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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的 骄 傲

—简论舍族机智人物故事

陈华文

舍族是一个散居于我国东南的闽
、

浙
、

翰
、

粤
、

皖五省山区
、

半山区的少数民族
,

现有 万多人 口 年统计
,

大部分居

住在福建和浙江
。

浙江有舍 族人 口 万 多

人
,

是浙江境内居住着的人 口最多的一个少

数民族
,

舍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就搜集于聚居

于浙江的舍族之中
。

舍族机智人物故事与其他机智人物故事

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是一位女性
。

故

事通过她在 日常生活中与财主老爷
、

县官
、

无赖们的较量
,

表现她的聪明
、

善良
、

富有

同情心和机智
、

幽默
。

有趣的是
,

这种代表

舍族女性乃至舍族人民的聪明机智的故事主

人公不止一个
。

在浙江丽水地区搜集到的是
’

关于一个叫秋妹的聪明的拨妮怠 姑娘 的故

事
,

而流传于金华兰溪市的则是一组关于蓝

聪妹的故事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的三套

集成金华市故事卷
,

收录了四 则蓝聪妹的故

事
,

我手头现已掌握的一些秋妹和聪妹的故

事
,

足可以反映出舍族机智人物故事的艺术

个性
、

特色和它所拥有的文化意义
。

在舍乡
,

秋妹和聪妹都是名不见经传的

生活中人物
,

她们没有过赫赫有名的成就
、

功绩
,

但是舍族人民都赋予她们真善美的桂

冠
。

因而
,

舍族的机智人物故事
,

总是通过

虚构
、

·

幻想来大胆
、

直接地塑造自己喜爱的

女性形象
。

这种形象是勇敢
、

正直
、

善良和

不屈不挠等美德的直接显现
。 《没泥哪来的

谷米 》 讲述
,

聪妹家由于家贫无米下炊
,

就

让丈夫去向财主借五升米
,

她丈夫发现米里

有三分之一是谷
,

便向财主争辩 说 米 里 有

谷
,

财主不阴不阳地说
,

有谷才有米
,

没谷

哪来的米 谷米不是一样 聪明的聪妹立即

回敬了财主
,

她让丈夫装 了半备斗泥作为五

升米的债务还给财主
,

财主说
,

这全是泥
,

聪妹的丈夫说
,

有泥才有谷
,

有谷才有米
,

没泥哪来的谷米
,

泥米还不是一样 财主是

哑巴吃黄连
,

气得连眼珠也动不了
。

故事采

用针锋相对的手段
,

表达聪妹对于财主诡辩

的抗议
,

而这种抗议是用同样的手法以更荒

谬的形式把财主打败的
。

应验 了 古 人 说 的
“ 以其人之道

,

还治其人 之 身
” 的 训 诫

。

《秋妹 》 的故事采用递进式的结构
,

把那些

无赖汉们治得服服贴贴
。

内容讲述
,

秋妹的

哥哥春哥
,

从山上砍柴回家时
,

路边的凉亭

被一帮无赖闲汉 占着闲聊而无处歇脚
,

便用

力将柴担扔在地上
, “

哗啦
” ·

声响
,

将无

赖们吓了一跳
,

双方争吵起来
,

结果无赖老

三要让春哥赔偿被柴担压坏的
“

聊天柄 ” 。

春哥无奈地回 了家
。

当无赖老三上门要
“

习

天柄
”

的时候
,

秋妹让春哥躲着
,

却对老三

说
,

春哥上 山去砍
“
撑天柱

”
了

,

因为怕天

要塌
。

无赖老三不信
,

说
,

天岂会塌
,

撑天

能有柱 秋妹立即还击
,

说
,

聊天都有柄
,

聊天柄会断
,

天怎不会塌
,

撑天岂能无柱

无赖老三无言以对
,

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

要

说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

但是
, 《秋妹 》 的

故事未完
,

一个所谓更厉害的角色又要去斗

秋妹
,

末了
,

秋妹又以 自己的机 智 战 胜

他
。

所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最后无赖头子

见手下一个个败下阵来便亲自出马
。

当无赖

头子坐着八人抬
、

八人拥着的大轿到来时
,

面对气势凶凶的无赖们
,

秋妹却指桑骂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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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说春哥带着 个佛生怠 小伙子 上山砍

聊天柄
,

百人扛正树
,

好做聊天柄
,

人扛

好枝
,

用它盖寮堂
,

还用烂枝做棺材
,

也要

八人相拥八人抬
。

无赖头知道暗骂他坐
“
棺

材 来
,

而坐棺材在民间禁忌中是属于最恶

毒的诅咒
,

但自己本来也无理
,

又面对着越

聚越多的舍民
,

只得自嘲 着
“
好 男不 跟 女

斗
,

夹着尾巴逃走啦
。

秋妹以不屈不挠的

精神
,

运用 自己的才智战胜了恶势力
。

这种

为了将苛刻
、

贪婪和吝音的财主制服
,

从而

给低下的受欺压者出气
,

伸张正义和获得精

神上胜利的内容
,

在 《一样归一样 》 、 《巧

戏东家 》 等聪妹的故事中
,

表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一样归一样 》 是在财主顶虫让聪妹干

挑水
、

垫猪栏活儿时
,

聪妹故意把水挑到猪

栏里
,

结果顶虫教训聪妹
,

要她干活时一样

归一样干
。

聪妹抓住这句话
,

在收割稻子时
,

便先光收稻子
,

不打场
。

连续下雨七天
,

稻

子也未割完
,

结果先割的稻子全在田里发 了

芽
。

而聪妹则更理直气壮地声称她如今干活

是一样归一样
。

聪妹当然知道这一切事情的

后果
,

但是面对刁猾
、

贪婪而又强大的财主

们
,

只能采取机智的手法以揭露其虚伪
、

软

弱的一面
,

来伸张正义
,

让巧取豪夺
、

搜刮劳

动者的财主受到惩罚
。

在这类表现与财主
、

恶

势力的斗争的机智人物故事里
, “

善良正直的

劳动者总是占了上风
,

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

狠毒残暴的反动统治者
、

剥削者总是遭到辛

辣的嘲讽和严厉的制裁
,

一个个都逃脱不 了

失败的下场
” 。

祁连休 《少数民族机智人物

故事选
·

序言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舍族机智人物的每一则故事
,

都给这样的结

论作无可辩驳的证明
。

在金族的机智人物故事里
,

有一类的主

题是表现聪妹的机智
,

嘲讽读书 人 的 无 能

的
。

这类故事在少数民族和汉 族 地 区 都

有流传
,

大意是说有学问或 有 财 势 的人
,

见到有农人插秧
,

便问一天插多少行
,

而农

人则反问
,

你骑着马一天走多少步之类
,

把

发问者用自己的问题难倒
。

阿昌族的《 统 裙

的故事
》便是其中之一

,

它也属于巧女 的 故

事
。

在金华一带广为流传的《聪明的媳妇 》就

是它的代表
,

但所讽刺的对象
,

往 往 是 财

主
、

官员或花花公子
。

亩族《难秀才 》则明确

指向读书人
,

一则故事就将秀才的外强中干

揭露得一览无余
。

这种情形的形成一方面是

女性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

而更重要的是舍族

历来为统治者所技视
,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

因而从内心深处拥有对读书人的忌讳
。

何况

江浙一带本来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
,

自视清

高
、

自以为是的读书人比比皆是
。

舍族通过

蓝聪妹一人的行为
,

表达 了解放前民间对干

那些 自以为是的读书人的椰榆
。

在舍族机智人物故事中还有一类是通过

恶作剧式的行为来惩治贪婪
、

吝 省 的 财 上

的
。

它往往利用财主的身体缺陷 或 性 格 弱

点
,

从而达到教训贪婪者
、

吝音鬼的 目的
。

《拾毡帽 》讲述聪妹利用财主和财主婆天生的

近视眼且又贪财的性格
,

把一堆牛粪说成是

一顶毡帽
,

让财主和财主婆去拣
,

给长工们

落下笑柄
,

出了平 日受到苛刻待遇的气
。 《先

苦后甜 》是讲述聪妹惩治吃白食的财主 的
‘

则故事
。

有趣的是
,

聪妹可以让财主 自己心

甘情愿地去尝活蜜蜂
,

结果被哲的傲嗽叫
。

《稻子和稗子 》则是利用财主不识稻子与稗 子

从而让他在看田中长势好坏的稻田作为租谷

时吃了一个绝顶的大亏
,

让财主自己选中 ’

看起来长势特好的稗子
,

而这一切又都出 厂

聪妹的安排
。

有时
,

蓝聪妹的聪明也运用到 自己亲生

的父母身上
,

当然
,

父母是嫌贫爱富的
。 《 不

用
“ 街

” 》讲述父母给小女儿和小女婿杀鸡
,

见

聪妹夫妇去 了
,

便 赶快将鸡塞进身后箩里
。

聪妹则看得一清二楚
,

就让丈夫向老丈人借

箩
。

老丈人措手不及
,

结巴着说
, “ 皆

,

皆
”

即鸡
,

而聪妹则将父亲拉开
,

说
,

让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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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吧
,

不用
“

街
”

即扛
,

所以他们得到了一

只鸡
。

用这种方式来惩戒父母的偏心
,

虽然在

幽默之中略显油滑
,

却又表现聪 妹 快 人 快

事
、

有气就出的个性
。

舍族的机智人物故事
,

目前搜集到的还

很有限
,

而且其流传的区域也不是很广
,

但

即使这些故事
,

也足以说明舍族人民幽默风

趣的性格和敢于反抗的精神
,

虽然没有阿凡

提
、

巴拉根仓
、

阿古登巴等影响之大
,

却拥

有 自身鲜明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魅力
,

它是蓝

聪妹等机智人物故事在舍族人民中流传的根

本所在
。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

一
、

从故事上结构上来看
,

常常采用递

进式结构
,

使故事高潮迭出
,

引人入胜
。 《秋

妹 》是具有典型性的递进式结构
,

它将数则既

相关又可独立成篇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

在叙

述上则每一个结构比前一个更 为 精 彩
,

更

富有让人悬念的情节和具有更让听众担心的

事件
,

然而
,

这一切都没有难倒我们故事中

的主人公
。 《一样归一样 》也是这 种 结 构 形

式
,

而两者的流传地却相隔极远
。

可见
,

它们

不仅仅是偶然的现象
,

而是舍族人民 自己喜

爱的一种故事叙述方式
。

这种结构方式
,

使

听众不但在听觉上被紧紧地抓住
,

就是其心

理
,

也被紧扣在故事发展的情节和主人公的

命运之中
,

具有特殊的魅力
。

当然
,

仅仅挖掘这种结构对于听众或流

传的作用是不够的
,

事实上
,

这种递进式结

构方式是为 了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主人公的机

智和财主
、

无赖等恶势力代表们的无耻和无

能
,

使故事对比更为鲜明
、

主题更为突出
。

《一样归一样 》从一开头便充满了聪妹对顶虫

的报复意识
,

而这种报复是为了先前被顶虫

剥削
、

压迫
、

欺凌的劳动者出气
,

因而
,

只有

当故事不断推向高潮
,

使财主完全感到 自己

的失败
,

主题才更突出
,

也就是说它的反抗性

和报复才更积极和有效
,

它的胜利也就更干

脆和彻底
。

二
、

短小精悍
,

幽默风趣
,

主题突出
。

机智人物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短小精

悍
,

舍族的机智人物故事也不例 外
,

象《拾

毡帽 》、 《先苦后甜 》、 《难秀才 》、 《打官司 》

《不用
“

街
” 》《没泥哪来的谷米 》等都只有短短

的数百字
,

而且故事结构完整
,

在语言叙述

上也决不拖泥带水
。

但是
,

短小精悍的篇幅又决不曾影响故

事的幽默和风趣
,

更不曾影响故事所要强调

的主题
。

在《拾毡帽 》中
,

近视眼的财主以为

聪妹说的有人把毡帽丢在门外是真的
,

便伸

手去拣
,

发现是牛粪
,

心里叫苦
,

但怕失面

子
,

便说
“

毡帽太破 了
” 。

甩手走开
。

更为贪

财的财主婆认为破的也可以垫鞋底
,

还去抓
“
毡帽

” ,

也发现是牛粪
,

同样是怕失面子
,

说
” “

实在是太破了
。 ”

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结

局
,

财主夫妇在被欺骗之后
,

是用自嘲来解

脱
,

而长工们则在这场捉弄中
,

获得 了开心的

笑
。

虽然对于财主的身体缺陷的利用
,

只是

一种并不算积极的反抗
,

但两者的对立情绪

和劳动者终究能战胜那些剥削者的主题却是

不变的
。

又如《不用
“

街
” 》 ,

短短三百来字
,

便将父母的偏心
、

嫌贫爱富和聪妹直截 当

的回敬表达了出来
。

不用“ 街
”

是 风 趣 的 回

答
,

更是一种获胜者的幽默
,

但是
,

故事却

将 日常生活中最为平民百姓不 屑 的 父 母 偏

心
、

嫌贫爱富等社会伦理主题展现出来
。

机

智人物故事除了大量和有权有势者的斗争之

外 这种对于权势者的不满可以存在于任何

时 期
,

更多的是对于生活或 社会伦理幽默

的解剖
,

要么扩大谬误
,

要么 自由想象
,

要

么愚钝 自嘲
,

但目的只有一个
,

抨击邪恶
、

激发人生的乐趣
,

使生活更有价值
,

不符合

社会公道的事情更少
。

三
、

重在叙事
,

意在树人
。

这是表现手法

问题
。

金族机智人物故事刻意在叙述方面浓

墨重彩
,

不管是结构还是叙事的完整性
,

都是

无可挑剔的
。

从故事的一般形态来看
,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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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叙述一件事
、

一段经历
、

一场风波 , 但

是
,

在浓墨重彩的叙事之后
,

着意让人回味

的则是通过叙述方式而塑造的主 人 公
。 《打

官司 》讲的是财主发福诬赖老实巴脚的 阿 民

偷 了十根杉树
,

并告到县衙
,

然而最后却是阿

民赢得了官司
。

在故事中叙述的只是打官司

的经过和对话
,

聪妹没有出现
,

但却从打赢官

司这件事情上让 人感到了聪妹的非向一般
。

因为事实上
,

赢得官司的是聪妹 教 给 阿 民

的几句台词
,

这台词使发福赔了十根杉树
,

也使县官那 自以为聪明 其实是愚蠢 的形

象突现出来
。 《没泥哪来的谷米 》、 《一 样 归

一样 》、 《造房子 》等等
,

都在形式上 只 是着

重在叙事
,

但收到的效果却是让人看到 了栩

栩如生的机智人物形象 —聪妹
。

我们知道
,

只有完整的叙事才能表明此

民族的典型环境或烘托出民族的文化氛围
。

这是塑造人物形象所不可缺少的手法
。

舍族

机智人物故事之所以得到民众的喜爱
,

典型

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的鲜

明个性特征是至关重要的
。

因为她勤劳
、

美

丽
、

正直
、

聪慧
、

富有正义感
、

同情心
,

这

正是舍族机智人物故事叙事中传 达 出 的 聪

妹
、

秋妹的形象
,

它也是舍民族民众心 目中

崇高的偶像
。

还需要特别加以论述的一个问题就是舍

族机智人物故事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意义
。

我们知道
,

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
,

经风

见浪
、

敢斗敢闯的都是男子汉
,

因而机智人

物也几乎清一色为男性角色
,

可是舍族却不

同
。

秋妹和聪妹是有血有肉
、

形象鲜明的女

性
,

它 是千百年来舍族文化蕴育的结果
。

舍

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

早在七世纪时居

住在闽
、

粤
、

翰交界处 的“
蛮

” 、 “
蛮 僚 ”、 “ 桐

蛮
”

即包括舍族的祖先
。

宋末出现 了“

舍民
”

的称谓
,

所谓“ 舍民不悦 役
,

舍田不税
,

其来久矣
。 ”

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 全 集
·

沐州渝舍》 由于生产力极 其 低下
,

再加上

明清之后的不断迁徙
,

生存要求每个金族有

能力的劳动者都要从事果腹的工作
,

妇女也

根本不能例外
,

甚至常常比男子更能干
。

因

而形成了舍族妇女“
爱好劳动的习惯

,

不但担

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
,

而且终年参加田间劳

动
,

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

他们向

高山夺地
,

筑成了层层的梯田
,

不论耕织樵

采
,

无不插手
。

一般十六
、

七岁的小姑娘
,

也能挑百来斤的担子
,

妇女的劳动时间比男

子长
” 。

施联朱《舍族 》民族出版社
, 峨

明白这一点
,

当我们读到舍族女性机智人物

总是给财主当长工之类直接参加 繁 重 的 劳

动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是民族间千百年文化

习俗造成了这一独特的社会现实
。

由于金族

妇女常常承担着比男子更大的社会责任
,

所

以
,

她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也就更高
、

更

受人们的崇敬
,

而把 自己民族聪明智慧的化

身 —机智人物赋予女性
,

也就理所当然
。

聪妹
、

秋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应运而

生
,

同时反过来又表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

色的
。

谁都不能否认
,

女性要在体力和智力方

面同时做得与男性一样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

价
,

可以想象
,

聪妹
、

秋妹要斗败强大的财

主们是一种勇气和才智的胜利
。

因为这种胜

利比一般男性来得更艰难
,

所以
,

它
一

也就显

得更为可贵
、

更有价值
,

更体现出劳动者能

战胜剥削者的积极乐观的主题
,

更深刻地表

达民间文学中对于那些寄生虫
、

剥削者
、

无

能的官吏等等一切统治者的鄙视
、

嘲弄
、

抗

争的深层文化意识
。

舍族机智人物故事的文

化价值也就体现在这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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