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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尔比尔吉”的产生源于凉山历史文化发

展的整个过程。它是在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中，为总

结和传播社会生活和生产经验而逐渐形成的。随

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彝族“尔比尔吉”涉及

领域又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生产劳动经验而发展

为广泛涉及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以

至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同时，彝族人民还把自己

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以及事理德行、时

政社交、日常生活、风土民情，均以言简意赅的“尔

比尔吉”形式加以总结和表达。这些“尔比尔吉”反

映彝族人民的全部生活、经济和社会历史经验，成

为彝族人民世世代代认识生活、陶冶性情、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改造社会的指南。彝族“尔比尔吉”

植根于深厚的凉山文化土壤，是彝族劳动人民为总

结和传播社会生活及生产经验不断创造和传承下

来的精髓语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品之

一。本文从凉山历史、文化以及人民心理素质、语

言风格等方面，阐述彝族“尔比尔吉”的内涵及特

征。

一 具有彝区浓郁的地域风格特征
解放前，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

对外交通困难，自然形成一个天然封闭的地理环

境。世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的彝族人民虽

然封闭自居，却善于吸收生产生活中的文化。过去

凉山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贫穷的落后的地区，自

然条件十分恶劣，并且以部落和氏族各霸一方，所

居住的地方以他们的氏族为地名，而且所居住的地

区又分圣乍、依诺、阿都三大土语区，各个方言区的

民风民俗也有异同，各个方言区的“尔比尔吉”也随

之呈现出异同状况，更增加了彝族“尔比尔吉”的地

域性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

影响。就目前凉山彝族人口构成而言，主要为世居

的，外来移民几乎较少。因此，在凉山彝族生活用

语里面“尔比尔吉”却占着主体地位。“尔比尔吉”与

孕育它的当地自然风貌、人文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凉山山川秀丽，有“螺髻山开，峨眉山闭”的

美誉，这是与凉山所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道教发源

于凉山西昌泸山、螺髻山相关联的。凉山优美的自

然风貌，向为历代人士所倾倒、歌颂，彝族“尔比尔

吉”中这方面的内容十分突出。彝族“尔比尔吉”是

凉山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创

造和传承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历代汉族移民带入

凉山的，也成为彝族“尔比尔吉”的组成部分。这部

分彝族“尔比尔吉”，现在很难从凉山汉族谚语中区

别出来，但它们却带着原居住地的烙印，成为研究

凉山各地谚语异同的珍贵资料。

二 具有多功能的属性
彝族“尔比尔吉”除具有谚语的一般社会功能

外，还担负社会习惯法的功能。彝族主要用习惯法

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大小问题。如果把彝族的习惯

法视为“论说”与“实行”两个层次，则论说的层次是

实行层次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而论说层次的主要表

现形式就是有关习惯法内容的尔比尔吉。这类“尔

比尔吉”，有的负载了彝族历史上人们处理纠纷案

件的事例，有的负载了彝族古往今来的一些由习惯

所形成的“刑律”，有的则负载了彝族历史上处理纠

纷案件的原则[1]（p.425、428）。因此，凉山彝族“尔比尔吉”

在一般情况下，成了人们处理问题的依据，教育人

们的警语，表扬好事好人的准绳，扶持正义、谴责邪

恶的有力武器。在过去漫长的奴隶社会中，凉山彝

族“尔比尔吉”起着不成文法、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

作用。对于广大奴隶群众来说，彝族“尔比尔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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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力量，斗争的武器。另

一方面这些彝族“尔比尔吉”所体现的是彝族社会

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经验的结晶，是千百年来彝

族人民群众日常用语的升华。在婚礼克智说唱过

程中，随着说唱情节的发展，兴至酣处，“尔比尔吉”

便油然而生，娓娓道来，犹如锦上添花，使论证的观

点更加鲜明，叙述的情景更加清晰，刻画的人物更

加栩栩如生，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 具有以农为本、崇尚农耕的文化特征
农业是凉山彝族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活动，彝

族“尔比尔吉”则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执著的农耕

信仰和观念以及农业生产的经验。土地是凉山彝

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是妈妈的身，种子是

妈妈的心”、“土地长庄稼就美观，羊儿留尾裙才漂

亮”，正是凉山彝族执著的农耕信仰、农耕观念的反

映。凉山彝族深知，“树根在土，人根在粮”、“养活

人的是良田，养活畜的是草场”。靠土地生存的彝

族，把全身心都扑到了田地上，在长期的生产劳动

中，在农业、农艺，包括水利、土地、肥料、耕作、作

物、苗种、田管、收割，以及园艺、林业、畜牧、副业、

狩猎等方面总结、创造、传承了大量的谚语，真可谓

是一部精湛绝伦的农耕全书。比如，对水的关注：

“高山垒堰来种荞，河滩砌堤来种稻”、“与其祭祀五

谷神，不如去修渠引水”等；对气候的关注：“下午打

雷不一定下雨，早晨日出不一定天晴”等；对牧放的

关注：“放牧人说牛羊，耕地人看犁沟”、“活路能逼

着做，畜不可逼着养”等；对狩猎的关注：“渴了才知

道清泉的甘甜，打猎才知道猎狗的用途”、“首次猎

物分不均，二次打猎无人跟”等；对打鱼的关注：“千

只眼的渔网，网住两只眼的鱼，鱼儿蹦又跳；不长眼

的鱼钩，钩住两只眼的鱼，鱼儿规规矩矩”等；对手

工的关注：“脚迹会消失，手艺传后代”、“没有不教

的工匠，没有不学的毕摩”等。显然，这些“尔比尔

吉”都是农耕文化的高度浓缩与全面认识。

四 具有重文尚礼、张扬民性的特征
自古以来凉山彝族都居住在密林深山或边远

地区，由于交通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给彝族的生活

和生产带来诸多不便，正如彝族“尔比尔吉”所说的

那样：“大河是第一道城墙，悬岩是第二道城墙，森

林是第三道城墙。”这种自然的环境长期阻隔着彝

族与外界的交流，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彝族所

奉行的是尚武、讲礼仪和知荣辱的民族精神，加上

自然环境和生活空间就构成了彝族独特的生活习

俗。在现实生活中彝族更注重的是尊重英雄，重文

尚礼，张扬民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凉山

彝族具有机智勇敢、吃苦耐劳、诙谐幽默的性格。

譬如，“不怕铁硬，就怕心坚”、“鸟无志不飞，人无志

无为”、“要擒老虎到深山，要吃龙肉下海滩”、“没有

不想勇敢的男人，没有不想貌美的女人”、“坚固的

岩石，是英雄坚强的意志；壮丽的山河，是英雄开朗

的胸怀”、“不畏崎岖路，才能攀高峰”等，我们从中

不难看出重尚志和刚勇的一面。凉山彝族的这种

尚志和刚勇的民性、民风，是他们从艰苦环境中磨

炼出来的，充分表现出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自强不

屈的意志品质。此外，“拳头只能穿一层，舌头却能

穿九层”、“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自己软

别人就硬，别人软自己就硬”等，无一不是彝民族正

气的表现。这些优秀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在历代

凉山志士仁人和革命者身上，并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和人们崇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凉山彝族非常崇尚礼仪。民间明事理、讲团

结、重感情、明礼义、慎言行，成为人们普遍提倡的

社会风气。譬如，“各族人民如兄弟，雷打火烧不分

离”、“天与地，靠彩虹来相连；山与山，靠白云来相

连；坝与坝，靠溪水来相连；民族与民族，靠民族政

策来相连”、“同汉族在一起，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同彝族在一起，能讲一口流畅的彝语”、“事成于和

睦，力生于团结”、“以心换心，相交至深”等，而礼中

突出一个让字：“怕人，实怕理，爱人，实爱理”、“失

礼应赔礼，得礼也让人”等，使讲礼仪贯穿于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凉山彝族也从生活中逐步认识到

刚柔相济的道理。彝族认为做人不能太直：“树直

遭斧伐，人直遭事磨”、“不讲礼的人往脸上抹灰灰，

守旧的人是往脚上砸石头；把安乐让给别人心里舒

坦，把痛苦留给自己心里平安”、“人们会处事，不会

招祸事”、“若会处事，口服众人；不会处事，口成仇

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人也要有骨气：“孤

儿要有骨气，桶底要有淤泥”。有没有骨气，关键是

看人“有志没志气”，“一人立志，万夫莫夺”。以柔

克刚，刚柔相济，方为上人、上计。这是人们从实践

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哲理，也是对凉山彝族民性、民

风的抽象概括。凉山各个地方的人的性格，也不尽

相同，比如“对冤家像倒勾刺一样狠，待朋友要像琴

声一样”、“若会处事，口服众人；不会处事，口成仇

人”即反映了彝族的性格和特征。这就是凉山彝族

民俗文化的根基，也是彝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极

大的民族凝聚力。“尔比尔吉”反映出彝族的一些基

本的文化心态以及它的多样性。彝族的传统节日

习俗，生、寿、婚、丧，以至命运、礼尚、信仰等，在“尔

比尔吉”中有生动反映和确切表达。美姑县是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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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摩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毕摩文化盛行之地，许多

人却是不信神、不信佛的，“世上无鬼神，都是人哄

人”、“疾病从天降，毕摩也无赖；祸从地上生，德古

也无法”等，深刻地揭示了迷信神、佛的本质。当

然，这并不排斥另一部分人对宗教的信仰自由。这

些都是凉山彝族信仰意识深层文化意识、形态的表

现。凉山彝族的乡情十分浓烈：“美味佳肴在别人

处，安乐休闲在自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就连自己的家乡话也不愿

更改：“吃自己的饭易饱，说自己的话贴切；穿自己

的衣暖和，做自己的事易成”、“贤人就坐大大方方，

愚人就坐蜷蜷缩缩”。凉山境内流传的山川名胜

“尔比尔吉”极多，有描绘特色的：“清风雅雨建昌

月”（汉源县清溪乡风大、雅安雨多、西昌月亮最明

亮）；有赞颂景美的：“螺髻山天下奇”、“不到凉山，

不知锦绣河山”等。凉山物产丰富，名优土特产极

多，比如：“一菜一格，百菜百昧”、“马糊里的水，黄

琅顶上茶”、“荞面飘香海内外”、“越西包谷酒多”、

“越西三件宝：萝卜秆、贡花椒、乳豆腐”等。

五 具有平实犀利、通俗藏雅的语言特性
彝族“尔比尔吉”的语言虽然平实却犀利，绵中

带刺，柔里藏刚。如“苏尼为病人驱鬼枉自跳，病人

的毛病病人自己知”（意即藏而不露）、“猫儿给狗搬

甑子”（指为别人做好事）、“懒牛懒马屎尿多”（即是

想方设法偷懒）、“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强调以农

为主）等，用语犀利，但又绵中带刺，充满凉山“麻辣

烫”特色。有些“尔比尔吉”用语诙谐，意犹未尽。

如“裁缝不偷布，娃儿没得裤”、“左眼跳财，右眼跳

挨”（“挨”即“遭”，要倒霉的意思）、“会理不点状元，

西昌不招驹马”（意即会理出人才）等，更是忍俊不

禁。

彝族“尔比尔吉”是雅和俗的共存和交融。通

俗而藏雅，粗而不野，俗而不庸，是其基本特征。有

些彝族“尔比尔吉”俗，有些彝族“尔比尔吉”雅，而

更多的是通俗流畅的口语精品，有着雅俗共赏的效

果。如“大欺小来不倒”（意即不准许）、“老鸦头上

叫，谨防祸事到”、“冬天的戴胜鸟的叫声不要信，蛇

月桐子花不要信”（指三月桐子花开时节还有寒潮

到来，民间俗称“冻桐子花”）等，既充满了善意的劝

告，又通俗雅致。

简洁明了，蕴含丰富，也是凉山彝族“尔比尔

吉”的基本特征之一。有一些短型谚语，如“来者是

客”、“杂草多，庄稼少；空话多，知识少”、“怕人，实

怕脏，爱人，实爱理”、“不怕日子苦，就怕人懒惰”

等，文字虽少，但句式却独立、完整、内容深刻。

形象化也是彝族“尔比尔吉”的基本特征之

一。其中“人热则跳，秧热则笑”在关键的字词上用

得形象，把秧苗对自然气候的要求生动地表达出

来。人们总是就近取譬，因此形象化的特点也最具

地方性。继承民歌和彝族竹崇拜的某些传统，也使

彝族“尔比尔吉”常常出现一些比较雅致的修辞方

法[2]（p.168）。如谐音：“我见到山顶的杉树就想念表妹，

我看见山谷的谷博便思念阿惹”，“杉树”便与彝语

“想念”谐音；“谷博（树）”也是与“思恋”谐音。但运

用最多的，则要算对偶了。对偶源于自然，是形式

美的法则之一。它的应用可产生整齐、稳重和沉静

的艺术效果。如“要想富，早起去拾肥；要想穷，睡

到太阳落”、“草灰搓不成绳子，懒惰学不到知识”、

“马儿跑千里，起步在第一步”，均为入对。而“男子

轻浮不体面，女子轻浮害自家”皆以专有名词相对，

自然成趣。

六 具有句式结构的独特性和修辞的多样性
彝族“尔比尔吉”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无不

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这一点甚至成为我

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

以最简约的形式，蕴涵最广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

的精炼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

理，一旦进入谚海便出奇的精炼。谚语还以其高度

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飞在语言里”，它既是

特殊表达成分，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

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有些彝族“尔比尔

吉”则保留了古汉语的某些结构特点，如定、状语后

置：“非吃不可的是粮，非穿不可的是衣”；宾语提

前：“水是鱼儿的源，花是蜜蜂的源”、“峨嵋、螺髻原

是姊妹山，彝族、汉族原本是兄弟”等。在技巧上，

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歌特有的排比、对偶、比喻、

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

的感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彝族“尔比尔吉”有自己的修饰风格。比喻手

法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修饰手法，但彝族“尔比尔

吉”的比喻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即喻体可前可后。

喻体在前的，如“猪狗解绳猛，骏马勒绳猛，勇士负

伤猛”。喻体在后的，如“一千个能人的想法不会一

致，一万匹跑马的脚印不会踩一处，一百个曲子的

声音不会是一个调”。前例的本体要说明的道理或

事物是“勇士负伤猛”，后例的本体要说明的道理或

事物是“一千个能人的想法不会一致”。还有“一窝

蜂有个蜂王，一个寨子有个德古”这种本体在前喻

体在后的修饰方式，在汉语里少见且不大习惯，但

在彝族“尔比尔吉”中则普遍存在，而且为人们所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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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选头绳要选最红的，交友要交知心的”、“勤

劳的人粮食多，善良的人朋友多”、“诚恳是团结朋

友的彩带，虚伪是避开朋友的利剑”、“家产多少邻

居知，品行如何朋友知”、“我语伤人，端酒赔礼；我

手伤人，备马赔情”、“贤人受惠礼让三步，愚人受惠

抢先三步”、“颤颤惊惊难御敌，吝吝啬啬难待客”、

“心胸开阔如江河，心底明净如月光”、“烧朝上长着

的树，喝往下流淌的水”等。彝族“尔比尔吉”的表

现手法也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有的能说能唱，如“一

人引来火种，温暖众人心胸”、“吃的喝的经过火没

有毒，想的说的告诉党不会错”、“无箍的木桶要散，

无法的人群要乱”、“前人制法，后人守法”等，这类

“尔比尔吉”具有浓厚的抒情韵味。

彝族“尔比尔吉”的结构，有一句、两句和四句

的，有的则发展到多段体，有的还包涵部分谚语，渊

源于历史传说、人物典故，意义生动而深刻，读后给

人以深刻的教育，这类“尔比尔吉”对研究彝族社会

与历史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譬

如，“真理有时候在放猪娃手里”、“有儿的妈妈如坐

岩石边”、“铁匠多了铁被烧焦”（一句）；“父母给的

钱用得完，劳动挣的钱永流长”、“把幸福留给别人

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二句）；“溪水喜欢游鱼来，

花开喜欢蜜蜂来，彝家喜欢客人来”、“长者靠尊严

而高傲，美者靠容貌而美丽，勇士靠胆量而英勇”、

“吃不穷，穿不穷，不知礼仪才贫穷”（三句）；“留重

活路给人，叫人害臊；留美味给人吃，使人高兴”、

“山上长什么草，牛羊吃什么草；世上有什么理，人

们讲什么理”（四句）；“最棘手的纠纷不会闹到天上

去，最好的猎狗也没有九个鼻孔，最快的骏马也没

有九只蹄，勇敢地武士也没有九颗心，善辩的德谷

也没有九根舍”（五句）；“肚是粮之子，不吃粮不行，

背是衣之子，不穿衣不行。地靠人来装扮，人靠衣

来装扮”（六句）。类似这样的长短句、多段句、分段

句的并不鲜见。

综上所述，彝族“尔比尔吉”以口耳相传，经历

代代民间艺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创造、丰富、

加工、充实和千锤百炼而得以发展。它不仅成为彝

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语言瑰宝，而且鲜活地保存了凉

山彝族社会生活、历史地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

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爱情婚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成为内涵最丰富、风格最独特的凉山彝族地域特色

文化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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