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卷第 4期

2022年 12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4，No.4
Dec.，2022

阿古扎摩“彝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何晓玲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彝族作为中华民族中重要的一员，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数艺术家为传播和发展彝族民间美术作出不懈努力。

介绍“彝画”概念提出者和研究者阿古扎摩的“彝画”作品，分析其美术作品中如何通过蕴含的彝族史诗和民族风情，对民族精

神文化进行阐释；通过在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入现代绘画技法，使其“彝画”作品表现手法多样；通过对彝族“三色文化”的运用及

创新，传承和发展了民族优秀文化，阐述阿古扎摩对凉山彝族文化传播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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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i Culture in the Yi Art by Agu Zamo
HE Xiaoling

（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00，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Yi nationality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extensive and pro⁃
found culture. Countless artists have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spread and develop the folk art of Yi nationality. This ar⁃
ticle introduces and studies "Yi paintings"by Agu Zamo who initiates the concept of“Yi Art”and devotes himself in the
research of it by analyzing the spirits of the Yi nation in the Yi epics and customs implied in these paintings，which inte⁃
grate modern painting skills into the traditional paintings so that they boast diversified expressive means. These paintings
also exploit and innovate the "three-color culture" of Yi people to reserve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Agu Zamo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Liangshan Yi culture.
Keywords：Yi culture；Agu Zamo；Yi Art

一、引言

彝族绘画起源于何时，今无可稽考，据查，在距

今约 2 200年前的古滇国时期，彝族就创造了许多

灿烂的艺术，如：虎节面具跳神活动、角形酒杯、新

石器时代的岩画、滇池青铜艺术、云南昭通东晋太

元年间的墓室壁画等，表现方式大多以毕摩宗教绘

画为主，多用于经书插画，造型极为原始，古朴抽象

提炼，风格异常独特。而其他绘画艺术，如民间岩

画、壁画、木牌画、器皿漆画等，多借助服装、建筑、

手工艺品为载体而存在于民间。由于历史和地理

的因素，彝族绘画发展相对缓慢。80年代，第一批

本土彝族画家开始涌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彝族绘

画——凉山“彝画”，才在丰富多彩的彝族民间艺术

文化中发扬光大。

凉山“彝画”是凉山彝族艺术家阿古扎摩（卢德

福）80年代提出。作为凉山第一批本土画家，阿古

扎摩经过 40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艺术实践，提出了

“彝画”的新概念。所谓“彝画”，是通过绘画的艺术

手段，表现蕴含彝族生活、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

画种，是彝族画家第一人称艺术心理活动结晶的涌

动，是用彝族的母语与观众直接的对话交流。［1］阿古

扎摩对“彝画”观念的提出，填补了中华民族民间美

术中关于彝族绘画的空白，为彝族绘画艺术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阿古扎摩在长期的艺术教育和对中国彝族美

术的创作与研究实践过程中，先后走遍凉山的山山

水水，走访大量彝族民间艺人和彝族群众，收集和

积累了丰富的彝族民间文化原始资料，为其艺术创

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其“彝画”作品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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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漆刻画、沥粉堆金、油画为主，内容涵盖了

彝族史诗、宗教、文化、语言、民族风情等，表现技法

独特而多样，既吸收了彝族民间艺术精髓，又很好

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绘画构成和装饰手法，色彩明快

浓烈，充分体现了彝民族的“三色”文化观，展现出

浓郁的彝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阿古扎摩的“彝画”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大展，获得多项国家级和

省州级奖项，并被海内外人士广泛收藏。品赏阿古

扎摩先生的绘画作品，从中能体会到深邃的彝族文

化功底和对彝族文化的深深热爱，朴实而深厚的民

族情感，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

二、“彝画”蕴含丰富的彝族史诗和民族风情，

传播民族文化

中国彝族绘画在传统的彝族毕摩宗教绘画基

础上演变发展。“观物之表而绘物之里，反其道而行

之”是凉山彝族毕摩独特的绘画技法。【2】这种绘画理

论来源于彝族人民最讲究的“根骨”意识，体现在彝

族人民精神领域的“骨气”等。彝族绘画实际上是

一种“道释”绘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驱魔、镇邪、祈

福，体现社会生活的平衡与和谐，展现一个美好的

社会生活环境。阿古扎摩的“彝画”作品始终以彝

族族群的信仰和精神入手，内容丰富，涵盖了彝族

民间史诗、毕摩苏尼宗教活动、平民生产劳作、日常

生活、传说故事、节庆活动等，从多方面展示了彝族

人民生产生活场景及精神文化特质，是了解彝族文

化的一道窗口。

如漆刻画作品《支格阿尔》（图 1），表现的是彝

族史诗《勒俄特依》“支格阿尔”的神话传说流传至

今，无论是口传民间文学，还是浩如烟海的古彝文

典籍的传承，“支格阿尔”都牵连着中国彝民族的历

史渊源，联系着彝民族的古老文化，支格阿尔是远

古彝人征服和战胜大自然的典型代表，也是彝族人

民顽强精神的体现。

在阿古扎摩的这幅漆刻彝画作品《支格阿尔》

中，以崇高、向上的长方形作为画面外框，用平面手

法塑造了一只彝民族精神崇拜的雄鹰居于画面主

体部分。在鹰身正中，以线面结合的手法，描绘神

龙鹰的儿子支格阿尔射日射月，治理天下的英雄形

象，英雄身后的曲线和跳动的块面暗示着大地的动

荡不安；在雄鹰的翅膀上，用木刻刻线造型的手法，

表现支格阿尔制服神马、力降诸凶、射日射月等治

理天下的传说故事片段，背景的空白，借助彝文语

言文字描述史诗故事，上下花边，刻、绘彝族民间图

腾日、月、云、海图案，整幅作品大气、雄壮，将支格

阿尔的英雄传说故事和彝族文化浓缩在画面中，内

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阿古扎摩历经数年，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彝族民

间文化和习俗的彝画作品。除彝族史诗《勒俄特

依》的漆刻画系列作品外，还有彝族民间流传广泛

的叙事长诗《阿莫尼惹》漆刻组画（图 2、3、4）；表现

彝族宗教文化的《毕摩》《苏尼》，表现民族风情的

《织》等漆刻作品；表现彝族民族风情的《火把节传

说》沥粉堆金组画，表现彝族幸福生活的《夫妻》油

画组画等。

《阿莫尼惹》是一部流传很广泛的叙事长诗。

它描述妈妈的女儿童年生活充满着诗一般的幸福。

而长大成人后，被家庭和家支包办婚姻，受尽酷刑，

被迫屈从，过着没有爱的炼狱般生活。阿古扎摩将

此叙事诗归纳成序歌、生日、童趣、成长、定亲、思

念、酷刑等十幅画来表现，用绘画作品的形式描绘

这一民间故事，通过艺术作品表达现代彝人对旧的

包办婚姻的血泪控诉。

毕摩（图 5）是彝族民间的神职人员，精通天文

地理、历史、军事、医药、医药、语言文学艺术等，是

彝族宗教文化的传承者，是沟通天堂与人间的祭

师，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享有崇高的地位。苏

尼（图 6）是彝族民间为病人驱鬼除病的巫师，在民

间享有一定的威望。

欣赏阿古扎摩的“彝画”，就像在读凉山彝族史

诗、在感受浓郁的凉山彝族风情。

三、“彝画”表现手法多样，传承与创新民间

图1 漆刻画《支格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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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借助特定艺术语言和艺术

形式来构造自己的形象和情境，丰富多彩的民风民

俗，是艺术创作最难得的元素符号和背景文化。阿

古扎摩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丰富多彩的彝族民

间文化及艺术进行合理采撷，有机组合，不断丰富

自己的创作，在他的彝画作品中，融合了彝族服饰、

漆器、金属工艺、建筑、毕摩宗教绘画、彝族文字等

多种彝族民间文化艺术元素，使“彝画”更加“彝

化”，使作品更富“彝味”。

他从古老的彝族毕摩画中得到图画叙事式的

启蒙，从彝族人对“骨力”与“根骨”意识的强调中体

验彝画的精神内涵，在他的彝画作品中，吸取了彝

族民间传统木质漆器的雕刻工艺和着色方法，从彝

族金银器工艺中吸收了用线造型的手法，从造型古

朴的彝族民间建筑中学习了简洁大方的结构关系

和雕刻技法等，借鉴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渲染方法，

以及西方印象派的色彩观念和现代装饰构成手法，

使他的“彝画”作品层次丰富、技法多样、构图大气、

色彩丰富，具有丰富而强烈的视觉装饰效果和鲜明

的民族民间特色，其多年的艺术作品，除具代表性

的漆刻画、沥粉堆金，还有油画、版画等，表现技法

独特而多样，体现出阿古扎摩扎实绘画功底和勇于

探索精神。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漆刻壁画系列作品中，

《居木三兄弟》（图 7）借鉴彝族毕摩画的图画叙事

式，遵循彝族传统绘画画面不讲究透视，以点、线造

型，平面、多维、散点的构图和视觉观念，构图采用

图2 漆刻画《阿莫尼惹》之《序歌》 图3 漆刻画《阿莫尼惹》之《生日》 图4 漆刻画《阿莫尼惹》之《酷刑》

图5 画作《毕摩》 图6 画作《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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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的壁画形式，平面横向展开叙事，在表现

技法上吸取了多种彝族民间文化艺术元素和表现

技法，用漆、刻、画的手法描绘丰富的传说故事，作

品的中心部分借鉴西方空间叠加的构成方式，方中

带圆，圆中套圆，构成稳定而又有运动感的视觉

中心。

圆中心的主体人物居木三兄弟（图 8），是用彝

族毕摩绘画“画龙画虎先画骨”“观其外形必从骨

始”的造型结构观念，以彝族民间漆器以线造型，勾

画填色的手法，以中国工笔人物铁线描法勾勒强健

有力的主体人物形象，方、圆之间的空隙部分，采用

彝族漆器和建筑雕刻技法雕刻图腾纹样，形成画面

凹凸层次和丰富的肌理效果，画面第二主体部分为

上、中、下三层，用彝族民间建筑雕刻工艺和漆器平

面造型手法，细致描绘史诗中 20多个传说故事，通

过图画叙事式的表现方法描述居木三兄弟救死扶

伤、传宗接代的古老传说故事，道出中华民族本是

同宗同源，同根同祖的道理；画面的第三层次背景

空间，借鉴了彝族传统金银工艺手法，用木刻代替

金属材料，用细致雕刻勒线造型的手法，表现精致

丰富的植物纹样图案，表达了中华各民族盘根错节

的民族大团结关系，画面上、下花边，借鉴了彝族民

间漆器工艺，先用漆器朱砂色平涂底面，再用木刻

勒线雕刻，表现神话传说故事，同时融入彝族语言

文字，借助彝文字形的方正，形成画面的块面感，通

过彝文的字义，解说传说故事，丰富了画面的内容，

这种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使画面主体突出，层次

丰富，作品的形式感、装饰感强烈，极具民族特色。

阿古扎摩的“彝画”作品表现手法多样，还体现

在其“沥粉堆金”系列作品中。《口弦与玛瑙》（图 9）
作品借鉴传统的建筑彩画工艺和彝族民间金属工

艺，结合现代装饰技法，将胶和土粉混合成的膏状

物，装在尖端有孔的管子里，按线条、图案挤按描出

隆起的花纹，再在上面涂胶后贴以金箔，制作出有

立体感、层次丰富、装饰性强的艺术作品。阿古扎

摩的“沥粉堆金”作品是对民间艺术的有效传承与

创新。

阿古扎摩的油画作品，融汇中西，这些油画作

品，依然以彝族传说故事和彝族人民生活、生产情

景为主要内容，用西方绘画的材料和技法，表现具

有彝族民族特征的故事与审美精神。如《北斗星

座》（图 10），保持了彝族漆画和中国画以线造型的

风格，以彝族传统色彩红、黑、黄的“三色”元素组织

画面，在表现技法上，借鉴中国重彩画技法，在深色

底子上堆、涂、盖，用色块间留出的线条勒出造型。

作品既有彝族漆画的构图特征和色彩效果，又有油

画丰富的肌理感和笔触感，使画面显得更加厚重而

丰富。

四、“彝画”运用三色文化，阐释和创新民族精

神

每个民族因地域、文化习俗的不同，有不同的

色彩喜好，色彩文化是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它同各民族的精神紧密相联，使色彩具有一定的民

族象征意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人民

逐渐形成了尚红、尚黄、尚黑的“三色文化”，并赋予

了“三色”博深的象征意义，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

大地万物的关系，彝族“三色”是彝族色彩美学中提

炼出的色彩之“根”与色彩之“本”或“色彩之源”，是

一种传统的色彩习俗。在彝族人民内心，黑色是

“大地”，代表天地之本色，象征着民族的尊贵与庄

重，彝人喜欢用黑色，在生活用具、服饰、建筑中都

有体现，难怪彝族人自称“诺苏”“尼苏”等，意为“黑

色之族群”；红色是“火”，代表火焰、血液，象征着民

族特有的勇敢与热情，是生命的象征，也是彝族“火

图腾”崇拜的标志性色彩；黄色是“金”，代表美丽、

图7 漆刻壁画《居木三兄弟》全图 图8 漆刻壁画《居木兰兄弟》局部 图9 沥粉堆金《口弦与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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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象征着“富裕”、吉祥”，是太阳的光辉和民族

不屈精神体现。红、黄、黑三色错综调配，间隔使

用，色泽明快浓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三

色文化”影响着彝族人民的衣、食、住、行，进而渗透

到民族的审美意识、文化观念中。

在阿古扎摩的彝画作品中，充分保持并灵活运

用彝族的“三色”色彩观，并在三色的基础上，结合

运用现代装饰手法，使作品色彩单纯而丰富。阿古

扎摩沥粉堆金作品《火把节传说》之一（图 11），整幅

画面以红、黄、黑三色调配，背景以庄重、大气的黑

色为底，代表了厚重的土地，黑色底子上彝族文字

和图案以饱和的大红表现，充满力量感和生命力。

画面中心部分渐变的黄色即提高了画面明度，体现

出火把节燃烧的火焰；中心主体是火把节之夜歌舞

的彝族人民，作者以黑色表现，舞动的人物在明亮

的黄色衬托下格外醒目，人物黑色体块上用黄色线

条勾勒细节，使人物形象大气、突出、有力，沉着而

充满力量感；画面上下边框配以黑底红色为主的具

有彝族象征意义的图腾纹样，与主体色彩相呼应，

构成上形成强烈的装饰美感。这种红、黄、黑三色

的穿插运用，使画面形成鲜明的冷暖、强弱、明暗的

对比，形成丰富的空间感和韵律，使画面丰富而统

一，表现出彝族人民大方、热情，营造出火把节喜

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在彝族传统色彩“红”“黄”“黑”三原色的基础

上，阿古扎摩先生注重蓝、绿、白、紫自然色彩的引

入和合理利用，他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反对泥古不

化，反对照抄自然，并且大胆探索创新。如漆刻画

作品《织》（图 12），不仅保持了红、黄、黑三色，而且

背景黑色中加入绿色扣饰图案，用白色包围图案边

沿，让图案有编织的痕迹，营造出独特的美感，绿、

红、黄、白、黑的色彩搭配，让画面大方、丰富、活泼，

增强了画面的节奏和动感。

五、结语

艺术家不只是用眼睛去观察事物，而要用心灵

去融入世界，“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越有世界

性，越有先进性”。作为彝族画家，阿古扎摩一直致

力于彝族绘画的传承与发展，立志于将丰富多彩的

彝族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阿古扎摩的“彝画”作

品，是画家在用自己的画笔，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本

民族的面貌，让自己的灵与族群的神灵对话，让世

人领略来自彝民族的文化、生活与精神，这就是“彝

画”的社会价值体现，也是阿古扎摩终身追求并努

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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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