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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彝族克智译注 》是一部文化内涵厚重 的民间口 头论辩诗歌精粹
,

既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又对教育后代有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

本文以 《彝族克智译注 》中的婚礼克智为例
,

对其语言 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考察和分析
,

从而 了解和把握彝族克智

的民俗事项和独特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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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克智译注 》汇聚了凉山彝族民间广为流

传
、

内容丰富多彩的 口头论辩诗歌精粹
,

是彝族民

间文学的书面化重要成果
,

也是地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集大成之一
。

它的上篇以喜庆场合上常用的
“

婚礼克智
”

为主
,

下篇以丧事场合上常用的
“

丧事

克智
”

为主
,

并对文中疑难的字词句所涉及的彝族

历史人物
、

古代地名
、

历史事件
、

典故渊源
、

民族迁

徙
、

文献释义
、

天文地理等进行详细
、

确切的解读
,

为研究文学
、

美学
、

民俗学
、

语言学
、

逻辑学
、

论辩学

等提供了一部弥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

本文以上篇

的个别
“

婚礼克智
”

为例句
,

对其语言艺术表现形式

进行考察和分析
,

以了解和把握彝族克智的民俗事

项和独特魅力
。

一
、

运用灵活的创作方法彰显独特的地域民

俗事项

《彝族克智译注 》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

示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及民俗事项随处可见
。

文

中所涉及的许多事物
,

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

叙述的
,

反映了彝族人民居住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

境
,

透视出彝族人民曾经历过的历史生活 的真实写

照
。

如
“

达依阿比势力强
,

头抵坡色洛克山
,

尾拉博

依娅 口
,

左至布拖大坝
,

右至衣谋原野
,

兵丁他家

强
,

围墙他家牢
,

碉楼他家美
,

屋基他家平
,

碉楼装

金银
,

屋内漆味香
,

柜装绩罗绸缎
,

圈内牛羊多
。 ” 「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
,

就是描写和表现生活 的历史具

体性和客观性
,

也就是说
,

它是按照现实生活 的本

来面 目再现生活
,

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描写历史
。

又如
“

尊敬的舅舅
,

彝家舅最大
,

赶快迎进门
,

恭请

上 方 坐
。 ” “

象 骨 做 磨 轴
,

… …
,

租 税 他 家

多
。

… …
,

嫁女讲排场
,

陪嫁
'

头一大群
。 ” 「 “

阿都

诺伙家
,

家奴随季换
。 ” 「 。 “

他家有七子
,

分居在七

方
,

… …
,

家奴千千万
。 ” 「 ,

从中反映的人际关系以

及阶级关系
,

都是严格按生活的本来面 目呈现的
。

同样
,

浪漫主义色彩也贯穿在 《彝族克智译注 》

的每一个章节
。

彝族人民在创作彝族克智的时候
,

将有关事物权力夸大
,

并通过丰富的想象加以拟人

化
,

使其形象更为丰满有趣
,

于是表现出浪漫主义

色彩
。

如
“

杉树相通婚
,

老熊作聘金
,

送到新娘家
,

娘家嫌不够
,

婆家添至足
,

杉树飘云彩 云彩相通

婚
,

雨点作聘金
,

送到新娘家
,

娘家嫌礼簿
,

婆家添

美言 大山相通婚
,

树叶作聘金
,

送到新娘家
,

娘家

嫌礼簿
,

婆家添馈赠 ''
·

…
” 「卿通过叙述杉树

、

云彩

等生物相通婚
、

联姻时
“

娘家嫌礼薄
” ,

致使
“

婆家添

馈赠
” ,

表现出一方独有的婚礼习俗的浓浓氛围
。

这与如今相沿成习的彝族婚礼一脉相承
。

当下
,

彝

族民间媒人说媒时
,

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彩礼聘金的

商定
,

一经双方同意后
,

男方到女方家举行订婚仪

式时
,

必须向女方家交付部分彩礼银子
。

这里的
“

娘家嫌礼薄
” ,

正是这种旧时包办
、

买卖婚姻制度

的曲折反映
。

二
、

运用多样化的修辞手法增添语言艺术的

魅力

一 夸张的大量使用

《彝族克智译注 》中尤为突出的语言艺术表现

手法是夸张
。

彝族克智的语言想象超拔
、

光艳优

美
,

继承了古代神话中想象和夸张的手法
,

大都以

海阔天宽的幻想将凉山彝区山川景物和风俗习惯

融合在其中
,

形成鲜明的独特艺术形象
。

如
“

火塘

下方在座主人家
,

不说
`

克智
'

就不说
,

要说
`

克智
'

就得这么说
,

就像这边野火烧山一大片
,

那边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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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没遮几片坡
,

就像樟子奔跃不停脚
,

就像滚石

下坡来势猛
,

就像堆鸡上坡腿脚多利索
。

轮到我说
`

克智
'

的话
,

将我 的
`

克智
'

撒上天
,

像天上密布的

繁星
,

将我的
`

克智
'

撒下地
,

像地下茂盛的野草
,

将

我 的
`

克智
'

投人水
,

像水中游荡的鱼儿
,

将我的
`

克

智
'

扔下岩
,

像岩间吟唱的蜜蜂
。

将我的
`

克智
'

投

向坡
,

山坡长年刮疾风
,

将我的
`

克智
'

撒向森林
,

林

中的鹿子就欢腾
,

将我的
`

克智
'

丢上树梢
,

树梢就

有喜鹊叫
。

将我的
`

克智
'

撒在山顶
,

山顶变成好牧

场
,

将我 的
`

克智
'

投下山沟
,

山沟就有清泉淌
,

将我

的
`

克智
'

撒向荒坡
,

荒坡就能种荞麦
,

将我的
`

克智
,

撒向平坝
,

平坝就能种稻米
。

将我 的
`

克智
'

送给

亲家
,

亲家忙着把女儿嫁
。

将我 的
`

克智
'

掷 向敌

人
,

敌人吓得缩成一团
。

将我 的
`

克智
'

说给亲人

听
,

亲人听 了多 自豪
。

将我的
`

克智
'

说给姑娘听
,

姑娘献出香醇的美酒
。

要说就像云雀冲天叫
,

要说

就像江河不断流
。 , , 「, 。

又如
“

火塘上方在座众亲客
,

贤能的我们这家

人啊
,

三百个勇士 出在我方
,

出征打仗不求人 贤能

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个巧匠 出在我方
,

金雕细刻

不求人家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个强人在我

方
,

劳动干活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

个教师出在我方
,

培养后代不求别人 三百个姑娘

出在我方
,

缝衣补服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

啊
,

三百个小伙出在我方
,

砍树筑房不求别人 贤能

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个老人出在我方
,

看屋守房

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个儿童出在

我方
,

放猪吃鸡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

百个摔跤能手出在我方
,

婚礼场上摔跤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个
`

德谷
'

出在我方
,

调

解纠纷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啊
,

三百头粘

牛出在我方
,

犁田耕地不求别人 贤能的我们这家

人啊
,

三百个赛手出在我方
,

喜庆场合赛说不求

人
。 ” 「 , 一

经过这样来回的赛说
,

主客双方的选手已

进人了相持阶段
,

但双方的选手仍然用夸张
、

幽默
、

风趣的克智尔比来互相自诩
,

以此来增进彼此之间

的深厚感情
。

这时所赛说克智旋律要婉转和深沉
,

能够使在场的人听后
,

既有身临其境
,

有吉庆的快

乐
,

又有 自然产生温暖之情
。

按照彝族的婚礼习

俗
,

主客双方的论辩手在赛说当中可以用十分风趣

的夸张语来向对方全方位的挑战
,

力求到达喜庆氛

围和欢乐 的效果
。

为此
,

彝族克智总是于敦实朴素

之中表现出大胆的夸张
,

而大胆的夸张又往往以朴

素的语言出之
,

正如高尔基所说
“

真正的艺术拥有

夸张的权利
” 「〕,

夸张原本是突出事物本身的特点
,

从而收到
“

壮辞可得喻其真
”

的效果
,

真可谓精彩独

到
,

富于民族特色
。

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

人民的

诗是一面镜子
,

反映出人民生活及其一切特殊的色

彩和乡土标志
” 「〕 。

二 拟人化的巧用

运用拟人化手法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是 《彝族克

智译注 》中的又一语言艺术特色
。

如
“

我们曾听说
,

显赫的你们这家
,

据说黄金做立柱
,

耳闻黄铜做门

槛
,

听说生铁铸锅桩
,

目睹白银堆满屋
,

眼见蚕丝搓

纤绳
,

听说绸缎盖屋顶
,

听说棉花垫鸡窝
。 ” 「

又如
“

美丽的姑娘所想的是英俊男儿
,

英俊的男儿想的

是贤淑的娇妻
,

骏马想的是箩筐般大的荞粒
,

母鸡

想的是大路般长的虫虫
,

鲜花所想念的是金灿灿的

阳光
,

鱼儿 日夜想念的是奔腾不息的浪花
,

雄鹰 日

夜想念的是蔚蓝色的天空
,

蜜蜂 日夜想念的是陡峭

的悬岩
,

云雀 日夜想念的是宽敞的草原
,

猴子 日夜

想念的是密扎扎的树林
,

樟鹿 日夜想念的是茂名的

森林
,

蝴蝶 日夜想念的是红艳艳的花朵
,

太阳 日夜

想念的是重重叠叠的云朵
,

月亮 日夜想念的是亮晶

晶的万颗群星
,

喜庆的夜晚我们所期盼的是想与有

知识的对手赛说
。 ” 「

彝族克智论辩家就是这样往

往抓住自然界鸟兽
、

山石等等
,

通过精心构思
,

巧妙

联想
,

赋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
,

装扮成各种角色
,

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
,

于是在人们眼前展示出丰

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画
,

而这一切又都注人人的感

情
、

生命的拟人化手法
,

充满了美丽的想象
,

闪烁着

彝族人民智慧的光辉
,

趣味横生
,

引人人胜
。

这正

如别林斯基所说
“

诗的本质应在于给不具体的思

想生动的
、

感人的
、

美丽的形象
。 , ,

凉山彝族婚礼上赛说克智不仅仅是单纯的嬉

戏语言
,

而且是一种民族文化娱乐活动
。

由于在热

闹的婚礼场面
,

赛说克智具有竞赛性和对抗性
,

所

以双方的论辩手越到后面就越来越争锋相对
,

双方

时而进攻
,

时而防御
,

时而冲锋
,

时而退却 有时双

方的选手水平相当
,

无法取胜
,

但又不服输的话
,

双

方的论辩手仍然在饮酒和退席的片刻都在冥思苦

想
,

直至灵感油然而生才又开始重新迎战
。

有时论

辩手还互相争执
,

直到天明也难分难解
,

不愿罢

体
。

这种文化现象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占据很大的

空间
,

群众基础性相当浓厚
,

特别是在赛说过程中

主客双方的论辩手基于活跃喜庆氛围
,

大都使用
“

格 比 夸张语
”

来互相盘绕赛说
,

这种语言很流

畅
,

比喻很生动
,

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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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喻的妙用

比喻手法在 《彝族克智译注 》语言中运用十分

广泛
。

彝族习惯用两种本质上极不相同的事物取

其相同的一点作比
,

无论是声音
、

形貌
、

抽象 的道

理
、

复杂的心情等等
,

都可以通过比喻来加深认识
、

了解主旨
。

由于
“

比
”

的手法不同
,

取物造景的方法

不 同
,

因而形成的艺术特色也不同
。

在 日常生活

中
,

彝族人民在观察事物时
,

往往喜欢将此事物与

彼事物作比较
,

从而能清楚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特

征
。

因而彝族克智论辩手是
“

比喻
”

的创造者
,

他们

在长期赛说克智的实践阅历中
,

积累了丰富的感性

知识
,

对事物的特征了如指掌
,

所以在 口头创作中
,

可以脱 口说出贴切
、

准确
、

具体的比喻
,

又能收到预

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

如主方说道
“

父亲只认钱来

亲
,

嘴上常说身价钱
,

妈妈用钱娶来的
,

说来说去还

是钱
。

人是钱的奴隶
,

钱给人就高兴
。

火是眼的情

人
,

眼见火就发亮
,

酸菜与肉汤有缘
,

放了酸菜汤味

鲜
。 ” 「

而客方却回应道
“

生儿背背上
,

养女放在地

上 爱护又痛惜 女是枯菜叶
,

剥去无人惜 儿是竹

笋心
,

嘘寒又问暖 女象竹笋壳
,

抛去不心疼
。 ” 「

在

这里
,

通过父母对儿和女两种态度的 比较
,

从而
“

既

见高山
,

又见平地
” ,

形象突出
,

是非分明
,

给人以深

刻印象
。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
,

使真
、

善
、

美与假
、

恶
、

丑形成强烈对比
,

从而能唤起人们对女儿的同情
,

并共同责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父母对女

儿的不公平
。

往往这样的
“

比
” ,

总能把比喻形象准

确的和作品的主旨紧密地结合起来
,

鲜明地提示被

喻事物的本质特征
。

四 重迭复沓的连用

重迭复沓的艺术表现手法
,

在 《彝族克智译注 》

中极为普遍
。

如单字的重迭复沓
“

高山牧羊处
,

公

羊尾裙美 央尔养鸡场
,

阉鸡尾毛美 奔驰的骏马
,

套上红鞍美 黑色大耗牛
,

套上鞍蜷美 … …
” 「准一

连将
“

美
”

字复沓 了十 四次
,

而且每隔一句复沓一

次
,

抑扬顿挫
,

跳跃进行
,

音乐旋律很美
。

词的重迭复沓的运用也很微妙
。

如
“

你们来到

院坝外
,

我们派出白狗一对
,

前去迎接你们
,

不知迎

上没有 你们来到院坝内
,

我们派出母猪一对
,

前

去迎接你们
,

不知迎上没有 … …
” 「
这段赛说将

“

一对
”

一词复沓了八次
,

这些字词的重迭和复沓
,

既可形声状貌
,

增强节奏感
,

还可烘托场景
,

增强感

染气氛
,

丝毫都不会使人觉得累赘
。

句的重迭复沓
,

变化多端
,

形式多样
,

有时是首

句复迭
,

有时在一段赛说词的中间复沓
。

如
“

那赛

词的源流
,

勒俄十九段
,

玛子二十四首
,

格比四十八

篇
,

先翻一册二页典籍
,

书上没有记载
,

墨汁没有显

语 往后翻开二册四页
,

书上没有记载
,

墨汁没有显

语 往后翻开二册六页
,

书上没有记载
,

墨汁没有显

语 往后翻开四册八页
,

书上没有记载
,

墨汁也没有

显语 往后翻五册十页
,

书上有了记载
,

墨汁显出了

语言
。

有三种三样盘词
,

有四十八首格比
,

历史勒

俄十几段
,

我们带到屋子里
,

与对手尽情对词
。 ” 「

。一

又如
“

走呀走
,

走到松林哑 口处
,

哑 口长有什么

树 长有三棵大松树
,

结有松果三百颗
,

引来鹦鹉三

百只
,

宛如友戚和姻亲
,

走呀走
,

… …
” 「卿这当中一

连十二小节
,

把
“

走呀走
”

放在首位重迭复沓
,

从舅

家出门上路
,

唱到把舅家迎进家站
,

这
“

走呀走
”

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

十二次重迭复沓
,

把感情的

波澜逐步推向高潮
。

其中把对沿途场景的描写和

对人物的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谐统一起来
,

收到了寓

情于景
、

借景抒情的艺术效果
。

再如
“

人间有许多

的欢乐
,

在父母身边最快乐
,

在喜庆的 日子里
,

主客

在一起尽情赛说
`

克智
'

多快乐
,

敬酒的人似蜂群在

客人前穿梭主人多快乐
,

清醇美酒向客人扑鼻来客

人多快乐
,

美酒像彩虹在客人间传递客人多快乐
,

黑色酒杯似老鸽展翅那样展开客人多快乐
,

白漆

的酒碗像猪牙那样在交错客人多快乐
,

花色的酒

杯似彩蝶展翅般翻飞客人多快乐
,

红色的酒杯似

彩虹在高空盘旋客人多快乐
。

秋季丰收以后过

年的三天最欢乐
,

夏日炎炎时火把节的三晚最欢

乐
,

青黄不接时尝新节的三天最欢乐
,

彝家山寨

娶妻嫁女的三天最欢乐
。 ” 「

同样的
“

多快乐
”

在

句尾重迭复沓了多次
,

从而把主人家热情好客的

各种神态表现得淋淋尽致
,

突出 了喜庆的 日子里

主客之间那种欢快的氛围
。

三
、

结语

综上所述
,

我们从 《彝族克智译注 》中可 以看

出
,

彝族婚礼克智具有很高的语言艺术成就
。

这些

克智辞赋从不同侧面和角度
,

反映了彝族人民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和生活烙印
,

表现了彝族人民在

各种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

彝族克

智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
,

彝族人民的审美意识通过

它得到鲜明的体现
,

并以活跃
、

纯真的艺术手段反

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
、

爱憎
、

理想和追求
,

其中优

美的赛词无愧是美学珍品的范本
。

可 以说
,

《彝族

克智译注 》汇集了经历代民间论辩手共同创编的 口

头诗歌结晶
,

称得上是一部值得收藏
、

表演
、

欣赏和

研究的民间文学艺术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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