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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解文化传承基因 培育核心发展优势――论新形势下彝族文化的传承 

  一  

     

  新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生产力的知识化，经济的一体化，传媒信息化。政治上

又体现为“一超多强”的多元结构：即以美国为一个超级大国，以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等形

成多强。西方大国、强国不仅追求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霸权地位，充当“世界警察”，而且还要在

宗教上、文化上追求霸权地位，充当“世界牧师”、“世界导师”。语言上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逐渐凸现

出来，基督教国家对非基督教国家在宗教上的渗透与和平演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也日渐突出，文化霸权主

义是新形势下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也是许多国家为什么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世界上相对弱小的国家和

民族，害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失去自己的文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国家特征或民族特征，在全球化

中丢失了自己。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正是全面竞争时代的来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这样的新形势

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面临着新的更大的考验。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针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的状况，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

战略决策，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开发和开放的力度，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步伐。 

  新世纪里，约700万彝族人民在大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对自己进行宣传，清醒认识自己在世界各民族中

所处的境况？又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进行宣传，重新认识彝族自己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都是不可回避

的严峻现实问题。特别是全球化的步伐已经不可遏制地到来的形势下，如何译解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承基

因，培育出核心的发展优势，既能够在全球化到来之时融入这一不可逆转的大潮，又能在全球化中保持自

己民族文化的特色，这是亟待认真研究解决的大课题。  

     

  大家知道，世界上犹太民族只有几百万人口，但其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自1901年至1982

年的81年间，获物理奖、化学奖、生理及医学奖者共356人，其中不同国籍的犹太人或具有二分之一以上

犹太人血统的犹太人至少有87人，占总获奖人数的23％；同时，美国有138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

犹太移民竟占56人之多，即占40％以上。①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伟大人物都是犹太人。撇开政治等多种因

素不说，犹太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无疑称得上是一个优秀民族。考察其之所以优秀的原因，是犹太人是一个

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他们的总统卸任后可以去做教育部长，孩子在父亲和老师同时违法而又只能保释一

人时先要保释老师……。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相比，彝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中大专以上学历人

口的比重及从事科技人员的数量等，也存在不小的差距。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没有一点忧患意识，不明

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没有一点找准自己的优势奋起直追的精神，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大潮，

甚至有被这一大潮吞没的危险。这并非危言耸听，每个人都必须冷静理智地面对现实。  

     

  因此，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地抓好教育发展，与时俱进地与社会发展同步并行，这是

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认真地总结研究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译解彝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

因，培育彝族文化的核心发展优势，保留那些优秀的、先进的有彝族特色的文化基因加以传承和发展，才

能在新形势下找到站稳脚根的一席之地。大开放、大开发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使我们

无可回避地直面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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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是生物遗传的基本因素，是遗传密码中的最基本单位。人类遗传的基因由23对染色体组成。中外

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是当今科学界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之一。然而，人类文化的传承是否也有

文化遗传的密码或传承基因，目前尚无科学界说。曾经有一些学者谈到文化密码与文化解码的问题，初步

承认文化的传承有密码存在，但文化密码并不是文化传承的基因，因为密码在解码后即可以认识并加以运

用，但是否像基因一样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则并一定，或者解码后的文化密码并不具有自身生存繁衍遗传

下去的功能。所以，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承基因与文化密码并不是一回事，文化密码可以破译但不能自身遗

传，而文化基因在译解或未译解时一旦承接便可以自动传承下去，因而拥有弗洛伊德氏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的功能，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其行为的文化特征都会自然流露出民族文化的特质，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和

译解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彝族文化系统庞大而丰富多彩。吉克曲日先生曾把彝族文化概括为十大特

征：一、悠久的历史；二、灿烂的文化；三、光辉的哲学思想；四、科学的军事思想；五、独特的习惯

法；六、完整的宗教；七、辉煌的科技；八、文明的习俗；九、丰富的文艺；十、卓越的贡献。②这些概

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指出了彝族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让人们比较简明地了解彝族文化的特征所在。然

而这些都只是好像一个人的体格特征，还不是这人的细胞或者说是这人的遗传基因。  

     

  彝族文化也是这样，找到了彝族文化的特征并非就破译了彝族文化传承的基因，就好像史书上描述的

“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多衣牛羊皮”的彝人特征并不是今天流淌在彝人血管中的血液和彝人遗传中的基

因一样。因为基因是不可以更替的，而外部特征是可以换多种方式来描述的。  

     

  现在，我们来尝试译解个别彝族传统文化基因。以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宗教即彝族祖先崇拜为发端

的文化事例开始分析。彝族老人去世都要念诵“指路经”，“指路经”是典型的彝族宗教经典。彝族为亡

故的老人指路并非指往天堂或别的什么地方，而是指往祖先的发祥地，即开始分支往外迁移的原住地。目

前公开翻译出版的《彝文指路经译集》18部③，《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7部④，以及众多收藏在

彝族毕摩手中的“指路经”莫不如此。以毕节市大屯乡原黔川扯勒土司家的大毕摩陈作珍先生家传善本

《指路经》为例，其迁徙路线即以大屯乡石头寨大山达尼博块开始经61站指向云南省大理州境内的达仆洪

索⑤。众多指路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反映了彝族传统文化的什么基因呢？那就是：寻根。我们再

以在彝族中广泛流传并在《西南彝志》等史籍中广泛采录作为纪录彝族历史重要线索的谱牒为例进行分

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先民曾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代表六千年以上文

明的彝族文字，记录了500代以上的连名谱及其相关的活动情况，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⑥。彝

族历史名人龙云的谱牒从阿普居木一代传至瓦体达史（即龙云，亦名纳甲乌萨）共175代⑦。彝族认家门

都要背诵家谱。《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滇彝古史》、《勒俄特衣》等重要的历史文献收录有君

长、大姓的谱牒。这些谱牒叙谱时都要从彝族共祖或六祖分支时开始叙起。采用父子联名方式一直续至当

事人时代。如果没有众多的谱牒记载，要想理清楚彝族历史的脉络，那是难以办到的。那么，众多彝族谱

牒传承的传统文化基因是什么呢？仍然是：寻根！再来分析彝族古戏《撮泰吉》。戏剧大师曹禺看了这个

彝族古戏后认为中国戏剧史应该重写，其渊源应是《撮泰吉》。“撮泰吉”的彝语意思即是：“演人是如

何变化出来的戏剧”。演此戏时除“惹戛阿补”不戴面具外，其余都要戴猴面具，戏中有两性交媾的情节

⑧。《撮泰吉》中对人类来历的探讨表现得极明显：一是从山林中的猿猴变化而来，这从戴猴型面具，演

出中步态仿猿猴走路等得以体现。并且，惹戛阿补作为千年以上年龄最高的山林老人，其称呼、年岁也隐

含了这种人由森林的猿猴变来的意蕴。二是两性交媾而生育人。考察历史，人类由猿猴变来；人类由两性

交合而生。《撮泰吉》的哲学内涵仍然是寻求人类来历之根：寻根！如果说《指路经》是从横向从地理的

方向寻根，那么谱牒是从纵向的历史的方向寻根，而《撮泰吉》这一民俗戏剧则是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

合起来找到了彝人（人类）之根。至此，我们可以说：“根”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基因。有了对

“根”这个文化传承基因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译解许多彝族传统文化现象。许多古籍中都记载，字有根、

音有根、书有根、诗有根、史有根。还有金根、银根、铜根、盐根、奴朴根、工匠根……等等，万事万物

皆有根可寻、有根可传。甚至在彝族文艺中还有专门寻根的文体，这一文体在四川称为“博葩”，在云南

称为“查姆”、“梅葛”，在贵州称为“物始纪略”。所以我们说，“根”是彝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基因。  

     

  同样地，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彝文古籍中的记载，彝族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事象，彝族诗歌、神话传

说、音乐、美术、舞蹈、建筑、天文历法、政体结构等，抽象出“三”是一个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

“三”是与彝族哲学著作《吐鲁立咪》、《吐鲁窦吉》等中记载的“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哲学思想紧

密关联的，彝族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其间，无可逃离。“三”乃对“天、地、水”的崇拜进而演化

为“天、地、人”的崇拜，并抽象为对“三”的吉祥如意的哲学意蕴的概括，最终形成了一个彝族传统文



化的传承基因⑨。 

     

  从以上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根”和“三”的译解中，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对文化传承基因

的译解，要有一个从博闻多识，广泛了解文化的各种表现形态和存在事象中选出优秀的有代表性的部分，

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事象的分析，再从具体事象中抽象出共同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综合，总结出其

共性特征，进而进一步实行哲学的抽象概括的过程，才能译解出文化传承的基因。译解出的基因需返回文

化事象中重新加以印证、检验，方可确定。 

  三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大开放、大开发的格局中，彝族文化如何在译解出传承基因的基础上，培育

核心发展优势？简要说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既要心存忧患意识，又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全球化时代，许多人都提倡多极化、多元化的政治格

局。随着科技的不断推广，个别语言霸主地位的不断凸显，文化的冲突、融合、同化等各种情况都将出

现。处于弱势位置的少数民族文化会在新形势下出现不断消隐的趋势，人类文明的群芳国里总会有一些花

枝不断凋谢，因此，必须对彝族文化传承有充分的忧患意识，切不可盲目乐观，坐视不见。同时更要发挥

开拓创新精神，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根据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进行开拓创新，既注重文化创新，

也注重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使彝族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2.打牢现代教育基础，学习传统文化精华。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离开

教育，一切都是空谈。特别是要打牢现代教育基础，提高现代知识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这才是文化传承

的基础。教育和自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必然途径。同时要学习传统文化精华，统筹兼顾，兼收并蓄，才

有根可传，有茎可发，有枝有叶有花果。只有培养出既有现代先进知识体系，又有传统文化知识的复合型

优秀人才，才能译解文化传承基因，形成核心发展优势。  

     

  3.培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注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那些具有传统文化特质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加以

保护，鼓励自然状态下的文化传习。可以以某个文化传承基因如“根”文化、“三”文化为核心建立一定

的自然、社会保护区域或组建特色园、馆，把开发利用其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

加以宣传、营销，达到保护与发展谐调并进，营造良好的文化传承生态环境。  

     

  4.培育核心优势，创新发展机制。人类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共通的东西，每个民族区别于

其他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差别往往大于物质文化领域的差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到来的时代，人们

对于物质生活、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的追求，其差距将会逐步缩小或消失。因而在精神文化领域独具特色

的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特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正是要发现这种文化基

因，并将之培育为核心优势，形成“优势遗传”。  

     

  要使民族文化得到不断发展，还必须创新发展机制。鲁迅先生曾明确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没有民族特色就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但是要打破只有本民族人民才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观

念，要让其他民族的人民，世界各族人民都可以认真学习彝族文化，传承彝族文化。只要他们能够译解到

或学习到彝族文化的传承基因，黔西北民族文化纵横谈译解文化传承基因培育核心发展优势25承认这只是

彝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冠给彝族文化的原创著作权，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大前提下，是可以借助外力传

习和发展彝族传统文化的。对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与其无条件的困

死，不如有条件地放生。要更新观念，打破封闭与固守，建立一个开放创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机制，让彝

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优势在这种机制之下得以不断地传承与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园林中开放出一树奇

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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