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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的诗意探寻
———俄尼牧莎斯加诗集«命运»审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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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书写与他本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有着紧密的关联ꎬ诗人始终将个体经验放置于民族文化背景和

精神之下进行诗的思索与探寻ꎬ在长期的创作中不懈探索多元文化的认同、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ꎬ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诗歌书

写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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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审美理念向来融入了

个体灵魂体验与现实情境的双重血液ꎬ在朴实的日

常生活写作中透露出深刻的诗歌审美艺术ꎮ 诗集

«命运»极富民族文化审美色彩和深沉的文化思索

意识ꎬ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诗人对民族文化的追

忆、焦虑、反思以及身份认知的表征ꎬ但诗人并非狭

隘地沉浸于族群文化记忆或担忧民族文化流失的

消极世界中ꎬ而是立足于民族本土特色去放眼接纳

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ꎬ在诗意间建构了一种多元

文化认同的格局观ꎮ 本文将通过深刻解读诗集«命
运»来探讨其蕴含的多元文化认同、身份认知和生

命意识的诗歌审美理念ꎮ

一、记忆与焦虑:身份的认知

在交错复杂的现实环境面前ꎬ悠久的民族文化

传统难免遭遇淡化ꎬ甚至流失的命运ꎮ 如此处境唤

起了少数民族诗人的内心表达自我身份的强烈欲

望ꎮ 因为“少数族群和一切弱势群体都面临着被他

人所叙述、所定义的境遇ꎬ少数族群的自传性叙述

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ꎬ以纠正他人压迫性的或自

我中心化的定义” [１]ꎮ 少数族群与他者的生活经验

和文化形态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ꎬ乃
至趋同ꎮ 面对这种形式ꎬ俄尼牧莎斯加作为民族

文化精英毕摩的后代ꎬ内心比常人更敏感地感受到

“认同危机”带来的冲击ꎬ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文化

焦虑ꎮ 诗人在«祖辈»中写道:“我是你们的孩子吗?
祖辈 /我连穿衣服没有你们穿时的 /那样灵动ꎬ那样

自在 /从头到脚ꎬ我现在穿的 /是异装ꎮ /到死的那

一天 /那天早晨、中午、傍晚或子夜 /他们给不给我

穿彝装 /给我穿上可以见得你们的彝装 /那只有天

晓得ꎬ地知道......我在用彝语交流ꎬ /我在穿着异

装” [２]１１ꎮ 语言与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与符

号ꎬ一种族群共有的记忆与精神归属地ꎬ但在历史

进程中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ꎬ有的是不断变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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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变异ꎮ 当诗人把“我”与象征古老文明的祖辈联

系起来时ꎬ它不仅传达了一种沧桑和苦痛的情感ꎬ
更是一强烈的身份认同的寻求ꎮ 诗人意识到自身

赖以归依的传统文化正在流失ꎬ他试图唤起带有原

生态气质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记忆来强化身份的

认知ꎮ
哈布瓦赫指出:“记忆是一个与他人、社会、环

境紧密相关的现象ꎮ 大多数情况下ꎬ我之所以回

忆ꎬ正是因为别人(当然也可以是与别人或自己的

某段经历相关的自然景物) 刺激、促动、激发了

我” [３]ꎮ 记忆连接了当下与过往ꎬ因为记忆的连续

性功能ꎬ身份才得以建构ꎮ 失去记忆的人不可能意

识到自身的身份ꎬ丧失记忆也就意味着即将丧失身

份ꎬ记忆构成了民族身份语境的文化累积ꎮ 阅读俄

尼牧莎斯加的诗ꎬ不难发现诗人在频频扮演一个

记忆者的角色ꎬ这种记忆不是对往昔生活简单的重

复ꎬ而是聚焦了诗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索ꎬ并
且成了民族身份建构的一套重要话语ꎮ “我看见你

骑在骏马上ꎬ达力阿宗啊 /真真切切ꎬ可是ꎬ他们说

你不骑马的 / 我知道ꎬ你是每个彝族人你都愿

意结交 /你弹着月琴ꎬ你拨弄着口弦” [２]３３ꎮ “达力阿

宗”是一首悲壮抒情的彝族民歌ꎬ“马”在彝族文化

中具有图腾的地位ꎬ“月琴”和“口弦”是象征民族文

化的古老乐器ꎬ俄尼牧莎斯加常常选用这般蕴含

民族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ꎬ将自身对生命与生活的

感知ꎬ人生的经验都融入意象之中ꎬ«松香»中的“荞
麦”“燕麦”“竹笛” “麝香”等意象同样也带有大凉

山地域色彩ꎬ«一只白鸟»里的“经书”“毕摩”“阿苏

拉则”“拉则格初”等意象无一不是承载着浓厚的民

族文化记忆ꎮ 诗人的文化记忆源于他所生长的社

会文化环境ꎬ他试图唤醒记忆中或平凡或独特的自

然风物意象去刺激、激发和触动他人去铭记彝人世

界ꎬ他想表达的是对民族人物与风情的传承和惦

念ꎬ其诗中多次出现的展现民族性的意象实质是一

种记忆话语模式的言外之意ꎮ
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ꎬ“地方”不仅是

天圆地方的地理概念ꎬ更多的是历史和记忆、死亡

与存在、孕育与生长ꎬ现实与乡愁的精神承载ꎮ 俄

尼牧莎斯加似一位民族志学家那样在诗行间记

载了地方生活记忆ꎬ在«阿固脚回龙的街上»中诗

人写道:“我在这条街子上逗留了很久很久 /也许是

一生ꎬ 也许是一世 /我看着这些人都一样的可

爱” [２]１８ꎮ 阿固脚在诗人看来是一片圣土ꎬ在这里诗

人与祖辈“脚对脚睡觉”ꎬ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祖辈

在这里死去ꎬ这是他试图遗忘又刻骨铭心的精神归

属地ꎬ阿固脚的另一头是彝人的火藏地诉诺勒拖ꎬ
他说他仿佛还在昨天ꎬ看见一帮彝人盛装而出在祭

奠一个彝人ꎮ 诗人站立在阿固脚街子上ꎬ脚下埋着

他的祖先和信仰ꎬ身旁是熊熊燃烧的火塘ꎮ 这里的

土地连接着诗人与祖辈的血脉ꎬ不断勾起诗人对民

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想象ꎮ 此外ꎬ“瓦布洼街” “扯羊

拉达”“拉布俄卓”等地名象也是俄尼牧莎斯加诗

歌中常常出现的意象ꎬ他们构成了诗人认知和建构

身份话语的基点ꎮ 只因诗人心中的土地凝结着足

够多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文化ꎮ
当今世界ꎬ全球都在面临“认同危机” “人们正

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 [４]ꎮ 身份认知

的过程实质是一个根据当下重构往昔的过程ꎬ在时

间历程中变得模糊、碎片化的过往在个体唤醒的记

忆中逐渐清晰ꎮ 俄尼牧莎斯加意识到民族传统

文化中的“异域”色彩正逐渐走向同质化ꎬ对此ꎬ他
在忧郁着哀悼的同时将富有彝族情调的意象融入

诗篇里ꎬ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诗意化ꎬ以此唤醒

记忆中的文化来建构逐渐模糊的身份ꎬ因而身份的

认知与建构便成了其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审美

理念ꎮ

二、碰撞与融合:多元文化的认同

在对他者的认同中ꎬ文化认同是最真挚ꎬ最深

层的认同ꎮ 这种认同“在与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
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环境

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ꎬ它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

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 [５]ꎮ 多元是指不同种

族ꎬ民族和信仰背景的人在共同社会框架下共存的

状态ꎮ 俄尼牧莎斯加在一个汉、藏、彝共同杂居

的环境中长大ꎬ他在接受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

沐浴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习俗ꎬ尽管诗人在为民族

文化的淡出哀婉地歌唱ꎬ但是面对他者文化并非持

排斥的态度ꎬ而是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在肯定和

认同他者及文化ꎬ因而俄尼牧莎斯加在诗歌里构

建了一种多元文化认同的大格局文化观ꎮ
«阿固脚回龙的街上»一诗中ꎬ诗人说彝人太

多的缘故ꎬ汉人同别处的汉人不太一样ꎬ只保留了

一点汉语ꎻ同样ꎬ汉人太多的缘故ꎬ彝人也不像别处

的彝人ꎬ他们只保留了点彝语ꎮ 在诗人生活的环境

里ꎬ彝汉两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达到了不分你我

的融合ꎬ文化的交融不可能一蹴而就ꎬ碰撞后需在

长期的互动和交往中磨合才能够彼此适应ꎬ诗人感

受到了彝汉两族在长期的磨合中打破了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ꎬ在混杂文化环境中体现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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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的喜悦ꎬ因此ꎬ面对汉彝语言的融合诗人

内心觉得“这些人一样的可爱”ꎮ 另外ꎬ在«汉嘎»一
诗中诗人深情描绘道:“我娶了一个汉嘎媳妇ꎬ真的

/一如我从小就是受到的汉文熏陶 /她是汉族ꎬ
但是她在我们家 /行走自如ꎬ完全是自己的家一

样 / ” [２]５６－５７ꎮ “汉嘎”即彝语里的汉族之意ꎬ诗人用

朴实无华而溢于言表的喜悦为自己娶了一位汉族

媳妇而骄傲ꎮ 彝族传统婚俗实行森严的族内通婚ꎬ
等级论婚嫁和严禁族际通婚的婚姻习惯法ꎮ 跨越

民族的婚姻不仅不受到祝福还会受到家庭乃至家

支人员的严厉惩罚ꎬ甚至可能会被逐出家门ꎮ 因

此ꎬ“两族群体成员对两族个体的通婚态度在某种

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ꎬ族际通婚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族群关

系的重要尺度” [６]ꎮ 俄尼牧莎斯加能够跨民族娶

到自己心爱的汉族姑娘不仅因为自身从小受汉文

化的熏陶ꎬ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国家极力倡导的多

元文化背景下彝汉文化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ꎬ诗
人抛开了约定俗成的民族婚姻观念ꎬ勇于追求婚恋

自由与人生幸福ꎮ 且把«汉嘎»这首诗放了在诗集

«命运»里ꎬ在持万物有灵观的俄尼牧莎斯加看来

跨族婚姻所带来的惊喜似乎是“命运”安排ꎮ 可见ꎬ
诗人并非一味拒绝外来文化ꎬ闭门造车ꎬ而是积极

接受文化的交融所带来的正面的价值观的指引ꎮ
阅读诗集«命运»不难发现诗人常常使用“水”

“河”“江”“母亲”等关于“水”和“水性”的名词ꎬ最
明显的是在«祖国江河»这一组诗里诗人以慷慨的

笔墨深情歌唱了象征中华古老文明的长江和黄河ꎮ
«长江:我永生永世的母亲»里写道:“不为了什么ꎬ
我亲爱的母亲 /仅仅为了雨丝停了还会倾洒 /象鲜

花谢了还会开放 /亲爱的母亲ꎬ而我已做好了一切

准备 /比如ꎬ为了了却对您的热爱ꎮ” [２]１４０－１４１ꎮ 诗人

把长江喻为自己的母亲ꎬ面对长江奔流千年也不知

疲倦的气度ꎬ诗人的内心也被激发了“上路”的决

心ꎮ 同样ꎬ«黄河ꎬ我高高在上的父亲»里说:“还给

贪心懒惰的子孙 /贪生怕死的子孙 /仁慈善良的子

孙 /勤劳勇敢的子孙 /流离失所ꎬ家破人亡” [２]１４３

“谁曾跃马扬鞭 /谁曾放牧历史父亲ꎬ高高在上的父

亲 /您一定了如指掌 /除了祖宗炎帝与黄帝 /还有

谁? 在子夜里” [２]１４４ꎮ 面对黄河的磅礴气势ꎬ诗人为

自己是“贪生怕死” “贪心懒惰”的子孙的一员而惭

愧ꎬ为黄河般的“勤劳勇敢”而高歌ꎬ可见此时的诗

人忘却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而陶醉于华夏历史与

文明的源远流长ꎬ他对自我的认知不是固定不变

的ꎬ在同祖国江河的协商与融入中不断形成新旧文

化身份的转换更替ꎮ 长江与黄河是中华古老文明

孕育和生长壮大的圣地ꎬ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
二者一同代表了我国文明的核心内涵ꎮ 诗人之所

以将长江和黄河比作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无疑是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命题的强烈认同ꎮ 他在诗中不止

一次强调自己的彝族身份ꎬ但同时又实现了对这一

身份的超越ꎬ这一点我们在«倾听中秋»和组诗«天
地的琴键»中亦能够看出ꎬ«倾听中秋»里中秋夜对

阖家欢乐ꎬ悲欢离合的感慨是对汉文化传统习俗的

认同与归属ꎬ«天地的琴键»中诗人游走于历史名迹

莫高窟、敦煌山庄、鸣沙山、玉门关和汉长城ꎬ也陶

醉于雅丹国家公园、阿尔金山ꎬ兵马俑等祖国大好

山河腹地ꎬ他也亲切地称呼路途中的异国客为“美
国朋友”ꎬ并与他们相谈甚欢ꎮ 俄尼牧莎斯加自

称是鹰ꎬ站立在时代脉搏和天地琴键之上ꎬ看见“东
方巨人”在奋起ꎬ不仅诗人的脚步踏出了土生土长

的大凉山祖籍地ꎬ灵魂深处也具有多元文化的大格

局视野与心胸ꎬ在祖国山河与国际友人的面前他有

的是欣喜和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ꎮ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谱系里总是蕴藏着一

种多元文化的认同意识ꎬ这种意识来自诗人立足于

本民族文化去吸收和消化人类文化ꎬ他对多元群文

化的凝视ꎬ给予当下多元民族的生存与前进一种文

化上的想象和参照ꎬ建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

文化诗学审美ꎮ

三、批判与自省:生命意识的思索

生命意识的思索始终贯穿于俄尼牧莎斯加

的诗行里ꎬ他热衷于不断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ꎮ
这种意识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ꎬ以及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ꎬ
具体体现为生命体验、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

关爱等等” [７]ꎮ 不同于尼采哲学上“超人” “强者”
的生命意识观ꎬ亦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中对生命的

迷惘与孤独的感慨ꎬ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立足于

很高的维度来凝视人的价值与情感命运ꎬ体现出一

种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博爱精神ꎬ他从自我与民族的

生命的感知里进行生命意识的探索与追问ꎮ
学者罗庆春曾言:“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是

在用现代科学精神去艺术地折射本民族原有的宗

教精神和这一宗教精神所统领下的民族文化实质

企以达到变革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和生存发展的理

想目的” [８]ꎮ 言外之意即当代少数民族诗人是在以

一种理性和批判的眼光来反思和重构本民族文化ꎬ
俄尼牧莎斯加正是将生命意识的诗学理念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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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视野下来思考和重构的ꎮ 在«恩体古

兹»(天神)中诗人写道:“众位爱神ꎬ众位爱仙 /不忙

惊慌ꎬ也不要无动于衷 /鱼儿不跳跃岂能喝得到

水? /蜜蜂不忙碌何以采到甜蜜?” [２]６３ 恩体古兹是

彝族神话里统领天界的神ꎬ诗人借他之口对不思进

取ꎬ懒惰平庸的生命惰性提出了批评ꎬ警告世人奴

役他人ꎬ衣来伸手的时代已远去ꎬ平等的年代一切

都得靠勤劳和努力ꎮ «杜木惹牛»中说:“宽敞的大

地终有尽头 / /生命的诞生必有终结......平凡就是种

子发芽开花结果 / /平凡不会好高骛远ꎬ平凡好 /平
凡不会贪德无厌ꎬ平凡好 /平凡使人常有一颗自明

的心 /平凡使人百倍珍爱现实的客观 /而我辈神灵ꎬ
供人尊崇 /居高自傲ꎬ桀骜不驯 /自食其果也就自有

应得” [２]６５—６６ꎮ 在诗人看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万人

供奉ꎬ而在于踏踏实实ꎬ勤勤恳恳ꎬ力所能及的平凡

亦好过万人之上的华而不实ꎮ 此外ꎬ诗人借助英雄

神、忠诚勇士神、寿星神、猎神ꎬ战神等众神之呼吁

人们真实而坚强地活着ꎬ热爱和平而尊重自然地活

着ꎬ他反对破坏自然规律而去追求永生不死ꎬ反对

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敷衍和欺骗ꎮ 当代许多诗

人对“试验田”式的诗歌写作趋之若鹜ꎬ俄尼牧莎

斯加却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

的艺术国度ꎬ始终不渝地向往着真善美的世界ꎬ谴
责和批判对生命、真理和善良的违背行为ꎮ 这种精

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享乐思想ꎬ奢
靡之风的反叛与反思ꎬ是一种追求尽我之能ꎬ积极

入世和生活的生命策略ꎬ是深沉的大爱情怀和人类

命运担当的博大胸怀的体现ꎮ
探讨生命的终结并非消极厌世ꎬ而是为更好地

活着ꎬ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真谛ꎮ 如施太格缪勒所

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把人从他的日

常性(平庸)中抛出来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

那样使人意识到他的有限性ꎬ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像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即昂扬地进

入生活)的必要性的认识” [９]ꎮ 人是“向死而生”的
存在ꎬ人生因死亡而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ꎬ但也

是死亡促使人练就珍爱和探寻生命意义的本领ꎮ
俄尼牧莎斯加在«亡灵的诗篇»中表达了对死的

豁达和生的眷恋ꎬ“生命的终极 /回归 /一片 /空白ꎬ
毫无玷污的空白 /尽管曾经沉溺 /悲伤 /欢乐 /永恒

的ꎬ无法更改的 /日出又日落 /生临又死亡 /但心中

必定会有 /一点点的依依不舍” [２]１１４ꎮ 在彝族人的传

统观念里ꎬ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ꎬ而是灵魂离开肉

体的结果ꎬ死亡是一种回归灵界“兹兹普乌”去同祖

先相聚的归处ꎮ 他们尊奉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死观ꎬ
认为毫无限制的繁衍与长生不死的追求是对万物

规律的破坏ꎮ 俄尼牧莎斯加诗歌中表现出来的

死的“永恒”是一种对人间真理的沉思ꎬ而从“依依

不舍”可知即便诗人正视生死的自然规律ꎬ但他依

然乐于生活ꎬ热爱并尊重生命ꎮ «活着»里说:“我们

一定要相亲相爱 /含着眼泪ꎬ尽管我语无伦次地说

出 /我们活着ꎬ但阿嫫走了 /我们活着ꎬ但阿达走

了” [２]４２ꎮ 诗人既不谈死亡的伟大悲壮ꎬ也不将生命

视作低微、无足轻重的存在ꎬ更不逃避和畏惧生的

终结ꎮ 阿达和阿嫫走了ꎬ诗人悲痛但并不陷入绝

望ꎬ生命的有限性让他更加懂得珍惜生的可贵ꎬ他
选择和家人“相亲相爱”地活着以体现对生命的尊

重、感恩和延续ꎮ 在«奇迹»中诗人说:“儿子啊ꎬ你
会传承有我的身上延续的家谱 /女儿啊ꎬ你要继续

为着异姓的人员服好务” [２]５３ꎮ 这里ꎬ诗人以临终者

的口吻忠告后人延续家谱和为他人服务ꎬ这不仅仅

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的留恋ꎬ更是体现了一种生命的

责任意识和大爱情怀ꎬ因为对于一切他始终是心怀

感激的ꎬ感激生命之中及之外的一切ꎮ
亲人的逝去和生命的短暂让诗人更加珍惜生

命ꎬ对死的豁达和生的眷恋所折射的是诗人对生命

的尊重和敬畏ꎬ在他看来生的意义在于责任和奉

献ꎮ 俄尼牧莎斯加诗歌中展现的生命意识ꎬ不仅

是我们通往他诗歌世界的一个途径ꎬ同时也是获得

他的诗歌灵魂内核的根本所在ꎮ

四、结语

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史上ꎬ俄尼牧莎斯加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彝族诗人ꎬ其诗歌谱系依赖于坚固

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文化背景ꎬ他通过个体生活的

体验和追溯ꎬ“把民族文化的爱升华为一种使命与

贵任ꎬ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救

赎” [１０]ꎮ 诗人在民族文化的追忆中重温和强化他的

民族身份ꎬ但他的诗歌写作显然超越了民族和地域

的文化蕴含而体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大格局观ꎬ他
热衷于追求全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真善美ꎬ这种追求

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之上的对生命的热爱、
尊重和生命价值的肯定ꎮ 因而ꎬ身份认知ꎬ多元文

化的认同和生命意识的探索就构成了俄尼牧莎

斯加诗歌审美理念的三个主要维度ꎮ
(下转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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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评定、教师奖励、绩效考核等多方面、全方位公 平、透明的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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