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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市位于祖国西南，地处广西西部，北与贵州接壤，西与云南毗邻，

南与越南交界。全市辖 12 个县（区），总面积 3.63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00

万。它是西南地区出海出境的大通道，是中国与东盟双向开放的前沿平台。作

为边境地区，百色与越南的边境线长 360.5 公里。

百色具有深厚凝重的历史文化。历史上，百色曾是重要的人类发祥地。远

古洪荒，人类的祖先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百色拥有富涵光辉灿烂的史前考古文明和反映历史发展脚印的古迹

遗址。迄今为止，在右江两岸挖掘出来并经专家认证的史前文化遗址就有 100

多处。百色旧石器遗址已成为世界级的研究遗址。百色具有激昂奋进的红色

文化。1929 年 12 月 11 日，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革命家成功

发动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百色起义在

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造就了百色的红色革命文化。百色具有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百色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聚居

区，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 7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 87%，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0%。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姿的

文化，形成了以壮族文化为主体，多个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地

域文化景观。这里的民族文化资源取之不竭，民俗文化五彩斑斓。千年技艺靖

西壮族织锦，壮族民歌奇葩平果壮族嘹歌，田林瑶族铜鼓舞、北路壮剧，民间

一绝田阳舞狮和悠扬婉转的那坡黑衣壮山歌被列入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百色具有开放性的边境民族文化。这里边境线长，边疆文化资源丰富。东

南亚的文化呈现出既多元化又互相影响和融合的特征，各国都有着丰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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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百色与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具有相似的地理

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在传统文化方面也表现出近似性。

这为百色学院学者开展跨境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百色

学院成为东南亚跨境民族文化研究的基地。

可以说，百色是以壮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生地，是骆越文化和云

贵高原文化的接合部，是世界壮泰语系民族的文化轴心地带，文化底蕴相当深

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秀美的山河、多彩的民族风情、丰富的人文景

观，使百色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

百色学院处于滇、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中心位置，拥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民族资源、边疆资源，根据这种办学地域和办学资源的特殊性，我们凝

练出“革命性、民族性、边疆性”的特色办学思路，并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细化、深化和彰显这三大特色，逐步形成了百

色学院办学的特色品牌。多年来，百色学院始终坚持立足百色及周边地区，充

分挖掘本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加强内涵建设，强化特色发展，主动服务地

方，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高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之一，担负传递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百色学院意识到地方高校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必要

性与现实性，积极开展桂西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对外传播及译介研究工作，

取得一系列特色成果。近五年来，百色学院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20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5 项、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8 项，以及教育厅科研立项 100 多项；获各级政府科研成果奖励 104 项，其

中省部级奖 15 项，市厅级奖 89 项。

百色学院逐渐成为开展桂西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基地。桂西民族语言文化

与译介研究基地是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宗旨便是挖掘、保护、

传承桂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服务桂西地区社会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该基

地由我校与区内外高校合作共建，采取校校合作、校地合作的协同创新研究

模式，整合研究力量、科研资源与社会资源，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研究

队伍。

《百色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丛书》是桂西民族语言文化与译介研究基地的阶

段性成果。第一期计划出版 6 — 8 部。其中，《多元视角下的壮族民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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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录了百色学院教师关于壮族民歌研究的相关论文，从文学、语言学、民

俗学、翻译学、音乐学、传播学等多维度、多视角对壮族民歌进行较为全面的

探讨；《同根生的民族 —— 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是百色学院特聘二级教授、

壮泰族群文化研究领域世界知名学者范宏贵教授付出几十年心血，对壮泰民族

渊源与文化比较进行潜心研究的经典之作；《奇葩依然吐异馨 —— 西南民族文

化调查记录》是桂西民族文化与译介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汉田先生八年以来，以百色为中心走遍西南地区，对

西南民族文化事象开展田野调查的记录；《共享的庆典 —— 壮族嘹歌及歌圩活

动研究》是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白雪关于壮族嘹歌文化研究的优秀博士论

文；《南国木棉红 —— 中国音乐学院百色基地论文集》是中国音乐学院与百色

市平果县共建民族文化研究和教学实践基地的研究成果；《广西壮剧志》由桂

西民族文化与译介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百色市文化名人姚茂勤等编写，对

广西壮剧历史、分类与剧目进行了详尽介绍，图文并茂、内容翔实；《中国壮

族谚语》是百色学院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壮语与泰语谚语比较研究”课

题组收集整理的研究语料，采用拼音壮文、壮族古壮字与汉字三种体例对照合

编成书。

《百色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丛书》是我校在桂西民族文化系列研究中的又一

个创新成果。在《百色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一直以来

关心支持百色学院发展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是为序。

编委会

201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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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已有之的中国西南地区的世居民族，壮族有着历史深远且丰富多彩

的民歌文化：瑰丽奇葩的平果嘹歌、炽热大胆的田阳排歌、悠扬婉转的那坡黑

衣壮山歌、优美灵动的凌云巫调、诗情画意的坡芽歌书。壮族民歌是壮族文化

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是壮族文化的载体，而且与壮族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因此，从壮学发端至其繁荣昌盛的今天，壮族民歌一直是壮学研究者最重要的

研究对象之一。

处于滇、黔、桂三省（区）交界中心位置的百色学院，充分利用地方特色

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传递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旗帜鲜明地提出“珠江源

头”的科研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多个学术方向。其中，“右江流域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民歌文化资源产业化”、“桂西民族典籍译介”等方向整合了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文艺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科

研力量，积极开展桂西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对外传播及译介研究工作，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壮族民歌也成为这几个学术方向共同深度挖掘的研究资源。

多年来，百色学院教师开展的壮族民歌研究成果不断，获得相关研究方

向的课题立项不少，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民歌文化资源产业化

研究”，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壮族典籍多语平行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

究”，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壮民歌与英诗修辞手法对比研究”、“壮族嘹歌的

修辞学研究”、“壮英民歌认知模型对比研究”，还有一批学校立项的研究课题，

如“平果嘹歌传承与发展研究”、“西林少数民族山歌的传承与创新运用”、“壮

族原生态演唱声腔研究”、“现代性与壮族山歌社会化功能的衰落——以百色市

为例”等。百色学院教师出版了多部专著、译著，发表相关文章 70 余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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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平果壮族嘹歌》（英文版）获得了广

西社科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并被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发

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论文《广西壮族嘹歌壮语英

译策略研究》获得了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发表于全国中

文核心期刊《广西民族研究》的论文《广西民歌产业化发展策略论 —— 以〈印

象·刘三姐〉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获得了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

类）三等奖、广西第四届青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广西首届文化产业发

展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百色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等。

这些研究从语言、文学、民俗、翻译等不同视角，探究了壮族民歌的起

源、内容、形式、功能、价值、保护传承与对外传播译介等。但囿于篇幅，本

书只撷取了其中 30 多篇汇集成册。这些论文中，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

的，如《嘹歌与英诗比喻辞格对比研究 —— 以〈平果壮族嘹歌〉为中心的分

析》；有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壮族嘹歌〉语言的陌生化艺术》；有从

民俗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从婚俗歌探桂西壮族婚俗 —— 以平果嘹歌为重

点》；有从翻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广西壮族嘹歌壮语英译策略研究》；有

从音乐角度进行研究，如《广西平果壮族嘹歌之唱腔形态探析》；有从传播学

角度进行研究的，如《中国少数民族“歌书”的传播形态研究 —— 以广西平果

壮族嘹歌歌书为例》。可谓多维度多视角，因此本书冠名《多元视角下的壮族

民歌研究》，收录入《百色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丛书》，以此勾勒百色学院壮族

民歌研究的样貌，也以此管窥壮族民歌的研究现状，更以此捋清今后的努力

方向。

编  者

2014 年 9 月于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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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歌与英诗比喻辞格对比研究
——以《平果壮族嘹歌》为中心的分析

周艳鲜

嘹歌与英诗比喻辞格对比研究——以《平果壮族嘹歌》为中心的分析� 周艳鲜

【摘　要】比喻辞格在诗歌中应用最为广泛。壮族嘹歌和英语诗歌

都采用了明喻、隐喻、博喻、转喻、拟人等修辞手法，通过丰富的喻

体对所说明的主体进行传神达意的描绘，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但

是两者比喻辞格中的喻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尽相同。对嘹歌和

英诗比喻辞格进行比较，可为壮族原生态民歌的研究、推介，壮英语

言翻译以及壮英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辞格；嘹歌；英诗；异同

一、引言

近年来，广西平果县着力于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先后整理出版了《平果壮

族嘹歌》共五册，两万余诗行，并组织力量对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为了更好

地向世界推介壮族嘹歌，对嘹歌与英诗进行对比研究极有必要。诗歌的语言是

形象性的语言，富有艺术魅力，巧妙运用修辞手法则是增强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和艺术性的重要途径，而诗歌中运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比喻
［1］P227

。比喻辞格

在壮族嘹歌和英语诗歌中得到广泛应用，两者都采用了多种比喻修辞手法，通

过丰富的喻体对所说明的主体进行传神达意的描绘，运用描写创造了一系列的

意象，产生了强烈的文学效果。但是由于壮英思维特点、民族文化传统、价值

观念及审美哲学思想的不同，嘹歌和英语诗歌在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过程中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拟对嘹歌与英诗的比喻辞格进行对比分析，并以例子加

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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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嘹歌与英诗比喻辞格对比分析

（一）比喻类型多样

壮族民歌和英语诗歌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两者具有数量浩瀚、内容广

泛、语言独特、形式多样、富有艺术魅力和具有鉴赏价值等共同特点。

为了渲染强烈的艺术效果，突出诗歌语言特征，增加感染力，诗人们广

泛运用比喻辞格，造就了许多诗歌极品。比喻也是嘹歌和英诗的语言艺术的主

要特征，两者均采用了明喻、隐喻、转喻、博喻、借代、拟人等大量的比喻修

辞格。这些比喻生动贴切，寓意含蓄深刻，情真意切，让人回味无穷，产生了

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例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抒情短诗代表作

《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中，把爱人比作“六月里绽放的红红的

玫瑰”（a red rose），比作“和谐合拍的甜甜的乐曲”（the melodies），取喻体

与主体之间的共性“美”，其用词简洁、清新、准确，表达手法大胆、自然、

明快，表达诗人对所爱之人纯真炽热的爱恋及其朴素、纯洁的爱情观。嘹歌中

比喻手法的运用也是丰富多彩的。

例１：  男  哪个在那边      女  那个在这里

        像瓜花开放          好似朵牡丹

        像马蜂飞翔          谁站在那里

        似春燕轻盈          像新结的瓜

例２：  男  踯躅在那里      女  踯躅在那里

        想飞又不去          想飞又不去

        想飞翅不展          去了又转回

        想走又想回          这人是哪村

——《平果壮族嘹歌·三月歌》（罗汉田汉译）

在嘹歌中，明喻是最为普遍的比喻手法，比喻词多用“像”、“似”、“好

似”、“如”等，例 1 是一个典型例子。歌者以新开放的瓜花、飞翔的马蜂、

轻盈的春燕、华丽的牡丹、新结的瓜为喻体，取喻体与主体之间的形态相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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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相似之处，描述了人物娇美柔嫩的形态、轻盈飘逸的动作。其中男歌者采

用的喻体“马蜂”是有毒类蜂种，将初次见面的姑娘喻为可畏的马蜂，可看出

男歌者对姑娘想亲又不敢近、想邀对方对歌却又担心遭受拒绝的犹豫心理。

例 2 采用了嘹歌中常见的隐喻手法。青年男女初次相遇如果产生好感，

在动作和神态方面一定有所表示，例如羞答答、不敢正视对方、默不言语、依

依不舍等，嘹歌歌者正是运用歌声更好地表达了这种真情实感。在例 2 中，

男歌者第一句描写对方站立在那边扭扭捏捏的神态，第二、三句虽然不出现喻

体，但是“飞”、“展翅”这些动词显然是描写鸟儿的动词；女歌者最后一句

“这人是哪村”道出了前面那个“踯躅在那里”、被比作“想飞又不去”的鸟儿

的就是她遇到的这个后生。歌者以“鸟儿”为喻体，将双方见面后想离开却不

舍得、想走又放不下的犹豫心情和男女青年初次相遇感觉害羞、动作扭扭捏捏

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隐喻的比喻是隐含的，它以简捷的关系命题“A 是 B

或 B 是 A”来表现。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明喻是“相类关系”，隐

喻体现了喻体和主体的“相合关系”，比明喻“更上一层”
［2］P77

。例 2 说明了

“她 / 他是鸟儿”这个命题，在此，“她 / 他”与鸟儿不再分指，而是在“犹

豫、依依不舍”这个内涵上融合为一，因而读者更能体会到青年男女初次见面

那种想与对方玩乐又感羞涩、想走开却依依不舍的犹豫心理和贴切形象。

（二）以丰富的喻体描绘主体

尽管英语诗歌和嘹歌均运用丰富的比喻修辞手法，但是读者不难看出，两

者采用的喻体并非没有差异。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英语诗歌采用的喻体大多

为花卉、日月星辰或动听的乐曲等，以喻体来说明所要表达的主旨，或是描写

人物，或是抒发内心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嘹歌也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比喻，大

量采用植物、动物、日月江河等自然景物或一般生活物品等为喻体。常用的

植物喻体有瓜、瓜花、牡丹、荷花、桃花、梨花、李花、木棉花、乔花、菰

花、茉莉花、棉花、桐花、竹笋、野菜、浮萍等；动物喻体有天上的龙凤，有

鸟儿、昆虫，如画眉、喜鹊、春燕、翠鸟、蝉、蝴蝶、蜻蜓、马蜂等，水中的

青蛙、鱼、蛟龙、野鸭等；大自然景物喻体有太阳、月亮、江、海、河流、溪

水、泉水等；其他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诸如酒、米、五色糯米、糍粑、锣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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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桥、银、铁、锡等也可以作为喻体，可谓包罗万象。嘹歌采用这些具象化

的喻体，通过状物喻意，或以物比人，或以物表志，或以物喻情，对主体进行

绘声绘色的描写，达到传神达意的目的。与英语诗歌中较为优雅的喻体比较，

嘹歌中使用的喻体更为丰富多彩、无所不包，更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既贴

切生动，又委婉含蓄，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思维特点和语言特点。这些喻体大多

都是壮民族生产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景物，表达了壮族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真切

体验和真情实感。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说，乡村居民处于那样的社会地位，

他们交际范围狭小而没有变化，很少受到社会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情感和

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他们的语言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

来，比起那些一般诗人通常使用的语言更永久、更富于哲学意义。嘹歌是壮族

劳动人民在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创作、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其题材广泛，内

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朴实，但不平铺直叙，所用的喻体如此包罗万象、具

体形象，极具生活趣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嘹歌喻体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突出民族特色

嘹歌采用丰富、形象的喻体描写人物外貌特征、神态、动作以及内心情

感，不仅体现了壮民族的具象思维特点，同时也承载了一定的民族文化信息。

虽然嘹歌与英语诗歌中将美丽女子比作鲜花的比喻手法比比皆是，但是其文化

内涵不尽相同。据壮族民间传说，壮族始祖姆六甲是从花朵中生出来的，后来

主管赐花送子之事。所有的人都从姆六甲花园中的花转到世上来。也就是说，

人是由花而生的，每个人都是花婆神种植管理的花园里的一朵花，女子是红

花，男子是白花，由花婆赐花而生育，人死后又回到花婆神的花园里，这寓指

种花—生命之花—花逝的生命链。壮民族历史上有语言而无文字，其语言功

能丰富而发达，以大自然里各种山花为喻体比作年轻美丽的女子，寓意丰富、

生动、贴切而深刻，折射了“花变人，人变花”的壮族原始思维。

嘹歌中使用的喻体不仅丰富多彩、通俗易懂，而且贴近生活，所取的喻体

大多都是壮民族生产生活中常见的景物，既贴切生动，又委婉含蓄，不仅体现

了壮族人民的思维特点和语言特点，也表达了壮族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真切体

验和真情实感。例如《平果壮族嘹歌·三月歌》中有以下诗句：“（男）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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