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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民歌歌词的修辞方式之管见

景志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摘 要】凉山民歌歌词的修辞方式，既有我国民歌歌词所具有的共性，又有彝族风情和凉山地域

文化的个性特征。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选择部分修辞方式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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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方式，诸多说法。我们所论及的修辞方

式，指的是修辞格。它是人们在共同民族语言环

境中适应交际需要，适应语言内部发展规律而内

创造出来的具体修辞方法。“它在表达上的生动

性、组织结构上的规律性和语言运用上的变异性

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修辞方式的特点。” 1 # 2本文挑

选六种主要的修辞方式，并结合凉山民歌歌词以

及 歌 词 独 特 的 民 族 、 地 域 背 景 ， 加 以 简 要 的 介

绍、分析，期冀从一个侧面欣赏歌词所显现的语

言艺术美、所释放的民风民味。

一、比兴

“比兴”手法，在我国传统的诗歌与歌谣中常

被广泛使用，凉山民歌歌词亦不乏这种表现手法。

“比”就是比喻，“兴”即起兴。比喻用某些类似

点的事物或浅显的道理去说明想要说明的事物或道

理，可收到更好的语言表达效果。比喻中的明喻、

暗喻易于辩认，它们都有喻词把主体和喻体连接在

一个单句里，歌词却可以把三者分裂开来：“党和

人民心连心，好比金线穿银针。”这是明喻，它与

喻体结合为一句，本体出现在另一句里。“初次相

会乐融融， 3 好比蜜蜂采芙蓉。”乍看缺主体，实

则以无主句形式隐藏在上句里。“鲤鱼见水尾就

摆， 3 情哥见妹心就开。 3 妹是桂花千里香， 3 哥是

蜜蜂万里采”。这首歌词明喻暗喻兼顾，三四句同

时出现，加之“千里香、万里采”，将妹的美的魅

力与哥的挚爱追求溢于言表。一二句是明喻，喻词

隐遁，主体和喻体各自出现在不同的句子里。用喻

词连接起来，应该是这样两个主谓词组成的单句：

“情哥见妹心就开活象鲤鱼见水属就摆”。鱼摆

尾，蜂采蜜，花飘香，比喻具象化、生动化，请情

画意地反映了一对情侣执著而热烈的爱情。借喻无

喻词，无本体，直拉用喻体代替主体：“野芙蓉来

野芙蓉， 3 生来爱在刺蓬中。 3 刺蓬做墙花也发， 3
吓跑许多吃花虫。”“野芙蓉”喻指某一强悍泼辣

的美丽姑娘；“吃花虫”则喻贬起色的青年男子

们，他们因姑娘粗野多刺的秉性而吓得不敢追求。

凉山各县有许多歌词采用借喻这种修辞方式，避免

直说，尤其在对口或群口配曲演唱时，旁敲侧击，

趣味横生。既鲜明生动，又易懂易解，深受民间喜

爱。

凉山民歌歌词中的比喻句，因各县风土人情的

差异而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形成“土特产”。同一

歌曲流传到各地，本地人必须按自己的审美情趣给

予修饰润色，加工打造，使之融为地方词曲。人们

喜欢用“线穿针”比喻男女青年坚如磐石、亲密无

间的深情厚爱。会理人个性文静柔和者居多，他们

好用“绒线穿花针”打比方，与甜美温情的乐曲配

合，风格细腻缠绵。冕宁人个性硬朗爽直者不少，

他们用“麻线穿钢针”以强化爱情牢固的力度，配

合高吭汽船越的乐曲，风格粗犷豪放。这种地方性

格的修辞特征，在其它修辞方式中亦屡见不鲜。

借用比喻开头，引出主要内容的手法称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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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因此“比”与“兴”常常是联系在一起使用的。有

一首较长的彝族民族《凋谢以后永不回》中的开头

是：“山上荞花白，" 头年是白，次年也是白，" 次年也

是白，" 凋谢以后永不回”这是起兴句，歌词以荞花

“凋谢以后永不回”引出后面中心内容“尊敬老人不

能再回”，以哀悼去世的老人。婚红丧白，乃中华民

族长期形成的对颜色选择的习惯共性，而山上荞花

则实现了彝族人民所居住的环境风光，洋溢着浓浓

的生活气息。民歌中的起兴句，大多与其内容和情

绪相关，但也有少量民歌只起起韵定辙作用，与后

面的内容和情绪无直接联系。

二、对偶

把两个字数相等或基本相等、结构相同或相

似、意义相关（相对、相近、相反）的句子或词

组，对称地排列起来，互相映衬，互相补充，这种

修辞方式就是对偶。对偶句式整齐，韵律和谐，读

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和音

乐美。它能增强表达效果，使内容更鲜明地表现出

来。

对偶有宽有严。凉山民歌歌词比较宽松自由。

它不像古代骈体文明和旧体诗词讲究严格的“工

对”，要求词性相同，平仄相对，字不重复。它不

拘泥于这些形式，只要字数基本相等，结构大体相

近就可以了。它也有正对、反对与串对之分。其

中，正对居多，反对较少，串对寥寥。它与现代创

作歌词作比较，不重抽象重具体、不重含蓄重直

说。请看钱锦方创作的《女电焊工之歌》：“不怕

骄阳晒，何惧风霜打，笑看双手飞金霞，更喜江山

美如画。”这首歌塑造了一个不怕艰苦，豪迈乐

观，积极工作的女电焊工形象。一二句为二组对偶

句，三四句为另一组对偶句。歌词重修饰渲染，风

格瑰丽，文采飞扬。既有不怕一切困难的“骄阳

晒”、“风霜打”这类的泛指，也有“飞金霞”、

“美如画”之类的隐喻与概描，充满文气。而凉山

民间歌词却是直接描绘，极少形容且明白易懂，它

只能把“飞金霞”写成现实存在的“飞火花”，充

满生活气息、地域风光与民族特点。

凉山民间歌词绝大多数为农民所作，他们居住

在乡下，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山上。他们赖以生活

的环境，所见的都是山水鱼虫、老鹰云雀、獐麂野

兔、青蛙毒蛇，还有青山绿水、树林田野、牛羊鸡

犬之类；所食的则是大米、洋芋、荞麦等类；所用

的则是锄头犁耙、线篼纺锤、锅灶锁钥等类；所好

的则是口弦月琴、箫笛鼓钹等类。这些生活中的常

见事物，无疑成了他们创造对偶各词取之不尽的源

泉。用“哥是钥匙妹是锁，哥爱妹来妹爱哥。水不

离鱼鱼随水，砣不离秤秤跟砣”中不加修饰的、熟

悉的具体的事物作为名词创造的比喻对偶句，其涵

义连文盲也能听懂和理解。请看下面这首彝族人民

创作的《短歌》，尽取凉山景物以表达作者对自由

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对劳动的热爱：

水深了，鱼儿好游玩，

人多了，劳动劲头大，

天晴了，雄鹰好飞翔，

地宽了，骏马好奔驰。

歌词用排比句式，组成上下两组宽松的对偶

句，不讲韵辙。因其句式整匀，行行字数相等，并

形成有规律的间歇停顿而具有节奏感，诗意盎然。

写事写物写景，就地取材，浅显通俗，散发着乡土

味。向上仰望，雄鹰在晴朗的蓝天飞翔；向下俯

看，鱼儿在清澈的深水中嘻戏；平视四周，开阔的

草地上骏马奔驰，层层梯田里，人群在热火朝天地

劳动，真是一幅跃然纸上的彝寨风景画。

三、排比

把结构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关的词组或句子排

列起来，就是排比。它是对偶句的扩大和发展。对

偶句只有相对的两句，它却至少有三句或三句以

上；对偶句一般忌讳使用同一个词语相对，它则可

以在各项相同的位置上使用同一个词语，将各项串

连起来；对偶句在句式上字数上要求整齐匀称，而

且相对词词性相同，严格的还要求工稳的平仄对

仗，它只要求大体相似即可。

正确地使用排比，不仅能增强语势，突出意

旨，表达思想感情，而且能使语言生动形象，做到

条理清晰，音节和谐，更富表现力，更具节奏感与

音律美。

这种修辞方式，在凉山各民族民歌歌词中，少

数民族使用较多。特别是彝族歌词，更喜欢在各项

相同的位置上使用同一个词语，并与具有地域生活

气息的词语配合起来，所形成的排比句，可以说是

民族特点的标志之一。象下面的排比句，充满彝家

风味，决非汉族所有：“依哦！酒醉了！ "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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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了！ " 猎狗进山林， " 獐麂跳出来， " 弯针跳下

水，鱼儿路出来， " ⋯⋯。”“依哦”之类的民族

用语，“猎狗”之类的乡土事物，“酒醉”的欢乐

氛围，无不映照出本民族独特的真生活。彝族人民

不仅喜欢喝酒，还喜欢色彩艺术。在同一首诗《党

的政策好》中，还用排比句道出了酒杯的颜色：

“白酒杯象蝴蝶花舞， " 红酒杯象弯弯的彩虹， "
花 酒 杯 象 喜 鹊 喳 喳 嚷 ， " 黑 酒 杯 象 鸦 齐 飞 翔 ⋯

⋯。”吉觉木嗄家，传酒递杯，彩色纷飞，欢声笑

语，快乐无比。是党的政策好，彝家由穷变富了。

“粮食收进屋，柜子装满了； " 羊群放出来，满山

白 了 ； " 牛 群 放 出 来 ， 草 坪 上 黄 了 ； " 猪 群 放 出

来，沼泽地里黑了。”喜庆丰收，“幸福歌声飞出

来。”由以旋律表现色彩，词用文字诠释色彩。演

唱时，酒习俗与色彩美，洋溢于歌中。歌词有五

段，五段皆插有排比句。这些排比句，描绘了彝家

的环境事物，风俗习惯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充满独

特的民族特色。

有些地区是多民族杂居地，他们生活在一起，

互相交往，相互影响，形成交融文化。有一首彝族

民歌《生个啥歌子》就是交融文化的产物。此歌词

采用了汉族常用的七言四句形式以及汉族四句歌多

种押韵方法之一“##$$”式进行创作：“生个男

儿 抱 在 怀 ， " 生 个 女 儿 丢 在 地 ， " 生 个 男 儿 当 个

宝， " 生个女儿当棵草。”歌词由提示语“生个”

把四个句子串连起来，形成对比性的排比句，以揭

露男尊女卑的奴隶制度的不合理。在汉族四句歌

中，没有或者很难找到用此排比句式创作的歌词，

这就显示了彝族人民创作歌词的偏爱及其民族特

性。

四、夸张

将人和事物的某些特征进行适当的夸大或缩

小，叫夸张。夸张是一种强调，强调描写对象的某

些特征，使其更鲜明地表现出来；夸张是一种想

象，它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给人的印象是合情合

理，真实可信；夸张还是一种真实的自然流露毫无

矫饰的情感，它能使读者或听者获得更深刻的体验

与感受。

凉山民歌歌词，在使用夸奖这种修辞方式上是

有独特性的，即无限地夸大而又合乎情理，如“你

歌哪有我歌多， " 唱头唱尾两三箩。 " 只因那年发

大水， " 哥拿歌本塞江河。”“两三箩”尚不知一

首歌的“颗粒”多大，歌本多到可塞江河，那就太

叫人惊异了。然而，“我歌多”却是使人信服的事

实，人们决不会用“真实”去曲解艺术上的夸张。

至于“去年用哥吃碗茶 " 香到今年八月八。”则指

的是难以忘却的恋情的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凉山

民歌歌词的夸张有两种：一是明显的夸张，如上面

所例举之词句；再是多句陈述一个事件，初看不是

夸张句，细想颇觉荒诞，因为它违背生活的逻辑，

“不合情理”，但却反映了本质的真实。东北有首

《送情郎》歌曲，一开始就唱小妹送郎：“送到那

大门外， " 泪珠啊一行行落呀么落下来。”送出大

门外，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凉山的送郎歌却在家中

就送了多处：送到枕头边、箱子边、柜子边、火塘

边、灶头边、堂屋中、窗子边、天井边、槽门口、

墙拐角等处，每送一处就是一个歌段。在家中送郎

是可以作到的，但却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是小孩游

戏。这也是一种夸张，是不必要的必要，它可以增

加歌段，细腻详尽地表达感情，更深更广地强化主

题，故不失其真。

同是歌唱爱情的《绣荷包》，凉山的与外地的

相比，更显出自己的特色。外地的《绣荷包》重在

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写实性的，不重荷包本身的描

绘，纵有鸳鸯帆般的绣图，也与情感直接相关，篇

幅短小，语言精炼，无夸张。凉山《绣荷包》则用

夸张的两种形式，寓情于议事之中，故篇幅较长。

我们搜集到的五首同名歌曲，最长的有二十四个歌

段，最短的亦有十个。文字多，便于叙写绣荷包整

个过程：从郎要荷包到购买材料、剪裁直到穿针引

线绣荷包图案，从一月绣到十二月，以此突出情妹

绣技之精巧；绣出的月亮，竟然会“照耀四方”，

绣 出 的 绣 球 滚 到 黄 河 里 ， 便 可 “闸 断 黄 河 水 倒

流”。作者凭借夸手法，展开想象的翅膀飞翔，鲜

明具体地寓示爱情的纯洁与力量，可谓独具匠心。

情妹的绣技，岂止是绣月亮、绣绣球，她还能绣

龙、绣凤、绣鸡、绣花、绣太阳；还能绣上各种山

川、人物、鸟兽、花草等美丽的风景画，如金鸡闹

芙蓉、狮子滚绣球、双凤朝阳、兵马比武、天子管

万民以及茶氏守空房、北宋杨家将、章子拜观音等

若干民间生活故事、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什么都

能绣，不能牵强附会地处处对应感情，但从总体上

却更深刻地表达了感情。一个小小荷包怎能绣上如

此繁多的神奇画图？无疑是对情妹巧夺天工技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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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以此突出情妹的智慧与才华，以增强情爱的魅

力与引力。作者不重直抒情感，而是使用夸张寓情

于具体的事件描写，将爱情情感的抒发推向更高

峰。

五、对比

把对立的人、事物或同一人、事物相反、相对的

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映衬、相互对照比较的修辞方式

叫对比。对比有这样一些比较方法：有时是把两种

根本对立的人或事物加以比较对照；有时是把同一

人或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对照；有时

还可综合使用上面两种方法；有时还可与其他修辞

方式相结合。对比不要求结构形式上的对称，只要

求意义上的相反相对就行了。因而，在词与词、句与

句、段与段、节与节、或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之间，

皆能构成对比，能使事物的性质、状态、特征更突出、

更鲜明地表现出来。新与旧、悲与喜、苦与甜、善与

恶、是与非等，通过比较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凉山民歌歌词，既有上述种种对比方法，又有自

身的地方风味与民族特色，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更兼自然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本身就是

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故尔在两两对比中，更能突出中

心，给人的印象更为鲜明深刻，更富耐人寻味的哲理

性。喜德县彝族《丧歌》有句名言：“愚蠢的人不会听

取好言，贤达的人不会拒绝忠告”，两种人听取意见

的对比，突出“忠告”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价值。《奴

隶伍各》把伍各的过去与现在生活变化的对比，突出

党的恩情。过去“穿破羊皮烂麻布，钉钉锥穿脚板

心”；共产党来了“穿绣罗绸缎，漂亮鞋子”。还有一首

《短歌》以黑发白发的对比，表达彝族人民对自由自

在爱情的向往与始终不渝爱情的愿望。当“满头黑发

的时侯，" 但愿变成一对相爱的鹰，" 在天空里任意

翱翔”。当“满头白发的时侯，" ⋯⋯，" 但愿幸福和我

们长住”。《怀念阿嫫》是写家庭的生活。通过对比，表

达儿子对母亲的追思怀念与内心的孤苦悲凉，突出

母爱的伟大。“阿嫫在时 " 野菜煮得香又甜，" 衣服补

得牢又牢。”阿嫫去世“撇下我孤苦伶仃多凄凉。”冕

宁县汉族民歌《轿夫号子》通过方向对比句，绘声绘

色地再出当时轿夫抬轿颠簸摇晃的生动情态，提示

了旧社会劳动者生活的艰辛。《烧大烟歌》通过戒烟

与吸烟的对比，指明烧大烟的严重后果，表达冕宁人

民对烟毒的深恶痛疾。丈夫若是听从妻子劝告戒烟，

则是“喜鹊树上登高嘀”，夫妻团聚，皆大欢喜。丈夫

若是不听妻劝，继续吸烟，则后果是“你在东来我在

西”，“终久要把砂锅提”，真是丢了妻子又讨饭，前途

暗淡悲苦。对比修辞方式多多，不胜枚举。值得一提

的是流行于冕宁县的醒世民歌《讲世情》：

《讲世情》是一首训诫歌曲，它跟过去风靡全国

的训诫书《三字纪》、《女儿经》、《增广》等一样，不仅

在不时家喻户晓，而且还成了人们指导自己立身行

事和教育别人思想行为规范的教科书，是一段社会

历史彼时彼地人们某些思想的真实记录。它还引用

了《增广》中的一些处世名言，如“画龙画虎难思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等，故尔它宣扬的思想已超出了地

区范围，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不是抒情的，亦不是叙

事的，而是说理的。讲世情者，讲旧社会的人情世态

以教育人立身行事也。纵论时代的是与非，同对比

手法表达“是”为其主旨。这首多节歌词有十二个歌

段，每段为七言四句，其中就有八个歌段的三四两句

采用了对比修辞方式，宣扬了仁义理念，抨击金钱至

上的思想。“郎说银钱是宝贝，姐说仪义值千金”揭

露了人与人之间丑恶的金钱关系。“穷在街前无人

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指出当时人际关系的不平等。

“有钱之人坐花轿，无钱之人两脚行”对穷人生活困

境充满同情心。“穷人就怕冷冻大，雪上加霜水成

冰”鞭挞社会罪恶。“兄弟相和无人欺，妯娌相和家

不分”提出家和万事兴的鲜明主张。上述例词，对比

句多而非对比句寥寥。作者利用对比，启迪人们深

思，富有哲理性，从而丰富了歌词内容，创造了歌词

新体例，并为凉山民歌的多样性，凭添异彩。

六、设问

设问，即自问自答。作用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和

思索。这对表达内容、塑造形象、组织结构、增强语

言表现力等方面效果更佳。方法有一问一答；连续

提问连续回答；集中提问总起来回答等等。

设问在外地民歌和凉山民歌中都有所见，不胜

枚举。特别是凉山以汉族为主的盘歌值得一提，它

全是用设问创作而成，离开设问盘歌就不复存在。

盘歌由七字句组成其基本骨架，在此基础上变化，形

成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

其内容特点为：现实性与虚幻性。所谓现实性，

指的是自答内容乃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物。它

可启迪智慧、增长知识、融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

景志明 # 凉山民歌歌词的修辞方式之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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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盘歌：

什么团团团上天？什么团团海中间？什么团团

街前卖？什么团团妹跟前？月亮团团团上天。团鱼

团团海中间。簸箕团团街前卖。粉盆团团妹跟前。

盘歌是艺术不是科学，勿需一种确定的答案，但

一经约定俗成，一般不改动。月亮、团鱼、簸箕、粉盆

都是民间常见、常食和常用的存在，现实性很强。可

人民群众并不满足，他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在现实的

基础上飞翔起来，创造了虚幻性的盘歌。这种盘歌

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佛教信仰等为依据，加以自

由联想发挥，虚拟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获取更多的

题材，托展更多的内容，致使盘歌更为丰富精彩。请

看下面摘抄的歌词：

⋯⋯几十几股朝天长？几十几股朝地洒？几十

几股开花不结子？几十几股结子不结花？

⋯⋯九十九股朝天卡。九十九股朝地洒。九十

九股开花不结子。九十九股结子不结花。

梭罗树本是常绿乔木，叶子为披针形状，开白色

花，结暗褐色蒴果，适于观赏，生产在亚热带地区。

传说中天上亦有此树。它在作者的想象中变了形。

虚拟的数字，虚拟的长态，虚拟的开花结子，也虚拟

出人民群众的创作才能与丰富的想象力。

盘歌的形式上的特点是在基本句式七言四句的

基础上突破与变化。一般是四问四答的八句式组成

一首或一组盘歌，但又可多问多答，还可少于或多于

七字句进行长句或短句的组合问答。请看下面这首

盘歌，设问为引言，许多盘歌都是以“高先生，小师

傅，我唱盘歌你来分”开头的，故设答不是高先生，而

是另外四种人，以说白的方式，由他们分别唱答所提

出的四个问题。说唱结合，既长知识，又增乐趣。

高先生，小师傅，我唱盘歌你来分：

哪样下蛋一双双？哪样下蛋白如霜？哪样下蛋

钻田埂？哪样下蛋奔大江？

砍柴郎说：“鸳鸯下蛋一双双”。采花娘说：“蚂

蚁下蛋白如霜”。

庄稼汉说：“黄鳝下蛋钻田埂”。打鱼郎说：“鲤

鱼下蛋奔大江”。

还有一种新颖别致的盘歌，它是在歌词的内容

之外嵌入一些衬词衬句。这些衬字衬词衬句都为民

族常用，是故充满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色彩。它

还改变了盘歌的设问结构，创造了又一种新格式，演

唱起来，更加生动活泼，饶有风趣。

（鸭儿过河拐丁拐吼也），（这首盘歌妹儿嘛哪个

解也？）

什么出来（是）青又青（也）？什么出来妹（嘛）卷

了心（也）？什么出来（是）癞相公（也）？什么出来妹

（嘛）紫秀才（也）？

青菜出来（是）青又青（也）。白菜出来妹（嘛）卷

了心。苦瓜出来（是）癞相公（也）。茄子出来妹（嘛）

紫秀才（也）。

两段开头的衬句与其它句的正句衬词配合，生

动逗乐，具体形象，一唱就知道是冕宁县的惯用语，

乡土味浓郁。

再谈及另一种另出心裁的盘歌形式，郎设问设

答在中途互换位置。举例如下：

同路走来同路歌，一心盘嫂是哪里人？

同路哥哥盘问我，我是老马没毛那里人。哦！郫

县人。

同路走来同路歇，一心盘哥是哪里人？

同路嫂问我，我是秤砣落水那里人。哦！成都

人。

两个同路男女的问答，妙趣横生，先是男问女是

哪里人？女方不直接问答，却用了一个歇后语的谜

面部分，让男方去猜出谜底———“皮癣”。再用相近的

谐音去猜出“郫县”。女方反而变成提问者。男方反

而由提问者变成猜谜者。第二段的设问方式，恰好

是上段的颠倒。

还有一种盘歌是抓住一句问话的部分词语连续

问答，歌词长短不拘。例如：

（甲）“啥子下蛋白莽莽？”（乙）“虱子下蛋白莽

莽。”（甲）“你咋晓得虱子下蛋白莽莽？”（乙）裁缝大

姐说“虱子下蛋白莽莽。”（甲）“你送啥子道谢裁缝

大姐？”（乙）“我买把剪刀送裁缝大姐。”⋯⋯

盘歌结构形式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述。

设问的基本格式是自问自答，盘歌一般是遵循

这一规律的。如果全是此问彼答句式，就会流于平

板单调，是故它在自问自答的基础上加以突破，插句

增词，不受七字句的限制；问答多变，语言乡音土语

化。结构形式多样而自由灵活，更显得五彩缤纷，摇

曳多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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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理论体系，坚持采用形式化的表达和严格的分

析程序，在加深对自然语言语音结构的认识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学说。当代音系理论，尤其是

#$ 年代中期以来的非线性理论，将音系学的解释

力与普遍性大大提高，逐渐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今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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