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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诗律论»中的“根”意象批评研究
令狐雅琪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根”原指树之根ꎬ多喻指根基、根本之意ꎮ “根”是古代彝族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意象ꎮ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ꎬ彝族诗论家

们多运用“根”意象表述诗学思想ꎮ 阿买妮是彝族古代魏晋时期的大毕摩ꎬ女诗人ꎬ更是彝族古代诗学的奠基者之一ꎮ 她的诗

论著作«彝语诗律论»中多处使用“根”意象构建审美系统ꎬ表述诗论主张ꎮ 通过意象批评方法ꎬ对彝族古代文论家阿买妮«彝

语诗律论»中“根”意象进行考察ꎬ深入探寻“根”意象的功能及意义ꎮ
关键词:阿买妮ꎻ«彝语诗律论»ꎻ意象批评ꎻ“根”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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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大纲»中指出ꎬ意象说代

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１]ꎮ 中国古代诗歌

常常经由意象构化意境ꎬ再由意象和意境组合生成

生动立体的意象审美系统ꎮ 诗人们常借用具象化

图景来表达诗境直观的感性状态ꎬ化抽象为具体、
化微妙为浅淡ꎮ 意象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占据

主导性地位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ꎬ具有深厚的文化

渊源ꎬ«易传»中就有用“象”来说明义理的传统ꎬ还
包含着“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等美学主张ꎻ战国

时期儒家学者根据«诗经»创作经验归纳出的“赋”
“比”“兴”手法也是对诗歌艺术中“意”与“象”之间

关系的概括ꎻ南朝时期刘勰首次将“意”与“象”合

并ꎬ把“意象”纳入文艺批评的范畴:“使独照之匠ꎬ
窥意象而运斤ꎮ” [２]３２０他在文艺批评活动中采用大量

意象来具体形象地解释抽象概念、论述艺术风格、
讲明构思方法等ꎬ建立起以审美意象为核心的文艺

批评模式ꎻ晚唐时期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由以意

象论诗转变为以意境述品ꎬ作品用具体细致的图景

传递出诗境的感性状态ꎬ概括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

点ꎬ使意象批评理论进一步发展ꎮ 张伯伟先生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将这种摹神取象

的批评方法称为“意象批评”ꎬ即“以具体的意象ꎬ表
达抽象的理念ꎬ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ꎬ其思维方

式上的特点是直观ꎬ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是意

象ꎮ” [３]１９８体现着独具民族特色的感性直观与理性思

维相结合的理论传统ꎮ
我国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中

华格局ꎬ中华文明也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ꎮ
然而ꎬ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建构中ꎬ学者们往往聚

焦于汉族诗论ꎬ忽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理论资源ꎬ
致使少数民族诗学长期处于失语状态ꎮ 李祥林先

生在«少数民族文论及美学中国特色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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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只有在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多元

共存的研究格局ꎬ方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文论的丰富

性、多样性和完整性ꎮ” [４] 彝族作为拥有自己民族文

字的少数民族之一ꎬ其诗学理论是中国文论建设的

重要本土资源ꎮ 意象批评同样存在于彝族古代文

论之中ꎬ是联结彝汉诗论ꎬ贯通中华美学的联结点ꎮ
“根”意象在阿买妮的审美鉴赏活动中处于较高地

位ꎬ她在论诗过程中借此来论述好诗标准ꎬ讲明诗

歌发展创作之规律ꎬ创立了以“根”意象为核心的诗

论主张ꎮ 本文旨在通过意象批评方法ꎬ考察彝族古

代诗论«彝语诗律论»中的“根”意象批评体系ꎮ 对

根意象批评的功能及其意义进行探讨ꎮ

一、审美批评:“根”生型生态审美

审美批评植根于艺术家的审美体验ꎬ是一种形

象的直觉批评ꎮ 它在审美欣赏的基础上ꎬ着眼于文

学作品美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ꎬ建立起一定的审美

价值尺度ꎬ对审美对象进行鉴赏和评价ꎮ 彝族人民

自古以来生活在辽阔的山林河谷地带ꎬ自由的原生

环境塑造了他们感性直观的审美思维以及热情奔

放的述说传统ꎬ远古先民的文化觉醒与自然关系密

切ꎮ “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中ꎬ也随时

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

界ꎬ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意识中ꎬ我即宇宙ꎬ宇
宙即我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ꎬ一句话ꎬ我
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

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ꎮ” [５] 阿买妮在审美创造活动

过程中ꎬ依托自然审美体验ꎬ从现实生活中取材ꎬ对
自然景物展人文关注ꎬ将彝族社会崇尚自然ꎬ尊崇

万物的自然审美观纳入诗论领域ꎬ深入总结诗论创

作的普遍原则ꎬ以根意象为核心创立自然审美批评

的尺度ꎬ建立了本民族文论的自然审美批评方法ꎮ
彝族之“根”通常与根骨观念、叙谱思维、溯源

精神等联系在一起ꎬ致使我们容易忽略其原初的生

态意义ꎮ 参考«物始纪略笃米的根由»ꎻ“寻天阳

树根ꎬ根生阴地上” [６] 可知ꎬ根原义为树之根ꎬ来源

于自然界ꎮ 巴莫曲布嫫在«鹰灵与诗魂»中指出:
“历代诗论家都一脉相承地沿用‘根’这一形象化的

概念来表述自己的诗学见解ꎬ其取义的原型都没有

脱离树之根柢的基本象征义ꎮ” [７]６０４－６０５阿买妮同样

把握住了“根”意象的自然意义ꎬ在论诗活动中引入

植物之根来阐述诗论主张ꎬ并在“根”的基础上ꎬ将
枝、干、叶、花、果一起纳入审美批评系统ꎬ构建起直

观立体的理论模型ꎮ 她谈到:“你若写花卉ꎬ写花抓

住根ꎬ有根就有干ꎬ有干就有叶ꎬ有叶才有花ꎬ有花

才结果ꎬ有果才成材ꎮ” [８]６２一方面ꎬ诗论家具体感性

地再现形象ꎬ通过梳理花卉由根到果的形态外貌生

动具体地说明了诗人应当如何写花ꎻ另一方面ꎬ她
借助自然界中的花卉形象客观地传递诗学理义ꎬ笔
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１.阐述诗歌构境方法ꎮ 诗论家用花卉泛指诗歌

中的描摹对象ꎬ“根”意象指代描摹对象的核心特

点ꎬ说明了在诗歌创作过程中ꎬ诗人要抓住描摹对

象的基本特征及显著性标志ꎬ再以物象的核心要点

为基础ꎬ由内及外地层层延伸ꎬ逐层丰富ꎬ最终生动

完整地描绘出诗中意境ꎮ
２.阐述诗歌创作方法ꎮ 诗论家用花卉指代诗歌

本身ꎬ“根”意象指诗歌的中心主旨ꎬ“干”指诗歌的

主体结构ꎬ“叶、花”指诗歌的内容ꎬ“果”指诗歌的标

准ꎬ即好诗应具备的状态ꎮ 说明在诗歌创作中首先

要确立诗歌的主旨ꎬ其次依托主旨来构建诗歌的整

体框架ꎬ接着再填充诗歌的具体内容ꎬ这样诗歌才

能达到最后的完备状态ꎮ
张伯伟先生提出:“‘意象批评’法的思维特征ꎬ

是由‘目’而‘想’ꎬ它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
的过程ꎮ 批评家从大量具体作品出发ꎬ形成某种抽

象的概念ꎬ然后再回到作品ꎬ用一具体的意象予以

说明ꎮ 这后一种具体ꎬ乃是由抽象上升而来ꎬ因此ꎬ
它包含着理性的判断ꎮ” [３]２００这里指明意象批评既包

含着批评家的感性审美经验ꎬ也包含着理性的审美

判断ꎻ巴莫曲布嫫认为:“这种源根理干ꎬ因枝振叶

的论述ꎬ其本身就是诗家们寓理于形、迁想妙得的

产物” [９]阐明了意象批评中“形”与“理”的并存性ꎮ
理论建构过程中既有诗论家的生命体验ꎬ又蕴含着

抽象的概括ꎮ 阿买妮注重心灵的领会和体悟ꎬ凭借

直观性、经验性塑造理论形态ꎬ她创立的“根”生型

诗论主张以感性直觉为主导ꎬ借助“象”传递诗之

“意”ꎬ但在塑造过程中ꎬ也不乏客观理性的阐释诗

论理义ꎮ 她从宏观的、理性的角度着眼ꎬ在日常诗

歌创作和审美鉴赏中提炼出诗论思想ꎬ再将抽象的

思想具体化ꎬ用立体直观的根化理论加以说明ꎬ切
实规范着彝族诗歌创作ꎮ

在阿买妮“根”生型审美批评的基础上ꎬ后世诗

论家沿着根—枝—叶—花—果的理论模型不断发

展完善ꎬ逐渐形成完整的“根”生型诗论主张ꎮ 唐代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中说道:“所以写诗歌ꎬ必
须抓主根ꎮ 有了根以后ꎬ就要抓主干ꎬ有干就有叶ꎬ
有叶就有花ꎬ有花就有朵ꎬ有朵就有果ꎬ有果才有

成” [１０]１３６ꎮ 北宋布阿洪在«彝诗例话»中论及:“每
个诗作者ꎬ都要抓主干ꎬ有了主干后ꎬ再来写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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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１１]１２６ꎮ 漏侯布哲在«谈诗说文»中也说:“有了

主根后ꎬ主干便出现ꎻ有了主干呢? 然后有枝叶ꎻ枝
叶既繁茂ꎬ好花朵朵开ꎬ花开花又落ꎬ乃能结好

果” [１０]８０ꎮ 明清时期的«彝诗史话»也借雨斗树的

根、干、果阐明诗论思想[１０]１－３ꎮ 彝族诗论家对“根”
意象的使用自阿买妮以来一脉相承ꎬ形成了本民族

独特的根意象审美批评系统ꎬ显示出彝族先民们的

“根”生型生态审美思维以及朴素健康的自然审美

倾向ꎮ 伴随着诗论家们在论诗过程中对“根”意象

的论述及使用ꎬ它的功能和意义也逐渐明晰ꎮ “根”
不但彰显出彝族先民的自然审美观念ꎬ为培养彝族

完善的自然审美趣味做出贡献ꎮ 而且作为诗歌的

标准和规范ꎬ提升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经验ꎬ促进了

彝族古代诗歌创造的精进ꎮ

二、生态整体批评:由根到果的树化意境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古代文论中的意象

批评方法发展到新的高度ꎬ他用大量丰富的意象融

构意境ꎬ借境中的整体之韵论述诗歌的风格类型及

创作方法ꎬ使得“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单纯的

作为喻体的形象ꎬ而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ꎮ” [１２]诗

歌在直观意境和抽象思维的双重碰撞中传递理论

主张与艺术旨趣ꎬ充分展现出了意象批评的完整性

特征ꎮ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同样以境喻旨ꎬ借
抽象生动的意境来传递诗学主张ꎮ 她以“根”意象

为内核ꎬ用“根”“枝”“干”“叶”“花”“果”等诸多意

象共同构建出由根到果的树化意境ꎬ各个意象之间

相互关联、密不可分ꎬ呈现出一种整体形态ꎮ 境界

之内ꎬ心物相契、情景交融ꎬ具有真实自然之美与意

不言传之妙ꎮ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指出:“有根就有干ꎬ

有干就有叶ꎬ有叶才有花ꎬ有花才结果” [８]６２ꎮ 诗论家

从根与枝叶、树干、花朵的共生关系入手ꎬ说明它们之

间层层递进ꎬ须臾难分的内部关联ꎬ构建出生动和谐

的树化整体意境ꎬ由此来说明诗歌创作过程中主旨、
结构、内容等部分之间存在整体关联性ꎬ牵一发而动

全身ꎮ 此外ꎬ她的诗论还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

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的相互联系ꎬ包含着人与自然平等

和谐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ꎮ 阿买妮在借树化意境说

明诗歌创作方法的同时ꎬ将自然景物应用于诗论实

践ꎬ通过诗论直观化、形象地映射出彝族先民潜在审

美意识中的生态整体观ꎬ彰显出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之

美的因子ꎮ 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融注也使彝族古代

文论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ꎬ饱含生命色彩ꎮ
阿买妮在自然生态性和意境整体性的基础上ꎬ

创立了一种生态整体批评方法ꎬ并作用于论诗活

动ꎮ 在生态整体批评方法的引领下ꎬ她的论诗过程

着眼于整体布局ꎬ讲求自然调和之美ꎮ 阿买妮重视

诗中境界的整体美感ꎬ通过景物之间的调和搭配来

勾勒诗美ꎬ她强调ꎬ“当你写花时ꎬ有花没有叶ꎬ那你

写的 花ꎬ 纵 然 写 得 美ꎬ 没 有 绿 叶 扶ꎬ 花 也 会 减

色” [８]６２ꎮ 这里以花与叶为例ꎬ从自然景观搭配出的

天然美感出发ꎬ提炼出诗歌意象描摹过程要讲求主

次搭配的诗论主张ꎬ提醒诗人在描摹诗中主要意象

的同时ꎬ不能忽略次要景物ꎮ 不同意象之间相互调

和ꎬ才能构造出灵动和谐的诗境ꎮ 阿买妮还指出:
“诗歌是整体ꎬ体内层次明ꎬ比如写天空ꎬ你光写日

月ꎬ天体不描画ꎬ云星也不要ꎬ日月就当诗ꎬ那么这

种诗ꎬ只有骨头在ꎬ没有血肉身ꎬ写出的诗文ꎬ骨立

就差了” [８]６１ꎮ 这里言明了诗歌构境的要旨以及对

创作自然审美修养的重要性ꎮ 诗歌创作要注重景

物的层次性安排和整体性搭配ꎬ诗人应在合理把握

各意象的关联性的基础上寻景构境ꎮ 圆融调和的

诗美构成原则ꎬ隐含着自然万物之间相互联结、相
互依存的生态整体性ꎮ 此外ꎬ诗人要在日常审美体

验中置身自然ꎬ静听闲观ꎬ不断提升个体修养ꎬ提高

自身搭配意象、调和诗境的能力ꎮ

三、创作批评:“根越扎得深ꎬ写作越有成”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借助“根”意象来说

明创作问题ꎬ主要集中在创作主体、创作原则、创作

规范三方面ꎮ
(一)创作主体

阿买妮借“根”意象说明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的

艺术修养ꎬ其«彝语诗律论»曰:“写诗写书者ꎬ若要

根柢深ꎬ学识是主骨ꎮ 学浅知闻陋ꎬ偏又要动笔ꎬ那
么你所写ꎬ写诗诗不通ꎬ押韵押不准ꎬ扣字声调乖ꎬ
内容割裂开ꎬ骨肉相支离ꎬ事象多模糊所以写

诗者ꎬ 学 识 是 根 本ꎬ 根 越 扎 得 深ꎬ 写 作 越 有

成” [８]６２－６３ꎮ 这里强调诗人的艺术修养ꎬ说明书本和

学识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奠基作用ꎬ阿买妮认为ꎬ诗
人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ꎬ就必须以学识为本ꎬ通过

阅读书本、观察万物积累学养ꎬ形成庞大的知识储

备库ꎬ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树体系ꎮ 在无止境的学

习过程中ꎬ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库、将知识之根向

下深扎ꎬ形成强劲的艺术根柢ꎮ 艺术创作者只有做

好充分的准备ꎬ才能在创作过程中随心而动、左右

逢源ꎬ创造出个人风格鲜明的好诗ꎮ 这与刘勰«文
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积学以储宝ꎬ酌理以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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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ꎬ研阅以穷照ꎬ驯致以络辞” [２]３２０ꎮ 有异曲同工之

处ꎮ 此外ꎬ阿买妮在论诗中还指出:“人类为什么ꎬ
为什么还死? 死根在哪里? 病根哪里生? 如果找

病根ꎬ靠知识指引ꎮ 人类无知识ꎬ就像野兽群” [８]７０ꎮ
这里强调知识是人区分于兽类的标准ꎬ它能指引人

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ꎬ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建设意

义重大ꎮ 就人类个体而言ꎬ知识能帮助人们寻根治

病ꎬ维护个体生命健康ꎻ就整个人类族群而言ꎬ知识

能够以古鉴今ꎬ带领我们认清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显

现出的人自身的劣根性ꎬ直面人类存在消逝可能的

原因ꎮ 这样一来ꎬ人类才可以发现问题ꎬ解决问题ꎬ
更好地维系族群的健康稳定发展ꎮ

除了艺术修养之外ꎬ阿买妮还重视诗人的思想

修养ꎬ她强调:“知识是书根ꎬ书体即知识ꎬ写者若渊

博ꎬ行文必畅顺” [８]６３ꎮ 强调艺术家要保持虚心好

学ꎬ勤奋刻苦、不断求教的精神ꎮ 书籍中包揽了古

今中外的思想精华ꎬ通过阅读可以领略古人之思ꎬ
博览世间之物ꎮ 因此创作主体要扎实、勤奋的学

习ꎬ明白:“根越扎得深ꎬ写作越有成” [８]６３的道理ꎬ以
求知若渴的状态在无涯的学海中尽情遨游ꎮ 阿买

妮还将诗歌创作与人体的形象外貌相关联ꎬ认为:
“诗文写作者ꎬ当你写诗时ꎬ就像写人体:头面要分

明ꎬ手脚要分清ꎬ血肉寓风采ꎬ身体扎诗根” [８]６２ꎮ 这

里探讨了品德和创作的关系ꎬ诗人在创作时要将身

体置于诗根之中ꎬ把写诗和做人融为一体ꎮ 阿买妮

强调诗歌创作有如做人一般ꎬ要身正头端、手脚分

明ꎬ因此诗人要以诚信、严谨、端正的态度对待文学创

作ꎬ将个人的学养和情操灌注到诗歌中ꎬ通过文本传

递自己的文思才情ꎮ 同时也要求诗人要注重个人的

品德修养ꎬ以此来提高作品的艺术旨趣和思想深度ꎮ
(二)创作原则

在«彝语诗律论»中ꎬ阿买妮多处围绕“根”意象

的根基、基础之意进行创作批评ꎮ 她把“根”作为好

诗的评判标准来阐述诗文创作的原则ꎬ用“根”统指

有根脉的、可以流传的诗歌ꎬ涉及文学作品的继承

和传播问题ꎮ
韦勒克、沃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一件艺术

品的全部意义ꎬ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

人的看法来界定的ꎮ 它是一个累计的过程的结果ꎬ亦
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 [１３]ꎮ
说明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代局限ꎬ散发出永

恒的艺术魅力ꎮ 就创作者而言ꎬ不能忽略文学作品本

身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累计性的跨时代功能ꎮ 阿买

妮的诗论中便体现出了这一思想ꎬ她强调诗歌的根据

性和传承性ꎮ 面对彝族 “诗文代代传ꎬ代各有特

色” [８]４１的文化环境ꎬ阿买妮以穷本探源的精神强调

各体类诗歌“自有其风味ꎬ自有其根源” [８]４９ꎬ因此都

有据可寻ꎮ 她秉持“诗文各有‘体’ꎬ我来细寻根” [８]４１

的态度ꎬ依照前人创作经验系统地归纳出了各类诗歌

的韵律和体裁ꎬ并在论诗过程中通过个人创作进行详

细说明ꎬ为彝诗创作树立了规范ꎮ 这一溯根求源、继
承传统的诗论思想在彝族其他诗论家的作品中也

有所体现ꎬ如:布娄布佗在«诗歌写作谈»中谈道:
“在那时候呀ꎬ谈诗要寻根ꎬ有根方为上ꎮ 彝诗无根

底ꎬ不算好诗章” [８]１１１ꎮ 布麦阿钮的在 «论彝诗体

例»中说明:“所以我写诗ꎬ根来于前人ꎮ 前人写的

诗ꎬ彝地到处有ꎬ人间广流传ꎬ知者自能明” [１１]３ꎮ 布

阿洪的«彝诗例话»也提及:“对于诗歌呢ꎬ歌有歌的

根ꎬ诗有诗的源” [１１]８９ꎮ 此外ꎬ阿买妮在论诗时多处

谈到了诗文的后传性问题ꎬ她强调“所写诗与文ꎬ后
世都有用ꎻ有的作根据ꎬ有的当史传ꎮ” [８]４５直接肯定

诗文的作用和影响力ꎮ 在谈及各体类诗歌的写法

时ꎬ她将“下传有根”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和原则ꎬ
对不同类型的诗歌标准产生了同样的评价ꎬ例如:
“这样的写法ꎬ写来才有骨ꎬ下传才有根” [８]４８ꎮ “诗
若无骨力ꎬ任你写得多ꎬ再多也没用ꎬ后传没有

根” [８]４６ꎮ “诗中文要雅ꎬ文雅情才生ꎬ押来才鲜明ꎬ
读来才动听ꎬ下传才有根” [８]４８ꎮ 在这里诗论家强调

好的诗歌就是“有根”的诗歌ꎬ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ꎬ具备永恒价值和不竭生命力ꎬ经久而不衰ꎮ 这

就要求诗文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既能够继承前

人的思想精粹ꎬ将之融汇于个人创作之中ꎻ还能赋

予作品不朽的传承意义ꎬ使其对后世有所启迪ꎮ
(三)创作规范

怎样的诗歌才算是好的诗歌呢? 为解决这一

问题ꎬ阿买妮用 “根” 意象说明了好诗的标准ꎬ借
“根”佐证了体裁、韵律、骨力、文采、主旨、情感的重

要作用ꎬ明确了诗歌创作的规范ꎮ
她强调优秀的文学作品“叙事要真实ꎬ它才有

骨力ꎬ下传有根据” [８]４６“体裁很分明ꎬ事情讲得清ꎮ
这样的写法ꎬ写来才有骨ꎬ下传才有根” [８]４８ꎮ 这里

论及了诗歌创作要求体裁分明、叙事真实、逻辑清

晰、骨力强劲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骨”也是彝族独有

的意象ꎬ具有多重意蕴ꎮ 此处谈及的骨力特指诗文

的艺术感染力ꎬ包含诗文“思想内容的遒劲”和“感
情色彩的触力” [７]５３３ꎮ 阿买妮在谈论一种体裁诗歌

的写法时ꎬ还指出诗歌创作:“四句对四句ꎬ句句都

对应ꎬ诗中文要雅ꎬ文雅情才生ꎬ押来才鲜明ꎬ读来

才动听ꎬ下传才有根” [８]４８ꎮ 此处强调好的诗歌应句
(下转第 １３ 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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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齐、文采雅致、押韵和谐、朗朗上口ꎬ对诗歌创

作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双重规范ꎮ 此外ꎬ阿买妮强

调“诗要有主旨ꎬ无旨不成诗ꎮ 诗骨从旨来ꎬ有旨才

有风ꎬ有风才有题ꎬ有题才有肉ꎬ有肉才有血ꎮ 诗的

题和旨ꎬ血肉紧相连ꎮ 任谁写诗时ꎬ如不这样写ꎬ把
骨剔开了ꎬ专门来写肉ꎬ那么他的诗ꎬ写来不成体ꎬ
有肉没骨配ꎬ说诗不像诗ꎬ根就扎不起” [８]４８－４９ꎮ 这

里说明了诗歌主旨、风格、题材、内容、结构之间关系

密切ꎬ只有主旨深刻、风格鲜明、题材得当、内容翔实、
结构完整的文学作品ꎬ才能生机盎然ꎬ深扎文坛ꎮ

四、结语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借“根意象”阐述自

身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思考ꎬ推动了彝族古代文论的

发展ꎮ 从“根”的审美批评、生态整体批评及创作批

评功能出发ꎬ可以发现“根”意象彰显出了彝族先民

的生态审美思维与朴素健康的自然审美倾向ꎬ并作

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和原则ꎬ切实规范着彝族古代诗

歌创造活动ꎮ 阿买妮借助“根”意象阐述了彝族古

代诗歌的自然美、生态美、整体美规范ꎻ讲明了诗歌

中意象描摹和意境构建的方法ꎻ规范了创作主体的

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ꎻ论说了诗歌作为艺术载体具

有承前启后的文艺功用ꎮ 她还借“根”引出了情感、
骨力、文采、主旨等因素对诗歌的重要性ꎮ 自此之

后ꎬ“根”意象在彝族古代文论中一脉相承ꎬ逐渐形

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根意象批评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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