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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克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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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克智"是彝族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是彝族民间流传最广，运用场合最多的口头文学之一。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为特点。其语言

特色具有诗一般的韵律，因此，容易掌握和运用。 

    "克智"是彝语的音译。"克"是"口"、"嘴巴"的意思，"智"是移动、搬迁、退让的意思。"克智"名称说明"克智"具有口头性、灵活性

的机动性的特征。这是口头创作，口头表演而且是灵机应变的彝族口头文学之一。 

    "克智"有称之为"克史哈举"。"克史"即夸张，"哈举"舌头灵便，巧语盘词。这一名称是从"克智"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上命名的。"克

智"也称为"克格哈查"，"克格"即嘴里说着玩的，开玩笑之意。这又是从"克智"的娱乐性，趣味性的特点上来命名的。"克智"还有称

为"克波哈险"的，即辩论交锋的意思。"克智"也有称为"克维"，即边缘语，开场白。 

    综上所述，彝族"克智"的几个名称中都离不开"克"即"口"，字。这体现了彝族"克智"的口头性特点。证明了彝族人民在很长的历史

阶段中，始终使用口头语言传播和创作"克智"作品，一直用着"口传心授"的方式，口头创作和传播为彝族人民所熟悉，使之流传很广，

经久不衰。口头创作"克智"的优良传统，即使在书写工具，出版条件十分发达的今天，仍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口头语言本身是一种最

灵便的表达工具，既便于传，又便于记。"克智"紧紧依附在彝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牢牢刻在人民的记忆里。人民用口头语言反映生活，

进行斗争，异常及时方便。人民进行口头创作是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优越性分不开的。     

    "克智"内容极其广泛，形式多样，有抒情，有叙事等，生动活泼。"克智"多在婚丧喜事，逢年过节时表演。表演时，由主客双方，

各自选出自己能说会讲克智的代表，运用大量的比喻以夸张、流利、畅快的手法来与自己的对手辩论。 

    在克智进行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有时进攻，有时防守。有时冲锋，有时退却，有时波翻浪涌，有时风平浪静。有的一夜争执到

天明也难分胜负，最后由老人拿酒劝止，往往说："停下来吧，姑娘还多着呢，你们的克智留着以后别的姑娘婚礼上再说吧。" 

    在说克智的时候，主客双方交锋，各自针对对手所述内容进行一一辩解，比智慧、比知识。有时远古历史，有时海阔天空。为了战

胜对手灵机应变，急中生智，自由发挥，即兴创作。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说到精彩处，不时赢来喝彩。"克智"能起到教育宣传鼓

动群众和文艺娱乐的作用。 

    "克智"不同于曲艺的对口词和相声。彝族克智是由甲乙双方各代表宾主，甲说完一段后，由乙根据甲所说的内容进行回应，每个回

合多则五十行少二三十行。 

    说克智多在火塘边进行，以火塘为中心，客在上方、主在下方，对座饮酒表演。听众围坐在四周，其中有主人和客人，都密切注视

和希望着自己的代表获胜。若主方获胜，主方会有人说："克智都说不赢休想把我们家的姑娘接走。"客方胜利，客方也会有人风趣地

说："我们知识超过人，同我们开亲实在不行。"因此办婚事，都得首先选聘克智能手去接亲，不然就要受到泼水，抹花脸的威胁。 

    "克智"是彝族的一种诗词，且是有韵文的诗词。"克智"在音韵和节奏上都讲究协调和谐，讲究语气轻重缓急。"尔比"即谚语在"克

智"中得到充分发使用，短小精悍而灵活多样的"尔比"，在克智中很活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克智"虽然是灵活机动的，但它却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漫无边际地乱说一通。它是有头绪，有条理，由浅入深进行表达的，即

按开场白、人题、逐步深入、开展、转折、发展、高潮、缓和、结尾等顺序进行的。 

    "克智"的这些进行顺序，不是固定的，只能说大体上是按这些步骤进行的。内容也因时间、地点和表演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话

内容随地点的改变，亦随之改变。如举行婚礼时，在女方甲是客人，乙是主人；到男方，则甲是主人，乙是客人。 

    "克智"表演时甲乙双方对话的内容，是有机联系的，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不能成为各说各的互不相干的话，所问非所答，牛头

不对马嘴，那就不成其为会说克智的内行。 

如甲： 

           我是山上的大树， 

           能经受寒风的吹刮； 



           我是金沙江畔的礁石； 

           能经受浪涛的冲打。 

   乙：我是天空的雷公， 

           专劈山上的大树； 

           我是打石的石工， 

          专打江边的礁石。 

又如甲： 

          我像无情的滚石， 

           往山下飞奔； 

  乙：我像宽敞的深沟， 

          把滚石容纳。 

    每一个回合之间一定要紧密联系，相互吻合，环环紧扣，但也不是机械地约束在这些环节中。中途可以另换话头和转折，也可飞

越，从地上可以说到天上。从东西说到南北。这差不多都用语气转折来承接。 

    "克智"的内容广泛，天文地理，古今历史等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克智"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如：赞美古今著名的发明家，

为民除害的勇士，凡为人类做过好事的人以及他们的事迹都受到加倍的颂场。在"克智"里可以谈"勒俄"即史诗．"玛木"即古训世诗，以

及远古开天辟地，英雄史诗，征服万物等。不仅人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可使人增长历史知识。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训词，爱憎分明，对好的

加以肯定颂场，对坏的加以批评、指责和讽刺。它也涉及到人的道德行为的规范，对真善美的倾扬，对假恶丑的批判。"克智"这种彝族

固有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可使人得到许多教益。 

    "克智"语言美妙，比喻生动，想象丰富，艺术色彩浓厚，使人从中感受到极大的趣味性。它的艺术趣味，能自发招徕广大听众，用

夸张、诙谐、风趣的语言，增强喜事场合的欢快气氛，逢年过节的幸福感，丧事场合消愁感。     

    "克智"艺术的基本表现特点是夸张，它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在每次"克智"的比赛中都有新增加的内容，因为表演者双方，并非在

表演前事先进行预演作了准备，全凭在对说过程中，以对方所述内容为依据，重新组织内容进行回应。 

    "克智"针对性强，它所叙述内容是极其广泛的，无论取材于什么人或事，都必须与所吟诵的内容和对象有关，尽管千变万化，天南

地北，空中楼阁，最终都得落脚到相互谈论的论题上。 

    "克智"的表演和创作，要具有乐观精神。如上所述，"克智"创作的主要手法是夸张，因此，表演者本身就要有乐观情绪，大无畏精

神，一切矛盾在他面前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并且由于克智富有诙谐、风趣的特点，所以在表演中不但要使听众发 

笑，自己也要含笑。苦闷的表演者，他无论如何努力也说不好"克智"，即或能说一些也将大失水准。 

    "克智"想象丰富，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这些想象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若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可能有丰富的想

象，从生活中提炼加工，凝炼出精美的生动的比喻来构成克智，而不是呆板拘泥的。 

    每进行一次克智表演，就要产生很多新的内容。克智的创作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个人创作的基础上集体加工修改。由于在吟涌比

赛克智时是即兴创作，能有效地回应对方所述内容，给以回答或反击。比赛克智者，每次在吟诵比赛中见景生情，急中生智地进行创

作。所以得到群众公认或共鸣，使之在类似比赛环境巾，可以作为现成话来使用。在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的克智表演创作，完善、丰

富着克智本身，但由于没有得到搜集记录自生自灭的不少，被人们经常应用的只不过是一些容易记忆上口的精华。 

    "克智"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创作手法层出不穷，不断推陈出新，在新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内容。解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继承和发

展"克智"的优秀遗产，而且按这一形式的特点进行新的创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起到宣传鼓舞人们进取向上的积极作

用。 

    "克智"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它的表演不需要什么舞台和众多的演员，很适合于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等分散的地力进行表

演。它有许多其它文学艺术所起不到的作用，就地取材，富有民族特色。在丰富和活跃彝族农村文艺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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