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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民族汉语诗学研究之路
（代序）

　　新时期，由于现代文明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持续冲击，汉语言文学及通过汉语
译介而来的西方文学对彝族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彝族诗歌创作逐渐呈现出
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并出现了一大批以吉狄马加、巴莫曲
布嫫、玛查尔聪、倮伍拉且、吉木狼格、李骞、鲁弘阿立、曲木克己、王红彬、
赵振王、祁开虹、阿卓玛玮、阿诺阿布、米切若张、阿苏越尔、俄尼·牧莎斯
加、勒石阿札、沙马、阿卓务林、普驰达岭、阿堵阿喜、阿索拉毅等为代表的影
响较大的彝族汉语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形成了一个彝族文化诗群。于是，全面
了解当代彝族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的精神背景、文化动因、美学风格，深入研究彝
族汉语诗歌创作及其相关的理论现象，逐渐成为彝族或其他民族的诗人、学者所
关注的重心，彝族当代汉语诗学这一理论命题便应运而生了。作为彝族汉语文学
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彝族当代汉语诗学从稚嫩逐渐走向成
熟，族内族外、国内国外诸多学者、诗歌评论家以文章或专著等形式，在自觉不
自觉中进行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理论实践，不仅对彝族汉语文学理论的发展
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丰富了中国汉语新诗理论。

目前，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美学鉴赏与文化阐释方面的文章在国内外
发表的较多，而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理论研究还较为缺乏，只散见一些零星
的文章。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中国境内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研究，兼及彝族诗学和彝族汉语诗学领域，如姚新
勇的 《对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和 《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罗庆春的
《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和 《穿越母语：论彝族
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二是对彝族诗歌评论家、学者的诗学进
行研究，如刘振伟的 《想飞的翅膀———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略论》，王菊的 《探秘：
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经籍之间———论巴莫曲布嫫对贵州彝族诗文论的研究》等。因
此，系统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进行全面审视与研究，
是当今彝族汉语文学理论界必然承担的历史使命。

本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发展的脉络，从彝族传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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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理论、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及诗学理论等方面考察新时期彝族汉
语诗学的文化渊源。在此基础上，从诗歌创作论、诗歌作品论 （包括诗歌的主题
论、情感论、意象论、意境论、语言论、艺术技巧论等）、诗歌风格论等方面对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述评和较为系统的美学阐释，并剖析
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中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力图建构起彝族汉语诗学的理
论体系。同时，作者还归纳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
出了彝族汉语诗学今后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以及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理论空
间。

该书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与审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批评的同时，将这一时
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理论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搭建起了彝族汉语诗学体系的整体
构架。这是对彝族汉语诗学进行的整体而全面的研究，有利于彝族汉语诗学的进
一步发展与完善，填补了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此外，本书也对彝族当代
汉语诗歌和彝族当代汉语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
探索意义。

该书将彝语诗歌与汉语诗歌长期并行不悖、互渗互补、相得益彰的博大深厚
的文化生命史和诗性叙事传统的彝族诗学流变史作为研究背景，以当代彝族汉语
诗歌研究为学术切入点，对彝族汉语诗歌研究进行了整体观照。其美学思想深深
扎根于中国几千年来丰富深厚的汉语诗学智慧，其理论视域全面拓展到西方现代
诗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演变进程。全书在有述有论、述论结合、解诗与解文化
结合中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理论、彝族汉语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推向了更加自
觉的境地，给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探索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启示，进而成为
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代汉语新诗研究中必将占有一
席之地。是为序。

罗庆春

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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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概述

新时期 （这里指１９７６年以来），由于现代文明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冲击、汉民
族文化对彝族文化的影响，彝族诗人在用母语诗歌进行创作的同时，大多选择处
于语言主流地位的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从而使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渐趋成熟并蔚
为大观，给中国当代诗坛带来了一缕清风，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吉狄马加、阿库乌
雾等为代表的影响较大的彝族双语诗人。于是，了解彝族诗人汉语诗歌创作的文
化动因，深入研究彝族汉语诗歌，逐渐成为诗人及学者关注的重心，彝族汉语诗
学应运而生。近半个世纪以来，彝族汉语诗学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不仅对彝族
汉语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理论。

一、彝族汉语诗歌创作概况

作为彝族文学的主要形式，彝族诗歌经历了纯母语口头创作—彝族诗人母语
创作—彝族诗人双语创作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彝族文学发展史上彝族母语诗歌与
彝族汉语诗歌共同发展的特点，众多的诗人、诗作在彝族文学史上异彩纷呈。

据记载，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始于明代，其时出现了高乃裕、禄洪等彝族汉
语诗人及其诗作，清代以后又出现了一批彝族汉语诗人，如那文凤、鲁大宗、余
家驹、余昭、安履贞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以吴琪拉达、替仆支不、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为代表的彝
族诗人，开创了彝族现代诗歌的新纪元，给彝族的诗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奠
定了彝族诗人在世界诗坛的地位。

面对彝族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处境，新时期的彝族诗人们在以母语诗歌来表现
自身的民族特性、传递本民族的文化积淀、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一
个问题———母语文学的出路。母语文学由于受历史背景、社会发展层次、经济基
础、文化传统及民族文字使用局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面临困境。随着强势主流
文化 （汉民族文化）的渗透，固有的母语诗歌传统被颠覆，生活于汉民族主流文
化环境中的彝族诗人们必然以开放、超前的文化观念为指导，在创作中努力开拓
艺术新视野、发挥双语优势，从而完成对民族文化另一种形式的书写。故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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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深刻艰难的理性思索之后，他们选择了处于语言主流地位的汉语作为第二
母语进行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从而使彝族诗坛呈现出母语诗歌与汉语诗歌共同
发展的繁荣局面。

彝族汉语诗人除了吴琪拉达、替仆支不、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外，还有新时
期出现的玛查尔聪 （马德清）、阿库乌雾 （罗庆春）、李骞、吉木狼格、曲木克己
（柏叶）、李阳喜、沙马 （张德平）、王红彬、阿卓玛玮 （禄琴）、阿苏越尔、祁开
虹 （霁虹）、俄尼·牧莎斯加 （李慧）、陈韵、吴德芳、丁长河、勒石阿扎 （施袁
喜）、阿索拉毅、阿赌阿喜 （鲁娟）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坚持诗歌的双语
创作，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他们身上既有着丰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又受处
于社会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故而，这种特殊文化境遇造就了他们在文
学创作上的 “混血”，并回过头来表现为文化上的 “混血”①。因为彝族汉语诗人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对民族精神的探寻，彝族汉语诗歌便必然承载着诗人们强烈
的民族责任感、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同时也承担着重铸民族精神、复归民族文
化的重任。

二、彝族汉语诗学概况

随着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繁荣，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与批评逐渐成为诗人
和学者关注的重心，众多研究彝族汉语诗歌的文章和论著纷纷发表和出版，逐渐
形成了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在不自觉中建构起了新时期彝族汉语
诗学的框架。

（一）彝族汉语诗学的主要群体

考察和审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群体，不难发现，彝族汉语诗学体系
的建构与完善离不开以下两大研究群体：

一是彝族的学者及文学评论家。有着彝族血统的他们，以责无旁贷的民族使
命感为驱动，自觉地、清醒地分析和研究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主题、情感及风
格等等，力图通过对彝族汉语诗歌批评研究的实践积累，在理论上建构彝族汉语
诗学。这一群体以吉狄马加、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阿牛木支、沙马拉毅、海
来自龙等为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彝族双语诗人，汉语诗歌的创作实践为他
们进行汉语诗歌评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传统诗学、彝族传统诗学及西方诗
学理论为他们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富厚的诗学修养。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２

①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 ［Ｍ］．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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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概述　　　　　　　

来看，他们的彝族汉语诗歌研究多以论文形式出现，也有部分专著，如罗庆春的
《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阿牛木支的 《中国当代彝族文
学创作论》等。

二是其他民族的学者及文学评论家。在汉语诗歌逐渐被人们冷落并面临诸多
困境、寻求诗歌出路已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代社会，彝族汉语诗歌却以崭新的姿态
异军突起，在当代诗坛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其他民族的学者及文学评论家正是
注意到了近几十年来彝族汉语诗歌发展与繁荣的历程，并清醒地意识到了彝族汉
语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看到了彝族汉语诗歌正
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故而对它给予了关注和重视。这些学者和文学评论家构
成了彝族汉语诗学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有孙玉石、耿占春、叶潮、孙静轩、徐
其超、肖礼荣、蒲惠民、李鸿然、罗小凤、张永光、蒋登科、涂鸿、姚新勇、栗
原小荻 （白族）、宋永祥、周芳芸、彭超、柳爱江、尤雪茜、田霞、马明奎、刘
明吉 （苗族）等等。

这里，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的两大群体是从所属民族来区分的。实际上，两个
群体的研究者们并不以阵营分割，而是组成了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的大家庭。他们
在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审视、研究彝族汉语诗歌的时候，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
角和一定的研究体系。可以说，在１９７６年以来的较短的时间内，彝族汉语诗学
已渐趋成熟并蔚为大观。

（二）彝族汉语诗学的研究领域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是彝族汉语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研究成果主
要见于诸多学者、文学评论家的文章及论著。彝族汉语诗学主要涉及彝族汉语诗
歌的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等领域，具体从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动因、创作策
略、主题、情感、意象、语言、结构、表达方式、风格等方面对彝族汉语诗歌进
行了深入研究与理性论述。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创作论涉及对彝族汉语诗歌创作成就的梳理与审视、
对彝族汉语诗歌创作动因的探究、对彝族汉语诗歌在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文化策略
的思考，以及对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倮伍拉且等个体的彝族汉语诗人诗歌创作
的具体研究等内容。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作品论特别关注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精神内容与表现形
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主题、题材以及所表现出的诗人
深沉丰富的情感，并对诗歌中的意象、语言、结构、表达方法等做了细致详尽的
分析。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风格论注重对彝族汉语诗人的创作风格、诗歌所体现
的文本风格的研究，同时也涉及对彝族汉语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地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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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格、流派风格等的研究。

（三）彝族汉语诗学的研究方法

考察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不能规避的是对彝族汉语诗歌研究中所运用的研
究方法、批评方法的归纳和阐释。

综观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建构者和诗歌评论家们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
可以看出，他们既运用了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方法
与批评模式，也使用了文化批评、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等现代批评模式，此外
还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符号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文学批评方
法，从而建构起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批评方法相对完整的体系。

可以说，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建构离不开彝族汉语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同
时，彝族汉语诗学所形成的诗歌理论及研究成果也对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起到了
理论指导作用，促进了彝族汉语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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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及其理论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这
里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产生、发展的文化渊源做一些分析和研究。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彝族汉语诗学既深受彝族传统诗歌理论的浸淫，也受到中国传统诗学和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及诗学理论的影响，体现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
融。

一、彝族传统诗歌理论的浸淫

从根脉上被彝族传统文化浸淫着的彝族诗人们，在进行汉语诗歌创作的时
候，毋庸置疑地会受到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彝族传统诗歌理论中关于诗歌的
本质，诗歌的创作原则、方法以及审美原则等主张和理论，也必然会影响彝族诗
人们的汉语诗歌创作，同时也会影响文学评论家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可以
说，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离不开彝族传统诗歌理论的介入，彝族传统诗歌理论
对彝族汉语诗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据记载，彝族传统诗歌理论出现在一千多年前。康健等编写的 《彝族古代文
论》，共收录了上起魏晋下至明清的１２篇文艺评论，这些文艺评论均是从彝族
“羊皮档案”（彝文古籍）中翻译、整理出来的。其中，彝族传统诗歌理论的集大
成者是举奢哲和阿买妮。举奢哲是受人尊敬的毕摩，也是彝族著名的经师、思想
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阿买妮是著名的彝族女诗人和诗歌评论家。
黄龙光指出，以五言诗写就的彝族传统诗歌评论， “内容涉及彝族诗歌的起源、
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的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诗歌的欣赏等一系列
重大的诗歌文艺理论”，呈现了 “彝族悠久的诗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① 而彝族
传统诗歌理论的主张和观点对于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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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 “寻根”本质论的影响

举奢哲、阿买妮都认为诗歌的本质是 “寻根”，指出 “提起文字呀，如要问

来历，根子长又深”①，认为诗歌便要表现 “没有天之时，那时的景象，没有地
之时，那时的情况”②，也即要求诗歌要表现自然本初的、原始的形态，寻求自
然界的本源。另外，举奢哲指出，诗歌还要写出 “做斋这样起，祭祀这样兴，根
源是这样”③，要能反映社会风俗的根源；诗歌写人也要从人的根源———婴儿写
起，写出 “还在娘肚里，他的阿妈呀，为他降人世，苦苦怀九月”④ 的情形与状
态。可见，彝族古代诗学是主张诗歌要追寻自然的本源、社会生活的根源以及人
的根源的。

受这一诗学观点影响，后来的彝族诗人及诗学家也认为 “诗要寻根、寻社会
生活的根”⑤，更要寻诗歌本身之根。由此，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特别注重对
诗歌中的文化寻根意识的深入探究，强调在重新认识和阐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
诗歌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本质的理性审视。

（二）诗歌三要素论的影响

举奢哲、阿买妮认为，诗歌本体的三个构成要素是人、情、景，这一理论奠

定了彝族诗歌理论重视诗歌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举奢哲认为，“诗歌和
故事，可以是这样：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有真相像，就可作文章”，并
强调人物要 “说得很清楚”，情要 “说得很动人”。⑥ 阿买妮认为，彝族三段诗的
要求是 “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⑦。根据彝族三段诗第三段写
人的特点，阿买妮提出的 “写主”即为写出诗人的情感、表现诗歌的思想意识。

宋晓云指出，举奢哲、阿买妮所创立的 “人、情、景”构成的诗歌本体层次本质
观不断被后来的彝族诗学家继承和发展，并逐渐确立了 “人”在三要素中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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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如南宋的布麦阿钮强调诗歌创作要 “有人”，要 “写人的各种情感”；布洪
阿则要求诗歌要能表现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乍若木强调诗歌 “有关人之
本”。①

受彝族传统诗歌理论诗歌三要素论的影响，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注重对诗
歌中以景寄托的 “情”、以物抒写的 “志”的研究，更注重对彝族汉语诗歌中以
深沉炙热的民族情感为依托、与诗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怀分不开的情感的深入开
掘，阐释并论述了诗歌所表现的对母性的依恋之情，对民族文化的挚爱深情，以
及对世界、人类的博大之爱等丰富而充沛的情感。

（三）以韵为美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影响

彝族传统诗歌理论还强调诗歌的音乐性，确立了以韵为美的诗歌美学原则
——— “美在韵上生”②，并指出了诗歌创作中声律、语言、结构的重要作用及具
体要求。举奢哲、阿买妮指出，“这些诗歌呀，也要讲音律：一字三字扣，一字
一字扣，一句四字扣，这样的写法，读来才上口”③， “如要写诗文，须得懂声
韵”④，“十二句诗行，一声一韵协，一韵一声押”， “二十四句诗……一句一句
扣，一句一句押；二句紧相扣，上下紧相押”，“这一首诗歌，它自有特点：隔行
把韵押，隔句把音协，隔行隔音扣，扣得很整齐”⑤，等等。

在举奢哲、阿买妮的基础上，后来的彝族诗学理论家更加强调诗韵的重要
性，并进一步丰富了诗韵的审美范畴，认为诗魂、诗旨、诗味均依靠诗韵而得以
创设和体现。⑥ 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受其影响，更加注重对诗歌的语言、结
构、节奏、韵味等的分析与研究。

除此以外，彝族传统诗学还对彝族诗歌的体裁样式作了梳理，并深入探讨了
彝族诗歌不同体裁的特征及创作方法，进而形成了彝族传统诗学中较为成熟的诗
歌体裁论。⑦

综上，受彝族传统诗歌理论的影响，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十分重视彝族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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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以诗歌情感为载体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并试图归纳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
语言、结构、表现方式、体裁等特点，寻求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风格和美学原
则。

二、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诗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新

时期彝族汉语诗学也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

（一）诗歌 “抒情言志”观点的影响

中国传统诗学历来重视诗歌的情感性，强调诗歌 “抒情言志”的特点。《尚

书·尧典》提出了 “诗言志”的观点，强调诗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特点①；其
后，汉代 《毛诗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认为内心情感有所触动，才有了诗歌的产生，情感是诗歌的首
要因素②；陆机在 《文赋》里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提出了 “诗缘情而绮
靡”的观点，认为诗歌缘情而发且因情感的抒发而文辞美丽，可见陆机对诗歌情
感的重视③；刘勰在 《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认为
情感因为外物的影响而产生，诗歌则因为诗人情感被触动而产生，强调了情感在
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④。此后，唐宋直至明清的诗歌评论家们进一步发展了诗
歌 “抒情言志”的观点。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深受诗歌 “抒情言志”观点的影响，重视彝族汉语诗歌
对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强调特殊社会语境下民族情感的表现和民族精神的重
铸，丰富了彝族的汉语诗学理论。

（二）诗歌作用论及诗歌美学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诗歌作用论和诗歌美学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来论述的。由

于中国古代南北方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哲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差异，形成了南北
方不同的诗歌作用论及诗歌美学原则：北方以儒家为代表，强调诗歌的教化作
用、感染熏陶作用，主张诗歌的温柔敦厚，以中和为美；南方以道家、屈原为代
表，强调诗歌的审美作用，主张诗歌以自然为美、朴素为美。南北朝时期的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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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将二者加以调和，表现为其 《文心雕龙》既秉承了儒家的 “政教中心说”，
又接受了道家的 “审美中心论”。其后，“政教中心说”与 “审美中心论”仍然作
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中呈现既交融又分割的状态。

受中国传统诗歌作用论的影响，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一方面强调诗歌对人们
的熏陶感染作用，强调诗歌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历史
使命，另一方面也注重诗歌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二者在彝族汉语诗学中并无
轻重之分。彝族汉语诗学的诗美原则也是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来确立的。

（三）意象说、意境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注重对诗歌意象和意境的研究，意象说和意境论是中国古
代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美学范畴。童庆炳指出，意象说在汉代以前便 “名实
俱备”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周易·系辞》中的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的
王冲在 《论衡·乱龙》中最早提出了 “意象”这一概念，并以 “立意于象”的观
点揭示了意象的象征作用。可见，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象即为 “表意之象”，意
指圣人们用象征手法创造的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①

中国古代诗学历来重视意象在诗歌创作和诗歌审美中的作用，认为 “意”即
作者的思想感情，“象”即具体的物象，“意象”是客观方面的 “象”与主观方面
的 “意”的融合，是作者思想感情与具体物象的融合。故而，中国古代诗学特别
强调 “意”与 “象”的关系，认为 “意”与 “象”的关系即为 “情”与 “景”的
关系、“心”与 “物”的关系、“神”与 “形”的关系。例如，刘勰在 《文心雕龙
·神思》里指出，诗的构思在于 “神与物游”②，王国维 《人间词话》中所谓的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都是强调移情于景、存心于物、凝神于形、寓意于象。在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 “意”与 “象”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意”来自于
“象”，并要通过 “象”得到表现和传达；“象”则浸透了 “意”的情感，是 “意”
中之 “象”，与客观的物象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意象说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有着较大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在详细分析彝族
汉语诗歌的具体意象的基础上，秉承传统意象说重视寓意于象的观点，从文化意
蕴、精神内蕴、象征意味等方面对彝族汉语诗歌的意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
了一些研究成果。

意境是中国古典文论独有的一个概念。我国古代关于诗歌意境的探索，可以
追溯到先秦老庄和 《易经》等对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也可以从魏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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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言意之辩中得到启发，刘勰在 《文心雕龙·隐秀》中开始将意境的概念用于
诗歌理论。① 到盛唐以后，文学意境论开始全面形成。首次正式提出意境的概念
并将之用于诗歌理论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他在 《诗格》里提出了诗的三境
———物境、情境、意境。不过，他提出的意境只是诗歌境界中的一种，与我们现
在所说的意境是有区别的。王昌龄之后，唐代诗僧皎然在 《诗式》中提出了 “缘
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观点，发展了意境论；中唐刘禹锡在 《董氏
武陵集记》中提出了 “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在 《诗品》中进一步发
展了意境论，提出了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

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为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重要范畴，经宋元至明清，得到
了不断的发展和丰富。② 欧阳修曾在 《六一诗话》里记载了友人梅尧臣关于诗歌
意境的论述：“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
矣。”认为诗歌意境的最高境界便是含有 “不尽”的言外之意。清代叶燮在 《原
诗》里谈到诗歌的意境时用了 “至处”这个概念，认为诗歌的 “至处”含蓄微
妙，蕴含在 “可言不可言之间”“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晚清学
者王国维是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作品中反
复论述了意境及与之大致同义的另一术语———境界，指出 “文章之妙，亦一言以
蔽之，曰：有境界而已”，又提出 “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境界之有无，与其
深浅而已”，强调了意境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并认为 “意与境浑”是文学作品
（诗歌）中的上品。③ 此外，在 《人间词话》第三则里，他进一步指出，意境有
“有我之境”与 “无我之境”之别，并对 “有我之境”与 “无我之境”作了深入
分析和研究，认为两种境界的区别在于主体对待 “物”与 “我”的关系时体现出
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当 ‘我’下意识或潜意识地受 ‘物’的影响而悲喜哀乐形
之于色”， “作品中自然会流露出 ‘我’的强烈的情感色彩，即所谓 ‘言为心
声’”，如此境界即为 “有我之境”； “若 ‘我’超然 ‘物’外，不受 ‘物’的约
束，内心达到 ‘物’即是 ‘我’、 ‘我’即是 ‘物’、 ‘物’ ‘我’两忘而 ‘物’
‘我’皆存的宁静状态”，作品的意境便多了一份 “超脱的清韵”，即为 “无我之
境”。④ 可以说，王国维对意境的诸多论述将中国古代意境论发展到了极致。

受意境论的影响，彝族汉语诗学特别重视诗歌作品中的意境，对彝族汉语诗
歌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能激发读者丰富想象，让人玩味
无穷却又难以言传的优美的艺术境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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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文化渊源　　　　　　　

三、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及诗学理论的影响

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２０世纪以来形成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
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
流派，也形成了以象征主义诗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诗学。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对中
国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也受到了西
方现代文艺思潮及诗学理论的影响。

（一）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影响，彝族汉语诗学注重对诗歌所表现
的深层心理意识的深入研究与挖掘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
我等关系的扭曲与变形的同时，特别强调主观内向、退回自我，表现内心真实与
心理活动，注重意识和下意识的自由流动，这在文学创作上拓宽了文学作品表现
的范围，显示出作品中人物心理层次的丰富与深邃。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创作受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对当下社会彝
族人的心理活动及内心真实的表现，注重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塑造与挖掘，并形成
了这一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所表现的人物心理层次的丰富与深厚。在这种诗歌创作
的趋势之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在研究彝族汉语诗歌文本及内容时，必然会探
讨诗歌对人物心理意识的开掘、对人物真实自我的表现、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再
现，同时也重视对诗人创作心理的分析与探讨，从而使诗歌心理研究成为彝族汉
语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心理学批评也成为彝族汉语诗学的一种重要批评方法。

（二）受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彝族汉语诗学关注诗歌的象征意义
和暗示意味

　　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主要来自于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起源
于法国，影响到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展为国
际性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潮及文学流派。象征主义主张用扑朔迷离、含蓄精练的语
言去描写具体事物，引起想象和联想，从而形成意象，并通过意象暗示微妙的内
心世界，同时也吸收了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自由联想等表现手法，追求文学艺术
的雕塑美和音乐感。意象派诗歌主要出现在英、美两国，它在象征主义的直接影
响下形成，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同时受到中世纪神秘
主义哲学的影响，艺术上追求东方诗歌主客观同一的审美境界，力求用简洁、朴
实、准确、浓缩的语言与具体鲜明的意象来表达含蓄的情感。

以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为核心的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特别强调诗歌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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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与暗示性，注重以主观变形的方法使其具有超越意象自身的内涵，以暗示
方式揭示意象所寄寓的深刻含义。

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及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新时期的一些彝族汉语诗人在诗
歌中借鉴了象征主义手法，使其诗歌带上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象征、暗示意味，给
读者留下了更多思索玩味的空间。故而，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便是
对彝族汉语诗歌中象征主义特征的研究，这形成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对彝族汉
语诗歌所塑造的象征意象的高度关注，也由此产生了诸多深入挖掘与详细阐释彝
族汉语诗歌所蕴藏的象征意义和暗示意味的研究文章，丰富了彝族汉语诗歌研究
的内容及方法。

（三）彝族汉语诗学强调现代主义结构方式、表现手法在彝族汉语
诗歌中的作用

　　尽管西方现代主义强调非逻辑的自由联想和直觉意识，章法上往往显得突兀
奇特、闪烁不定，使作品大多较为晦涩、抽象、怪诞，但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
说，他们在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上的深入开掘与大胆突破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值得人们去学习、借鉴。新时期的一些彝族汉语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地
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丰富了彝族汉语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给彝族
汉语诗歌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因此，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必然是深入研究与挖掘现代主
义结构方式、表现手法在彝族汉语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并着重分析现代主义结构
方式、表现手法与本民族传统表现手法在诗歌中的碰撞与对立、融会与贯通，进
而探究一些优秀的彝族汉语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蕴含着东
西方文化精髓的独具特色的诗艺风格。

由此可见，从文化渊源上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文化
影响下的产物，也不仅仅受一种诗歌理论的浸淫，它是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多种
诗学理论交互影响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彝族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与
研究实践，对于中国诗学理论在当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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