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人民在生产和

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史诗、谚

语、民歌、民谣、童话和民间故事等，其中，民间故事

是民间文学的主体。长期以来，彝族民间故事深深

植根于彝族人民生活土壤中，大多以口传形式在彝

族民间流传，最为真实、充分地积淀了彝族从原始

先民到当代漫长历史中关于世界、信仰、历史、人生

等各方面的认识和智慧，对社会、人生做了通俗的

解释，真实地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活，表达了彝族

人民的心声，展现了绚烂的彝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画

卷。作为彝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民间

故事至今还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文化价

值。从艺术价值上看，彝族民间故事具有情节曲

折、故事完整、寓意深刻、语言通俗、可读性强等特

点，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鲜明，表现出了语言艺术

上的无限创造力和独特美感，值得我们永远珍视，

并从中汲取无尽的文学养料。从思想价值上看，彝

族民间故事集中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深刻思想内涵，

“它犹如历史教科书，告诫人们勿忘过去，又似哲学

大师对社会人生进行着深刻的剖析，更似道德天平

帮助人们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1]彝族民间故事具

有民族文化之根的意义，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

最宝贵的资料，也是民族文化建设的巨大精神财

富。具体而言，彝族民间故事的现代价值体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一、提升大众道德素质的思想宝库

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对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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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Yi nationality, Yi people's folktales have expressed the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yearning for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Until now, the Yi people's folktales still

have positive thinking and unique cultural value. Yi people's folktales are the treasure hous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morality, the classical textbooks of inheriting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spiritual nutrition of

cultivating public sentiment, the valuable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deep soil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As a non-renewa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Yi

people's folktales have important and profound researc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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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作用做了十分精辟的评价：“民间故事书还有

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

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

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2]恩格斯这段话表明，民

间故事具有巨大的自我教育和道德提升力量。彝

族民间故事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群众基础，深刻

折射出彝族传统价值观，生动表达出彝族人民对传

统美德的不懈追求。因此，彝族民间故事在当今仍

然有着巨大的观念引领作用和自我教育功能，能够

对人们的人格完善和美德养成产生深远影响。尤

其在当今社会中，它具有陶冶人的思想情操、净化

人的灵魂的意义。

比如，彝族十分重视勤劳勇敢，并把吃苦耐劳、

热爱劳动当成他们的道德准则。在彝族民间故事

中，崇尚勤劳的内容比比皆是，而那些贪图利益、好

吃懒做的人则要受到嘲弄和鞭笞。如《护心帕的来

历》借那个聪明的媳妇之口告诉女人们，要爱老实

勤劳的庄稼汉。这个故事表现了彝族人民热爱劳

动的高尚品德。动物故事《斑鸠和鸡》告诉人们只

有劳动才能有收获。在众多彝族爱情故事中，姑娘

们心目中的好男人都具有勤劳勇敢的品质。这些

民间故事中对勤劳品德的推崇，能够对当今人们树

立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思想产生积极

的导向作用。彝族人民相信，只有勤劳才能过上美

好的生活，因此，必须通过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在

艰险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中求得发展。这种精

神，对于发展当今彝族地区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又比如，彝族人民历来爱憎分明，惩恶扬善是

彝族民间故事的一条主线，彝族民间有着许多赞美

善良品行，鞭挞卑劣行径的故事。故事中，人们对

行凶作恶的土司、财主、土官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

和批判，对心地善良、行侠仗义的劳动人民和英雄

人物满怀热情地加以肯定和颂扬。彝族民间故事

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清好坏善恶、分辨美丑、识

别是非敌我、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非观，对于提升

当今人们的道德水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比如，彝族民间故事中有着大量歌颂美好爱

情，赞扬夫妻忠贞义务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当前市

场化带来的人们观念巨变的时代具有特殊的意

义。随着经济的发展，纯净朴实的爱情已经离我们

渐行渐远。“物质的诱惑和精神的欺骗诱拐挟持了

爱情，纯真、美好、甜蜜的爱情竟然变成了人们遥不

可及的对人类童年时代的一种追忆。”[3]在此背景

下，这些爱情故事能够对当今社会的人们更好地树

立社会主义婚姻道德观念，破除某些不良思潮的消

极影响，做好家庭美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

时，彝族民间故事中大量的行孝积德故事，对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继承和

发扬彝族优秀传统孝文化，能够对正在步入老年化

社会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促进社会形成尊敬老

人、孝敬老人的风气。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不可能立

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彝族的优

秀道德伦理观是彝族人民立身处世、创造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价值基石、人生动力，也是把彝族人

民团结起来的民族凝聚力之源。正如本尼迪克特

所言：“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

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4] 彝族民间故事

在内的彝族民间文学在维系彝族传统社会人际关

系，凝聚民族向心力，促进彝族文明进步等方面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代彝族先民在当时的社

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民族道德价值观，

超越了时空的局限，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作为提

升人们思想道德的宝库，这些故事将能持久地发挥

正能量作用。

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经典教材

彝族民间故事，主要靠口耳相传，经过世代民

间艺人的口述和演绎才不断保存下来，因此，它们

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文化人类学研究非

常珍贵而有益的“活材料”，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在千百年的口头流传中，这些故事打上了不同历史

阶段的烙印，记录着不同时期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和

人们的思想变迁历史。作为口头艺术形式，民间故

事带有原初的质朴性，是彝族先民历史、文化和心

理流变的真实反映，是彝族各时期的生产水平、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等等的艺术

形式的再现。尽管年代久远，且是口头流传并经过

人民群众的加工改造，但民间故事所反映的本民族

基本历史是未变的，我们可以透过它们去了解彝族

历史和文化。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的神话和史诗

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具有永恒的魅

力……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

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

永久的魅力？”[5]彝族民间故事作为彝族历史和文化

的忠实记录者之一，散发着久远年代的彝族文化光

芒，必将在我们探究和追怀本民族古老辉煌的历史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彝族民间故事能够让我们了解远古时候彝族

苏斐然：彝族民间故事的现代价值 ·· 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8卷

先民的精神信仰状况。在人类形成初期，由于受到

自然界的支配，对自然界怀着恐惧心理，由此产生

了各种自然崇拜，彝族也不例外。在历史上，彝族

曾经产生过多种多样的自然崇拜，如对日、月、星、

山、水、火、雷、雨、风的崇拜，对龙、蛇、虎、熊、鹰、蛙

以及葫芦和各种竹、松树等树木的崇拜等。这些崇

拜对象，都被附以美丽动人的传说，或者成为民间

故事中的重要元素。通过这些传说、故事，我们能

够深刻理解彝族源远流长的信仰文化。如云南省

楚雄双柏彝族民间流传的《三女找太阳》的传说，反

映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彝

族民间故事《吙乌迭古》《彝家女和小白龙》和流传

于黔西北的《俩兄弟和两姊妹》，都反映了彝族先民

的虎崇拜。在彝族民间故事中有大量人蛇结婚的

异类婚故事，如《四妹和蛇郎》，反映了彝族先民的

龙（蛇）崇拜。此外，云南楚雄地区流传的故事《彝

家女和小白龙》《龙女和孤儿》，云南石屏县流传的

故事《龙在田》，都反映了彝族的龙蛇崇拜心理。另

外，彝族民间故事中还有大量反映彝族先民的葫芦

崇拜、竹崇拜、蛙崇拜、树木崇拜等的叙事情节。

彝族民间故事反映了远古时期彝族社会文化

的演进及风俗流变情况，生动体现了彝族先民朴素

的哲学观、历史观。比如，彝族民间故事中的《洪水

潮天的故事》《葫芦情》等，都是彝族先民古老的洪

水神话、兄妹神话的流变形式，深刻反映了彝族先

民对人类来源和世界万物起源的思考。而不少彝

族民间故事中兄妹二人成婚的故事，反映了人类早

期“血缘内婚制”的婚姻形态。在彝族民间故事中，

还有不少关于“姑表婚”、“甥舅婚”的叙述，这两种

婚姻形式，实际上也是“血缘内婚制”的残余表现。

在彝族民间故事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彝族社会形

态的演进痕迹。在《阿细的先基》中，能干的女神小

风“把山安起来”，最漂亮的金姑娘把土山“一个个

地擀团了”，由此分出坝子和山区。《梅葛》中，用对

比的手法写了造天的五兄弟十分懒惰，而造地的四

个姑娘勤勤恳恳地造地，终于一点一滴造成了地。

这些描写，是对妇女劳动成绩的热情歌颂，是对母

系社会里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美好回忆。[6]

而彝族民间故事《石拉俄特“买”父亲》则反映了母

系社会末期的历史，它记载了彝人远祖自来无父

亲，石拉俄特为了寻找父亲，带着金银四处去找父

亲买父亲，后来他得到聪明能干的子尼史色姑娘帮

助，知道“娶妻生子”和“供奉祖先”的秘密，从而揭

开了人类婚姻的新纪元，从此，人类社会逐步从母

系过渡到父系社会，掀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另

外，彝族民间关于英雄人物的传说和故事，既反映

了彝族人民对历史上那些为了民族幸福而不懈奋

斗的英雄们的怀念，也记载了千百年来彝族人民对

严峻自然环境、不公正社会制度的抗争历史。

本来，彝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但这一文

字的使用只局限于小范围内，而非全民性使用，所

以民族历史、伦理道德、生产知识等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都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形式来加以保存和传

播。彝族的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对本民族的历史起

着补充说明作用，因此，彝族民间故事既是保存本

民族历史的载体，也是传承彝族文化的极好媒介。

彝族民间众多传说和故事，成了人们研究彝族历史

文化的佐证和素材。当前我们研究这些民间故事，

既能认识彝族先民创造的地方性知识以及独特的

思维方式，也能了解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精

神世界。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充分

挖掘、整理彝族民间故事，不仅有利于提升广大彝

族地区乃至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也有利于彝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开发与利用。

三、陶冶大众情操的精神养分

丰富多姿而又独具异彩的彝族民间故事凝聚

着彝族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展现了他

们为追求自由和幸福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蕴含

着他们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所蕴含的崇

高美、悲壮美、喜剧美、本色美、自然美、情操美、形

象美等，赋予彝族民间故事以深厚的审美价值，给

人带来悠远的、令人咀嚼不尽的审美意味，并从中

感悟人生，感悟社会，了解并认识自然。

千百年来，彝族民间故事以其丰富的内容影响

一代又一代的彝族人民，那些优美动人的爱情故

事、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诙谐幽默的动物故事等，

让彝族人民在生产劳作之余得到精神的慰藉和美

的愉悦。彝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匮乏，当他们劳作之余

坐在火塘边、树荫下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精神上

得到的愉悦和心灵受到的洗礼是难以用文字叙述

的。

当前，彝族民间故事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

尽的审美娱乐素材，让我们从中感受精神的愉悦，

受到美的熏陶，得到心灵的放松和灵魂的净化、升

华。如《洪水潮天的故事》《阿霹刹、洪水和人的祖

先》等神话和早期传说故事中描述的彝族先民开天

辟地、创造万物、繁衍人类、勇斗洪水等丰功伟绩，

以及《支格阿龙的传说》《阿鲁举热》《三女找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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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英雄神话故事中描述的英雄们与大自然展开艰

苦卓绝的斗争事迹，《咪依鲁》《阿细姑娘的红绿腰

带》等故事中咪依鲁、山翩等彝家姑娘与土司、财

主、土官等恶势力斗争的故事，让人们产生一种积

极向上的英雄豪气，对未来充满信心。众多爱情悲

剧中彝族青年男女反抗不幸婚姻，追求生命自由殉

情而死的场景，常常引发人们的悲愤、惋惜之情，激

发人们对善与美的向往，对残暴与丑恶的憎恨。彝

族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对统治者的嘲弄，寓美于滑

稽诙谐之中，让人们透过笑声得到美的享受。彝族

民间故事对阿诗玛、山翩、咪依噜等彝族姑娘美好

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彝族人民对美与善的无懈追

求。

阅读和倾听具有强大审美功能的彝族民间故

事，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感情会涌上心头，令人神

往的千里彝山，令人钦佩的英雄人物，仿佛都在眼

前活了起来，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与传说中人物溶

为一体之感。因此，研究和发掘彝族民间故事的审

美价值和娱乐功能，将对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

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四、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可贵参考

彝族民间故事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

还有着很多值得当今人们学习和借鉴的艺术方法

和手段。比如，彝族民间故事具有的单纯中不乏曲

折，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在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中

呈现曲折离奇、跌宕多姿的情节的特点，使得故事

蕴含着明显的教育、劝诫意义，反映出深刻的民族

审美文化内涵，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具有借鉴意

义。比如，彝族民间故事的艺术想象力丰富的特

点，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具有启迪作用。由于具

有丰富想象力，使得这些故事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

义色彩，时间的流逝丝毫没有减弱它们内在的永恒

的魅力。故事中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各

式人物和事物，表达出人们渴望征服自然、支配自

然以及改变社会现实，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大大

加强了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高尔基在《谈谈我

怎样学习写作》中认为：“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对世界

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

可以说，想象——这是赋予大自然的自发现象以人

的品质、感觉，甚至还有意图能力。”[7] 彝族民间故事

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一定很成熟、完美，但它们却体

现出了彝族人民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

是艺术生产中一个重要的构想条件，彝族民间故事

之所以流传下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与作品中表

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有很大关系。因此，在当前的

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应该大力借鉴和发扬彝族民

间故事想象力丰富的特点，不断在创作实践中培养

形象思维能力和技巧，让创造出来的作品体现出色

彩斑斓、想象张扬、灵气十足、活力勃发的特质，彰

显彝族民间文学的独有风貌。

彝族民间故事中展现出的语言特点也值得总

结和借鉴。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人民群众有很高

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彝族民间故事中使用的语言

具有朴实、真切、形象、生动等特点，尤其是故事中

出现的歌唱体语言，让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无与

伦比。此外，彝族民间故事中拟人、对比、夸张和比

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产生了形象的扣人

心弦、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这些特色鲜明的艺术

创作手法都值得当今的民族文学工作者们很好地

学习和借鉴。

五、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厚土壤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其内在的比较优

势只能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每个民族

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与心灵密码，这是我们进行文

化建设时的珍贵资源。这种属于我们各自民族的

鲜明特征，需要我们向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去挖掘

与开拓，认识到它固有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只有拥

有了一些鲜明，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元素，彝族文化

才能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切伟

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中，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广大彝族文

化工作者们一定要深入到彝族源远流长的深厚土

壤中，寻找属于本民族的丰富矿藏资源。

千百年来，彝族民间文学一直是彝族人民的精

神食粮，是彝族人民的宝贵财富和传统文化遗产，

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彝族民间故事作为彝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

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传播彝族文化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许多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已演变成了彝族

文化的一种品牌，并被世界人民所认同，如咪依噜、

阿诗玛、葫芦兄妹、太阳女等，在各民族中传播着，

已成为彝族文化的代称。在当前的民族文化建设

中，彝族民间故事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后工业时代让

彝族民间故事在内的彝族民间文学焕发生机，使它

们在新的时代里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当前，随着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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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一些人对彝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明天发出

了疑问，有的甚至发出了抢救的呼声。实际上，正

如罗曲教授指出的，在后工业社会这样的休闲社会

语境里，彝族传统民间文化并没有死，而是处于“后

现代”时代。只要在扎根彝族特色的同时，紧紧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彝族传统

民间文艺不需要抽象的挽救就会在新的语境下新

生和生存发展。”[8]

总之，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族

民间故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魅力，向人们展现出了

一幅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彝族社会风情画卷。《意

大利童话》编者，著名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认为：

“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

国家或民族的灵魂。”[9] 彝族民间故事以其深刻的思

想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丰满的人物形象、鲜明的

艺术形式等反映了源远流长的彝族社会历史和灿

烂辉煌的彝族文化的特有内涵，展现了彝族人民内

在的宽广精神世界。实际上，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

“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它综合地反映了千百年来

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思想观点、宗教信仰等等，

它是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宗

教、方言，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具

有很高的科学价值。”[10] 由于彝族民间故事表现出来

的宝贵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具有的不可再生性等特性，使得彝族民间故

事具有了独特而重大的研究价值。当前，魅力无穷

的彝族文化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世人的目光，与日俱

增的彝族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彝族民间故事本身拥有

的独特价值，必将使得彝族民间故事在今后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绽放夺目而持久的光彩。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用彝族民间故事可参看:李德君,陶学良.彝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

局.彝族民间故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杨利先.云南民族民间故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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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彝族和汉族同为中华民族，但彝族和

汉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完全相同一样，虽

然彝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甚至有人认为彝语和

汉语同属词根语！但是，彝语和汉语分别为两个历

史、地理不完全相同，衣、食、住、行不完全一样的民

族服务。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很正常的。

这种差异才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彝语和汉语各自的

特点，它们更应该是我们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有感

于此，我对汉语“不”与彝语“ap”在词义、词性和用法

方面的异同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敬请同行们指

正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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