大词典》，第 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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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45.3.4.6 
兄妹结婚后 

变成日月 

兄妹结婚后认为见不得人， 

要求天神把他俩变成太阳和 

月亮。 

普米族 
云南省• 

兰坪县 

熊美珍讲：《月亮妹妹》，《中 

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 

卷），第 134页。 

W1545.3.5 
一对姐弟变 

成日月 

以前天上无日月，老太太生 

的姐弟二人变日月。 
朝鲜族 

河北省• 

抚宁县• 

留守营 

镇•朝鲜 

族村 

金三元讲：《太阳和月亮的故 

事》，《辽宁民间文学集成• 

抚宁民间故事卷》（二），第 

933～936页。 

W1545.3.6 
一对兄弟变 

成日月 

天王造出的男子大黑和二 

白兄弟俩分别变成太阳和 

月亮。 

汉族 
云南省• 

鹤庆县 

杨五一等讲：《地母三姑造万 

物》，《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云南卷），第 113页。 

W1545.3.7 
一对姐妹到 

天上变成日月 

一对漂亮的姐妹飞到天上 

变成太阳和月亮。 
傣族 

云南省• 

勐海县 

《日食和月食》，《傣族民间 

故事》，第 21页。 

12岁的阿培和 6岁的阿妞 

姐妹俩，妹妹变成太阳，姐 

姐变成月亮。 

哈尼族 云南省 

《太阳和月亮》，《云南少数 

民族文学资料》（第 2辑）， 

第 7页。 

W1545.3.7a 
两个女孩变 

成日月 

东方大山里有两个小姑娘， 

白的是月亮，红的是太阳。 
汉族 （未标注） 

《盘古请日月》，《中国各民 

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第 

265-266页。 

W1545.3.10 
三姐妹分别 

变成日月星 
三姐妹分别变成日月星。 景颇族 （未标注） 

《太阳、月亮和星星》，《中华 

民族故事大系》第 10卷，第 

31页。 

W1545.3.11 
三个媳妇变 

成日月星 

天上的太阳是哈三的媳妇， 

月亮和星星是老二和老三 

的媳妇。 

撒拉族 （未标注） 

毛草讲：《哈三的经历》，《中 

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 

事》，第 105-106页。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在塑造“人化生日月”母题时，不同民族神话具有叙事的差异性，虽然上述神话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类

母题，但由于具体表述的不同，会导致母题链中核心母题的表述出现差异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神话主题，从母题代

码的层次方面也可以看出，随着母题层级划分的不断细致，母题之间的区别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二、母题在同类神话叙事研究中的对比功能 

通过提取并观察相同或相关母题，有助于进行同类神话或相似神话之间的叙事对比研究。如上文在分析“[W1545.1a]神或

神性人物的眼睛化生日月”母题时，会使我们迅速发现不同民族该类叙事的差异性。不仅如此，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地区，或

不同讲述人、采录者，甚至同一个讲述人或采录者由于时空语境的变化，都有可能造成具体神话文本的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均

可以通过对母题的质、量分析找到结论。以布依族神话中关于日月产生的神话为例，除了《当万和蓉莲》《日月星》中所叙述

的夫妻变成日月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母题，通过这些母题的提取与比较，既可以比较不同地区布依族对该类神话的创编、

传承与创新，也可以据此对神话的语境、产生时间、讲述人与口头传统的关系、神话流变规律、神话文本遗存形态、神话与民

俗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思考，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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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布依族神话中“[W1540]日月的产生”相关母题示例 

母题 主要叙事 流传 出处 

[W1542] 

日月源于某个 

地方或自然存

在 

古代天上有 12个太阳，连石头都 

快晒化了。 
（未标注） 

《王姜射日》，《中国各民族神话》 

（布依族等卷），第 57-58页。 

从前，天上有 12个太阳，它们每 

天都同起同落。 
（未标注） 

伍岩等讲《神射手勒戛》，《中国各 

民族神话》，第 91-94页 

从前有 12个太阳，晒得石头也要 

融化。 
贵州省•贵阳市 

荔波等讲：《勒戛射日和葫芦救 

人》，《中国各民族神话》（布依族等 

卷），第 78-79页。 

很久以前，天上有 10个太阳，起初 

轮流出来，赶后常常结了伴一起出 

来。 

贵州省•镇宁县• 

扁担山乡•孔马村 

韦泽周讲：《德金射日》，《中国民间 

故事集成》（贵州卷），第 74页。 

以前每天只能见到一会儿的太阳 

和月亮。力嘎把天撑高后，日月才 

高高地挂在天上。 

贵州省•都匀市•洛邦

镇 

罗重恩讲《力嗄撑天》，《中国民间 

故事集成》，（贵州卷），第 71页。 

很古的时候，盘古王开了天，又辟 

了地。有了万物。 
（未标注） 

班琅王等讲：《洪水滔天》，《中国少 

数民族神话》，第 614页。 

[W1552] 

太阳是造出来

的 

（造太阳） 

开天辟地时造 12层天。月亮娘娘 

住第 11层天，太阳住第 12层天。 
（未标注） 

岭老荣唱：《布依族古歌》，《中国各 

民族神话》（布依族等卷），第 22-39页。 

祖先翁戛拔下两颗大座牙嵌在天 

的中心，一颗变成太阳，一颗变成 

月亮。 

贵州布依族地区 
杨正荣：《翁戛造万物》，《中国各民 

族神话》（布依族等卷），第 7-20页。 

[W1545.1] 

神或神性 

人物变成日月 

天神有十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 

兄妹十二人变成了十二团火球（太 

阳）。 

贵州省•罗甸等县 

黄未石念讲：《十二个太阳》，《中国 

各民族神话》（布依族等卷），第 73 

-75页。 

[W1545.2] 

神或神性人物 

的眼睛变成日

月 

力嘎撑天后，挖下左眼挂东边变成 

太阳，挖下右眼挂西边变成月亮。 
贵州省•兴义县 

班告爷讲：《力嘎撑天》（异文 1），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 

第 73页。 

力戛用右手挖下自己的右眼，挂在 

天的东边，就变成了太阳；用左手 

挖下自己的左眼，挂在天的西边， 

变成了月亮。 

（未标注） 
王燕、春甫等讲：《力戛撑天》， 

见《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第 611页。 

 

不同的布依族神话对日月的产生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如表 2 中的《十二个太阳》中叙述，天神有十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

兄妹十二人变成了十二团火球。这十二个太阳烤干大地时，盘古王的一对儿女布杰和布缅兄妹俩上天去射火球，他俩把太阳射

落十个后，天上只剩下最小的太阳兄妹俩，哥哥让妹妹管白天，自己管晚上。人们给他们取名字，妹妹叫“当婉”（太阳），

哥哥叫“冗令”（月亮）。这篇神话与《当万和蓉莲》中叙述的一对凡间夫妻叫“当万”和“蓉莲”截然不同。还有一篇名为

《神射手勒戛》的神话中叙述，从前，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它们每天都同起同落。勒戛射日后，躲在云河里的那个太阳被水泡

冷和洗白了，它爬上岸时已赶不上太阳了，就变成了月亮。[3]91-94则强调了“太阳变成月亮”的母题。 

由此可见，布依族关于日月起源的神话母题各种差异，充分体现出马克思论神话时所讲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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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113的论断，正因为神话创作者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同类母题表述

中异文的产生，同时也会引发我们对神话创作多样化的思考。尽管一个民族的传统神话与其他民族相比，往往具有本民族特色，

但如果放在更细致的母题分析的显微镜下，则会发现同类神话母题以及母题链的演化与变异，诸如神话中叙述的对象为什么会

有差异？叙事主体的名字为什么出现错位？神话在解释特定现象时为什么会出现地域特色，等等，都可以借助于母题的提取与

分析，查找出其中现象与原因之间的关系。 

三、通过母题解读神话文化内涵与分析叙事结构 

首先，通过不同神话母题的鉴别与分析可以洞察神话所反映的文化精神。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盘古开天、女蜗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

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5]究竟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神话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如何从“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

的层面去深化神话的时代文化意义，我们从布依族神话《当万和蓉莲》与《日月星》不难找到答案。根据这类神话中呈现的丰

富多彩的母题，我们会体察到许多不同层次的文化内涵，如，一是神话作为集体创作与集体性流传的传统文化，本身体现出中

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化为日月者就是这个“集体”的优秀代表，是文化创造过程中形成的“箭垛式”人物。二是“人化生

日月”神话母题就像一条充满活力、会繁殖的鱼，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海洋中不断繁殖成长，已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祖先、善于创

造、敢于创新的内在精神信仰。三是“人化生日月”神话母题体现出神话叙事中由“神的垂死化身”到“人的本质力量”的认

知转化，体现出人作为叙事主体的人文关怀。此外，无论哪一种生成日月的形式，在最终的表达目的上都显示出中国各民族探

索世界、富于梦想、向往光明、积极向上的生存智慧，等等。 

其次，通过同类神话母题比较与发现的母题变异，有助于全面观察神话生态与再创作问题。如《当万和蓉莲》的采录者汛

河在搜集整理另一则布依族神话《赛胡细妹造人烟》的附记中曾提出，自己在采集整理传统神话文本时，会因为“掌握的材料

说法不同”，而在形成具体文本时，在原讲述人的口头文本取舍方面会有所斟酌和修正，并以如何突出祖先布杰捉雷公为例说，

“在夹雷公以及雷公打脱的情节上，也众说纷纭。我采用了把雷公拟人化的情节，这样便于故事的发展和斗争的展开。捉雷公

时，采用上天去捉拿的情节，这样，显示了祖先布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仅敢与雷公斗，而且敢和天上众仙神斗。雷公的打

脱，没有采用喝水的情节，因为当时已干旱成那样子，还去哪里得水来给他喝？所以采用了屙尿给他吃的情节；雷公吃尿，显

得他不如凡人，凡人的形象就更高大些，也才符合人们对懒雷公痛恨的心情。在夹雷公时，没有采用大火钳夹他脖子的情节，

因为大火钳夹紧了，不把他夹死才怪哩，所以采取用手卡他脖颈的情节。同时，整理中，有些情节似觉过多，如兄妹再三推辞

不成亲时，太白星君叫他们从两山倒水到山沟里合为一股等情节，作了适当删节。”[6]通过这段叙述，若结合上文《当万和蓉莲》

及相关神话的母题表述，会发现无论是神话的讲述，还是神话文本采集整理，都是动态的、变化发展的，既有可能对原神话的

母题数量与结构做出删减调整，也可以对神话主题进行修正，甚至使原神话文本在流传中发生某些本质的变化。这类现象成为

摆在神话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如何分析神话传承过程中的创新与演变，会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当今价值定位。 

第三，借助于母题，我们可以通过母题对神话文本做出解构，进而理清特定类型神话的叙事规则与基本模式。以布依族神

话《当万和蓉莲》与《日月星》中的母题构成的解构为例，见表 3。 

表 3 布依族神话《当万和蓉莲》与《日月星》中的母题构成示例 

母题代码 母题描述 《当万和蓉莲》 《日月星》 母题分析 

W1541 日月产生的时间 很古以前。 
在天仙、凡人和龙人神不分， 

互相通婚的时代 
辅助母题 

W1540.1 
以前没有日月（日 

月产生的背景） 
天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 

洪水泛滥,盘古王分开上、中、 

下三界，但三界仍然黑暗。 
基本母题 

W1692.2 日月的消失（没有 天帝把 2个发光的大元宝煮   辅助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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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的原因） 的无光后，压到山下。 

※W9932.5 寻找光明 
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当万， 

女的叫蓉莲，决心找光明。 

盘古王死，他的儿子和姑娘继 

承王位，这对兄妹决心寻找光 

亮。 

核心母题 

※W9651 宝物的获得 

当万和蓉莲得到天神的梦示， 

知道天帝的两个元宝被压的 

地点。 

  辅助母题 

※W6910 火的获得   
哥哥无功而返，妹妹发明击打 

取火，人间有了光明。 
辅助母题 

※W7300 兄妹婚   兄妹在山上结成夫妻。 辅助性母题 

W1545.3.3.1 
一对夫妻到天上 

变成日月 

当万和蓉莲按天神的吩咐，分 

别吞下一红一白两个元宝，献 

出生命，升天变成日月。 

兄妹死后，人间变黑暗。兄妹 

俩的灵魂升天变成日月。 
核心母题 

※W4881 
日月的运行（日月 

分工的来历） 
  

哥哥让怕羞的妹妹管白天变 

成太阳，哥哥变成晚上的月 

亮。 

延伸母题 

W1695.1；W1698.1 

太阳的名字；月亮 

名称的来历（日月 

名称的来历） 

夫妻分别与元宝融为一体。 

人们把发热光的大红元宝叫 

作当万,把发冷光的大白元宝 

叫作蓉莲。 

人们给天上的兄妹取了美丽 

的名字，把妹妹叫作“当婉” 

（太阳），把哥哥叫作“冗令” 

（月亮）。 

基本母题 

※W6539.2.1 

忌随意手指太阳 

（日月产生后的说 

明） 

人们感恩当万和蓉莲化生日 

月，形成不准用手指日月的习俗。 
  延伸母题 

W1721.1 
花变成星星（日月 

产生的伴随物） 
  

日月周围的无数小星星是当 

年大家奉献在兄妹二王坟前 

的小花变成的。 

延伸母题 

 

表 3 中“母题代码”中标注“※”者，表示的是非日月起源类型母题。通过对比两篇神话的母题组合情况，可以清楚地看

出不同的叙事结构，有些母题属于核心母题的必备条件，而有些母题则是讲述人相对自由的增加。根据神话中不同母题在表达

主题时的不同作用，可以大致划分为“核心母题”“基本母题”“辅助母题”“延伸母题”等不同情况，其中“核心母题”是

表达主题的核心，也是神话中最重要的情节性母题，这个母题具有明确的表意指向和叙事内涵，它在神话类型的辨识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功能。之所以说《当万和蓉莲》与《日月星》都属于“人化生日月”型神话，因为这两则神话都有这个核心母题。所

谓“基本母题”，也是“人化生日月”型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母题”，该类神话在表述上就会显得不完

整，给受众对神话主题的领会与接受带来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辅助母题”和“延伸母题”就相对灵活，与核心母题的关

联度也相对松散。神话讲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或理解，进行带有个性化的灵活改变或创造。通过表 3 中的系列母题的链接

顺序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母题特别是与核心母题关联度不高的母题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看似与核心母题或神

话主题的无关的延伸母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传统神话日趋生活化的倾向。如《当万和蓉莲》的结尾写到：“直到如今，

布依族还流传着不准用手指太阳和月亮的习俗，也不准对着太阳和月亮屙屎屙尿，家家的茅厕都是坐北朝南开的。”《日月星》

的结尾则把天上星星的来历与化身日月夫妻的事迹联系起来。这样就把神话的表达与当地民俗的解释联系起来，不仅拉近了讲

述者与受众的话语距离，还显示出神话的个性化与地方色彩，从另一个角度也丰富了神话原来的主题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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