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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口头文学《孜孜宜乍》解读
杰觉伊泓

西昌学院彝族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5000

【摘 要】：《孜孜宜乍》是一部千古流传的彝族鬼神故事。故事情节别具心匠，人物形象生动，常把人带进神秘的人鬼混

合世界里。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彝族口头文学作品《孜孜宜乍》，本文在解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故事情节、叙述

的内容、以及写作技巧等方面，从文学的角度作学术探讨，发现彝族《孜孜宜乍》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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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彝族毕摩经书中说，“鬼”来自孜孜宜乍，彝族做祭

祀和咒鬼都有一段叙述有关孜孜宜乍的经文，久而久之，就

成一段千古流传的故事。在汉文化里“鬼”出现在商代的甲

骨文中。其定义为人死后的灵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吴承恩的《西游记》等中有不少鬼的形象。彝文化中对“鬼”

的定义与汉文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孜

孜宜乍》可知，在孜孜宜乍以前是没有的，“鬼”是从孜孜

宜乍开始的。第二，不仅人死后能变成鬼，动物死后也能变

成“鬼”。第三，鬼也能变成人。彝族鬼概念和汉族鬼概念

可能同源。《史记》中记载，早在夏朝就有了祭祀活动，祭

祀就是祭鬼神，简单地说就是祭鬼。汉文甲骨文“鬼”字为

“ ”，彝文“鬼”字为“ ”，似乎在字形有着某种联系。

夏朝之前，有关鬼神之类没任何记载，到了夏代有了明确记

载。在彝文经书《毕布特依》记载，在实勺时代已经有“毕”

的活动，“毕”与鬼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看来，《孜

孜宜乍》中有关鬼神起源问题还值得思考，一些历史逻辑问

题没有解决。故从文学角度对《孜孜宜乍》做初略探讨。

1 奇异的故事情节

故事的开头，首领阿维尼库家凌晨伴顺着鸡叫声，让奴

仆生火，女儿喂犬，儿子栓犬。清晨阿维尼库和猎手海依迪

古一同上山狩猎，过了半天一无所获。下午，传来阵阵犬声，

发现了一只麂子，尼库猎手海依迪古准备拔弓射杀时，麂子

却说道“请勿射杀我，我非等闲之辈，顺便射杀的……”，

猎手没听进，只管放箭去，射中了麂子，没打中要害，麂子

身上流出的血变成一只蜜蜂飞走了，猎手没等收猎尸，紧追

蜜蜂到另一处山野，蜜蜂消失了，变成一颗索玛树立在猎人

前面。阿维尼库以为是一颗再普通不过的索玛树，没太注意。

可猎犬不断朝着这颗索玛树狂吠，觉得有些蹊跷。发现树上

有只鸟，猎手海依迪古以为猎狗在朝这只鸟狂吠，拔箭去射

鸟，鸟儿没射中，射下一树丫，掉下一片叶子，一瞬间，树

叶变成一位美丽姑娘。在这故事中，从表面上，猎手遇见猎

物，猎手打猎、野兽出没山野是最寻常的事，然而，这是一

只不同寻常的麂子，首领阿维尼库家好像预知要遇见这样一

只麂子似的。这种情节与其说偶然，不如说是故意安排的。

在这个故事中孜孜宜乍有高超的变身本领，变麂子、变蜜蜂、

变索玛树、变美女、变鹞鹰、变鹿子、变猎狗、变鬼、变老

鹰（见表 1 孜孜宜乍变身术）。这些变身术验证了以上所述

的不是等闲之辈。首领阿维尼库打猎没打着，在野外意外打

回一美女，实现了人与鬼的结合，产生一段美好爱情故事。

然而一个未婚的首领是不缺美女的，偏要看上一个来历不明

的野外女子，孜孜宜乍作为魔女以食人为生，如此一对人鬼

组合婚姻是显得奇怪。也许是各为生存的依赖和迷人的美艳

所需吧，首领海依迪古需要这样的美人，孜孜宜乍需要把海

依迪古作为生存的靠山，他们各有所需，如彝族格言所言，

可谓“背水者正遇负炒面的”。孜孜宜乍虽本性为魔，以吃

人为生，但她不吃首领，一方面，为了生存而伪装，另一方

面，她确实也坠入了爱河不能自拔，这点在为海依迪古治病，

四处奔波，艰难寻药的过程可以得到证明。鬼关心人，人背

叛鬼，鬼又报复人，人又咒鬼，人都之间始终没有输赢的争

斗。这样的结构安排既合理又奇异。

表 1 孜孜宜乍变身术

孜孜宜乍

麂

子

蜜

蜂

索玛

树

树

叶

美

女

鹞

鹰

鹿

子

猎

狗

猎

狗
鬼

老

鹰

2 丰富的想象力与形象塑造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想象是诗歌的翅膀，没有想象，

就无法在理想的天空飞翔。”不仅诗歌如此，其他体裁也需

要丰富的想象力。《孜孜宜乍》中的想象力主要表现在变身

上。在故事中，孜孜宜乍第一出现是以一只麂子的形象出现，

孜孜宜乍作为一个魔女，作者知道鬼的概念，但表现出来有

难度，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一定做了不

少思考，才最终把魔女变成一只麂子来表现的。麂子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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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胆小，后退细长擅长跃跑的动物，彝族人狩猎常常以此

为猎物。孜孜宜乍和麂子有联系？魔鬼在野外生活，麂子生

活于野外。孜孜宜乍作为女性魔鬼，有胆小的一面，而麂子

见人胆子较小，总是弹跳而逃。麂子和魔女有很多相似的特

征，加上首领阿维尼库要打猎，打猎得有猎物，把孜孜宜乍

想象成麂子合情合理。猎手和猎物是一对死敌，猎手方在阿

维尼库和猎物方孜孜宜乍之间实力不对等，遇到手持弓箭的

猎手和狂追不舍的猎狗时，作为魔鬼孜孜宜乍化身的麂子，

对强敌表明态度，请不要侵犯我，我没有惹过你，为何来猎

我，更何况我非等闲之辈，不因势强而畏惧。对话符合弱者

的身份的，射手海依迪古怎么能听得见鬼话，拉弓就射。射

箭中不中，这里可能产生不同点效果，如果不中，不符合英

雄弓箭手海依迪古的身份，必须射中麂子。麂子死与死问题，

也必须得死，才能体现猎手的箭法精湛。然而，孜孜宜乍不

是等闲之辈，难道就这样死了？麂子尸体倒下，流下的血变

成了蜜蜂飞走。既恰如其分地表现具有精湛箭法的猎手形

象，又合理地表现孜孜宜乍并非平庸的现象，当中少不了想

象力的发挥。在强弱相争时，弱者总以逃避的方式来应对，

孜孜宜乍变成蜜蜂飞走，是以逃避方式处理的。蜜蜂空中飞，

猎狗地上追，猎人跟在后，现出一个紧张的气氛。此时蜜蜂

变成一颗索玛树，猎狗朝着索玛树吠叫不停，觉得很奇怪，

海依迪古往树上细看，看见树上有鸟，用箭射了鸟，鸟儿没

射着，射断了一根树丫，掉下一片树叶来，无意间变一个美

女，站在首领阿维尼库的身后。以及各种变身都是作者丰富

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孜孜宜乍被咒后，变成一只山羊，从空中坠地而死，用

牛皮裹紧后藏于洞中，不料被洪水冲走。住在下游瓦萨拉曲

家拦获山羊尸体，山羊被解剖食用后，从人到家禽家畜都毒

死并变成了各类病鬼。鸡吃了羊肠子，死后变成热列鬼；狗

吃羊骨头，死后变成嘎尔鬼；人吃了羊肉，死后变成鬼；猫

吃了羊胃子，死后变成吕那鬼；马吃了羊血，死后变成惹尼

鬼（见表 2 羊尸变鬼表）。这里，为什么其他羊器官不变鬼，

文中本没有提到。

表 2 羊尸变鬼表

原物 鸡 狗 人 猫 马

变鬼 热列鬼 嘎尔鬼 鬼 吕那鬼 惹尼鬼

羊心、羊肺、羊肾、羊眼、羊舌、羊牙、羊皮、羊毛。

不管怎么说，作者在尽量发挥想象力，实在想象不出的，也

就不提了，这也可以理解。

3 简洁的肖像描写

在《孜孜宜乍》中对于肖像描写都是采用白描的手法。

整个故事中人物分三类，第一类有名有姓，有形象，第二类

是有名无形象，第三无名无形，只有信息。故事主人翁孜孜

宜乍属于第一类，阿维尼库、海依迪古、毕摩、苏尼、瓦撒

拉曲等有名字无形象，属于第二类；被孜孜宜乍吃掉的人，

吃了孜孜宜乍的人，都只有“人”信息，没有形象和名字。

表 3 孜孜宜乍中的人物比较

类别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特征
有名有姓，

有形象
有名无象形 只有“人”

例子 孜孜宜乍
阿维尼库、海依迪古、

毕摩、苏尼、瓦撒拉曲

被孜孜宜乍吃掉的人，

吃了孜孜宜乍的人

这个故事中肖像描写只有两次，一次是孜孜宜乍由树叶

变成美女，另一次阿维尼库暗中观察孜孜宜乍，发现孜孜宜

乍真实面貌。

表 4 孜孜宜乍形象比较

出现 写法 效果 例子

第一次 细节描写
形象逼真

生动

身材、长相、头发、眉毛、睫毛、

眼睛、鼻子、耳朵、嘴唇、脸庞、

肤色

第二次 简写 只写特征 嘴巴、眼睛

这些描写应为详细描写，故事中写道：长相就像索玛一

样美，长长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浓浓的眉毛。又长又翘的

睫毛、黑亮的眼睛，直直的鼻子，灵巧的耳朵，薄薄的嘴唇，

漂亮的脸蛋，柔嫩的肤色。肖像描写惟妙惟肖，生动迷人。

第二次暗中观察孜孜宜乍：她身上长有四张嘴和四只眼，这

是简写。虽然文字简短，却写出了魔鬼的特征。两次肖像描

写使用不同的手法，显得详略得当。

4 凝点与不足

孜孜宜乍作为故事可谓优美动听，但从文学角度看，还

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故事情节

虽别具心匠，但过于简单。孜孜宜乍在故事以一只麂子为化

身出现，之前表现为人还是鬼呢？有待于收集更多比较全面

的版本。据说曾经有个吃人魔王，名叫撮则莫书阿霍，他隐

居山林，四处捉人为食，患害人间，人们苦不堪言。人间出

现一位英雄，名叫惹迪硕虎。他武力超群，勇猛过人，富有

超人智慧，还有一颗救世之心。他同四个朋友（每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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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技之长）一起，经过精心设计，终于灭了吃人魔王撮

则莫书阿霍，然而，殊不知，撮则莫书阿霍被灭那天，其幺

女热玛不在家中，幸免于难。撮则莫书阿霍被灭后，热玛失

去家园，四处飘荡，来到霍洛博山，长居此地，孜孜宜乍中

提到的麂子，就是魔女热玛的变身。故事中缺少这个环节，

是否应该补上？这是一个疑点。通过添加魔女孜孜宜乍的来

历之后，故事情节更加丰满。能回答孜孜宜乍从哪里来，为

什么在霍罗波山林里的问题，与下文出现麂子有了依据，逻

辑合理。其次，孜孜宜乍这个名称来历不明。故事中也没有

交代名字问题，根据孜孜宜乍的来历，知道孜孜宜乍不是她

的原名，原名叫热玛，那“孜孜宜乍”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在彝语中“孜孜”是鸟的昵称，“尼乍”指美女。故事中，

麂子变成一颗索玛树，树上有一只鸟，海依迪古没有射中这

只鸟，掉下来的那片叶子变成一个美女。从故事的这段情节

看，“孜孜宜乍”这个名字就不难理解了。再次，孜孜宜乍

既然是个魔女，作者为何予以雅名？这又是一个疑点，孜孜

宜乍之父撮则莫书阿霍四处捉人为食，罪行连天，不可饶恕。

然而，其女孜孜宜乍以前有没有害过人不知道，至少在作者

的心里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吧。再者，孜孜宜乍变身成人

后，在没有露出马脚之前，她不仅有难得的佳丽容貌，而且

智慧过人，对丈夫关爱及爱情的忠贞，给个雅名也不为过。

然而，孜孜宜乍用最阴险的手段，在暗中害人，首领阿维尼

库却不察觉，毕摩和苏尼的提醒，还难以让其信服，这是对

人类愚钝给予了极大讽刺，对毕摩和苏尼的特异功能的肯定

和赞美，难怪以文本的形式在毕摩经书中出现。《孜孜宜乍》

的不足，除了故事情节衔接存在缺陷外，版本的多样性和不

稳定性也不可忽视。

5 结语

孜孜宜乍是个多好的雅名，如果没有读过《孜孜宜乍》，

一定会与阿依阿芝、阿莫尼惹、呷嫫阿妞和阿诗玛等彝文文

献中的美女联系起来。读了之后，她确实不配列在彝文文献

中的美女之列。文献中的这些美女和孜孜宜乍之间的区别在

于人和鬼。彝文文献中的这些美女是彝族不同区域、不同历

史时代女性典型，她们对彝族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发展有贡

献，她们的形象用文字形式永远留在族人心中。孜孜宜乍是

魔女，故事中做了两件害人之事，一是背着其丈夫阿维尼库

用最阴险的手段害人，在其远近村庄践踏生灵；另一件是被

咒死后凡是吃尸物者都被毒死，并变成鬼，人间鬼患肆虐。

孜孜宜乍生也害人死也害人，害人就是他的本性，毕摩咒鬼

不咒她才怪。假若孜孜宜乍不是鬼，或由鬼变真人，对人类

有贡献，该多好！该成真人而不成真人，多可惜！孜孜宜乍

雅名是否有可惜的弦外之音。然而，在古代彝族社会里，医

疗技术水平有限，各种病魔泛滥，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和疑难

杂症，病因都归功于各类鬼怪，需要塑造孜孜宜乍这个鬼怪

的形象来替代，成了被众人诅咒的对象，这也许是一种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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