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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书写传统的社会时!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口头%或$口述%等词汇!来形容#定

义该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与文化特征"这一思路限制了对传统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入理解"川滇

交界纳人-摩梭人.达巴主持的$古布%仪式表明!视听#语言和行动等多种实践形式在仪式过程中

的交织并行!共同推动和实现了纳人对人#精灵#神之间多重关系的再现与想象"综合在一起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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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书写传统的社会时#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口头"或!口述"等词汇#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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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决定了不同人群的思维特征#继而构成某种二元对立式的分类标准$人类学家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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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传统的思路限制了研究者对社会文化丰富性的理解$本文基于对纳人)摩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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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长期田野调查#尝试突破!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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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的二元分类方式#全面考察仪式过程中视

听%语言和行动等各种实践元素$在认识层面#将文化传统看作是多种实践的综合而非单一的

表达%交流形式#有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具体的社会行动)如仪式*如何体现和生成特定情境中

的关系网络#以及相关的象征体系如何维系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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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内学界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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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人达巴主持的仪式#笔者陆续在宁蒗县永宁乡%盐源县前所乡%木里县屋脚乡等地开展田

野调查$其中#最长的调查持续了一个完整的年度周期$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形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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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人关于!古"的观念与相应仪式

!古布"仪式的主要祭拜对象是!古"#即代表水源的精灵$纳人认为高山%峡谷%湖泊等环

境中主要居住着两类精灵&一类称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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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与!古"精灵介于善恶之间的特殊身份#意味着纳人必须慎重处理与其关系$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谨慎地挑选上山打猎%砍伐树木%采集草药等活动的时机#因为漫无目的的开采和

乱砍滥伐将触怒!怎"#从而招来精灵的惩罚)如生病或引起冰雹等自然灾害*$同样地#随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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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认为支系的家屋中同样居住着!古"#这种精灵被称为!阿窝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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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仪式专家此时扮演的角色

类似于某种生态物资和能量的!管理员"$

"

根据达巴的说法#纳人有三种专门针对!古"的仪式&最简单也是最典型)

A

1,+,+

RA

=L.8

*的

!古吉科")

B

/>N=V10

*%作为治疗仪式的!吉夸布")

>N=V1/.J/

*#以及最复杂%完整的!古布"$

!古吉科"的字面意思是!放1古2的水")!吉"-

>N=

.指!水"#!科"-

V10

.指!放"*#指人们向特

定的!古"敬献供品的过程&达巴指挥助手用铜勺将!古"的专用供品)即上文提到的!药"*倒入

相应水井中#然后重新舀一勺水倒入家屋中的水缸$达巴此时唱诵!查尔科")

LH.1V10

*#其字

面意思就是!放药"$因步骤简便#!古吉科"实际上出现相当频繁&有时是单独举行#有时则作

为特定环节#穿插在其他仪式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的仪式场合#达巴均要执行!古吉科"$例

如#在修建房屋%安放火塘时#达巴须向支系专属的水井精灵敬献供品#以祈求其保佑$在!古

布"仪式中#达巴也要反复执行该步骤$

第二类针对!古"的仪式!吉夸布"#其字面意思是!水井仪式"$举行!吉夸布"通常是为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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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华指出#永宁地区的纳人将!天上不下雨#地上不长草"作为隐喻#形容两性在生育中的不同地位#从而体现了当

地文化中独特的身体再现系统$参见
4.=6/.

#

Y:0S,L=e+eS.:S

A

i10:=T.1=3O0SU.>04H=:0

#

A

3'#

$

参见
GH=8=

AA

050SL,8.

#

G.1c>08h:.+/100+L/8+/10

#

G.1=S

&

F.88=T.1>

#

!%%)

#

AA

3($;(!

$



治疗$达巴通过该仪式#试图劝说精灵将偷走的灵魂还给病人#使其康复$病人家属首先通过

占卜%问询等手段确定病因#并找出肇事的!古"#然后邀请达巴为其治病$!吉夸布"仪式的举

行地点是在偷走病人灵魂的!古"所代表的水井附近#为时约半天$其过程类似于达巴驱逐恶

灵的仪式)如!木卡布"-

T/V1.J/

.*$

!

!古布"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定期举行#以支系为单位#致力于全面地祭拜精灵!古"$该仪式

耗时两天一晚#从第一天上午到第二天中午结束$达巴及其助手只有深夜到凌晨的短短几个

小时可以休息#对个人的体力和唱诵能力均是严峻考验$因为!古布"对所需物资和人工的要

求较高#也有支系选择当年不做该仪式#但通常会在下一年补上$

!古布"仪式的举行与纳人对传统生产活动的安排有关$农历新年过后#人们开始准备下

一轮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整体而言#当地生产活动从每年农历二月左右开始#十月份左右结

束&主要农作物)包括玉米%土豆等*的种植从农历二月持续到九月+高山放牧)纳语称!过或"

-

B

/1,

.*也是从农历二月开始#五月以后逐渐结束$此外#妇女常年在菜园耕种蔬菜瓜果#男性

则在雨季)六月到八月*上山采菌或寻找草药$当年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等因素极大地影响

着收成$因此#四月举行!古布"的主要目的是祈求精灵!古"保佑风调雨顺%丰产丰收$法国学

者范热内普)

.̀:F0::0

A

*在讨论著名的!过渡仪式")

1=+0>0

A

.SS.

B

0

*时#提到了人们在四季轮

替时举行的仪式#认为其对应着人类活动的!边缘")

T.1

B

0

*现象#体现某种社会和经济力量的

再生过程$

"

!古布"仪式与之有相通之处$

三%!古布"仪式的现场布置和道具

!古布"仪式的现场布置和道具充分体现了!视觉再现"的意义和作用$和大多数的达巴仪

式不同#!古布"仪式的主要举行地点不在支系主屋)!伊米"-

N=T=

.*#而是在家屋内部的次要空

间#如厨房或二楼客房$因为达巴将在仪式过程中!留宿"精灵!古"#而传统上纳人的主屋是起

居室#不可用于客人住宿$!古布"的准备工作复杂而繁重#通常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除了准

备供品#达巴及其助手还要制作和提前备好各种仪式道具#用于现场布置和在仪式中执行特定

的步骤$

!一"$古%的寓所

安放在现场中心位置%正对达巴的是一座由树枝%木板%土块等搭建起来的一米多高的!房

子"#纳语称!沃波")

I,J,

*#代表精灵!古"在仪式期间的临时寓所$因为!古布"要持续两天#

达巴须邀请!古"在此过夜$!沃波"的底座为土质#长宽均为半米左右#高约为
$%

厘米$达巴

在其正面用面粉绘制五个圆圈#分别象征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及其所在地的水源$底座

的四周插着许多树枝#包括山上采来的各种竹子%灌木和树木#形成四面!墙壁"$!房子"的上

部放有各种装饰#如纯白丝巾%小幅的绘片和象征雪的公鸡羽毛$!沃波"的内部放有一个鸡

蛋#一碗!古"的供品和一个蛇形塑像$!沃波"的正面放置着一个木制的拱门#象征房门$

!二"绘片

在!沃波"的一侧%达巴右手边的位置#悬挂着五十多片色彩丰富的长方形绘片#纳语称!达

)"

多种实践与多重关系&纳人达巴的!古布"仪式
!

!

"

参见陈晋&'唱诵%仪式行动与仪式过程&以纳人达巴的!木卡布"仪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

参见-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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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里")

>.18=

*$绘片展示的形象包括神%动物%精灵和神话人物等#分成若干组#从左至右排列#

依次包括&

$3

!古"的首领!叁打洛伊加布")

S.:>.8,N=>N=.J/

*及其供品$

!3

神话中的三位人类主角!阿伊阿拉")

.

R

=.8.

*%!阿伊阿拉才")

.

R

=.8.+Se

*%!布达纳萨佐"

)

J/>.:.S.d,

*#及其各自的坐骑$

(3

献给!古"的各种供品$

23

畜养动物#如牦牛%绵羊%山羊%奶牛%公牛%马%骡子%猫%狗%鸡#等等$

)3

野生动物#如老虎%豹子%狼%麋鹿%野山羊%野绵羊%蟾蜍%岩羊%野牛#等等$

#3

野生鸟类#如野鸡%孔雀%野鸭%老鹰%斑鸠%猫头鹰#等等$

位于!沃波"顶部的两张绘片代表纳人的最高神!筑")

>H/

*和孔雀)

B

,S,T=

*$挂在四面

!墙壁"上部的绘片分别代表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古"的首领$

!三"神座

达巴的左手边放置着一个铺满生麦粒的木盆)!刮"-

B

/.

.*#代表着神000尤其是最高神

!筑"000的座位$筑神的塑像放置在盆中心#由象征其他神的塑像所围绕$在!古布"中#神座

有特定的装饰方式&达巴为其插上不同野生树木的小枝条#以及代表五位重要神癨的绘片#分

别是 !匝依吾迪")

>d.

R

=I/>=

*%!伊车东巴沙让")

=LH0>,:

B

J.SH.

W

.

*%!伊多川那独止"

)

=>,LH/.::.>/>H=

*%!伊多莫布子如")

=>,T,J/>d=9/

*和!伊齐噶尔米")

=+

#

=

B

.1T=

*$其中!伊齐

噶尔米"即大鹏神)纳语称!大鹏"为!噶尔米"-

B

.1T=

.*#它在!古布"仪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

!

!四"塑像

除了上述道具和布置#!古布"现场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摆放在各达巴面前的大大小小数

百个塑像$纳人统称塑像为!尼阿木")

:=.T/

*$仪式塑像通常由达巴助手用面粉加入热水#

现场手工捏制而成#然后用特定模具)一根长约二十公分的黑色木棒*印制对应的形象$放置

在!沃波"前方的五组塑像#每组由十余个小塑像构成#并以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为底座$这些塑

像分别代表支系所在村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水井精灵#以及支系自家水井的精灵$

值得注意的是!古"的形象$无论是塑像还是绘片#!古"都有着共同的外貌特征#表现为女

性的上半身)面部%上肢%躯干*#蛇的下半身)覆盖有鳞片的尾部*#以及蛇发$每个!古"的塑像

都被若干小塑像围绕#后者象征!古"治下的野生动物#有蛇%蟾蜍%鹿%野鸡等$

达巴通过唱诵!多布称尼古")

>,J/+Se:=

B

/

*#描述了!家里的古"的外形特征&

磨子像金青蛙的头-杵像金蛇的尾巴-坛子像绿龟的脑袋

由此可见#蛇%蛙%龟等爬行动物和!古"的联系紧密#不仅隶属于后者#外形上也有相似

之处$

除了!古"之外#达巴助手还要捏制两组塑像#分别代表两类恶灵&!杂")

d.

*和!塔日阿"

)

+.9.

*$这些恶灵是!古"的朋友#常常一起行动$根据达巴的解释#!杂"和!古"的关系尤为亲

密和特殊#因为!古"是!杂"的舅舅$!杂"的字面意思是!恶"#其形象是人的躯干上长出九个头

颅$在相关的神话中#该恶灵的破坏力巨大#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被武神!伊多川那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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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宰杀并肢解+经过反复思考#武神决定让!杂"复活#后者从此向善#再也不伤害人类$因此

!杂"具有和!古"一样的复杂性&既可以伤害人类#也可以举止向善$

!塔日阿"通常被解释为!野人"#形如人类#只是额头上长了两只犄角#并且跛足$!塔日

阿"因此也具有两面性&其一部分是人类#一部分是野兽$在!古布"仪式中#达巴有专门的供品

献给!塔日阿"#即代表各种动物%人和食物的塑像$该供品被称为!塔日阿的饭")

+.9.1.

*$

!五"$保护网%

在!古布"仪式举行期间#纳人在支系家屋的前后门口悬挂上名为!尼批")

:=

A

=

*的野生树

枝#并在树枝上放置公鸡的羽毛$按照达巴的说法#这一道具)称!华格安呐"-

1/.

B

0.=:0

.*起

到某种!双向保护网"的作用&当大批!古"到来时#许多恶灵伴随而来#给人类带来威胁+放置

!保护网"既能防止恶灵随意进入支系#也能防止支系的财富和成员灵魂被偷走$

四%!古布"仪式中的唱诵与行动

!古布"仪式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达巴着手预备#包括净化%驱逐恶灵和召唤

神灵前来相助+其次#他召唤并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古"#安顿其在支系家屋中过夜+最后#达

巴在第二天早上再次招待前来做客的!古"#然后将其送回#结束仪式$

仪式的具体步骤如下&净化与准备#第一次驱逐恶灵#迎接!古"#第一次招待!古"#安置

!古"#第二次招待!古"#第二次驱逐恶灵#送走!古"#祈祷与结束仪式$限于篇幅#此处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唱诵与行动步骤进行介绍#分别涉及与!古"相聚#以及集中体现人与精灵之间关系

的!古布木佐伊")

B

/J/T/d,N=

*$达巴的唱诵表演与和参与者的肢体行动揭示了语言和行动

元素在!古布"仪式中的综合作用$

!一"与$古%相聚

迎接!古"到来时#达巴令助手吹响海螺%点起油灯#同时唱诵!莫木筑")

T,T/>H/

*#字面

意思是!点燃油灯"&

我们要点燃油灯-在天上!云聚起来了-在地上!水流聚起来了-亲戚和朋友聚起来了-左边的男人!右边

的女人-&一起'点燃长寿幸福的油灯

达巴在此强调了!相聚")纳语称!扎"-

>H.

.*的重要性$他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方式#描

绘各种情况下的相聚场面$此时#达巴放下手中的鼓槌和钹#语气轻柔%恭敬#唱诵节奏舒缓$

其表演体现了对人类和精灵在支系家屋内相聚的重视及欣悦之情$

!二"表演$古布木佐伊%

在!古布"仪式中#达巴重点唱诵一组!古布木佐伊"$!古布木佐伊"的字面意义是!做1古

布2的道理"$实际上#达巴在此讲述的是与精灵!古"相关的八个神话故事$跟其他唱诵一样#

!古布木佐伊"的顺序是固定的$达巴在两次招待前来做客的!古"时#都需要将其从开头念到

结尾$

!古布木佐伊"每一段的开头都一致&

从前!人们学了神(普)和(拉)的话-从前!人们学了(筑)和(赛)的路-人们在神面前做事和说话-如果不

让人知道&这些道理'-人们就永远不知道-如果不教给人&这些道理'-人们就永远不明白-++-我要讲(古

布)的道理-&也就是'神的道理

同样地#在每段故事的结尾#达巴唱诵如下&

""

多种实践与多重关系&纳人达巴的!古布"仪式
!



&现在'敌对的双方和解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了-&如同'银衣服和金衣架一样做事-&如同'水和奶一样

做事-&如同'漆和染料一样做事-要打碎的合起来-要破了的粘起来

这种首尾呼应%环环相扣式的唱诵方式保证了仪式行动的序列化和完整化#从而推动了仪

式的进程$

! 另外#达巴在每段结尾的唱诵内容充分体现了精灵与人类关系的变化#即从敌对

到和解#从不可能到可能$五组比喻排比)银衣服与金衣架%水和奶%漆和涂料%打碎与复合%破

坏与粘连*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思想$

!古布木佐伊"的唱诵顺序和主要内容在于&!曹泽比次日#曹则阿郭佐")

+S,>deJ=+S=d=

#

+S,>de.

B

,d,

*唱诵的是人和!古"本是两兄弟#因生活方式不同而分家#由此划分各自的领地+

!阿伊阿拉#阿伊阿拉才"唱诵的是人的灵魂被精灵!古"偷走后开始生病#借助大鹏神的力量人

夺回了灵魂%恢复了健康+!比塞东之姆#普布及达姆")

J=Se>,:

B

>H=T/

#

A

/J/

B

=>.T/

*唱诵的是

人不慎丢失了灵魂#后者被!古"藏了起来#通过神的帮助#人用欺骗的方式从!古"那里取回了

灵魂+!布达纳萨佐"唱诵的是人不慎误杀了!古"的孩子#经由神调停#赔给对方一只白雉鸡+

!嘎米沃次")

B

.T=I,+S=

*唱诵的是大鹏的蛋被!古"偷走并藏匿#大鹏随后用暴力手段惩罚了

!古"并取回了蛋#在神的调解下#大鹏用自己的眼泪医治了受伤的!古"+!托罗沙")

+,8,SH.

*唱

诵的是人越过界限#侵犯了!古"的领地#从而遭到后者的惩罚+!木筑沃尔佐")

T/>H/I,1d,

*唱

诵的是人拯救了!古"的孩子#因此得到了!古"的奖赏+!约罗约嘎莫")

R

,8,

R

,

B

.T,

*唱诵的是

牦牛寻求人类的保护#最终被驯化为牲畜$

唱诵完每一段后#达巴都要向所有的!古"敬献供品#也就是!药"$!古布木佐伊"的第五段

故事!嘎米沃次"解释了这种特殊供品的来源&传说中#精灵!古"偷走了大鹏的蛋并将其藏匿+

为了夺回蛋#大鹏用利爪%尖喙拉扯!古"的身体#并将其缠绕在高山上#导致后者遍体鳞伤+经

由神的调解#大鹏将自己的一滴眼泪送给了!古"#医好了后者$此时#达巴一边唱诵!查尔科"#

一边用树枝蘸取!药水"#洒在象征精灵!古"的塑像上$他也将供品献给支系家屋内的!古"$

在唱诵!古布木佐伊"的过程中#达巴根据故事内容#不断完成相应的动作表演$例如#讲

到神话人物!布达纳萨佐"因不慎误杀了!古"的孩子)一条蛇*#不得不赔给后者一只白雉鸡时#

达巴将象征白雉鸡的塑像从神座盆中取出#放入精灵!古"的临时寓所!沃波"内部$同样地#当

他唱诵到大鹏通过暴力手段从!古"手中夺回蛋时#达巴将提前放置在!沃波"内的鸡蛋取出#摆

在大鹏神的绘像前$

!古布木佐伊"唱诵完毕后#达巴还要加上一段!尾声"#讲述两位神话主角#即代表人类的

!曹则比次日"和代表精灵的!曹则阿郭佐"#为了降雨问题而争执不休的故事$故事以大鹏神

和孔雀神帮助人类%成功降雨而告终$

五%总结与讨论

对!古布"仪式的描述和分析表明#视听%语言与行动等多种实践元素在仪式过程中相互映

衬%配合#再现和创造了人%精灵!古"与大鹏神之间的多重关系网络)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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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古布%仪式体现的核心范畴关系

!古"象征水源和生命力#与精灵!怎"共同代表纳人生活%居住的环境#是当地宇宙观中的

重要观念范畴$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人类需要与精灵和谐共处$相应的仪式实践反映了

纳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干旱%疾病等$达巴从中充当了类似!管理员"的

角色&他借助视觉手段#建立了相应的!图像库")

=T.

B

01

R

*#涉及临时房屋%塑像%绘片%神座和

!保护网"等+通过唱诵的方式#达巴讲述了一系列有关的传说和道理#从而完成了与精灵的交

流%沟通+达巴还带领助手和其他参与者#配合仪式进程#完成了相应的肢体表演$

此外#达巴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表现为特定语境下的视觉%语言和身体实践#围绕人%精灵和

神的关系#构建出具体的时空和故事场景$该过程与纳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古布"在传统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时机定期举行#其他针对!古"的仪式涉及治病%安居等#意味着仪式

行为实际上构成当地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想象的场景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关系#包括

人类和精灵之间的亲属关系%利益关系%道德关系#以及神与精灵的奖惩关系%协调关系%人类

与野兽的驯化关系#等等$

!一"纳人对多重关系的再现与想象

!古布"的核心行动围绕人%精灵%神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出发点是!古"的特殊性$纳人的

!古"与希腊传说中狮首%羊身%蛇尾的怪物!奇美拉")

LH=T01.

*有着相似之处#两者的基本属性

都是模糊%混杂#甚至是充满矛盾的$塞韦里认为#这些特性构成了人类记忆与想象技术的

基础$

!

在仪式过程中#!造型")

?=

B

/1.+=,: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的形象由人与动物混合

而成#供品也是各种性质相近%但又有区别的原材料的组合)水与奶%茶与干花*$附属精灵

!杂"和!塔日阿"体现了类似的视觉特征&前者基于神话中!肢解后复活"的经历而拥有多个头

颅#后者半人半兽#且身体残缺)跛足*$

"

!古"的临时寓所在结构%外形上接近纳人的房屋#但

所用材料有所不同$现场悬挂的大量绘片更是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的特点&既有现实所指#

'"

多种实践与多重关系&纳人达巴的!古布"仪式
!

!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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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祭拜精灵!怎"的仪式中)纳语称!扎布"-

>d.J/

.*#除了达巴及其助手#任何人都不能在场$这是

因为!怎"是唇裂畸形)即上唇部裂开#俗称!兔唇"*#被普通人看到会发怒$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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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神话元素$

换言之#仪式现场不断出现异质图像的拼贴与黏合$这固然来自纳人文化中关于精灵特

殊身份的设想)亦善亦恶%亦生亦死%亦敌亦友%亦人亦兽*#也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实

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关系式")

108.+=,:.8

*解读$

! 比如#是什么导致了丰饶或颗粒无收#如何

防止和治疗突如其来的疾病#等等$从该视角出发#混合%怪诞的视觉造型不应被简单地当成

象征体系的投影#更应被看作是行之有效的仪式行动#引导着参与者思考上述问题$!古布"的

案例展现了纳人如何将生产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投射到复杂%多重的关系维护上#而综合

在一起的仪式实践体现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复杂情境$

另外#达巴通过以唱诵为核心的仪式表演#深化和丰富了上述再现和想象行为$对!古布

木佐伊"的分析表明#关系的多重性涉及恶灵与神%善与恶%人与野兽等一系列对立范畴$就

!古"而言#人类既是兄弟)分家前*也是外人)分家后*#既是受害者)被偷走灵魂*也是复仇者

)偷回或夺回灵魂*#既是拯救者)救了对方的孩子*也是弑子者)杀了对方的孩子*#既是侵犯者

)踏入对方领地*也是合作者)接受奖赏*$神的角色同样多元#时而暴力制裁精灵#时而对之施

以援手#时而进行欺骗$达巴在!古布"中的表演将视听%语言和行动充分结合#呈现出一幅幅

动态的关系生成图景$

!二"序列化的综合仪式实践

在!古布"仪式中#视觉%语言和动作呈现出不同的序列化)

S0

b

/0:+=.8=d.+=,:

*形式&达巴在

唱诵!古布木佐伊"时#基本遵循时间演进的原则#展开首尾相连的叙事)

:.11.+=,:

*+在仪式现

场布置%道具制作和使用时#他和助手采取了另一套手段组织仪式行动#即空间的!并置"

)

W

/Z+.

A

,S=+=,:

*与!嵌套")

0TJ0>>=:

B

*$

精灵的临时寓所!沃波"的建造%装饰%使用#乃至最后的拆解过程#揭示了上述手段如何影

响乃至塑造了仪式行动$底座上绘制的代表分布在各个方向上的水源的圆圈%四面墙壁上代

表!古"的首领的绘片%!沃波"上部象征雪峰和神癨的装饰物等#将宇宙空间与家屋空间逐一并

置并相互嵌套#使得仪式参与者)人%精灵%神*的互动成为可能$在仪式的尾声阶段#代表墙

壁%地基%屋顶的树枝%土块%木板和装饰等被一一分解#放置到支系日常汲水的井边#成为人类

送给精灵!古"的礼物+!沃波"的拱门"被悬挂在支系主屋的大门顶端#直至下一年举行!古

布"$通过以上行为#仪式性的场所嵌入了纳人日常的生活居住空间#相关象征也得以在社会

中延续$

组织仪式行动的两种序列化形式均有助于纳人对多重关系的再现与想象#但同时也促成

了参与者身份的!变形")

+1.:S?,1T.+=,:

*&通过时间叙事#达巴亲身参与了人%精灵%神的互动

过程#成为三者之间关系生成的媒介+通过空间并置与嵌套#他退出了上述互动过程#将相关的

媒介扩大到整个纳人社会#甚至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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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西伯利亚萨满教时指出#当地萨满与附属精灵的关系体现了

游牧社会对!偶然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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