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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彝族研究综述 

  摘 要：新世纪十年，国内彝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彝族历史、哲学、宗教、伦理、社

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少。这些研究成果为后人提供较为详实的学术参考资料。当然，也存在着不少

的问题。 

  关键词：21世纪；彝族研究；综述 

  ［作者］李德虎（1975－），男，毕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毕节学院逻辑、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成

员，主要研究方向：逻辑学，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薛景（1978－），女，毕节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

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贵州少数民族文化。 

  彝族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新世纪十年，彝族研究又有新进展，在史学、宗教哲

学、民俗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众多有价值的论著、论文，

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 

  一、彝族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一直是彝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了彝族族源、彝族通史、地方史、政治制度、民族关系

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谋远《彝族史要》(2000)，李朝真等《彝州考古》(2000)，陈本明等《昭通彝族史

探》(2001)，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2002)，田明才、张和平《支嘎阿鲁传》（2006），王继超

《布默战史》（2007）等。特别是易谋远著的《彝族史要》，根据彝、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对彝族的族

源、族称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尤中都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对彝族的历史作了研究，《云

南民族史》(2006)、《中华民族发展史》(2007)中对彝族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亦有独到的论述。 

  关于彝族的族源，一直是探讨较为热烈的问题，传统研究中多认为彝族是外来民族，主要有北来说、

南来说、东来说等三种观点，其中以北来说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同，认为彝族源于氐羌，是从我国西北的

氐羌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东来说认为彝族来自古代战国时期的楚国；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的学者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土著说是一种重要的提法。土著说可

分为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西南土著说依据汉、彝文献资料，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西南，

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今天的彝族。例如：朱文旭在《僰为彝说》(1996)一文中认为:僰为彝，

是彝族支系相互融合的史迹；在他的《夜郎为彝说》(1997)一文中，他认为夜郎与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

易谋远《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1998)一文中则认为，彝族起源于黄帝和炎帝，

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是彝族多元起源中的主源。 

  进入21世纪后，主要有李相兴《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2003)，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

相结合，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彝族自称中的“濮”、“泼”

“拔”等，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中的延续，古“濮”为形成现代彝族的主要源流之一。沙马

拉毅《中国彝族及东南亚各国倮倮族之比较研究》（2003），通过对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各国倮倮的调

查，与中国彝族在语言文字、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服饰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比较，认为

中国彝族与东南亚各国倮倮族的历史渊源，中国彝族与越南、老挝等国倮倮族，是一个有着共同习俗、文

化、信仰的同一族群群体。而罗希吾戈在《试论彝族渊源》中持云南是彝族起源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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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彝族通史研究方面，徐铭《白彝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基础》(2000)，为我

们了解彝族社会的政治、法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王明东《清代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

佃分析》(2002)，认为清代彝族地区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口头约定或者立写契约作为土地买卖、典当

和租佃的依据，体现出政治上的不平等及经济上的剥削关系。罗勇《普安彝族“十二营”考》(2002)，认

为“营”是彝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张德元《凉山彝族家支制度论要》(2003)，巫达《彝族社会中“尔普”

形成的变迁》(2004)，认为彝族社会中的这种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其动力主要来源

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东旻《“一诺西南九驿通”———明清彝汉文史文献中的奢香功绩析》

（2005），从彝文古籍和彝族学者的著述、明清大量汉文诗文作品中进行综合分析，多视角地体验奢香的

历史功绩。郭金云等《凉山彝族“德古”的特征、现状与再造》(2005)，认为德古是通晓习惯法的家支头

人，在彝族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呈现了自身独有的特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

题》（2007），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

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认为民族识别以

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温春来《明初贵州水西

君长国与中央的关系》（2007），通过对奢香故事的考证与解读，展现出明初水西地区进一步整合进大一

统国家的历史过程。 

  二、哲学宗教研究 

  王天玺、李国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2000)，全面论述了彝族的宇宙观及哲学思想。

（第一次全面系统介绍彝族哲学思想史的是伍雄武、普同金著的《彝族哲学思想史》(1998）。王子尧、

山口八郎主编《中国彝史文献通考.第1卷:彝文》(2000)第一卷，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的生成、天地的起

源、日月星辰的形成及各星座的命名等一系列现象的推测和看法。朱文旭著《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中

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探讨了早期彝族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轨迹。孟慧英

《彝族毕摩文化研究》(2003)，比较完整地研究了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唐楚臣《中华彝族虎傩》

(2000)。 

  在这一时段的主要论著有：普同金《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2001)，对彝族哲学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分析论证。傅光宇《阴阳五行在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与日本农业神祭祀祭中之异同》，认为中国彝

族农业神祭祀中的阴阳五行观念，既受汉文化的影响，又保持了其民族固有的文化成分，故显示出与日本

农业神祭祀不同的特点。(《思想点线》2001年第2期)。司亚勤、王路平《论古代彝族的宇宙观》(2002)

一文，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本原、人类起源及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认识。认为彝族宇宙论是汉族宇宙

论的“流”，而不是“源”，然而它却具有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系统论认

识方法的特点。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1期)，认为凉山彝族

民间盛行灵魂崇拜，人们认为灵魂与生命休戚相关。白兴发《彝族禁忌的起源及演变试探》(2003)，认为

彝族禁忌是在彝族先民巫术观的支配下产生的，源于原始崇拜，近现代彝族传统禁祀逐渐松弛乃至消退。

杨兆华《论古代彝族的人学思想》（2005），从人类起源、人在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属性等方面对占

代彝族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力图体现古代彝族人学思想的丰富

性，期望能完整再现古代彝族的人学思想。余宏模《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2005)认为彝族的

“竹灵崇拜”习俗与彝族古代社会的竹灵崇拜有关。李正文《凉山彝族祖灵祭文化内核探究》(2005)，认

为祖灵信仰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刘世风《索玛花的叙事》（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通过笔者实地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将凉山彝族女性作为研究的主体，综合运用国内外相关的人类

学、民族学专业知识，结合社会学、女性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来

探究“凉山彝族女性”这一主题。杨甫旺《彝族土主崇拜研究》（2007），认为彝族土主崇拜是宗族制发

展的产物，受释道文化的影响，彝族土主崇拜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彝族生殖崇拜、图腾与祖先相迭的复合

文化以及释道文化影响下的人为宗教等文化内涵。杨树美《从人学视域认识和理解彝族》（2007），认为

彝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与其他民族有同源共根、交流融汇关系，又保留了自己的持续性、独立性和

独特性。人学思想作为彝族对人自身的认识、解释，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塑造着彝族。项红《彝族史诗<

查姆>与阴阳五行观念》(2008)，认为阴阳五行观念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内容之一，还是彝族人民世界观

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彝族人民才创造出十月太阳历等震惊世界的文化奇迹。 

  有关彝族哲学、宗教研究的论著还有:蔡富莲《论凉山彝族的魂鬼崇拜观念》（2000），杨甫旺等

《彝族树崇拜与生殖文化》(2002)，张德元《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文献》（2002），郑莉《凉山彝族

信仰的表达与嬗变———对毕摩仪式的经验研究》（2003），东旻《基督宗教在我国彝族地区传播研究



1840—1949）》（2004），王明贵《〈撮泰吉〉与彝族寻根哲学观》（2004），戴波等《云南彝族多样性

图腾崇拜及生态学意义》（2004），阮冶等《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心理的影响》（2006），杨甫旺、李世

康《彝族原始宗教与道教的比较研究》（《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王薇《彝族原始宗教与神话中

的女性崇拜研究》（2007），陈自升《彝族生活习俗中的“火”信仰》（2008），马史火《凉山彝族传统

荣辱观述论》（2008），张巍、王进《彝族社会的毕摩场域———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

（2008），姚霁珊《“送白虎”———彝族生殖崇拜的巫术象征》（2007），杨兆华《彝族与道教人学思

想比较研究》（2008），王进《彝族社会的毕摩场域———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2009）等

文，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宝库。 

  三、伦理婚姻研究 

  彝族伦理婚姻家庭研究方面：巴且日火《凉山彝族非血缘亲属称谓试析》(2000)，认为在严格实行等

级内婚制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存在一套系统的非血缘联系的亲属称谓制度。张海洋《凉山彝族婚改内容

解析》(2001)，认为改革开放有助于凉山彝族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婚改预期目的实现，但必须重视尊重

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主体性，以及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兼容能力。彭逢铭《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的特点

和趋势》(2003)，认为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继承了家支外婚和姨表不婚的制度，同时，残存着民族内婚

和等级内婚、父权家长制及包办买卖婚姻等形式。徐睿《凉山毕摩教和彝族女性——宗教对性别角色的塑

造》(2004)，认为在凉山根植于父系家支组织的毕摩教对女性成长有极大的影响。颜小华、李林凤《西南

彝族传统婚姻形态的宗法性探究》(2005)，认为西南彝族传统婚姻体现了彝族族权、父权、夫权的宗法性

特征。司亚勤、王路平《试析古代彝族的伦理思想》(2005)，认为古代彝族把热爱劳动当成最高的道德准

则，“重孝贵和”是其伦理思想。古代彝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思想与原始宗教、风俗习惯融为一

体。汪宁生《云南永德县彝族(利米人)的婚姻形态———附论远古婚姻家庭研究中若干问题》(2006)指出

利米人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婚后享有充分性自由。张晓蓓《彝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特征》(2006)，认

为婚姻家庭习惯法体现出了等级原则、血亲原则、宗族家支原则。何光群、王清泉《伦理学视野的彝族传

统禁忌研究》（2008），认为彝族有着众多的禁忌，这些禁忌中蕴含和体现着丰富的道德内涵。 

  四、法律、经济研究 

  在20世纪初十年，在彝族法律、经济研究方面，王明东《彝族传统社会法律制度研究》(2001)，首次

对彝族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给予全面阐述；张晓辉、方慧《彝族法律文化研究》(2005)，对彝族法律文化

历史和现实作跨区域，按族别的分类研究和整理，是我国第一部以单个民族的法律变迁为研究对象的少数

民族法制史。 

  张晓蓓《凉山彝族奴隶的法律地位———兼与清代奴婢比较》(2004期)，论述了凉山彝族奴隶的特

点，并从法律地位这个角度阐述了奴隶受习惯法保护与制约的特征，得出了清代奴婢与凉山彝族奴隶法律

地位上的差异。张明泽《彝族习惯法之效力渊源考》(2006)，认为地方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主要

调整器，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晓蓓《彝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特征》

（2006），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研究对象，全面阐述了彝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的特征，客观分析了婚姻家庭

习惯法所体现出的等级原则、血亲原则、宗族家支原则。宋经同《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2008），在广泛收集、深入调研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资料的基础上，对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凉山

彝族习惯法两者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对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国

家法与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彝族习惯法的整合进行专门研究。王明雯《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整

合的必要性及途径探讨》（2008），认为由于彝族习惯法代表和满足了凉山彝族地区、彝族社会关系网络

中彝族成员的需要，有它生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因而也就有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在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强行改变或者消灭彝族习惯法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些学者专门论述彝族经济问题，比如韦安多《凉山彝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2005)，论述了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以及如何发展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经济和社会的总体思路。王明东

《清代彝族农业刍议》(2000)，认为改土归流后，由于彝族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致多种耕作方

式并存；农业祭祀反映了彝族的重农思想；社会习惯法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作用。马廷中《明清时期云贵

地区彝族农业经济研究》(2003)认为，明清时期是云南和贵州彝族地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封建地

主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明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统治，彝族退居山区和半山区，不利

于彝族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近代以来云贵地区彝族农业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

8月在云南省楚雄召开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利用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



药开发利用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收录了与会学者研讨彝族医学的论文20多篇，深入剖析了彝族

医药的开发与应用问题。 

  五、彝学研究之研究 

  彝学研究方面，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出版了《西南彝志》（26卷）；王继超、王子国《彝族源

流》（27卷）（1989-2000）；毕节地区民委等《彝文金石图录》（1-3辑）（1989-2006）；王子尧，山

口八郎等《中国彝史文文献通考》（2000）；王继超《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2005)；李列《民

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2006），对中国现代彝学确立轨迹进行全面清理；

张学立《彝学论丛》(第一辑，2009）。 

  李平凡《“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贵州彝学研究》（2002）、王菊《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

构”》（2005），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彝学研究转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李列《现代学术史上的彝

族主位研究》（2006），认为站在主位立场的彝族研究，其研究成果更加接近彝族现实，也可以透视汉族

学者对彝族研究逼近的真实程度。遵循主位客位的理论视域，彝族的文化主位研究是推动彝族研究深入和

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列《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2006），认为选择现代彝族研究的起点、转

型、现代彝族研究与现代学术的渊源关系等问题，在较为广阔的现代学术背景下，透视彝族研究的发展和

演变，可以决定它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谷禾、谭庆莉《浅谈云南现代彝学研究中的多元路径与本土化问

题》（2007），以云南彝学为例，在云南彝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彝学研究的多元路径与本

土化问题。禄玉萍《彝文古籍数字化刍议》（2008），认为利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改善和加强彝文古籍整理、研究、保存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 

  六、对新世纪彝族研究的思考 

  集中国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于一体的彝学，2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

国成立60年来，彝学研究发展势头良好，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把彝学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进入新世纪，

彝学研究又抒写出华美的篇章。通过对新世纪10年彝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我们看到，彝学研究在这十年中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彝学研究已架构起自己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并形成了

自己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自觉，彝族研究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在新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二，彝学研究领域越加宽广，从最早的族源人种、地域分布、社会形态等问题，扩大到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美术、音乐、伦理、天文、历法、哲学、科

技、体育、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第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人才梯队；同时在研究者中彝族主位学者

积极加盟，充实了彝学研究的势力，极大地丰富了彝学研究的舞台。 

  第四，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理论的有效结合，后现

代文化理论、民族文化理论的发展转向，促成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推动了彝学学科的繁荣。 

  第五，众多国外学者加入到彝学研究队伍，使彝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对话的趋势明显加强，加快了彝学

国际化的步伐，彝学研究正逐步走向世界。 

  在看到了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世纪10年，彝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单篇论文多，系列论文少，面虽散得宽，但重点项目研究不够，尚未形成研究合力，集体联合

攻关项目不多，难以从中把握彝学研究的全貌。 

  第二，彝学研究中古代部分受关注的程度高，研究较为深入，而对近代、现代部分的研究略显不足。 

  第三，理论研究多，应用研究少，对一些事关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不够，学术研究与现

实结合尚需加强。 

  第四，研究人员参差不齐，成果质量也良莠不齐。 



  第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出的成果中，大多以四川和云南的大、小凉山为研究对象，而以贵州为

研究对象的较少，特别是毕节地区。实际上，毕节地区是贵州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是世居在这片土地

上时间最长的民族之一。先秦时期彝族先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彝族人民在这片土

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用彝文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包括彝族与其他民族在这里生活的历

史，留下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珍贵的彝文历史文献。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汉文史

志如《汉书》、《华阳国志》等对西南夷史不绝书，开始了对彝族的记录和研究，这其中的一大部分就是

关注毕节地区的彝族的。 

  在这一时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毕节地区民委的同志翻译出版了《西南彝志》（26卷，贵州民族

出版社1988年起出版，未出齐）、《彝族源流》（27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2000年）、《彝文金石

图录》（1-3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2006年）、《物始纪略》(三集七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彝族指路丛书》等彝文历史文献，为我们了解毕节彝族，研究毕节彝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但从近十年彝学研究的情况看来，我们对这些彝文历史文献的研究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白兴发.近百年来彝族史研究综述[J].学术月刊，2003，(9). 

  [2]白兴发.世纪彝族史研究述略[J].大理学院学报，2004，(6). 

  [3]王明东，孔军.近二十年来彝学研究述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4]林艺.近十余年彝族研究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6，(3). 

欢迎发表、查看这篇文章的相关评论 

上传：maocaoren    责编：尼扎尼薇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