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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长帅

摘要：壮族民间流传的“巧媳妇”故事是

以塑造机智勇敢、勤劳贤惠的壮族女性形象为

主的作品。“巧媳妇”作为广西壮族民间故事

中的女性形象，其形象特征和成因都有着鲜明

的壮族特征。分析壮族民间故事“巧媳妇”形

象的特征和文化意义可以了解壮族女性文化的

独特魅力，探寻壮族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特

别是在家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领略这些形象

所蕴含的深厚的壮族精神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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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媳妇是一个不可

或缺的角色，她维系着夫妻之间、婆媳之间以

及妯娌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家族的发展起着

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在民间文学中，“巧

媳妇”的形象塑造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她们

通常以丰富的形象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的生活价值。有史以来，朴实勤劳的壮

族人民不断塑造具有完美理想人格、能机智化

解难题、贤惠孝顺的“巧媳妇”形象。她们的

故事不仅富有教育意义，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这些形象深深地影响着壮

族人的生活。

一、壮族民间故事中的“巧媳妇”形象特

征

壮族民间故事中“巧媳妇”形象丰富，既

表现在外在的语言行为上，也表现于内在的性

格中。

（一）机智聪明。

壮族民间故事《羽毛衣》[1] 讲述的是古时候

有户人家有三兄弟，老三喜欢钓鱼，但是每天

无论怎么换地方他都会钓到同一个河蚌，后来

带回家后河蚌变成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与老

三结为夫妻。皇帝想要将河蚌姑娘占为己有，

出了各种难题，先是问犁地的老三“今天早上

犁了多少行，翻了多少泥块”，如果老三答不

出便算输了。当老三一筹莫展之时，河蚌姑娘

则机智地以“今天早上骑马来走了多少步”反

问皇帝，解决了这一难题。接着她又完成了皇

帝想要的火灰编制而成的马料框这一要求，皇

帝奈何不了她，便将其强娶进宫。最后，在河

蚌姑娘的叮嘱指导下，老三用羽毛做了一件羽

毛衣，老三进宫后河蚌姑娘才露出久违的笑

容，那皇帝为了博河蚌姑娘一笑，立马脱下龙

袍换上那件羽毛衣，最后变成了一只鸟被狗咬

死。类似情节的还有 《田螺姑娘》[2]只不过故

事中田螺姑娘面对的是官员的刁难，最终结果

同上述的《羽毛衣》，结局也是夫妻过上了圆

满的生活。再有故事 《智女七娘》[2]中的七媳

妇面对家婆的考验时，她巧量十筒米，巧分一

千零一分铜钱。当家公受到县官刁难时，又凭

借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家公坐月子为由巧妙地

回应县官要的公鸡蛋，接着又按要求完成了县

官提出的硬过铁的木条做镜框、比棉还软的东

西做枕头等难题，最终成功解救了家公，获得

了“智女七娘”的美称。

在上述故事中，无论是面对皇帝的威逼利

诱，还是官僚的无理要求，又或者是封建的

“家长”类人物的刁难和考验，聪慧的“巧媳

妇”们都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破解一个又

一个难题。解决难题可以说是存在于民间“巧

媳妇”故事中的基础和核心，构成了这一类故

事的情节主干。

（二）能言善辩。

在壮族民间故事中，“巧媳妇”的“巧”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塑造了能言善辩的女性形

象。《聪明的媳妇》[3] 中的阿九就是典型代表。

“九”在白话里的谐音同“狗”，如果说

“九”字则等同于将家爷当成狗来提，是大不

敬。故当她嫁到夫家十几年来，侍奉公婆时从

来不提“九”的字眼，无论哪句话中参有

“九”字，她都能够巧妙地避过不提。村里有

几个好事者知道后很不服气，便商量一个试探

的计谋。某天趁媳妇的家公外出，便到家中让

其转告家公说“在九月初九那天，前往韭菜根

劏狗，要求每个人交出九十九文钱。”待媳妇

的家公归来，几人便转身躲在门外偷听，只听

到这位媳妇不慌不忙地转告家公说：“在月半

圆那日，你们需要在扁菜地里劏地羊，已经算

好了，每人要出一百钱少一文。”整个过程她

都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九字，并将要求传达的

消息如实转告了家公，充分体现了“巧媳妇”

的口才。那些好事者听后不得不连声佩服那位

媳妇的聪明和贤惠。此后，她也就被人们称为

“巧媳妇”。

（三）心灵手巧。

壮族民间故事中在塑造 “巧媳妇”形象的

同时，通常也塑造有陪衬人物。“巧媳妇”是

经过艺术加工概括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但作

为陪衬的姐妹、妯娌等女性就被特意塑造成为

“拙笨”形象，故事通过对比塑造，表现出

“巧媳妇”的心灵手巧。

《智女七娘》 中的七媳妇不仅机智聪明更

是心灵手巧，在众妯娌都琢磨不到家婆之意

时，她早已心知肚明，量出了家婆所要的十筒

米，在众人为了平分一千零一文铜钱而吵得不

可开交之时，她则不慌不忙地将铜钱分得公

平。从这里看出妯娌们的不通窍和拙笨，频频

被难题难住而导致失利，以此来突显七媳妇的

心灵手巧。本来就已经足够优秀的七媳妇，再

与妯娌作对比，其“巧媳妇”形象更加鲜明突

出，又如锦上添花般具有一种“好上加好”的

艺术效果。又如壮族民间故事 《母鸡啼屋》[2]

（啼屋：壮语，管家之意）讲述了九十九岁的公

颇（壮语，父亲之意）要从三个儿子中挑出当

家人，家中的三媳妇也来凑热闹却遭到三儿子

的驱赶，最后还是公颇把她留下来。在竞选当

家人过程中，三媳妇首先以点亮一盏油灯，瞬

间一屋子也装不完它的光亮，以此来完美地解

答公颇出的难题。其次，公颇又要求把一根又

软又细的棉线从一条十二道弯的铁管钻过去。

面对此难题，三个儿子都无计可施，而三媳妇

则心领神会，她将棉线绑在一只土狗的腿上，

然后把它往管子里放后用烟熏，棉线一下子就

被狗从铁管的另一头带出来。由此可见，三媳

妇之所以被称为“巧媳妇”，是因为有她过人

之处。后来公颇出的题是在一天之内编两个猪

笼，这本是男性才会干的活，但是三媳妇不甘

示弱，果断学习了编笼技术，编成更为出色的

猪笼，充分体现出了三媳妇手之巧。最后公颇

又要求如果谁能够不动一粒粮食和一个铜板，

在荒年当中带领全家顺利度过三个月，那么就

由谁当家。众人面对这般难题无从下手，唯有心

灵手巧且懂持家的三媳妇想出利用山上的野薯，

园子的芭蕉心以及深河的鳝鱼等食物来充饥的好

办法。最终三媳妇有力反驳了三儿子所说的：

“历来只有母鸡带仔，公鸡啼屋，哪有叫魂巴

（壮语，妇女之意）当家的？”的言论，让他不

得不承认道：“那就让母鸡来啼屋吧！”

总而言之，无论是《智女七娘》中妯娌们

的“拙”，还是《母鸡啼屋》中表现出男不如

女的男性能力弱化，其主要目的均是为了对故

事中的主要人物“巧媳妇”形象起到艺术的衬

托，突显“巧媳妇”的心灵手巧，刻画出更加

典型的“巧媳妇”形象。

二、广西壮族民间故事“巧媳妇”形象的

文化意义

壮族是一个很讲究礼节、伦理、道德的民

族，有着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从壮族民间故

事“巧媳妇”形象这一缩影的研究分析中，我

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壮族社会的多元文化，感

受“巧媳妇”形象所蕴含的壮族精神文化内

涵。

（一）表现壮族民间的男女平等观念。

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观念是由中国两千多

年的封建社会经过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话语

表述之后，才逐渐作为一种正统思想观念和规

范嵌入民族的心理当中。虽然统治阶级一再强

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但是由于壮族

民间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统治者有较大的差异，

也因此导致壮族的民间文化与统治者所规定的

主流文化价值标准、伦理道德规范等截然不

同。

因为“巧媳妇”形象是产生于广西壮族民

间富有民族特色的土壤之中，所以在其产生伊

始就带有与封建统治阶级伦理道德观念相悖的

文化内涵。壮族人民在封建的小农经济中，以

家庭作为小生产单位，家庭成员均投入生产劳

作之中以便维持家族的生存。所以，壮族人民

在劳作生产过程中便产生出不同的人才标准，

有着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他们不是遵从“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而是具有他们自身独特

的评判标准。壮族妇女不仅要操持家务，也要

进行生产劳作，而壮族妇女在社会生产活动中

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干，让男性不得不心悦诚

服。她们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生产经验，不

断提高自身的价值和实际作用，并且有的妇女

能够在较为民主的家庭环境中施展其才能，从

而获得大家的承认。如上述民间故事《母鸡啼

屋》中的三媳妇，在竞选当家人这一件事中，

她持着不卑不亢之态，怀着一心为家庭利益着

想的满腔热情，依靠出色的才艺和持家能力在

获得公颇的认可后当上了一家之主。由此可

见，壮族劳动人民在挑选人才方面，并不是一

味地按照唯有男性才可以当家作主的封建观念

来实施，而是通过一个人在生活和劳动生产中

所展现的实际可靠的才干来评判，因为这关系

到一个家庭的兴衰与否，是半点也马虎不得

的。这就说明了在壮族人民看来，无论男女皆

有可能成为带领家庭成员走向幸福生活的领导

者，体现他们追求务实的淳朴意识。

当然，广西壮族民间故事“巧媳妇”形

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女性的独立意识，使

她们在民间文学长河之中闪烁着女性智慧的光

辉。如“巧媳妇”的机智和斗争艺术的高超，

上能智斗皇帝、官僚，下能生产劳作当家作

主，在解决难题方面可以做到独立解决，甚至

比男性完成得更加出色，无疑体现了壮族民间

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希望和追求。

（二）宣扬壮族民间的孝悌观。

在壮族民间故事“巧媳妇”形象里蕴含了

较为丰富的家庭美德内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壮族民间的孝悌观。壮族传统文化重视中国传

统的孝悌文化，壮族传扬歌记载着丰富的内

容，“莫忘父母恩，辛苦养成人。如今能自

立，当孝敬双亲。”“取得位贤妻，赛过无价

宝。和气待双亲，话语甜心头。”又有：“肚里

有明灯，照亮她的心。办事人信服，话语赛黄

金。”[4] 除了传扬歌的深情，壮族民间故事中

“巧媳妇”形象对孝悌观的描述也深入人心。

《榕树与苦楝树》[5]里的阿容媳妇，她非常孝顺

婆婆，当她自己挖得一个山薯，摘到一颗甜

果，得到一碗粥或是一块肉，她都宁愿自己饿

着也要留给婆婆吃。《两媳妇》[6] 中的大媳妇贤

惠孝顺父母，并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又考虑得全

面细致，懂得为他人着想，促进家庭成员的和

睦相处，最终好心有好报而获得了许多金子，

为家人带来了富裕而美好的幸福生活。二媳妇

不孝顺父母，自私贪婪刻薄，最终遭到报应惨

被雷劈死。此类情节虽结构简单，但意义丰

富：行孝悌，在于实际行动，而不在于形式和

口号。壮族民间“巧媳妇”的孝悌观不仅在传

统社会中意义重大，对于现代社会同样具有教

育价值。

（三）促进壮族家庭和睦及社会和谐。

壮族民间故事中的“巧媳妇”形象原型是

壮族民众在壮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话语体系

的基础上建构的。这些形象的塑造暗含了壮族

民众的道德标准和情感诉求，有着促进壮族家

庭和睦及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首先，壮族民间故事中“巧媳妇”的角色

定位，符合壮族人们对和谐生活观的价值追

求。“巧媳妇”们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所展现

的具有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处事能力，应

付各种言语挑衅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面对各

种谜题的理解能力都表现了她们对人情世故的

把握。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她们不是

单纯的只运用其中的某一种能力，而是以其智

慧来充分综合展现在应对不同的事情时的各种

能力。

其次，通过塑造“拙媳妇”来衬托“巧媳

妇”之“巧”。俗话说“红花还需绿叶衬”，在

“巧媳妇”故事中，“拙媳妇”并非恶人，而是

同样具有勤劳能干的优良品质，但为了突出

“巧媳妇”的“巧”，她们通常变得木讷、无

理。然而，在面对“巧”媳妇的胜利时，她们

并没有丧失自己，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

作出改变，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巧媳妇”

的女性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

济时代，维护一个家庭的团结和睦是非常必要

的。家庭的和睦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

谓“家和万事兴”，唯有把小家管理好了才能

够构建起和谐社会。由此看来，壮族民间故事

“巧媳妇”形象的塑造，有着壮族人民对家庭

和睦的期待以及对理想家庭模式的想象。

三、结语

“肚里有明灯，照亮她的心。办事人信

服，话语赛黄金。”[4] 这是壮族传扬歌中对壮族

传统女性的描述。由此看出，古代壮族社会对

女性有较高的要求。这也是千百年来壮族劳动

人民创作了众多的民间故事，塑造了丰富而经

典的女性形象的根本动力。“巧媳妇”形象不

仅展现出了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壮族女性聪明机

智、勤劳善良、美丽动人的优秀品质，同时又

能够让作为欣赏者的人们从中获得耐人寻味的

哲理启迪以及欢愉的心理体验。通过分析“巧

媳妇”形象特征，探寻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壮族劳动人民的道德传统

和审美追求，以古鉴今，壮族“巧媳妇”形象

对于我们当下的道德培养、行为规范仍然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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