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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坚，男，景颇族，1951年生，盈江县姐冒乡人。1967年8月毕业于德宏州民族师范学校，同年参加工作，在盈江县油松岭乡任小

学教师。1973年9月至1976年8月就读于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云南民族出版社从事出版

工作至今，先后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社长，现任总编辑。1987年获编辑职称，1992年获副编审职称，1997年获编审职称。从

事出版工作二十多年来，参与组织、策划、出版了《云南民族科普从书》、《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

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等一批丛书、系列书。编辑出版了《景颇族民间故事》、《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山魂》、

《阿昌族文学简史》等一批图书。多年来，担任编辑业务组织领导，并承担了一批书稿的审读任务。撰写《编辑工作要始终着眼于提高

图书质量》、《选题策划》、《景颇文图书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新时期景颇族文学发展初探》等理论文章。发表或出版个人创

作品《谁的过错》、《新生》、《山乡深情》、《职责》、《拂晓的梦》、《悠悠岁月》等文学作品，其中《谁的过错》、《职责》获

全国民族文学奖。1994年被表彰为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8年被表彰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工作突出贡献者，享受省政府特殊

津贴。 

  
    景颇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勤劳智慧的民族。景颇族在自己民族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灿烂的文化，铸就了自己民族的精

神，这个文化与民族精神，是景颇族人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景颇族人民在未来的岁月中继往开来，推

动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景颇族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记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景

颇族是一个思想开放、善于探索和迎纳新事物的民族。历史上，景颇族作为氐羌族群的一部分从北南迁，这里除种种不可抗衡的客观因

素外，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着一个民族敢于探索事物、探索世界的深层次内涵在其中。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景颇族多居住于山区、边

疆，那里交通闭塞，对外交往少，生产、生活条件差，要推动自己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一是由于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低，

劳动生产中缺乏科学技术，再是缺乏商品市场条件，在交通便利，市场机遇多的地方只要花上一点功夫就取得成效的经济活动，我们景

颇族则要花上比别人的几倍功夫才能得到效益。在过去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景颇族的社会经济从整体上讲还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状

态。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最大限度地依赖于自然条件。的确，我们从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在人类还处在依赖自然生存的

初始时期，景颇族能首先居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山地，那是我们先辈们的明智选择和优势所在，反映了景颇族先民善于利用大自然的聪明

才智，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敢于抗争大自然的无畏精神。山上有森林，有水，气候优良，丰盛的自然物种是人们的衣食。是那里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养育了世世代代景颇民族。大山是景颇人的母亲，是景颇人的依托。景颇人对大山，对山里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社会要发展，民族要进步，景颇族的发展进步要靠创新，再也不能被动地依赖于自然条件了。现在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资源遭

破坏，人与自然失去平衡，如果还守着依赖大自然过日子的旧观念，是会给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带来大的危机的。一个民族要开拓创

新，发展才有希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标识，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随着社会历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民族特点民族特性的许多东西也在发生着变化，如生产方式，经济生

活，还有语言等，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东西更多的越来越突出的凸现在文化上。我们要挖掘和研究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要注重

深入研究那些对我们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化现象，比如目瑙文化。目瑙文化是在景颇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

成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现象。传说“目瑙”是天上太阳宫里的舞蹈，一次太阳王举行盛大的“目瑙”庆典，邀请了

凡间的禽鸟，禽鸟们应太阳王之邀前去参加庆典。在太阳宫里，禽鸟们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场面，欢天喜地，翩翩起舞，众鸟们的羽毛多

姿多彩，给“目瑙”庆典增添了新的气氛和色彩，赢得了太阳王的赞扬。庆典结束后，禽鸟们返回凡间，在叫做“康青阳库”的地方一

棵能结十二种不同色彩不同味道的果子树上休息，禽鸟们一边享用美味果子，一边谈论太阳宫的“目瑙”舞，谈得兴高彩烈，不约而同

地跳起了刚从太阳宫里学来的“目瑙”舞。这时有个叫贡东都卡的景颇人路过看到了禽鸟们的舞蹈，马上回去报告了族长，大家一同去

观看并学会了跳“目瑙”舞，从此传至今，成为了民族的盛典，并在发展中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故事神奇而动人，这是景颇族先民赋予

“目瑙文化”的一种神秘和神圣色彩，反映了“目瑙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目瑙”庆典活动中，“斋瓦”所进行的“目瑙斋

瓦”，用特定的形式，以洋洋数万行的祭词叙述了天地的形成、万物的诞生、景颇人的渊源变迁史等，其历史与文化内涵深刻。它是景

颇族的史诗、百科全书，千百年来起着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研究“目瑙文化”，可以挖掘出景颇族的历史、文化

的深刻内涵。此外，景颇族的“婚俗文化”、“丧葬文化”等都有着自己民族深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景颇族的婚典，要进行“空然斋

瓦”，由“斋瓦”向新人、向族人叙述人类的繁衍、发展，传授生产、生活知识，讲家庭伦理道德等；为亡者行葬时，由“董萨”用

“送魂祭词”将亡魂送归故地，道路有展转，有曲折，描绘着一个民族的迁徒和奋进历程。这些社会生活现象，充满着历史与文化内

涵，是我们民族的瑰丽的文化宝藏，值得去深入地挖掘和研究，以不断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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