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凡提故事一维菩 尔人民智慧的 结 晶

赵 世 杰

阿凡提
,

光辉的喜剧人物
,

著名的幽默大师
。

数百年来
,

阿凡提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演员
,

他骑着自己的那头心爱的小毛驴
,

风尘仆

仆地辗转于天山南北的城镇乡村
,

他走到哪儿
,

就把笑声和欢乐带到哪儿
。

阿凡提的笑话在

新疆已流传了数百年
,

妇孺皆知
,

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

深受各族广大群众的喜爱
。

抗

日战争期间
,

温宿县还用维吾尔语上演过自己创编的喜剧 《南斯尔丁
·

阿凡提 》
。

①

我第一次听到阿凡提笑话故事
,

是在 1 9 5 2 年 10 月
。

那年我从部队翻译培训班学习维吾

尔语毕业
,

分配到南疆区党委组织部工作
,

8 月作为土改工作队员赴阿克苏县浑 巴什区参加

土改试点工作
。

10 月的一天
,

开罢斗争一个恶霸地主的群众大会
,

在返回队部的路上
,

一位

苦大仇深的维吾尔老人对我讲
: “
阿凡提跟财主斗了几百年

,

虽说扫了财主的威风
,

却没有斗

倒财主
。

今天我们贫雇农总算把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斗倒了 ! ”我听了这话感到蹊跷
,

问

阿凡提是什么人 ?他一 口气给我讲了好几则阿凡提捉弄财主的故事
,

并说他的故事七天七夜

也讲不完
。

从此
, “

阿凡提
”
这个神奇的人物便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

我的心被他深深地吸引
。

1 9 5 2

—
1 9 5 6 年

,

我先后去过阿克苏
、

温宿
、

疏附
、

疏勒
、

莎车
、

阿图什
、

和 田 7 县和喀什市
,

参加土地改革
、

征收余粮
、

合作化运动
,

以及农村党组织建设等项工作
。

在水渠边
、

在树荫下
,

在老乡的炕头上
,

一有机会
,

便有意识搜集阿凡提故事
。

1 9 5 5年 7 月号《民间文学 》最早介绍了翻译为汉文的《纳斯尔丁
·

阿凡提的故事 》
,

引起

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贾芝同志的重视
,

是他第一个写了研究阿凡提故事的评论
,

发表在同期

《民间文学 》上
。

1 9 5 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首次推出《阿凡提的故事 》 (赵世杰译 )
,

受到读者的

欢迎
,

也引起国内民间文学专家们的重视
。

随后
,

在 《新疆日报 》
、

《人民 日报 》
、

《光明 日报 》
、

《羊城晚报》
、

《儿童时代 》等许多报刊上辗转刊登
。

至今在国内已先后 出版了汉
、

蒙古
、

维吾

尔
、

哈萨克
、

藏
、

锡伯六种文字 16 个版本的 《阿凡提的故事 》
,

总印数达到 100 多万册
。

其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1 9 6 3年出版的《阿凡提的故事 》 (赵世杰编译 )在 1 9 80 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学

创作评奖活动 中获三等奖
,

它的修订本又被 《中国少年报 》列为
“
1 9 8 2 年红领 巾读书奖章活

动
”
推荐书 目之一

,

并被北京市教育局选编入《儿童文库 》
,

至今已印刷 13 次
。

《人民画报 》的

外文版
、

《中国文学 》的英文版和法文版
、

《中国导报》的世界语版都曾把阿凡提故事向国外介

绍过
。

外文出版社还将《阿凡提的故事 》 (赵世杰编 )译成法文
、

孟加拉文
、

西班牙文等多种外

文版本出版
,

发行国外
。

此外
,

阿凡提的故事还被搬上银幕
,
1 9 7 9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出《阿凡提 》木偶动

画片
,

1 9 8 0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出《阿凡提 》故事片
,

中央歌剧院还把阿凡提的故事编成喜

歌剧 《第一百个新娘》演出
。

改革开放以来
,

《北京晚报 》开辟了
“
阿凡提新编

” 和
“

请教阿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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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专栏

; 《兰州晚报 》开辟了
“
阿凡提在兰州

”
专栏 ,乌鲁木齐市文化馆创办了 《阿凡提画报 》

(每期介绍几则阿凡提故事 )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维吾尔文少儿刊物 《塔里木花朵 》

开辟了
“
聪明的阿凡提

”
专栏 ,在新疆维吾尔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新创编的阿凡提笑话

。

国内

喜爱和敬佩阿凡提的人士
,

还以
“

阿凡提
”
为 自己的企业或产品命名

,

譬如
, “
阿凡提饭庄

” 、

“
阿凡提香糖

” 、 “

阿凡提瓜子
” 、 “

阿凡提洗衣粉
” ,

等等 ;用阿凡提这个人物形象做广告的就更

多了
。

从以上介绍中
,

我们可以看出阿凡提的笑话已流传到了全国各地
,

赢得广大读者
、

听众

的欢迎和喜爱
,

具有广泛的影响
。

国内民间文学专家和学者们从 1 9 5 5年开始就对阿凡提笑

话进行研究
,

至 1 9 8 7 年共写出评论文章 20 多万字
,

由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编成《笑之研究

— 阿凡提笑话评论集 》在阿凡提的故乡出版
。

我国迄今为止 已在汉族和 40 个少数民族中

发掘出 4 00 多个机智人物故事
。

②专家和学者们认为
,

阿凡提是这些人物中最有特色的一位

机智幽默人物
,

对阿凡提笑话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

《阿凡提故事》维吾尔语里全称为 《N 二 idr in 即` id L gt 币iil ir 》
,

音译为《南斯尔丁
·

阿凡

提蓝提盘 》
, “

南斯尔丁
”
是人名

, “

阿凡提
”
是尊称号

,

意为
“

先生
” , “ 蓝提盘

”
在突厥语里为

“
笑

话
、

笑的故事
、

逸闻趣事
” 。

民族出版社 1 9 9 4 年出版的《维吾尔语详解辞典 》对
``

蓝提盘
”
的解

释是
: “
用带微笑的事件创编的短小故事

。

” 蓝提盘 ”
实际上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的一种讽

刺文学形式
,

按传统的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属笑话体裁
。

因此
,

《南斯尔丁
·

阿凡

提蓝提盘 》较确切的译法应为 《南斯尔丁
·

阿凡提笑话》
。

因最初介绍阿凡提笑话时
,

译者们

采用了
“
故事

”
一词

,

一直沿用至今
。

我为什么要把本书定名为《阿凡提笑话故事 》呢 ? 因为民

间笑话一般都只有被讽刺
、

被椰榆的对象登场
,

而阿凡提的大量故事中每篇登场的主角却是

正面人物阿凡提
,

这些作品跟纯粹的笑话又有某些区别
,

实际上属于篇幅短小的讽刺故事
。

另外
,

还有相当一部分幽默笑话属于阿凡提的自我解嘲
。

循名责实
,

或者据实立名
,

译为
“
笑

话故事
” ,

才能准确地将它概括
。

所以书名就这样确定了
。

新疆古称西域
,

自古是丝绸之路的要冲
,

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
,

世界各种古老文明—
中原文化

、

印度文化
、

希腊文化的交融之地
。

维吾尔族优良传统之一
,

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

消化外来文化
。

维吾尔族民间文学
,

在继承
、

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民间文学的基础上
,

从中原

民间文学
、

印度民间文学
、

希腊民间文学以及波斯— 阿拉伯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
,

逐渐形

成多元化特点的
、

开放型的民间文学 (阿凡提笑话故事尤其如此 )
。

因此
,

他们的民间文学源

远流长
,

枝繁叶茂
,

异彩纷呈
,

浩如烟海
,

是祖国光辉灿烂文化中的一部分
。 “

蓝提盘
” 以其独

特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独树一帜
,

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吕占有重要地位
。

据维吾尔

族学者买买提
·

祖农
、

阿不都克日木
·

热合曼研究
, “
蓝提盘

”
开始出现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

艺坛约在 10 世纪
,

至今
“
蓝提盘

”
这条灿烂的文化长河流淌了 10 00 年

。

“
蓝提盘

”
的艺术特征是短小精悍

,

构思独特
,

诙谐幽默
,

讽刺辛辣
,

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

通常以一个机智人物为主人公展开
,

题材相当广泛
,

内容大体可分两部

分
:

一是揭露阶级敌人
,

一是嘲笑人民内部
。

在阶级社会里
,

它表现的主要是被压迫阶级和压

迫阶级的矛盾这类主题
,

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阶级性
。

它既是维吾尔族人民群众揭穿封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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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
、

剥削者罪恶和愚蠢
,

反击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侮辱的战斗武器
,

同时也是人民群

众进行自我教育
,

自我娱乐的一种形式
。

这种独具一格的大众化
、

民族化的 口头艺犬
,

深为广

大群众所喜爱
。

幽默是人们生存的一种艺术
。

幽默可以带来欢乐
,

增进身心健康
,

有助于延年益寿 ;幽默

可以增添智慧
,

化干戈为玉 帛
,

处理人际关系
。

维吾尔族是 一 个长于幽默的民族
。

维吾尔族

文化中的幽默是源远流长的
。

这与维吾尔族人 民性格开朗
、

乐观风趣
、

注重礼仪
、

崇尚智慧与

知识是分不开的
。

在维吾尔族民间几乎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歌善舞
,

到处都有名噪一方的民间

艺术家和幽默家
、

笑话家
。

在
“

蓝提盘
”
中就出现了一系列机智幽默人物

,

有的是虚构的
,

如阿

凡提
,

多数是实有其人
,

如毛拉再丁
、

赛来恰坎等
,

从古至今就有 30 多名
,

几乎一个时代都有

一个时代的机智幽默人物
,

一个地区又有一 个地区的机智幽默人物
。

其中阿凡提的笑话故事

流传得最早
、

最多
、

最广
,

阿 凡提可谓这些人物中的一位老大哥
。

他们编的笑话故事在流传过

程中
,

被 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卫河吏之丰富
,

并将自己编的笑话故事也加在他们的头
_

匕于是他

们成了形象丰满的机智幽默人物典型
。

这些机智幽默人物是各冬时代本民族杰出人才的代

表
,

是民族的精英
。

他们为丰富本民族的笑话故事建立了功绩
,

这也是维吾尔族民间笑话故

事世代承传
、

永不泯 灭的原因所在
。

阿凡提的笑话故事在我国新疆维吾尔
、

哈萨克
、

乌孜别克
、

柯尔克孜
、

塔吉克五个民族中

都有流传
。

其中在维一尔族人民群众中流传最为广泛 (流传在哈萨克族中的主人公名字叫
“
和加

·

纳斯尔
”
)

。

此外
,

在阿富汗
、

伊朗
、

土耳其
、

乌兹别克斯坦
、

哈萨克斯坦诸国
,

也广泛流

传着
“
毛拉 、 纳斯尔丁

” 、 “
纳斯尔丁

·

阿凡提
” 、 “

霍加
·

纳斯尔丁
”
的笑话 ;在阿拉伯国家和

印度等国还流传着跟阿凡提笑话故事内容相似的作品
,

只是主人公名字不同罢了
。

实际上
,

阿凡提这个人物是一个
“

世界性的形象
” ,

国外早就在进行研究
。

1 9 9 2 年 7 月美国加里福尼

亚州博克莉大学民俗人类学博士生 aJ y aD ut hc
e r (汉名丁兆然 )来我家做客时告诉我

,

据他

所搜集的材料
,

至今世界上用各种文字出版的阿凡提笑话集已有 10 0 多个版本
。

当我向他谈

到拙译《阿凡提笑话故事精粹 》时
,

他衷心祝愿《精粹》早日走向世界
。

历史上有没有过阿凡提这个人了国内外专家众说纷纭③
。

据维吾尔族人民口头传讲
,

阿

凡提是生活在 12 世纪的一位维吾尔古代著名民间机智幽默人物
。

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和详尽

事迹
,

至今还未得可靠资料
。

据维吾尔族学者阿 卜迪热衣
·

沙比提考证
,

阿凡提的笑话故事

古 已有之
,

10 世纪后广泛流传于民间④
。

30 多年来
,

我在搜集阿凡提笑话故事的过程中
,

就

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
:

阿克苏人说他是喀什人
,

喀什人说他是阿克苏人
,

吐鲁番人说他是和

田人
。

更有人这样回答
: “

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见过阿凡提
,

我自己没有见过
。 ”

“

南斯尔丁
·

阿凡提蓝提盘
”
中的阿凡提

,

显然是维吾尔族人民群众在历 史的进程中
,

用

自己的高度智慧和艺术天才塑出来的一个理想化的机智幽默人物
。

在祖国民间文学机智幽默人物艺术典型的雕塑长廊中
,

维吾尔人民群众塑造的
“

阿凡

提
”

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
,

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

阿凡提勤劳勇敢
,

聪明机智
,

富有正义感
,

敢于蔑视反动统治 阶级和一切腐朽的东西
,

在

他的身上
,

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感情
,

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他风趣幽默
,

语言诙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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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特定场合每每来个自我解嘲
,

用幽默溶解僵局
,

摆脱困境
,

给人们带来欢笑
。

阿凡提是

一个深为维吾尔族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
。

阿凡提笑话故事中所蕴含的丰富多祥的文化

内涵及深刻的哲理
,

常使人惊汉不已
。

对阿凡提笑话故事来说
,

幽默与讽刺是它的生命的保

障
,

是它的本色
,

也是它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前提
。

阿凡提笑话故事有一种独特的表现手

法
:

从微入手
,

抓住一个典型的情节
,

把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
_ _

L
,

从而表现丰富的社会内容
。

因而他的笑话故事尽管很简短
,

却是情节完整
,

技法高超
,

内涵深厚
,

犹如高明的艺术作品
,

提供的只是一个瞬间
,

展示的却是一个过程
。

作为一种 口头文学
,

阿凡提笑话故事
`

几鑫是开门

见山
,

不加矫饰
,

运用极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
,

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单纯而 又精美的表

现出来
,

极易被接受
。

人物的对话在笑话故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

结尾时常以妙语压轴
,

使人忍俊不禁
,

并且留下探长的 回味
。

经过长期的辗转流传
,

已磨砺成颗颗璀璨的明珠
,

达到

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

风趣幽默是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个主题
,

是他们的艺术作品中不可缺的东西
。

阿

凡提的幽默充满了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
,

具有欢畅明快
、

朝气蓬勃
、

欢乐愉快的色彩
。

在阿凡

提笑话故事中
,

幽默和讽刺达到了水乳交融
、

相得益彰的境界
;

普希金说过
: “

法律的创达不

到的地方
,

讽刺的鞭能够达到
。 ”
面对国王

、

大臣
、

伯克⑥
、

喀孜⑨
、

财主
、

奸商
、

地病流氓的污辱

和恶意的讥刺
,

阿凡提总是马上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
,

并且词不穷竭
,

对答如流
,

使这 汰统治

者和剥削者目瞪口呆
,

狼狈不堪
。

在对待客人
、

朋友
、

理发断
,

懒汉
、

儿
,

童
、

妻子的保守
、

自私
、

粗心
、

懒惰
、

迷信
、

自作聪明
,

以及他们对阿凡提善意挪愉时
,

阿凡提总是可以创造出一种和

谐
、

欢快的气氛
,

把讽刺潜藏在机智幽默的话语后面 既不使对方难堪
,

也不使对方丧失人

格
,

从而折射出维吾尔人所固有的文化意识的习性
,

并满怀激情地表示 了对自己民族各种传

统美德的褒扬
。

无论揭露黑暗
,

鞭挞丑恶
,

还是讽刺落后
,

嘲笑愚味
,

一

喜怒哀乐
,

空辣幽默
,

听

了令人捧腹
,

又使人在沉思中悟到精辟哲理
。

阿凡提笑话故事中
,

有相当一部分是讲阿凡提的
“

傻
”
行为的

。

在这部分幽默笑话中
,

阿

凡提有时装疯卖傻
,

打浑说笑
,

有时表现很愚蠢
,

很笨拙
。

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
,

才会被人

们永远赞赏
。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别人模仿不了的性格
,

每个民族的艺犬都不可能被别的民族

完全雷同地模仿
。

阿凡提这个人物
.

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塑造的 一 个具有奇

特性格的艺术形象
。

也就是说他是
,

一位崇高性格与滑稽性格两重结合的普通人物
,

是 一位既

能成功地扮演正面角色
、

又能成功地扮演滑稽角色的幽默大师
。

他的年龄
、

职业都未规定
,

这

样便可自由变换时空场景
,

不拘一格地多方面展示人物的喜剧性格
。

这样的人物易于使群众

接近
。

那些过去因不合时宜而不能公开发表的幽默笑话在本书中
一

首次和读者见面
。

在阿凡

提的全部笑话故事中
,

他既嘲弄别人
,

为自己辩护
;
也嘲弄自己

,

表现自己的可笑之处
。

后者

说明阿凡提敢于面对自己人性的弱点
,

并不恼羞成怒
,

而且描摹得非常谦虚憨厚
,

惟妙惟肖
,

活灵活现
。

他的自我嘲弄
,

更透出维吾尔人的率直和幽默
。

阿凡提用 自己所干的一件又一件

违犯生活规律的
“
傻

”
事

,

说明生活本身
,

使人民群众认识生活
,

寓教于乐
,

在轻松愉快中得到

具体的启发和教育
。

而这种教育是和幽默结合在一起
,

和智慧融合在一起
_

,

它不是用刻板的

推理或训话式的说教
,

而是通过自己所特有的艺术力量在潜移默化中
,

使那些办事呆板
、

机

械的人变灵活
,

愚蠢糊涂的人变聪 明
。

在表现阿凡提
“

傻
”
行为的笑话中

,

人们可以看到许多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

在这些笑话的背后可以发现深刻的思想意义
。

当然
,

其中有些以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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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趣为主旨的幽默笑话
,

它们的娱乐性较强
,

给人们带来轻松
、

愉快的笑声
,

而不一定有明显

的思想意义
。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 “ · · · · ·

一个幽默家在机智
、

嘲笑
、

诙谐以及装疯卖傻中可以

变得这样难以辨认
,

那些不理解幽默的人竟然把他当作一个丑角
,

或是个有点神经错乱的

人
,

人们对哈姆莱特就是这样想的
。

然而他的装疯卖傻
,

其实是智者哲人对人类弱点与愚蠢

和嘲弄
,

他的笑
,

是对 自己以及对人们的同情的微笑
。

吻他的这段话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

凡提自我解嘲的那部分幽默笑话
。

我在搜集过程中
,

曾间过许多维吾尔族故事家和群众
: “

衡量一则阿凡提笑话是不是精

彩的笑话
,

它的标准是什么 ?" 他们几乎异 口同声地回答
: “

能惹人笑起来的
,

就是精彩的笑

话
。 ”
由此可见

,

阿凡提讲笑话故事
,

不是为了改造谁
,

教育谁 ;人民群众喜欢听他的笑话故

事
,

也不仅是为了受教育
,

而是为了娱乐和休息
,

为了消遣和放松
。

维吾尔人民群众在从事了

一天繁忙的劳动后
,

轻松轻松
,

自如自如
,

是他们做人
、

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
。

怎样才能使紧

张的精神松弛下来呢 ? 欢笑
、

愉悦是唯一的好办法
。

哈哈一笑浑身轻松
,

有利于排遣积郁
,

解

除烦恼
。

可是
,

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并不互相排斥
,

为了使人们得到美好的愉悦
,

作品也追求

在喜剧情节下面有哲理性
、

社会意义等深层的东西
。

这样
,

阿凡提笑话故事实际上具有陶冶

人的精神情操
,

鼓励人健康向上的追求
,

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

在阿凡提笑话故事中
,

自我解嘲的作品占了大量的 比重
。

这正是他的笑话故事生动活

泼
,

让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原因
。

在维吾尔人民群众的心 目中
, “
滑稽可笑

”
是

“
阿凡提

” 的代名

词
。

阿凡提的滑稽可笑不仅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完美形象
,

恰恰相反
,

透过他那一则则 自我解

嘲的幽默笑话
,

更使人们认定他是位才华出众的人物
。

维吾尔人民形容一个人言行滑稽
、

风

趣幽默
、

与众不同时
,

往往说一句
: “

你真是个阿凡提
。 ”
把阿凡提作为形容词来用

。

我们把它

和阿凡提本身联系起来看
,

把它和
“

阿凡提笑话故事
”
联系起来看

,

就会懂得维吾尔人民口头

上作为形容词 的
“

阿凡提
”
并不是什么贬词

,

而是褒词
,

从而我们可以知道维吾尔人民是多么

喜欢阿凡提
,

多么了解阿凡提这个人物了
。

在阿凡提笑话故事中
,

讽刺
、

幽默
、

谐谑
、

自嘲一起交相辉映
,

使他的作品越发诙趣横生
,

奇妙滑稽
,

多姿多彩
,

经久不衰
,

具有强烈艺术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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