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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山川壮丽，民风古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扎根于

凉山本土的民间文学以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纷呈，富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在研究凉

山历史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西部开发的推进和凉山旅游业的发展，它将会以新的内涵、新

的形式取得新的地位，新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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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凉山历史文化背景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既是我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又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的地

方。州境内居住彝、汉、藏、回、蒙古、苗、傈僳、布依、

傣、纳西、壮族等十多种民族。“美丽富饶的凉山是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区。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

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

理。唐、宋、元、明、清历代都在凉山这块地方，先后设

置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这里，汉称越

嶲郡，隋唐称嶲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

司（下置路、州），明为四川行都司（下置卫、所），清为

宁远府，民国称宁属。”〔%〕

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历史上有许多著

名人物都曾到过凉山。汉代司马迁“西行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

邛都”，都到过凉山的西昌一带。蜀汉诸葛亮南征“五

月渡泸”，是经过大小凉山渡金沙江到云南的。元世

祖忽必烈南征大理也路过凉山。明代状元杨升庵被

贬谪云南永昌时，也路经凉山，至今在西昌、会理一

带可以找到杨升庵留下的诗篇。太平天国著名将领

翼王石达开路过凉山，兵败大渡河，成为近代革命史

上惨痛的一页〔%〕。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时

曾路过凉山，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彝海结盟，传为千

秋佳话，许多红军过凉山的故事与传说至今广为流

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蒋介石在抗战胜

利后的%’#+年’月!+日曾到西昌，策划继续维持其对

康滇的统治。胡宗南是%’+"年1月!&日，从西昌乘飞

机逃往台湾的。此外，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意

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年来到中国，曾作为元

王朝特使出巡各地，到过凉山西昌一带，成为第一个

到凉山的外国商人。”〔%〕这些古今中外的著名人物，

在凉山留下了许多珍贵史迹和动人的传说，是民间

文学难以收集的重要资料。

彝族是伟大祖国各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人口

众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凉山彝族又由于

长期奴隶制的封闭，几乎与外地隔绝。因而到解放前

仍比较完整的保留着奴隶社会形态和古老的文化与

风俗，成为人类发展阶段的活化石，为人们提供了弥

为珍稀的生动资料。其民间文学又是保存这些名贵

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块急待开发和抢救的处女地。

二 凉山民间文学类别及特征

凉山是个山川壮丽、民风古朴、历史悠久、充满

着神奇美妙事物的地方。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

还堪称是个文化资源的宝库。在这个宝库中民间故

事则是一串光彩夺目的珍珠。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

神奇土地上的凉山各族人民，以他们对这片山川深

厚的热爱、执著而顽强的苦苦追求，以善良纯真的心

地、质朴粗犷的个性、原始而形象的思维，以他们创

造并遵循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以他们充满智慧

和希望的幻想，以及散发着甜荞芬芳的语言，创作了

大量的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并让这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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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说和故事像涓涓溪流汇入大海，像子孙流着父

辈的血那样永不枯竭生生不息地流传了下来。这确

实是一笔值得继承的文化遗产，也是将造福于后代

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财富。

凉山民间文学以诗的语言记录了凉山各族人民

生活的社会、历史地理、天文、宗教信仰、民风民俗、

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爱情婚姻等十分丰富的内容，

堪称为凉山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近!"年来，相继

在各类正式出版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已达#"""多件，

与此同时，还挖掘整理出《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

《大凉山民间长诗选》、《阿惹妞》、《甘嫫阿妞》等，此

外，还有《喜德县民间故事选》、《宁南县民间故事

选》、《木里县民间故事选》、《凉山民间故事集成》、

《凉山歌谣集成》、《凉山谚语集成》、《凉山彝族机智

人物故事选》等$"余部作品。其中，卢占雄、阿鲁斯基

等收集整理的《克哲》，州民间文学研究室收编的《凉

山民间文学集成》和《凉山彝族机智人物故事选》深

受广大读者的好评，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获得省

级民间文学奖项。但凉山民间文学的情况也比较特

殊，这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原因形成的。

在过去的几千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

凉山地处荒野的大山区，地理环境险恶，交通不变，

政治、经济、文化都极不发达，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原

始落后，时代土生土长繁衍生息或迁徙至此定居落

户的各族百姓，多数没有文字，也没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因此，不用文字记录流传或创作的民间文学就既

作为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又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既作

为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灵的认识探索，又作为一种情

感流露表现或思想传达；既作为知识的传授、道德的

风化、历史的演义，又作为民俗宗教的传布；既作为

消遣娱乐，又作为群众集体的创造，并以简易性、全

民性、生动灵活的现实性等特点赢得人们的喜爱，得

以世代传承、不断变异生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凉山民间文学比其他地区丰富

而复杂的缘故。从目前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

致有这么一些特点：

（一）体裁多样 题材全面

凉山的民间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完成了从雏

形到成熟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发育成长。表现在体裁

的多样上，它囊括了最初远古社会渔猎采集时期的

原始神话以及后来农耕时代的传说、故事、笑话、寓

言等各种体裁。而且在神话的奇特想象与初民的原

始思维能力的结合上（如彝族日月神话《彝家姑娘进

月宫》等），在传说的附会解释与思维模式的关系上，

在故事的情节变化安排与逻辑观念形成的对应上

（如汉族机智笑话故事《门对千竿竹》等），都显得十

分得体，与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相当吻合。

与体裁多样相匹配的是题材的全面。在对题材

进行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凉山的民间文学在神

话中包括了天地开辟类、自然天象类、动植物类、图

腾祖先类、洪水与人类再繁衍类、文化起源类、神和

神性英雄类的各类题材；在传说中包括了人物传说、

史事传说和地方传说、动植物以及风俗类的许多题

材。值得指出的是地方传说在凉山特别多，包罗了山

峰岩石、洞穴沟谷、河流湖海、沼泽潭泉、城墙廊池、

寺庙宫观、古井古树、桥梁关隘、地名、风物等各种传

说。其中较有地方特色、影响较大的有：螺髻山、泸

山、邛海、泸沽湖、马湖、彝海、华尖山、阳糯雪山等，

还有西昌泸山古树、石塔街的白塔等风物传说也曾

被重视。另外在风俗类中，又以节令风俗和生寿婚丧

风俗传说引人注目；在狭义的故事题材中，凉山民间

文学的土壤中也孕育了大量的幻想故事、动物故事、

鬼狐精怪故事、生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这些故事

用龙马蛙蛇、熊狐虫禽等各种天神地祗、人鬼兽妖、

山精水怪与人的交互感应、相对立相依存，用世俗凡

间的因果缘起演绎出了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与这

些重情重义、趋功利偏欲望、志异志怪的故事有所不

同的则是那些以理以趣取胜的寓言和笑话。

在体裁和题材上不足的是，从我们所搜集的范

围和程度来看，凉山缺少民间土特产传说和民间工

艺的传说。它或许反映了凉山地区民间故事和民间

工艺不发达。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看到了凉山民间

文学在总体上与社会生活对应的平面上表现了体裁

和题材的较大广度和较强密度。

（二）流传广泛 渊源久远

凉山的民间文学保持了古老的口耳相传代代承

接的“部落集体”文学的特征，其神话、传说、故事等

都具有能广泛流传的性质，乃至达到家喻户晓、老少

皆知的程度。比如彝族半人半神的远古英雄支格阿

龙的神话，傈僳族葫芦笙来源的传说，在彝族和德昌

县傈僳族的村寨里，分别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大多

数人都能讲出这些故事的梗概。有些作品除了在本

乡本土流传外，还流传到更远更广的地区。

凉山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一些从外地流传进来

的，像七仙女、鲁班、关公、观音、李调元、张三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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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传说，以及《望天娘娘》、《蛇大哥》、《熊家婆》

这些故事，在外地普遍流传，但进入凉山后则在相似

之中，产生了凉山的地方特点。

从渊源上讲，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地传入

的；除了少量的新故事外，凉山的民间故事大多是从

过去传承下来的，有的还是从很遥远的过去传承下

来的。

像洪水朝天这一类的神话显然是远古人类传下

来的共同意识，也是一种最久远的渊源。另一方面，

有些民间文学的事象是随着民族的交往、迁徙而得

以发生的。通过他们的民族因素，可以溯根到昭通、

宜宾、雅安、攀枝花及大理的母体文化那里去。溯来

求源使我们看到，凉山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也有迁

徙文化的痕迹。西昌市境内的川兴、太和、西宁、礼州

等地的传说中，就直接塑造了他们讲述者的祖先在

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件中充当的被绑的角色。而会

理、会东的一些传说中，许多情节也传递着当地一些

早年从云南等处迁徙至此的人从祖籍带来的观念信

息。相对于现居住地以前的祖籍，那里无疑是现在的

民间故事的一个看不见的发源地。除此之外，像在近

代西昌礼州的“烟会”和喜德县米市坝的“虫会”这样

的贸易活动中，外界商人和本地出去做生意而见多

识广的人带来的外来文化也是凉山民间故事的一股

溪流。同时，如果我们不排除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民间

文学题材或素材对凉山的民间故事产生过影响的因

素，那么，它就又多了一个较稳定的泉眼。事实上，在

《后汉书》中记载的盘瓠的传说，在《蛮书》中记载的

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就很接近凉山现在的传

说。此外，一些带有乡巴老文学或俗文学意味的生活

故事、公案故事，根据凉山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可

以肯定地认为它们是受到了“三言二拍”和《施公

案》、《彭公案》这些通俗传奇文学的影响而演变的，

或是在流传中变异生发肢解退化而成的。

（三）形态不一 互相渗透

凉山民间文学的具体形态划分并非十分严格。

从体裁上讲，就广义的故事而言，神话要原始一些，

传说要进化一些，故事则更进一步了。它们一方面反

映了人们思维能力和特征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也反

映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原始的特点在今天用发生学和历史学的观点看

来是与简易单纯、古朴混沌以及奇险荒诞相呼应的，

是相异于结构精巧、逻辑严密、情节完整和审美独立

而存在的（“原始”有时也指那些与音乐、舞蹈、宗教、

风俗活动多位一体的综合状态《勒俄特依》）。据此我

们可以认定凉山的民间故事大多是比较原始的（原

始的表现还有那些因记忆和传承障碍而把长篇史诗

《公史》、《母史》的章节割断成为各种单篇故事的情

况）。但在较原始的总的前提下，由于凉山各民族的

发展不平衡，故而民间故事仍有许多不同形态。一方

面，有的是采集渔猎时期的（《吉尼朵仔》），有的是半

农半牧时期的（《惹低所夫》），有的是刀耕火种时期

的（《吉木尼惹和鱼仙姑娘》），有的则是灌溉时期具

有 阶 级 意 识 和 商 品 意 识 的 （《新 则 斯 惹 和 坡 伙 斯

惹》）。另一方面有的是从史诗中衍化出来的（《居木

惹略》、《石纳威特和兹妮诗色》、《哈亦狄古》），有的

是从风俗活动中剥离出来的（《分食砣砣肉是怎样来

的 》、《 古 侯 曲 涅 相 互 开 亲 的 来 历 》、《 火 把 节 的 故

事》），有的是从生活经验中点化出来的（《训世诗》），

有的则是由宗教仪式发展出来的（《百解经书》）。彼

此形成了形态上的特点。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在

“从前”、“古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以及“兄妹结

婚”、“兄弟分家”这些表现上看出一点道理；而从发

生学的角度，只要留意，则可以看出有些故事志在描

述、再现，有的故事则志在说明、解释，而有些故事则

志在感染、宣传和说传。

有时，民间文学的形态特征不很明显；这种情形

往往是内容较古老而思维形式较进化，或者是同一

原始事象有各种形态的理解和描述，又或者是不断

地融入各个时代的烙印。比如凉山彝族的《居木惹

略》就把图腾、洪水、物种起源神话和历史传说进而

把史实考证综合在一起了。这是一种接近于积淀性

质的纵向渗透。凉山的民间文学还有一种渗透是指

各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的互相影响。它包括故事情

节、结构和模式等方面的互相启发、补充和借鉴。而

它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的异文，即一个作

品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民族版本”。

（四）内容丰富 观念复杂

这里所说的内容主要是指凉山民间文学中蕴含

的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我们之所以能认定凉山的

民间文学内容丰富这一特征是因为它出色地反映了

凉山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它包括在先民的开天辟

地征服自然的生存斗争中起作用的那种征服欲、求

知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误解神话中的形

象幻想和巫术意愿，由此发展生出了万物有灵的宗

教意识。比如，在《支格阿龙收雷神》的神话中，有了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 !" 卷!#$· ·



神性英雄，有了雷公，也有了英雄征服自然力雷电的

欲望。支格阿龙显然是一个部落家支首领的形象化

身，他射日时对草木的咒语完全是巫术性质的，这才

是这一种神话的本质内容。这种深层意识的内容还

包括各族人民先后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反抗意识、

民主意识、革命思想，包括那些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

以及科学意识等等观念。实事求是地讲，凉山的民间

文学中有大量的美好向上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也

有一些消极低沉的狭隘、庸俗、保守、迷信的劣迹。在

这些复杂的观念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形下，凉山

的民间文学还是建立了它的健康主体和进步主流。

其中，穷苦人靠善良忠诚、靠勤劳勇敢、靠执著努力

和聪明才智以及反抗斗争来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

最终获得幸福，这一概念长期地存在于民间文学中

乃至形成了较稳定的结构。这一模式里有许多不同

意义的命题，也有很大的思想涵摄力和外部张力。在

凉山的民间文学中，它是很多故事的出发点，也是落

脚点。

（五）生动奇妙 风格纷呈

在艺术形式或艺术创作上，凉山的民间文学颇

有建树。在想象驰骋方面以神话为代表。比如在对

月亮的感受中，凉山的神话《月亮的女儿》中讲述了

一位美丽无比的月亮的女儿长期生活在月宫中，由

于十分静寂、向往人间，于是她悄悄地背着父母下凡

到美姑与申果庄交界处妮扎果俄山顶上玩耍。月亮

的女儿在妮扎果俄这个地方看到了人间奇迹，有个

彝家姑娘妮扎不单能织白布，还能织蓝布、花布。织

布机一打开，她就摆动双手，东边招来一朵花，西边

招来一片云，南边招来一只蝶，北边招来一只蜂，都

织进布里。那布织出来五颜六色、光彩照人，甭提有

多美啦。织出的布能引来百鸟齐鸣，万兽嬉戏，月亮

女儿越看越入迷。回到月宫中，她很思念人间美事，

便把彩虹升到人间，把妮扎姑娘接到月宫中教她学

织锦，结果，月亮的女儿咋个都学不好这高超的织锦

术。后来，月亮的女儿很虔诚地把常居住地方让给了

妮扎姑娘。可以说，在人类认识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

况下，探索宇宙就是靠想象来实现心中美好愿望的。

凉山的民间文学在语言的生动精彩上，以故事

为代表。如《查尔木呷》、《母尔俄吾惹》、《加潘瓦先》、

《索各克惹》、《阿里阿红》等机智人物故事中，它们往

往抓住对方本质弱点，采取讽刺、调侃、幽默、诙谐的

手法，加以揭露、批判、鞭鞑和痛击，令人在笑声中看

到“大人物”丑态百出，身败名裂；看到“小人物”从劣

势变为优势，转危为安，变忧为喜，产生一种“山穷水

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快、自豪感；故事的

情节安排和发展，从表面上看，总是那么出人意外，

有些离奇，但仔细琢磨起来，又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极

其普通的现象，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同时，这些故事

中的主人翁一般来说它们往往富于斗争精神、主动、

自觉、不相信命运，不管站在自己面前的有权有势的

人物如何霸道、如何狂妄，总是能开动脑筋找到巧妙

的办法，把对方击败。篇幅一般短小精悍，语言风趣，

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给人以很好的教育

和艺术享受。所以，这些民间文学长期以来在凉山广

为流传而深受欢迎，可以说除了故事情节感人以外，

语言的幽默诙谐也为之增色不少。语言的技巧，使故

事产生了艺术性。有关《查尔木呷》系列故事中，流传

于冕宁、喜德的《捶背》〔!〕故事说：

色坡（主子）平时就有叫查尔木呷给他捶背拍腰

的习惯。他说小木呷捶背手轻技术好，每次给他捶背

以后，不但腰不酸背不痛，而且精神舒爽。

有一天，色坡带着木呷去泸沽街买东西，他打算

买一口铁锅，正在与老板讲价时，有个小偷趁他不注

意摸他的钱包。小偷的动作重了点，被色坡抓住了，

他大声喊：“打！快给我⋯⋯打！快给我⋯⋯打！”色

坡口吃地说道。色坡本来想喊“打小偷”的，可他口

吃，加上心里一急，‘小偷’两字喊不出来。查尔木呷

一听，以为色坡是喊给他捶背，马上朝色坡的背捶上

几拳。那小偷见状也飞起一脚把色坡踢翻在地上后，

趁机溜掉了。这一脚可不轻，色坡抱着被小偷踢痛的

肚子在地上滚了几转才爬起来，指着查尔木呷怒骂

道：“贱骨头！我喊打小偷，你怎么倒反打起我来？”

查尔木呷说：“色坡大人，我只听到你喊快给你

打，并没有听到你喊打小偷，我只想到叫我帮你捶背

拍腰，所以打错了人。”卖铁锅的老板和其他围观的

人听了他俩的对话后，个个笑得前仰后翻。

这则《捶背》故事中，色坡的口吃与查尔木呷的

伶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色坡省略了打的对象，因而

给查尔木呷充分发挥的余地，幽默、机智的查尔木呷

也正是巧妙利用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有机会当众

狠狠地教训了色坡一顿。尽管色坡蒙受屈辱，也理屈

词穷。需要说明的是凉山彝族有许多语言生动、妙趣

横生的作品，由于翻译水平不高，使得不能再现其风

采。

凉山的民间文学在叙事抒情的深挚感人方面，

也有一些像《妈妈的幺儿莫嚷》、《阿惹略》、《甘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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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阿依阿芝》、《阿苏巴丁》这样的佳作。而凉山的

民间文学在用艺术语言表达理性思考方面，则有寓

言这样的结晶。《石头说话》、《大力士与智者》、《水牛

与蚂蚁》等这样的作品，看似平常，实际上很有哲理，

它们在幽默或平易中寄寓了思辨和感情。

在风格上，凉山的民间故事也呈现了缤纷的局

面。虽然凉山还没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家，不能形成多

样的个人风格，但就整体而言，还是有其它因素上趋

向一致形成风格的现象。对凉山的民间故事风格影

响最重要的因素是民族性格。比较起来，汉族的风格

要中和沉稳一些，彝族的风格要粗犷刚烈一些，藏族

的风格趋于淳厚安分，傈僳族的风格趋于坚韧倔强

⋯⋯这一系列民族风格综合起来就是凉山民间故事

凝重的基调，它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气质不凡的个性，

并具有迷人的魅力。

三 凉山民间文学的价值作用以及今后

的发展趋势

凉山的民间文学的作用与价值是多方面的。它

是凉山几千年或更久远的社会历史的全方位的形象

反映，它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艺术、宗教风俗、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历史

沿革、人事变迁和山河盛衰等社会内容与自然环境

进行了近乎包罗万象的描述，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我们产生有形或无

形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所起的价值和作用

是：

其一、它为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爱好者进行文艺

创作提供了素材。许多同志所创作的戏剧、诗歌、影

视剧、小说、儿童动画制作等各种文艺作品都得益于

民间文学的营养。譬如，本土作家马德清的长篇小说

《厚墙裂痕》描述了鲜为人知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

土崩瓦解的艰难曲折历史。该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总体依赖于他所熟悉的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启

蒙。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也承

认“我诗歌的源泉来自那里的每一间瓦板房，来自彝

人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来自那里的每一

支充满忧郁的歌谣。”〔!〕同样青年文学评论家、诗人

阿库乌雾的诗集《冬天的河流》、《走出巫界》和《虎

迹》中也吸取了不少凉山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

的原创素材。而电影《彝海结盟》正是由于创作者们

在熟悉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怎样结盟的史实的基础

上，准确把握这一历史事件所处的地位，才会艺术

的、形象的全面再现了看得见的历史。〔"〕由此看来，

凉山民间文学确实对现代文本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提升作用。

其二、它为一个地区的民族、风俗、历史、语言等

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方面，从《四川

民 族 研 究 》、《巴 蜀 风 》、《凉 山 大 学 学 报 》、《凉 山 文

史》、《凉山民族研究》、《凉山彝学》、《凉山彝族历史

文化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可以看到他们大量地引用

了民间文学的资料，对各少数民族的一些论题进行

了论证和阐释，同时也直接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学

的研究对象。资料中，在凉山民间文学的宝库里我们

发现了对本地少数民族共同的火把节的起因以及一

些婚丧习俗的产生基础的了解都有帮助的第一手口

碑材料，这些材料曾引起国内外民族学、文化人类

学、文艺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此外，我

们还发现了诸如对诸葛亮渡泸、石达开转战川南、杜

文学起义失败、朱德与雷云飞交往、红军过金沙江取

胜等历史事件考证，对历代土司、近代传教士来凉山

的记事的认定及对凉山地名的考察都有益出的民间

线索。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凉山地区史料较缺的情

况下，这些民间线索就显得更珍贵了。

凉山的民间文学今后总的发展趋势将逐渐衰

落，这是和整个民间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一致

的。衰落的原因在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于社

会的进步，新的传播媒介的兴起，神话意识被科学意

识取代，思想观念的变更，巫术迷信的破除，新的外

来的文化冲击，流行风潮的影响，传统风俗的移易以

及文学的进化。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使民间文学的

产生与流传都受到了抑制与削弱，老一辈的艺人、毕

摩、苏尼老了以后无人继承他们，这就是直接威胁。

但我们也要看到对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有广阔的

前景，同时民间文学还在以其与现实结合的精神，以

其全民化的简易性、灵活性，以其为人民直言的进步

传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石林及其《阿诗玛》是一

个最为典型的例子。”〔#〕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凉

山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

正在建设之中的各种风景旅游区和凉山民族风情

园，以及即将拟建的西昌航天博物馆，都是以旅游资

源为依托的。而旅游资源的开发有赖于人文景观。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凉山的民间文学在今后的社会生

活中，将会以新的内涵、新的形式取得新的地位、新

的发展与繁荣。 （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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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凉山彝族自治州概括编写组$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吉乌阿瑛，吉则利布$凉山彝族机智人物故事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发星工作室编$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社，*++*$(#+*$
〔#〕依伍$看得见的历史———影片《彝海结盟》的艺术真实〔.〕$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

!#,$
〔"〕罗曲，李文化$彝族民间文艺概论〔%〕$成都：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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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及参考文献：

" 以下引用的诗句出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编的妈妈的女儿〔%〕（汉文版）重庆出版社出版!&’#年0月第!版

# 引自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年第!版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本

%〔清〕郭兆麟$梅岩诗话〔%〕，《山右丛书初编梅岩文钞》本

& 引自妈妈的女儿·前言〔%〕，何其芳赞美彝族民歌的话

! 出自〔唐〕司空图的《诗品·悲慨》其意是：心情痛苦象死了一样，寻求内心的慰藉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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