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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体系中的诗体论说

弃族 巴莫曲布膜

在彝族古代文学的发展中
,

诗歌是最早

出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样式
。

在彝族古

代诗学中
,

诗歌是最主要的
、

而且几乎是唯一

的书面文学体裁类别
。

这与彝族传统经籍文

学的发展态势和彝民族自古以来的诗性精神

有着密切的关联
。

所以诗歌体例成为彝族诗

学家们普遍关注
、

共同探讨的重要论题
。

在阿

买妮的《彝语诗律论 》
、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

论 》
、

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等诗论著作
,

都对彝族诗歌体裁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和详尽的分析
,

形成了他们各自独到的诗

歌体裁论说
。

彝族诗体论的历史流变

彝族古代诗学论者对于诗歌类别的认

识
,

可以追溯到举奢哲和阿买妮时代
。

举奢哲

在《彝族诗文论 》中说
, “君长的年代

,

诗歌的

发展
,

如水起波澜
。

这才促成了
,

诗体有

诸般
。 ”“

诗便有种种
,

各式各样型
。 ”“

不同的

样式
,

不同的内容
。 ”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 》

中也指出
,

诗歌
“
各有各体裁

,

各体有分别
。 ”

叙事体为主
,

诗歌各种型
。 ”

从总体而言
,

彝

族古代诗学先贤把彝族诗歌划分为两大部

类 抒情诗和叙事诗
,

并习称以“

诗和故事
”。

如此划分
,

最早见于魏晋时期举奢哲的《彝族

诗文论 》
,

而后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分类体系
。

在此基础上
,

彝族诗学论者又将诗和故事对

举
,

揭示了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基本特征
。

举奢

哲指出
,

故事 叙事诗 主要表现的是人物
、

事

件和环境
, “
所以写故事

,

一定要记准
,

一定

要写清 故事的发展
,

人物的成长
,

事情的

起因
。 ”

而抒情诗则着力于“ 怎样来达意
,

怎

样来表情
” 强调

“

浓墨抽事象
,

重彩绘 心

谱
” 。

阿买妮也指出
, “写诗义要深

,

诗义若浅

露
,

情文不相生 ”。

实乍苦木同样认为
, “

说到

写诗嘛
,

诗要有所感
,

写诗须写情
”。

作为彝

族文学形式中的两个重要部类
,

抒情诗歌是

以抒发真实的
、

强烈的
、

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情

感为其主要特征的
,

诗人常常借助于感情的

激发
,

使诗的思想和诗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

使

诗情盎然洋溢
,

使诗篇荡人心魄 彝族古代诗

学论者所说的诗歌
“

使人心悲伤
,

使人心惆

怅
” ,

与唐代诗人白居易讲的
“

诗者
,

根情
、

苗

言
” , “

感人心者
,

莫先乎情
”
有着同等的诗歌

美学内涵 诗歌语言大多通过比喻
、

拟人
、

象

征
、

夸张等艺术手法而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

叙

事诗同样也需要丰富的感情
,

但它们主要借

助于事件发展的逻辑推理
、

人物形象的艺术

塑造来获得作品的主体思想的表现和外化

诗歌语言通常表现为
“记叙

”
或

“

叙述
” 。

叙事

诗又是彝族古代书面文学的主体形式
,

叙事

类作品占居着主导地位
。

这一划分说明
,

早在

魏晋
,

彝族诗学家就已经在按照诗歌的本体

特质
,

试图对诗歌进行分类了
。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 》中对彝诗体类作

过广泛的涉猎
,

较之举奢哲的泛论
,

显得更为

细致和深入
。

她先后论及的主要诗类有天文

诗
,

即谈天说地论万物的一种诗体
,

在彝诗中

自成一体 祭事诗
,

专用于欢乐场合如火把节

的一种诗体 书写诗
,

泛指用五言体格式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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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韵诗 经文诗
,

用于作斋
、

祭祖
、

祈镶
、

驱

妖除怪
、

吉庆典礼等仪式的经诗 记事诗
,

以

记叙为特点
、

文散而形不散的无韵诗 长诗
,

九十行以上的格律诗 斋场歌
,

作斋仪式上在

斋场中诵唱的悼亡歌诗
,

即丧祭诗 三段诗
,

一种自成一格的格律诗
,

主要特点是一首诗

分为三个诗段
,

一二段以景物起兴设喻
,

第三

段写人同时点题 内容或抒情
、

或叙事 诗篇

可长可短
,

无一定格
。

阿买妮对此所作的实

践
,

为后世诗体分流的发展莫定了一定的基

础
。

彝族古代最早产生和得到充分发展的书

面文学样式是诗歌
。

诗歌在历史发展中
,

由于

使用的范围
、

效用
、

式样的不同
,

又有各种体

类
。

因而促使人们对诗歌作品进行分体分类

的观察和研究
,

于是产生了彝族经籍诗学中

的一个分支 , 丁 诗体论
。

诗体论
,

是对各类诗

歌体式的特点
、

诗体的划分
,

及其发生
、

发展

和流变做专门的观察和研究
,

在彝族古代诗

学中又称之为
“

彝诗体例论 ”。

在彝族古代诗

学史上
,

关于研究诗体的专著出现较晚
,

大约

在唐宋时期
,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 》
、

布麦

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
、

布阿洪的《彝诗例话 》

开始正式专论到诗歌体例的同异
、

特点等问

题
。

仅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彝族诗学论著而

言
,

如果说举奢哲
、

阿买妮等人的诗学论著还

只是在广泛地讨论诗文问题和诗歌的各种基

本理论
,

而其中也涉及到诗体的话
,

那么
,

彝

族古代第一部诗体论专书
,

当推稍后于布塔

厄筹的实乍苦木的诗学专著 —《彝诗九体

论 》
。

实乍苦木首先从诗与歌的关系探讨了彝

诗体例的由来
,

认为
“
歌有歌的类

,

体有体的

形
。 ”虽然作者把诗歌九体归结为

“
天师 ”叹毫

吐实楚所创
,

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彝族

经籍诗歌的发生和生成与民间原始歌舞和彝

族古代歌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

从作者辑

弓的诗类来看
,

该论著至少论列了歌史诗
、

酒

礼诗
、

古歌
、

农事诗
、

尾韵诗
、

三段诗
、

连韵诗
、

丧祭经诗
、

情诗九类诗歌体
,

而且每论一种诗

体
,

都征引作品以示例
。

实乍苦木根据自己的

创作实践
,

在征引大量诗歌作品的基础上
,

对

诗体的同异
、

性质
、

体制都作了简略的研究
。

并且还颇有识见地论述了以下文体问题 彝

族各体诗歌的具体写作方法不同
, “
那九种诗

歌
,

九种九样法
”

各体诗歌的篇制各异
, “
九

种诗歌中
,

有的上百句
,

上百句都扣
,

上百

句都押 有的几十句
,

同样也如此
,

几十句

都扣
,

几十句都押
。 ”以及各体诗歌韵律规则

也有区别
,

如古诗类作品
, “它是一种体

,

它

是句连句
。

这一种句偶
,

句子连句子
,

上

偶押下偶 一句连一句
,

一句扣一句
。

声

韵可不管
,

句间要紧连
,

句间连紧后
,

声韵

末字连
。 ”
而尾韵诗则是

, “
它只押尾韵

,

也只

扣尾韵
。

二句二句扣
,

二句二句押
。

上押

下分明
,

下连上有韵
。

韵有韵的连
,

句有

句的扣
。

这类诗歌呀
,

它只押末字
,

也只

连尾字
。

尾字尾字扣
,

尾字尾字连 ⋯⋯
。 ”

总之实乍苦木认为彝族诗歌
“
各体是各体

,

两体不相合
” ,

诗歌体制的殊异和差别
,

不仅

取决于作品的题材内容
,

同时也取决于作品

的体韵形式
。

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大约成书于南

宋时期
,

是彝族古代诗歌史上的一部篇制宏

长
、

论旨突出和体式完整的诗体专著
。

作者在

题跋中开篇明义地提出论题
“
诗体

” ,

认为“诗

文有各种
,

这些诗文中
,

各种写法呀
,

写法

都不同 体裁有多样
,

论法有多种 ”。

他对彝

族诗歌体裁的分流和发展作了一定解说
,

提

出彝诗体例有古今源流
,

分体起于先贤举奢

哲
,

他从诗歌题材的角度对诗歌的体例进行

了论述
。

布麦阿钮在长达四千余行的十二章诗论

中
,

对彝族诗体间题进行了深入而精细的研

究
,

从而对每种诗体的体制特点
、

结构组织
、

韵律格式都论述得较为清晰
,

并且还佐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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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诗歌作品为例
,

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

在

此把布麦阿钮的诗体论说归纳如下

其一
,

对彝族诗歌体类的梳理
。

布麦阿钮

所论及的彝诗类别有三段诗
、

四方景象诗
、

情

诗
、

叙事诗
、

五言诗
、

问答诗
、

悲哀诗 哀歌
、

四季诗
、

悔罪诗
、

丧祭诗
、

献酒诗
、

故事诗等
。

虽然他的分类有繁杂之弊
,

但较之以他在题

跋中所说的古代诗体以题材来划分
,

要更能

反映诗体的特征 在诗体搜罗上
,

比《彝诗九

体论 》更为完备 在立类上也有许多创造性
,

如四方景象诗
、

四季诗的确是彝族经籍诗歌

中潜存的特殊样式
,

以描绘东南西北四向的

景象和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景为特点
。

它们一

般附着在叹髦的各类经诗中
,

尚未完全发展

为独立的诗类
。

笔者在梳理彝族经籍文学作

品的过程中
,

基于多种考虑
,

只从诗歌意象方

面对此作过探讨
,

而布麦阿钮的划分确实为

我们研究彝族诗歌体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

索
。

现举其论
“
献酒诗

”

体的一则
,

以见其所创

制的一些新体和论述上的行文特点

你在吗 今晚你在吗 要是你

不 在
,

我 的 这 杯 酒
,

就 献 给 山

母
。

山 母 呀 山 母
,

请 你 来 作

主
,

我和阿哥呀
,

今晚来歌场
,

我俩 来对歌
,

我俩 来相 爱
。

祝

福呀祝福
,

请山母祝福

男 建歌场的祖
,

祖父你在吗 你在

请喝酒
,

你在请祝福 今晚我和

妹
,

来到歌场 中
,

来歌场对歌
,

来歌场相爱
。

女 兴歌场的祖
,

祖母你在吗 你在

请喝酒
,

你在请祝福 今晚我和

哥
,

我和阿哥呀
,

来到 了歌场
,

歌场来对歌
,

歌场来谈情汀歌场

来相爱
,

歌场来相亲
。

来到歌场

呀
,

歌场定终身
。

男 歌场祖套呀
,

要是你不在
,

那 么

这杯酒
,

我就拿来呀
,

拿来献 山

主
,

拿 来 敬 山 神
。

山 主 呀 山

神
,

这杯酒敬你
,

请你来作主
,

请你来祝福
,

祝福我们俩
,

相爱

到终身
。

女 歌场呀歌场
,

建场的祖母
,

今 日

其实布麦阿钮所创的
“
献酒诗

”
体

,

充分

保留了彝族民歌风格的本色
,

这种男女唱和

的形式
,

在彝族民间文学中也不少见
。

由于彝

族歌场制度下的对歌活动也多由叹髦或摩史

歌师 来主持
,

把民歌体纳入经籍文学的范

围
,

并在体式上重新标类
,

不能不说是扩大了

经籍诗歌的范围
。

布麦阿钮对这首献酒诗的

体制特点作了论述
“上面这首诗

,

又是一种

体
。

句子很明畅
,

主骨相连接
,

上和下之

间
,

相互连得紧
。

行间意味长
,

诗中有深

情
。

主和干具备
,

骨肉紧相连
,

句句扣得

紧
,

偶偶连得深 ⋯⋯
。 ”
布麦阿钮每凡论及一

种诗体
,

大致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步骤
,

即先征

引他本人的同体诗作
,

然后 再对这种诗体的

体制特征作一番论述
,

所以说他为诗体论开

创了一个周详的体例
。

其二
,

阐述各体诗歌的体韵特征
。

布麦阿

钮首先引述了阿买妮的言论 “诗歌各有体
,

诸体各有风
。 ”

认为诗歌有的连韵
,

有的连声
,

有的连字 有的三段连
,

有的三不连
。“写来各

成体
,

风韵自有余
,

主骨各自存
。 ”
他在阿买

妮
“
体和韵相称 ”的思路上

,

提出构成彝族各

类诗体的主要特征是诗歌的语言形式
,

提出

彝诗有
“

押韵
”
和

“
对声

”
之分

,

诗歌讲究声韵

工稳以达
“
谐声 ”、“

协韵气并以诗例分析诗歌

的
“

谐声
”和“

连韵 ” ,

具体论述了各体诗歌的

体韵特点
。

其三
,

论述彝诗的
“
五言

”

特征
。

彝族诗歌

的句式结构以五言为主体
,

句式整炼
,

声韵和

谐
。

每句五个字
,

句数没有严格的限制
,

可长

可短 诗中每两句为一偶
,

相当于汉语五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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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
“
联

” ,

每偶的上句为出
,

下句为对
。

布

麦阿钮论述的主要是五言诗中的每一偶的
“
音

”
即韵 和“ 声 ”

相合
“

五言诗当中
,

五音

三字合
,

五音三两合
,

五音三不合
。

五言

诗当中
,

五声三音合
,

五声五不合
,

五声五

相合
。

五声三声合
,

五声三不合
,

声韵偶

中分
。 ”

其四
,

论及诗歌体裁的风格间题
。

布麦阿

钮认为不同的诗体有着不同的风格
, “
说与写

诗人
,

诗体有多种刀写来风格异
,

非可一概

论
。

各类诗当中
,

各有其体裁
,

各有其风

格
” ,

各类诗体都有
“

它们的风采
,

,,’’诗味各有

风
,

,’口“
记事

”

类诗歌
, “

自有其主旨
,

自有其

风味 风味在哪里 就在于叙事
。 ”

而
“

悲哀

诗
”
则是

“
语气多伤神

,

题中骨力劲
。

血泪

斑斑在
,

读来真伤心
。 ”虽然只是点到为止

,

没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
,

但在诗体对作品

风格有制约性的问题上已有初步的识见
。

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在诗体分类上

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

但其分类也存在

过分拘泥于体类名称的毛病
,

如
“
悔罪诗

”

与
“ 悲哀诗

”
实则都是丧祭仪式上所用的经诗

,

如果从性质和功能上着眼
,

本没有必要另立

体类
,

因此就产生了偏于繁琐的缺点
,

在辨体
区分上也尚欠精确

。

彝族古代诗体举类述要

我们今天对彝族古代诗体进行研究
,

一

方面要继承和参考彝族古代诗体论这份宝贵

的文学遗产
,

同时也有重新认识
、

整理
、

分辨
、

归类的任务
。

在汇集大量彝族古代文学作品

的基础上
,

对我国彝族古代各种文学体裁源

流衍变
、

体制特征以及发展规律作进一步的

科学研究
,

也是亚待进行的重要课题
。

笔者认

为以上诗学各家所论及的诗体类别
,

如从体

裁特征上来划分
,

具有代表性的体类大体上

可归纳为三段体
、

经诗体
、

古歌体
、

对和体
、

纪

事体等类
。

由于篇幅所限
,

在此仅将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诗歌体类 —三段诗及其体裁特点

举述如下
。

三段诗是彝族古代诗歌的重要体裁
,

不

论抒情叙事
,

每首诗都分为三段
,

故有三段诗

之称
。

三段诗短则六行
,

即每段二行
,

亦作三

段短章 长则可达百十行
,

亦作三段长诗
。

这

种体裁源远流长
,

历史悠久
,

早在举奢哲
、

阿

买妮的诗学论著中就已论及
,

后世诗家均有

详细的引论和阐述 而且至今仍保留在传统

的经籍诗歌中
,

也同样普遍流传在彝族民歌

民谣中
,

尤其是民间情歌
、

酒歌多采纳这种诗

体
。

构成三段诗的主要特征
,

大体可归纳为三

点
,

即结构形式固定整炼
,

节奏声韵和谐
,

长

于抒情叙事
、

比兴赋拟兼用
。

第一
,

结构形式固定整炼
。

三段诗最突出的体制特征就是其结构形

式的格式化和定型化
,

一般说来
,

已形成的固

定模式有三种

其一
, “

头一段写景
,

二一段写主
,

景物

主相连
,

三段紧相依
,

段段声押扣
,

各段扣

分明
。 ”

彝族诗文论
“

诗中的三段
,

头一

段写景
,

二一段写物
,

三一段写主
,

景物主

相连
。 ”

彝族诗文论 或是
“
前两段写物

,

后一段写人
。

,’《彝族诗文论 或
“
前两段是

景
,

后一段是主
,

景主配得好
。 ”

论彝族诗

歌 诗例

哎 —
无树的地方

,

青草满坡长

哎 —
没水的地方

,

鸭儿闹嚷嚷

哎 —后生不在场
,

姑娘放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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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乍苦木《弃诗九体论 》

这是一首三句一段的三段诗
,

在诗艺上

是一种迭进写法
,

欲进先退
,

第一段写景设

喻
,

第二段写物铺垫
,

第三段转入写人并点

题 通篇皆韵
,

落句生辉
。

前两段顿挫蓄势
,

层

层迭进
,

动静对映
,

渲染气氛
,

然后淋漓酣畅

地写人状情
,

把彝家女子群聚时唱怀抒情的

无拘无束和 自由浪漫尽然托出
,

使人更觉风

情绰约
,

韵味无穷
。

其二
, “
有的三段诗

,

一主是叙天
,

二主

是谈地
,

三主是说人
。

在这三段中
,

都有

它的境
,

都有它的意
。 ”

佚名《论彝族诗歌
“如上既有天

,

下则要有地
,

末尾要有人
。

三段紧相连
,

三段紧相伴
,

三段紧相随 ” 。

谈诗说文 》诗例

旋律美
,

有一种清新的歌谣风味
。

三段诗中这

种
“
天地人合一 ”

的篇章颇多
,

或许正是后世

诗家对阿买妮所说的
“ 以我合天心 ”

的艺术法

则的应用和实践
。

其三
,

一段九十九
,

二段六十六
,

三段三

十三
。

诗例

九十九山娅
,

水有九十井
,

清激又明亮
。

这样美的水
,

给谁来饮用

它是什么水

你说我听吧

天上星斗多
,

星多明星多
。

弄地山岳多
,

山 多水也多
。

六十六山哑
,

水有六十井
,

清激又明亮
。

这样美的水
,

给谁来饮用

它是什么水

你说我听吧

歌场美女多
,

女多女心多
。

—布塔厄筹《论诗的写作 》

这首典型的两句式三段诗
,

第一段写天

上之星
,

第二段写地上山水
,

第三段写歌场彝

女
,

在只有六句的尺幅画面上
,

运用远近法来

布局
,

从天写到地
,

从地写到人
,

由远而近
,

尺

水兴波
,

使诗显得收纵开合
,

层次分明 三个

诗段皆为实景虚写
,

化实为虚
,

境界具有纵深

感
。

全诗从诗韵中的
“
多 ”字着眼

,

描绘的是无

从细述的彝家歌场上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女

子复杂的心理情态
。

通首皆押一字尾韵
,

运用
“
同字

”
技巧

,

一气呵成
,

在字法上突出了诗意

的重点
,

又加强了诗的和谐悦耳的音乐性和

三十三哑口 ,

同样也如此
,

水井三十三
,

三十三井呀
,

清激又明亮
。

它是什么水

给谁来饮用

请歌师回答
,

请歌师相告

这是彝族传统诗歌的一种典型的
“
翻叠

”

技巧
,

通过数量词的运用和重复来排列和组

合诗段
,

使诗歌意象在并置反复中得以凸现
。

一般翻叠的使用有叠加和叠减两种形式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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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诗中往往都一致采用九十九 , 六十六一三

十三或九一六 三的数量词来组合各段
,

使

诗意表达有条不紊
,

在字面上虽然是由多至

少的层降
,

然而在诗意表现上则通过语言形

象的环环紧扣
,

使诗歌的思想内容
、

情感表现

层层深入
,

逐次强化
。

这样
,

仅仅运用数量词

的翻叠
,

来表现审美对象最典型的特征和作

者最典型的感受
,

而不以浓墨重彩去铺陈
,

无

丝毫旁逸斜出之处
,

给人们留下思之不尽的

余味
,

这就是这种特定的形式的艺术表现力

的独特性
,

各家诗论中都多征引有此类诗例
。

三段诗所反映的生活面广泛
,

诗歌的内

容包罗万象
。

彝族经籍诗歌中以三段诗形式

创作的诗类有情诗
、

酒礼诗
、

叙事诗
、

对歌体
、

间答诗
、

丧祭诗等
,

所以诗歌的形式也随之多

变
。

各种三段诗的句式基本上是五言
,

行数则

根据内含容量的不同
,

由作者自由处理
,

少则

两行一段
,

三行或五行一段 多则十几行
、

几

十行乃至上百行
。

不论长短
,

段落划分必是三

段
,

格式整齐划一
。

第二
,

节奏韵律和谐
。

三段诗在彝族古代诗歌众多样式中是诗

律最为精严的一体
,

在声韵
、

韵节
、

节奏
、

句偶

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则
。

《论彝诗体例 》
、

《彝诗例话 》
、

《彝诗九体

论 》中都有具体论述
,

但由于这些诗学论著的

译本均未作注音对译
,

笔者无从以具体作品

为例来分析三段诗的声韵特征
。

但从上述各

家的论述中
,

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三段诗的韵

律特点 一段扣二段
,

二段连三段
,

三段紧连

为一体 三段都押韵
,

三段都扣字
,

三段都连

韵
,

使作品产生整体的声韵和谐 扣字主要重

于头字
,

押韵则注重尾韵
,

押字则讲究上下对

正
。

三段诗在声
、

韵
、

字
、

句
、

偶
、

段上的扣
、

押
、

连
、

对
、

接
,

与作品的思想情感
、

篇制长短相

关
,

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
,

也反映出彝族古代

诗学有重视作品音乐美的传统
。

其三
,

长于抒情叙事
,

比兴赋拟兼用
。

三段诗体
,

抒情
、

写景
、

咏物
、

叙事兼而有

之
。

一般前两段采用比喻
、

拟人等艺术手法起

兴
、

铺垫
,

从描景到写物
,

制造气氛
,

渲染画

面
,

而后 自然过渡到第三段写人或表现诗歌

主题从而形成情景交融
、

人物活出的和谐统

一
,

构造出完整的诗歌结构
。

三段诗要求首段

起调突兀不凡
,

中段转节渐平和舒展
,

尾段主

题收束余韵悠远
,

诗段重章叠唱
,

诗情摇曳多

姿
。

彝族三段诗中
,

前两段写景写物起兴
,

后

一段写人点题
,

情景交融谐出意境的作品繁

多
,

但也有重于叙事
,

直叙其情
,

直率自然的

三段诗
,

堪称诗中之
“
赋 ” 。

如《论彝族诗歌 》

佚名 中引评的一首三段诗
,

一段二十六句
,

二段二十五句
,

三段二十句
,

各段句数不等
。

诗歌叙述的是十七八岁的彝家女在未嫁前的

生活事件
,

以母女的对话形式表述了
“
未嫁的

姑娘
”
如何掌握裁衣

、

推磨
、

绣花等料理家务
、

针绣女红的事理
,

诗中全然没有借助比兴
,

没

有设景写物
,

而是平铺直叙
,

叙中有议
,

议中

有情
,

使叙事
、

议论和情韵浑为一体
,

动人以

情
,

昭人以理
,

写出了未嫁女的情思和母亲的

愁怀
,

意蕴颇为深长
。

彝族经籍诗歌中即使是

刻画人物
、

叙述故事而篇幅较长的叙事诗
,

也

有一些是全以“
赋 ”体三段写成的佳篇杰作

。

总之
,

三段诗
,

或直抒胸臆
,

或意在言外

或写景寄情
,

或托物咏怀 或设间对答
,

或铺

叙敷陈
。

表现出彝族诗歌长于抒情叙事的民

族特点和生动活泼
、

古朴婉转的鲜明风格
。

彝族古代经籍文学历史悠久
,

内容丰富
,

其文学种类和各种文学形式也繁复多样
。

因

而研究彝族古代经籍文学的文体特点
,

探索

其发生
、

发展
、

衍变的历史和规律
,

有着十分

重要的学术意义
。

贵任编辑 汤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