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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景奎专栏

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毗湿奴篇

姜景奎

摘要：在印度教三大教派中，毗湿奴教派影响最大；在三大神体系中，毗湿奴地位最高。与

主“生”（创造）的梵天和主“灭”（毁灭）的湿婆不同，主“住”（护持）的毗湿奴始终以

王者形象示人，华衣宝冠，披金戴银，富贵色彩浓郁，权力与权利兼具，是芸芸众生追逐和膜拜

的理想形态。不过，毗湿奴又与梵天和湿婆一样，是神话传说人物，也是历史人物，是诸多传说

和历史糅合的产物。毗湿奴本尊源自中亚南俄草原，先是因陀罗的部将和助手，后为次大陆的主

宰。印度教文献表明，毗湿奴有无数个化身，重要的有24个，其中10个最有代表性，即鱼、龟、

猪、人狮、侏儒、持斧罗摩、黑天、罗摩、佛陀和迦尔吉。侏儒、持斧罗摩、黑天、罗摩和佛陀

等化身显示其雅利安人属性，鱼、龟、猪、人狮和黑天等蕴含其达罗毗荼人属性。正由于这些属

性，毗湿奴为次大陆人民所普遍接受和膜拜；他也以此为依托，通过黑天“统一”了北印度，通

过罗摩“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这种“统一”并非疆域层面的统一，而是信仰层面的统一，

即毗湿奴统一了次大陆人民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如果没有毗湿奴，今日印度将会是另外一番

景象。

关键词：印度教；印度神话；毗湿奴；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

收稿时间：2021-12-20
作者简介：姜景奎（1967-），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印

度文学文化、印度宗教、南亚区域问题。

在印度教三大教派即毗湿奴教派、湿婆教派和帕克蒂教派中，毗湿奴教派影响

最大；因此，在三大主神体系中，毗湿奴地位最高，信徒最多。反之，也可以说，

在印度教三大主神体系中，毗湿奴地位最高，因此，毗湿奴教派在三大教派中影响

最大。

一、毗湿奴形象及其源流

就一般图像表达而言，毗湿奴主要有四种形象：其一，毗湿奴和梵天、湿婆一

起，或立或坐，毗湿奴居中央，地位显赫。其二，在无边无际的乳海中，千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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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舍沙盘作蛇床，毗湿奴躺于其上，悠然自得；妻子拉克希米坐在他脚边，为他按

摩；他的肚脐上伸出一支莲花，上面坐着梵天大神，显示二神一体。其三，骑于大

鹏鸟迦楼罗身上，翱翔于宇宙之间，俯察万事万物。其四，自立像，高大威武，四

只手分别持法螺、神轮、神锤、神弓等。不论哪种形象，毗湿奴都呈王者相，华

衣宝冠，披金戴银，肤色蓝黑/青黑，面如满月，目光如炬，胸前饰有出自乳海的

宝石，并佩戴圣线花环。在三大主神中，毗湿奴主“住”，是维持和护持大神，比

起主“生”的梵天和主“灭”的湿婆，毗湿奴的形象更具富贵色彩，权力与权利兼

具，是芸芸众生追逐和膜拜的理想形态。

毗湿奴势倾三界，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在吠陀教和早期婆罗门教时期a，他

位卑言轻，不被重视，几无专属颂诗予他。在《梨俱吠陀》中，他是天地二神之

子，只是一个小神，还是个侏儒，似有太阳神特性，有“大步”之称谓b。相关故

事记载，有一次神军和魔军打仗，后者获胜，依照规则神军得离开天界，让位于魔

军；彼关键时刻，毗湿奴出面卖惨，言承认败局，但求三步之地以立足，魔王自视

甚高，应允所求；结果，毗湿奴第一步跨过了地界，第二步跨过了空界，跨出第三

步时已无处放脚，魔王只好以头承接，继而被毗湿奴踹入地下。此故事昭示，魔王

愚笨好骗，却遵守诺言，毗湿奴智慧过人，却背信弃义；加之，《梨俱吠陀》尚

武，战神因陀罗地位至高，他是带领神军出征打仗的主帅，战争胜败主要决定于真

刀真枪的对打厮杀，中国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理论没

有市场，毗湿奴的“谋胜”也就显得小家子气，没有英雄气概。另外，因陀罗之下

有火神阿耆尼、酒神苏摩和医神双马童等，主流故事是因陀罗带领神军大战魔军，

摧毁城堡，开掘堤坝，争抢牛群；其间伴有火神烧荒垦地、酒神壮胆助威、医神治

疗百病的少量叙事。比较而言，毗湿奴伐谋骗人的这点聪明只是小把戏，不值一

提，打动不了吠陀诗人，他个人自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提拔”。在“梵书”

里，毗湿奴的地位有所上升，成为神军战营的重要参谋，经常帮助神军战胜魔军；

在因陀罗战胜魔军首领弗栗多的过程中，他是年轻的帮手，有时候甚至会钻进因

陀罗的金刚杵，助力颇大，并因此获得了“小因陀罗”的称号。到了婆罗门教时

期c，他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主神，在法经《摩奴法论》和史诗《摩诃婆罗多》《罗

摩衍那》中位居三界中心，在与魔军的争斗中，他的作用愈发重要，超过了因陀

a 吠陀教时期即早期吠陀文明时期，时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前1000年前后；早期婆罗门教时期即后期吠

陀文明时期，时在前1000年前后-前600年前后。参见拙文《印度宗教的分期问题》，《南亚研究》，2005年

第1期。
b 谓他三步跨越地空天三界，似太阳遨游太空，因此毗湿奴被认为具太阳神特性，甚至被认为就是早期

的太阳神。
c 即公元前6世纪前后-公元6世纪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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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因此又有了“大因陀罗”的称号。中世纪a以后，婆罗门教发展成为印度教，

毗湿奴成为“往世书”的主角，进而成为中世纪之后的印度教“教主”和印度教徒

心目中的至上者。由于印度教经典为口耳相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定本，所

以史诗神话和往世书神话相辅相成，不仅造就了毗湿奴的主宰者形象，还造就了

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体系。在史诗和往世书神话中，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一起构成

“生”“住”“灭”三相神。“生”“住”“灭”实为一神的三方面能量，“住”

尤重，“生”是为了“住”，“灭”是为了再“住”，毗湿奴最受信众礼遇也就顺

理成章。“毗湿奴”又称“遍入天”，为无所不在之神，掌控一切世事，信众唯有

顶礼膜拜他，才能享有现世和来世的幸福。“史诗”和“往世书”载，为了拯救寰

宇，毗湿奴多次化身下凡，主要的有24次之多，其中有10次影响巨大。在《摩诃婆

罗多》中，毗湿奴主要以黑天形象示人，兼有其他化身故事；黑天是他在凡间的化

身，似战略家，充谋士角色，穿梭于俱卢和般度两大王族之间，成为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因素。罗摩是毗湿奴在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形象，他生于王家，在继位之际

遭到陷害，被迫流亡，最后荣耀归位，成为治世明君。

印度教系统的“往世书”很多，重要的有大小36部，一般所说的是18部大往世

书，即《梵天往世书》《莲花往世书》《毗湿奴往世书》《湿婆往世书》《薄伽梵

往世书》《那罗陀往世书》《摩根德耶往世书》《火神往世书》《未来往世书》

《梵转往世书》《林伽往世书》《野猪往世书》《室建陀往世书》《侏儒往世书》

《龟往世书》《鱼往世书》《大鹏往世书》《梵卵往世书》，《湿婆往世书》一说

为《风神往世书》。另有三类往世书的说法，与上述名称稍有差别，即分属毗湿奴

的《毗湿奴往世书》《那罗陀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大鹏往世书》《莲花往

世书》《野猪往世书》、分属湿婆的《湿婆往世书》《鱼往世书》《龟往世书》

《林伽往世书》《室建陀往世书》《火神往世书》和分属梵天的《梵天往世书》

《梵卵往世书》《梵转往世书》《摩根德耶往世书》《未来往世书》《侏儒往世

书》。小往世书的性质和主题与大往世书基本一致，影响较大的有《毗湿奴法上往

世书》《迦尔吉往世书》《女神薄伽梵往世书》《诃利家族往世书》《人狮往世

书》等。总体说来，这类文献相当繁杂，相互矛盾之处颇多，重复赘述之处更是不

胜枚举。不过，其主题和内容都是关于印度神灵和王族的传说，矛盾之处无外是张

冠李戴，比如混淆三大神的神迹故事、嫁接王族兴衰传说等；重复赘述之处也无外

是再唱大神名号、复述大神功绩，或是改写、简写、详写婆罗门无上能量的插话

等。在这些往世书中，毗湿奴最受重视，虽然只有六部归属于他，但几乎每部书中

都有他的神迹传说，相关内容不分巨细，均被呈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凡人”，其

a 印度的中世纪时期与欧洲的不同，指公元6-18世纪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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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故事乃至其父母生他之前的故事、甚至他养父母的故事都是诗人吟诵传布的内

容；他的婴幼儿期故事、童年期故事及少年期故事等更是信徒们喜闻乐见的主题，

诗人们则迎合世人趣味，推波助澜，添油加醋，使相关内容赏心悦目，引人入胜。

毗湿奴的成人故事最为重要，他仗义而善于谋略，正直而善于机变；他不会固步自

封，而是与时俱进；他同情弱者，也惩戒强者，慈悲善良，也嫉恶如仇。毗湿奴的

这些特质令普世大众心悦诚服，使他以黑天或罗摩的形象成为信徒们的追随对象。

作为大神，毗湿奴居功至伟，他君临寰宇，护持世界，垂怜万物，寓神明与君王于

一身，甚至被誉为三相神的唯一体现，集创造、维持和毁灭于一身，拥有最多的追

随者。因此，往世书神话鸿篇巨制，汗牛充栋，上承古代，下启现代，是毗湿奴神

话的最大宝库。

近现代以来，印度教在南亚次大陆影响不减，相关神话传说继续发展，三大主

神体系神话愈加发达，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稳居印度教万神殿，地位至今不衰，毗

湿奴主“住”的功能和至高主宰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加强，影响深远。

以上是关于毗湿奴为神的形象和源流，是印度教神话的主流内容，但其为人的

“历史”迷离，很难厘清。笔者在《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湿婆篇》和《印度

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梵天篇》中有载，不论是湿婆还是梵天，皆是历史人物，是某

一时期历史人物的集合，即如某一头衔或名号，毗湿奴也是如此。公元前1500年前

后，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族群雅利安人大规模迁徙，经伊朗高原向东南挺进，进入南

亚次大陆。由《梨俱吠陀》颂诗称伐楼那为“大王”得知，雅利安人的领袖本是伐

楼那；到次大陆后军事统帅因陀罗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彼时现实世界中的主宰。因

陀罗之所以能够取代伐楼那，原因有二：其一，在中亚草原游牧年代，水和草是战

略资源，决定一切，由草原领袖掌管；到了南亚次大陆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后，当地

为农耕经济，a水和草更不是稀缺资源，以水和草为重的伐楼那便自然没有了往日

的威权，地位骤降，沦为后世印度教神话体系中的低阶神灵水神。其二，进入次大

陆之后，雅利安人族群面临的主要议题是征服当地的达罗毗荼人族群，争取最大的

生存权和发展权，战争成为社会主旋律，不谙武事的伐楼那便自然成为被保护者，

要仰赖军事统帅因陀罗。这种时候，因陀罗的“参谋”梵天和“部将”毗湿奴也便

自然有了表现的机会，梵天是众吠陀诗人的代表，奉因陀罗为尊，为其歌功颂德；

毗湿奴虽无诗人之才，却也时常陪伴于因陀罗左右，先是获得了“大步”之称，后

又有了“小因陀罗”和“大因陀罗”之誉。在迁徙进程中，由于持续的南下、北上

a 相关文献记载了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后的活动，如“诸神步步进逼，他们手持斧头；他们在仆

人的簇拥下，披荆斩棘，阔步而来。”“他们开垦出相当肥沃的田地，他们把河水引来。作物的种植扩展到

了荒漠之上，河水灌满了洼地”等都表明，农耕经济在彼时印度河及恒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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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进a，雅利安人征服的地域愈发广大，原来靠武力赢得战争胜利并保护胜利果

实的局面无以为继，“攻城”和“伐兵”逐渐加入了“伐交”和“伐谋”的内容，

尚武不谋的因陀罗们也逐渐失势，勇谋兼备的毗湿奴们随之步入舞台中央，这便是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黑天和罗摩以及“往世书”中的诸多毗湿奴化

身。从某种层面说，黑天和罗摩颇具历史色彩，几乎可以被看做早期印度的历史人

物；持斧罗摩和佛陀也是毗湿奴的化身，前者有历史寓意，后者有文化内涵。

二、毗湿奴“统一”印度

如前文所述，毗湿奴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主神，在南亚次大陆影响最大。可以

说，如果没有毗湿奴，不管在疆域国土方面，还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印度肯定不会

是当下这番景象。一句话，毗湿奴某种程度上是印度“统一”的重要依赖和基础，

其两大凡界化身黑天和罗摩是这一“统一”的具体主导者和实施者。相关内容在两

大史诗等文献中有集中体现，并影响至今。

整体看，印度教文献不仅在体量上浩如烟海，而且在内容上盘根错节，互不印

证、混乱矛盾之处颇多，但有关黑天的传说却比较一致，不同文献中的主体内容大

同小异，相对统一。黑天是《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人物，在史诗故事进入主体

叙事之后，他便成了整个史诗情节的“掌控者”，似傀儡师。实际上，他的出现使

史诗故事开始了某种“历史叙事”，他既是史诗人物，也是史诗叙事的推动者，更

是北印度早期历史的塑造者。《摩诃婆罗多》被印度教信众视为重要经典之一，另

有印度文化的“百科全书”之誉，也被看做是印度的“历史传说”。《摩诃婆罗

多》的附录《诃利世系》以及《薄伽梵往世书》《毗湿奴往世书》等文献细化了黑

天故事，是对黑天形象的充实、完善和美化，是黑天信仰之所以成为毗湿奴信仰主

体内容之一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1000年前后之后，印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雅利安人征服了北

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从印度河流域到恒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雅利安人和达罗毗

荼人混居，前者处于某种统治和主导地位，后者是被征服者。战争仍是社会生活的

主要特征，但由于利益集团发生了分化乃至瓦解，对峙双方发生了变化，原来的

冲突双方是白肤色的雅利安人和黑肤色的达罗毗荼人，现在变成了一部分雅利安人

和另一部分雅利安人。于是，为了战胜对方，达罗毗荼人被邀请入局，成为雅利安

人的助益战队，原本的黑白之战也就转化成了黑白混战。《摩诃婆罗多》所描述的

俱卢之野大战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战争结果是各部落势力重新洗牌，北印度归于

a 相关文献记载，雅利安人有三个迁移方向：（1）南下，“人民胜利南迁。”（2）北上，“只要一位

父亲想重新安顿他的儿子，他就会把他安顿到北方。”（3）东进，为主流方向，“人民自西向东迁移，并征

服了那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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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史诗讲的是雅利安古老部落婆罗多族后裔般度族和俱卢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故

事，时间大致在公元前900年前后。在这一大规模战争过程中，肤色青黑的黑天出

场，成为时代人物。他可谓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聚合体，从肤色和成长环境方

面看，他是次大陆本土的达罗毗荼人后代；从身生父母及相关亲戚关系方面看，他

是外来的雅利安人后裔。所以，他是最为合适的协调人和最为可能的被推崇者。事

实也如此，史诗叙事顺利地表现了这一“史实”，展示了北印度统一的过程及黑天

在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俱卢国是雅利安人建立的古老国家，主体疆域在今德里附近，首都为象城。国

王是婆罗多族后裔福身王。毗湿摩是福身王的儿子，其母恒河女神不在身边。a为

满足父王迎娶渔家女贞信的愿望，毗湿摩发誓终身不娶，“毗湿摩”即“天誓”之

意；福身王与贞信生有花钏和奇武二子。福身王去世后，花钏和奇武先后登基，但

都无后而亡，花钏未婚，奇武留下两个遗孀。继母贞信劝毗湿摩破除誓言，当王、

娶妻、生子，后者拒绝，并商请贞信婚前所生之子毗耶娑b与奇武遗孀结合留后，

持国、般度和维杜罗三兄弟由此出。持国天生眼盲，维杜罗为错出，c般度继承王

位，毗湿摩摄政，维杜罗为臣。般度后来犯罪，d禅位持国，带着妻子流亡森林。

由于自身无法生育，般度同意妻子贡蒂先后与正法神阎摩、风神伐由和天帝因陀罗

生子坚战、怖军和阿周那，二王后玛德莉与医神双马童生双生子偕天和无种。此五

子即般度五子，后来共同迎娶般遮罗国木柱王之女黑公主，各生一子，并各自再娶

别生，构成般度族。几乎同时，持国王与王后甘陀利生难敌、难降等百子，形成俱

卢族。般度五子和持国百子都认为自己应该是持国之后的王位继承人，争执不下，

水火不容。在持国王和毗湿摩等人的主持下，国土一分为二，难敌方留居象城，般

度方搬至天帝城。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难敌方不依不饶，坚持己方为

正；般度方也不服气，觊觎难敌方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各自寻求外援，形成

两大阵营。出于诸多原因，北印度广大疆域上的各部落不得不选边站队，抑或般度

势力，抑或难敌集团。在这一过程中，与般度五子有姻亲关系e的黑天成为左右局

势的主导人物。他虽明显偏向般度集团，但与难敌势力也保持了某种友好关系。实

际上，难敌集团相对正统，因为持国是现国王。毗湿摩、维杜罗、德罗纳和慈悯等

a 《摩诃婆罗多》以神话方式表述：因福身王没有遵守诺言，恒河女神离他而去，回归天国。
b 即《摩诃婆罗多》的记名作者，贞信与福身王结婚前的私生子，也是史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c 奇武遗孀安必迦被要求向毗耶娑第二次借种生子的时候，自己不愿意，让首陀罗种姓出身的侍女顶

替，侍女生下维杜罗。
d 指的是“杀害婆罗门罪”。般度因此受到诅咒：行房事即死。所以，他没有亲生骨肉。
e 坚战之母贡蒂是黑天的姑姑，黑天的妹妹妙贤是阿周那的妻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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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在名义上是持国王的辅臣，他们理应站在难敌一方。不过，由于般度五子及其

寡母贡蒂孤立无援，包括持国王在内的长辈对般度族普遍持同情态度，对难敌兄弟

的专横跋扈和仗势欺人持否定态度。所以，在双方对峙的时候，特别是在般度族处

于明显劣势的时候，毗湿摩、维杜罗等人往往会伸出援手，帮助般度族渡过难关。

黑天利用了这一情势，维护般度族利益。如前文所述，黑天在当时已颇有名声，他

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受到普通民众及社会上层的普遍拥戴。黑天出身王族，父亲

富天是刹帝利王者，母亲提婆吉是马图拉国公主；他长在牧区，养父南陀是牧区头

领，养母耶雪达是家庭妇女。因此，他理解普通人的艰辛，同情受欺者的痛苦；他

曾与天帝因陀罗斗法，保护了牧区人民的切身利益；他曾从自己的舅舅、马图拉国

暴君刚沙手中解救出数百个王者，还设计除掉了刚沙；后来，因不堪刚沙的岳父摩

揭陀国国王妖连的欺侮，他被迫迁往多门城。般度五子在天帝城很有作为，举国富

饶，兵强马壮，黑天赞成并支持其举行王祭b。在王祭仪式上，黑天被推为主宾，

接受国王坚战的濯足尊礼。从此，黑天与般度族完全结盟，成为般度五子的顾问、

军师和靠山，他对般度族尽心尽力，有事出谋，无事划策。也是在那次王祭仪式

上，难敌兄弟心生妒忌，决心夺取天帝城，成为王位唯一的继承者。此后，俱卢族

计谋得逞，般度五子被迫举族流亡，过着漂浮不定卧薪尝胆的生活。在这一过程

中，难敌方即俱卢族享受贵族生活，经常寻机以欺侮般度族为乐；般度族则时刻牢

记复仇复国使命，以联姻结盟等方式壮大势力。在般度族即将结束流亡生活之际，

双方摩擦升级，只得进行谈判，般度方以黑天为使者和谈判代表，俱卢方以胜车为

使者和谈判代表，般度方提出“获得五个村庄”即会握手言和，难敌发誓“针尖大

的地方也不给”，于是和谈破裂，双方备战。双方施展出最大的能量，各出奇招，

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北印度诸国都被牵扯进来，中印度的部分国家以及南印度

的个别国家也被拉入阵列。支持俱卢一方的有印度河流域的沙迦、耶婆那、巴罗

陀、甘波阇c、犍陀罗d、摩德罗e、三穴、安波私吒、伐陀达那、尸毗、婆婆提、

信度f、绍维罗、首陀罗、阿毗罗等，恒河流域的憍萨罗、苏罗塞那、马尔华、毗

提诃、鸯伽、梵伽等，中印度的阿凡提、醯诃耶、布邻陀、安乐、羯陵伽等，南印

a 维杜罗与持国、般度是同父异母兄弟，持国为长，奇武大王后安必迦所生，天生眼盲；般度为次，奇

武小王后安巴利迦所生，天生虚弱；维杜罗最小，但母亲是首陀罗种姓。因此，般度先承位，持国后登基，

维杜罗虽然聪明睿智，但不具为王资格，做了臣子。慈悯和德罗纳是般度五子和持国百子的共同武艺老师。
b 象征性地征服四方后的重要祭祀，为统治世界的标志，国王从此称帝（Samarat）。
c 位于印度河上游地区，是西北印度的两个大国之一。
d 位于印度河上游地区，是西北印度的两个大国之一，也是难敌母亲甘陀利王后的母国。
e 位于印度河支流杰纳布与拉维河上游河间地，是般度族双生子偕天和无种之母玛德莉的母国，理应站

在般度族一边，因难敌用计，被迫选边俱卢族，但实际支持般度族。
f 位于印度河中游地区，其国王胜天是难敌的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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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安达罗、波罗婆等国；站在般度族一边的有印度河流域的陀歇罗伽，恒河流域

的般遮罗a、贡提b、车底、婆磋、迦尸、摩揭陀，中印度的迦卢沙、阿努波以及南

印度的朱罗和盖拉罗等国。另有一些国家中立，如印度河流域的沙鲁阿、羯迦夜、

波力迦，恒河流域的尼沙陀、摩差、陀沙那，布拉马布特拉河流域的崩德罗，中印

度的阿湿摩迦，以及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般底耶等国。位于西印度的多门城比较特

殊，黑天是决策者，他把自己作为一支力量，把多门城的军队作为另一支，让到访

求助的阿周那和难敌选择，结果前者选择了黑天，后者选择了军队，各得所需。黑

天在大战中充当般度阵营的军师和阿周那的御者，帮助般度族赢得了最后胜利。

从支持者数量及地图上可以看出，整体情势对般度族不利，支持俱卢族的国家

数量多，主要在印度河流域，支持般度族的国家数量少，多在恒河中下游地区。然

而，虽是两败俱伤，但般度族是最后胜利者，基本统一了北印度及中印度的部分地

区，成为南亚次大陆上的执牛耳者。笔者分析，般度族之所以取胜，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其一，俱卢族是传统统治阶级的代表，指向保守、僵化；般度族代表历史发

展方向，指向大众、变革。俱卢族集团很“纯洁”，主要人物是持国百子及其舅父

（犍陀罗国国王）沙恭尼，持国王夫妇是他们的支持者，毗湿摩和德罗纳、慈悯等

人对他们也持尊重态度。难敌贪婪不义，不愿意对般度族做出任何妥协。般度集团

则不同，其构成广泛，既有黑天这样的大众偶像，也有部落民那样的瓶首，既有忠

实的般遮罗国木柱王父子，也有天帝城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名义父亲是般度，但实

际父亲既有刚正不阿的正法神，也有无处不在的风神，还有落魄王者因陀罗和属于

低种姓的双马童；他们既接受早期社会一妻多夫制影响下的女性尊荣，也认可当下

父权社会的男性权威。一句话，俱卢族是传统一元的拥护者，般度族是新兴多元

的倡导者。其二，支持俱卢族的国家多在印度河流域，即传统的雅利安势力范围；

支持般度族的国家多在恒河流域，即雅利安势力相对不强的地区。实际上，公元前

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大规模迁至南亚次大陆，他们最先占领的就是印度河流域，

而随着北上南下东进，其势力相对减弱。也就是说，恒河流域的雅利安势力必须与

次大陆本土势力即达罗毗荼人势力和平共处才行。这与第一点的俱卢族一元、般度

族多元一致。其三，黑天的决定性影响。众所周知，黑天兼具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

人两种属性，他的身生父母是雅利安贵族，养父母却是达罗毗荼牧牛人，他解救了

众多国王，却也反对刚沙和妖连，他是雅利安早期统治者天王因陀罗的敌对者，却

是因陀罗之子阿周那的至交好友，所以，黑天是一而二、二而一者，既具备雅利安

人的高贵，也有达罗毗荼人的光彩，是南亚次大陆两大势力集团的综合者，是两大

a 般度五子共同妻子黑公主的母国。
b 般度之子的母亲贡蒂王后的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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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都愿意接受之人。可以说，谁选择黑天，谁就是潜在的胜利者，待他如上宾、

奉他为神灵的般度族自然会成为笑到最后的人。实际上，黑天是一种信仰，一种既

不同于雅利安信仰也不同于达罗毗荼信仰的新的行为实践准则，与时俱进，符合历

史发展潮流。

所以，般度族的胜利就是黑天的胜利，般度族“统一”北印度就是黑天“统

一”北印度，也就是毗湿奴“统一”北印度。

毗湿奴的另一个重要凡间化身罗摩是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比起黑天，他

更简单，但更像君王，是“统一”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帝王式人物。罗摩出生于恒河

主要支流萨罗逾河流域的憍萨罗国，首都是著名的阿逾陀城，位于恒河上游河间地

的下游地区，其父是十车王，其母是大王后憍萨厘雅；他有三个弟弟，婆罗多是小

王后吉迦伊的儿子，罗什曼那和设睹卢祇那是二王后苏米德拉之子，罗什曼那愿意

跟随罗摩，设睹卢祇那愿意与婆罗多在一起。罗摩非常优秀，得到父王、大臣和老

百姓的一致拥戴，但就在十车王要为他举行灌顶仪式即太子位的时候，小王后吉

迦伊要挟国王，不仅要他改立自己的儿子婆罗多为太子，还要他把罗摩放逐山林14

年，朝野大震。为了让父王兑现诺言，罗摩甘愿出走。于是，他带着妻子悉多和弟

弟罗什曼那，过上了流亡生活。幸运的是，婆罗多识得大体，一直遵从罗摩，代他

执政，候他期满归位。实际上，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状况，罗摩很矛盾，他不得

不采取一切手段维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直至“统一次大陆”并回到阿逾陀安邦

治国。

与黑天不同，罗摩处于某种落魄阶段，可谓无依无靠。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最

终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不得不精进努力，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自己的力量。首

先，他与妻子悉多恩爱有加，获得岳丈一国的无条件支持。悉多是米提罗国公主，

其母国的力量非常重要；所以，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损悉多利益，罗摩都会毫

不犹豫地维护悉多，比如首哩薄那迦向他求婚的时候和悉多遭劫的时候等。其次，

在中北印度偏东的弹宅迦林地区居住时期（十年），罗摩与众多雅利安修道者厚

交，为保护他们，不惜开杀戒，荼部落民。再次，在中印度偏西的般遮婆帝地区逗

留期间，为维护悉多，他不惜得罪本土部落民，同样诉诸武力，杀死了不少当地部

落勇士。第四，在南印度偏北居中地区生活期间，悉多遭劫，罗摩与本土部落猴国

结盟，以非正义手段为须羯哩婆赢得王位，使后者及其臣属哈奴曼为他所用并奉他

为尊。第四，他联合猴国力量，以武力手段征服了楞伽国a。由此，他通过联姻手

段获得了北印度偏东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支持，用半武力的手段得到了中印度雅利安

人的拥护，并使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心生畏惧，用和平结盟的方式获得了南印度达罗

a 即今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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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荼人的接受和拥戴，用极端武力的手段降服了楞伽国。由此出现了两个相互联系

的结果：一者罗摩几乎“统一”了南亚次大陆；二者他的威名遍及次大陆，影响大

增，对保持他在阿逾陀的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显然，对罗摩本人来说，保住自己

在憍萨罗国的地位最为重要，对南亚次大陆来说，“统一”更为重要。这一“统

一”表明，南亚次大陆实现了某种“孔雀王朝时代”的盛况，甚至胜于孔雀王朝，

因为罗摩还征服了楞伽国，把追随自己的维毗沙那扶上了王座。罗摩与黑天一样，

同样是一种信仰，一种具有不同于传统的信仰，比如他肤色白里透黑，具有某种达

罗毗荼人属性，再比如他对本土达罗毗荼人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进行征服，又比如

他对雅利安婆罗门修行者毕恭毕敬侍奉有加。此外，罗摩与黑天不用，他是好儿

子、好丈夫、好兄长及好父亲，更是好君王，他有多种身份，是榜样，是标准。

就具体的国土疆域或实际统治而言，黑天和罗摩都不是统一地区的皇帝类人

物，但由于他们的努力和“统一”，他们的名号及遵从他们名号的实践便传布开

来，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成为之前古印度教、吠陀教和早期婆罗门教的反动和改良

体，促成印度教进入婆罗门教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毗湿奴以黑天信仰和罗摩信仰

统一了印度，使南亚次大陆具有了同一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这是更胜于疆域统

一的统一，其影响不容忽视。

三、毗湿奴的属性之辨

笔者在《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湿婆篇》和《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梵天

篇》两篇文章中有相关议论，即梵天和毗湿奴源于外来的雅利安人，具雅利安人属

性，湿婆源于印度本土的达罗毗荼人，具达罗毗荼人属性。不过，毗湿奴和湿婆又

都各带有某种对方属性，即毗湿奴兼具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属性，湿婆兼有达罗

毗荼人和雅利安人属性。本文只议论毗湿奴，先探讨他的雅利安人属性问题。

毗湿奴原本就是雅利安人，本没有必要探讨，但他和湿婆一样肤色青黑，个中

确有情由，需要做些说明。首先，他在《梨俱吠陀》中就已出现，前文“大步”

就是他，他三步跨越天地，有太阳神的风范，因此有学者推测，他的“大步”属性

展现的就是太阳神特征，也是他后期努力精进从而具有如今地位的原因之一。笔者

以为，在与毗湿奴有关的众多神话传说中，其化身说最值得研究。传说他有无数个

化身，重要的有24个，最有代表性的有10个，即鱼、龟、猪、人狮、侏儒、持斧罗

摩、黑天、罗摩、佛陀和迦尔吉。第9个化身佛陀和第10个化身迦尔吉比较特殊，

前者实有其人，后者预言未现。就佛陀而言，他出生于今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地

区，29岁出家，之后于北印度收徒传教，建立僧伽，光大佛法。从某种角度说，佛

教是对印度教的反动，释迦摩尼是反对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但按照印度教义理，

世界遵循生、住和灭的循环规律，此一世界既然已经“腐烂”并注定新生，就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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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其灭亡速度，佛陀出现适时，是印度教世界循环链中的加速器，牵强关系由此确

定，佛陀便成了毗湿奴的十大化身之一。从历史及人种层面看，佛陀肤色不黑，当

属于雅利安人群体，其雅利安人属性明显。迦尔吉还未现世，讨论其雅利安人属性

或达罗毗荼人属性为时尚早，不必费墨。

侏儒化身与上面的“大步”是一个故事，载于《梨俱吠陀》，说的是雅利安人

刚刚进入南亚次大陆不久的事情，彼时双方争斗激烈，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擅

长骑马打仗，多胜少输；偶尔战败，便由侏儒大士出面，以伐谋方式转败为胜。不

过，在早期吠陀文明时期，这种现象不常见，伐谋类英雄不受重视，因此，虽助益

不小，但仍被贬为侏儒。这是典型的因陀罗类尚武英雄的做法，也是后期吠陀文明

时期伐谋受到重视、因陀罗遭到淘汰、侏儒（毗湿奴）最终胜出的主要原因。很显

然，这是雅利安人内部之事，与本土的达罗毗荼人无关，侏儒是纯粹的雅利安人无

疑。持斧罗摩也一样，是纯粹的雅利安人。他出身婆罗门种姓，父亲是修道仙人，

母亲是笃信神灵者，由于母亲遭到刹帝利国王冤枉、父亲被该国王子们杀害，他发

誓与刹帝利势不两立，先后21次消灭大地上的刹帝利。该故事不难理解，表现的是

婆罗门和刹帝利两大种姓之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双方都是雅利安人，前者掌控精神

世界，后者统治世俗世界，时有冲突实属正常，毗湿奴的持斧罗摩化身维护的是婆

罗门种姓的利益，结果自然不是谁灭谁，即如三大主神排序中的梵天和毗湿奴，前

者是婆罗门种姓的代表、后者是刹帝利种姓的代表，两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联盟关系，共同构成印度教社会的上层，属于印度教社会的统治阶层。

黑天化身相对复杂，他兼有雅利安和达罗毗荼两种属性。大多数学者认为，黑

天出生于雅度族，在《歌者奥义书》中，他是雅度族的宗教导师和领袖，师从著名

仙人盎格利斯，提倡一种绝对虔信神灵的思想。另有一些文献，比如公元前四世纪

成书的《八章书》和《政事论》显示，公元前6-5世纪便有了黑天信仰，这里的黑

天是富天的儿子，是苾湿尼族的部落英雄，苾湿尼族源自印度古代雅度部落后裔苾

湿尼。《梨俱吠陀》中提到了五个雅利安人部落，雅度部落是其中之一；《摩诃婆

罗多》和一些往世书中的雅度是月亮系氏族第五个国王迅行王长子，月亮系氏族和

太阳系氏族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两大族系。由此可见，不论是宗教导师（婆罗门种

姓），还是月亮系氏族王子（刹帝利），黑天是雅利安人无疑，雅利安人属性纯

正。笔者以为，出于雅利安，是黑天信仰能“统一”北印度乃至中印度的重要保障

之一，毕竟，公元前10世纪前后，雅利安人已然成为北印度及中印度的主导者，达

罗毗荼人黑天不可能反过来“征服”雅利安人，也不符合后世历史发展的实际。

罗摩的归属相对单纯，他的出现似乎晚于黑天，没有多少“古迹”可循。他是

定都于阿逾陀城的憍萨罗国的太子，条件优越，德才兼备，品貌兼优，可谓要风有

风要雨得雨。但天有不测风云，他必须经历14年的流放生活。在之后的生活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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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联盟，使用多种方式，不仅保住了自己在憍萨罗国的至高地位，还“统一”了

整个南亚次大陆，甚至“收服”了斯里兰卡。同样，他的雅利安人属性是他施行

“统一”次大陆和“收服”本土达罗毗荼人族群（实际上也包含收服雅利安人族

群）等相关行动成功的关键保障。在雅利安人占领印度河流域、征服恒河流域之

后，自身力量渐显不足，不得不用多种方式取胜，“攻城”和“伐兵”逐渐让位于

“伐交”和“伐谋”，不得已的时候才兵戈相见，完全使用武力的现象少之又少。

雅利安人罗摩的这类做法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符合历史发展实际，随着相斗相交

相识的持续推进，族群融合进程逐渐加快，雅利安人主北印度、达罗毗荼人主南印

度的状况逐渐固定下来，前者无力攻克南印度，后者无意夺回北印度，但总体仍是

雅利安人居上，势力强于达罗毗荼人，因此接受北方信仰以换取和平并非不可取，

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接受了雅利安人的罗摩信仰，即毗湿奴信

仰，并进行相应改变，使之适应本土族群，《甘班罗摩衍那》就是最好的文献见

证，a公元6世纪前后于南印度兴起并发展至整个次大陆的持续一千余年之久的印度

教帕克蒂运动更是实践见证。反之，如果罗摩不是雅利安人，情况肯定不会是现在

这个样子，次大陆历史也将重写。

所以，既然是印度教三大神体系中最重要的主神，毗湿奴必然也必须是雅利安

人集团的一份子，其雅利安人属性显在而非潜在，迦尔吉、佛陀、侏儒自不必说，

黑天和罗摩也必须如此，否则毗湿奴信仰将不复存在，印度教社会也将失去现有

特性。

不过，笔者一贯以为，中国人之所以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

黄帝部落虽然战胜了炎帝部落，却无法独立实施对炎黄两大部族的有效统治；要想

成为一体，双方必须进行某种联合，比如联姻通婚，比如共商共建共享等，炎黄子

孙便是联姻的结果。想来印度也一样，雅利安人虽然打败了达罗毗荼人，却不能实

行有效统治，统一次大陆更是奢谈。这就是炎黄子孙类的毗湿奴和湿婆肤色体现，

毗湿奴白中带黑，湿婆黑中有白，即毗湿奴也有达罗毗荼人属性，湿婆也有雅利安

人属性，下文只论毗湿奴的达罗毗荼人属性。

仍从毗湿奴的化身说起。灵鱼化身类似《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说的是大

洪水淹没世界之际，毗湿奴化身为灵鱼，嘱咐人类始祖摩奴建造船只、储存各类种

子；大洪水来临后，灵鱼以须系住船只，并将其拖到安全地段，洪水消退后，摩奴

a 南印度除泰米尔语的《甘班罗摩衍那》（12世纪）外，坎纳达语有四个相关文献，即那格金德尔的

《本伯罗摩衍那》（11、12世纪）、古马尔·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15世纪）、德沃金德尔的《罗摩化

身故事》（19世纪）和苏德的《奇异罗摩衍那》（19世纪）；泰卢固语有三个，即帕斯格尔的《泰卢固罗摩

衍那》（13世纪）、伦格那特的《罗摩衍那》（13世纪）和迪耿·索姆亚吉的《罗摩衍那》（13世纪）；马

拉雅拉姆语有四个，即拉姆·沃尔马的《罗摩传》（13世纪）、伯尼格尔的《罗摩衍那》（14、15世纪）、

杜杰德·埃修德钦的《神灵罗摩衍那》（16世纪）和戈因德布朗的《罗波那的胜利》（19世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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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繁衍人类。神龟化身传说似为印度独创，故事说的是诸神与众魔争斗，损耗巨

大，为了得到不死甘露，神魔合力搅拌乳海，搅棒为曼陀罗山，蛇族之王婆苏吉为

搅索，唯缺搅石；于是，毗湿奴化身大龟，潜入海中，作基座，背负曼陀罗山，神

魔始能发力搅动大海；不久，甘露、海神之女等由海中升出，神灵遂愿得以不死，

毗湿奴也娶了海神之女。野猪化身说的也是毗湿奴拯救世界苍生的事情，话说大地

女神被恶魔拖入海底，世界即将灭亡；毗湿奴化身为野猪，打败恶魔，以獠牙托出

大地女神，世界重复生机。人狮化身的故事有别于以上救世故事，讲的是罗刹王不

信仰毗湿奴，也不让自己的儿子信仰，儿子不从，罗刹王欲除掉儿子；毗湿奴化身

人狮适时出现，救出虔信者，杀死罗刹王。显然，这个化身故事不在救世，而在救

人，但救的是归顺毗湿奴者和承认雅利安权威者，消灭的是不服从者和不归化者，

这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为赤裸裸的恐吓式化身，值得深度思考。不过，这不是重

点，重点是这几个化身本身。众所周知，以毗湿奴为代表的雅利安人来自中亚南俄

草原，鱼、龟、野猪和狮子都不是那里的典型动物，而是南亚次大陆的固有生灵，

所以毗湿奴的此类化身大有用意。笔者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在古代，动物与人类

共处，双方一定会发生某些交集，比如图腾崇拜。所以，鉴于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生

态，这几种动物很可能是次大陆某些部落的图腾，印度河、恒河、叶木拿河、布拉

马布特拉河、纳尔马达河等纵横，鱼和龟等常见，灌木丛林森林交错，野猪、狮子

不缺。在某些特定地区，对某些特定部落，人们崇拜信仰这些动物，甚至把它们当

做本地区本部落的本主和保护神不足为奇。由此，为了赢得这些地区人们的认可和

皈依，新来的雅利安人从信仰出发，把自己的英雄描绘为这些部族的图腾本源，从

根上使这些部族服从皈依自己，虽是煞费苦心，却也能达到最佳效果，可谓“伐

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正因此，毗湿奴便被染上了一层本地达罗毗荼色彩，他

白里带黑的青黑肤色便也易于理解了。这是名副其实的达罗毗荼人属性，是毗湿奴

自觉自愿自我“染黑”行为的结果。

前文提及黑天渊源较为复杂。实际上，直观看来，黑天就是本土达罗毗荼人，

与雅利安人无关；黑天的“黑”是自然的，是次大陆本土生态早就决定了的。《摩

诃婆罗多》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黑天是古老的阿毗罗族人，阿毗罗人放牧且尚

武，族名Abhira体现了其部族特征，有“无畏”“勇猛”之意。一般认为，阿毗罗

族的活动范围在萨特莱杰河与叶木纳河之间，后来发展到马图拉以东和古吉拉特与

马哈拉施特拉以南地区，主要从事牧牛和农耕。印度的考古发掘表明，德干地区新

时期时代的牧民与阿毗罗人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阿毗罗人似是次大陆上的一个

古老民族，属于达罗毗荼人族群。《莲花往世书》记载，毗湿奴曾在阿毗罗人中宣

告：“啊，阿毗罗人，我将在马图拉，在你们阿毗罗人中第八次降生。”而《梨俱

吠陀》中那个与因陀罗直接对抗的黑人首领很可能就是阿毗罗人中的早期黑天形



·119·

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毗湿奴篇

象。这些都说明，黑天在具有雅利安人属性的同时，其达罗毗荼人属性也非常明

显。实际上，谁也否定不了马图拉地区牧童小黑天的事迹：他由南陀、耶雪达夫妇

养大，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嬉戏打闹，到恶作剧不断，从竹笛牧童，到多

情少年，无不体现出他的乡土气息；不仅如此，他还担负起保护牧区和牧民的职

责，他曾大显神威，与驴怪蛇怪斗法，与因陀罗抗争，使牧区富饶、牧民安宁。由

此，黑天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奇少年和牧区保护者，声名不小，进而成为人们崇拜和

追随的对象。所以，他的黑也是天生的，无丝毫牵强之处。从某种角度说，黑天的

黑比他的白更真实，他的达罗毗荼人属性纯于他的雅利安人属性。

其实，罗摩的肤色同样青黑，但他的白是先天的，黑是后染的。他以悉多为

妻，而悉多生于田野垄沟，长于印度北部近喜马拉雅山区的弥提罗国（今尼泊尔境

内），她以地为母，农耕是当地的主业。罗摩娶她，实是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联

姻，是白与黑的结合，罗摩肤色由此染上黑色乃是当然，却也体现出他的达罗毗荼

特色。此外，第九个化身佛陀也并非纯粹的雅利安人，如悉多，他也生于近喜马拉

雅山地区，其祖先很可能已经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后裔，他具有反毗

湿奴反印度教精神，早期佛教重现实、否定神创世界、提倡四姓同源，他的“世间

解”实践深得人心，是对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早期婆罗门教信仰的实质打击。从这

个角度说，佛陀也具有某种本土达罗毗荼人色彩。

四、毗湿奴的家庭

毗湿奴的家庭有两类，即本尊家庭和化身家庭。他的本尊家庭很简单，无父无

母，自我存在，“毗湿奴”意“遍入天”，表明他无处不在。常伴他左右的唯有他

的妻子拉克希米，即印度教中的财富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是前文提及的神魔搅

乳海的时候从海中出现的，是海神之女。实际上，毗湿奴与拉克希米婚配，也是雅

利安人族群和达罗毗荼人族群联姻的结果。笔者在《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湿婆

篇》和《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梵天篇》两篇文章中曾议及湿婆和梵天的婚姻状

况，都是两大族群联姻的结果。毗湿奴和梵天不用，他用计好谋，雅利安人初到次

大陆的时候，梵天就娶了娑罗室伐蒂河流域部落首领之女娑罗室伐蒂公主，而毗湿

奴一直等到雅利安人在次大陆站稳脚跟之后才考虑婚事，海神之女，抑或出于印度

河下游地区（出海口），抑或出于恒河下游地区（出海口），也就是说，直到雅利

安人征服了整个印度河流域，甚至整个恒河流域之后，毗湿奴才娶妻，同样是联

姻，但他的联姻时间大大晚于梵天。不过，不论怎么说，他仍然娶了次大陆达罗毗

荼人族群的女子，这也体现了他的达罗毗荼人属性。此外，诸多文献表明，湿婆的

正妻帕尔瓦蒂是毗湿奴的妹妹，吠陀文献中几乎无此提法，史诗文献中也没有明确

表述，往世书文献则一反传统，断言两人实是兄妹关系，且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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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毗湿奴促成了帕尔瓦蒂与湿婆的结合，他亲自做媒，并以“大舅哥”的身份参与

了整个联姻过程。还有，毗湿奴和梵天的关系也不一般，梵天生于他肚脐上长出的

一支莲花之上，虽不能说他俩是父子关系，但连体互为兄弟不算勉强。因此，就毗

湿奴本尊而言，他的家庭很小，一夫一妻，另有一兄一妹，本尊和哥哥在三大主神

中占有两席，妻子和妹妹在三大女神a中占有两席，可谓占尽天机享尽荣耀。

罗摩是毗湿奴最有影响的两个凡间化身之一，具纯粹的雅利安人属性，父亲十

车是憍萨罗国国王，母亲憍萨厘雅是憍萨罗国部族公主，b另有三个弟弟；他长大

后娶弥提罗国公主悉多为妻，生有两个儿子俱舍和罗婆。悉多出于喜马拉雅山地

区，应为本土印度人，因此与悉多婚配也是罗摩的达罗毗荼人属性的某种体现。黑

天是毗湿奴的另一个重要化身，他有两对父母，即属于雅利安人族群的身生父母富

天和提婆吉，以及属于达罗毗荼人族群的养父母南陀和耶雪达，他的哥哥是大力罗

摩，姑姑是般度五子的母亲贡蒂，舅舅是暴君刚沙；他在马图拉国有牧区女郎罗陀

为恋人，在多门城有毗陀婆国公主艳光为妻子。由于黑天本人的属性多元，相比罗

摩，他的身世和身份要复杂得多，家庭关系也相对复杂，好在均可厘清。毗湿奴的

持斧罗摩、佛陀等凡间化身的家庭前文已有涉及，此不赘言。

[责任编辑：李丽]

a 印度教三大女神：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即吉祥天女）、文艺女神娑罗室伐蒂和战斗女神杜尔迦（湿婆

正妻帕尔瓦蒂的变身）。
b 《罗摩衍那》在对憍萨厘雅的描述中有“憍萨罗国王的女儿，在地上来回滚动”的诗句，笔者猜想，

她不可能真是国王的女儿，应是该国某个主要部落的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