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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述评
＊

邱 婧

(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鲜有对彝

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的整体考察。对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状进行观察并

分析，全面地把握当前关于彝族文学学术研究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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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Ｒesearch of
Yi Chinese Poetry in the New Era

QIU Jing
(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65)

Abstract: Although the Yi Chinese poetry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ethic minority lit-
erature，the overall studies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Yi Chinese poetry is still inadequate among the study on the lit-
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 on Yi Chinese epics in the new era，so as to entirely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Yi aca-
demic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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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十分兴盛，无论

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蔚为可观，从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来，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用诗歌

来抒发民族自觉开始，到后来诸多彝族的中青年

诗人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来创作发表一大批具有优

良品质的诗歌作品，都是值得研究的。然而，针对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整体考察并不多见，更多

的是对作品和诗人的个体分析，因此，对新时期彝

族汉语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一、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现状的总
体观照

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

歌的研究成果基本分布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和现当代文学专业两个学科之中。少数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们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的高等院

校，这些院校的学者们关于彝族的民间文学研究

成果较多，探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成果较少。
在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彝族诗歌研究基本存在

于当代诗歌研究的领域中。
从成果分布来看，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研

究成果，相当一部分是期刊文章和国内硕博论文。
在国内博士学位论文中，对少数族裔诗歌的研究

基本集中于古典文献、民间文学、口传史诗等议

题，并无研究彝族当代诗歌的博士论文。在硕士

论文中，7 位硕士曾经以彝族诗歌或者包含彝族

诗歌在内的少数族裔诗歌为议题，但仅张雪超的

《论新时期彝族凉山诗人群的汉诗创作》一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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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张雪超将视野投

射在异军突起的大小凉山诗人群体，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在此之前尚无将凉山地区彝族诗人作为

一个群体创作现象来考察的学位论文。在这篇论

文中，他仅仅选择了这一诗群的七位诗人展开论

述———吉狄马加、吉木狼格、倮伍拉且、马德清、阿
库乌雾、阿苏越尔、俄尼·牧莎斯加，其论述方式

依然沿袭了传统的以诗歌的民族性和诗性为主的

线索，并且他得出结论，新时期彝族凉山诗人群汉

语诗歌创作存在缺陷，即情感意蕴的雷同和创作

格局的狭小，这个结论之于他的研究时间 ( 2005
年硕士论文) 来说，并不妥当，因为其论述的七位

诗人均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而在

2000 年之后，凉山地区彝族诗歌创作群体出现了

新的代际诗人( 如 70 年代、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

出生的诗人) ，这部分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得彝族

诗歌创作呈多元化趋势，很遗憾他并未注意到这

一点。
在期刊方面，有关当代彝族诗歌的各类研究

论文 32 篇，大多数论文是就某个作家、某个地区

的文学创作展开较为新颖的研究，如议题集中在

以诗人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的个案诗歌研究上

( 其中包括本人于 2011 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

学》的一篇诗歌批评) ，总体来说带有局部性与零

散性，并非对新时期彝族当代诗歌的整体考察。
总体而言，这两部分研究虽然涉及了对当代

彝族诗歌的考察，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

一些汉族学者所撰写的彝族诗歌批评，多少带有

汉文化叙述的印迹，如对于少数族裔诗歌的研究

基本是沿袭旧有的方法，简单地从所谓“民族性”
“审美性”“地域性”出发，将彝族或者其他少数族

裔的文学或文化现象，拼贴在一起再贴个跨文化

研究的标签，严重缺乏同一族裔文学内部的关系

性研究，其客观原因在于对彝族文化传统的了解

相当有限。其次，涉及某些“敏感性”的话题，绝

大多数的研究者选择回避，而不去深入分析某些

作家、作品中所存在的族裔情感的偏差，而仅只简

单地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正面阐释。
第三，一些评论者对彝族诗歌的内部批评，往往从

诗歌表面入手，简单结合彝民族文化传统，对诗歌

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掌握程度有所匮乏，借用批评

家耿占春对口传文学的看法来说，就是“常常只

知道最基本的几种母题或情感: 与武功有关的忠

诚、勇敢、荣誉，或者与仇恨有关的贪婪、愚蠢、残

暴等等……很少触及更复杂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反

思”。

二、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中的彝族
诗歌研究

当然，在为数不多的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
评论之中，还是有一部分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出

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文学史性质的

彝族诗歌研究。李力编写的《彝族文学史》和芮

增瑞编写的《彝族当代文学》对彝族文学史具有

开创性的意义。两本书部分提及了彝族当代汉语

诗歌，并对其进行梳理，然而由于这两本书编写较

早，仅仅评介了倮伍拉且和吉狄马加等少数彝族

诗人的作品。阿牛木支的《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

作论》首次将彝语创作和汉语创作都纳入文学史

范畴，然而仅部分提及了彝族当代汉语诗歌。很

遗憾的是，吴重阳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和

中南民族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

稿》提及了许多少数族裔汉语诗歌，却对彝族当

代诗歌只字未提。
相比较前三本书，左玉堂编写的《彝族文学

史》对新时期彝族诗歌的介绍较为详尽，包括对

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多位彝族当代诗人的介绍，

并且对双语创作的诗人进行区分，单独成节，不足

之处在于以介绍为主，评述部分较少并且沿袭了

1949 年以来对少数族裔文学的“时代性”加“民族

性”的批评方法。
比公开出版的“文学史”稍晚的时期，一系列

文学史性质的民间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发星先生

是一位不在体制内的学者，他自称彝人，多年来立

足四川彝族地区，并坚持诗歌创作和批评，致力于

彝族诗歌的收集和编写，如《当代大凉山彝族现

代诗选》，并撰写了大量以凉山彝族当代诗歌创

作为研究对象的诗论，如其 2006 年出版的《地域

诗歌》，收录了《大凉山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
《地域诗歌诗学随笔》《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

论》《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等重要文

论及部分诗稿。
发星的诗论对于重构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有

着重要的意义。他在当代汉语诗坛中注入了新鲜

的地域写作元素，也对彝族的诗歌创作起到了激

励和导向作用。他撰写的《大凉山民间现代诗歌

运动简史》和《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既是

诗论，又是研究彝族当代诗歌至关重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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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星对彝族诗歌的研究过多专注于“地域”
写作群体，这既是创新、也是局限———过分强调凉

山地区的写作，必然割裂云南、贵州彝族地区与凉

山地区彝族诗歌创作的互动性。比如，他写道:

“彝人在 3 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大凉山保留中

华夏商文明遗迹，这首先要归功于金沙江、大渡河

两河所冲绝的峡谷与险恶地势，使彝人阻断了与

外界的联系。”［1］这种说法实际上否定了云南、贵
州彝区与中原长久以来的互动关系，而“地域”写

作的过分强调又遮蔽了云南、贵州的彝族诗歌写

作与当代汉语诗歌的联系。
继发星之后，彝族学者和诗人们也开始踊跃

参与组织彝族诗歌活动、收集当代彝族诗歌。如

青年彝族诗人阿索拉毅，致力于彝族诗歌的整理

和评介，其《蛮国诗歌俱乐部———当代大小凉山

彝族现代诗歌长篇评论》亦是一部针对当代彝族

诗歌的重要研究资料，他用诗性和蒙太奇手法书

写了彝族诗歌发展史，并且对每一位代表诗人做

出评介，然而，阿索拉毅的研究过于富有艺术感却

缺乏理论和严谨性，即便如此，他对彝族诗歌的族

裔自觉性和敏感性在当代汉语诗坛中，也是值得

肯定的。
第二类是诗歌批评家和诗人们的审美研究。

这类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当代诗歌研究和批评领

域，关于彝族诗歌的评论文章，有耿占春先生的

《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敬
文东先生的《颂歌: 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吉

狄马加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主流当代

诗歌批评界对少数族裔诗歌创作的关注。
这二位学者既是诗人又是诗歌批评家，耿占

春较早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以吉狄马加为代表

的新时期彝族诗歌创作，同时对彝族诗歌的批评

拓展了当代汉语诗歌批评的疆界，是难能可贵的。
敬文东近期则以诗性的话语直接介入彝族诗歌，

从彝族历史和人类学等议题出发，敏锐地捕获到

彝族诗歌和主流汉语诗歌之间的互动关系。巧合

的是，这两篇诗歌批评家的评论文章都是关于诗

人吉狄马加的，而并没有涉及其他彝族诗人，对于

彝族历史的关注多于对当代彝族诗歌的关照。

三、族裔认同与外部关照: 多元化
彝族诗歌研究

第三类研究是彝族学者对于彝族汉语诗歌的

学术研究。此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是阿库乌雾教

授和巴莫曲布嫫教授。彝族学者阿库乌雾( 罗庆

春) 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尤其关注彝族和其

他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和母语诗歌的创作。阿库乌

雾以其彝 － 汉双语写作实践所带来的深刻体验，

对母语与汉语写作之间所存在的既相互促进又彼

此质疑的挑战、顺应、再造之关系做了较深入的探

讨。值得注意的是，阿库乌雾在彝族诗歌研究的

同时，又承担了一个民族歌者、本族群知识分子、
社会精英的角色，因此在他的彝族诗歌研究中可

以看到非彝族学者的精深之处，亦有较非彝族学

者强烈的族裔本位性。
在人类学领域，以研究彝族古代史诗为主的

社科院学者巴莫曲布嫫女士，也曾对彝族当代诗

歌和少数族裔汉语诗歌进行一定的研究。她本身

是一位彝族诗人，根据诗人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性

别身份，她曾撰写过《倾听一种声音──当代少

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语境》［2］一文，其中对当

代少数族裔女性诗歌中的民俗学元素和口头传统

做出了分析。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选中，她曾撰写

《边界写作: 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永远迁徙》
一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阿库乌雾诗歌中

呈现的民族史诗元素。
彝族学者阿牛木支著有《中国当代彝族文学

创作论》一书，这是首次将彝族母语写作纳入到

当代彝族文学史的尝试。他的《丰富多彩的彝族

当代诗歌》一文，是对新时期彝族诗人的评介，创

新之处在于他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当下最新一代的

彝族创作群体，比如麦吉作体、拉马文才等新一代

彝族诗人，并察觉到这些新生诗人与新时期第一

代彝族诗人( 80 年代开始创作) 的异质性，然而此

文过于简略，仅为介绍性质。
彝族学者李骞专注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诗人群

研究。早在 2000 年，他就对 1980 年代以后的云

南彝族诗人以及作品进行梳理和研究，从而总结

了彝族当代诗歌在云南的发展趋向。除了外部总

结之外，他对彝族汉语诗歌还进行一些内部剖析，

比如情感结构与诗歌形态等等。他强调诗人自我

情感与自然地理符号的关联。
第四类研究是非彝族学者对待新时期彝族诗

歌的跨学科研究。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姚新勇

先生和马绍玺先生。姚新勇关于少数族裔汉语诗

歌的公开发表文章有 11 篇，代表文章有《杂糅的

诗性: 新时期少数族裔汉语诗歌语言诗性重构的

一种解 读》《文 化 挑 战、诗 意 建 构 与 中 国 现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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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家园”的重

构与突围 ( 上) ———新时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

》等，后来大部分收入其专著《寻找: 共同的宿命

与碰撞》一书。他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就尝

试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全球化与中国全面转

型的语境中加以关注，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

近 30 年来各少数民族文学回归本民族文化之根

的思潮，并对包括汉文化本位回归诉求在内的族

裔本位文化回归中所存在的“族裔民族主义”问

题，进行了持续地跟踪，严肃地思考了族裔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矛盾。
他将后殖民理论纳入少数族裔诗歌研究中，

在国内尚属首创，就其对新时期彝族诗歌的研究

而言，其创新体现在: 他精妙地捕捉到彝族当代诗

人为传统文化复归所做出的尝试，并且一针见血

地点出了边缘民族在诗歌创作中的焦灼和无力

感。另外，姚新勇对彝汉诗歌的互动、彝族与现代

诗之关系都做出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是研究新时

期彝族汉语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材料。然

而，由于创作时间较早的原因，其对彝族汉语诗歌

的考察仅止于新千年，而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彝

族诗歌的多元化创作并无提及。
回族学者、诗人马绍玺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云

南少数族裔汉语诗歌，代表著作有《在他者的视

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一书，代

表文章有《文化撕裂、文化身位与少数民族诗歌

的文化认同问题》《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全

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等。
他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新时期少数族裔的诗歌

写作，纳入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去，加以本土与全

球、少数族裔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对照性考察。
由于地域研究的原因，他的研究文本多为云南少

数民族的诗歌创作，比如包括普米族、哈尼族、彝
族在内的云南诗人，但遗憾的是他单纯针对彝族

诗歌的研究并不多，在他的《在他者的视域中》一

书里，第四章的文本分析中涉及到的五位诗人中

并没有一位彝族诗人。然而，他在《“文化流散”
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一文

中，提及了彝族诗人选择用汉语写作的困境以及

两种语言切换所带来的“文化翻译”问题［3］。从

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彝族汉语诗歌写作，是马绍

玺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创新之处。
综上所述，这些成果在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领域和当代汉语诗歌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比例

虽然很小，然而却质量很高，如姚新勇先生、阿库

乌雾先生的研究，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考察

新时期彝族诗人的写作，也为新时期彝族汉语诗

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材料和理论基础。
国外学者针对彝族诗歌的专门研究并不算

多。将视野适当拓宽来看，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西方国家内部的

少数民族文学、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也

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带有“自我言说性”的关

注，同时，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民族

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开始兴起。当然，一些

研究者往往简单地将后殖民批判理论套用于中国

少数族裔汉语诗歌的考察上，或者直接就带有强

烈的“解构中国”的心态。尽管如此，就跨文化研

究方法使用的娴熟、田野调查的细致、文本解读的

深入、资料掌握的丰富、跨学科性的综合视野、多
种语言( 特别是所研究对象的母语) 能力的拥有、
尤其是就从整体的中国多民族关系的视角楔入来

把握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创作等综合方面看，国外

学者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十分值得国

内学者学习。我所接触到的关于少数族裔汉语诗

歌研究的国外资料有悉尼大学 D·Dayton 的 Big
country，subtle voice 一文，作者选取三位中国少数

族裔的诗人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大国家”
之中的“微妙之音”［4］做出透视和思考，其中他选

取的彝族诗人是吉木狼格，不过这位诗人和非非

主义等汉语诗坛关系密切，而在国内的相关研究

界也极少被当作彝族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个

问题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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