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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傣族的蛋生人龙女故事十分独特，其产生与缅甸蛋生人故事关系密切。由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到傣族蛋生

人龙女故事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不仅折射出缅甸与掸傣民族、掸族与傣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人类学
“族群认同”理论的角度而言，还充分体现了传说故事所具有的族群认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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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gg human and dragon lady story of Dai nationality is very unique． Its prod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gg human story of Myanmar． The produc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egg human and dragon lady sto-
ry of Myanmar to the egg human and dragon lady story of Dai nationality reflects the close history and culture source
among Myanmar，Dai nationality and Shan nationality． Furtherm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theory，it fully
reflects that the legend has the fun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中国人自古崇龙，并自称为龙的传人，龙在中
国文化中可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龙族的传
说故事数不胜数，其中龙女故事尤其为广大民众所
津津乐道。在庞大的龙女故事群中，流传于傣族的
蛋生人龙女故事十分独特。笔者搜集到古今各族龙
女故事 424 则，而蛋生人龙女故事仅见于傣族。傣
族的蛋生人龙女故事分为两种: 一为讲述 “龙女
与太阳神之子诞下神蛋，蛋生人为民除害，成为国
王”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另一种为 “龙
女与凡人诞下神蛋，蛋生人在龙女帮助下成为南诏
国驸马，后被封为傣族国王”的 “异类婚配式蛋
生人龙女故事”。

傅光宇先生曾就流传于东南亚与云南的蛋生人
故事进行过整体研究，指出蛋生人故事属于卵生型
故事［1］。其研究中虽列举了傣族的神婚式与异类

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但并未对东南亚与中国云
南蛋生人故事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考证，也未对傣
族蛋生人龙女故事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傣族古文
献中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是作为所谓 “达光
王国”相关记载的一部分出现的，何平先生在对
傣族史籍中记载的 “达光王国”进行考证时，也
曾涉及到史籍中所述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他指
出所谓的“达光王国”的那些记载，实际上就是
流传到傣族地区并被 “傣化”后写进了傣族文献
的一些缅甸史籍中关于缅甸历史上的 “太公王国”
及蒲甘王朝早期的传说故事［2］。何平先生的见解
是十分有见地的，但其研究的焦点在于论述傣族史
籍中所说关于“达光王国”的古史为 “伪史”，因
此他只论证了傣族史籍 “达光王国”相关记载中
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来源于缅甸史书中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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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而并未对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的流变以及傣
族龙女故事对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的受融情况进行
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

就当前学界已有研究而言，傣族蛋生人龙女故
事相关研究还十分稀少。实际上，蛋生人故事在纳
西族、哈尼族、彝族、基诺族、景颇族等诸多中国
西南少数民族当中都有流传，但蛋生人龙女故事仅
见于傣族，傣族蛋生人龙女故事与缅甸蛋生人龙女
故事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联系。傣族蛋生人
龙女故事的形成过程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探明由缅甸蛋生
人龙女故事到傣族蛋生人龙女故事的产生、发展与
演变的过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以
及其中所折射出的传说故事的族群认同功能，不仅
有益于中国龙女故事的研究，有益于傣族民间故
事、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且对于研究民间口头叙事
文学的功能，以及傣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
交流关系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分别对
“神婚式”与“异类婚配式”这两种型式的蛋生人
龙女故事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分析，论述
其中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从人类学
“族群认同”理论的角度探讨其对于族群记忆构建
的重要意义，从而揭示传说故事等民间口头叙事文
学所具有的族群认同功能。

一 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缅甸史书中记载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是由

“太阳王系”传说故事演变而来的。 《古蒲甘史》、
《蒲甘史》、《缅甸大史》等缅甸史书中都记载着一
则关于太阳王系骠绍梯王的故事。太阳王族后裔于
伊洛瓦底江上游建立了太公国，以平民身份隐居田
园，在龙神的保佑下生下贵子绍梯。绍梯 7 岁时，
向高师仙人学艺。高师见他相貌不凡，知其必出自
君王世系，预言绍梯他日必为缅甸国王。王子 16
岁时，携神弓宝箭前往蒲甘城，借宿在一对骠族老
夫妇家中，老夫妇无子，将其视为亲生。当地有
“大猪、巨鸟、恶虎、飞鼯”四害，王子用神弓宝
箭将其一一消灭。国王见他神通广大，又出身高贵
王族，便招他为驸马。后来，绍梯登上王位，成为
蒲甘王朝的骠绍梯王［3］。

太阳王系骠绍梯王故事后演变为龙蛋王系骠绍
梯王故事，在原有故事主要情节的基础上，加入了
龙蛋生人的情节。龙蛋王系骠绍梯王故事也被载入

了缅甸史书，故事中的龙公主与太阳神王子结合，
怀了身孕，太阳神却离她而去。龙公主十分伤心，
便将龙蛋生在山边，然后返回龙国。猎人捡龙蛋
时，不慎将其掉入水中。一枚蛋在摩谷贾宾一带裂
开，变成红宝石矿藏; 一枚漂到中国 ( 一说南
诏) ，蛋中生出一位公主，公主长大后，成为那里
国王的王后。还有一枚龙蛋被骠族老夫妇拾获，龙
蛋中生出神通广大、才智过人、相貌不凡的男孩。
男孩长大后，其父太阳神王子送给他神弓宝箭。他
用神弓宝箭除四害，被国王招为驸马，后来成为缅
甸的国王［4］。

学界普遍认为骠人与缅人都属于从中国西部南
下迁徙的藏缅语族人，骠人在缅甸建立了骠国，公
元 9 世纪，骠国遭到南诏的攻伐，日渐衰落。与此
同时，缅人以蒲甘为中心，逐渐强盛起来，取代了
骠族的统治地位，并于公元 11 世纪在政治上统一
了缅甸全境。而随着骠国的灭亡，骠人也被后来的
缅族等民族同化了［5］。上述史籍中称骠绍梯王为
蒲甘王朝建立初期的国王，将骠绍梯王故事视为讲
述缅人英雄事迹的故事。但就具体内容来看，上述
故事中的骠绍梯王或是借宿在骠族老夫妇家中，或
是被骠族老夫妇拾获，其名号又贯以 “骠”字。
这些细节都显示出骠绍梯王传说故事与骠人的密切
联系，此故事最初应出现于骠人统治时期，是一则
讲述骠人英雄事迹的故事。

此外，根据确凿的考古证据，学界一般认为缅
甸的蒲甘王朝建立于公元 9 世纪，1044 年阿奴律
陀登基后统一了缅甸。但如按照缅甸古史中记载，
骠绍梯王为蒲甘王朝建立初期的一位国王，其即位
时间应在公元 4 世纪，或是公元 167 年［6］。由此可
见，史书上这位国王的相关记载存在着明显的杜撰
成分。事实上，缅甸史书中存在着将早期骠人的古
史、传说故事等附会为最终统一缅甸的缅人的历
史、传说故事的现象。如 《琉璃宫史》等缅甸史
书讲述了缅甸 “太公王国”建国的传说和很长一
段关于太公王系的 “竺多般王”的故事，而学界
已考证出所谓的太公王系的 “竺多般王”并非某
一个具体的缅族首领的名字，而很有可能是比缅人
更早统治缅甸的骠人或孟人国王的一个称号。极有
可能的情况是，古代骠人最先把他们的国王称为
tdaba，后来孟人也借用了这个称号，但把它发音
为 Duttapaung。再后来，缅人却把这个称号附会为
他们早期的一位国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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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骠绍梯王故事的发生地 “蒲甘城”的名
称上来看，“蒲甘”一名，源于 Pyu Gama，意思是
“骠人的村庄”，缅人发音时把它读为 Pugan，英文
又拼写成了 Pagan，因此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原本是
骠人居住的地方，后来才为缅人占据，并把它变成
了缅人的都城［8］。综合以上种种证据，骠绍梯王
的故事极有可能是骠人某位民族英雄的传说故事，
在公元 9 世纪缅人占据骠人居住地后，原本流传于
骠人间的骠人民族英雄的传说故事为缅人所汲取，
并被改造成所谓的“蒲甘王朝早期国王骠绍梯王”
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关于骠绍梯王的太阳王
系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太阳王族的后裔如何成为蒲甘
王朝国王的故事，故事中完全没有出现龙女，故事
中出场的龙神也只是十分次要的角色，仅起到了保
佑太阳王族后裔顺利诞生的作用。在早期的骠绍梯
王故事中，骠绍梯王高贵的血统不是因为他是龙神
护佑所生，而是因为他是太阳王族世系的后代。受
缅甸贡榜王朝巴基道王敕令，由 13 位僧俗学者编
写而成的编年史书 《琉璃宫史》对此故事的流变
进行了考证，指出此故事产生后由于 “有人写道，
骠绍梯王之所以被称为太阳王族世系之后裔，乃是
因为他是太阳神王子与龙公主结合后生育的”［9］，
因此附会出骠绍梯王乃龙蛋所生的 “龙蛋王系”
的传说故事。后来有人在诗词中将龙蛋生出的人描
述得比太阳王系更高贵，龙蛋王系传说故事渐渐超
越早期的太阳王系传说故事，成为人们信奉的骠绍
梯王故事［10］。在后起的龙蛋王系骠绍梯王故事中，
与骠绍梯王一母所生的女孩成为了中国或南诏国的
王后，可见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应出现于南诏政权
( 755—902) 成立之后，其成型时间大致不早于公
元 8 世纪末。

傣族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源
于缅甸史书中记载的 “龙蛋王系”骠绍梯王传说
故事，二者情节基本一致，甚至不少内容细节也都
几乎完全相同。在傣族史籍 《嘿勐沽勐———勐卯
古代诸王史》与 《萨省腊莽鉴》中，记载了一则
龙女与太阳神结合，所生孩子成为傣族国王的故
事。经收集、整理、保存于德宏州档案馆的傣文古
籍《嘿勐沽勐———勐卯古代诸王史》采用说唱体
的手法，写于 18 世纪末的清乾隆年代［11］。该书中
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讲述的是龙公主与太阳公
子的后代的故事。龙公主到人间闲游，其优美的歌

声吸引了太阳宫的太阳公子来到人间。太阳公子与
龙公主相爱并生下三个巨蛋，其中一个蛋里长出少
年列米满。天神赐予他一套宝弓神箭，他武艺高
强，射死了凶猛的大公猪和吃人的 “楞嘎鸟”，被
国王招为驸马，5 年后继承了王位［12］。

另一部古文献 《萨省腊莽鉴》中也记载了一
则与此相似的蛋生人龙女故事。太阳神苏利亚与龙
女相爱，生下三个神蛋。由于太阳神久不回归，龙
女一怒之下扔了三个神蛋，其中一个落在勐拱，成
了璀璨夺目的翡翠玉石; 一个落在勐棍，成为光珠
宝石; 一个落在一户农家，被一对老夫妇拾获。佛
历 700 年 ( 公元 156 年，傣历 250 年) ，神蛋破裂，
走出一个聪明俊俏的男孩，老夫妇为他取名为贡玛
法。贡玛法长大后，得到天神所赐的神弓宝剑，为
百姓除了野猪、巨鸟、巨龟三害，被百姓拥立
为王［13］。

上述文献中明确记载着故事发生于公元 2 世
纪，其故事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相当久远，但实
际上该故事在傣族开始流传的时间是较为晚近的。
《嘿勐沽勐———勐卯古代诸王史》与 《萨省腊莽
鉴》虽为研究傣族历史的珍贵史料，但其中所载
未必均为史实。何平先生曾对这些傣族史籍中关于
“达光王国”的记载进行过考证，指出所谓的 “达
光王国”的那些记载，实际上就是流传到傣族地
区并被“傣化”后写进了傣族文献的一些缅甸史
籍中关于缅甸历史上的 “太公王国”及蒲甘王朝
早期的传说故事。缅甸史籍中所说的太公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被中国人所灭的事，其实就是公元 13
世纪末元军攻陷蒲甘王朝的北部边塞太公城之事。
在之后编撰的缅甸史籍中，这件事被说成是发生在
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事件［14］。傣族史籍所载神婚
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是所谓 “达光王国”系列传说
故事之一，成型于缅甸 “太公王国”传说故事出
现之后，由此可以推测其成型时间应晚于 13 世
纪末。

二 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除缅甸史书中记载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之

外，缅甸还流传着一种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
事。这种型式的蛋生人龙女故事不见于缅甸史书，
仅在缅甸掸族人当中口头流传。以掸族 《从蛋里
出来的国王》的故事为例，故事主人公年轻的掸
族牛倌与龙公主相爱，从龙蛋里孵出一个男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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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长大后，在龙公主的帮助下，到了云南国王唯一
的公主住的岛上，与公主相爱，继承云南王的王
位。他与公主生下四子: 长子为南诏国王，次子为
北缅甸九个掸族州国王，三子为缅甸南部九十九个
掸族州国王，小儿子为老挝和暹罗那儿九个掸族州
的国王［15］。

流传于傣族的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与上
述缅甸掸族的故事在情节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据
写于公元 14 世纪末的傣族文献 《勐卯果占璧简
史》记载，佛历 1274 年，即公元 730 年，勐卯姐
东村一户农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小艾。小艾长大
后在村边的大龙潭边放牛，与龙王公主相爱，随龙
女入龙宫成婚。龙女产下一个大蛋，蛋壳破裂，出
现一个小男孩。男孩取名 “混等”，意为 “龙潭公
子”。混等 16 岁时，中国等贺相皇帝 ( 即南诏王)
在皇城外的大海边 ( 现在的大理洱海) 为公主巴
娃蒂招亲。他们把公主安置在海心岛的宫殿中，提
出不分民族、不分官民，只要不使用桥梁、船筏或
凫水进入海岛宫殿的第一人，就可以招赘为南诏国
驸马。混等在其母龙女的帮助下踏着水面走进了海
心宫殿，与公主一见倾心，于是被南诏王招为驸
马。公元 762 年，南诏王封混等为勐卯国国王［16］。

由于史料文献的缺乏，这种异类婚配式蛋生人
龙女故事在今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先民中出现的准
确时间很难推断。现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相关文字记
载见于写于公元 14 世纪末的傣族文献 《勐卯果占
璧简史》，可见在 14 世纪末的掸族与傣族先民中已
盛传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此外，如前所
述，傣族史籍中所载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的成型
时间应不早于 13 世纪末。鉴于傣族与掸族异类婚
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是由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衍
生而来的事实，傣族与掸族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
故事的成型时间也应不早于 13 世纪末。

上述流传于今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的故事出奇
地相似，且流传于缅甸的此型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不
见于缅甸史籍，仅在缅甸掸族民间口耳相传。这一
现象的出现是与中国傣族、缅甸掸族、缅人的民族
发展历史密不可分的。今天中国云南省西南部和南
部的傣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
族、印度的阿萨姆邦的阿洪泰及越南西北部的泰
族，都属于同源异流的掸傣民族。随着中国西南边
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势力的北扩，居住在今中
国云南省西南部、南部与缅甸的掸傣民族，最终分

别成为了居住在不同的国度的傣族与掸族。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掸傣民族拥有着共同的文化因子与
历史传承，这一点在中国傣族与缅甸掸族中共同流
传的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公元 9 世纪，缅人建立蒲甘王朝，随着其势力
的不断壮大，缅人试图进入和控制今天中国西南及
缅甸境内的掸傣民族地区。蒲甘王朝末期，缅甸甚
至一度控制了 “金齿”的一些地区［17］。可见，蒲
甘王朝统治时期，缅人与今缅甸掸族、中国傣族先
民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缅
甸蒲甘王朝建立后流传开来的龙蛋王系骠绍梯王故
事极有可能传至今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的先民
之中。

在傣族古文献 《嘿勐沽勐———勐卯古代诸王
史》中，作者在开篇之处写道: “这本书讲的是古
代勐卯附近各国王族的事迹，这些事迹多得简直无
边无际……一个勤勤恳恳而又有知识的傣家人，把
这些王国的纷繁事迹归纳起来，选择了一些重要的
精华，写成了这本傣家的史书。”［18］可见，其中所
记载的并不仅是今日中国傣族先民的历史与传说，
而是古代勐卯附近各国王族的事迹，其中就包括了
由缅甸传来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最初由缅人
传来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只是作为异国王族的
神奇传说，在今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的先民中流
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此型式龙女故事逐渐
内化为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的传说故事，而且今掸
族与傣族的先民们在其基础上还创造出了符合本民
族历史的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在蒲甘王朝向北扩张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今天的中国西南及缅甸境内的掸傣民族的先
民曾共同处于南诏国的统治之下。这种共同的历史
经历进入掸族与傣族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中，并一直流传至今。因此，在今天分属不同国家
的掸族与傣族的龙女故事中，还能看到如出一辙的
故事情节——— “蛋生人在龙女帮助下成为南诏国
驸马，后被封为傣族国王，或其后代成为南诏国
王、掸族国王”。而《琉璃宫史》作为缅甸国王钦
定的国家正史，难免有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处，因
此书中收录了作为缅甸王朝高贵血统象征之一的骠
绍梯王的英雄故事，而讲述掸族人被南诏国王招为
驸马，并册封为王的掸族故事则未被收录。掸族异
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虽未被缅甸史书收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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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掸族民间口耳相传，至今仍向人们讲述着那
段源于掸傣民族共同记忆的古老的“历史”。

三 传说故事的族群认同功能
如上所述，无论是神婚式还是异类婚配式蛋生

人龙女故事，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都折射出
缅甸与掸傣民族、掸族与傣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
渊源。从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到傣族蛋生人龙女故
事，这些传说故事都不约而同地构建着关于本族群
祖先的“历史”，并以民间文学独特的口耳相传的
方式，使一代一代的族群成员在对祖先的共同记忆
中延续着对于族群的认同。

族群是一个共同体，其内部成员对他们共同的
历史、文化或族源抱有一种共同的信念。这些共同
体内部成员共享的历史、文化或族源并非全部都是
真实的历史，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对于本族群过去的
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的记忆使得族群得以确立，
而共同记忆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像傣族与缅
甸蛋生人龙女故事这样的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传说
故事等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在讲述 “历史事件”、构
建族群 “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族群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缅甸神婚式蛋生人
龙女故事隶属于太阳神王族系列传说故事，与其他
众多太阳王系故事共同构建了缅甸太阳王族世系的
“历史”。傣族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隶属于 “达
光王国”系列故事，与其他众多相关传说故事共
同构建了所谓的 “达光王国”的 “历史”。缅甸人
与傣族人通过对这些传说故事的传承，反复强化着
对本族群共同祖先、历史与文化渊源的认同。这种
由传说故事等各种文化载体构建而成的族群共同的
记忆，为族群内部所有成员所共享，为族群认同提
供了基础。

族群成员在运用传说故事等民间口头叙事文学
构建族群共同记忆的过程中，不是被动、盲目的，
而是主动地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共同记忆的构建。
正如凯斯所言，文化认同本身并不是被动的一代一
代传下来，也不是以某种看不见的神秘的方式传承
的，而是主动地、故意地传承下来，并以文化表达
方式不断地加以确认［19］。为了使构建出来的共同
记忆发挥最大的凝聚作用，族群成员通常会运用两
种构建方法: 一是将所谓的 “历史事件”神化，
以此强调共同记忆的神圣性; 二是将所谓的 “历
史”尽量往前推移，从而构建出一个悠久的族群
历史传统。这两种方法在傣族与缅甸蛋生人龙女故

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族群成员将美
好的意愿全部投射于祖先身上，通过构拟祖先所遭
遇的神奇经历，塑造出真善美的光环笼罩下的、被
神化了的完美的英雄祖先形象。具体而言，蛋生人
龙女故事中人类英雄祖先生于龙蛋，与生俱来便拥
有来自神灵的高贵血统，而生于龙蛋的英雄祖先不
畏艰险为民除害的经历，又显示出其勇敢无畏的精
神，以及体恤百姓疾苦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为
了构建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史系统，缅甸与傣族古史
都被大幅度地推前。缅甸人将公元 13 世纪末缅甸
太公城被元军攻陷之事说成公元前 600 年“太公王
国”之事，而傣族人则将缅甸所谓的 “太公王国”
的“古史”借来，构拟出始于公元前 425 年的所
谓“达光王国”的“历史”。这些构建而成的族群
共同记忆被族群成员世代相传，成为族群成员引以
为豪的族群认同的重要标示之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大致包括: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国家等背景化指标; 经济状况、与周边族群的文化
互动、本民族支系间的关系、主体民族的政策变
化、自然生态等基本指标; 氏族、家庭、血缘、村
落领袖、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个性指标”［20］。在
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族源、祖源的共同记忆是尤为
重要的。这种根基性的亲属情感和先祖意识将族群
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对祖先共同的记忆
中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在这样的族群认同过
程中，“祖先崇拜被解释为一种政治制度，通过向
宗族成员灌输有关意识而获得社会整合与团结的效
果”［21］。

在现实生活当中，族群认同的情况是十分复杂
的，会随着具体情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某一族群
的边界需要借助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关系来加以确
认。在关系极其密切的族群之间，族群认同并非一
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动态的变化之势。要在错综
复杂的族群关系中探讨族群认同的问题，观察的视
角显得尤为重要。以 “他者”的眼光对某一族群
进行边界确定，其所说族群认同往往仅停留在政治
认同的层面上。而如以 “自述”的角度进行观察，
其所说族群认同则侧重于某一族群内部成员对本族
群的认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族群认同的意义。在
由认识论向存在论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主体间性
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族群自述中的个体认同也成为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族群成员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
等民间口头叙事文学，无疑是研究族群 “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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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体认同的绝佳材料。这些口头叙事文学作为族
群成员共同记忆的载体之一，清晰地呈现出族群内
部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意识。

如缅甸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讲述了缅人英雄
祖先骠绍梯王的故事。此故事产生之时，缅人尚未
控制掸族地区，还仅仅是以蒲甘城为中心兴起的缅
人族群而已。而在缅人统一缅甸，并最终控制今天
掸族居住的地区之后，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上升
为缅甸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缅甸这一政治性多
族群系统内部所有成员共同记忆。再看流传于傣族
与掸族的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此型式龙女
故事产生于在南诏国控制之下的掸傣民族，讲述了
“傣族或掸族祖先被南诏王招为驸马，后被封王”
的故事，显示出今天的傣族与掸族的先民在当时视
自己为同一族群的族群认同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
变迁，同源异流的掸傣民族最终被明确划分为不同
国度的不同民族。虽然从政治层面上说，掸族与傣
族已非同一族群，但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与周边族群的文化互动等诸多角度而言，二者还在
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源于昔日族群认同的共同的记
忆。在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民众间口耳相传的异类
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正是两族民众曾经共享的

集体记忆的载体之一。
综上所述，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最初源于讲述

骠人英雄事迹的传说故事，后被改编为缅人蒲甘王
朝骠绍梯王的故事，又渐渐演变为缅甸史书中记载
的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传入相邻的掸傣民族之后，今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
的先民们在将其内化为本族神婚式蛋生人龙女故事
的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国历史文化背景，改
编出异类婚配式蛋生人龙女故事，并将其视为本族
“历史”，一直传颂至今。这些蛋生人龙女故事在
漫长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以传说故事独
特的方式构建着本族群共同的记忆，发挥着凝聚民
族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些故事的传承者们并不关注
故事所述说的历史是否真实，而只是在世代反复传
颂这些传说故事的过程中，享受着族群记忆带给他
们的归属感。传说故事等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作为族
群认同的重要文化载体，讲述着一个个英雄祖先的
神奇遭遇与英勇事迹，讲述着一件件镌刻在每一个
族群成员脑海中的神圣的 “历史事件”，通过构建
族群共同的记忆，不断强化着族群成员对本族群的
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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