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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凉山彝族“克智”与“尔比”的混融性

阿牛木支 8，吉则利布 >

（8 西昌学院 彝文系，四川 西昌 @8A">>；> 凉山州文联，四川 西昌 @8A"""）

【摘 要】“克智尔比”是经过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的不断锤炼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成果，是异常

精妙绝伦的民间口头文学语。“克智”与“尔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凉山彝族“克智尔比”伴随着人类话语的

产生而形成和发展，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语言艺术独具一格，在民间中有广泛传播性。“克智尔比”语料不

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研究彝族历史也是十分宝贵的素材。展演 “克智尔比”能够起到沟通与增进

感情，教育后代，以及鼓劲和安慰的作用。

【关键词】“克智”；“尔比”；“尔吉”；特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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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古今文献以及民间口头流传的说唱、故

事、歌谣等民间文学中，最能引人入胜的便是 “克智

尔比”的独特意味，它有增添语言的艺术光彩和魅

力，能使听者很快领会事物的本质，启示人们去分

清善恶是非，鼓舞人们的斗志，培养人们高尚的道

德情操，起到教育、鼓动和告诫的作用。有的 “克智

尔比”还能够起到不成文的法律效力，辩论伦理道

德规范，阐明事理渊源，调解冤家纠纷，辩证是非曲

直。“克智尔比”的题材广泛，源远流长。举凡是社会

风尚、道德观念、自然风光、社会变革、人生哲学无

所不包。“克智尔比”不仅是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

藏，还能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鲜活的语言资料，为文

学家积累词语元素，丰富民俗学家的民俗调查，引

导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追寻，各类学科均可从中获得

广泛的智慧。可以说，“克智尔比”是彝族人民的百

科全书。

一 彝族“克智尔比”的含义

“克智”为彝语音译，“克”意即 “口”；“智”意即

“搬运”或 “自诩”。“尔比”也为彝语音译，译成汉语

则是 “哲理诗”。“尔”是主体，“比”是喻体，其方法

是：撷纳事物的近似点进行比喻，从一般到具体，从

复杂的概念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进行描述和概括，使

之明朗化，并尽可能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

这便是凉山彝族的“尔比”。就“尔”与“比”的关系而

言，“尔”是“比”的对象，“比”是“尔”的表现，二者之

间是缺一不可的。“尔”离开 “比”就失去了表现形

式；“比”失去了 “尔”便没有了依据。因此可以说

“尔”是概念，是抽象的东西；“比”却是形象化、具体

化的生动的事物。如手 “小”的概念，用在 “尔”上全

是抽象的，小到什么样的程度，使人听后没有一个标

准的尺度去衡量，去捕捉。可是通过具体形象的

“比”，就可以显而易见了。如说：“不够猪拱，不够鸡

啄，不够针穿，不够线串，这样的一点小事何必认

真。”又如“这人没有精神。”这是“尔”的主体，概念

过于抽象，使人难于捉摸。加进具体形象的“比”，便

是：“这个人没有精神，象棵还没有煮熟的菜。”这就

看得见也摸得着了。H 8 I J8<@ 这就而“尔吉”的“尔”同是

内容，门类、主体；“吉”则是解释、剖析、注解、探索、

寻根问底，也是询问，深入了解，分析研究。所以“克

智尔比”是不可能分开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有

了 “克智尔比”还没有 “尔吉”，“克智尔比”也是无法

运用的，“尔吉”也就无法说起。不可能没有“克智尔

比”的 “尔吉”；也不可能有了 “尔吉”才有 “克智尔

比”。因此，“尔吉”是对“克智尔比”寓意的解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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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民间中通常把 “克智”与 “尔比”掺合在一

起使用，很难区分各自的特性# 而且绝大多数人都

会说，都会讲，使用率之高，使用之广泛，在彝族的

生活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中“克智”大多用于

喜庆场合，“尔比”用于民间各种疑难纠纷或重大事

故的调解，两者都是用嘴巴把彝族的经典著作或历

史片段，以叙说或自诩的形式把所知道的历史文化

知识用幽默风趣、嬉戏的语言说唱给观众听，让观

众在说唱当中得到娱乐和教育的目的。

“克智尔比”在彝族民间一般俗称为 “克嘶哈举”

或 “克格哈查”，类似于汉族的 “格言警句”$" % &"’(，而

“克智尔比”艺术中的 “克格”则类似于汉族的对口

“相声”，即为 “嬉戏辩嘴”、“摆谈”、“斗智斗勇”之含

义。“克智尔比”都是经过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的

实践沿用、锤炼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成果，是异

常精妙绝伦的民间口头文学语。它是经过广大人民

群众浓缩凝炼出来的语言，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产

生，又在同样的语境中出现，把生活中复杂的事物，

深刻地概括，形象而生动却又恰到好处的画龙点睛

地展现出来，并流传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群众所熟

知。“克智尔比”富有哲理性，能起到比喻的作用，其

寓意深刻而含蓄，直陈事理，有一定的韵味。使用时，

先描绘议论，具有谚语、成语、格言、诗歌等多重特

点，是形体简单的语言文学样式。它的句式整齐，音

韵和谐，通俗易懂，耐人寻味，具有形美、语美、音美、

意美的特点，是彝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 ) % &*+“克智

尔比”思想内容的精深丰富，艺术形式的美好活泼，

实属彝族民间口头文学语言的精品。

二 “克智尔比”的产生与发展

“克智尔比”的产生和形成，纵贯古今来自四面

八方，从人类开始说话以来，就产生了“克智尔比”。

譬如，“说三句话，便有一句 ‘克智尔比’”；“前辈不

说尔比，后代便没有话说”中可以看出，从千百年

来，“克智尔比”便在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经验

和教训的积累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语言，并通过历

代加工口授而逐渐形成的。也有从不同时期的民歌

故事、史料、古训诗等演变而成的。还有通过人民口

头传播而成的一些书面文学中异乎寻常的警句、名

言。也有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方的特定事件中

产生出带有总结和教育意义的 “克智尔比”来。如：

“德谷的话，在放猪娃娃口里出”；“妈妈没有亲戚，

母猪才有亲戚”等便是最好的例证。“克智尔比”大

量包含在 《勒俄特依》以及大量的毕摩经典文献里

面，但成书之前，早在民间口头流传，最初来源于群

众之口，所以书面材料中的“克智尔比”，始终是群众

口头流传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克智尔比”。这

样，“克智尔比”就不存在有效期和无效期，过去产生

了 “克智尔比”今后仍旧不断产生 “克智尔比”，老的

“克智尔比”尽管已经是高龄，但老当益壮，还能为今

天某些矛盾的解决服务，起到特定的作用。

三 “克智尔比”的主要特点

语言精炼，寓意深刻，构思巧妙，令人省悟和广

泛的联想，是 “克智尔比”的基本特点。“克智尔比”

的语言形式相当精炼小巧，三言两语组成，是彝族文

学中的精彩的词语，生活哲理的小诗，许多的袖珍用

语，就是那一句的三言两语，便可说出一条深刻的经

验教训，或是一条具有一定价值的道理来。它的精

炼，是从概括生活，提供经验的决定。因此，它是创

作、保存、传授各种经验的工具。是彝族人民长期共

同生活实践中，没有条件识字，撰文记载的情况下，

不能不采用这一短小精悍的语言形式，通过传播交

流来表达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事情。“克智尔比”广泛

性和群众性，也是它的突出特点。凡是彝族人民的

婚丧嫁娶 ，节日庆典，迎宾接客，调解纠纷等场合，

均可听到 “克智尔比”。用它来表达主客的思想感情

与其意念，表达深刻的道理来集中说明问题，显示出

“克智尔比”的优越性和丰富性。但是不可能人人都

精通“尔比尔吉”，只是不同程度的懂得一点“尔比尔

吉”。这当中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用恰当，使用准确。

所以“德谷”（智者）为一般掌握和使用“尔比尔吉”最

多最熟练的人，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尔比尔吉”

中的比喻，不管是明喻和暗喻，都是使用极为朴素自

然，形象贴切，灵活多样的语言，把一些相互矛盾而

又相互依赖的事物或现象并列在一起，进行对照，给

人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它的句式对称，平仄相谐，

音调押韵，琅琅上口，易学易用，给人以愉快的诗歌

韵味和美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凉山彝族的 “克智”是一种说唱艺术，它具有独

特、鲜明的通俗性、灵活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征；

又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大量采用了 “赋、比、兴”的表

现手法，它的语言往往具有散文诗韵味，诙谐和幽

默，还有形美、语美、音美、言美之特色。在内容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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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涵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天文、地理、生产、

生活、礼仪、风俗、历史、典故、轶闻、趣事、名山大川，

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广泛领域。在凉山彝族文

化宝库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品种，是我们彝族人民十

分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其语言生动洗炼，富于哲

理，想象丰富，句式整齐，既音韵铿锵，便于吟咏，又

旋律和谐，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彝族生活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位置，被彝族人民称为：“语言中的盐巴”。这

种艺术特色和魅力，是彝族人民长期社会实践的产

物，是彝族千百年来生活经验的总结，具有十分普遍

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彝族地区，不论是男女老少，

都能说出许多自己所熟悉的 “克智”。每当彝族村寨

遇有婚丧嫁娶，节日聚会，做道场及调解纠纷时，主

客双方都会请来能说会道的 “克智”表演者来帮自己

争光添彩，使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渊博的知识赛过对

方而取胜。正因这样主客为了压倒对手或取胜，往往

鼓励“克智”选手用他们最熟悉、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克智尔比”进行表演，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或使其成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或教育人们的警语，或

褒奖善良事物的准绳，或鞭挞邪恶的有力武器。彝族

的 “克智”由于它能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真谛，因而对

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作风、风俗习惯等影响极

深。正如彝族“克智尔比”所说：“人要想兴旺发达就

尽情表演 ‘克智尔比’，人要想自找麻烦就相互争斗

扯皮。”这足以证明“克智尔比”在彝族人民生活中所

占的地位了。彝族“克智尔比”的结构多种多样，有一

句、两句和四句式，有的还发展成多段体。所表达出

来的谚语格言、历史传说、人物典故，意义深刻而生

动，听后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对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

会、历史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

凉山彝族 “克智尔比”的表演艺术主要出现于

隆重的庆典，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表演形式是主

客双方以对说对歌的形式出现，即双方各选一名或

二名知识比较渊博，口齿又灵活善辩，脑筋又灵敏，

而且有一定表演能力的人出场对赛。

凉山彝族 “克智尔比”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充

分反映出凉山彝族 “克智尔比”所赋予的丰富的文

化内涵，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比赛嬉戏语言，而且是

一种民族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凉山彝族社会

生活中占据很大的空间，群众基础性相当浓厚，特

别是在表演过程中主客双方都大量使用诙谐和幽

默词语 “格比”（即玩笑之词），这种语言流畅，比喻

生动，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所不谈。既丰富多彩，

又富于哲理，往往在夸张的对话中，用不伤大雅的语

言御制对方，同时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起到寓教

于乐，沟通感情和增加欢乐气氛的效果。

四 “克智尔比”的功能

作为彝族的传统文化 “克智”来讲，除了丰富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以外，它还具有多种功能。首先，凉

山彝族 “克智”具有强化民族大团结的思想感情，无

论在节日集会、婚丧嫁娶或送祖念经仪式上，表演

“克智”能够起到沟通与增进感情的作用。说唱仪式

作为一种文化大餐，除了消除劳动疲劳以外，使许多

动听的 “克智”表演在各种活动中穿插，又使其联络

感情的作用得以强化，为参与者情感的沟通起到了

催化剂的作用。同时还起到了强化主客之间的感

情。主人向客人献上一则动听的“克智”颂词，本身就

可以反映出主人对客人来访或者到场的重视，更何

况是请来有名的选手给主客双方表演 “克智”献词。

彝族这种注重的礼仪接待客人，就会增加主客之间

的亲切感。再说，通过“克格哈查”或“克嘶”（克嘶，彝

语音译，即用嘴巴把知识说给大家听的之意），使表

演者把从古到今的许多历史文化大肆进行渲染。大

多群众通过这类无须支付钱，还能够欣赏到这么多

丰富多彩的 “文化大餐”，这不仅强化了主客之间的

深厚感情，而且也使在场的人领略到各种知识。

第二，表演彝族 “克智尔比，”表演者一般都是用

母语，不用其他语言，使表演者和听者都有亲近感，这

也是大大强化了民族感情的作用。同时这类群体集会

还反映出参与者们的相同感情和相似的意识特征，并

且，通过此类活动，也能增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在彝

族的婚丧嫁娶、送祖念经仪式上或调解重大的案件场

合上，或重大的节日集会上，演说者都能流利地说母

语，这样就会唤起聚会人员的民族认同感，使他们想

到自己是彝族的一员。此外，在“克格哈查”中还大量

地列举彝族所公认的如 《勒俄特依》当中的英雄人物

形象，或讲解千百年来的文化道德，还能流利地说出

许多鲜为人知的名山大川、地方风土人情等传统文化

观，这正是彝族文化的体现。同时，也会唤起与聚会者

对史诗和民族风俗的认同，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增

强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责任感。

第三，表演彝族 “克智尔比”还能够起到教育后

代的作用。由于历史上彝族世代居住在大山或丛林

中，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新一代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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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就很难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行，只能长期沿

用与原始民族特点相适应的家庭模仿式教育和社

会聚会式的教育，使其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规

范，各种生活规则和民族历史教育的绝好机会。表

演 “克智尔比”已经起到了教材的作用。如 “克智尔

比”中所倡导的待客要诚心诚意，民族要团结，人与

自然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而且用人们所熟

知的支格阿龙、兹敏阿机、勒格斯惹等英雄事迹进

行说唱，这些对青少年的道德规范、社会知识以及

民族历史教育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让青年人

在耳濡目染中把民族的传统和历史铭记在心，使彝

族的许多传统文化以此方式得以传承下来。

第四，表演彝族“克智尔比”还起到鼓劲和安慰的

作用。彝族大多居住在山沟中，由于生存环境，历史遭

遇的不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克智尔比”系列。人们

的文化生活不很丰富，加上农耕农业对自然条件的较

强依赖性或遇到丧事时力不从心，使彝族村民或多或

少产生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当这种感情外化时，却

表现为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以此

弥补心理上的不平衡。在他们无意识地传承“克智尔

比”中，则养成了祝福的习惯，以达到相互鼓劲安慰的

目的。彝族“克智尔比”中就有这方面的反映。“克智尔

比”当中的 “格比”、“玛子”等就是对孤独和无助的安

慰之词，以勉励大家只要一切往远处看，那么眼前的

任何困难都会能够克服的。

除此而外，在彝族的 “克智”里面还大量地使用

了“玛子”和“勒俄”及“格比”，这些都是构成彝族“克

智尔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

不亚于诗歌。如在“玛子”、“格比”中，有的一句或一

首就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或一个有趣的故事，这

些“克智尔比”的文学价值也比较高。在大量的夸张

词、历史传说、部落传说、地方风俗传说中，彝族 “克

智尔比”充满着彝族人民战胜自然与邪恶的英雄气

概。在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中，闪耀着彝族人民勇

敢和智慧的光芒。有的“克智尔比”还叙述了天地万

物的来源，有的说明了风俗习惯的起因；有的歌颂了

劳动人民的善良和聪明；有的则嘲笑了统治者的残

暴和愚蠢。因此，彝族“克智尔比”，不仅具有较高的

文学价值，而且对研究彝族历史也是宝贵的素材。

综上所述，凉山彝族“克智尔比”，不仅具有坚实

的群众基础，而且具有广泛传播性，其特点是语言细

腻、情意委婉，爱憎分明，纯朴粗犷，丰富多彩，优美

动人。它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它

从各个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劳动和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各种特殊环境

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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