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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木支]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寻求

  作者：阿牛木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21 | 点击数：1592

 

 

［内容提要］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创作不论从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开拓上，还是彝民族主体精神的现代性寻求上，都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和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寻求的意旨主要体现在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传统思想资源的深

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  

［关键词］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民族文化精神；现代性  

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不仅填补了彝族文学史上无母语散文诗集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诗人以不惧心灵伤痛、正视历史和现实、严

于解剖的精神，审视、思考民族历史命运、文化结构和新的民族精神，在回溯民族文化记忆，关照民族精神化石中凸现民族古典精神和诗人的生

命情怀。”进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散文诗世界。本文仅以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为例，从文化诗学的视角对其通过母语的现代艺术实

践，努力追寻并试图逐步实现的彝民族现代性精神寻求的深层心理结构和精神方式进行学理的阐述。  

    

一、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 

    

我们在翻阅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时，不难从他细小入微的回溯中体悟出诗人复杂的哲学思维和宗教情感。从《母亲》的祖先崇拜

到《石头》的灵魂崇拜，再到《山寨》的毕摩苏尼崇拜，又到《乌鸦》的避讳禁忌无不渗透着原始宗教文化习俗和纯朴而神秘的神巫色彩。这种

远古彝民族文化记忆中的图腾崇拜在《雪魂》、《野火》、《龙卵》、《铜网》、《草偶》、《虎骨》等篇什中也有深涉，诗人在触及这些图腾

物象深处的原初的崇仰意向、生存欲求时，强烈地感受到了作为本民族文化人自己肩上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职责。在《乌鸦》的篇末诗人还

感叹道：“但愿语言能变成手枪，但愿乌鸦能变成食肉。”对传统宗教文化习俗的深省与自剖不言自明。  

 “在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神圣光圈中，也大量蕴藏着一种厚重而生动的精神力量，寄寓着本民族某种集体理想和殊异的智慧创造。”诗人

在《鹰·海》中，通过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展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教精神内质和元气，并使之成为重塑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

源： 

 

那个时候，杉树顶上鹰的足迹渐渐隐去，鹰的眼光有可能变为树筋；有海的地方，太阳与坚硬的鹅卵石正在较量——你强时你占上风。

我强时我占上风。历史长河已悄无声息地变成天上彩虹的灵魂。那个时候，据说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在其上熠熠生辉；鹰翅膀变成

神船在此游荡。我试想着拿起冷若冰霜的铁锤去一个个地撬开看。但我还是害怕遭遇晴天霹雳……（《鹰·海》） 

 

这首母语散文诗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彝族远古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已成为本民族英雄人物形象代表，他的灵魂好比“鹰”的

翅膀和“海”的眼睛已经叠印成生生不息的民族古典精神，激励着本民族子孙后代义无反顾的前行。在面对本民族文化规范遭到空前损毁，面对

信仰危机、宗教崩溃的时代，诗人自觉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求和认同本民族原始精神实质，必须在艺术式追溯的文化记忆中去实现对‘图腾文化

期’与当代人类精神处境间的深层依托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更大的更新的精神创造的时代使命。”青年诗人阿库乌雾从小受到彝族文化的熏陶，

受到过良好而系统的彝汉双语高等文化教育，同时也和同时代更多知识者一样接受过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凭藉这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和厚实

的知识储备，以及学者型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指向，诗人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想，描述了先辈们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现象作斗争的历史进程，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先辈们用生命与血汗换来，并世代传承的珍贵的民族古典精神。正如诗中所描写的一样，

彝民族古典精神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怀疑“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上“鹰翅膀”展开成船舶“在此游荡”的

人，总是害怕自己力不从心，从而含蓄地表达了民族古典精神面临的挑战。其实每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英雄史诗或传说或故事。这里的支格阿龙仅

仅是符号性象征，或者说是复合各民族英雄人物的意象。所以支格阿龙是文化英雄，他是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族生存精神和文化精神。从而诗人的

文化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而是由本民族拓宽到各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由此表明了诗人由挚爱本民族文化精神到挚爱中华文化精神，

以及世界文化精神的，一步步的思想意识标向或美学追求的不断提高的精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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