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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佤族春节仪式歌是佤族民众以口头方式演述的民间活态文学作品。耿马县翁达村佤族春节仪式歌

的演述，是用以祝福、娱乐及教育民众的节日活动。仪式歌吟唱者在歌词创作中，不仅善用四音格词、

韵语和修辞等艺术手法，还能巧妙地把当地的其他民俗融入歌中。借助这些创作技巧，更能深化仪式歌

演述对民众认知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更能强化仪式歌演述所发挥的伦理道德教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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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言佤族春节仪式歌，是指佤族民众在春
节期间举行的各种仪式所吟唱的歌。文章以云南省

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翁达村为田野

调查点，结合当地相关文化民俗事象，对佤族春节

仪式歌进行论述解读。翁达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区域，分有一个汉族村落、一个傣族村落和三个佤

族村落，由于各民族间的不断来往，造成了当地民

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翁达村佤族 （以下简称

翁达佤族）地区的文化现象就是多民族文化交流

形成的结果，其不仅传承发展了汉族的节日习俗

（即春节本身），还吸收了傣族的一些物质民俗和

语言民俗，当然，佤族自身文化传统元素要更为明

显。翁达村各民族都非常重视人生礼仪，在很多传

统仪式中都会有相关寓教于乐的仪式歌吟唱，在这

些仪式歌中就蕴含有当地民众的智慧结晶。春节仪

式歌属活态的、具带有民众情感色彩的民间文学样

式，其生成的机制和条件决定了它的演述是以实用

为目的的创作，其审美性相比作家文学来说要微弱

得许多。当然，它演述的方式方法和场景场域，构

成了其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的独特性。本文以深入

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民间文学、民俗学及翁达村

当地相关文化现象对当地春节仪式歌进行分析探讨。



一、演述目的

仪式歌是人类社会原始时期创作的精神产物，

其常常伴随仪式的消逝而消逝，现如今，很多民间

的仪式歌都因为传统仪式的消逝而不复存在。翁达

佤族到如今一直坚守着本民族的各类传统仪式文

化，这些仪式的举行是持有目的的民间活动，仪式

歌恰是寄托在仪式活动中而得以传唱，其吟唱的目

的又决定了它能在社会变迁中继续发展着自己的生

命力。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的演述是当地春节必不

可少的习俗之一，当地人认为，少了仪式歌的演

述，春节就缺少了 “新气象”的寓意。翁达村佤

族地区的春节仪式歌可分为以祈福为目的 《春节

祝颂歌》、以娱乐为目的的 《春节庆祝歌》和以教

育为目的的 《春节发红包仪式歌》三部分。

（一）以祈福为目的演述

翁达村佤族传统仪式多样，仪式歌的吟唱是为

促进民生和谐发展的演述。春节是翁达村当地最为

隆重的节日之一，仪式歌吟唱者会借助此节日的一

些仪式活动来表达对民生的关怀。春节期间，仪式

歌吟唱者会受到许多家庭的邀请，目的是为了给他

们求愿祈福。通过吟唱者所吟唱的 《春节祝颂歌》

我们能感受到其对民众的关怀，如歌词唱道：

　“艾和叶①

让你们生活顺利，

让你们的子孙富有，识道理，

让你们种的谷子颗粒饱满，

让你们耕作的田地干干净净，

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又来，

　　　家里家外，脏的、病的、繁杂的东西不
　再有，
　　　让你们全部都健壮有力，

不吉利的东西不跟随你们，

险峻山峰不阻碍你们的道路，

让你们以后的生活有福气相伴，

让你们以后的道路顺顺利利，

让你们遇见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让你们的家门风风火火，

让你们勤劳有力的双手干活利利索索，

诶 诶……”②

在这节歌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仪式歌吟

唱的祈福性，祈福 “艾”和 “叶”的子孙健康成

长，家里粮食丰收，人生道路顺顺利利。佤族是一

个傍山而居的民族，在对自然认识的过程中，形成

了 “万物有灵”的意识观念，到如今，很多佤族

地区的民众都持有这样的观念，如树神、山神以及

祖先的 “灵魂说”。翁达村佤族人民相信，世间万

物皆有灵性，特定节令向各类神灵祈福能获得安稳

生活、祛灾禳病。春节仪式歌中的祈福歌也正是民

众 “万物有灵观”的体现，吟唱者以歌唱的方式

为当地民众和谐生境的发展进行祈福。春节仪式歌

作为翁达村佤族情感表达的文学样式，承载了关怀

族群命运的使命。以吟唱的方式进行祈福是人们常

见的生存愿景表达之一，春节祈福求愿几乎是每个

地方的风俗，翁达村以吟唱的方式来延续这样的风

俗，是因为当地民族认为语言是万物交流的情感桥

梁，也是最能够直接表达情感的方式。除了祈福性

的话语表达，在春节期间，翁达村佤族还有娱乐性

的话语艺术演述。

（二）以娱乐为目的的演述

春节仪式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样式，除了实用

功能外，还带给吟唱者和受众深刻的审美感受，这

种美更多的是体现在精神上的愉快享受。春节仪式

歌具有民众共娱、情绪宣泄、调节心理等作用，而

这也正是翁达村佤族春节仪式歌传承演述的目的之

一。在翁达村，《春节庆祝歌》的演述就是用来娱

乐的。如歌中所唱：

春节大日子，里里外外，

每家每户都很热闹，炮仗到处响起，

每家每户烧香点蜡烛，

春节大家都会打扫房子、清洗厨具、全家

人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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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佤族男子排行老大的简称；叶：佤族女子排行老大的简称。

吟唱者：夏国光，男，佤族，６８岁。搜集整理者：夏云冬。搜集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
地点：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翁达村。其余两首春节仪式歌的田野调查对象、地点、整理者均相同。



能看见树长出来的芽、果树开的花都是嫩

绿嫩绿的，

阳光明媚，饭菜味香，鸡肉味美，

新的一年，要唱点歌，

父母，大人，小孩，围坐在火堆旁取暖，

好的日子万里看不见白云，

月光在今天这样的好日子里出来，

在空中不会被风吹雨淋，

有羽毛优美的红色飞鸟和它相伴，

佤族大寨子，……

结束了辛苦的一年，新的一年又来了，

春节要庆祝两三天，

吃好的喝好的，去亲戚家里走访，

和大家一起打陀螺，

在新年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要舒心顺意，

在春节这样的好日子里要唱欢庆的歌，

……

春节仪式歌的吟唱是翁达村百姓自娱自乐的方

式，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表达当地民众对节日文化

的热爱，还可以借助歌谣吟唱达到消除身心疲劳、

缓解精神紧张、抒发郁闷情感的目的。仪式歌这样

的演述能满足人们内心的多种情感需要，给予民众

美好的生活向往，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怀揣一种对

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在翁达村的社会体系里，仪

式歌的吟唱可谓是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娱乐功能至

今还在不断地延伸和发展。

（三）以教育为目的的演述

以口头艺术对子女进行教化是少数民族普遍的

教育方式，翁达村佤族人民习惯借助各类仪式来对

子女进行教育，《春节发红包仪式歌》就是长辈借

助发红包仪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其歌词唱道：

　　　孩子来家里祈求好运，
绵延河水流于南碧河①，

帮助自己的父母做事，

不要让他们为你们担心忧虑，

见到大人要问好，

要好好读书，

做人要有本事，

……

从这几句短短的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长辈对

小孩的教育话语，长辈教育孩子要帮助自己的父母，

要尊敬村里的长辈，要好好读书，要做有能力的人。

仪式歌的教育话语超越了语言的本身内容，即仪式

歌的吟唱对翁达村民众有着很深的道德规约，这种

道德规约不同于法律准则，它既植根于翁达村民众

的现实生境，又引导翁达村民众把符合和谐生境的

道德理念一代又一代的践行下去。以教育为目的的

春节仪式歌吟唱，是翁达村教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活

态教材，是推动当地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演述技巧

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属当地悠久的口头传统，

其能够延唱发展至今，除了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以外，还得益于吟唱者的一些吟唱技巧，才使

得春节仪式歌延唱至今。翁达村佤族仪式歌的话语

表达形式都经过了演述者不断地推敲锤炼，无论是

在歌词的选取，还是语句间的结构形式等方面，都

可以看到演述者的智慧结晶孕育于歌中。翁达村春

节仪式歌的演述技巧多体现在佤语四音格词的妙用

和韵律修辞的巧用。

（一）四音格词的妙用

四音格词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佤语的四音

格词是四个音节 （如果遇到有次要音节情况根据佤

族的语言感知来进一步确定音节数）按照一定的韵

律关系及规则组合而成的，具有整体概括意义的，

功能相当于词或词组而不能拆分的语言单位。”［１］笔

者所搜集到的翁达村佤族春节仪式歌中，佤语四音

格词在歌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并且由于四音格词

在歌词创作时的妙用，春节仪式歌的演述变得更加

具有音乐美。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中的四音格词分

别有ＡＢＡＣ、ＡＢＣＢ、ＡＢＣＤ三种形式，如：

１．《春节祝颂歌》片段一

（１）音标：ｆｉａ?ｆｉｐａ② ｔｉｋｈａｕ?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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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位于翁达村南边的一条河。

为更直观地表现四音格词在仪式歌中的运用，本文使用下划线对四音格词进行标示 （下同）。



ｋａｈｐｈｌｉ?，①

（祈福祷告：ＡＢＡＣ式）
意译：为家里家外的一切祈福祷告，

（２）音标：ｋａｈｐｉ??ｋｍｈｍ?ｋｕａｔ，
（安居乐业：ＡＢＡＣ式）
意译：让你们安居乐业，

（３）音标：ｌｍ ｐｌｉｕ?ｉｔｉｌｉｈｔｉｈｕｋａｈ
ｓｉａｉ，

（来来去去：ＡＢＣＢ式）
意译：南碧河的水来往近远处，

（４）音标：ｌａｓｉａｕｔｉｋｈｉａｔｔｉａｓｉｖｉｋａｈ
ｔａ?ｎａｉ，

（人高马大：“形容物体巨大”，ＡＢＡＣ式）
意译：浪啸山的巨影洒向了南东河，

（５）音标：ｋｈａｕ?ｐｕａｉｔｈａｋｔｉｈｈａｋｌａｓｉ

ｉｍａｉ?．
（高高壮壮：ＡＢＡＣ式）
意译：红毛树长得高直且纹路好看。

２．《春节祝颂歌》片段二
（１）音标：ｋａｈｐｉ?ｈｕｔｋｋ，
（生活幸福：ＡＢＣＤ式）
意译：让你们拥有幸福生活，

（２）音标：ｉｐｉ?ｈｕｋａｈｔｉｌｏｐａｉｔｓ，
（顺顺利利：ＡＢＣＤ式）
意译：让你们以后的道路顺顺利利，

（３）音标：ｋａｈｐｉ?ｉｐｕｉｔｉ?ａｔｉ?ｔａｉ?，
（英俊威武：形容有本事的人，ＡＢＡＣ式）
意译：让你们遇见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４）音标：ｋａｈｐｉ?ｔａｖａｓｏｍｋｉａｎｌｉｈｕｉ，
（此句无四音格词）

意译：让你们的家门风风火火，

（５）音标：ｔａｉｐｉ?ｐａｉｈａｋｋｉａｎｕａｓｉｕｈ

?ｉｎｓｉｕｈ?ｎ．
（勤勤恳恳：ＡＢＣＤ式）
意译：让你们勤劳有力的双手干活利利索索。

上述所举例子，是选自春节仪式歌中的 《春

节祝颂歌》两节连续片段，从歌中可以看出，翁

达村佤族春节仪式歌中的四音格词很丰富。翁达村

佤族所有仪式歌都运用到了四音格词，其缘由是：

四音格词的运用，一方面是吟唱者为了美化歌词的

诗行，使歌词之间呈现出对称美；另一方面，是为

了减缩吟唱者的记忆压力，吟唱者使用四音格词，

可以简化一些篇幅较长的歌词，从而便于自己记忆

歌词，也间接促进仪式歌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二）韵语和修辞的巧用

佤族春节仪式歌是佤族民间文艺的一部分，为

了能够更好地表达民众的思想感情，仪式歌吟唱者

会在歌词创作中巧妙的使用一些韵语和修辞，促使

仪式歌的吟唱情感能够深入民众内心，也使得仪式

歌能够更加呈现出一些音乐美。翁达佤族春节仪式

歌的押韵主要体现在句尾押韵，而修辞方式多为比

喻和对偶。

１．句尾押韵
以往的佤族歌谣研究，仪式歌的押韵方式多为

连珠韵和循环韵，句尾押韵的歌谣并不多见，而翁

达村佤族仪式歌中句尾押韵较为常见。其中的生成

机制是翁达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间口头文

学创作的方式方法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也彰

显了翁达村各民族间对彼此文化的认同，也体现了

仪式歌作为口头艺术的艺术形式构造竞争。翁达佤

族春节仪式歌中句尾押韵较为突出，如：

（１）音标：ｌｍｐｌｉｕ?ｉｔｉｌｉｈｔｉｈｕｋａｈｓｉ

ａｉ，ｌａｓｉａｕｔｉｋｈｉａｔｔｉａｓｉｖｉｋａｈｔａ?ｎａｉ
（“ａｉ”和 “ｎａｉ”押韵）
意译：南碧河的水来往近远处，浪啸山的巨影

洒向南东河。

（２）音标：ｋｈａｕ?ｐｕａｉｔｈａｋｌａｓｉｉｔｉｍａｉ?，
ｍｕｉｈｈｕａｉｔｖａｈｐａｓｉｉｔｉａｉ?．

（“ｍａｉ?”和 “ａｉ?”押韵）
意译：红毛树高大可以成梁，芭蕉串垂下可以

装箩。

（３）音标：?ｔｍａ?ｋｋｎｓｋｎｓｉ?ｓｉ?ｉ
ｐｈｍｕａｔｋｉａ，ｓｉｉ?ｍｈｍ ｐａｉ?ｍ ?ａｈｋ
ｋａｈａ．

（“ｋｉａ”和 “ａ”押韵）
意译：家中有欢声笑语，天空中万里无云。

（４）音标：ｋｎｓａｋｎｓｉａｔａ?ｋｍｕｎ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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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ｍ?ｉａｋｓｉｍｌａｉｖａｐｈｌｉ?ｋｍｉｍｉ?ｌａ．
（“ａ”和 “ｌａ”押韵）
意译：翁达人的子孙有福气，森林里的小鸟有

金窝。

上述所举例子均节选自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的

歌词片段。从所举例子可以看出，歌词的押韵部分

都属句尾押韵。仪式歌在创作的时候使用了韵语，

其不仅构造了歌词的诗行美，对吟唱的演述还起到

了推动作用，吟唱者可以借助押韵部分而很快地记

住歌词。

２．惯用修辞
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全文运用了比喻、排比、

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修辞手法在仪式歌中的运

用，不仅美化了仪式歌的语词，还丰富了仪式歌作

为民间文学的文化内涵，巧妙地展现了佤族民间文

学的一些特质。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中比喻和对偶

的运用要较为突出，所以本文选取比喻和对偶这两

种修辞在仪式歌创作中的运用来进行论述。

（１）比喻
１）翁达人的子孙会有福气，丛林的鸟儿好运

会常在。

２）今天，在家里准备好了饭菜，到了树根竹
丛茂密的时候。

３）春节会过得好，花鸟飞过翁达人的头顶
上，花纹漂亮的树长在了翁达村的山林里。

这三句歌词中，句式１），仪式歌吟唱者把丛
林的鸟儿比喻成翁达村的子孙；句式２），把树根
竹丛茂密的时候比喻成春节这个好日子；句式３），
把花鸟飞过头顶，花纹漂亮的树长在村里的山林里

隐喻成来年的好运。

翁达佤族仪式歌吟唱者把当地的一些物质民俗

融入歌中，促使仪式歌的解读难度增加，如果不了

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事象，则很难解读仪式歌的文化

内涵，但往往是这些独特的文化事象，造就了一个

地方的文化独特性。

（２）对偶
对偶是字数、结构相同，而且意义对称的短语

或句子。对偶是许多少数民族民间歌谣惯用的修

辞，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亦不例外。

１）音标：ｋｈａｕｏｔｋｈｕａｕｉ?ａｈｋｋａｈ
ｐｉ?，ｋｕａｖａｈｋｕａｖｉｎ?ａｕｋｈａｐｐｉ?．

意译：脏乱之物不附身，险峻山峰不挡路。

２）音标：ｋａｈｐｉ?ｉｐｕｉｔｉ?ａｔｉ?ｔａｉ?，
ｋａｈｐｉ?ｔａｖａｓｏｍｋｉａｎｌｉｈｕｉ．

意译：遇见的都是好人，走过的都是平路。

３）音标：ｋｈａｕ?ｐｕａｉｔｈａｋｌａｓｉｉｔｉｍａｉ?，
ｍｕｉｈｈｕａｉｔｖａｈｐａｓｉｉｔｉａｉ?．

意译：红毛树高大可以成梁，芭蕉串垂下可以

装箩。

对偶句形式工整，在仪式歌创作时，由于吟唱

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多民族语言融合的复杂性，仪式

歌的对偶句形成并不容易，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仪

式歌吟唱者的智慧结晶。对偶句在仪式歌中的使用

起到了前呼后应的效果，增加了仪式歌作为口头文

学、民间音乐的情感表达效果，对听众来说更佳具

有听觉上的美感，从而更能深刻领悟到仪式歌的文

化内涵。

（三）其他演述技巧

１．互文性的选用
翁达佤族仪式歌种类多样，像春节、泼水节、

贺新房仪式等都会有相关的仪式歌吟唱。笔者在田

野调查中发现，翁达佤族仪式歌的吟唱方式具有很

高的互文性，即不同场域的仪式歌之间会存在相同

或相似的歌词。把翁达村佤族春节仪式歌同其他仪

式歌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发现，许多歌词是相同或

是相似的，像春节仪式歌中会唱到 “祖先来自勐

卯”“南碧河的水流向远处”“红毛树长得高直且

纹路好看”等这些歌词，在其他仪式歌的歌词中

也会经常出现，这不仅跟吟唱者的审美取向有关，

还跟翁达村民众的生存环境有关。互文性的运用久

而久之构成了仪式歌吟唱者的一种演唱 “程式”。

２．物质民俗的融入
仪式歌吟唱者常常会把物质生活民俗唱进歌

中，翁达村春节习俗是传承汉族的节日习俗，但春

节仪式歌中对歌词的选用，多来源于翁达村当地生

境的物质民俗。如歌中所唱： “春节要庆祝两三

天，吃好的喝好的，去亲戚家里走访，和大家一起

打陀螺。”“孩子来家里祈求好运，绵延河水流于

南碧河。”“南东河的水从远处来又流向远处，浪

啸山的巨影洒向了南东河，红毛树长得高直且纹路

好看，芭蕉结成大串就快成熟，佤族人民和傣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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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生活美满。”歌词里唱到了陀螺、南碧河、南

东河、红毛树、芭蕉等一些翁达村常见的物质民

俗，这些相关物质民俗事象与翁达村自身的生境有

关。例如陀螺比赛一直是翁达村民众传统的娱乐方

式，红毛树是当地盖房必不可少的木材，芭蕉是当

地的传统饮食。仪式歌吟唱者把当地物质民俗融入

歌中，不仅起到了自身方便演述的功用，还真正做

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三、演述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民众都能够通过书面

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然而，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具

有书面文学一些无可比拟的优势，民间口头文学依

旧大量流行，同样承载着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念，仍

然显现出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２］仪式歌的传承相

比于其他形式的民俗文化传承要艰难地多，因为一

旦仪式的消逝，仪式歌也就会跟着消逝。翁达佤族

春节仪式歌能够传承至今，一是由于当地民众对自身

传统文化的热爱；二是春节仪式歌的吟唱对当地民众

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演述的意义可归为两个方面。

（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佤族春节仪式歌的吟唱，实质上是对佤族生境

的描绘，其中又贯穿着民族历史、传统文化，而贯

穿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听众吸

收了解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新旧事物的不断更替，越来越多的佤族民众得到了

良好的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教育的方式越

来越多样化，但这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成

了不小的影响。

佤族原先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许多历史和

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口头的方式进行传承。翁达村佤

族受汉族和傣族文化影响较深，其中很多传统文化

都已无迹可寻，加之现代多元文化的碰撞，越来越

多的传统文化逐渐濒危。仪式歌吟唱者常常把传统

文化融入各种仪式，是因为他们对自身民族的文化

有着至深的热爱，对自我民族认同有着真挚的情

感，就如郑晓云所说：“民族的独特性就在于其中

所承载的文化体系，民族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精神聚

合，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更为深层次的认同体

现。”［３］这也说明仪式歌吟唱者对自我民族的认同

有着炽烈的情感。翁达佤族春节仪式歌是翁达先辈

留下的教材，把传统文化不断融入唱词中，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教育后人，加强后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春节仪式歌唱到的物质民俗及 “万物有灵”

精神民俗无一不体现着感恩的理念：翁达人的祖先

顺着竹子找到了家，所以吟唱者把竹子唱进了歌

里；翁达村民众感恩大自然，所以把山河树木唱进

了歌里；翁达村的陀螺游戏能促进民族团结，所以

把陀螺唱进了歌里。仪式歌吟唱者通过把传统文化

唱进歌里，引导了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也在无形地推动佤族持续构建一个美

好的和谐生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食粮，只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

生价值，才会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所以，仪式

歌吟唱者会把传统文化融入歌中，作为民族文化自

信自强的源泉，以促进各个民族文化之间能够真正

地共享、交流。

（二）道德伦理的教化

在如今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已经成为民

众受教育的最佳渠道，而在传统的社会里，佤族人

民更多的是以口头艺术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教育，所

以，民间文学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教育人的话语。翁

达佤族习惯于把仪式歌作为道德伦理教化的媒介，

在仪式歌的不断传承中，仪式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

人的智慧，歌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伦理道德引导：

善行、孝道、尊老爱幼、相敬等。佤族仪式歌中的

伦理道德意蕴是基于当地民众的社会现实，它不等

同于法律法规，是当地民众生存经验传承下来真善

美观念。翁达佤族 《春节发红包仪式歌》是长辈

借助发红包活动这个契机，来对儿孙进行教育的重

要节日仪式。文章在仪式歌演述目的部分已经有所

介绍，以教育为目的的仪式歌吟唱，就是要让小孩

懂得尊敬父母、和邻居和谐相处、兄弟间相互友爱

等。另外，《春节祝颂歌》还唱道：

大家做的事情都有理可寻、有好的结果，

家里孩子无论在何方都能得到祖先的祝福，

是这样，佤族人今天要念辞，

我们和傣族要友好交往，

要和拉祜、汉人友好往来，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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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句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翁达村各民族

间的和谐生境。仪式歌吟唱者通过把 “民族团结”

这个理念唱进了歌中，以期每个民族都能和谐相

处，从而做到民族间友好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仪式歌吟唱者多次唱到祖先，这也是孝道的一种体

现。佤族人一直相信，不忘祖先是一种美德，“佤

族 ‘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强调人与祖先 （神）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怀念和尊敬死

者，二是认为死者对活者有保护和赐福的作

用。”［４］佤族春节仪式歌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教化功

能是长久深远的，它不受限于当时的演述场域，对

听众往后的生活或是观念都有一定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翁达佤族的春节仪式歌，是一种特

殊的文学现象，亦是当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文本的生成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离不开

吟唱者口头艺术创作的技巧，更离不开各民族文化

间的交流和共享。文学作为一种 “人学”，对人类

的命运生存有着极大的关怀，而仪式歌作为民间文

学的一类，自然充满着关怀人类命运的情愫，佤族

仪式歌的生成机制来自佤族人民的生存所需，吟唱

者演述仪式歌的宗旨是要将仪式歌的内涵传授给听

众，从而激发并深化听众对生存意义的认知、对民

族文化的了解，以及对生活秩序的把握，从而促进

民众生活能够持续和谐的发展，这就是仪式歌对人

的极致关怀。

另外，仪式歌是人类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及时收

集和整理对民族文化自信自强有着重大意义。最

后，仪式歌的演述是在特定时空和场景中进行的，

脱离了演述场域就很难再真实演述，所以，对于仪

式歌的研究，我们要深入田野，在演述场域中获取

第一手材料，并结合相关民俗文化事象深度挖掘它

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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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变境迁，在重塑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中，最
早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的这六篇中国现代作品又重

新焕发光芒。它们通过守孝悌、惜时光和近自然等

传统文学主题，传承、倡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重读这些课文，能够培育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

和精神自立，也能为以后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提

供有益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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