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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演奏文化的“第一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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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把节上“苏尼”击鼓祈祷丰收    胡小平  摄 
 
 
     彝族是个特别的民族，它历史悠久，文化早熟。 
     彝族的社会影响面广，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 
     彝族有自己独特、科学的天文历法。 
     彝族文学丰富多彩，除了《阿诗玛》以外还有许多代表作品。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彝族信仰原始宗教，毕摩是彝族社会的祭师兼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 
     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落后的民族同样能演奏第一提琴。彝族的文化正说明了这句话，它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能力演奏“第一提琴”。 

 
 
 

彝族演奏文化的“第一提琴” 
 
 

□     本报记者 王婧姝 
 

 
 

用新历史观看待彝族历史 



 
 
      彝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就彝族历史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主任祁庆富。他介绍说，正史（《氐羌传》）中很早就有记载，彝族属于西南部少数民族，对中

华民族整个形成存在着重要影响，它所形成的文化也就是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彩陶文化。彝族保留

了许多古羌人的习俗，它与藏族、白族、景颇族同源。目前，学术界已经普遍肯定，彝族是氐羌

支系的延续，它本身是很古老的。费孝通讲的“多元一体论”就是指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融合形成

的，所以彝族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而以前是用昨天的眼光来看历史，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

说的历史是用今天的视角赋予它意义，不同的人给出的历史也就不同。说彝族先民来源于氐羌就

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彝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做出很多贡献，今后

还将会做出新的贡献。以前是中央王朝的历史，将少数民族看做“蛮夷”，“非我族类，其形必

异”的观点就是站在中原角度看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再看，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就不科

学了。 

      认识了这一点，就能够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彝族也必须实现现代化。彝族在

历史上可以创造辉煌，也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造出辉煌。 

 
 

火塘传承彝族文化 

 
 
      从文字创造和起源来讲，彝族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史

金波告诉记者，彝文的创制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它是中国少数民族创造最早的文字。文字来源

分自源和借源，自源就是自己创造的，借源是改造其他文字而创制的。北方一些创制、使用较早

的民族文字是借鉴了西方、印度文字创造的，例如在汉代及其以后,新疆地区使用的佉卢字母、粟

特文、焉耆 - 龟兹文分别来源于波罗米文字和阿拉美文字，而彝文是一种自行创制的自源文字。 
      彝文还有个特点是使用时间很长，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文字使用后又消失了,但彝文与汉文一

样，从创造开始一直使用到现在，其延续时间之长在少数民族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应用范

围比较广泛，涉及到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区。这四省区间文字大体上一样，但也有一

些差别——其使用各有特点，横写竖写都有，书写不是很一致。 

      南方气候潮湿，对文字文献的保存并不太容易。但彝文文献现存至少几万册,涉及的内容也相

当丰富,包括哲学方面的 ，例如《宇宙人文论》,用问答方式来论述自然观，对于天地的形成，万

物的生长，日月的运行，日食月食的成因，年界月界的制定，历法的推算，风雨、霜露、雷电的

形成，人体的构造等，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是一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自然观著作；有文学方

面的，例如手抄本《彝族诗文论》，它出现比较早,说明彝族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文艺理论了；还

有医药方面的，占卜方面的，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综合性文献，例如清朝康熙年间编写的综合

典籍《西南彝志》,记述彝族历史、风俗的彝文书籍，被誉为彝族的百科全书。 
      说到彝族文献,不能不提到其特殊的传承方式——火塘传承。过去彝族没有正规的学校，他们

学习文字和文献都是在自家的火塘边，父教子、兄教弟，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彝族的文化代

表人物是毕摩。毕摩文化的教学也往往是老毕摩做法事时在火塘等处进行传授。火塘是彝族生活

中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和家庭的象征，是饮食、起居、取暖、会客、议事、交流、宗教活动的中

心，也是彝族民间最为重要的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传承的场所。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让彝族



文化在一直受到汉族强势文化影响下传承了下来。就连彝族的家谱也是口耳相传，父传子，兄传

弟，反复背诵，代代相传。很多彝族男性都能背上传续几十代的家谱。 

      历史上,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曾经掌握过政权，所以蒙文、满文等文献都有刻印本，但南方少数

民族的文献除了彝文文献之外，都没古代刻印本，明代的彝文刻本在西南地区是最早的,是西南少

数民族印刷技术的一大进步。 

      彝族先民在西南地区较为闭塞的情况下，凭着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品格，对发展文化有强烈的

追求，凭着克服困难的精神,创造文化,传承文化，接受先进科学技术，这是非常难得的。 
 
 

让阿诗玛品牌带来经济效益 

 
 
      石林文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石林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是阿诗玛。石林文化深厚，以阿诗

玛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关于石林文化以及阿诗玛，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

所副所长黄建明说，《阿诗玛》是彝族叙事长诗，最早用彝语创作，19５４年译成汉文。翻译成

汉文后影响很大。长篇叙事诗《阿诗玛》是描写彝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诗中反映了彝族人民

不畏强暴、追求幸福的愿望。石林文化就打了阿诗玛品牌作为其开发的切入点。 

     《阿诗玛》千百年来历经民间口头传唱、手工传抄，其艺术魅力随时间的冲刷而历久弥新，

不减光芒，成为我国民族文学百花园中一块璀璨的瑰宝，蜚声世界文坛。用彝文记录的叙事长诗

《阿诗玛》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改编成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电影《阿诗玛》后更是

享誉海内外。后来经过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使之影响不断扩大，日本还将之改编成了广播

剧。黄建明提到他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看到日本有两个剧团在演出阿诗玛，说明阿诗玛的文化

影响力已经很大。另外，日本有阿诗玛餐厅，是个连锁店，总部设在名古屋，其他一些城市也设

有分店。 

      由此可见，文化遗产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在国外可以，国内就更应该把它做大做强。现

在在石林，很多宾馆、饭店、艺术团也使用了阿诗玛这个名字。 

      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往往有两种误区，一种认为既然是“遗产”，就是非常落后的，对

现代化建设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种是认为文化遗产不能开发，开发就等于破坏。事实上文化遗产

如果不开发就会失传。比如刺绣，现在彝族穿民族服饰的人少了，因为彝族服饰耗时耗力也耗

钱，除了过年过节，山区农民都舍不得穿，久而久之，彝族的刺绣就有失传的可能。这就需要用

其他方式来开发它、继续使用它。例如彝族人在现代装扮中也喜欢使用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很

多彝族人在领带上点缀一些彝族刺绣，标志出自己的民族身份。 

 
 

科学准确地界定彝族文化遗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耀宗感叹，能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法规“千呼万唤难出来”。他说，

关于立法问题，据悉，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早已着手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法》，为此已经开了很多会。这个法的确有些“难产”。其原因之一，抑或就在民族民间文化的

界说和分类太复杂了。一直在讨论、争议的，就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糟粕会不会被保护下来

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保护法保护一些不该被保护的东西。 



      糟粕和精华的问题从古到今一直在谈。乾隆删去了很多本应入编《四库全书》而他认为是糟

粕的东西，导致现在又续《四库全书》。我们还要走历史的老路吗？落后的东西怎么办？李耀宗

认为,精华、糟粕应有一条理性的标准：界定它有没有价值，这个价值既包括传承价值即推广、弘

扬价值，也包括研究、借鉴价值。对研究者而言，应该没有精华和糟粕。就像医生面前没有好

人、坏人，只有病人。而在研究者看来，只要是文化遗产，都是有研究价值的。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还怎么面对历史？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苛求古人。这是不公道的。对

待文化遗产，要有博大的胸怀，有高屋建瓴的学者视野。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包括两方面：一是活态传承，二是静态保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眼光区别对待，不能用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标准去随意权衡。 

      毕摩可谓彝族的大百科全书。没有毕摩，凉山文化是难以传承下来的。毕摩是凉山彝族传统

文化的活态载体。彝族由于许多历史原因，好多古旧文化只在毕摩的口耳中传承，比如，“尼木

措毕”这一综合文化现象，主要应从精神层面研究，对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彝

族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来像中原汉族那样多的历史典籍，毕摩的口碑历史典籍是不可不听的。正

因为如此，所以毕摩研究尤其重要。我认为，应特别强调保护传承人。但是提到人的保护就麻烦

了。比如保护毕摩问题，有人担心在法律保护下他搞迷信活动怎么办？所以保护的“保”字是大

有文章可做的，引导、教育也是一种保护。在有限范围内保存意义重大，这和弘扬是有区别的，

而与博物馆展览性质相当的原生态静态保存、展示、展演，也很有必要。 

      过去对彝族的研究书卷气浓一些，我主张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光审视彝学研究，

让其再上一个台阶。过去分割若干小块进行研究，较少互相观照，难免支离破碎，这是不对的。

首先要着眼森林，然后才研究树木。缺乏整体系统的审视，会阻碍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整个保

护都还存在理论问题，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须知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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