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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佤族动物故事是佤族民间故事中内容较为丰富，情节较为精彩的一部分，极具佤族文

学特色。佤族动物故事具有积极的主题、生动的情节、简练的语言，虽然篇幅简短，内容却丰

富多彩，艺术地表现了佤族人民的正直、善良、智慧，同时将阿佤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将从佤族民间动物故事的叙事类别、文学创作手法、反映内容等方

面进行故事叙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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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民间动物故事，即以民间故事中存在于现实中的动

物为中心的故事。民间故事中的动物，在经过了拟人化和人

格化的过程之后，赋予了人类的思维和情感，却又始终保持

着动物的形态和习性。民间动物故事是通过动物与动物之间

或动物与人之间的纠葛来展开情节叙述，而情节的开展则是

来自于想象与虚构，从而体现出创造者的智慧以及对受众群

体的教育意义。

一、佤族民间动物故事的产生

佤族自古生活在云南西部边境的阿佤山区。地处偏僻的

河谷地带，山峦重叠，河流纵横，原始森林密布，珍禽异兽、

奇花异草十分丰富。长期生活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中的佤族

人民，对那些每时每刻都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在同一

自然环境里的动物生态、习性、特征都十分熟悉，加之生产

力低下，抵御自然力和驯化动物的能力也比较弱，自然力就

成为威胁佤族先民生存发展的强大敌人。人与自然矛盾，是

佤族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与斗争，表

现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进而利用自然的故事特别多。其

中，有关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动植物特征的故事，尤其是以

各种动物为题材的故事显得特别丰富突出，成为佤族文学中

的又一个特点。佤族动物故事以动物为主人公，充满着浓郁

的生活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

二、云南佤族民间动物故事的叙事研究

在叙事学中，叙事首先是指用特定的话语描述一个想象

的事件，包括事件中的人物、情节和事件的背景环境，有时

候也可以用来讲述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带来的

相应结果，也即我们所谓的讲故事。民间故事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广义上的故事是只所有口头叙事的散文作品的总称，

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笑话等类型。而本文采取的则是狭

义的故事概念，即神话和传说以外的部分口头叙事作品，主

要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再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矛

盾斗争和生活过程的叙事作品。动物故事实际上就是广大劳

动人民通过想象，以不同动物间发生的矛盾纠纷，或者是动

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而展开的一系列叙事。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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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述中，人们以不同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的不同，

根据自身的情感喜好和价值偏向，相应地赋予动物们以人的

性格和喜怒哀乐，并通过它们个性化的言语行为和彼此间的

矛盾纠葛，象征性地反映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人类社会生

活过程的面貌，以表达广大普通劳动人民内心的情感寄托和

思想诉求。本文讲佤族民间动物故事分为解释型动物故事和

寓言型动物故事两类。

（一）解释型动物故事

这类故事大多旨在阐明动物生活习性和外貌特征的由

来，有些故事立足于动物的生活环境给出解释，但是更多的

是人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幽默诙谐的叙述当中平添了一抹

浪漫主义色彩。如《老虎、麂子和野猪》讲述老虎将麂子的

孩子吃掉了，麂子在野猪的帮助下杀死了老虎，麂子提着老

虎的血回家的路上听到猫头鹰在叫，吓的把老虎血撒了自己

的一身，因此就解释了麂子全身红色的由来。《老虎犁地》

讲述的是老虎瞧不起黄牛，嘲笑黄牛只会帮人犁地，黄牛欺

骗老虎说犁地比老虎要快活多了，老虎信以为真便体验犁地，

恰巧这时犁地的人来了，在老虎的屁股后面放上干草并点燃

了，老虎着急拉着犁到处乱跑，黄牛和水牛看到了都把上牙

笑掉了，从而解释了黄牛和水牛没有牙齿的原因。以及《熊

掌上的刀痕》《白兔吹笛子》等动物故事，从主观角度解释

了动物的外形、习性等，体现了佤族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寓言型动物故事

佤族动物故事中的寓言型动物故事，既富有哲理，又富

有诗情、美意，是佤族人民的集体智慧与生活体验的概括总

结，是佤族民间故事中较为精彩的篇章。佤族寓言型动物故

事，往往有一个幽默风趣的结尾，这种结尾主要表现为点明

主题，或解释主人公的生理特性，或兼有二者。有些解释与

生活实际并不符合，有的并不科学，但这是寓言型动物故事

所允许的。因为寓言是通过丰富大胆的想象、幻想和夸张，

来间接、曲折地反映生活，否则寓言就不存在了。如：《聪

明的乌龟》讲述的是骄傲的老虎看不起“小动物”乌龟和兔

子，乌龟用计让老虎滚到人群里去，人们将老虎打死了，乌

龟和兔子见老虎死了，拍着手说：“这就是称雄者的下场”，

通过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做人、做事要谦虚、低调。以及《好

胜的老虎》《罪有应得》等动物故事，也具有寓言属性，富

有哲理意味。

三、云南佤族民间动物故事的叙事特征

（一）创作手法

佤族民间动物故事不仅对各种自然现象、动物习性，抓

住其性能特征作了天真烂漫的描绘，而且往往寓深刻的社会

思想、道德观念与普通的动物习性中。换句话说，这些故事

的作者，不是直接去描写佤族古代社会生活，而是将丰富多

彩的社会生活和日益复杂的思想、矛盾，在现实的基础上通

过奇妙的幻想加以集中概括，借助动物的言行，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佤族民间动物故事具有以

下艺术特征：

（二）哲理与抒情相结合

佤族民间动物故事哲理与抒情相结合，具有美感和诗意。

佤族民间故事，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动物故事，既是寓言，又

具有语言特点，故而形成有的动物故事往往与、寓言交叉，

把抒情与哲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松鼠和鹌鹑》讲述

了松鼠和鹌鹑是好朋友，它们相约如果有一天对方被猎人抓

住了，一定要救对方，恰巧一天它们去觅食，鹌鹑被猎人的

扣子勒到了，松鼠用牙齿要断了锁扣，鹌鹑得救了，但过了

一会儿松鼠的头被铁夹子夹到了，鹌鹑废了好大劲也没有将

松鼠救过来，便回家拿工具营救松鼠，可当鹌鹑回来时，松

鼠已经死了，鹌鹑大哭着说：“松鼠呀！我没有尽到朋友的

责任，今后，我只有多照顾你的儿子了”。通过则这动物故

事可以觉察到动物之间的诚信、友善，同时也间接表达人类

也应如此的道理。

（三）利用民族的谚语、警句和比喻编织动人的故事

利用佤族谚语、警句、比喻编织的佤族民间动物故事通

常情况下，都比较简短，风格自然朴素，新鲜活泼，情节简

单，概括性强，诙谐幽默中带着辛辣的嘲讽，尤其是善于运

用精炼、生动而富有哲理和警句的语言来传达思想。贴切的

比喻，既活泼生动又寓意深远；既浅显易懂，又妙趣横生。

只有那些非常熟悉本民族生活而又富有创造才能的人民作

家们，才能够把一种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用精炼的语

言表达出来。如：《鹎和画眉》讲述鹎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

明的鸟，并说画眉愚笨，但当猎人来的时候鹎大叫“愚蠢的

画眉快飞上来”，猎人寻声射杀了鹎，而画眉却默不出声的

躲到一颗矮小的树上躲过一劫，因此，阿佤山上的人们流传

一句话“愚笨的画眉总比聪明的鹎强”。

（四）现实性与幻想性相结合

佤族动物故事中的动物都是与人类共生共存在同一地

理环境中的实有之物，因此动物故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

就是说，佤族先民们是在现实基础上借助幻想的翅膀创作出

这些形象生动、富于生活情趣和人的思想情感的故事来的。

因此，又很富有幻想性。如：《骄傲的老虎》讲述了骄傲的

老虎蔑视一切小动物，这天它遇到穿山甲，想要吃掉穿山甲，

穿山甲说自己的皮厚不好吃，提议老虎去吃山下劳作的人，

老虎一听有道理，穿山甲先给老虎示范怎么样滚到山下，由

于穿山甲的壳很坚硬，滚到山下完好无损，老虎见状也向山

下滚，可是人们厌恶老虎，老虎也没有穿山甲的保护壳就这

样被阿佤山的人们打死了。这篇故事是人们结合与老虎的现

实接触加上丰富的想象编造出来的，是现实性和幻想性相结

合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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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用拟人修辞

佤族民间动物故事运用拟人化手法进行描述，也即动物

故事是用不同的动物作为主角，通过不同的行为来推动故事

的发展。而动物的行为也常常被捕捉到一些动物的表现和特

性，从而表现出像人那样的思想、感情、情感。拟人技巧的

使用，在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以物喻人，即利用不同动物的习性、特征和形态，以及动物

的活动规则和特征，来对社会生活中思想和行为各异的人进

行隐喻和象征。如：《爱漂亮的马鹿》讲述马鹿长得很难看，

为了好看它找来白色、黄色的毛粘在自己身上还不满足，又

偷来别人的角安在自己的头上，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有一天

猎人追着它跑，它跑到藤蔓处，自己安在头上的角被藤蔓缠

住了，跑不掉了被猎人抓住了，这时它才后悔的说“早知道

这样，我不该去偷人家的角安在自己的头上”。这个故事也

隐喻出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最后致使自己

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

（六）反映内容

佤族民间动物故事集中体现佤族人民的智慧和生活体

验，通过阅读佤族民间动物故事可以了解阿佤山人民所要传

达的意愿，佤族民间动物故事反映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赞美佤族人民以忠厚诚实为美德，抨击损人利己、虚伪

狡诈、投机取巧为可耻

这类故事有《乌鸦与白鹇》、《白兔吹竹笛》、《山鸡

后悔了》、《贪心的乌鸦》、《尖嘴老鼠和啄木鸟》等。其

中《尖嘴老鼠和啄木鸟》的故事讲述了老鼠和啄木鸟本来是

关系很好邻居，一天啄木鸟发现了一个黄果树邀请老鼠一起

去采摘，啄木鸟在树上摘果子，老鼠拿着篮子在下面接果子，

回去路上老鼠装病，啄木鸟背着老鼠，老鼠拿着果篮，它一

路上都在吃，啄木鸟听到声音问它是不是在吃果子，老鼠连

忙否认，停止吃果子，可是走了一会儿老鼠又开始吃起来了，

啄木鸟再次询问老鼠，老鼠还是否认，就这样老鼠将果子吃

完了，啄木鸟也把它背到家里了，放下它一看老鼠竟然把果

子吃完了，啄木鸟很生气，老鼠害怕的跑掉了，并开始躲着

啄木鸟，在集上老鼠看到了啄木鸟，慌忙跑走，逃跑失败被

啄木鸟抓住将它的嘴扯成尖嘴了，从此之后老鼠的嘴就是尖

尖的形状，也抨击了损人利己、虚伪狡诈、投机取巧的人。

（七）告诫人们不要受谎言和花言巧语迷惑

反应这方面内容的动物故事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故事

有《黄牛、水牛和豹子》、《贪心的乌鸦》《乌鸦和白鹇》、

《山鸡后悔了》等。其中《乌鸦和白鹇》讲述了在很早的时

候，乌鸦和白鹇是很好的朋友，它们都是白色的羽毛，一天，

白鹇站在溪水前，骄傲的对乌鸦说“咱们的羽毛多好看，如

果再染上一些颜色更好看，你去村寨要一些染布的靛汁”。

乌鸦听后就去寻找靛汁了，白鹇确在树上偷懒，看到乌鸦回

来了白鹇还假装成很累的样子，它让乌鸦用羽毛帮它染，乌

鸦很认真的帮白鹇染色，于是白鹇就有了更加漂亮的羽毛，

白鹇担心乌鸦比自己好看，就让乌鸦闭上眼睛，说帮乌鸦从

眉毛开始染，却把靛汁全部浇到乌鸦身上，所以乌鸦就有了

黑色的羽毛，乌鸦很伤心从此就“哇、哇、哇”的叫着，也

因此乌鸦和白鹇结下了仇怨，又道出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花

言巧语。

歌颂人们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好思想和道德品质

表现这方面思想内容的动物故事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

故事有《斑鸠的脚杆》、《松鼠与鹌鹑》、《斑鸠借芦笙》

等。其中《斑鸠的脚杆》讲述了斑鸠见到麂子背水的竹筒漏

水，于是十分好心的提醒麂子，麂子不但不听，反而觉得斑

鸠多嘴，并用石头打断了斑鸠的脚杆。但当麂子发现竹筒真

的漏水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向斑鸠道歉，承认并改正错

误，用红线将打断的斑鸠脚杆包扎起来，因此道出斑鸠的脚

杆为什么是红色的，又赞美了助人为乐、知错能改的美德。

四、总结

佤族民间动物故事既活泼生动，又寓意深远；既浅显易

懂，又妙趣横生，是阿佤山熟悉本民族而又富有创造才能的

人民作家们，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用精炼的语言表

达出来，是能反映出一定的经济、文化背景知识的优秀民间

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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