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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摩文化与国际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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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如山花的彝族服饰           胡小平/摄 
 
 

      彝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千百年来，彝族人民以其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推动了历史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语言文字历史悠久，典籍文化浩繁深邃，饮

食文化独具特色，服饰文化绚丽多彩，民居文化异彩纷呈，礼俗文化、毕摩文化博大精深，艺术

文化灿若星辰，医药文化特色鲜明……彝族人民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彝族

文化正随着彝族人民对外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接受和传播。 

 
 

毕摩文化与国际彝学 
 
 

——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访谈录 

 
 
 

──何谓“毕摩文化”？ 
 

 
      中国民族报：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毕摩文化”或许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因此，

我们不妨从这个彝学概念开始，请您先作一些解释和介绍。 



      巴莫：“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意为“念”、“诵”，亦代指宗教仪式活动；“摩”意

为“长者”、“老师”，毕摩即“念诗诵经的长者”，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

家。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已故的彝学专家马学良教授曾经指出，毕摩“身系一族之本位文

化”，也就是说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概括地讲，“毕摩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彝族

“本土知识分子群体”和宗教祭司毕摩世代传承下来的族群文化传统。 

 
      中国民族报：顾名思义，“毕摩文化”得名于彝族传统社会的本土宗教祭司及其悠久的文化

传承，我们如何认识毕摩在彝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呢？ 

      巴莫：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

“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有这样一句彝族谚语：“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

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

尊称为毕摩大师。彝族先祖独特的文化创造历经岁月，传承至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毕

摩这一民间知识群体所起的历史作用。例如，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

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而种种证据表明，历史上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

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千百年来，毕

摩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等多重社会文化教育角色，

在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国民族报：毕摩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巴莫：毕摩文化在川、滇、黔、桂彝区长久传承和广泛传播，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

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

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

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百科

全书”。毕摩是毕摩文化的传承主体，其承袭有着严格的师承教育惯制，一般以世承家学为主，

以拜师学业为辅。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在书写文化与口头传统的交融与互动中完成的。在今

天的彝族传统社区，毕摩文化的仪式传播，依然集道德教育、知识传授与文艺娱乐为一体，通过

繁复的仪式程序和象征化的仪式行为，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发掘人的生活思考，提升人的精神高

度。 

 
 

──“毕摩文献”的学术价值 
 

 
      中国民族报：马学良教授曾经说过，对整个彝族文化的研究来说，毕摩文献可谓“牵一发而

动全身”。作为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本民族学者，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的呢？ 

      巴莫：马先生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彝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毕摩文献凝结着彝族传统文化的

核心要义，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等问题。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



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因而被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

化的瑰宝。长期以来，毕摩文献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

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

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时至今日，在彝族山地社会，

毕摩文献作为书写实践也依然没有脱离其口头文化的传播语境，仪式正是民族记忆、文化传统、

地方性知识得以积淀、传播和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毕摩文献堪称是我国活形态的民族文

献遗产，也是“人类记忆”的生动载体。 

 
 

──作为文化遗产的“毕摩文化” 
 
 
      中国民族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搜集、整理、抢救、保护毕摩文化方面开展了大量

的工作，各地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毕摩彝文典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国内国

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一批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等。那么，毕摩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 

      巴莫：由于毕摩文化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上历史的局限，在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毕摩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以毕摩文献为例：毕摩文献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

方式流存在民间，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木刻印刷本，目前在国内却已难觅其

踪迹；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山地文化的消失，毕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现代工业文明的

扩张、旅游业的兴起及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都在侵蚀着毕摩文献传承的土壤和文化表达的空

间；随着标准化教育体制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传统文化。规范彝文的教学和出版，对

以古彝语和古彝文为传承的毕摩文献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助益作用；高等教育体系中民族古籍文献

的学科地位岌岌可危，即使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民族院校中，彝文文献专业已经停止

招生长达10年之久，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机；毕摩经颂的受众兴趣转移，导

致了文献传承与传播的迅速萎缩；近年来一批批老毕摩相继辞世，许多古老的经典正面临着无法

解读的危机，许多文献正在成为“天书”。综上所述，毕摩文化传统的存活空间进一步缩小，民

间流存的文献正在逐渐老化、损毁和消失。 

 
      中国民族报：前不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上，浓缩着“毕摩文化”思想精粹的“凉山彝族尼木措毕送灵归祖仪式”专版成为四川展区的一

个亮点。请问如何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毕摩文化”的传承？ 

      巴莫：有一位法国的人类学家曾说，“仪式是人类文化真正的纪念碑。”“尼木措毕”作为

彝族火葬仪礼的重要延伸性环节，涉及传统社会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对社会和谐的共同关

注。相关的仪式活动构筑和演绎了彝族民众血脉相联、代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时空，从而构建了彝

族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天文历法、人伦规范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传承与传播，其深

层的文化内涵包融了彝族人对生命世界的原初理解，彰显着彝族人对生死问题的情感态度、对历

史的表述、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态度，并通过仪式象征演绎了生与死的转接，复述着先祖们关于生

命起源和死亡由来的朴素认知，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理解彝人精神文化和世界观的桥梁；同时透过

复杂的仪式过程和文化语境，激活了彝族悠远的族群记忆和漫长的迁徙史路。可以说，毕摩文化

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因此，对毕摩文化的保护

关系到如何延续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历史记忆、价值判断和民间智慧。 



              毕摩诵经    钟大坤/摄 

 
 

──国际彝学发展格局中的“毕摩文化”研究 
 
 
      中国民族报：作为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大多与彝族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

相关。那么，在宗教与文化的关联中，如何认识毕摩文化在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呢？ 

      巴莫：纵观世界文化史，每一种文化无不与各自所属的宗教体系发生联系。这便印证了一个

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文明的演成，往往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创造和传承相伴而

生。彝族毕摩文化作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案例，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间的某种

共通性。因此，毕摩文化也就有了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乃至文字

学、文献学、天文学、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这在当代国际彝学的跨学科整体格局

中也是不难理解的。比如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大都来自不同的学科，而大家往往都有一个

普遍的学术认同，那就是研究彝族问题必须认真面对毕摩文化的历史定位及其在传承和发展中的

现实问题。 

 
      中国民族报：目前“毕摩文化”在国际彝学的发展格局中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巴莫：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石。时至今日，毕摩文化依

然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传承在广大彝族地区的乡土民间，其古老而独特的人文传统是独具生命情态

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许多彝学研究者都认为，不了解毕摩及其文化传承就谈不上理解

彝族的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彝学格局中，毕摩及其文化传承一直都是一个重

要的研究主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有一个由隐而显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上

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集中关注毕摩文化及其在当下彝族社会、文化和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年，适逢我国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契机，毕摩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成为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应运而生。可以说，随着国际彝学的

发展，毕摩文化也将在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深拓中，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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