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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侬智高的传说较鲜明地体现了壮族人民强烈的爱憎情感、价值观和审美理想 ,

它的美学内涵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故事情节的传奇化、人物结局的悲剧美和故事

本身的风情美这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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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ose folk legends of NON G Zhi - gao vividly reflect Zhuangzu people’s st rong sense

of love and hatred , their outlook on value and aesthetical standards. The aesthetical value of

those legends mainly lies in four aspects : idealized characters ,legendary plots , t ragic endings

and beautiful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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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侬智高是北宋年间壮族农民起义的领袖 ,他于

1025 年出生于当时邕州所辖的羁縻州广源州 ,其父

侬全福原是广源州的首领 ,后广源州被交趾 (今越南)

侵占 ,侬全福被交趾人俘为人质 ,后被杀害。侬智高

“复与其母据傥犹州 ,建国曰大历。交趾攻拔傥犹州 ,

执智高 ,释其众 ,使知广源州 ⋯⋯居四年 ,内怨交趾 ,

袭据安德州 ,僭称南天国 ,改年景瑞。”[1 ]这里的傥犹
州、安德州都在今靖西县境内[2 ] 。1052 年 ,他在安德

州首举义旗 ,率 5000 子弟兵起义反宋 ,从安德出发 ,

几个月的时间 ,连克广西、广东十几个州县 ,兵临岭南

重镇广州城下 ,围城 57 日 ,后转战荆湘一带 ,再回师

广西。1053 年兵败昆仑关后 ,侬智高和其母阿侬沿

右江经田林退守特磨道 (今云南广南县) ,阿侬及其

子、孙在特磨道被俘 ,侬智高到大理借兵企图东山再

起 ,后在大理被害。[3 ]

靖西是侬智高的家乡 ,靖西人民以自己的这一片

土地养育出这样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虽然 ,历代

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 ,把侬智高污蔑

为“蛮贼”、“反寇”,说他杀父等等[4 ] 。但在人民的心

目中 ,侬智高仍然是一个英雄好汉 ,千百年来 ,他的传

奇故事在人民的口头长久流传着 ,壮族人民借助想象

和幻想 ,给自己崇敬的英雄抹上一层神奇光辉的色

彩 ,使他成为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化身 ,借以表达自

己的强烈的爱憎情感、价值观和审美理想。这些故

事 ,和其他的民间文学一样 ,具有诸如认识、教育以及

审美等多种价值 ,本文试图通过流传在靖西民间的侬

智高传奇故事 ,谈谈靖西民间传说的美学内涵。

一、人物形象的理想化

民间传说和其他民间文学的种类有所不同 ,它的

产生往往和一定的历史人物、事件相联系 ,并且常常

被附着到某些地方古迹、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习上

面 ,它包含了某种实在的、历史的因素 ,具有一定的可

信性 ,所以 ,人们又把传说说成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

史”。但是传说本身和历史又是两回事 ,它虽然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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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但它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学创作 ,它是人民大众

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对一些历史事件和

人物、自然景物、社会习俗 ,重新加以取舍、剪裁、想

象、幻想、夸张、渲染、典型化 ,从而虚构出更能广泛地

反映社会和生活真实的故事 ,塑造出更完美、更典型

的人物形象来 ,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所

以 ,传说的创作者们依托于历史 ,但并不拘泥于历史 ,

而是把历史性和幻想性巧妙地结合起来 ,通过文学的

形象思维方式 ,通过夸张和渲染的艺术手法 ,把英雄

人物理想化 ,赋予人物神奇的超人的力量 ,借以表达

自己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和对英雄的崇敬。靖西民间

传说的创作者们正是这样 ,带着壮族人民大众的主观

情感和愿望要求 ,用神话化的手法 ,以理想化的方式 ,

从三个方面塑造了侬智高这个壮家好汉的动人形象。

首先 ,赋予侬智高以一种奇异的出身。如《智高

捉龙驹》:“传说在几百年前的一个春日 ,傥犹州壮寨

头人家里 ,诞生了一个婴儿。在他出生下来的时候 ,

红光满屋 ,成帮成群的燕子都飞来歇在他家的屋顶

上 ,时而翩翩飞舞 ,时而啾啾鸣叫。父亲给他起名叫

智高。”而在《金龙显身》中更是发挥想象 ,说侍女氏凤

用白玉杯泡了茶送进侬智高的卧室 ,刚走进室内 ,只

见一缕缕彩云缭绕着柱子和床铺 ;走近一看 ,一道道

金光光耀夺目 ,只见一条金光闪闪的长龙盘卧在床铺

上 ,吓得玉杯掉地。这些带有明显幻想性的故事 ,显

然是老百姓的虚构而非历史的真实 ,这种浪漫主义地

将人物神化的手法 ,是为了使人物更加超凡脱俗 ,以

此渲染起义的非凡声势。

其次是突出了侬智高疾恶如仇 ,打抱不平 ,不畏

强权 ,惩凶除恶的品质。如《侬智高怒惩恶少爷》说的

是有一天 ,侬智高探营路过靖西天付村 ,刚进村头 ,就

见大财主李毫的儿子李虎彪在调戏一外地逃难来的

女子 ,并打伤了她的父亲 ,侬智高见状大怒 ,上前喝

斥。三拳两脚把这些为害乡里的恶棍打翻在地 ,并割

下了李虎彪的一只耳朵以示惩戒。这里的侬智高 ,显

然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为民除害的好汉。《箭射仁宗

皇》里则讲到了侬智高不畏强权、勇斗县官。一次 ,侬

智高挑柴到墟上卖 ,恰逢县令出巡 ,墟上百姓闻讯或

远远避开 ,或跪拜于地 ,俯首迎接。唯智高与众不同 ,

竟昂首挺立于市上看热闹 ,县官喝令将他拿下痛打五

十大板 ,几个手持大刀的打手冲过来 ,智高抽出扁担 ,

迎头痛击 ,打手们被打得七零八落 ,鼻青脸肿 ,百姓目

睹此景 ,不禁拍手称快。侬智高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

向前一跃 ,像老鹰抓小鸡 ,把县官从轿子里提了出来 ,

使劲往地上一摔 ,砂锅般的拳头对准他的太阳穴狠狠

揍了两下 ,只听到一声嚎叫 ,县官四脚朝天 ,呜呼哀

哉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些故事 ,都以简练的叙

述 ,朴素的语言 ,表现了侬智高勇敢顽强的反抗性格 ,

它让人物置身于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焦点中 ,刻画人物

不畏强权 ,不甘欺凌 ,敢于反抗的性格。具有强烈的

人民性 ,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这种精神 ,正是他

能够领导起义 ,获得广大壮族人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同时 ,也揭示了当时壮族人民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

迫并由此而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真实

地反映了北宋时期边境人民的生活现实 ,这也是起义

之所以最终爆发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再次是突出了侬智高和他的义军英勇善战、威震

敌胆 ,塑造了一位神勇过人 ,智慧超群的民族英雄的

形象。《智高反宋皇》讲了在侬智高攻下横山寨后 ,决

定趁势再取邕州。由黄玮带领一百多人提前十天扮

成各种各样的行当先混入城中 ,作为内应。然后大军

日夜兼程直奔邕州 ,战前侬智高排兵布阵 , :“副军师

率领五千人马 ,到邕州后面埋伏 ,智忠、智光两兄弟各

埋伏于城左和城右 ,听到炮响 ,一齐攻城。各人严令

所属 ,不许伤害百姓 ,违者必斩。”结果和邕州守将陈

珙对阵时 ,宋兵腹背受敌 ,首尾不能兼顾乱奔入城中 ,

城内接应的黄珙见义军杀到 ,即率部动手 ,宋兵大乱 ,

四下逃散。侬智高攻下了邕州城。开仓赈济饥民 ,犒

赏军士 ,四方穷苦兄弟 ,纷纷前来归附 ,义军声威大

振。史载 ,侬智高在袭取邕州前 ,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

先是在守将陈珙身边布下间谍 ,“阴结珙左右 ,珙不知

之。”“五月乙巳朔 , (智高)奄至邕 ,珙闭城拒之。城中

之人为内应。”[5 ]《曾文定集·与孙司封书》也记载 :

“智高果反 ,城中皆应之。”轻取邕州 ,体现了侬智高是

一个有勇有谋的统帅。也进一步说明了起义是符合

壮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的。

《挥辫削山》、《金竹林和箭穿山》则突出了侬智高的神

勇过人。前者说侬智高面对狄青追兵的重重包围 ,镇

定自若 ,挥起长辫子 ,把周围的几个山头削下 ,官兵被

砸得鬼哭狼嚎 ,慌忙逃跑。后者讲述了侬智高在狄青

数十万大军的镇压下 ,寡不敌众 ,被迫退守在靖西旧

州一座孤山上。在狄青大军的重重包围下 ,义军的处

境十分恶劣 ,缺粮缺菜 ,将士们渐渐的面黄肌瘦。一

天山下的老百姓冒险送来了一竹筒的饭菜 ,看着战士

们在受饥挨饿 ,侬智高把一双竹筷狠狠插在地上 ,向

着义军起誓 :突围不成功 ,决不吃饭 ,接着 ,他拿出弓

箭奋起神威 ,使出拔山之力 ,把对面的一座山射穿了

一个大洞。这一箭告诉大家 :官兵纵然是那重重大

山 ,起义军也要把它射穿。牛角号吹响了 ,山岭震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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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声阵阵 (“卡”是壮语 ,意为“杀”) ,义军和官兵展

开了一场惊鬼泣神的战斗 ,最后终于冲出了重围转移

到中越边境的深山老林里。

这些故事 ,以浪漫主义的飞跃激扬的想象 ,用理

想化的手法 ,按照壮族人民大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

趣 ,描绘了侬智高过人的本领、超群的智慧和勇敢顽

强的品质 ,这样的传说 ,已不仅仅是历史上侬智高的

原型的复制和实录 ,而是熔铸了广大群众的主观感情

和愿望要求 ,经过千百年来人民群众不断的创造、发

挥和典型化塑造出来的 ,实际上是壮族群众审美理想

和价值观的体现。

二、故事情节的传奇化

传奇性是民间传说的最显著的特征 ,传说的“传”

字 ,既是口耳相传之传 ,又是传奇之传。民间传说的

这种传奇之美 ,是由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和口头性的特

点所决定的 ,因为传说的流传方式主要是口述 ,诉诸

人们的听觉 ,如果故事情节平淡乏味 ,缺少趣味性和

生动性 ,缺乏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就不足于吸引听

众。因此 ,民间传说很注意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的传

奇性 ,它在创作流传过程中 ,往往加入许多幻想和理

想的因素 ,“又把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虚构、渲

染、夸张、幻想 ,通过偶然的、巧合的 ,以至‘超人间’的

情节来引起故事的转变。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既在情

理之中 ,又出乎意料之外 ;既给人以真实感 ,又比较曲

折离奇 ,而且有引人入胜的效果。”[6 ]这样做 ,一方面

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 ,因为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

历史 ,曲折奇异的情节 ,往往使人物的个性特征得到

更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欣赏心理的需

要 ,丰富多采、波澜起伏的故事 ,充满悬念的跌宕曲折

的情节 ,激起读者或听众的一种好奇心和心理期待 ,

使他们饶有趣味地听下去 ,并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满足

和愉悦 ,引发他们情感上的共鸣 ,从而或得强烈的审

美感受 ,或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

如《箭射仁宗皇》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智高不畏

权势 ,当众打死县官 ,被迫逃避山林 ,显示了壮族人民

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 ,是一奇 ;进洞寻刀时迷路 ,

绝望无助 ,人们为之担心时 ,猛然发现一座金碧辉煌

的宫殿 ,看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仙翁 ,是二奇 ;老仙翁

给的十来个小小的馍灭和口西却有如此巨大功效 ,使

他具有九牛二虎之力 ,是三奇 ;对着满洞的金银珠宝

毫不动心 ,只要一支能射死皇帝的宝箭 ,立志为民报

仇 ,是四奇 ;在洞里只呆了一天 ,回到家时已过了三

年 ,是五奇 ;而最后的箭射皇帝时 ,因为急于求成 ,功

亏一篑 ,让人感到极其惋惜 ,是六奇。通过这些传奇

性的“六奇”,把一个勇敢、顽强 ,充满战斗精神的壮家

好汉的形象给真实生动的描绘出来了 ,让人听时感到

一种充满悬念的期待 ,使人听后既倍受鼓舞 ,又感到

无比惋惜。从中也受到了教育。

有的传说还运用了想象、夸张的手法 ,使故事具

有出人意表的传奇性 ,由此表达人民的爱憎感情和美

好愿望 ,以及人心的向背。如《智突青龙关》讲到数以

万计的狄青部队在一个冬天把侬智高围困在青龙关

上 ,准备等山上的义军缺水断粮 ,束手就擒。没想到

三五天过去了 ,山上仍然炊烟不断。狄青走上山梁一

看 ,不禁大吃一惊 ,却见侬智高的军队在小溪边悠闲

的泼水洗马 ,那雪白雪白的水花泼在马背上 ,刷刷地

往下流。溪边不少战士在就着溪水磨刀。狄青慌了 ,

想 :“莫不是老天有意要解救他 ,才在隆冬里放水给

他 ? 怪不得整天炊烟不断。”狄青的腿都发软了 ,急忙

下山。当晚 ,侬军趁劳累的官兵呼呼大睡的时候 ,杀

进敌营 ,突围而去。天亮后 ,狄青带着军队上到青龙

关上 ,只见溪边零零星星的白米 ,才恍然大悟 ,原来侬

智高用的就是这种“水”呀 ,惊叹良久 ,狄青不禁佩服 :

“智高真是智高 ,看来这块硬骨头确实不好啃啊。”这

里以白米为水洗马磨刀迷惑敌人 ,确实是奇招 ,是出

人意料之外的奇招 ,显示了义军的智慧和勇气。这些

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幻想的故事 ,显然出于人民

群众的臆造 ,而人们之所以不感到其“虚假”,不感到

它象神话那样荒诞 ,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

础上 ,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艺术真实 ,这种真实就

是壮族人民对起义的衷心拥护和对义军的关怀爱戴 ,

它符合群众的审美需求和愿望 ,所传达的正是广大壮

族老百姓真实的心声。这种“超人间”的离奇的情节 ,

它源于生活 ,又比生活更高 ,更有典型性 ,从而也增强

了传说本身的生命力。

三、人物结局的悲剧美

悲剧是美学的重要范畴。它表现的常常是社会

上的新生力量与旧势力的抗争 ,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 ,还具有强大实际力量的旧势力对新生力量的暂时

压倒 ,使新生力量遭遇必然性的失败和挫折。即恩格

斯所说的 ,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的实际上

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8 ] ,鲁迅先生也

说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9 ] ,这

里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历史发展

必然性的人类进步要求、美好的事物与品质。所谓的

“毁灭给人看”是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特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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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所遭受的挫折、失败、牺牲 ,并在人们心中引起

悲痛、愤怒、恐惧、同情、怜悯、惋惜等美感 ,进而使这

些美感转变为对悲剧人物的惊叹、赞美和崇敬 ,从而

使灵魂得到升华、净化。

侬智高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在宋王朝的残酷镇

压下 ,最后是失败了 ,这种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它在壮民族的发展史上 ,却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而关于侬智高起义的传

说 ,长久以来能在壮族地区广为流传 ,为人民群众所

津津乐道的原因 ,除了它情节的传奇性和人物形象的

理想性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在于它所具有的

悲剧美 ,象《厄果茶赤崖的传说》、《谷纳红枫》、《捻果

的故事》等这些故事 ,一方面它给我们“讲述具有英雄

品格或高尚道德的人由福转祸的悲惨故事”,“展现出

人类苦难的场面”,另一方面 ,“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

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10 ]都具有

强烈的感人力量。

《捻果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侬

军被人多势众的官军打败 ,在五峒一带被围 ,各族百

姓心急如焚 ,大家都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偷运上山

送给义军 ,一位彝族的小姑娘看到义军被围 ,粮食没

有了 ,野菜树皮也掏光了。有婴儿的妇女便挤出自己

的奶水 ,一滴滴地积成桶 ,再送到山上。彝族小姑娘

看见了 ,也暗地里挤自己的奶 ,但挤啊挤啊 ,总不见奶

水。她急得哭了 ,忍着疼痛狠命地挤 ,终于挤出了两

滴殷红的鲜血 ,鲜血滴到地上 ,长出了两棵一人多高

苍翠欲滴的小树 ,树上结满了一棵棵像星星一样多 ,

像奶头一样的暗红色的小果。小果成了义军救急的

口粮。可是人多果少。于是她又忍着剧痛 ,拼命的

挤 ,挤出的鲜血跌落地上 ,变成了长满紫红色小果的

树 ,她高兴得忘记了疼痛 ,一路绕着山坡挤过去 ,最后

含笑昏倒在山坡上 ⋯⋯义军勇士吃了这些香甜多汁

的小果后 ,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他们一个个如虎如龙 ,

发起反攻 ,终于打败了官兵。小姑娘听到胜利的喜

讯 ,看着满山遍野簇拥着烂漫山花的小甜果 ,带着微

笑离开了人间。这时 ,太阳悲痛得转过脸 ,老天也哭

了 ,连那满坡的山花和小甜果 ,也挂满了晶莹的泪珠。

为了纪念这位不知名的舍身救义军的彝族姑娘 ,大家

便给这种形似奶头的小甜果起名叫“捻果”。这是多

么感人的一幅幅画面 ,多么震撼人心的故事啊 ,它体

现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义军的无比爱戴以至甘愿为之

献出一切。

《厄果茶赤崖的传说》讲述侬军经过昆仑关的惨重

损失后 ,向“南天国”国都———安德撤退 ,狄青在后面猛

追不舍 ,侬智高带领军队退到现在的岳圩乡四明村的
厄果茶一带时 ,看到这里山高林密 ,便决定在此打一次

伏击战 ,以挫挫狄青的锐气。侬智高的女婿武赫利自
告奋勇担起重任。武赫利选择有利地形 ,分别埋伏在
两边的险峻山崖上 ,并准备了许多大石头 ,磨利刀枪 ,

准备和官兵进行一场恶战 ,结果当狄青的大队人马进

入埋伏圈后 ,两边高山悬崖上忽然巨石飞滚 ,如山崩地
裂 ,势不可挡 ,五百多勇士个个争先 ,杀得官军尸横遍
野抱头鼠窜。狄青依仗人多 ,兵分几路 ,把几座山都团

团围住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 ,终因力量过于悬殊 ,

义军全部战死 ,武赫利也力尽被俘。武赫利在狄青面

前英勇不屈 ,大义凛然 ,严辞拒绝了狄青的诱降 ,最后
被害 ,他的满腔热血冲上悬崖 ,把悬崖都染红了 ,几百

年的风吹雨打 ,也冲不掉那鲜红的血色。所以现在悬
崖上仍是红红的 ,似乎仍在述说着武赫利那宁死不屈

的悲壮事迹。《谷纳红枫》讲到经过了九九八十一仗 ,

侬军在安德照阳关一带被打散 ,一部分将士掩护伤员

驻进了长满红枫的谷纳沟坚持战斗 ,狄青的部将杨文
广发动了多次疯狂的进攻 ,都被义军打退了 ,于是 ,杨

文广扬言如果义军放下武器投降 ,保证个个有官做 ,享
尽荣华富贵。但义军心如磐石 ,宁死不屈 ,誓死不投

降。杨文广恼羞成怒 ,依仗人多 ,把山沟围个水泄不
通 ,由于百姓无法支持 ,义军最后个个都战死在山沟

里 ,鲜血把满沟的枫叶染成鲜红 ,他们英灵不散 ,变成
了一只只披着坚甲的鹰嘴龟 ,以自己的肉体和甲骨 ,报
答当地人民的支援大恩。这可以说是一曲曲英雄的赞

歌 ,这种不畏艰险、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 ,反映了
各族劳动人民的美学理想。

这一幕幕悲剧 ,为我们再现了起义军当时与官军
浴血搏斗的激烈场景 ,再现了英雄的战斗与牺牲 ,假

如说《捻果的故事》是属于哀婉之美 ,即我国传统美学
所谓的阴柔之美的话 ,《厄果茶赤崖的传说》和《谷纳

红枫》则具有更多的悲壮色彩 ,属于阳刚之美 ,它们都
具有强烈的美的冲击力量。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与

自由 ,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壮族先民们献出了自己的
热血与生命 ,历史把这些美好的人和事毁灭给人看。

这些悲剧信息的摄入 ,可以让读者或听众随着故事情
节的起伏 ,产生一种紧张感 ,激烈感 ,对人物的不幸结

局感到悲痛、愤怒和惋惜 ,但这种痛苦的情绪也会很
快转化为对悲剧人物的惊叹、赞美和崇敬 ,为故事所

蕴涵的真理、诗情和高昂的情调所感化 ,给人们一种
崇高感 ,从而使灵魂得到净化。

四、故事本身的风情美

靖西的侬智高传说 ,是靖西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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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 ,经过一代代人的创造、琢磨、发挥、传诵 ,历久弥

香。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各族劳动人民中间 ,蕴涵了对

自己民族杰出人物的深沉的爱和执着的感情 ,也散发

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富于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的风情

美 ,是这些传说独特的审美内涵之一。它把侬智高的

传说和自己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社会生

活、风俗民情、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民族精神结合起

来 ,反映了本民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通过

这些传说 ,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英雄动人的故事 ,受到鼓

舞和教育 ,同时又领略了壮族地区的奇山秀水和独特

的民族风情 ,得到美的享受。

侬智高传说的风情美首先表现在 ,它常常把英雄

的传说附丽在靖西独特的自然景物之中 ,赋予这些自

然之景以人格化的内在美 ,使自然的美和英雄的人格

美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个具有壮族地域特色的民间

传说。如厄果茶的红色的悬崖 ,是侬智高的部将武赫

利被斩后 ,满腔的热血染红的 ,巍然屹立的崖壁 ,成为

英雄不朽的丰碑 ,千百年来在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英

雄悲壮的故事 ;谷纳山谷里的满坡的红叶是烈士的鲜

血染红的 ,倔强顽强的鹰嘴龟 ,是抗宋勇士不屈的英

魂 ,它们以自己的肉体和甲骨 ,报答当地人民的支援

大恩。而大新县下雷乡望梅岭前的几座平顶山 ,是侬

智高奋起神威 ,用辫子把它给削平的 ;地州的金竹林 ,

是侬智高的插下的竹筷长成的 ,那被一箭洞穿的大

山 ,似乎仍在提醒人们当年英雄的豪迈激情。这些自

然物 ,被注入人的社会属性 ,注入了靖西人民用自己

民族的审美观所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 ,从而产生了

美的文学 ,增加了传说本身的亲切感和真实感。

其次 ,侬智高传说的风情美也表现在它和靖西独

特的民俗习惯的结合 ,体现了浓郁的壮民族生活气

息。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和心理素质的积

淀 ,透过这个窗口 ,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心

理、个性、审美观和道德观。侬智高的传说 ,有许多是

和这些风俗、习惯、节庆融合一起的。如一些地区的

壮族村屯 ,特别是农姓人家 ,群众有不贴门神的习俗 ,

传说中就解释了这一习俗的来源。说是侬智高被宋

军打败后 ,率残部投奔到云南的大理 ,打算和大理国

王共谋反宋大业。但在狄青的威胁下 ,大理国王见风

转舵 ,决心出卖侬智高。一天 ,侬智高在和大理国王

对饮时 ,守门大将进来报告说宋军来到 ,大理国王假

装吃惊 ,让人把侬智高藏起来 ,结果宋军进来在卧室

里把侬智高抓到了。壮族人民悲痛自己失去了首领 ,

因而恨透了大理国王 ,也恨透了凶狠的守门大将 ,以

至一看到门神 ,就会悲愤交加。所以至今仍不贴门

神。《侬居歌圩的来由》讲了靖西地州侬居歌圩的来

历 ,侬居歌圩在当地很有名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 ,近

万名身穿节日盛装的群众聚集在侬居一带 ,欢度一年

一度的壮族传统歌圩。传说人们是为了纪念一位英

勇不屈跳崖自杀的侬军战士 ,在山下立庙 ,希望烈士

的英灵保佑地方百姓有吃有穿。每年的这一天 ,附近

的老百姓都聚集在此歌舞、祭祀 ,歌圩由此形成 ,流传

至今。另外 ,三月三歌节、五月初五的爱猴节 ,相传都

和侬智高的事迹有关。通过和这些具有相对凝固性

和稳定性的传统习俗的结合 ,侬智高的传说显示出了

一种风俗民情的美。

综上所述 ,侬智高起义的传说 ,长久以来在壮族

地区广为流传 ,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 ,具有较高的

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它记载了侬智高起义军英勇

战斗的历史 ,表达了壮族人民的感情和心声 ,同样是

历史的真实见证。作为起义的领导者 ,侬智高在抵御

交趾入侵的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在和北宋王朝的不屈

不挠的斗争中 ,表现出来的英勇、机智、顽强的意志和

品质 ,以及起义给壮民族发展带来的良好的深远的影

响 ,都使他为壮族人民所深深爱戴和景仰。因此在民

间传说中 ,人民以最质朴、最热情的语言 ,一代代的传

诵着他的事迹 ,正如高尔基所说 ,人们“以一片挚诚来

赏识领袖的智慧光辉和他的多才多艺 ,给他戴上荣誉

的桂冠”。[11 ]而作为壮族先民的英雄 ,对于这顶“荣誉

的桂冠”,侬智高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

[ 1 ] 宋史[ M ]·广源州蛮传[ Z]1
[2 ] 白耀天 1 侬智高是今广西靖西县人 [J ]1 广西民族研

究 ,2000 , (2) 1
[3 ] 张声震 1 壮族通史 [ M ] 1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19971
[4 ] 黄现　 1 侬智高[ M ]1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1
[5 ] 司马光 1 涑水记闻[ M ]1
[6 ] 钟敬文 1 民间文学概论 [ M ] 1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841
[7 ] 壮族风情录[ M ]1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1
[8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1
[9 ] 鲁迅 1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M ]1
[10 ] 朱光潜 1 悲剧心理学[ M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1
[ 11 ] 高尔基 1 个性的毁灭[A ]1 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 ,作

家出版社 1
[12 ] 靖西民间故事集[ M ]1

【责任编辑 :黄家信】

63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