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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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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

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1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

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

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

一种可能#

关键词!/西藏王统记1&权力话语&神话&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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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发生着话语权力叙事模

式翻天覆地的深层次转变!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从

'早期的4语言学转向3和后期的4生态学转向3(到

'学术界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知识观与研究范式的4人

类学转向3!或称4文化转向3(

*

#

+

B"

!哲学,历史学,美

学等学科开始对宏大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

清算!传统的人文学科也纷纷反观自身!努力让长久

被人为遮蔽的主体'发声(!以适应学科内部的综合

发展#神话的研究!在国内作为民间文学探讨的对

象之一!长期以来!主题,人物,叙事情节等是其研究

的几种传统手法#受制于现代性的局限!在'文化转

向(的大背景下!神话研究想要突破传统研究模式不

仅需要考据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的渗透和

支撑!更需要'后现代(大背景下各个学科的跨学科

方法指引#

在后现代的浪潮中!法国思想家米歇尔0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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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坚定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立场对深藏在人文科学内部的诸种关系进行了彻底

地清算#整理中心与边缘的话语权力关系!揭示了

中心如何改变和规训边缘!边缘又是怎样试图发出

自己的声音以改变中心#福柯著有/古典时代疯狂

史1/疯癫与文明1/词与物1/事物的秩序1/知识考古

学1/规训与惩罚1/性经验史1等!系统地阐释了'话

语权力(,'人之死(,'谱系学(,'知识型(,'环形监

狱(等概念#尽管福柯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后现

代(应该讨论的范畴!但是他所讨论的话题显然已经

溢出'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等领域!这一点学界

早已承认#运用福柯的'后现代(诗学分析传统文

本!对神话文本作区别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解

读!可以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人类起源神话

这一传统类型的分析打开新的思路#

一"普遍价值的颠覆!%兽妖造人&

人类的起源神话几乎是各个文明和族群都会讲

述的主题#王宪昭在/中国各民族神话传说母题分

类型统计1

*

!

+

%&一书中!详细列举了中国各民族人类

起源类型!如人由神造!动物造人!植物造人!感生

型!卵生型等等#西方的苏美尔,埃及,希腊!东方的

华夏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等文明的同类型神话

文本中也都有描述#反观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尤其

是追踪西南少数民族的造人神话!也基本上能发现

诸多相同类型的表述#人类起源神话的丰富性表述

构成了各个原始文明对于自身由来的'集体记忆(#

通过梳理/中国各民族神话传说母题分类型统计1一

书!我们发现一则区别于其他造人神话的文本"'兽

妖造人(#其文本的来源是藏族重要典籍.../西藏

王统记1!里面记载藏族先民由来的神话!突出表达

了人是由'兽($猕猴%与'妖($岩魔女%结合的产物#

这则神话收录在/西藏王统记1第七章!副标题

系译者添加'讲述藏族人种出自神猴及岩山魔女之

情(#神话主要讲述了灵异神猴在观自在菩萨的庇

护下前往雪域藏地修行!岩山罗刹女作媚态诱惑神

猴!神猴不为所动!岩魔女一番说辞后!猕猴意志摇

动!遂向观自在菩萨说明情况!菩萨允诺#而后兽妖

结合!产下了藏民族的祖先#对这则材料进行解读

可以发现!藏族先民的'人类由来(的神话具有其独

特性的一面"首先!岩魔女究竟说了什么话!让神猴

的意志动摇- 其次!观自在菩萨与岩魔女在文中始

终没有见过!但是构成了'神与魔(这样一组二元对

立的结构!是值得讨论的一组重要关系#最后!观自

在菩萨与神猴的关系也是同样需要思考和探究的#

这里!我们将福柯的后现代思想与/西藏王统记1里

'造人神话(并置在一起!不难发现!/西藏王统记1中

有关人类由来的神话...'猕猴岩魔女(故事!满足

福柯'后现代(等经典话语的研究范畴!下面!将从福

柯的'人之死(,'话语权力(,'规训与被规训(三个角

度展开论述#

二"猕猴主体的消解!%人之死&

公元
#&WW

年!索南坚赞撰写/西藏王统记1!继

/善逝教法史1/红史1之后!记述古代吐蕃历史的第

三本藏文文献#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发现以

前!/西藏王统记1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典籍之

一#当然!/西藏王统记1因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宗

教氛围!历史的真实性可能部分有所偏差!但不影响

基本的事实"

'/西藏王统记1虽然叙述历史中又夹杂了许多

宗教宣传!因此使许多历史有失实之处#还有在朗

达玛灭佛后许多重要文献散失!所以作者编著历史!

除了根据当时已发现的古代历史传述如/遗训首卷

录1,/嘛呢全书1,/五部遗教1,/档案文书1,盟誓碑

文和/亚隆觉阿王统记1等等!此外大部分历史资料

主要根据民间的传说!故而不免有些失实之处#但

把它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和
#%

世纪末才被发现的/敦

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来比较!大体上仍然是相合的!

所以过去研究西藏古史时本书一直受到重视!不但

国内!在国际上也曾引起注意#如英国人贝尔写西

藏历史就多取材于/西藏王统记1&

#%CC

年苏联库兹

涅佐夫用罗马字拼写本书!并用英文写了导论!曾在

荷兰出版(

*

&

+

!

#

上述文字强调了/西藏王统记1的作为历史研究

史料的权力合法性!本文的旨意并不在此!阅读文本

内容不难看到其中宗教故事和民间神话传说!受汉

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影响!/西藏王统记1在记述古

代吐蕃历史人物时!常常根据民间的传说!故事性很

强!这可能与佛教的'说经(有一定的关联#如记录

大昭寺门前的柳树!被说成是觉阿释迦佛的头发!因

此常绿千年#依历史的眼光来看!显然不符事实!但

从文学的角度看!却显示了早期历史写作中'史记笔

法(的特点#本文重点分析该书的第七章记载的藏

民族祖先由来的神话故事#

前文已经略述了大致情节!下面将部分内容细

化!然后加以讨论#猕猴受圣观自在菩萨点化前往

雪域藏地修行!'宿缘所定之岩山罗刹魔女(!先以

'种种媚态蛊惑引诱(!继而有变为'盛装妇女(!试图

引诱猕猴与其结合!均被猕猴以'若作汝夫!破我戒

律(严词拒绝!而后魔女说"

&&

苟我与汝不成眷#后必随魔作伴侣'

一日即可伤万灵#一夜即可食千生'

若产无量妖魔子#则此雪域境土内'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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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毕后!魔女'眼眶流泪(!而猕猴此时心中

思量'设拒不取!将造极大罪业(!但是猕猴并没有决

断权!'遂于刹那顷!来到圣观自在菩萨面前(!请求

给予点化#'圣者赐言4汝可作岩魔之夫3#(在圣观

自在菩萨表明态度之后!又有怒纹佛母和救度佛母

也发出'如是甚妙(之语#于是猕猴与岩魔女结成夫

妇!'产生六猴婴(#

由上述情节看来!猕猴对待魔女前后对话所反

映的态度的转变突出表达了福柯'人之死(的命题#

所谓'人之死(就是'作为只具有理性的,独立于客体

之外而宰制客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主要地是非理

性的&人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

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他明确宣称!他4不相

信34独立自主3,4具有普遍形式的34主体3(

*

B

+

B&

#

表面上!猕猴和魔女的结合是在圣观自在菩萨的指

点下才发生的!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猕猴作为

主体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力的!从它的'设拒不取!将

造极大罪业(一句!实际上主体已经发生态度的转

变!后面几位菩萨的指点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根据文本所传递的信息!猕猴与魔女的结合避免了

雪域遭受可能的魔子危害!却牺牲了主体自身对理

性的绝对服从#由此可见!不存在永恒的,普遍的绝

对主体#而且!猕猴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其自身行为

的结果!因而更具批判意义#

三"%圣者&与%魔女&!%话语权力&的争夺

'话语...权力(是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

学考古学1里的一组核心概念!意指谁能说话!谁就

具有权力!没有话语掌握权!就没有说话的权力#话

语成为一种压迫和统治的手段!它代表了一种声音

对另一种声音的打压和绝对权力的掌控#所以!疯

子之所以是'疯子(!就是被理性驱逐出!抛弃到对立

面!失去了话语表述的权力#当然!疯子也会不遗余

力地发出声音!发出边缘的声音企图改变中心叙事#

按照列维0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二元对

立(方法解读/西藏王统记1文本!其中很明显存在

'圣者(和'魔女(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满

足这种现象的描述!我们必须把自觉引向文本更深

层,更幽暗的逻辑深处#读/西藏王统记1第七章会

留下一种印象!岩魔女在文本中一直在寻求话语权#

可是!除了开头的一段'哭诉(后!接下来的文字再也

找不到岩魔女的身影!即便出现'魔女(字样的表述!

表述主体要么是'圣者(!要么是'猕猴(!魔女的声音

被彻底的掩盖了#凡是与魔女有关的!均被打上了

'恶(的标签!'如是此雪域人种!其父为猕猴!母为岩

魔二者之所繁衍!故亦分为二类种性"父猴菩萨所成

种性!性情驯良!信心坚固!富悲悯心!极能勤奋22

母岩魔所成重性!贪欲恚!俱极强烈!从事商贾!贪

求营利!仇心极盛!喜於讥笑!强健勇敢!行不坚定

22

*

&

+

&!

#从上述内容看!凡是与父猕猴相关的!均

是品性善良之类!而与魔女相关!均是'贪嗔痴(之

辈#这种被规训的秩序!被以圣者代表的理性牢牢

掌握!凡是秩序之外的声音!都是'边缘的(,'疯狂

的(!必须被打压和排斥#正如福柯所言'秩序既是

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的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

的隐蔽的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

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只是在这一

网络的空格!秩序才被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

在那里!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

*

F

+

W

#也就

是说!在圣者和魔女这一对立关系呈现在文本中表

述出来以前!两者的关系早就在'物的秩序(中确定

下来...圣者就是理性!魔女就是疯狂!双方只是在

等待着被索南坚赞用文本进行描述#存在于物的秩

序的话语权力中!'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圣者(代表

的理性手里#由此引发圣者与魔女的关系是以魔女

的'失声(对圣者权力的顺从为基本模式#

四"圣者与猕猴!%规训与被规训&

在第七章里!神猴在听完岩魔女的'哭诉(后!内

心的活动"'若作彼夫!坏我律仪#设拒不取!将造极

大罪业#(于是!它来到观自在菩萨面前作如下自白"

*盛哉+ 众主大慈悲'

我护具戒如护命'罗刹女魔怀欲想#

说出诸多伤感辞#纠缠於我思夺戒'

将如何处护戒#请大悲主赐察照,

(

&

)

&"

'

观自在菩萨闻说后!赐言'汝可作岩魔之夫#(并

为神猴岩魔进行佛法的加持!等等#

圣者和猕猴二者是除了'圣者(和'魔女(的权力

话语深层次意义以外!不可轻易忽略的一组关系#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认为'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

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

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

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

*

C

+

!##

#从上

面的文本显示出来的圣者与猕猴的关系正是表现了

福柯此处的含义#圣者代表了社会建构的约束性的

教条教规!猕猴就是社会中的实在个体#猕猴的主

体性被无形的规训和约束!以致主体丧失了判断规

训的外力!并主动接受规训的力量#从前面分析的

猕猴在'岩魔女(的引诱下!以社会的约束约束自己!

'若作汝夫!破我戒律(!戒律就是社会给予猕猴的约

束#而其主体性的意志被主体遗忘#圣者以不在场

的'在场(姿态!凝视着猕猴的一举一动!'凝视本身

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

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

*

$

+

W%

#猕猴

是一个经常被圣者看到的被规训之物!规训者可以

通过观察猕猴对岩魔女的态度评价猕猴是否能够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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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罗宝川!陈
!

琳"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

成修炼#这种个别的观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了规训

者的权力!使被规训者处于服从的状态#如果说圣

者和魔女是叛逆者和顺从者!那么圣者与猕猴这组

要素就是规训者与被规训者#

除此之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里描述了一种

'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由此就产生了全景敞视

建筑的主要后果"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

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22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

了!又太少了#22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

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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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中!体现为猕猴和岩魔女结合后'果实已

尽!又无其他食物(#猕猴再一次主动面见圣者!作

如下自白"

*呜呼伤哉+ 慈悲主+ 我将如何育儿女#

遵圣者嘱致于此#今乃变成饿鬼域#

将堕地狱应无疑#故恳大悲救度我,

(

&

)

&#

'

'遵圣者嘱致于此(一句体现了猕猴作为被监视

者!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只能主动的报告圣

者#果然!'监视者(圣者告曰"'汝之后裔由我抚

育#(由此可以知道!在全景敞视的关系中!猕猴的主

体性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被监视的物!它与圣者处

于一种真实的被征服与征服的关系#也就可以明白

为何没有圣者的指示!猕猴也要'主动(的祈求圣者

的指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的由来问题在原始先民那里以

神话传说形式进行了艺术想象的虚构创造#无论是

感应型!卵生型!还是人由动植物所生!人由神造等

等表述!在以前看来没有任何'科学(上的价值#但

是!在今天'文化转向(的大视野下重新审视被我们

忽略的神话文本!尤其是西方学界借用'法兰克福学

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概念来分析文学文本!可以看

到文学边际正在被消解!'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定

的存在形态!其内部各形态要素的合流与抵牾反过

来会对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产生何种影

响(

*

W

+

#!"

#许多曾经被驱逐出文学范围意义内的词

语!如仪式,空间,舞台等术语逐被学界表述和研究!

催生出'文学与生态(,'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

等跨学科研究模式#这些新的研究范式使得重新纳

入文化视野的神话文本呈现出新的阐释视角#在福

柯后现代思想的光芒刺激下!逐渐显现本真面目!让

我们看到/西藏王统记1的关于'兽妖造人(神话文本

内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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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令狐楚,萧沔,杜黄裳,王播,杨收等家族皆在宰

相之列!他们中大多数父祖无官或者官卑!通过进士

起家!形成官宦世家!一代传给下一代!一方面进士

科考试作为维护他们家族的一种维护地位的策略已

经形成#他们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使

之能够保证家族在科第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反映

出官宦世袭在唐朝末年已经相当牢固#

唐代科举制度承袭隋代科举!进一步完善!进士

做为科举考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读书人入仕

的敲门砖#陕西进士数量相与其他省份相比相对较

少!但是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在进士数量上仍取得

长足发展#但是仍要看出!陕西进士分布的不平衡

性,聚集性等特征#外部的不平衡性主要与交通,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内部的不平衡更多的牵扯到

当地政府实施的政策统治者个人因素,读书人的勤

奋程度,以及贵族官僚化都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

这也是影响人才分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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