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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及印第安Acoma部落中关于
    人类起源传说的跨文化研究

顾海悦 曹 燕 艾 斐

    内容提要 神话通过讲述神的行为或事迹，来说明世界的起源和它的现存秋序。本文通过对

((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起源传说进行对比，来探寻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

系，指出Acoma故事更接近部落的实际生活，而《圣经))则带有更多的宗教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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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神话伴

随着人类从远古走到了现代，成为人类社会文

明中一个神秘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个

独特的民族或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神话体系和传

统，以此映照出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但

由于神话产生于远古的蛮荒时代，是野蛮人普

遍蒙昧状态的一种反映，因此不同民族或社会

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许多共通之处。本文

试图通过对《圣经》中创世故事和北美印第安部

落起源传说的对比，来探寻两个不同文化之间

的差异和联系。

一、神话的基本概念

    列宁说:“恐俱创造了神。”“野蛮人由于没

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了对上帝、魔鬼、

奇迹等的信仰。”①在史前状态下，人类能够真

正认识和把握的已知世界是非常有限的。在他

们的现实生活之外是一个无限的未知世界，例

如，美洲印第安人把自己不认识或不懂的东西

都看作神灵，②这便是神话及其神秘性的真正

根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在不停地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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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答地球和自身来源之谜的钥匙，原始人努

力的结果便是神话。神话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

理解和解释世界，它“不是作为一般历史或寓言

故事，而是一种圣史，即创世诸神的天路历

程。”③神话虽然不是文明社会中自觉意识的产

物，但个体情感和理智必然同时参与神话的创

作过程。因此，神话并非仅仅为了理解和解释

世界，同时还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或表达。事实

上，“任何原始神话都既包含了情感的因素和信

仰的功能，也包含了理智的因素和理解的功能，

而这与史前社会生活状念和人类的心理需要正

相符合。’，④

    最常见的神话总是在叙述一种圣史。它通

过对神的行为或事迹的叙述，说明世界和它的

现实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在此意义上所有神话

都是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即对客观世界及
其秩序的来源的解释和说明。创世神话又进而

分为宇宙进化神话(Cosmonogy)和起源神话(Or-

igin Myth)两种。前者描述了宇宙进化过程中
天地等主要神抵的产生过程，后者则是对一切

具体事物及其功能的神圣起源的叙述。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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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讨论的两篇神话故事大致上都属于起源神话

这一范畴，特别是印第安部落的传说，而《圣经》

故事则带上了更多的宗教因素。

二、印第安ACOMA部落的起源神

    话和《圣经》中的创世故事

    长久以来，人们在谈到美洲时常常忽略了

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印第安文化

轻描淡写，因此也就忽视了美洲文学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在

印第安土著部落内部口头相传，延续至今，其功

能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娱乐的性质。事实上，“民

间传说和故事已经成为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生活安逸的农

耕部落，还是晓勇好动的狩猎部族，一概如

此。”⑥这些传说、故事反映了印第安土著人对

人与天地万物间关系的理解，而其中有关人类

起源的传说(神话⑦)则更好地体现了这种理
解。不仅如此，起源传说还忠实地反映了某些

独特的印第安文化传统。不同印第安部落的起

源传说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带有部落文

化的独特烙印。Acoma部落的起源传说便是其

中一例。

    Acoma属于北美西南印第安人中的Pueblo

部落，“据说是在美洲定居的部落中最古老的一

支”。⑧由于部落成员定居在一块三面垂直的巨

石上，故被称为Acoma族，意为“空中的城市”。

大致说来，西南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可分为神

话、历史故事、娱乐故事和闲聊。⑨在Acoma的
起源传说中，一个叫Uch' tsiti的天神创造了世

界，又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始祖— Naut-

siti和latuk两姐妹，并将她们种在地里。二人

长大之后，天神又派一位叫Tsichtinak。的女神

去帮助她们。女神送给姐妹俩每人一只装满万

物种子的篮子，接着教她们将大树的种子种在

地下。待大树长高顶破地面后，姐妹二人便沿

着树干爬出地面。随后，女神又逐一教会她们

如何制造工具，如何创造植物、动物和山脉，如

何制造各种调味品，如何取火种，如何向太阳及

天神膜拜等各种生活技巧。后来，由于嫉妒自

己的同胞姐妹，Nautsiti在邪恶的蛇形魔鬼的诱

惑下，违背Uch' tsiti的意旨，沐浴圣雨而怀上了

双胞胎。作为惩罚，Uch' tsiti招回教导女神，将

两姐妹孤零零地留在世上。但此时姐妹二人正

沉浸在母性的欢乐中，再加上她们已学会了各

种生存技能，因此并没有感到过分孤独或悲伤。

分娩后，Nautsiti因偏爱其中的一个男婴，最终
带着这个男孩去了东方。latiku则留了下来，抚

养另一个男孩，并与他生儿育女，成为印第安人

之母。⑩

    正如前文所述。起源传说最显著的功能就

是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和所有其他起
源传说一样，Acoma部落的故事也试图回答这

么一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问题:我们究竟从何

而来?除此之外，起源传说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要解释天地万物的来源。由于不同文化给

予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的起源

传说都带有各自文化的深深的烙印。例如，《圣

经》创世故事便是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对人类起

源的阐释，其中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上帝造人

以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因其在世界各地广为

流传，在此就不赘述其详细内容)鲜明地反映了

犹太教先民们及后来的追随者对人类和世界万

物来源的独特看法。

    在进行两类故事的比较前首先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圣经》故事指的是由古希

伯莱人加工发展，从而在今天广为流传的一系

列神话故事。根据许多民俗学家的观点，在人

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宗教与神话间一直存在

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一现象其实很容易

理解，因为无论是宗教还是神话，其来源只有一

个，那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在人类社会的早

期，神话和宗教往往融于一体，难分难解。而古

希伯莱文化更是以宗教为中心，由此延伸出该

民族所特有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就这个意义

而言，《圣经》，尤其是《旧约》，可被视为古希伯

莱神话的集成。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圣经》

故事和Acoma故事才具有可比性。

三、相异之处

通过粗略的比较可发现Acoma起源故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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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印第安文化特色。印第安人独特的生

活方式从故事的叙述中反映出来，并成为故事

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奠定了Acoma故事

和希伯莱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圣经》故事不同的

基调。要研究Acoma部落文化的独特性及两个

故事所分别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就必

须仔细对比两个起源故事所体现出的不同点。

    首先，两个故事中关于创世的部分是不同

的。《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万物:大地，天空，

风，山，水，动物和人。虽说亚当为各种动物起

了名字，但是创造动物的全过程是由上帝一手

操纵的。上帝将亚当放在伊甸园中并让他掌管

那片土地。“你要多有子孙，增添人口;使他们

广布在大地上，控制大地;你们要统治海里的

鱼，天上的鸟，你们要统治一切在地上活动的生

灵。"Acoma故事则不尽然。天神Uch' tsiti“创造

了这个世界，太阳⋯⋯天空，以及许多别的东

西。”但是“世界还没有完成，还不尽完善。”所

以，他又创造了两姐妹来“统治万物，并为万物

带来生命。”事实上，正是这两姐妹才让动物、植

物、山脉和许多其他初具原形的东西产生了生

机。例如，她们“向着(土鼠的)形象唱歌，

` Bashya，获取生命吧”，于是他就有了生命。”然

后两姐妹又“告诉这只土鼠，他将在地上生活。

她们说道，‘去吧，使你的子孙繁衍’，于是他的

同类就增加了。”其他动物和植物也是以同样的

方式创造出来的。总之，印第安两姐妹拥有创

造的力量，而亚当却投有。

    这一情节的差异源于两个故事不同的文化

背景。《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它将所有创造

力量都归结到上帝身上，让人感到敬畏，而人则

毫无力量可言。与此相反，在Acoma故事中，两

姐妹的言语和 Uch' tsiti的号令具有同样的力

量。她们用自己的号令激活生命，帮助天神完

成了世界的创造。这种情节安排体现了印第安

人的一个传统信念:思维和语言具有创造力。

例如，另一首印第安土著民谣就叙述了一个妇

女通过思维进行创造的故事。另外，关于创造

世界的不同情节安排还反映出犹教信徒和印第

安人对人自身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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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基督教观念中，人被看作是上帝的复制

品，生活在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之中。宗教迫使

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软弱无力，从而使宗教能

够完全统治和控制平民。与此不同的是，Acoma

故事则赋予了人类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故事充

满自信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个世界

的创造者。可以说，Acoma故事反映了土著印

第安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和信念。

    两个故事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婚姻习俗

之间的差异。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结婚。

这种婚姻是现代人心目中正常的形式。而在

Acoma故事中，Iatiku，印第安人的母亲，却和她

姐姐的儿子结婚，繁衍后代，这种婚姻形式在现

代人看来似有乱伦之嫌。其实在人类早期历史

时期，乱伦这种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人类文明

发展的初期，由于生活环境恶劣，一个家族内部

的成员经常相互通婚以繁衍后代。所以，Iatiku

和她的侄儿通婚是很自然的事。通过对两个故

事产生时间的对比，我们发现Acoma神话故事

属于口头文学一类，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产物，所

以它更多地保留了原始人对婚姻的看法。《圣

经》则不然，它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的。

无论是古希伯莱人，还是后来的欧洲宗教信徒

们，都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对《圣经》加以增补或

修改。所以《圣经》也可以说是一部古代世界

史，记载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人类文明

从原始阶段走出来，进人另一个发展程度更高

的阶段时，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道德准则，人们也因此对

古老的传说故事进行改动。人们今天看到的圣

经故事不可避免的经历了这一过程，以适应不

断发展的道德标准;Acoma口头故事则因为印

第安社会缓慢的发展速度及当地部落对传统的

高度尊崇，而得以保留了更多古代印第安文化

中的原始信念，将近亲通婚看作是正常和自然

的行为。

    ((圣经》故事和Acoma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

不同点是对妇女的描述。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

进行比较:故事中对人类起源的描述和故事中

妇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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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类的起源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

造了第一个人，这个男人叫亚当。而第一位女

性夏娃则是由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造

夏娃的目的是要她成为亚当的伴侣，使他免受

孤独之苦。也就是说，世上先有男人，后有女

人，而后者是为前者而造的。男人是按照上帝

的形象塑造的，是上帝的伟绩，而女人则是男人

的伟绩。男人不是女人的男人，而女人却是男

人的女人;不是为女人而创造男人，而是为男人

创造了女人。根据《圣经》故事，男性的天神钟

爱的是男人，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

将男性置于主导地位。

    而在 Acoma故事中，最初的人类是天神

Uch' tsiti仿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对姐妹。虽

说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仍是一个男性天神，女性

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创造

者。故事里提到:"Iatiku是万物之母，她统治着

世界”。在这里，女人是神的伟绩，人类的领袖，

因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得由女性担当生育

的责任。

    (二)故事中妇女的形象

    作为神话中的母亲和所有女性的代表，《圣

经》中的夏娃是一个愚蠢、没有思维能力、容易

上当受骗和淫荡的女人。她轻易地相信了狡诈

的蛇的谎言，偷吃禁果。她违背上帝的旨意，并

煽动亚当犯下同样的错误，以致失去了原来在

伊甸园中快乐幸福的生活，为人类的后代带来

了痛苦。上帝无情地惩罚了夏娃。“我将极大

地增加你生育后代时的痛苦。你将在痛苦中生

儿育女。你的全部希望在你丈夫身上，而你必

须接受他的约束”。夏娃的罪恶和她受到的惩

罚为实际生活中男性压迫、控制女性找到了借

口。

    在Acoma故事中，Iatiku留下来，成为印第

安人的母亲;而Nautsiti则去了东方，在那儿繁

衍后代。美洲的东方其实就是欧洲，因此Aco-

ma故事中的Nautsiti可被视为欧洲人的始祖。

而Nautsiti较Iatiku更为白哲的皮肤也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Acoma人在他们的创世故事中已粗略

地将人分为黄种人和白种人两类，并以两姐妹

作为两类人的始祖(这一点在下文比较相同之

处时将进一步说明)。两姐妹的性格不同:

Nautsiti思维灵活，Iatiku思维较慢;Nautsiti对待

其他生灵十分粗暴，Iatiku则十分善良;Nautsiti

自私，Iatiku慷慨。最后，Natsiti在强烈的嫉妒

心的驱使下，想取得比Iatiku更高的地位，以致

受到蛇的诱惑。虽然两姐妹间有这么多的差

异，她们还是有共同点的。例如，她们都很勤

劳，智慧，接受新事物快，做事细致周到。她们

都服从Uch' tsiti的统治，每天要向着太阳祈祷。

两姐妹性格鲜明，虽然各自都有些缺点，但总体

上说来是健康、美好、正面的人类始祖形象。当

Nautsiti生下两个男孩而触怒神之后，负责教化

的神Tsichtinako将两姐妹单独留在世上，以示

惩戒。这种惩罚相对于《圣经》中的惩罚来说实

在是微不足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从此

过着艰苦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美好的事物。而

对两姐妹的惩罚几乎没有剥夺她们任何的权

利。她们创造的万物仍旧在她们的周围，她们

也已学会了生活的技能。唯一的变化是当两个

孩子出生后，“两姐妹感到更快乐了”。这里，妇

女不再是导致人类堕落的令人厌恶的角色，而

是充满了人性和母性，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不光是印第安人，古巴比伦人和古

埃及人在他们各自的起源传说中都赋予了女性

很高的地位。女性在他们的故事中经常处于主

导地位。

    研究表明，原始人尚未理解性和生育之间

的联系，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人们还不了解生

育的知识，也没有能力将交姥与生儿育女联系

起来。妇女自然而然地被尊为“赋予生命的

人”，只有妇女才能生产后代。这就是Acoma故

事中出现圣灵感孕情节的起缘。许多专家认

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人们对建立以

生父为体系的社会结构毫无概念。由于人将受

精怀孕和生育割离开来，食物和生育之间的关

系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因此，远古人类，包括印

第安人在内，把妇女看作是生命的源泉。例如，

在亚洲的某些部落，人们供奉女性神抵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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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的祖先。人们根本没有父系的概念，母亲

  被看作生育的唯一承担者，独立担当着抚育后

代的任务。当时家族的世系都是按母亲一方编

排的，这种社会结构被称为母系社会。这就是

产生起源故事时的社会意识水平。当时，“在世

界许多地区的大众都遵从母系社会的习俗。”。

所以，女性也就自然地在当时的故事中占据了

重要的地位。“妇女一母亲的形象⋯⋯十分复

杂，它包含了对妇女在宗教社会中特殊重要性

的各式各样的理解·，·⋯她是宗族之母”。。女性

始祖形象可说是母系氏族社会母权观念及当时

对生殖行为无知状态的反映。

    虽然民俗学家们相信，最早期人类的创世

神话是以女性为人类始祖的，而且确有一些保

留原始素质较多的神话仍以女性为主角，但更

多的民族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其神话作

出了相应的变动。例如，其他西南印第安部落

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大多数为兄弟或男性，唯有

Acoma神话保留了女性人类始祖。事实上，该

部落至今仍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妇女的地位极

其重要，祖母、姨妈等被看作是长辈，家庭的领

袖。所以它的神话故事也就带有浓郁的原始母

系氏族特色。

    《圣经》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它首先是希伯

莱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经过对《圣

经》细致的研究，人类学家和神甫 Roland de

Vaux在其1965年出版的((古代以色列》一书中

写道:“与周围诸国中妻子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相

比，以色列妻子地位明显要低得多。⋯⋯在‘十

戒’中，一个人的妻子被列入她丈夫的财产之列

⋯⋯从生到死，妻子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

色。”在此氛围中产生的故事当然不会重视女性

形象。

    其次，《圣经》是男性统治的社会中产生的

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的经典。亚当和夏娃这一

明显杜撰的神话对人们的世界观和后来文明的

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神话为“女

人必须服从”的论调找到了借口，它甚至否认女

性有说话的权力，更不用说思想了。古老的希

伯莱创世神话中充斥着对女性的轻视，将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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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锁定在男性资产这一消极服从的角色。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研究女性

所受压迫的经典著作《第二性))) ( The Second Sex)

中不无嘲讽地指出男性宗教为男性所能带来的

便利:“男人享有明显优势，因为有一个天神在

背后支持他们自己规定的礼教习俗:既然男人

对女人行使着独裁权利，那么由一个天神将此

权利授予男人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对

上帝的敬畏将压制住那些被踩在脚下的女性任

何想要反抗的冲动。”《圣经》完成之时，人类社

会早已从母系社会过渡到了父系社会，男性掌

握着权力，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社会权

威。他们当然不会允许一部能影响人们社会生

活的宗教经典给予妇女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通过对Acoma创世故事和((圣经》神话间不

同之处的比较，我们可大略看出人类的祖先崇

拜经历了从崇拜女性始祖到男性始祖这么一个

发展过程。Acoma神话中的两姐妹是印第安人

和白人的母亲，这一安排明显带有母系氏族社

会以女性为中心的倾向。但是，随着父权制习

俗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始祖的形象从妇女变为

男人。研究阿拉伯半岛女神的Robertson Smith

指出，即使是在后来的父权宗教中仍存在着对

女性的崇拜，对女性的膜拜来源于母系氏族时

代的崇拜。他进而讨论了当社会进一步发展时

的情况:

    ··⋯ 家属关系确定法则的变化剥夺了

母亲过去在家庭中的绝对重要地位，而将

她大部分的权力和尊荣转移至父亲身上

⋯⋯丈夫成为主人，妻子必须服从··一 同

时子女在继承和血缘方面成为父亲的而不

是母亲的亲属。由于宗教要同社会发展所

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法则保持一致，

因此独立的圣母就有必要降格为一个男神

的下属同伴。

《圣经》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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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同之处

    Acoma故事和《圣经》故事之间毫无疑问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成

果。但是，在对《圣经》中上帝造人的创世故事

和Acoma的起源传说进行了仔细的对比研究之

后，我们却又发现由Acoma文化和西方文化分

别孕育的这两个创世传说竟有着惊人的类似。

为彻底地研究Acoma起源故事和《圣经》创世故

事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先对比一下两个故事中

的情节单元和人物功能，以找出两者间的共同

点。

    第一个相同点是:在两个故事中，都是一位

男性天神创造了地球，并按自己的形状创造了

人类始祖。圣经故事告诉我们，上帝在一个星

期内创造了天与地以及存在于其间的生灵万

物，而Acoma故事则认为，天神Uch' tsiti用自己

的血创造了人间;上帝用“泥土”塑造了第一个

人亚当，Uch' tsiti则是在土地中种下并培育了

人类最早的两姐妹。另外，两位创造世界的神

都住在天的上界。总之，上帝和Uch' tsiti拥有

同样的创造能力。

    另一个共同点是对罪恶起源的描述。在

《旧约》中，天使撒旦堕落为魔鬼及邪恶的代表。

人类的另一个始祖夏娃正是在蛇形撒旦的诱惑

下偷食禁果，触怒了上帝，与亚当一起被逐出伊

甸园。在Acoma故事中，人类祖先Nautsiti因受

蛇形魔鬼的引诱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激怒了

天神，受到惩罚。在两个故事中，都是蛇扮演了

引诱人类堕落的罪恶之神的角色，而且故事的

情节单元也十分一致:创世— 禁令— 违反

禁令— 惩罚。(见下表)

故事来源 Acoma传说 《圣经》

创世者 Uch ' tsiti 上帝

神的禁令 不得怀孕生子 不得偷食禁果

违反禁令 Nautsiti怀上双胞胎
夏娃偷食禁果，并说服

亚当作了同样的事。

惩罚
教导女神被招回，两姐

妹被狐独地留在人间。

被赶出伊甸园，开始人

类堕落的历程。

    图表清楚地反映出两个故事在创世者(神)

的形象塑造和人类祖先违背神的意旨而遭惩罚

(原罪)的情节设计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从地理和时间的角度来看，Acoma文化和

希伯莱文化相距是如此遥不可及，那么，从两种

毫不相关的文化中产生的起源传说怎么会这般

相像呢?从时间上来看，《圣经》的产生要晚于

Acoma故事的产生。那么是否有可能《圣经》在

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印第安人文化的

影响呢?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欧洲探险者

登上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人和美洲之外的世

界有任何接触。只是在欧洲人登上“新大陆”之

后，欧洲人才将基督教带到了那里并强迫印第

安人接受这种宗教。

    上文已经提到Acoma故事和《圣经》故事可

以被看作是一种基于共同基础的神话。这种共

同的基础就是:早期人类对宇宙万物的思索。

由于科学发展水平低下，那时的人们就不得不

假想出一个创造者或神，来解释天地生命的起

源。关于神的概念也就是一种关于“存在于天

上”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崇拜。原始

人看到自己头顶上的天空放射出的光芒，他的

双眼因其光辉而眩晕，于是他就认为，天上必然

存在着所有生命的本源。在原始人的一个重要

的信念中，天空是万能的父亲，他与大地母亲的

结合便产生了生灵万物。母亲生育子女，而大

地可以生长谷物，原始人在概念中将两者进行

类比和同化，。大地和母亲融为一体，大地就是

母亲。所以自然而然地，上帝和Uch' tsiti都应

该住在天上，因为他们是万物之父。而两个故

事中亚当由泥塑而成，以及两姐妹被放在土中

培育则正是“大地是母亲”这一原始信念存在的

明证。总之，这两个故事之所以存在相似处，部

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一些基本的观念，如神和

原罪，有着类似的描述，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同的

民族创造出类似的故事来解释万物起源及人类

艰苦生活的根源。

    可是蛇形恶魔的出现在两个故事中实在是

过于相似了。根据一些史料记载，1598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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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西班牙军队洗劫了Acoma城市，“⋯⋯这个部

族最终阪依了基督教。自17世纪初起，这个

Puebl。部落成为了⋯⋯正统的天主教部落。”。

所以，Acoma文明有可能经历了一场与西方文

化的融合过程。历史学家也已证实，早在19世

纪前，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就

已听说和吸收圣经故事。随着清教徒和天主教

传教士的到来，圣经进一步影响了印第安人的

文学传统。据此，人们也许可以猜测:Acoma故

事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但是，由

于印第安人没有留下任何口头传统故事的文字

记录，人们也就无从追溯故事的流传和演变过

程了。所以最可靠的解释也许就是把这种惊人

的相似看作是巧合。

    Acoma故事中有许多地方反映出当地人和

外来文化的融合。例如，当两个姐妹面对太阳

的时候，Iatiku低下了头，把头偏在一边，让她的

头发披散，⋯⋯这样，太阳光就不能直射到她的

脸上，她的头发挡住了阳光。与Iatiku不同，

Nautsiti受到了强光直射，于是肤色变白了。有

些读者往往忽略这个细节。事实上，在这里

Acoma人解释了欧洲人的起源，他们的祖先就

是白肤色的Nautsiti。这个细节的加人是印第

安人与欧洲人接触的结果。否则，印第安人不

可能知道在他们之外地球上还有白种人，因而

也不可能将不存在于他们的概念中的事物反映

到神话故事中去。另外，故事还通过对两个姐

妹不同的细节描述来反映Acoma人和欧洲人世

界观的不同。" Iatiku的思维反应变慢，而

Nautsiti的思维反应变快了”。在捡麦穗的时

候，" Iatiku仔细地捡起两个麦穗，不让植物受到

伤害;而Nautsiti粗暴地将麦穗扯下。"Nautsiti十

分自私，⋯⋯，而Iatiku随时乐意把自己的种子

和形象给人使用。换句话说，慷慨的印第安人

能够和自然和谐共处，而白人只懂得为了私利

而掠夺。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印第安人通过

Nautsiti之口说道:“我们都明白⋯⋯我们各自

的后代都将继续发展延续。将来总有一天我们

还会再见，··⋯到那时，我们将还是姐妹，因为我

们有同一个父亲，⋯⋯我要向东方去了。”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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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安人心目中，白人和印第安人原是同一个父

亲膝下地位平等的兄弟姐妹，白人对他们的压

迫和掠夺是毫无道理的。

                结论

    在对Acoma故事和圣经起源传说所作的比

较研究之中，读者大致能达到这么一个共识:

Acoma故事带有更多古代的遗迹，更接近于部

落的实际社会生活。与之相反，《圣经》故事则

是被精心编撰出来，好将男性权威的宗教理念

强加于世人。谈到起源故事，必须承认虽然相

隔甚远的几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可能会有许多相

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并不能证明远古时期的不

同种族拥有相同的神话系统的观念。之所以存

在相似是因为人类思维活动有着惊人的类似。

但是，正如已在文中证实过的一样，能证明

Acoma故事未受到《圣经》故事侵蚀的最佳证明

就是故事中所包含的浓郁的土著文化气息，这
种土著色彩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最粗心的读者

也不会忽视它的存在。除了母系信仰和祈祷习

俗，故事中还包括了其它一些印第安人习俗，如

抽烟的神圣起源，对太阳的日常礼拜和当地的

农业传统。应该说在创作神话的过程中，社会

生活的各个因素，如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都对

神话思维有着一定的基本影响。一个最好的例

证就是印第安人神话故事的内容常常是印第安

人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事物，如文中所讨论的

Acoma故事便对部落的日常礼拜和生活方式作

出了详细的定义。随着文明的发展，部分原始

仪式、习俗和观念会保留下来，如对动物的崇拜

和图腾崇拜等。但随着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

展，某些传统故事和神话将不可避免地被修饰

一新，以适应更加进化的人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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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社1996年版，7,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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