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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和鸟声 

       ——关于韩国空唱巫祭和日本的鸟吞爷的故事— 

                                                           永池  
健二  （白雲飛訳） 

  
听那黄鹂在鲜花枝头低呤 

听那栖息水中的蛙鸣声声 

自然界的万物万灵 

谁个不在歌唱 

哪个不在欢鸣 

     
歌声 

即使不用力量 

天地亦为之震撼 

鬼神亦为之动容 

  
歌声 

还能让男女之间 

柔情百转 

情深绵绵 

那因征战而坚硬的 

武士的心 

安慰他心扉的 

亦是歌声 

                                                         
（佐伯 1958） 

     
在十世纪初编篡的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歌集《古今和歌集》中的《甲

名序》中，编撰者之一的纪贯之曾这样叙述着：对于古代的歌人们来讲，鸟
的声音，青蛙的鸣叫，同样都是歌。纪贯之的这些话虽然谈的是有关和歌创
作的问题，但这一评述不如说对声乐——歌谣来讲则更为贴切。 

所谓的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无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那
里生活着的人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远离故土的人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只要
是听到歌声，便会立刻了解并认识到那是「歌」。比如即使不懂那言语的意
思却会立刻明白那是所谓的「歌」。不单是那样，就连是因哀悼伤心而唱的
悲怆哀怨的歌，还是因喜庆而唱的欢乐的歌都会让人深深地体会到。可以这
样说吧，歌是能超越民族的界限、语言的障碍，而引起人们共鸣的极其普遍
性的人类的活动之一。 

这个被叫做「歌」的音声表现，是怎样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呢？
现在，我从探寻歌的起源的一个方面来考察，注意到一种不伴有言词，仅仅
是以音声来表现的一种独特的音声表现手法的存在。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音
声，它以特殊的力量对外界产生影响和作用，这种现象，过去曾在世界的许
多民族中间存在过。 

例如，在日本的古代社会，把这种行为叫做「啸（乌索布库）」或者是
「乌索姆库」。看一看自古以来的用例，就会发现，人吹笛子，鸟鸣、猿
啼、虎啸或者是犬吠、风鸣（风强劲地吹所发出的鸣响声）都叫「乌索布
库」，另外，小孩儿的哭啼声、人的哼唱声，还有即使不出声音，只是吐出
强烈的气息，（发出咻咻的声音）也被认为是「乌索布库」。日本的古历史
书《日本书纪》记载的神话中有“作法招唤起风，这种诅咒招唤起风即是
「乌索布库」”。在同书的《日本书纪》皇极天皇四年（645年）的段落中记
载着： 

在山岳，在河边能听到猿的「乌索布库」的声音，那预示着因迁都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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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都成为荒凉之所在的兆头。「乌索布库」这种行为是通过影响眼所见不到
的灵和自然界来唤起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带有巫术般的力量的行为。
（永池 1995） 

另一方面，在古代的中国，人们知道存在一种被叫做“啸”或者是“长
啸”的发声方式，从口腔喉头的深处发出气息，使其连绵悠长，婉转曲折而
发出声音的一种独特的音声技法。据泽田瑞穗氏讲“（这种声音）原来是巫
女、祝士或者术士用来招集灵魂、役鬼、精灵、鸟兽、风云、雷雨等等异类
异物而使用的灵术的一种。”（泽田 1984） 

2002年8月，蒙古共和国召开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五次大会上，介绍
了这样一个例子，在蒙古流传着被叫做“赫密”的一种高度发达的音声技
法，这种发声方式和中国的“啸”以及日本的“乌索布库”被系于同一系谱
当中，有人曾试着提出，它们原本是否有相同的具有能发动巫术般的力量，
唤起灵异的特殊技能而被公认过的问题？并在那个时候从会场上的蒙古专家
那里得到兴味很深地指示，在蒙古存在着的几个巫祭类型中，在降神的时
候，通过“赫密”和神进行交流的事例，在巫祭降神的时候，从咽喉发出一
种“休—休”的独特的音声。这些事例中所说的把腹腔、口腔及喉作为乐器
来使用，通过音度的调整，奏出高度音曲的所谓“赫密”，表明本来是巫祭
在降灵的时候和神进行交流时为发挥威力而带有的巫术般的魔力的一种表现
行为吧。 

我认为，从口腔喉头的深处发出的那种抓不住的特殊的音和声，在其发
声时，对外界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种音声技法的传统，从东亚到中亚超过我
们的想象，好象曾经地广泛地流传过。那么位于日本和中国及中亚之间的韩
国和韩半岛，是不是能不能看够看到同样的音声技法的传统呢？正带着这样
的疑问的时候，得到了同行的来自日本的依田千百子先生的有关在韩国有被
叫做“空唱巫祭”的女巫和巫祭存在着的指教。所谓的“空唱巫祭”，是把
自己的身体作为鬼神的“替身”而叙述神喻的巫女的一种。巫女所发出的唱
声和通常的声音不同，就宛如从空中飘起的音响，因似鸟的啼声而得其名。 

据村山智顺的《朝鲜的巫祭》说，一般的“过口巫祭”是神灵在巫祭
身上附体之后，神灵借助巫祭的口和语言，并且使用他的音声直接地来明示
神喻，对此，“空唱巫祭”是指“发出一种类似鸟啼一样的声音（从远处好
象能听到的样子），巫女把这种声音进行翻译，并且把她所喻示的是什么来
明示给大家”这是其特征。这个古老的事例早就在成见的《庸斋业话》卷三
（注）（村山 1932）中看到了。书中所述，从前京几道扬州的某家曾经雇佣
过的年轻婢女神灵附体，所预示的吉凶祸福没有不中的，附近的人们十分畏
惧其灵验性，没有敢做恶事的，顾主也高枕无忧，安然得眠。这个婢女在占
卜的时候，能听到她喻示时的声音，朗朗清晰，有如空谷足音，又恰如“莺
啼声声”，据说，白天从空中，夜晚从梁间都能听到。 

同样的空唱巫祭现在也存在，据徐廷范氏的（汉城特别市史编纂委员会 
1977）《韩国的巫祭喻言》，其中大部分是被早夭的幼儿的灵魂附体，根据
幼儿的男女不同，被叫做“太子”和“明图”等。还根据地域之别被叫做
“撒他尼”和“宫静依”等。那些巫祭几乎全是女性。例如马山的A女（56
岁）被三个幼儿的灵魂——男童的灵魂叫“童儿”，大的女孩叫“仙女”，
小的女孩叫“宫心依”附身，据说当灵魂附体的时候，就会发出如同鸟鸣一
般的神灵的声音。（徐 1980） 

这些事例，有两点是极其意味深长的。第一，通神喻的巫祭从口腔喉头
发出的音声不是语言而是意义不明的如笛声的东西，是可以领会成为作为神
的声音来表明神意的。第二，人们还认识到那个巫女的唱声时时如黄莺的啼
鸣一般婉转动听。 

把这个韩国的空唱巫祭拿来对照日本的古代事例的话，可以认为就是刚
才曾经叙述过的“乌索布库”或者是“乌索”的一种吧。如刚才所述，在古
代的日语当中，人们使用口唇和喉头发出各种各样的音声，这叫做“乌
索”，进而种种的鸟鸣声也是“乌索”。被附体的“空唱巫祭”发出的“鸟
声”在双重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和古代日本的“乌索布库”有着相通的巫
术般的魔性是不会错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空唱巫祭具有的“鸟声”，它作为神和人之间联系和
交流的有着巫术般力量的功能，比起日本的“乌索布库”，和中国的“啸”
以及蒙古的某一类巫祭们在降神的时候发出的“赫米”和口哨是更近似的。
据金泰坤氏的《韩国巫俗研究》，在“空唱巫”的“明图”中，有种在降灵
的时候发出“飞…”四声口哨的声音，胸腔中好象堵塞住一样，大声的打
嗝，眼一眨一眨地翻动的例子。这种口哨的声音叫做“明图”，在这里也能
看出和“啸”和“赫米”之间有着类似之处。 

流传的“空唱巫”的多数，他的唱声虽然不限于象鸟声，但他启示和降
灵的时候，时时和鸟有着特别的交涉却是饶有兴味的。这个也据徐廷范氏的
调查，韩国汉城的B女（40岁），12岁的时候曾经体验过，在大邱的圣唐池野
外远足的时候，淡青色的水鸟在她的头上停住，用鸟喙不停地啄她的头和她
游戏，也不做逃走的姿态，把它放走，当女孩回家看的时候，那只鸟却比自
己先飞到家中，停留在自己的桌子上的不可思议的体验。之后，16岁的时候
得了某种虚病，当17岁作为巫女已经能用神语来启示人们的时候，曾经说过
的不可思议的淡青色的小鸟，一年或者是三年一次飞到她的家停留，然后飞



走。还有一例，C女（43岁）在打开神喻之口的前日的梦中梦到，在河岸边被
“童王婆婆”劝说，唱完“鸟啊鸟啊快来”之后再喝水。据说还有一例，丽
水的D女（62岁），在童神附体的时候，从天上飞来一只鸢，在右腕上停留
住，一直停着不动的例子。 

象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对于以“空唱”来做职业的巫女们来讲，小鸟是
附身在他们身上的童男童女的魂灵的化身，可以明白，那个鸟的声音也就是
神灵本身的声音。着眼于这种事例的徐廷范氏，注意到“撒他尼”这种空唱
巫祭的称呼“撒他尼”的“撒”是韩国语的“鸟”的意思。“他尼”叫做
“他恩衣”是“附身”的意思的词语。“撒他尼”也就是“被精灵之鸟附
身”的意思。 

今天的日本民间的巫祭中，象这个韩国的“空唱巫祭”一般的事例在日
本是找不到的。但是能在日本的古老的民间故事中寻找到和此相对应的意味
深长的事例。“放屁爷”——屁声一响，没想到那个屁声居然有奇妙的音
色，靠着那个奇妙的屁声居然发了大财的百万富翁的故事。更有趣的是，在
那样的老话套话中常衍生出能发出奇妙的声音，是因为吞了小鸟的原故的故
事，而且为数不少。据日本的民间故事研究者来讲，这属于被叫做“鸟吞
爷”的一类故事的类型。例如，在新泻县流传的有代表性的关于“鸟吞爷”
的故事是说一个老爷爷正在田间劳作休息的时候，有一只鸟飞了过来，因为
它的声音实在美妙动听，它就对鸟说了声“在我的舌尖上唱歌好吗？”当他
这样说的时候，小鸟便自动飞到他的舌尖上啼鸣，老爷爷连想都没想就把鸟
吞到肚里去了。那以后就按肚子里的小鸟所指教的，只要“澎、澎”拍肚皮
的话小鸟便会发出悦耳的啼声。而使老爷爷从领主那里得到了许多财产和宝
物的故事。（关 1978） 

“绫啾啾，靠呀啾啾，锦瑟沙拉沙拉”五叶松吃了说“比比拉宾—”这
就是所谓的老话中传说的鸟鸣声。还有类似“鸟吞爷”的故事，是因把黄莺
吞掉了，放屁发出“好—好快哟—”的声音，或者是把小鸟吞了之后，发出
“亲亲千代鸟，五叶杯，亲亲屁屁”的屁声。无论是屁声还是鸟声，都被改
为祝福的话语来听，这成为共同的特征。放屁爷的幸运和邻居仿效放屁爷却
失败的例子，在文献上已被推定是在室町时代（15世纪）创作的，在“福富
草子”的绘卷物上创作出并能看到。在那里吞鸟一节有出入，换成道祖神托
梦给人，从梦中得到道祖神的指教，能放出美妙声音的屁，说那个声音是
“绫吡吡锦吡吡，黄金沙拉沙拉”，在这里，老爷爷所放的屁声都有“绫”
“锦”“黄金”等，能表达极贵极富的发财的吉言良语。和现存的传说中的
民间故事中的鸟吞爷的故事是有着明显的联系的吧。日本的民俗学的先驱柳
田国男，他所著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面和《福富草子》当中所说的相
比，可以推测比起神托梦不如说和鸟的交涉更接近其本来的面目。 

这个日本的鸟吞爷的故事和韩国的空唱巫祭所表现的领域虽然完全不
同，但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共同之点。无论哪个都和鸟有关，把鸟吞掉，和鸟
有很深的交涉。其结果都是从口喉并且从腹腔发出来的音声，或者被认为是
鸟声，能发挥某种特殊的威力。在两者的背后，有共同的把鸟作为神灵的具
象来认识，那个鸟的鸣叫声可以认为是神灵意志的表现，能看出把鸟的声音
作为神的意志和语言的观念的存在。 

在韩国，巴利公主在梦中梦到从天而下两只青鹤白鹤从她的口中进到身
体里因而怀孕，生下了两个孩子，他们长大成人后，分别个个都生了四个孩
子，那八个女子在全国的八个道路上派遣下去，他们分别成为那里的土地的
巫祖，这个传说由来已久（秋叶隆《朝鲜巫俗的研究》）。着眼于这个传承
的徐廷范氏指出，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阿道族和亚古道族也有同类的把鸢作为
巫的始祖的说法，指明鸟和巫祭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被神附身的空唱巫
祭在无意识当中发出的如口哨的唱声也认为是鸟的声音，在那里能读出神的
意志。在空唱的巫术当中，很明显，能投射出巫祭和鸟之间的最原始的关
系。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从歌谣研究的立场上来探寻歌这种表现形式的原始
形式，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是在空唱巫祭中，巫祭从口喉的深处发出的非语
言的近似口哨的音声，被认为是鸟声，那本身亦被理解为神意的再现，这毕
竟是事实吧。这个巫祭所发的空唱，用日本的古话来讲，明显就是「乌索布
库」的一种，它所带有的超自然力也是和「乌索布库」的神秘力量是相对应
的吧。 

在日本有以“乌索（黄莺）”这个奇妙的称呼来作为名字的小鸟，在夏
季的时候，在北日本高山地区繁殖，秋冬时南下，从山麓下飞过来，是翼长
八厘米左右的小鸟，啾啾的鸟声就象人吹的口哨“—乌索—”一样，非常相
似，因此，慢慢被叫做“乌索”，在日本各地这种被叫做“乌索”的鸟一旦
来到乡间就会有大风，一旦鸣叫出“乌索”的声音，人就会死亡，这种俗信
到现在还流传着。象这样叫“乌索”的鸟或者招风或者预言世间的异变。能
够看出古代的“乌索布库”的灵异性或多或少地持续着，至今可以被认为是
很珍贵的活化石的事例。 

日本古代的「乌索布库」和韩国的空唱巫祭的空唱，进而联系到中国的
啸（长啸）和蒙古的“赫米”。这些无论哪一种都不伴有言语，而是从口喉
的深处发出独特的声音，能看出这种音声技法的共通性的特点是，对某种内
在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音声所怀有的畏怖和信仰的情绪。如果寻本究源的



话，同样的事例从东亚到中亚，从西南、东南亚，都能广泛的看到。在那里
语言和音乐相结合，成为“歌”这种言语表现形式之前的“歌之前的歌”，
能不能够浮现出「歌」的太古的姿态呢？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例才会让我们找
到明了“歌”的起源的关键。对此，请中国及亚洲各地的研究者们多多指
教。 

  
注  

如下在韩国的空唱巫祭的资料的搜索和翻译中，曾经得到许玩钟氏的大力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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