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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毕摩经颂 历史悠久的毕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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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巴

莫姊妹彝学小组及港源MONO大山子798国际机构联合承办的“穿越千年的毕摩经颂：中国诺苏彝族宗教仪式生活专题展”在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博物馆开展。 

“他者”的文化 

      展览通过文字、图片、音声、实物、场景再现及多媒体互动信息，为今天生活在都市和校园里的人们，展开一片新的视野，以尊

重多元文化的心，去了解“我”以外的“他者”以何种方式理解世界和怎样生存，了解源自远古、来自远山彝人的真实生活。 

 

      毕摩文化系彝族文化之本，学界认为，毕摩文化是以原生宗教和祖灵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彝文经书为载体的，广泛存在于彝族民

间的文化现象。它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

容。 

 

      彝谚有云：“硕诺毕波帕”(毕摩的源头在黄茅埂下)。美姑作为“毕摩之乡”，地处大小凉山彝区的腹心地带，物华天宝、人文

荟萃。在诺苏彝族先民古侯、曲涅两大部族由滇入川的迁徙史路上，“林木莫古”(美姑的彝语地名，意为“中心地区”)就已成为凉山

彝区的历史文化胜地，这里不仅留下了回响千年的史诗绝唱，更在毕摩大师阿苏拉则的盛名下传承着丰富多彩的毕摩文化。彝族的哲学

思想、历史地理、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艺医药等，通过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凉山这片古老而馥郁的土

地上孕育成长，气韵生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创造力，流存着极其丰富的彝族文献典籍和口头传统，泽及百世后人。 

学理的阐释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宗教子项目”，展览立足于巴莫姊妹彝学小组

长达15年的学术实践和田野研究，以中国彝族（诺苏支系）宗教信仰的文化生态为背景，从传承制度与地方知识、宗教仪式与民俗仪

礼、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造型艺术与象征体系、仪式述例与个案解析等单元，将毕摩文化及其仪式传承的实证性研究结合到田野民族

志的叙事阐释中，以期彰显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宗教实践和仪式生活及其对学术研究和知识产品的意义构型。 

 

      该展览旨在从宗教人类学和民俗文化学的双重视角叙述彝族宗教传统的“生活真型”（杨成志先生语），展示诺苏人文精神的

“民俗表情”（钟敬文先生语），以民族志田野的纪实手法，集中反映诺苏彝族支系的毕摩文化与仪式传承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

与发展等诸多问题，使山地仪式生活的田野研究与校园的民族志文化展示和谐地统一到学理化的叙事阐释中。在展览期间同时组织并实

施系列人文学术讲座“中国彝族宗教文化传承”，在广度与深度上体现宗教学和民俗学科研与教学的实践性。 

活态的民族文化遗产 

      毕摩文化通常以彝文经籍文献为载体形式，以仪式活动为行为表征。也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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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彝族的仪式生活保留着人类群体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每一种仪式在彝族山民那里都有丰富的文化内含和

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主题一向是对人类生命繁衍的讴歌，对族群生活理想的希冀。仪式上的文本演述具有激活族群记忆、动态传播知

识、活跃社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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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人的生活思考，提升人

的精神高度。因此，毕摩文化及其宗教实践堪称是我国活形态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人类记忆”的生动载体。 



 

 

      对毕摩文化及其仪式传承的保护和研究关系到如何延续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民间智慧。适逢我

国正在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契机，“穿越千年的毕摩经颂：中国诺苏彝族宗教仪式生活专题展”将延续至10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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