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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提要： 

    《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通过对彝族历代经籍诗学论著的全面考察和细部分析，从诗学理论和范畴命题等方面

对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进行了系统，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和建构，其中关于诗学理论的存在形态，历史承续、理论体系、范畴命题、思维方

式和批评模式等，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出彝族古代诗学的结构和体系及其历史源流，廓清了彝族古代诗歌理论的基本面貌，解决了在彝族

文学批评史上诸多纷繁复杂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等问题，该著作在彝族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无疑有着开拓性贡献。这部专著在如下几个

方面有所突破： 

    其一，以彝族毕摩文化和经籍文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对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论著进行了整体考察，认为彝族古代诗学殆发轫于魏

晋，而成熟于唐宋以后，发展于明清之际，梳理出了彝族古代诗学从肇始走向发展、从稚拙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 

    其二，从诗歌生成发展论，创作主体论、诗歌本体论、彝诗体例论、彝语诗律论，诗歌功能论和诗歌传播接受论等方面，对彝族古

代经籍诗学在理论建构上潜在的系统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从而揭示出彝族经籍诗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自成一体、独具

特色的理论体系。 

    其三，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哲学出发，从思维方式和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中，对彝族古代诗学范畴和命题进行了独到、全新

的论述和分析，突破了已往彝族文论研究中“汉族诗学眼光”的局限，客观地阐释了彝族诗学中那些与汉族文论截然不同的诗学范畴的

原生内涵和意义指归，无疑更接近彝族经籍诗学的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清晰地呈现出彝族诗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及整体构架，从总体上

演绎出了彝族诗学潜存着的一种初具规模、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模式，并对其局限性和所带来的理论上的诸多缺欠也作出了客观

评述，深中肯綮。这些也是汉族学者在已往的研究中所未能触及和解决的问题所在。 

    总体上看，这部论著对研究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范畴来源、命题要义、理论建构，彝民族诗歌审美意识发展和演进的大致脉络，以

及对探索彝族诗歌美学传统的研究新路，拓展民族文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中国彝族毕摩（祭司）的宗教护法神是黑色的鹫鹰。毕摩文学是一道古老神秘而又充满奇谲的文化景观，而其臻达诗歌最高境界─

─“诗魂”的诗学体系便是其中一棵流溢着灵动之光影的诗思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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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专著。作者以文化自观（emic）的视角，通过古代文化的大量材料，基于诗学撰著群体─

─祭司的宗教人格，从宗教人类学切入诗学理论的探究，寻绎出巫术与诗歌同生共长、宗教与文学交互升沉的演进轨迹，并在纵横的思

考中通观宗教诗歌这一世界性的重大文学现象。读者在领略中国彝族古老瑰奇的毕摩文学之际，可以从中了解到巫祭诗歌的源流脉络以

及宗教体系下的诗学之史路历程始终笼罩着原生宗教的神光瑞影：巫祭从一开始起就与文学、艺术等人类文化紧密相连；诗歌从其发轫

之初就表征为祝咒、祀神、招魂、祭祖、送灵等仪式性文学；古代彝族诗哲则秉承着诗艺手段──以诗论诗，以其宗教祭司和民族诗人

所特有的精神范式，搭接起诗歌与宗教之间看不见的审美通衢：作为祭司，诗家们重述着远古神职们世世代代反复传颂的创世经诗，同

时又超越神职去破译和解答彝人对自然万物所独有的命名方式──诗歌（彝族古代文献无一例外地均以诗体为流存形态）。他们的诗学

探讨，穿过“语词”或“语言”──彝语──一种原初状态的，神性四溢的诗性语言，无论对象征创世、混沌初开的神话阐释与重构，

还是对孕育生命、祈求生殖繁衍的雌雄二元的破译与转接，都表述着诗哲们正是将自己浸透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汪洋，接受传统的人文精

神和诗性智慧沐浴下的直觉真实。他们的诗学探讨，在融汇信仰崇拜、生存欲求、审美情绪等多层联系而进行的原始宗教活动中逐渐形

成并趋于圆熟。于是，对这些从宗教性到美学性的诗歌活动、诗歌语言、诗歌现象的反思性论述，便在揭示诗歌艺术之实质的前提下，

重新透发出原始思维和诗性智慧的审美感受及其潜在体系，在把握彝民族传统审美的独特性的同时，获得了对诗歌精神的深层阐发。 

  本书从巫术、宗教、神话、历史、文字、民俗、诗歌舞三位一体的歌场制度以及巫祭造型艺术等层面正本清源，进而深涉到诗学理

论的存在形态、历史承续、理论体系、范畴命题、思维方式、批评范式及学术流变的整体建构，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出彝族古代诗学的结

构和体系及其历史源流，廓清了彝族古代诗歌理论的基本面貌，解决了在彝族文学批评史上诸多纷繁复杂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等问题。

该著作在彝族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无疑有着开拓性的贡献，对充实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叙述构型上

看，该著作具有相当浓厚的思辩色彩，同时又具有深入浅出的通俗性，且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与情趣性。 

  本书通过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的追踪与透视来反观人类社会的文学现象，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崭新的认识角度：这里既有对原

始诗性思维与古老人文精神正在远遁的惋惜与喟叹，又有对坚毅而柔韧的文化情结的依恋与流露；同时，也暗示出这种困惑与冲突必然

导致的“文学自觉"使诗歌理想走向更深层次的宗教背叛的精神趋向。无论是诗哲们对远古人文精神的触摸和追恋，还是对彝人生存焦

虑和文化命运的忧思与倾诉，对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言，在诗歌艺术创造中，一种宗教精神──原始信仰的坍落与另一种宗

教精神──诗歌精神的苏醒并确立，有着同等的艰难程度。我们在景象斑斓的鹰灵之光下遨游，就把握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接；我

们在流奇传谲的宗教诗界里挖掘，就捧回了一部分人类思想的精华；我们在神秘诡奇的诗魂之说中畅想，就产生了对宗教文化本质与文

学艺术基质的审度；我们在矛盾胶合的宗教诗风中徜徉，就产生了诗学怎样走出原始宗教沼泽，理论怎样超越理性缺憾的沉思。 

  历代诗学论者在神鹰的灵光中不懈努力和上下求索，从本民族歌诗传统“原始性”（初始意义）的溯源之中开掘出创造性的阐释，

建构起了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诗美阐说，并深涉到探寻文化传统图式的诗艺转接上，进而回答着诗歌理想的核心命题──追寻“诗

魂”便激活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古老文化情境中的生存精神。本书以“鹰灵与诗魂”的双元来涵盖彝族古代诗哲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

轨迹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诗性精神以及对诗歌理想的渴慕与追索，自然地为读者整合出一种很富磁性的张力场，无论是对宗教文化

或诗学本体的裸呈与掘进，还是对人性、神性、诗性的揭示与启喻，都基于作者所熟悉的本民族诗歌传统的本土，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在

读者视觉中都将产生一种无限的魅力，使人进入一种独钟的阅读境地，更何况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学华野上的这棵诗学古木是一笔不可

占卦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特殊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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