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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诗玛》汉译本修辞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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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 《阿诗玛》以汉语为载体，先后出版过多个不同版本，其中，黄铁本、

昂自明本、马学良本和黄建明本等四个版本较有代表性。这些汉译本都保留了原作中比喻、反复、对照、

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质朴的艺术风格。黄铁本中修辞的运用多于其

他三个版本，侧重于文学性，而其余三个版本基于毕摩的彝文手抄本，则更注重对原作风韵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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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彝族撒尼人的民间
叙事诗 《阿诗玛》以汉语为主要载体，先后出版

发行过多个不同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八个版本：

１１９５０年杨放整理本 《圭山撒尼人叙事诗阿

斯玛》；

２１９５３年朱德普整理本 《美丽的阿斯玛———

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

３１９５４年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汉语译
创本 《阿诗玛———撒尼人叙事诗》；

４１９６０年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
整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本 《阿诗

玛———彝族民间叙事诗》；

５１９８０年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
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汉语译创本第二次整理

本 《阿诗玛———撒尼民间叙事诗》；

６１９８３年昂自明汉译本 《阿诗玛———撒尼民

间叙事诗》；

７１９８５年马学良、罗希吾戈、金国库、范惠
娟用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对照译本

《阿诗玛》；

８１９９９年黄建明、普卫华翻译的彝文、国际
音标、汉文、彝文、英文、日文对照译本 《阿诗

玛》。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铁本、昂自明本、



马学良本和黄建明本，这些汉译本的语言风格各有

特点，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有所不同，本文以这四个

汉译版本为例，主要从修辞格的使用方面对其进行

比较研究。

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 《阿诗玛》中运用

了大量具有撒尼人民族民间特色的比喻、反复、对

照、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和地域文化特征，使诗歌呈现出自然、朴素、单

纯、明朗、优美而又通俗化的艺术风格。各种修辞

手法，运用最多的是排比，其次是比喻、反复和对

照。虽然长诗中运用了大量的排比，但因大多与比

喻、反复、对照等结合使用，所以这里主要就四个

文本中的比喻、反复、对照等辞格的使用进行比较

研究。

一、比喻

《阿诗玛》中有大量贴切生动、丰富多样、具

有民族民间特色的比喻。这种特点主要是从喻体的

选用和灵活多样的比喻手法中体现出来。

（一）从喻体的选取来看，山地民族多以自然

界动植物或日常生活生产作比，长诗中的喻体都是

选自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和形象，信手拈来，亲切

自然。比如，小姑娘成长过程中的 “笑声”比作

“知了叫”，“爬”比作 “耙齿耙地”， “跑”比作

“麻团滚”；阿诗玛织的布 “织好一段布，颜色白

花花，像尖刀草一样宽，像棉布一样密扎”［１］２９；

阿诗玛的外貌 “脸色如月亮，身条像金竹”［１］１４４；

把媒人海热的舌头比作 “蛇”，嘴巴比作 “鹦鹉”；

把阿支比作 “猴子”；取名祭祀时的比喻的喻体

“牛、羊、山”这些都是撒尼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常

见的东西；取名请客时形容 “酒罐”多的 “密麻

如石林”［１］１４３，极具本地特色。其中，哥哥像 “一

顶帽子”， “盖在妹妹头上”保护妹妹；妹妹像

“一朵菌子”，永远依偎在哥哥的身旁；“头发像落

日的影子”；“荞叶嫩汪汪，像飞蛾翅膀；（玉麦）

叶子绿油油，长得像牛角”［１］３４；犁地，“泥土翻两

旁，好像野鸭拍翅膀”［１］３０。这类比喻都体现了当

地撒尼人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四个文本中均

有所体现。

与文人诗作注重个性化、看重喻体的独特性、

本体喻体的超常规搭配，以期达到某种特殊的表达

效果不同，民间诗歌常使用民众日常生活中最常

见、最熟悉、最普通的喻体作比，更易于获得文化

认同感。其中，在长诗中用蜜蜂采蜜与生育孩子作

比，把女性比作山茶，身段比作金竹，男性比作青

松，坏人比作猴子等，既与当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事物有关，又与传统文化宗教背景有关。长诗中

“竹子、蜜蜂、青松、老虎”等喻体的出现反映了

彝族撒尼人的图腾崇拜，这在四个文本中均有体

现。另外，黄建明本取名部分中的 “你囡美似金，

就叫阿诗玛。”［１］３４０这个比喻显然是以彝语中 “阿

诗”是 “金子”的意思为依据的。黄铁本中把

“阿诗玛”的名字比喻为 “香草”就不具有这种文

化内涵。所以在 １９６０年的重新整理本中改成了
“阿诗玛长得像金子一样。”这些喻体已经具有程

式化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的修辞程式。

其中，蜜蜂落不落与生不生育，海热的嘴像

八哥或鹦鹉，脸色像月亮，姑娘像花，哥是妹的

帽，妹是哥的花 （黄铁本中稍有不同，妹是 “菌

子”）这些喻体，四个文本都有，且基本相同；身

子像金竹，酒坛像石林，竹筒像猪牙，取名祭祀时

祭品的比喻，阿诗玛被抢后妈妈伤心的眼泪比作梅

果上的汁水 （昂自明本中是 “露珠”），阿诗玛被

抢后，妈妈对阿黑说的 “憨狗不咬人，直人不通

话”［１］１５３中的比喻除了黄铁本外，其他三个版本都

有；骏马厩中名声远播与阿诗玛声名远播的比喻，

除昂自明本外其他三个版本都有 （黄铁本稍有不

同）；黄铁本与黄建明本都有阿诗玛成长时笑声、

爬地、走路、头发的比喻，喻体相差不大，其他两

个版本则没有。另外，黄铁本中阿黑声音的比喻

“像山崩地震，像风哮雷打”［１］４７，还有 “大雪压青

松”［１］３９， “热布巴拉是豺狼心”［１］４１， “清水和浑

水”，“绵羊和豺狼”，“你绣出的花，比山茶还鲜

艳，你赶的绵羊，白得像秋天的浮云”［１］２９，“你像

石竹花一样清香，像白花草一样生长”［１］３１，“拉弓

如满月”［１］２６，把阿诗玛比作 “桂花” “石竹花”

“白花草”等喻体都是其他三个版本所没有的，这

些比喻多用于诗歌的叙事描写，具有一定的书面文

艺风格。

（二）各个文本中比喻辞格的使用呈现出灵活

多样的特点，不仅有明喻、暗喻、借喻，还有反

喻、强喻、博喻等各种变式。其中，黄铁本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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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喻、暗喻、并列性暗喻、借喻、强喻、博喻等

比喻类型。并列性暗喻 （“暗喻的本体和喻体各自

成句，组成并列性暗喻”［２］１２４），如 “好马不等到

放青，嘶声就风传千里，小姑娘长到十七岁，远近

都知道她的名字”［１］３１；强喻 （“为了突出本体，用

本体赛过喻体的比喻”［２］１２９），如 “黄蜜蜂算得会

讲了，海热比它还会讲”［１］３３；博喻 （“连续用几个

比喻”［２］１３０），如 “织好一段布，颜色白花花，像

尖刀草一样宽，像棉布一样密扎”［１］２９。尤以明喻

使用最多，其次是并列性暗喻。昂自明本使用了明

喻、暗喻、并列性暗喻等比喻类型，尤以明喻使用

最多，其次是暗喻。马学良本使用了明喻、并列性

暗喻，强喻 （如 “白脸赛月亮”［１］２３１）等比喻类

型，以明喻和并列性暗喻居多。黄建明本使用了明

喻、暗喻、并列性暗喻、强喻 （如 “你嘴赛鹦

鹉”［１］３４２）等比喻类型，明喻使用最多，其次是并

列性暗喻。

另外，大量比喻还与排比、反复、对照等结合

使用，反复强调渲染，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１同一人或事物、场景各个方面一系列的比
喻排比连用，从各个方面来渲染烘托。如黄铁本中

的 “笑得像知了叫一样；爬得像耙齿耙地一样；

跑得像麻团滚一样”［１］２８；“脸洗得像月亮白，身子

洗得像鸡蛋白，手洗得像萝卜白，脚洗得像白菜

白”［１］２６；昂自明本中 “脸色如月亮，身条像金竹，

脚趾似萝卜”［１］１４４；马学良本 “白脸赛月亮，腰直

似金竹，脚像萝卜黄”［１］２３１；黄建明本 “脸庞如明

月，身段如金竹，脚如萝卜白。”［１］３４１

２同种事物的类似比喻连用，反复渲染。如
黄铁本中 “黄鼠狼的头算尖了，海热比它还要尖，

黄蜜蜂算得会讲了，海热比它还会讲。”［１］３３ “甜不

过蜂蜜，亲不过母女，吃饭离不了盐巴，女儿离不

了妈妈”［１］３３；昂自明本 “囡是妈的花，囡是爸的

手”［１］１４７；黄建明本 “所梅上的汁水多，汁水会淌

完，悲伤的阿妈，泪水淌不完。刺蓬上的露水多，

露水会滴完，悲伤的阿妈，泪水揩不完。”［１］３４９马学

良本中没有这类比喻，黄铁本中较多。

３同类同比反复连环连用。如黄铁本 “他像

猴子，猴子也像他。”［１］２５黄建明本 “阿支像猴子，

猴子更像他。”［１］３３９其他两个版本中没有这种用法。

４利用相反的喻体反向作比。如黄铁本 “竹

子能够砍两节，我舍不得把女儿出嫁。”［１］３４ “萝卜

能够切两块，我舍不得女儿分开。”［１］３３其他三个版

本没有这种用法。

５比喻和对照的结合使用。如黄铁本对歌处，
阿黑和阿支的对照比喻连用 “阿支脸红脖子大，

越唱越没劲，声音就像癞蛤蟆。……阿黑从容面含

笑，越唱越有神，声音就像知了叫。”［１］４９其他三个

版本没有这种用法。

从比喻辞格的使用来看，黄铁本中使用的比喻

数量远远超出其他三个版本，并且在喻体的选用和

比喻方式上都与其他三个版本有较大的差异。就喻

体来看，黄铁本使用了更多描写叙事用的带有一定

书面文艺风格的喻体，而其他三个版本中则使用了

更多与传统文化宗教相关的程式化喻体。就比喻方

式来看，黄铁本中比喻使用的方式显然要比其他三

个版本更为丰富多样。

二、反复

彝族民间口头诗歌非常注重扣和程式的运用，

因而长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反复。四个文本中都使用

了较多的反复辞格。

反复和重复不同，它是一种为了表达思想而运

用的语言技巧。“用同一的语词，一再表现强烈的

情思的，名叫反复辞。”［３］反复也叫重叠或复沓，

是民间歌谣常用的一种抒情手段。朱自清在 《经

典常谈诗经第四》中说：“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
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

覆去将情表到家就成，用不着废话。重复可以说是

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他还在

《新诗杂话·诗的形式》中说过： “诗的特性似乎

就在回环复沓，所谓兜圈子；说来说去，只说那点

儿。复沓不是为了说得少，是为了要说得少而强

烈些。”［２］２７７

反复可分为连续反复和间隔反复，在 《阿诗

玛》的四个汉译本中，主要使用的是间隔反复，

且间隔反复往往又和排比或层递结合使用。

（一）间隔反复和排比合用

这种用法在四个文本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其

内部各构成成分之间是并列关系。如，黄铁本

“伸脚随囡心，缩脚随囡意，绣花随囡心，缝衣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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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意。
"

做活随囡心，不做随囡意，任随囡的心，

任随囡的意”［１］３１；昂自明本 “苍蝇满天飞，苍蝇

遍地落，苍蝇开秋口”［１］１５６；马学良本 “揉面九九

盆，蒸面九九甑，美酒九九罐”［１］２３０；黄建明本

“山顶喊三声，山腰喊三声，山脚喊三声。”［１］３５８这

种方式的运用虽然没有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作

用，却能造成一唱三叹的表达效果，起到有效强化

叙事主题的作用。

（二）间隔反复和层递合用

这种用法与第一种的差别是其内部各构成成分

之间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四个文本中最典型

的用例就是对阿诗玛成长的叙述，按阿诗玛成长的

时间，从出生到成年，一岁一岁层层递进，反复叙

述。黄铁本的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长到三个月

了，就会笑了，笑声就像知了叫一样。爹爹喜欢了

一场，妈妈喜欢了一场。
"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长

到五个月了，就会爬了，爬得就像耙齿耙地一样。

爹爹喜欢了一场，妈妈喜欢了一场。
"

小姑娘日长

夜大了，长到七个月了，就会跑了，跑得就像麻团

滚一样。爹爹喜欢了一场，妈妈喜欢了一场

……”［１］２８其中每段的第一、二、三、五、六句隔

段反复；昂本的 “阿诗玛姑娘，长到三个月，嘴

笑脚蹦跳，妈喜欢两场。
"

长到七个月，姑娘会坐

了，姑娘会爬了，妈喜欢三场。
"

长到十个月，来

到水塘边，看妈洗麻线，妈喜欢四场……”［１］１４３三

岁、五岁、七岁、九岁、十四岁，其中第一段的

二、四句与后面每段的第一、四句隔段反复；马本

的 “囡长满九月，拿着麻线玩，妈妈喜四场。
"

囡长满三岁，绩麻快如飞，妈妈喜五场。
"

囡长满

五岁，帮妈绕麻团，妈妈喜六场……”［１］２３０七岁、

九岁、十五岁，其中每段的第一、三句隔段反复。

黄建明本的 “女儿满一岁，一岁会走路，走似麻

团滚，阿妈喜四场。
"

女儿满三岁，走亲又串戚，

坐在门坎上，帮妈绕线团，阿妈喜五场。
"

女儿满

五岁，背上背菜篮，上山找野菜，阿妈喜六场。

……”［１］３４０一直唱到十二岁，其中每段的第一、四

句隔段反复，反复吟唱。长诗利用同类句式的间隔

反复，层层递进，在舒缓变化的节奏中呈现出清晰

的节奏规律，逐渐加深了我们对人物形象的印象。

另外如抢婚后阿黑追赶途中遇到的三个人三次问

话，黄铁本 “赶到一个三家村，遇见一个拾粪的

老人：‘拾粪的老大爹，有没有看见我家阿诗玛’

……走到一个两家村，见着一个放牛的老大妈：

‘放牛的老大妈，有没有看见我家阿诗玛’……走

到一个独家村，见着个放羊的牧童：‘放绵羊的小

兄弟，有没有看见我家阿诗玛’”［１］４４；昂自明本

“一纵越三山，见拾粪老人：‘拾粪老大爹，格见一

伙人？’……二纵越六山，见到放牛老人： ‘你老

在这里，可见娶媳人？’……马纵九座山，见个放

羊倌。阿黑问老人： ‘你老在这里，我妹阿诗玛，

格见从此过？’”［１］１５３；马学良本 “翻越一座山，穿

过二道梁，遇见拾粪汉。‘拾粪老爹啊，可见一帮

人？’……过了三座山，翻了四道梁，遇见一老

人，正在放绵羊。‘放羊老大爹，路边把羊放，你

可曾看见，过去一姑娘？……过了四座山，翻了五

道梁，遇见一老人，正在放山羊。 ‘请问老大爹，

我妹阿诗玛，可曾见过她？’”［１］２４０；黄建明本 “翻

过两架山，遇见老羊倌。‘放羊老大爹，你放羊在

这里，可见一群人’……翻过三架山，遇见放牛

倌。‘放牛老人呵，你放牛在这里，可见一群人’

……飞快往前赶，遇到放羊人，停马开口问：‘放

羊老人呵，你放羊在这里，可看见我妹阿诗

玛’”［１］３５０，这种用法在四个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也

很高，能够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作用，同

时达到重章复沓的表达效果。

在文本中大量运用的 “反复”，不仅仅是一种

营造重章叠句，一唱三叹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更

重要的是一种民间诗歌表述主题的叙事方法。洛德

认为：“口头文学中的主题是独具特点的，因为歌

手和故事讲述者每一次运用主题的时候，都或多或

少运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述主题的内容。主题是重复

的段落，而不是一种话题。”［４］主题的具体内容就

是口头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段落，歌手就是在这些涉

及人物的行为、场景、事件等段落的程式化主题的

排列组合中来构建他们的叙事歌的，平行的组合句

型依靠重复的语词，间隔相扣的音韵整合为一体。

这种按照一个固定的段落程式不断复制的叙事手段

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重复与前一诗段的意义

都会有所不同，有时则在内容上略加变换，形成前

后词句意义的递进。这样的平行法就不仅仅是语词

的简单叠加，一般都是与彝族传统韵文的语词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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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表达习惯相关的，它们同样是出于程式化的表达

目的。所以仅从修辞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诗歌中的反

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歌手们运用这些反复的时

候，已经把它们当作一种固定的程式传统，他们轻

易不会打破前人设定的语词表达规范，而这些规范

则是来源于口头文化的传统叙事思维。

从这一辞格的高频率使用可以看到，四个文本

都带有民间口头诗歌叙事的共同特点。其中，与彝

族的宗教祭祀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部分，如

祭育神，取名祭祀，学歌调，射箭的方位，祭崖神

等部分中语词程式的反复运用，黄铁本中都没有。

显然，相对于黄铁本来说，另外三个文本更能体现

彝语古典诗歌叙事范型的特点。

三、对照

由于惩恶扬善等群体性传统观念的传承和影

响，民间叙事中的人物类型往往都是成对出现的，

善与恶、正与反，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特点在民

间叙事诗中主要是运用对照辞格来体现的，通过两

类人物各方面的正反对照，以强化主题，塑造鲜明

的人物形象。长诗中的对照还往往与排比、反复、

比喻等结合使用，形成更为强烈地对比。

受宗教的影响，善恶意识的道德观在彝族撒尼

人中根深蒂固。《阿诗玛》体现了彝族撒尼人的传

统道德观，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个文本中对照辞格的使用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观

念，其中，黄铁本有：格格日明家与热布巴拉家人

品好坏与蜂来蜂不来的对照；阿诗玛、阿黑的桂

花、青松与阿支猴子的气质对比， “格格日明家，

花开蜜蜂来，嗡嗡的叫嚷，忙着把蜜采。
"

院子里

的树长得香悠悠，生下姑娘如桂花。院子里的树长

得直挺挺，生下儿子像青松。
"

……热布巴拉家，

有势有钱财，就是花开蜂不来，有蜜蜂不采。
"

院

子里的树长得格杈杈，生下个儿子长不高大，他叫

阿支，阿支就是他，他像猴子，猴子更像他”［１］２５；

阿诗玛妈妈讲述嫁好人家和坏人家的对照，“妈嫁

出去的囡呵，嫁着好人家———丈夫坐在床沿上，望

着眯眯笑。
"

公公坐在灶旁边，望着眯眯笑，婆婆

坐在灶门前，望着也眯眯笑。妈嫁出去的囡呵，嫁

着坏人家———公公支使去砍柴，砍柴不给刀。……

妈嫁出去的囡呵，嫁着坏人家———婆婆支使去找

菜，找菜不给篮。……妈嫁出去的囡呵，嫁着坏人

家———公婆支使去挑水，挑水不给瓢。……”［１］３５；

清水和浑水，绵羊和豺狼的对照 “清水不愿和浑

水在一起，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绵羊不愿和豺

狼做伙伴，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１］３７；对歌时

阿支像癞蛤蟆的声音和阿黑像知了叫的声音对比，

“阿支脸红脖子大，越唱越没劲，声音就像癞蛤

蟆。……阿黑从容面含笑，越唱越有神，声音就像

知了叫”［１］４９；比赛中砍树、接树、撒米、拾米、

剥虎皮时阿黑和热布巴拉家父子的对比，“热布巴

拉家两父子，两斧头砍下一小块。勇敢的阿黑一个

人，一斧头砍下三大块……”［１］４９；拔箭时阿诗玛

和热布巴拉家父子的 “好人轻轻拿，坏人休想

拔”［１］５１的对照，“全家来拔箭，好像生了根，五条

牛来拖，也不见拔动半分。……阿诗玛一伸手，三

支箭都拔掉，阿诗玛的手，赛过五条牛”［１］５１。

昂自明本有：蜂来蜂不来与生不生育的前后对

照，“格尔依尼帕，有花蜂不落，几年不生囡，心

里好悲伤，
"

格尔依尼帕，祭三次育神，花香蜂来

采，生个好姑娘”［１］１４２；拔箭时阿诗玛和热布巴拉

家父子的对照，“巴拉一家人，全部拔箭头，摇也

摇不动，拔也拔不动。
"

阿诗玛来拔，全部拔出

来，热布巴拉家，一样都没赢”［１］１５７；剥虎皮时阿

黑和热布巴拉家的对比，“阿黑没吭声，提起虎尾

巴，喊声 ‘虎退皮’，皮就退出来。
"

巴拉一家

人，剥两只小虎，整整一早上，还没剥出来”［１］１５８。

马学良本有：蜂来蜂不来与生不生育的前后对

照，马学良本 “格尔依呢爹，花上不站蜂，妻子不

生囡。
"

格尔依呢爹， ‘扎佬’祭三次，花上才站

蜂，妻子才生囡”［１］２２９；骏马和恶狗的对照，“骏马

厩中养，恶狗窜四方”［１］２３１；拔箭时阿诗玛和热布巴

拉家父子的对照，“巴拉全家人，一齐把箭拔，推箭

推不动，拔也拔不下。走出阿诗玛，伸手把箭拔。

轻轻一拉箭，全都拔出来”［１］２４３。

黄建明本有：蜂来蜂不来与生不生育的前后对

照，“格格日明家，有树不结果，有花不落蜂，有家

无女儿，度日多伤心。格格日明家，请人来祭祀，

祭祀来生育，蜂落花朵上，家中生育啦！”［１］３３９；比

赛时砍树、烧山、撒种、拣种，“热布巴拉家，三人

砍一林，阿黑阿黑呵，一人砍三林。……三人烧一

山，阿黑阿黑呵，一人烧三山。……三人撒一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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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黑阿黑呵，一人撒三垧……三人拣一垧，阿黑阿

黑呵，一人拣三垧……”［１］３５７；剥虎皮时阿黑和热布

巴拉家的对比，“阿黑不吭声，提起大虎尾，喊声：

‘虎出来。’老虎脱了皮。
"

巴拉全家人，去剥两小

虎，剥了一早上，虎皮剥不下”［１］３５９。

相对其他三个文本而言，黄铁本中的对照运用

得更多、对应更为整齐，形式更为多样。对蜂来蜂

不来，桂花、青松与猴子，嫁好坏人家的待遇，清

水和浑水，绵羊与豺狼，癞蛤蟆的声音与知了的叫

声，砍树、接树、撒种、拾米中的三大块和一小

块，拔箭时的轻轻拿和休想拿等一系列对照的运

用，使格格日明和热布巴拉家人品的善恶形成了更

为鲜明的对比，对诗歌主题的凸显、人物形象的塑

造都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从对照的运用情况来

看，显然，黄铁本相较其他三个版本来看更注重诗

歌的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大量与其他文本相

异且较为整齐的对照中，也可以看到黄铁本中较多

的整理创作痕迹。

四、结语

从修辞格的使用来看，大量反复、对照、带有

撒尼人民族民间特色的喻体的运用，使四个文本都

带有彝族民间口头诗歌叙事的共同特点。其中，黄

铁本中无论是比喻、反复、对照和排比的运用都要

多于其他三个文本，且比喻的方式更为灵活多样，

对照的对应更为整齐完整，喻体的使用也更多用于

描写叙事。显然，黄铁本相较其他三个版本来看更

注重诗歌的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翻译整理的

方法上看，黄铁本是把２０份口头讲述材料全部打
散、拆开，进行了翻译、整理、加工再创作而成，

且翻译整理者也没有宗教背景，从大量与其他文本

相异的辞格使用中，也可以看到黄铁本中较多的整

理创作痕迹。另外，从较多与传统文化宗教祭祀相

关的程式化喻体及语词程式的反复运用中，可以看

到，相对于黄铁本来说，另外三个文本更能体现彝

语古典诗歌叙事范型的特点。除黄铁本外，其他三

个文本的翻译整理底本均来自毕摩的彝文手抄本。

源文本的宗教背景及民族民间文化文学的保存研究

整理目的，基于 “忠实记录”和 “慎重整理”原

则之上的，更为科学地严格对应原诗进行意译，使

文本更注重对作品风格要素如音韵的原则，程式运

用，修辞手法等的神圣性，象征性和文化性内涵地

忠实再现。而在三个文本中，与马学良本、昂自明

本相比，黄建明本中有更多用来叙事的比喻、对照

等，在忠实再现原诗风格的基础上显然更侧重于原

诗的文学性，更倾向于叙事文学性的再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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