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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文化研究拓展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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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结束的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在多方面体现出当前佤族文

化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还为佤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新课题，为佤族文化

研究的拓展、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政府和云南思茅师范专科学校主办的这次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全国各地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并提交了论文６０多篇。与会专家学者以“佤族

神话、宗教、民俗”为主题，对佤族文化特质、《司岗里》神话、木鼓文化、原始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据组委会介绍，这次研讨会论题新颖，有开拓性，拓展了佤族文化研究领域。过去的佤族文

化研究大多注重社会组织、阶级关系、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等问题的解释性研究，而这次研讨会

则从不同的视点和角度，对佤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涌现出云南大学教授李子贤的《佤族与

东南亚‘Ｕ’形古文化带——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中心》、云南大学教授胡立耘的《世界各民族

几则人从洞出神话——兼论（司岗里）的独特价值》等一批开拓性论文。 

 
      同时，研讨会对佤族文化的符号、事象作了深层解读。佤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许

多未解之谜，学者们对《司岗里》、木鼓、人头祭、以牛作牺牲、牛头、木依吉等符号、事象进

行了深层研究和解读。  

 
      这次研讨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思茅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杜巍的《古典神话

与佤族活形态神话》指出，古典神话与活形态神话在世界的诞生、生命的起源、动物在人类生活

中所起作用、洪水和宇宙作为神话主题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但在神话的时序、内容、影响

上有很大差异性。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亚虎以独到的观点，分析了佤族神话形态

的典型意义。 

 
     此外，研讨会开创了佤族文化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彭兆荣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态家园》，为佤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提供了新的学术理念。广东中山大学

教授叶春生的《广东的水神信仰——兼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其研究理念和方法十分值得借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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