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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性视域下非遗文本中创世神话的

和谐话语分析

———以土家族《摆手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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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与“和谐”生态哲学观，建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从生态视角细化参
与者和过程类型系统，探析非遗文本《摆手歌》的及物性语义表征和生态哲学观。其中的创世神话，主要通过物质过程、

行为过程和心理过程表征天上人、地上人、动物、植物等共建更适合生存的和谐环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

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遗中的创世神话，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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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的问题，“生”的
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①。

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

理论基础，生态语言学者黄国文提出了植根中国

语境的生态话语分析路径———和谐话语分析，认

为“生态”不仅仅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间

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

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且是被用来表示“和

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其他物种之

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语言与生态

之间的和谐”②，受到国际生态语言学界的关注和

认可③。目前对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既包括对

该范式理论基础、研究假定、分析原则的阐释

等④，又有相关实践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

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和土著文化蕴含的生态智

慧，这些智慧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重

要启示⑤，还有学者关注日本里山话语模式⑥、美

国印第安传统文化土著文学⑦、日本传统俳句自

然诗⑧等。生态语言学知名学者斯提比（Ｓｔｉｂｂｅ）
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成为生态有益性话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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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①，但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成果甚少。

创世神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凝聚着关于天人关

系的认识与思考，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

慧②。其中反映土家族先民对自然、社会和自身

理解的创世神话，对土家族生态观的形成与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收录在土家族《摆手歌》和

《梯玛歌》中，包括《制天制地》《雍尼补所》等。

土家族摆手舞于２００６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摆手舞中演唱的歌谣《摆手歌》

于２００８年被列入湖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
经典文本由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岳麓

书社１９８９年出版③。《摆手歌》中人与自然的关
系主要受到民族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学科关注，

姜爱、冉红芳认为《摆手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④⑤。著名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

创始人韩礼德（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明确指出“语言并不是
被动地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创建现实”⑥，即现实

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是被主动建构的，语言在建构

现实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摆手歌》中生态哲

学观如何通过语言建构值得关注，但学界很少从

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摆手歌》中的语言结构和

语言使用，揭示语言对各种生态关系的影响。作

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强大的理

论解释力、显著的问题导向，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

了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基础⑦。其中，作

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语义系统之一的及物性

系统，将现实世界、心理世界和抽象世界进行结构

性识解，其小句过程、参与者等语义资源的运用特

征，能反映出生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作机

制。本文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

统与“和谐”生态哲学观，建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

析框架，采用数据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研究非遗文本《摆

手歌》中创世神话这一案例，考察其中的“人类来

源歌”及物性语义资源的分布特征，探析其中蕴

含的生态哲学观。

一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概述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

及物性系统为理论基础，并在“和谐”生态哲学观

的指导下，从生态视角细化参与者系统和小句过程

类型，结合土家族《摆手歌》的语境，阐释语篇中及

物性语义特征和《摆手歌》中的生态哲学观。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

及物性（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是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
核心概念，是概念元功能之经验功能在词汇语法

层的实现，包括参与者、过程类型和环境成分等语

义范畴，指人类对外部和内部经验进行结构性识

解（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将这些经验片段加工成“过程类
型”（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ｙｐｅｓ）的语法模型，包括物质、心理、
关系、行为、言语和存在 ６个过程和相应的参与
者⑧。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主要包

括“动作者”（Ａｃｔｏｒ）和“目标”（Ｇｏａｌ）；心理过程
是表示“感觉”“反应”“认知”“意愿”等心理活动

的过程，包括“感知者”（Ｓｅｎｓｅｒ）和“现象”（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感知者通常是人；关系过程指的是反
映事物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的过程，包括“归属”和

“识别”两大类，参与者分别是“载体”（Ｃａｒｒｉｅｒ）、
“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和“标记”（Ｔｏｋｅｎ）、“价值”
（Ｖａｌｕｅ）；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哭笑等生理
活动的行为过程，一般只有“行为者”（Ｂｅｈａｖｅｒ）；
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包括“言

语者”（Ｓａｙｅｒ）“受话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和“讲话内容”
（Ｖｅｒｂｉａｇｅ）等；存在过程是表示某事物存在的过
程，只有一个参与者“存在物”（Ｅｘｉｓｔｅｎｔ）。物质
过程和行为过程主要表征现实世界，心理过程和

言语过程主要表征心理世界，关系过程和存在过

程主要表征抽象世界。“意义是系统功能语言学

理论研究的重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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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分析中意义重大。”①何伟等学者遵循系统功

能语言学“以意义为中心”的原则，根据生态系统

参与者的生命属性，将及物性参与者分为“生命

体”和“非生命体”，揭示生命体有无人为意识与

认知的影响，更加直观地反映小句经验意义的生

态取向②。及物性系统和对其参与者的生态化延

展，为研究话语中的生态取向、语言如何建构现实

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二）“和谐”生态哲学观

生态哲学观（ｅｃｏｓｏｐｈｙ）是生态语言学区别于
其他语言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维度，最早由挪威哲

学家奈斯（Ｎａｅｓｓ）１９９５年提出，是指与环境相关
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③，后来被生态语言学

者斯提比引入生态语言学。斯提比认为“生态话

语分析是在一定伦理框架下进行的，这个伦理框

架就是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④。根据生态系统

的类别，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生态观。针对社会与

生态，布克金（Ｂｏｏｋｃｈｉｎ）提出了“平等”，拉森
（Ｌａｒｓｏｎ）提出了“社会生态可持续性”，何伟、魏榕
提出了“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国际生态哲学

观；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斯提比提出了“生活”，

何伟、张瑞杰提出了“和谐生态场所观”。为研究

人与人、人与自然、语言与生态之间多层次的和

谐，黄国文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

“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和以“良知、亲近、制约”

三条指导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生态哲学

观⑤。“和谐”生态哲学观的“以人为本”不是指

以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是从人的问题出发，思考、

分析和评估人的问题，并寻找解决人的问题的途

径。“以人为本”与“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原则是

一脉相承的：良知原则主要指生态良知，是自发

的、源自内心的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以人为

本”的自觉条件；亲近原则包含“差等”的和谐，指

以人为基点从不同维度分辨人与其他生命体和外

部环境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具

体表现；制约原则是指受个人良知和修养、社区乡

规民约和社会机构法律等方面的制约，是“以人

为本”的限制条件⑥。“和谐”生态哲学观作为维

持生态多层次和谐、动态平衡的指导性原则，既是

判断话语生态性的参考标准，又是探析生态系统

中生命有机体和非生命有机体相互关系动态变化

的重要准则。

（三）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

本文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主要运用

及物性系统描述和分析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

语义表征。首先，从生态视角将参与者分为“生

命体”和“非生命体”，前者进一步细分为“人类生

命体参与者”和“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其次，

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运用 “以人为本”

的研究假定与“良知、亲近和制约”三条指导原

则，结合语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生态

性，进而识别出有益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如图

１）。有益性过程维护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
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中性过程既遵从又违背生

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或

表征生命有机体的客观属性和生活习性；破坏性

过程违背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

谐关系。最后，考查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特征，在

“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探析生态哲学观。

图１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

３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瑜敏，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意义”》，《外语教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何伟，高然，刘佳欢：《生态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５页。
雷蕾，苗兴伟：《生态话语分析中的生态哲学观研究》，《外语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Ｓｔｉｂｂｅ，Ａ．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１１．
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０３—１０７页。
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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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黄国文提出的“功能语篇分析”步骤①，

运用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将研究过程分为

三个步骤：（１）描述和分析。分析《摆手歌》中“人
类来源歌”的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表

征，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结合上下文语

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２）解读和阐
释。结合《摆手歌》中的语境，运用“和谐”生态哲

学观分析“人类来源歌”中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

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究语篇中蕴含的生

态哲学观。（３）评价和施为。结合时代语境与
“和谐”生态哲学观，科学评价《摆手歌》的生态智

慧和时代价值，服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二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和
谐话语及物性分析

《摆手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和摆手掌坛

师在土家族摆手歌舞活动中所唱的古歌，是一部

土家族的百科全书和文学经典，对土家族历史文

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摆手歌》包括

“人类来源歌”“民族迁徙歌”“农事劳动歌”“英

雄故事歌”等内容。本文选取其中的“人类来源

歌”为研究语料，包含天地开辟、人类和万物起源

等内容。

（一）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分析

话语的生态性分析涉及的内容，包括语言使用

者对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事件的“识解”（ｃｏｎｓｔｒｕｅ）
与“识构”（Ｓｔｏｒｙ），即存在于我们头脑中、影响我
们看待世界的认知结构②。在我们形成“识解”与

“识构”的过程中，及物性系统的过程类型对意义

的建构起着关键作用。和谐话语分析具有明确的

价值取向，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对《摆手

歌》中“人类来源歌”的过程类型进行生态性分

析，将其识解为有益性过程、中性过程和破坏性

过程。

（１）有益性过程，是指表征维护生命有机体
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小句过程。一

是通过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的思

想、情感和交流，体现生命有机体的心理世界，展

现了其自主性和可亲近性。比如，“（雷公说）补

所、雍尼记着了”，用心理过程表征了“感知者”雷

公具有报恩雍尼、补所兄妹的意愿。“（天上人

说）燕子你各种子送”，用言语过程表征天上人

与燕子交流如何给雍尼、补所送葫芦种子以避洪

水之灾。二是通过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生

命有机体建设生命可持续性的物质世界。比如，

“岩头搬起补在了，钉子拿起钉在了”，用物质过

程表征了“动作者”张古老搬石头、拿钉子修天，

体现了天上人改善宇宙生存环境的能动性。“磨

子一下滚”“烧起两堆火”，用物质过程“滚”“烧”

表征“动作者”雍尼、补所克服困难，延续人类生

命的能动性。三是通过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表

征生命有机体互相依存及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抽象

世界。比如，“毕兹卡哩，笋子一样生出来”，用关

系过程表征土家族毕兹卡与笋子的相似性，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客家哩！毕兹卡哩！苗家哩！

娘的肚子里生着的哩”，用关系过程表征客家、毕

兹卡、苗家同源共祖、相互依存的关系。

（２）中性过程，是指表征生命有机体的客观
属性或生活习性的小句过程。一是通过关系过程

表征天、地等自然非生命体和天上人、地上人、动

植物等自然生命体的客观属性和关系。比如，

“天和地挨着的”，用关系过程表征“载体”天和地

之间的空间关系，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宇宙空间

的认知和想象；“张古老哩！胡子白白的”，用关

系过程表征“载体”天上人张古老外貌、年龄等特

征；“嘴没有脸没有嘛”，用关系过程表征“载体”

人种的特征，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对人种的模糊认

识。二是用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动植物的生

活习性，比如，“人给喜报忧报”“蚂蚁虫虫找着日

子过在”……用物质过程表征了“动作者”乌鸦、

野鸡等动物的行为，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动植物

生活习性的观察和了解。

（３）破坏性过程，是指表征违背生命有机体
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小句过程。主

要通过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之间

的冲突矛盾。比如，“（天上人）打了他”，用物质

过程表征“动作者”天上人惩罚地上动植物，限制

他们的活动，破坏宇宙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大哥

翅膀掐了哩”，用物质过程表征地上人抓雷公的

激烈动作，凸显天上人和地上人的冲突，不利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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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功能语篇分析面面观》，《国外外语教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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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与天上人的和谐关系；“你各天齐的水一次

涨，人种莫留了”，用物质过程表征天上人决定消

灭人种，不利于人类生命的延续；“懒腰伸在了”，

用行为过程表征了李古老偷懒，耽误补地，造成地

上坑坑洼洼，影响宇宙环境。

综上所述，生态有益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由

多种小句过程表征。对小句过程生态性的判断，

需遵循“以意义为中心”的原则，既要考虑小句过

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特征，又要结合语境并参

照“和谐”生态哲学观。明确小句过程类型的生

态性，是分析“人类来源歌”中人与自然生态哲学

观的重要前提。下文将试着量化分析生态有益

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在“人类来源歌”中的阶段

性分布特征。

（二）“人类来源歌”中及物性语义分布特征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根据主题内容可

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毁灭：万物过度生长，激化

空间矛盾，宇宙转为混沌；第一次再生：补天修地，

人类再生；第二次毁灭：贪吃雷公，洪水泛滥，人类

毁灭；第二次再生：兄妹成亲，人类延续，万物和谐

共生。通过分析“人类来源歌”中的５８９个小句，
发现有益性、中性、破坏性过程的数量在四个阶段

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见表１）。
表１　“人类来源歌”小句过程类型阶段性分布表

过程类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有益性过程 ２３．３％ ６０．８％ ２６．９％ ６６．８％

中性过程 ２０．０％ １９．２％ ３９．９％ ３２．３％

破坏性过程 ５６．７％ ２０．０％ ３３．２％ ０．９％

纵观表１“人类来源歌”过程类型的阶段性分
布，第一阶段破坏性过程占比远高于有益性过程

和中性过程（５６．７％＞２３．３％＞２０．０％），体现了生命
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中的矛盾。第二阶段

有益性过程占比远高于破坏性过程和中性过程

（６０．８％＞２０．０％＞１９．２％），表征生命有机体之间和
宇宙生态系统逐渐走向和谐。第三阶段中性过程

占比高于破坏性过程和有益性过程（３９．９％＞
３３．２％＞２６．９％），呈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
生态系统的复杂关系，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

与协同。第四阶段有益性过程占比远高于中性过

程和破坏性过程（６６．８％＞３２．３％＞０．９％），体现了
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的和谐关系。由

此发现，“人类来源歌”体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

宇宙生态系统经历了从冲突走向和谐的动态变化

过程。从冲突到和谐的四个阶段动态变化，能通

过小句过程类型（见表 ２）和参与者的语义资源
（见表３）表征。

表２　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特征

阶段
物质

过程

关系

过程

心理

过程

言语

过程

行为

过程

存在

过程

第一阶段 １６．７％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０％ ２８．３％ １８．４％

第二阶段 ６６．４％ ８．８％ ４．８％ １０．４％ ５．６％ ４．０％

第三阶段 ５２．５％ ８．６％ １７．２％ １２．７％ ５．０％ ４．０％

第四阶段 ４０．３％ １５．６％ １２．６％ ２１．９％ ６．８％ ２．８％

表３　参与者的分布特征

阶段 天上人 地上人 动物 植物

第一阶段 ３７．１％ ５．７％ ３１．５％ ２５．７％

第二阶段 ９６．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第三阶段 ４２．９％ ４８．１％ ７．９％ １．１％

第四阶段 ２４．５％ ５６．０％ １７．９％ １．６％

第一阶段：混沌前，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空间上

的矛盾。土家族认为混沌前天地万物皆存在①。

由于天地距离近，引起了天上人与地上动植物的

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主要通过行为过程、物

质过程和心理过程（２８．３％＞１６．７％＞１３．３％）表征
（见表２）。物质过程的“动作者”为天上人，“目
标”为地上动植物，表征了天上人限制他们的行

为或活动范围；行为过程的“行为者”为地上动植

物，表征其受到天上人惩罚而主动缩减活动范围；

心理过程的“感知者”为天上人，表征他们对地上

动植物的不满。有益性过程主要通过行为过程表

征地上动植物被赋予情感和意识。中性过程主要

通过关系过程表征宇宙的空间关系，即天地距离

近。从参与者来看，第一阶段天上人占比３７．１％，
地上动物占比３１．５％，植物占比２５．７％，地上人占
比５．７％，天上人作为“动作者”和“感知者”，动植
物作为“目标”，说明天上人比动植物权势大。

第二阶段：混沌后，补天制地，从混沌走向有

序。此阶段以物质过程、言语过程和关系过程为

主。物质过程占比为 ６６．４％，“动作者”为张古
老、李古老等天上人，“目标”为烟袋、钉子、木棒

等无生命特征物质和葫芦、豇豆等有生命特征物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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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表征天上人善用工具补天制地造人，重建宇宙

生态的主观能动性。言语过程占比１０．４％，“言语
者”“言语对象”都是天上人，“言语内容”体现了

天上人合力重建宇宙的意愿。心理过程表征“感

知者”天上人对混沌后的宇宙和造人失败的难过

伤心。关系过程占比８．８％，表征天上云、星星、月
亮等物质与生命有机体的紧密关系。从参与者数

量来看，天上人占比 ９６．０％，他们充当“动作者”
“言语者”“受话者”“感知者”“行为者”等，具有

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情感，承担重建宇宙

的责任。

第三阶段：贪吃雷公，洪水泛滥，逐渐建立

“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本阶段物质过程、心理过

程和言语过程（５２．５％＞１７．２％＞１２．７％）既表征生
态有益性又表征生态破坏性，前期主要以破坏性

为主，后阶段以有益性为主。物质过程“动作者”

为地上兄弟和娘，“目标”为铁柜、铁锁、天上雷

公，表征兄弟抓雷公的贪和狠；但是当“动作者”

为好人雍尼、补所时，“目标”为娘和雷公，表征雍

尼、补所的孝和善。心理过程“感知者”为地上娘

和兄弟时，表征他们想吃雷公的意愿；“感知者”

为天上人时，表征天上人要用洪水淹没地上坏人

的决心，体现了双方的对抗心理。但是，当“感知

者”“现象”为地上好人雍尼、补所时，表征他们对

雷公的同情。前期言语过程的“言语者”和“言语

对象”局限在同类生命有机体中，“言语内容”是

要用洪水淹没地上人和关于雷公的吃法，表征地

上人和天上人的矛盾；后期“言语者”和“言语对

象”则跨越了空间和类别限制，“言语内容”是要

救助好人雍尼、补所，帮助雍尼、补所成亲等，反映

了生态主体间的交流由单维度走向多维度、跨类

别，由对抗走向合作。从参与者数量来看，地上人

的占比逐渐超过天上人（４８．１％＞４２．９％），被赋予
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第四阶段：兄妹成亲，人类延续，重建和谐共

生的宇宙生态。本阶段主要由物质过程、言语过

程和关系过程（４０．３％＞２１．９％＞１５．６％）表征，体现
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等生命有机体对宇宙生命

延续的关切。物质过程“动作者”为雍尼、补所

时，表征他们通过推磨子、烧火等，克服重重困难

做人种，延续人类生命。言语过程“言语者”和

“言语对象”包括地上人、天上人、动物、天、地等，

“言语内容”是协助兄妹成亲、做人种和维持人类

生命。关系过程参与者包括人种、苗家、毕兹卡、

客家、花等自然生命体和清风、山等自然非生命

体，表征他们之间的亲密和谐关系，如客家、毕兹

卡、苗家根同源。心理过程“感知者”为天上人、

动物、地上人时，表征他们对人种和宇宙生态的整

体认识逐渐深刻。

从及物性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来看，“人类

来源歌”的物质过程表征了生命有机体天上人、

地上人、动植物由空间冲突转变为延续宇宙生命

的协同合作。心理过程反映了天上人、地上人、动

植物等感知者由怨恨、畏惧转向关心和关爱。言

语过程反映了交流对象由同类同空间的交流转为

跨空间跨类别的沟通。关系过程反映了土家族先

民对宇宙天、地、天上人、地上人、人种、动植物等

的认识逐渐深刻，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依存程度不

断提高。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化，由天上人到地

上人、动物、植物、天、地，他们共同作为“动作者”

“感知者”“言语者”，合力维持宇宙生命延续与和

谐发展。

三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生
态哲学观

“人类来源歌”四个阶段的及物性语义资源

表征显示，土家族先民心中的宇宙自然不是孤立

静止的物质个体，而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共生体。

《摆手歌》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与土家族先民的生

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因

生存环境艰难，文明发展相对落后，土家族先民的

生存与繁衍成为第一要务，他们总是从自身的生

存经验角度观察、认识和想象周围的世界。故本

文在“和谐”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结合语境探究

《摆手歌》中土家族先民的生态哲学观。

（一）以人为本的假定：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

问题出发

《摆手歌》中土家族先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宇宙生态的结构和演变等方

面的认识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即从他们的生存

和繁衍所遇到的问题出发。土家族先民将自然尊

称为“天上人”，“天上人”既能限制地上动植物的

活动，又能补天修地造人，还被赋予丰富的情感和

“惩恶扬善”的原始道德，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大

自然的崇拜、感激、敬畏和恐惧的复杂情感。他们

认为宇宙自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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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一是天上人、地上

人、动植物等生命体之间的关系由冲突矛盾走向

相互依存；二是宇宙环境进化得更适合生命的生

存和繁衍，比如，宇宙空间的改善、动植物活动空

间的调整、天地的修补；三是人种的进化，比如，地

上人从高大、勇猛的“原初人”、野蛮、善斗的“神

创人”进化到具备“惩恶扬善”道德观的好人。

（二）良知原则：惩恶扬善是生命有机体之间

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自觉条件

在儒家哲学中，仁是人的最高德性，是从天地

“生生之德”而来①。“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是仁

的体现，是维护自然界“生生之德”和宇宙和谐的

根本。土家族人民十分重视“良心”，将其视为民

族人性的本体和伦理道德的根本出发点②。“人

类来源歌”中的生态良知，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

冲突走向和谐的自觉条件，是分层次、分阶段逐步

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天上人、地上人逐渐具备生态

良知，即“惩恶扬善”的道德观，进而促使冲突转

向和谐。

（三）亲近原则：交流沟通是生命有机体之间

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阐

述了中国人以己为中心，按照亲疏关系逐渐往外

推的过程③。亲近原则也是“差等”的和谐，指以

人为基点从不同维度分辨人与其他生命体和外部

环境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人类来源歌”中天

上人、动植物等充当“动作者”“感知者”“行为

者”“言语者”等，被赋予情感和思想，是亲疏关系

变化的前提。影响亲疏远近关系的维度，由生物

类别、空间距离转变为情感投入和良知意识，而交

流沟通是增强情感投入和良知意识的关键，是生

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

（四）制约原则：制约与约束是生命有机体之

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保障

“人类来源歌”中自然生命体经历了从外界

的客观制约到主观的内在约束过程。天上人、地

上人、动植物从受空间的客观制约，到受“惩恶扬

善”道德观的主观约束，从被动制约到主动承担

延续宇宙生命的责任，这一转变使生命体和非生

命体从冲突走向和谐。摆手歌由处于社会地位较

高、能通天地和鬼神的梯玛领唱，引导人们积极向

善、勤劳苦作，表明摆手歌是土家族先民世代传

承、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乡规民约”。这与国家

级非遗项目土家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向汉光关于

摆手歌对人们具有制约和教育作用的看法高度

契合。

“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良知、亲近和制

约”原则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充分反映了“人类来

源歌”中土家族先民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

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既承认自然的客观性

和物质性，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同时又认为

人是宇宙之精华，具有维持宇宙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责任；二是人与自然的互相包容，自然被尊为

“天上人”，具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亲和力和道

德感，“惩恶扬善”是人与自然相互包容、宇宙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基础。总之，人与自然

界是有机整体，不可分离。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

有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类来源

歌”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体现了土家族先民艰难

的生存环境和积极解决生存与繁衍困境的乐观心

态。我们要提高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了解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规律。

结语

非遗文本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之一，其中的创世神话蕴含着人们早期的生态智

慧，对推进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和启

示作用。本文为深入研究非遗文本中的创世神话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一是和谐话语分析能够

成为研究非遗文本中创世神话的新视角。“和

谐”生态哲学观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能

为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提供指导

原则④。二是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丰富拓展

了和谐话语分析范式。和谐话语分析提出的动

因，是对产生于西方语境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框

架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思考。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主要从批评的视角，研究生态系统中消极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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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３３页。
周兴茂：《土家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转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８页。
刘海霞，周亚金：《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与中国方案的构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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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谐话语分析主要从“建构主义”视角分

析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共生和互动关系”，以

往的和谐话语分析实践更关注话语的生态性，却

较少探讨如何实现和谐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实证

案例的形式，通过分析生命有机体之间关系的演

变，探索了和谐话语分析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动

态性的本质特征，而不局限于对话语的生态性范

畴分析。对《摆手歌》中创世神话的和谐话语分

析，能为其他非遗文本中的创世神话研究提供启

示和借鉴。三是非遗文本由多种社会符号建构，

其研究具有相通性。社会符号学家克雷斯

（Ｋｒｅｓｓ）认为，语言符号的分析范式可以为其他符
号的分析提供参考①。在社会符号学视域下，非

遗是由语言（文字）、舞蹈、音乐等多种符号建构

的符号系统，非遗文本则是符号系统的体现形式，

具有可视化、稳定性、规律性。因此，从语言学视

角研究《摆手歌》中创世神话的生态观，能为其他

创世神话的研究提供启示。未来，还可以从音乐、

舞蹈、动作等多模态视角，深层次系统研究非遗文

本，让人们“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

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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