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凉山彝族人民的生活中，克智①非常重要，被

誉为“语言中的盐巴，文艺中的花朵”，是具有民族

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是了解凉山彝族思想文化的一

扇窗户。就目前所见，对凉山彝族克智的搜集整

理，以及克智的性质、发展历程、功用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凉山彝族克智中所见对“人”

的审美观念，目前尚未有系统研究。除了溯源的个

别篇章外，克智极少专注单个人物的描写，所体现

的对个体的“人”的审美活动是比较零散的。但是，

克智和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多用排比、比喻等

修辞，论辩和赛说的气氛突出，加之承载了历史文

化、社会习俗等教育功能，对“人”的审美评价又往

往是非常鲜明的，以此而得窥凉山彝族克智中对

“人”的审美观念。本文拟从形貌、德行、妆扮修饰、

丑四个方面做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对女子的审美观念

（一）形貌之美：容貌明丽、体态婀娜的健康自然之美

“美丽”不仅是女子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美丽的

女子也往往是关注的焦点和审美的对象。凉山彝

族有选美的传统，在凉山彝族克智中，“美丽”也往

往总和“姑娘”相随，有时还直接用“靓女”“美女”

“娇妻”作女子的称谓。形貌的美丑，是评价女子的

重要方面，尤其是当她作为择偶对象的时候：“为给

儿子娶娇妻，寻遍九村十八寨，每个姑娘的美丑，我

们心中有数。”“我们翻越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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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河，不娶走美丽的姑娘哪里行？”在凉山彝族克智

中什么样的女子是美丽的呢？可以看到这样几个

关键词：长发乌黑，睫毛弯翘，双眼明亮，手指细长，

腰细脚瘦。《礼貌待人就风采》中说的姑娘的美：“姑

娘那乌黑的发丝，发丝多轻柔，美丽真美丽。姑娘

那明媚的双眼，就像两粒珠玉，美丽得无与伦比。”

《同吃一甑热饭》中提到美女布阿诗尕薇时说，“手

指使她更美”，就像“美丽的孔雀，羽毛使它变美”一

样。《公鸡是否坠下崖》中的姑娘是“眉毛弯又翘”的

可爱模样。《像抵御过敌人的勇士》中有男子眼中的

美丽姑娘形象：“抬头看姑娘，发辫黑油油；转身看

姑娘腰，细如蜂王腰；再看姑娘脚，细似雁鹅脚。”总

之是容貌明丽，体态婀娜。

从中可见凉山彝族克智中对女子外表的审美

观念的两个特点：一是既注重眉、眼、手等局部的

美，也注重形体的整体的美。与西方审美观念中着

重形体线条不同，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发辫、眼睛、

睫毛、手、足等都成为审美活动的关注点，这和中国

古典诗歌中对手如柔荑、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

蛾眉的美人的描写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注重整体，

婀娜多姿的形体之美总是和美女如影随形。一是

注重健康自然的美。头发乌黑油亮，既符合民族特

点和自然规律，又是身体健康的表现之一；明亮的

眼睛，不仅本身就具有美感，而且是身心健康的表

现；细长的手指和细腰瘦脚，则是身材的颀长匀称，

也是一种健康之美。

（二）德行之美：品德贤淑、言行得体、持家才能突出

虽然对美丽女子的外表赞不绝口，但是凉山彝

族克智对外表与德行的不一致有清醒的认识：“松

树表皮粗糙，或许树心有松油；同样是父亲的儿，想

法不一样；同样是妈妈的女，贤淑不一样……不能

只看外表，不能不看品德。”而当外表遇到德行，美

好的德行毫无疑问地占据首位：“那靓丽的姑娘，如

果外表美丽，行为丑陋的话，妄想得到彩虹样的丝

线。”

关于女子的德行美，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可以找

很多修饰语，这些修饰语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和

品德言行相关的“贤惠”“贤淑”“贤良”“蹈矩”“懂

礼”等，如：“如果没有贤惠的姑娘，不会使两亲家相

聚在一起。”“我们曾嫁过淑女，郎才女貌配成双。”

《摔跤不会输给表兄弟》中对彝族历史传说中智慧

超群的女人阿斯木呷也用“淑女”称呼她。又如：

“蹈矩姑娘有眼不望他方景，懂礼丫头不背空水桶

……贤淑女子不在邻里散谣言。”在丧事克智中，来

迎接死者的女子也是“贤淑女”，与“英雄汉”对举。

尤其是当这个女子的身份是妻子或者作为结婚对

象的时候，“贤淑”“贤良”的品德显得格外重要。“女

儿择婆家，男儿挑贤妻”，相反，“妻子不贤良，遗恨

一辈子”。

一组是和持家才能相关的“聪明”“持家”“手

巧”“勤劳”“劲足”“聪慧待客”等。如“聪明主妇缺

粮时不闲谈聊天”“娇妻不用赞，看堂前待客”“我们

这家人，养女最聪明，手巧做女红，好似蜂穿梭，绣

出五彩衣，赛过彩虹美。人勤劲又足，能当一头牛，

持家百件事，事事顺人心。”《为啥不说呢》中的淑女

“能蒸九甑饭”，《蒲嫫妮依》写到支格阿龙的母亲、

未出嫁的蒲嫫妮依时，没有描写她的形貌装扮，而

是铺排她的织布本领，“蒲嫫妮依哟，三年备织布，

三月动手织，织布在屋下，布桩似星座，织布刀如

飞，穿梭似蜜飞，布纬似彩虹”，用这种方式一样塑

造了一位心灵手巧的少女形象。

可见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品德贤淑、言行得体、

持家才能突出的女子是具有德行美的女子，和凉山

彝族女子的身份地位、生活范围息息相关，对女子

德行美的评价主要是围绕家庭事务进行的。而形

貌美与德行美兼备的娇美贤淑的女子，则是理想女

子的形象，也是择偶的理想对象，就像《坐在山顶静

观》中所说：“英俊男儿想的是贤淑的娇妻。”即使是

女妖怪兹兹尼扎，在她作霍欧杰古妻子的前两年，

“兹兹美女哟，娶回的头年，成为美媳妇，霍欧杰古

哟，称心又如意。娶回的次年，行为道德美，勤俭又

持家”，正是因为二美兼备而成为让丈夫称心如意

的妻子。

二、对男子的审美观念

（一）形貌之美：英俊、健壮、勇武的整体气质

与反复赞美女子的形貌不同，在凉山彝族克智

中像“牙齿雪白的后生”这样具体描写男子容貌的

内容是难得一见的，对支格阿龙这样的英雄和木嘎

勒伙等彝族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也没有描写他们

的形貌，相对而言，对男子形貌更多的是重视英俊、

健壮、勇武的整体气质。这体现在常用“英俊”“俊”

“勇”“美”等词语修饰男子形貌，如“美丽的姑娘想

的是英俊男儿”“斟酒似蜜蜂穿梭的俊男”“人间勇

男儿”“美男子”等；也体现在很多时候径用“壮汉”

“勇士”“好汉”等作为男子的称谓，如“带着三百壮

汉来”“勇士亮宝剑，宝剑增雄风”“年轻的好汉们，

头天相识后天把家安”等，俯拾皆是。中国古典小

说中也常用“壮士”“好汉”等类似的称谓，以突出人

物与寻常男子不同的气质，如《水浒传》写宋江初见

王领妹，等：凉山彝族克智中所见对人的审美观念 ·· 19



武松：

“宋江在灯下看那武松时，果然是一条好汉。

但见：

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

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

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

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

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1]293-294

容貌是以“英俊”的整体形象为主，形体则以体

格健壮为美。如果说“英俊”“壮汉”突出的是容貌

形体特征的话，那么“勇士”“好汉”等称谓则更强调

了男子整体的精神和气质，超出了形貌本身而和品

行相联系，是内在品格的外化。

健壮、勇武，这也是凉山彝族克智和《诗经》对

男子形貌的审美观念的相同之处，《郑风·丰》中首

二章首句的“子之丰兮”“子之昌兮”[2]132-133连连赞叹

未婚夫的健壮、魁伟；《卫风·伯兮》中的“伯兮朅兮”

则是赞美夫君威武壮健[2]98，与走路都需要人扶的南

朝贵族子弟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形成

鲜明的对比。这种审美观念都是由社会生活实际

决定的。周代的男子不仅要从事大量农业劳动和

狩猎活动，而且要抵御外敌，而彝族同胞也面临着

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艰苦生存环境，在发展生产生

活和保家卫国的各种斗争中，健壮勇武的体魄是必

不可少的。

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对男子的形貌尤其是面容

的美很少具体的描写，这并不是说男子的形貌不

美，而是注重英俊、健壮、勇武的整体气质，另外，在

对人的形貌的审美活动中，女子往往是审美对象，

男子往往是审美主体，而其作为审美对象的一面反

倒被部分掩蔽了。而且，由于男子是社会生活的主

体，对他们的审美评价中往往不止于形貌而更多地

关注其能力、品德、身份、地位等社会价值的评价[3]。

（二）德行之美：对外勇敢有力，对内慷慨智慧

与对女子的德行美主要集中于贤淑品德和持

家才能不同，关于男子德行的内容不仅数量更多，

而且范围广。因为男子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的主体地位，因此对男子德行的审美也从应对外部

环境和内部人际关系两个大的方面展开。

1. 勇敢御敌、强壮有力、善于发展生产

审美观念总是“与现实生存状况有着更为直接

的功利关系”[4]148，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地往往高山河

流纵横密布、地势险峻、交通阻隔，加之历史上的多

次迁徙、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和各种频繁的武力斗

争，所谓“大江大河一道墙，大山密林二道墙，家支

制度三道墙”，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得勇敢和

强壮有力成为男子审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敌

人的斗争中勇敢，与自然的斗争中强壮有力，而要

有效地发展生产，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力量之外

还需要眼光和智慧。

勇敢是凉山彝族克智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点，

不仅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且在对男子的评价中显

得特别重要。如“赶场赶街我家姑娘最出众”与“杀

敌场上我家小伙最勇敢”对举，“儿子他的勇，女子

他的美”对举，等等，都将男子的勇敢与女子的美貌

相提并论，“那青年小伙子，调解场合当不了‘德

古’，对敌打仗不勇敢，妄想得到锅桩大的瘦肉”,则

把“勇敢”作为评价青年小伙子的两个标准之一。

再看对强壮有力的赞美：“能背九捆柴的壮汉”“肩

负千斤重担也不累”“撞击大山大山倒，脚跺大地地

动摇”等等，不一而足。强壮有力的体魄、惊天动地

的力量是男儿值得骄傲的，夸张的手法固然和克智

的性质有关，但是一样可以看出对力量的向往，毕

竟这是发展生产、应对艰险的外部环境的挑战所必

不可少的。发展生产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眼光和

智慧，所以那些“择山来牧羊，羔羊繁衍快；择林纵

猎狗，猎物手不空；辨岩取蜂蜜，蜂蜜装满桶；看水

来捕鱼，渔网不空撒；看地撒荞种，荞杆壮如棍；看

坝来种稻，稻穗沉甸甸；看地来下犁，铧口不破损”

的男子是受人夸赞的贤能的小伙。

2. 善于调解、和睦亲友、慷慨待客、知识丰富、能言

善辩

上述内容主要是应对外部环境时对德行的要

求，相关审美观念的形成主要和外部生存环境相

关，本部分内容主要是处理人际关系时对德行的要

求，相关审美观念的形成主要和彝族的社会制度相

关。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带

有鲜明的父系氏族奴隶制特征和等级制特征的奴

隶社会，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习惯法维持”[5]99，家支制

度和“德古”制度是习惯法存在和延续的条件。“家

支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父子联名制度下的大家

族”[5]99，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基础，社会关系以血缘等

级为核心。“‘德古’是习惯法的执行者”[5]99，在日常

生活中凭借才能和威信自然产生。不论出身、性

别、年龄，只要能运用习惯法调解纠纷、处理案件并

令人信服，便可成为“德古”；一旦处事不公，失去族

人信任，便丧失“德古”的身份和荣誉②。

基于这种社会制度，加之上文所述凉山彝族恶

劣的生存环境也需要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因此，

调解纠纷的能力以及血缘和朋友的和睦关系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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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可以看到大量对善于调解

纠纷、为家族出力、团结和睦亲戚、热情招待客人和

朋友的德行的赞美，“‘德古’不用赞，看秉公办案”，

“出力为家族”，在家招待客人“不需和妻子商量”，

在外“随处见友随处招待”，等等，反之则会受到嘲

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处理好人际关

系，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则是利器，加之民主改革前

学校正规教育在凉山彝族民众中没有普及，而克智

本身又具斗智逞辩的特点和传承知识的功能，因

此，凉山彝族克智中赞美知识丰富、能言善辩的内

容很多，“善于亲戚交谈，说得亲戚口难合”“有十二

个心房，不知藏有多少话；有九根灵舌头，藏有九背

尔比，背着九斗格比，左边德布来也不怕，右边德圣

来也不惧”，等等。

《父亲赐给的硬胳膊》这首克智塑造了一个强

壮有力、抵御外敌、战胜自然、发展生产、和睦亲友

的完美父亲形象，这可以作为凉山彝族克智中理想

男子的代表，至于男子形貌之美，则不像女子的那

样显得那么重要。

三、装扮修饰之美

俗语说：“人靠衣裳马靠鞍”“人是树桩，全靠衣

裳”。怎样的装扮修饰才美？不同的答案往往体现

着不同的民族风格、风俗习惯和地方特色，体现着

不同的审美观念。在凉山彝族克智中可以看出对

首饰、服装、饰品、器物的装扮修饰之美格外青目，

认为得体的装扮修饰将使人更美，在《梳妆打扮美》

中就用“美丽的山峰，全靠林装扮”等大量比喻来说

明“装饰居头功”，在《最美观》中罗列了大量彝区的

饰物、衣帽甚至武器，反复咏叹，从中可以看出凉山

彝人对装扮修饰之美的赞美、追求，以及以得体为

美的审美观念。

（一）梳妆打扮美

女子的装扮修饰主要是用首饰服装以成其明

丽婀娜之美。这些首饰主要是金钗、耳环、银领

牌③、戒指、手镯，服装主要是彩衣、披毡、百褶裙，

如：“金钗头上戴，银镯手上戴，手指细又长，颈戴银

领牌，花朵绣满衣，绸缎穿上身，梳妆打扮美。”“姑

娘的身上，首饰叮叮当当响，穿一身整洁的衣衫，罩

一件彩绣的坎肩，披一件合身的披毡，显得那么的

婀娜多姿。”不仅首饰的审美价值突出，而且服装也

是，除了实用价值外还可以修饰身材，衬得人婀娜

多姿，至于衣服上的彩绣、百褶裙黑白红黄绿蓝色

的绚烂色彩，则完全超乎实用价值而专注其审美意

义了。

与女子的相比，男子的服装饰物相对简单，凉

山彝族克智中主要有头帕、英雄带、披毡等服饰和

蜜蜡珠、戒指等饰品。头帕和披毡在彝族人们生活

中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只是在克智中更多关注的

是它们的装饰意义，如“披毡能使青年增色”，还有

“白玉镶嵌的英雄带，要数甘洛勒品出产的最精致，

英俊的青年见了都向它扑去”，白玉镶嵌则全非出

于实用，而是出于装饰效果，可以让青年更加英俊，

所以让那些爱美要好的青年都向它扑去。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男子的服饰不仅是为了英

俊，而是为了突出英雄勇武的气质。这首先表现在

穿戴使用服饰可以增加男子的英雄气，配饰则让他

英勇出众，如“小伙穿上毡，敌前称英雄，威武美名

扬。”“打成配饰给我家男儿戴，战场上我家男儿最

英勇。”另外还表现在戈矛刀剑钢枪等武器成为男

子喜爱的装备，如“彝家喜爱的腰刀，米市出的最锋

利，兄弟谁佩谁英武。”武器不仅有狩猎御敌、锋利

好使的实用价值，还有增加威仪、突出勇武的气质

的审美价值，有时候，武器的装饰意义甚至超过了

其实用价值，像“表哥佩宝剑，表妹戴领花”这样将

宝剑与领花对举以作为男子形象的标志物，其装饰

意义已经是主要的了，至于“剑鞘镶白银”“配上象

骨扣”，则不是出于实用而是对装饰之美的追求了。

装扮修饰不仅可以让美人更美，而且可以让原

本不是特别美的部位变美，让原本不是特别美的人

变美，如：“假如手指不够美，戒指闪光耀人眼；假如

手腕不够美，只见手镯不见腕；假如身材不够美，有

漂亮的衣饰，使她光彩照人，使她风姿翩翩。”“在阿

其比尔地方，姑娘不美戴上耳环就美了。”不仅女子

如此，男子也一样：“面相不打眼，戴帕增气派。”这

都是自觉追求装饰之美的审美观念的体现。

（二）梳妆打扮，得体为佳

梳妆打扮美，但是梳妆打扮并不一定就美。在

凉山彝族克智中赞美装扮修饰的美，但是并不是盲

目追捧，而是理性认识。这体现在：其一，并不是所

有一样的装扮修饰都能带来一样的美，而是存在个

体差异：“杰智依达的姑娘爱穿黄裙，穿法都一样，

美丑不一样”。其二，梳妆打扮美是有前提、有要求

的，那就是要得体，即符合性别、年龄、形貌、身份、

场合。“各种首饰适宜为姑娘佩戴，蜜蜡珠子更适宜

青年小伙。”“身着彩裙，适宜在汉区街上漫步。”“在

竹林里适宜穿山羊皮褂。”不仅普通青年男女如此，

连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们的穿着配饰，也各有所

宜：“木嘎勒伙适宜戴绸帕，尔呷和泽戴着护肘最相

宜，普洛火木披着蓑草蓑衣好看，曲拉斯祝戴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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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篾帽更潇洒。”至于英雄木牛那样的人物，则是

“拿着钢枪最英俊”。

对于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凉山彝族克智中还

有一些富有教导意味的语句，如“走大路适宜穿鞋

着袜，走田坎适宜穿草鞋。”“身着彩裙，适宜在汉区

街上漫步。”“在竹林里适宜穿山羊皮褂。”“缀着蜜

蜡珠的小伙莫喝醉，喝醉了谨防失去自身美。”“领

口戴着银饰的女士莫喝醉，喝醉了酒谨防失去自身

美。”等等，不一而足。这既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也

是以得体为美的审美观念的一种体现，而这种审美

观念无疑又和生活经验紧密相连。至于那些“身穿

绸缎衣，手戴象骨镯”，却行为不雅，“伸手在腰间，抓

蚤掐蚤子，红了手指的”，华美的装饰反增其丑。

四、丑：德行之丑更丑

健全的审美观念中不能没有“丑”。凉山彝族

克智对人的审美观念中也包括“丑”：既有形貌的

丑，也有言行品德的丑，而以后者为主。形貌的丑

往往是天生的，像《千年习俗代代传承》中“三个最丑

陋的女人”：鼻梁塌陷的洋芋莫、豁嘴的达博莫、歪嘴

的格诺莫④，是面部生理缺陷造成的丑。对于这种

丑，凉山彝族克智中涉及的很少，而且除了指出丑之

为丑外，没有更多批评，尤其和道德判断无关。

相对于对形貌的丑的描写，凉山彝族克智中较

多关注的是对不良乃至错误的言行品质的反复警

醒，如吝啬、懒惰、贪财、撒谎、盗窃、醉酒、虐待妻儿

等等，《对儿孙粗暴的没名堂》中就排比了离间亲友

的、不孝顺老人的若干“没名堂”的做法进行批评；

《同吃一甑热饭》中则讽刺了见钱眼开的人；《惹得

众人发笑》中批评了盗窃和懒惰，并指出这会影响

到下一代，“父母无德行，儿女跟着学。儿女无本

事，父母受拖累。”有时还将美与丑的言行品质直接

进行对比，如：“说男子汉都一样吗？有的男子与敌

较量裤带断，有的男子在菜板底下偷肉块，有的男

子见敌人四肢颤抖，有的男子见妻子女儿眉毛倒

立。说女人难道就像女人吗？有的女人打仗当英

雄，有的女人聪慧待客人，有的女人贪馋绕锅桩，有

的女人簸箕底下偷荞粑。”“勇士不用夸，要在战场

上看，有的见敌出手如蜂蜇，有的见敌眉毛倒竖；自

己的妻子不用夸，客人到来时，有的迎宾待客胜过

丈夫，有的待客吝啬如辣椒粉。”鲜明对比中道德评

判倾向自然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凉山彝族克智中对“丑”往往没

有激烈的批评，而多是善意的嘲讽，加之夸张诙谐

的言辞和排比的句式，往往在笑声中完成了对丑的

否定和批评，并“老人言”式的警醒给人以爱美要好

的启示，而引导人爱美要好，也正是一切优秀文学

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之一。

五、余论

除了上述审美观念外，凉山彝族克智中还强调

“相配美”，不仅自然界中的万物如此，人也是一样，

“表哥佩宝剑，表妹戴领花”“郎才女貌配成双”“新

郎干粗活，新娘理杂务”，男女各有不同的美而又互

相匹配，从此夫妻情长久，安居又乐业。这种相配

美体现了以对立面的和谐为美的审美观念，如果说

自然界中万物相配美主要还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影

响的话，那么男女相配美则体现了对和谐之美的亲

切赞美和主动追求。

注释：

① 本文所据凉山彝族克智是阿牛木支、吉则利布等译注的《彝族克智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克智引文均出

于此本，不一一注出。

② 本段关于凉山彝族社会制度的陈述主要参考张睿《凉山彝族习惯法探析》一文，《现代商贸工业》2011年第4期，99-100页。

③ 银领牌：彝族传统手工银制品，妇女饰物，方形，约四寸宽，五寸长。

④ 据《彝族克智译注》，洋芋莫，彝语，谐音即洋芋（土豆）之名；达博莫，彝语，谐音即蕨芨之名；格诺莫，彝语，谐音即黑荞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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