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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曲，男，彝族，1955年7月1日出生于凉山州美姑县，1982年春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并留校从事教学
科研工作至今，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在学校各级党政领
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在业务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围绕教学积极从事科研，发表成果一百多万字，获各种奖励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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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特点是量的区别。原生图腾只能是有血的六种无血的六种，不能多，也不能少。但次生图
腾即第二级或第三级就没有这个限制。以“类”的形式延伸，凡长得有雪花形状掌的动物都是次生图
腾。比如在山林中猎获一只不知名的动物，这动物是否属于禁食的次生图腾，只要看一看它的“掌”
形状就可以判定了。也就是说，次生图腾包括了未知名动物在内。　　第三个特点是对一级层次图腾
中的动植物抱有一种崇敬的感情。比如在《开天辟地》的传说中和一些民俗中就表现得相当明确。但
在对待末级次生图腾时，这样的感情就显得淡漠得多了。这种现象或许是因为在次生图腾意识出现的
时候，社会已经较先发展了的原因。　　第四个特点是二级次生图腾中动植物种类各占一半，而三级
以下的次生图腾则侧重于动物，很少涉及植物。就目前所知，只有昭觉县的俄比解放先生在昭觉县古
尼拉达收集到的《古候阿莫》抄本中提到竹也是次生图腾。　　第五个特点是由原生图腾到二级图腾
所包括的各种动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是“雪花似掌形族”，是“同胞”的关系。而三级次生图腾及以
下所包括的各种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仅仅是共同具有雪花形状的掌，而不是同时诞生的“同胞”，且
有的甚至从形状而言与“雪花似掌”可以说已经不太相像了。这种与现动物次生图腾并不完全具备“
雪掌形”，但反映了“雪掌类”的崇拜意识，作为反映人类生活的一种象征，只能说明一种群体的认
同而已。比如彝族中关于马图腾的认识，就反映了这种特点。传说，马是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蛋孵化
出来的。在孵化的过程中，先后由蚂蚁、布谷鸟等多种动物进行孵化，但都没能够成功。最后是由“
雪族”中的“史各补赫”即蜥蜴将马孵化出来。这就说明了后一级次生图腾是由先一级图腾派生出来
的。　　彝族中有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叫做“波帕”，直译成汉语便是“起源”。“波帕”共有120余篇
，每篇记叙了一种动物或植物的起源，《马的起源》就是其中一篇。　　在人们的观念中，次生图腾
的特征是有掌有指（趾），以区别于有趾无掌的爪或蹼，也区别于偶蹄类动物。因为马有掌无趾，所
以它算不算应该禁食的次生图腾，在彝族人中看法并不相同。所地方言区的彝人认为，马有掌无趾，
不能算作“勿抵”（雪掌类），主张不禁食马肉，而圣咋方言区和依诺方言区的彝族人认为，马有掌
无趾，那是因为残废了的缘故。人类中尚有残废的情形出现，难道动物中就不会发生吗？因此主张禁
食马肉。　　由于多数人承认马属于“勿抵”这一次生图腾的范畴，因此，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
奴隶社会里，一匹专供骑乘的骏马，其价值与一个奴隶的价值相等。因此，在习惯法中，偷这样的马
与打死这样的马，都得按人类中的卑贱者--奴隶的身价来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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