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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飞出迷人的歌
———试论《妈妈的女儿》中的三美

萧 宁

（西昌市第五中学，四川 西昌 ’()"!!）

【 摘 要】“哭嫁歌”———《妈妈的女儿》以其思想内容的深广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在我国

民间文坛上独具特色；诗中所展示的“三美”———风情美、含蓄美、悲情美，尤其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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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哭嫁歌”，应追溯到《诗经·邶风·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

诸姬，聊与之谋。出宿于 ，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

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饮饯于

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我思

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

写我忧。

这可能是我国现有文献中最早的一首“哭嫁歌”

了。此诗写的是一位生长在泉水的卫女，将要远离自

己的故乡和亲人，嫁到远方去，心中十分忧伤。但诗

中并无“哭”的内容。

当代学者黄尚军在其著述的《四川方言与民俗》

中说：“（四川省）有的地区在结婚头晚上新娘哭嫁，

要唱《骂媒歌》以泄心中之怨。”他列举了巴县的《骂

媒歌》：

天上飞的是雁鹅，地下走的是媒婆。脚会走，嘴

会说，团转四邻骗吃喝。一把扇儿两边花，背时媒生

两边夸。夸倒娘家陪奁好，夸倒婆家田地多⋯⋯

这首《哭嫁歌》共四节，这是第一节。就其思想内

容的深广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却不及彝族的“哭

嫁歌”———《妈妈的女儿》（彝语《阿莫妮惹》）。

下面我将着重论述《妈妈的女儿》给我们展示的

“三美”———风情美、含蓄美、悲情美。

一

作为一首一千多行的长诗，《妈妈的女儿》!多

方面的为我们展示出了彝家生活的风情美。

彝家人好客是出了名的。诗中写女儿出生时，

“迎来姨姨七十七，”；女儿出世第三天，“九十九位邻

居姨姨来道喜”；女儿出世第七天，“左邻右舍凑粮

食，一家凑一把”“拿来酿白酒”。

彝族又是一个酒文化很浓厚的民族。只需一大

碗白酒，彝族兄弟便亲亲热热地围在一起喝起“转转

酒”。诗中对一家酒的酿造工艺便有一段较为详细的

描述：女儿出世第七天，家里开始自酿白酒，“加曲第

一夜，是坛无气无味酒；加曲第二夜，是坛暖乎乎的

酒；加曲第三夜，是坛热腾腾的酒，七到十三天内来

搅拌：搅拌第一夜，甘如蜜糖甜，搅拌第五夜，辣味苦

味添。七到十三天以后，用甑来蒸煮，酒浆畅流白浪

翻。把这清醇头道酒，放在内房间。”

我们须得了解其民族风情，才能准确的解读《妈

妈的女儿》。因为从女儿的降生至女儿的出嫁，随处

可见其民族风情。如，旧时的彝人处于祖先崇拜与万

物有灵的阶段，社会生活中充满着迷信和禁忌，神鬼

主宰和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他们爱用占卜

问吉凶。如开篇写女儿的诞生：“宰了黄母鸡，舌根三

软骨，平行向一方；股骨四个眼，对称向四边。”这是

旧时彝人常用的占卜术———“鸡舌卜”（彝语“瓦舍

恒”）"。它是将鸡杀后煮熟看其舌，观其吉凶。如平

直或往里弯为吉，卷曲如圈或往外弯为凶。订婚时也

用占卜，诗中讲的是“猪脾卜”：“宰头肥小猪，都来看

脏腑”“连贴平展展，胆液黄澄澄。”

再如，诗中写女儿十七谈婚嫁且在秋天出嫁。旧

时，凉山彝族婚龄一般在十七岁以上，男双岁女单岁

为好，聚亲多为农闲。故，不难理解女儿为何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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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婚嫁且在秋天出嫁。

总之，《妈妈的女儿》涵盖了彝族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展现了一幅鲜活、迷人的彝家山寨民俗风情

的画卷。

二

古人说“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含蓄美，正是

本首诗又一特色。例如写女儿出嫁时，早夕相处的家

中之物也不舍女儿出嫁，于是纷纷来相送：

妈妈的女儿哟，起身出内房，花针和丝线要陪女

儿去婆家，女儿劝阻才停下；通过火塘边，纺锤和毛

絮，要陪女儿去婆家，女儿劝阻才停下；经过房门口，

仔猪和仔鸡，要陪女儿去婆家，女儿劝阻才停下；路

过村巷头，马驹和牛犊，要陪女儿去婆家，女儿劝阻

才停下。

这哪里是身边之物动了情呢？分明是写女儿恋

恋不舍之情啊！这里用含蓄的写法来传情达意，使得

诗句十分隽永，耐人寻味。

谈到女儿我们总想问一问女儿美吗？寻找答案，

诗中只有一处写了她的美：“俊俏的姑娘，虽说生长

在家乡，成家嫁到外乡了。”可以说，全诗几乎不见其

美，却处处可见其美。这是因为这首诗的诗句隐蔽含

蓄。如：

妈妈的女儿哟，春临大地，处处春光明丽。女儿

清晨起，带着白毛絮，秃尾旧纺锤，黄竹篾篓子，赶着

羊儿上山放，拈着线儿随着去。旭出山嵎，光芒照大

地。女对晨曦抒胸臆：哦，早起之客原是你！

这里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它虽未正面描写女儿

之美，但从一个侧面———在劳动生活中展现出女儿

之美之可爱。我们仿佛看到了女儿身上散发出的青

春之美。

又如，写“女儿坐在山头上，山峦端庄更秀丽；羊

儿放在山头下，好似满山插花枝。!山因人而美，足见

女儿是多么的美丽啊！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郭兆麟说，“用赋不若用比兴，比兴意有含蓄也”

"。《妈妈的女儿》广泛采用比兴手法，尤其是“比”，

几乎每节都有。其特点是常常就近取譬，极富民族生

活气息；又因其诗为长篇，故运用比兴手法时，常采

用多行诗、多个比兴来表达一个主题。如：

妈妈的女儿哟，地上的动物无数多，不爱妈妈的

没一个。蠕形动物爱妈妈，屈伸翻滚表示爱；蝴蝶爱

妈妈，展翅翩翩表示爱；知了爱妈妈，靠树栖身表示

爱；蜜蜂爱妈妈，依崖筑巢表示爱；猪儿爱妈妈，哼哼

擦擦表示爱；鸟儿爱妈妈，叽叽跟随表示爱；羔子爱

妈妈，咩咩三声表示爱；驹子爱妈妈，猛登崖坎追妈

去，溅起碎石乱飞腾。女儿爱妈妈，日夜哼不停，泪水

如饭吞。

前三句先总写女儿对母亲的爱，再用比兴分

写———用蠕形的动物、蝴蝶、知了、蜜蜂、猪儿、鸟儿、

羔子、驹子、犊子等动物对母亲的爱作比，最后托出

“女儿爱妈妈”这一主题。这里用作比喻的纯粹是眼

前景，仿佛极其普通，而抒发的却是极为可贵的赤子

之情。

这些含蓄的写法，使得《妈妈的女儿》“很有特别

的色彩，就象在辽远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

人的音乐”#。

三

《妈妈的女儿》是一首描写悲剧的抒情诗。它继

承了我国古代诗歌“发愤以抒情”的优良传统，借抒

情主人公“妈妈的女儿”之口，倾诉了女儿凄惨的人

生，展示出了人物命运的悲情美。

诗中塑造了“女儿”这一可爱动人的形象。她勤

劳、善良，聪颖、能干。小时的她，虽身著“一顶破斗

笠，一件旧蓑衣，一条红童裙，一件烂毛衫。”但俗话

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长到七八岁，就干家务

活———放猪；长到九、十岁“协理家务已熟娴”；十三

四岁，“农活件件都熟练”“女红技艺样样全”。

她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女儿并非是，从草里平

白飞出的一只鸟；女儿并非是蕨地无根冒出的一片

叶。难道人间女儿最渺小！难道世上女儿最低贱！”

“人想情投意合，马要合身鞍鞯”；“婚事希望由自

主”。

她敢爱敢恨。“女儿心爱的，总想一天见三次，见

了情意更深长；女儿心恨的，不想三年见一次，见了

仇恨更深长。”

她坚毅刚烈。“苦女在婆家，躯体纵被折磨死，心

志不会变。”

她明晓事理，善解人意。女儿已出嫁至婆家，却

无时无刻不为双亲担忧：“老树立在崖坎上，今晚还

立着，立不到明天；老牛站在畜栏中，白天还站着，站

不到夜晚；老人生活在家中，今年还健在，不知何月

到终年。”

钟灵毓秀，凉山以其大山的性格，哺育了他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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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使她具有温情似水的一面，更具有热情如火，刚

毅如岩的性格。

然而，女儿面对着自己的命运却又显得如此的

弱小和无助：

妈妈的女儿哟，村上三条白泥路，女儿能走的路

没一条；村下三条白泥路，女儿能走的路没一条。晴

天想随行云走，云飞四散无处找；阴天想随轻雾走，

雾又隐入九重霄。

“意苦若死，招憩不来”!；欲投无路，欲哭无泪，

真是悲恸之极！

当她一步步走向苦难深渊的时候，她想到了去

死，却欲死无门：

妈妈的女儿哟，女儿真想肉体死，死了心无知；

女儿真想心子灭，灭了愁绪绝。女儿啊，活无路，死无

处！

由于旧凉山彝族家庭是父权性质的：家庭的建

立是以男方为基础的，妻子是丈夫花身价钱娶来的，

就是入赘的男子，只要到女家（姓不改）便成为女方

家庭的主持。所以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为低下

的。

这个女儿的故事，经万千妇女的歌唱后，融入了

她们的经历和情感。女儿的悲剧，已不在是个人的悲

剧，而是整个旧凉山广大妇女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妈妈的女儿》多处运用复

沓句式，一唱三叹，使整个抒情诗充满了回肠荡气的

音乐美和律动感。

譬如，每节句首都用“妈妈的女儿哟”一句开头，

在修辞上属间隔反复，其特点是使结构安排显得有

条理，将女儿的生活一步步展现开来，又将女儿的抒

情步步引向深入。那一声声“妈妈的女儿哟”，将全诗

笼罩于重章叠韵之中，创设出了一种悲凉、凄怨的抒

情氛围，展示出了它的悲情美。

《妈妈的女儿》是中国民间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光

彩夺目的奇葩。诗中所展示的风情美、含蓄美、悲情

美，使人着迷，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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