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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族群共同体

———论哈尼族迁徙史诗 《哈尼阿培聪坡坡》的概念隐喻

李丽容，林　茜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摘要：作为一部哈尼族集体创作的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文本中蕴藏着众多形式丰富的隐喻表

达，这些隐喻表达不仅折射出哈尼族先民看待外界和自己的方式，更展现出哈尼民族在自然的实践和情

感的交融中逐渐建构起的族群意识。文本中显性隐喻是 《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最主要的隐喻方法，代表

哈尼族先民与自然之间紧密而亲密的关系，显性隐喻的固定表达式更蕴含着先民们在人和自然的同构中

生发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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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尼阿培聪坡坡》 （以下简称为 《聪坡

坡》）是流传于云南省红河流域哈尼族聚居地区的

著名迁徙史诗，其以哈尼酒歌的形式记载了哈尼族

祖先从诞生到迁徙、定居的漫长历史。全诗共

５５００行，包括歌头和七个章节，分别为 《远古的

虎尼虎那高山》《从什虽湖到嘎鲁嘎则》 《惹罗普

楚》《好地诺玛阿美》 《色厄作娘》 《谷哈密查》

《森林密密的红河两岸》，每一个章节都详细而生

动地描绘了哈尼族于迁徙过程中在每个定居点的生

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以及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合作与

战争，是一部关于哈尼族起源、迁徙历史和习俗文

化等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鸿篇巨制。在史诗中，哈

尼族每一次迁徙和家园选择都体现出他们在自然中

建构族群共同体的智慧与事件。

目前学界普遍所研究的 《聪坡坡》文本是由

哈尼族 “莫批”（意为智慧超群的长老）朱小和演



唱，由史军超、卢朝贵、段贶乐、杨叔孔记录整理

翻译，于１９８６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１］在以
往对 《聪坡坡》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文化学、民

俗学和人类学等角度研究这部史诗，其中王丹从人

类学的角度探索了 《聪坡坡》中所记载的哈尼族

迁徙轨迹和家园栖息地的选择［２］；夏进宽则从民

族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 《聪坡坡》透露的哈尼族

的喜 “雀”现象，以此挖掘哈尼族先民与自然的

关系［３］。亦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的文章，例如王

陈程以口头语词程式理论分析了 《聪坡坡》之中

的文本结构和修辞及其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内涵，开

辟了 《聪坡坡》的语言学研究视角。［４］遗憾的是，

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理论之一的概念隐喻理论却鲜

少见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实际

上，《聪坡坡》作为哈尼族史诗甚至是少数民族史

诗的代表，不仅具有进行概念隐喻分析的条件，更

有尚未挖掘出的研究价值。在已经出版的 《聪坡

坡》文本中，以 “像、是、比”为重点标记词的

显性隐喻表达随处可见，同时，还有如 “棕树站

在山坡上”“嫩芽又缩进土壤”等多处生动的隐性

隐喻表达，可见作为一部哈尼族集体创作的迁徙史

诗，《聪坡坡》文本中蕴藏着众多形式丰富的隐喻

表达，这些隐喻表达能够折射出哈尼族先民看待外

界和自己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以朱小和版 《哈

尼阿培聪坡坡》为目标文本，采用 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ｓＢｌａｃｋ
提出的多维度隐喻识别方法［５］，通过识别、定量

和定性三个步骤来收集并量化 《聪坡坡》中的隐

喻表达，总结其中的固定且主要的隐喻表达式并分

析其典型的隐喻表达案例，再结合哈尼族先民的社

会习俗、生活体验等民族文化，探究哈尼族先民在

《聪坡坡》文本中深藏的自然和族群共同体之间关

系的思维与认知特点。

一、概念隐喻的理论依据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在传统研究中常常被

当作语言中的一种修辞现象进行研究。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开始，特别是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

（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ｋｏｆｆ）和马克·约翰逊 （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
共同撰写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
ｌｉｖｅｂｙ）于１９８０年出版后，标志着隐喻研究从语言
修辞格到语言思维性的跨越。［６］该书以体验哲学为

重要基石，即人类的思维认知是依照外部世界的生

活体验和实践经验来认识、表达和描述事物，从认

知语言学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

语言中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能够将经验概念化

并用以理解和阐释另一个事物。［７］概念隐喻理论认

为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工具，隐喻现象通过源域

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与意象图式来解释，其基

本表达式是 “ＡｉｓＢ”，其中 “Ａ”为目标域，“Ｂ”
为源域。在源域指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不仅目

标域作为新的概念通过承载着旧概念的源域得到理

解，而且隐喻表达主体的文化基础和经验也得到了

表达。

赵艳芳也曾指出：“当代认知科学普遍认为隐

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活

动，对我们认识世界具有潜在的、深刻的影

响。”［８］概念隐喻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一部

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常结合语言教学进行分

析，例如英语、日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而运

用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

多见。

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特别是对于

蕴藏着原始思维的古老史诗文本的分析有着很强的

解释力。近年来以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的分析

颇受学界关注，如在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文学语

言和人物塑造》中概念隐喻理论被应用于分析伍

尔夫 《海浪》［９］的角色性格。正是因为文本中的隐

喻基于相似性而存在，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和

创造相似性的过程中，不仅新概念得以阐释，其所

使用的旧概念也在这一联系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而在先民集体创作的古老史诗中，两种事物之间建

立联系的隐喻表达式表达了先民对于事物相同点的

认知，更折射出先民的世界观、生态观以及身体体

验、生活经验等集体的原始思维。因此，追溯民族

史诗之中的隐喻表达式的目标域和源域及其语义冲

突，能够使之突破语词层面上升至概念和思维层

面，可从更深层的视角探寻史诗文本背后的民族认

知特质。

二、《哈尼阿培聪坡坡》的隐喻识别、定量和定性

根据乔治·莱考夫等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的具

体应用，本文所识别的隐喻取广义上的隐喻，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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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和

隐喻 （只出现本体）。对隐喻的分类标准有许多，

具有代表性的有束定芳在 《隐喻学》中的分类，

他认为 “显性隐喻即隐喻表达中有 ‘像、如、比、

是’等明显的隐喻标记词，隐性隐喻则包含了两

个或者多个概念或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１０］本文

参考其分类标准进行定量统计。在确立了隐喻范围

之后，采用多维度隐喻识别方法：一是识别与定

量。根据语境识别 《聪坡坡》文本中存在的由于

概念域映射而形成的语义冲突，对识别出的语义冲

突进行定量，即统计隐喻的频率。二是定性。分析

隐喻中目标域和源域，依据人类、自然因素和社会

因素对其分类，以此概括出隐喻表达式，再结合哈

尼族人民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归纳出哈尼族先民在

隐喻中所表达的认知特点和文化特质。

对 《聪坡坡》的各个章节进行隐喻识别和定

量之后，可以发现其文本隐喻数量共计５０５个，其
中显性隐喻有４１９个，占总数的８３％；隐性隐喻
有８６个，占总数的１７％ （见表１）。

表１　 《哈尼阿培聪坡坡》的隐喻数量统计

章节 显性隐喻／个 比例／％ 隐性隐喻／个 比例／％ 总计／个

起 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第一章 ２９ ７２５０ １１ ２７５０ ４０

第二章 ４４ ６２８０ ２６ ３７１０ ７０

第三章 ３２ ７０００ １４ ３０４０ ４６

第四章 １２５ ８８００ １７ １２００ １４２

第五章 ４６ ９０２０ ５ ９８０ ５１

第六章 １２０ ９３８５ ８ ６２５ １２８

第七章 ２０ ８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 ２５

总计 ４１９ ８３００ ８６ １７００ ５０５

相较于隐性隐喻而言，以 “像、比、是”为

标记词的显性隐喻表达更普遍存在于 《聪坡坡》

之中。在对比各个章节之间的数量差异时，可以发

现随着史诗的发展，显性隐喻的表达所占的比重基

本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见显性隐喻表达随着史诗

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要。结合史诗中所讲述的内容来

看，在史诗的前半部分，描写对象偏重于自然环境

和耕种劳作，使用隐性隐喻表达较多；后半部分多

描写民族间的交往和冲突，偏重叙述性话语，则主

要使用显性隐喻较多，隐性隐喻较少。

《聪坡坡》隐喻表达的目标域和源域可以被归

纳为人、自然因素 （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山

川、河流、动物、植物等）、社会因素 （包括寨

子、房子、蔬菜、粮食、种子、家畜、工具等）

和其他事物 （如神灵、所说的话和抽象概念等）

四个大类，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联结也在这些范畴

中发生。其中，目标域里人和自然因素分别占了

４７７％和２３％ （见表２），在源域中自然因素和人
分别占了５６２％和１９８％ （见表３）。

表２　隐喻表达中目标域和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目标域类别 人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其他 总计

数量／个 ２４１ １１６ ９５ ５３ ５０５

比例／％ ４７７０ ２３００ １８８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３　隐喻表达中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源域类别 人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其他 总计

数量 １００ ２８４ ９７ ２４ ５０５

比例／％ １９８０ ５６２０ １０２０ 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

在源域投射目标域的过程中，即隐喻固定表达

式 “ＡｉｓＢ”中 “Ｂ”指向 “Ａ”的映射过程中，
以自然因素比喻人的特征或者比喻人的行为成为史

诗中最主要的手法，此外将自然事物赋予人的特性

也是史诗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史诗中的隐喻主要是

根据自然现象解释人类活动，根据人类特质描述自

然事物，这充分反映了哈尼族先民朴素的生态观以

及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

此外，在 《聪坡坡》中 “哈尼”作为哈尼族

族群的总称，在史诗５０５处隐喻中作为目标域一共
出现了４４次，对这些隐喻的源域定性分类见表４。

表４　 “哈尼”作为目标域的隐喻表达中

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源域类别 自然环境 植物 动物 社会因素 总计

数量／个 ５ １５ ２３ １ ４４

比例／％ １１３０ ３４１０ ５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在史诗中对于 “哈尼”的源域可以分为自然

环境 （山、水等）、植物 （竹、树等）、动物 （老

象、蚂蚁等）和社会因素等。其中自然环境与动

植物可以概括为自然事物，总计占了总数的

９７７％，可见以自然比喻哈尼族群形象是隐喻哈尼
族群共同体的最主要方式。而在４３个自然源域中，
其中经常出现的有树 （共出现９处）和竹 （共出

现４处），如 “大树样的哈尼” “哈尼像河边的竹

林，发得又密又快”，可见 《聪坡坡》在植物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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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用树和竹比喻哈尼族的生存和繁衍；在自然环

境源域中，多以水来比喻哈尼族群的迁徙与离散，

如 “哈尼像河水四处流淌”；在动物源域中则多以

老象、豹子等野生动物来形容哈尼族的力量，如

“像发怒的老象” “哈尼人像豹子般健壮”；以蜜

蜂、蚂蚁等群居昆虫来形容哈尼族的集体活动，如

“忙出忙进像蜜蜂打转” “惹罗的哈尼，像蚂蚁上

树结队成行”。可见，自然在史诗中通过认知隐喻

与人紧密相连，不仅反映了哈尼族与自然之间和谐

相处的状态，还反映出哈尼族群的共同体形象形成

和情感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一个部分将具

体分析隐喻固定表达式，进一步深入探讨史诗文本

中深藏的自然与哈尼族群意识的关系。

三、隐喻表达固定式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聪坡坡》中的隐喻固定表达

式可以概括为：自然是人／神、人／哈尼是自然。

（一）自然是人／神

哈尼族先民从 “人”的角度出发，以人与自

然的和谐和情感同构的文化心理审视自然，因此在

他们的史诗中，自然具有了人的特性，甚至拥有了

神的特质。《聪坡坡》作为描述哈尼族迁徙历史的

史诗，对于自然的描写多见于对居住地的选择和建

立家园之时，从中可以看出哈尼族在建构族群的过

程中，自然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聪坡

坡》第一章中：

双角的马鹿结队奔驰，大嘴的老虎到处窥

探，麂子在剑麻丛里啃草，刺猪在芭蕉林里游

荡，老熊把大树扳倒，猴子把石块滚进波浪。

泉边的小树上，画眉争着唱歌；山边的木姜子

林里，龙子雀上下奔忙；猫头鹰不停地鸣叫，

老鼠吓得慌慌张张。［１］

《聪坡坡》第一章中，先祖出生之时的 “远古

的虎尼虎那高山”，这是哈尼族最早居住的地方，

尽管那时的先祖还是 “人种在大水里，发芽在老

林”的非人化，但是在本句中的 “马鹿” “老虎”

“刺猪”“老熊”“猴子”“画眉”“龙子雀”“猫

头鹰”“老鼠”等都拥有了人的情态和动作，多处

动物拟人的连用不仅显示出此地的生机勃勃，也折

射了在哈尼族先祖眼中适宜的居住地标准———人和

自然和谐相处、浑然一体。

于是，在 《聪坡坡》中，哈尼族对家园的选

择标准也从未改变：“那里的高山，像树林头发一

样密，山下的坝子里，鲜花一片挨着一片，那里的

小河边，乌黑乌黑的血娜雀不停唱歌”， “竹篷密

密站满山冈，山下睡着宽宽的坝子，就像朝前伸开

的脚掌，下方有潭碧绿的大水，山头就能望见波浪

闪光。”如果说从现实层面来看，哈尼族选择的栖

息地都是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和植被茂盛的地区，

其自然环境便于耕种和谷物生长，那么就史诗中的

描述而言，更体现出哈尼族对自己族群家园选择的

美好想象：自然环境美好和谐，动植物呈现出生机

勃勃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睦融洽。可见，

哈尼族对家园的选择不但考虑到了生存意义上的舒

适，而且更注重栖息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哈尼族

先民不断地探寻着人和自然合适的相处之道，以达

到族群繁衍、谷物丰收的理想状态。

在哈尼族先民眼中，万物有灵，自然不仅拥有

了人的特质，还作为天神的使者或者象征指引着他

们。在建立村寨的时候，哈尼族先民会选取 “最

直最粗的树作为神树，它荫庇着哈尼子孙繁衍”，

会把 “占卜的贝壳”当作 “神灵的嘴，会告诉哈

尼天神的意愿”。哈尼族将树作为保护神的化身，

把贝壳当作神灵的嘴，体现出他们不仅亲近自然，

还崇敬自然。

大寨立起了三天，寨头有雀鸟来唱；大寨

立起三夜，寨脚有马鹿来唤。［１］

在本句中，哈尼族迁徙到谷哈密查，并依照

“惹罗的古规”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建立了新的村

寨，在村寨建立之后 “寨头有雀鸟来唱”“寨脚有

马鹿来唤”意味着村寨的顺利建成，并受到了神

灵的祝福，也预示着接下来人们的安居乐业。哈尼

族作为一个迁徙民族，新建村寨是一切生活和事业

的基础，理所应当地期盼着新家园可以让族群兴

旺，那么 “雀鸟”和 “马鹿”的出现充分肯定了

新家园的合理性和前途。可见，句中的 “雀鸟”

和 “马鹿”并非普通的动物，而是作为神灵的代

言人和使者，代表着神灵对于哈尼族新家园的肯定

和祝愿。

高高的房子新落成，谷雀就来祝贺寨人，

扇动着棕片般的翅膀，来把勤劳的主人叫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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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的喜鹊也来搭伴，领着小儿搬来旁边，它

也有自己的蘑菇房，只是高高盖在树丫中间。

诗句中描写 “谷雀”和 “喜鹊”等鸟类作为

神灵的使者前来，正象征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哈尼

族先民的鬼神观来自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那么

鸟类和人类的和谐相处不仅代表着神灵的认可，也

折射出自然和哈尼族群的融洽正是族群延续的重要

因素。

（二）人／哈尼是自然

《聪坡坡》中，哈尼先民以自己认识的自然来

阐释哈尼族群的特性及其活动，在源域 （自然）

目标域 （人）的过程中，不但人被赋予了动植物

的特性，而且作为源域的自然也被赋予了人的特

性。在联结人与自然的隐喻表达中，以哈尼族群为

主体的目标域与自然的源域共同建构起哈尼族在迁

徙过程中的族群共同体意识。

哈尼是一树的枝丫，一根也不能折断；哈

尼是一窝嫩雀，一只也不能飞散。［１］

树，对于哈尼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哈尼

族的图腾崇拜之一。哈尼族认为，有山就有水，有

水就聚人；水来自山，山靠林养育。这是他们对于

自然中山、水和林关系的认识，也表达出他们对山

林的崇敬之情。［１１］哈尼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大多选

择在树林里或者树林边上，树林是他们的栖息地，

带给他们安全和生机，是他们生命的保障和依托，

这种情感因此深深积淀于他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例

如哈尼族有 “遮天大树”的神话，在神话中，遮

天大树不仅提供给哈尼族人民赖以生存的水源，还

塑造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他们确立了年月历

法。因此，哈尼族有着浓重的 “树崇拜”文化心

理，每一个哈尼族的村寨都有一棵 “神树”。哈尼

族人认为神树就是他们民族的保护神 “昂玛”的化

身，一年一度的以祭拜神树为主要仪式的 “昂玛

突”是哈尼族最盛大的节日。哈尼族的村寨围绕着

神树，形成了一个信仰和价值都相同的命运共同体，

树也成为哈尼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在 《聪坡坡》中多处出现了诸如 “哈尼儿孙

像树叶一样稠密，哈尼人人像大树一样雄健”和

“哈尼是棵大树” “大树样的哈尼”等诗句，足见

哈尼族群的形象和树息息相关。在这些诗句中，与

其说 “枝丫”和 “嫩雀”天然具有的聚集性特点

引发了哈尼族对族群的想象，不如说正是 “枝丫”

和 “嫩雀”与作为民族图腾的 “树”的联系，才

使得哈尼先民使用了 “枝丫”和 “嫩雀”等意象

作为族群的整体形象，同时还带有某种精神和利益

共同体的意味。 《聪坡坡》正是运用依靠树而生

长、聚集的 “枝丫”和 “嫩雀”来比喻哈尼族族

群意识，一是告诫族人不可脱离族群，二是强化了

哈尼族群共同体意识。

对于哈尼族而言，动物不仅是自然中的一员，

还是他们的兄弟伙伴：

老牛忘不记它的脚迹，白鹇忘不记找食的

草场，麂子忘不了出生的岩洞，哈尼忘不了

惹罗。［１］

哈尼族先民认为，动物和人有相同的祖先，在

哈尼族的起源神话 《塔婆取种》中，哈尼始祖塔

婆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子，大儿子是老虎，二儿子是

老鹰，三儿子是龙王，三儿子带来了五谷、家畜和

金银，才有了人间的雏形。［１２］在哈尼族 《动植物的

家谱》中，天神的十六代梅烟恰接连生下了人、

会跑的动物、会爬的动物和会飞的动物。从哈尼族

人间和人的起源故事中可以看到，哈尼先民认为动

物是人类亲爱的兄弟姐妹，哈尼族人要和动物相亲

相爱。此外，他们还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动物不仅

能够帮助人类，还是人类的老师。例如在哈尼族故

事 《乌摩》中，乌摩去杀吃人的魔鬼时，在路上

得到了大黑蜂和红鱼的帮助；在哈尼族天地起源神

话中，老青蛙的身体变成了天地万物，更生出了双

胞胎兄妹；在 《聪坡坡》中，尚不明白如何劳作、

居住的原始哈尼族人是如何通过模仿动物来探索生

存方式的：

看见猴子摘果，他们学着摘来吃；看见竹

鼠刨笋，他们跟着刨来尝；看穿山甲鳞甲满

身，他们也穿起树叶衣裳；听见鹦哥鸣叫，他

们也学着把话讲。［１］

哈尼神话、故事和史诗显示了哈尼族喜爱动

物，具有从动物身上学习生存行为的文化思维，因

此在哈尼族的文学创作中，常常可见动物与人并

提，或是以动物质朴自然的行为去解释人的情感。

在 《聪坡坡》中，“Ｂ１，Ｂ２，Ｂ３……Ａ”是经
常出现的句式，在形式上这种 “两行及两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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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句具有类似的句法结构”与 《聪坡坡》口头

传播的形式密切相关，在内容上这种句式中连用多

个源域以突出目标域，更强化了目标域与源域所代

表的自然之间的相似和联系。《聪坡坡》中在描写

哈尼族告别惹罗时多次使用了这一句式：

麂子离不开在惯的岩洞，水牛离不开歇惯

的老圈，哈尼离不开生养自己的惹罗普楚，走

一步要望两眼。

从上句可以看出，哈尼族人在离开惹罗普楚之

前的恋恋不舍。源域中的麂子、水牛对栖息地的留

恋是动物最朴素的情感，诗句将哈尼族群与麂子、

水牛等动物相连，进一步强调了哈尼族人对于惹罗

普楚深深的情感，同时唤起整个族群对于栖息地的

眷恋，加深了族群的共同情感寄托和族群凝聚力。

四、结语

通过对 《聪坡坡》中概念隐喻的定量与定性

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哈尼族先民对自然与族群的

关系认知是朴素的情感同构，在自然的实践和情感

的交融中逐渐建构起哈尼族族群意识。

首先，在家园选择的前期，哈尼族以人的特点

出发，对潜在的家园环境进行细致的观察，基于人

和自然的相似性以生动的隐喻将二者联结，达成人

和自然的和谐后选定新家园的所在之地，并通过自

然中 “神灵的使者”的祝福进一步加强对族群未

来的美好期盼，加深了族群对未来共同的期许，鼓

励族人一起创造美好生活。其次，哈尼族先民多以

“树”这一神圣之物比喻整个哈尼族的形象，在一

次次迁徙中将族群意识寄托在扎根于土地、象征着

家园幸福的神树之上，只要神树不倒，族群就不会

走散，不断地增强族群情感凝聚力。最后，哈尼族

先民常以 “Ｂ１，Ｂ２，Ｂ３……Ａ”句式连用多个自然
隐喻与族群形象相联系，在告别栖息地之时以情感

的层层叠加抒发对旧地的眷恋，在吟唱之时建构起

整个族群的情感共鸣。

综上，借助概念隐喻理论和上述分析框架对

《聪坡坡》中的隐喻分析之后，可以知道显性隐喻

是史诗中最主要的方法，代表着哈尼族先民与自然

之间紧密而亲密的关系，并且在人和自然的同构中

逐渐建构起哈尼族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但

是，本文中的隐喻分析只选取了一个侧面进行分

析，《聪坡坡》作为哈尼族的迁徙史诗，承载着哈

尼族遥远而苦难的历史和朴素的民族思想，还需要

更多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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