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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
‘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竞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
”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
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
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
一套纳西学丛书。
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
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
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
，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
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
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
果迭出。
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
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
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
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
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
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
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
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
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
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
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
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j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
、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
”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
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
西学的内涵。
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
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
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
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
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
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
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
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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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
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
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一纳
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
、《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
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
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
少英、拉木？
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錾、余嘉华、诹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
、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
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
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
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
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
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
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
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
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
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
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
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
，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
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
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
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
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
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
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
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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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钟华纳西学论集》论文有：《白地神川——东巴文化的圣地》、《东巴象形文字的三个阶段
》、《论东巴的发源地》、《东巴文化与东巴文学》、《洛克的东巴圣地之行》。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国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
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
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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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和钟华，从金沙江大峡谷走出来的纳西族女学者。
大学毕业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学报编辑等工作。
之后从事以纳西族为主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以及民族社区发展项目的实
践与研究。
曾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务以及若干社会职务。
曾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泰国、菲律宾、印度、不丹等国进行学术考察。
出版过专著6部，编撰学术著作10部，发表论文70余篇、100余万字，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7项，被云南
省授予“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老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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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序纳西文化三类型东巴教中的巫文化祭天即祭祖——纳西族祭天文化质辩论东巴教的女性岽拜及
其演变纳西族神话的特点纳西族创世神话与古羌文化——纳西族创世神话研究之一神话内涵与文化背
景——纳西族创世神话研究之二饶有意味的哲思——谈纳西族的《挽歌》略谈纳西族长诗中的殉情再
谈纳西族殉情长诗纳西族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纳西东巴圣地民间文学选》前言言出肺腑情发心底—
—谈纳西族古代作家文论《竹枝词》中的纳两民俗试论纳西族新文学的崛起青年作家李寒谷及其创作
成就别忘了这位诗人——和柳纳西族社会性别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从
纳西族妇女谈起茶马古道与纳西女人对纳西族摩梭人母系家庭的再认识当代永宁纳西族摩梭人母系制
婚姻家庭的变迁和民族社区发展中甸县三坝区白地乡纳西族阮可人生活习俗和民间文学情况调查“东
巴圣地”的文学——白地纳西族民间文学调查母系？
文化与森林——对盛行母系制的两个纳西族摩梭人社区的调查（一）木质能源的利用及面临的问题—
—对盛行母系制的两个摩梭社区的调查（二）妇女与池塘养鱼——云南丽江县寨后下村养鱼业调查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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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纳西文化三类型　　纳西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以金沙江为界，分为东
西两个部分。
这两部分有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渊源及文化特质。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她们都为本民族的文明、兴旺、发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等的差异，在文化发展上，各自之间也呈现出了某些差异。
　　纳西族素被称为文化较发达、处于较高文化层次的少数民族之一。
这是就其总体而言。
实际上，这个高层次是由互相有内在联系而又显示多类型、多层次的文化结构所组成。
这一状况之形成，除上述原因外，又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开放程度紧密相关。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探讨纳西民族文化的内涵、发展类型以及它与社会的开放和封闭之关系，对于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以及深入地探讨纳西族文化发展的规律，无疑是有所裨
益的。
　　一、问题的依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
甚至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它也会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内部各个部分（或地区）的社会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
纳西族社会内部正是如此。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丽江地区已确立了封建地主经济，且已出现了若干资本主义因素，而宁蒗等地的
纳西族则尚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带来了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正因为这些不平衡，使纳西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层次、多样性。
此其一。
　　史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纳西族属远古时期由西北南迁的氐羌族群的一支（关于此问题，随着
近年来地下发掘资料的增多，有的学者提出了对纳西族族源的质疑。
“丽江人”的发现表明，早在十万年前，现今纳西族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着，但他们与当今的纳西族有
无必然联系，尚无定论）。
古羌遗俗（如火葬、父子连名、祭天等）在纳西人中的保留，说明纳西文化与古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纳西族又与同语族几个民族有着近亲关系，特别是与彝族、白族、普米族相间或相邻而居，历史上有
频繁的交往；与同语系（汉藏语系）中的藏族及汉族，更有地域、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
由于受这些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形成了纳西族文化的多元、多层次、多样性。
此其二。
　　在地理分布上，纳西族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态势，绝大部分集中于丽江为中心的金沙江以西地
区，少部分则分布于金沙江以东的泸沽湖周围地区。
由于交通条件及政治、历史等原因，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开放或封闭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而形成文化的
多元、多层次、多样性。
此其三。
　　二、纳西文化发展中的三种类型　　纳西族文化，是一个由相互有内在联系的几个部分组成的有
机整体。
我们可以把它具体归纳为三种类型：（1）吸收了汉文化而形成的纳西文化；（2）吸收了藏文化而形
成的纳西文化；（3）固守本民族原有文化的纳西文化（即外来文化掺入不多）。
应该说明，这都是相对而言，是就本民族固有文化相对的保守性、排他性或开放性、灵活性而言。
由于社会环境处于与外界交流的开放状态，决定了相应的文化的开放性，但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发
生怎样韵变革，只要没有发生文化内部结构的根本解体，都将保持自己文化整体上的独立性。
不然，就不会存在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钟华纳西学论集>>

同样，由于社会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决定了相应的文化的封闭性，但这也只是与前者的横向比较而言
。
就其自身的纵向比较，则仍有某种程度的开放。
道理很简单，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死水一潭，静止不动，只是改变的大小、快慢不同而已。
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它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必定会受到环境的制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只
是变化的程度不同罢了。
　　纳西文化的上述三个类型，可分别以丽江坝区、宁蒗永宁、中甸白地为代表。
以这三点为圆心，逐层向外扩展。
离该类型文化中心愈近，该类型特征愈明显，反之则愈弱，而与之相邻的另一类型的特征又强起来。
在一些边缘地区，则出现交叉现象。
　　（一）丽江型文化　　丽江型文化突出的特征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汉文化较大养分
，同时兼受了藏、白文化影响，属于一种开放型的文化，为三个类型中处于较高层次者。
具体表现如（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止）：　　生产及经济状况：整个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以畜牧
业或家庭手工业。
在城镇已出现手工业作坊及经商专业户，在县城大研镇还出现了一批商业资本家。
其贸易网络远至昆明、重庆、香港、印度及藏区主要城镇，铜器、皮革、纺织等手工业产品亦远销藏
区，手工业者中还出现了行会组织。
农业生产已实行两熟轮作制，精耕细作，广施农肥，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接近当地及周围汉族，改变了
历史上单季、‘粗作，生产力低下的状况。
　　住房及建筑艺术：民房吸收了汉、白风格再加以改造，由木楞房改为土木结构的土墙瓦房，并形
成了“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布局，门窗、照壁还饰以各种图案。
　　饮食：吸收汉族主食及菜肴花样，加以地方化，形成米、面食品及“八大碗”、“五碗四盘”、
“六碗六盘”等花色品种。
　　衣饰：普遍使用棉布，间用绸缎。
女装样式基本上是由满族服装变化而来，改变了原来以麻织品缝制短衣长裙的传统；男装则从汉装，
改变了短衣宽裤（长齐膝盖）的样式。
　　社会习俗：一家一户的家庭以上是支、族、村寨的组织形式。
族由数户或数十户父系血统的血缘亲族组成，共属一个祖先；一个家族中分衍出来的几户血缘近亲组
织，组成“支”。
它介于家庭和家族之间，共属一个近亲祖先，平常联系较前者紧密。
村寨则由集中居住在一起的数户、数十户乃至上百户组成。
随着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集团，其内部联系已较松散，而以地缘为特征
的村寨内部。
其联系日益紧密和加强。
　　家庭及婚姻：已牢固确立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
父亲在家庭中有绝对权力，并以家长身份处理内外大事。
父亲年迈或死亡，由长子继任家长。
妇女受歧视，须恪守三从四德，但在经商及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安排等方面，母亲还掌握有相当经济
权力。
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包办婚，盛行姑表及姨表婚。
婚礼大都保留了本民族特点，但在县城汉化程度较大。
　　丧葬习俗：已改传统的“焚骨不葬”为土葬。
丧仪在农村基本保留了本民族特点，但在城区及近郊受汉族影响较明显（如“悬白”、金童玉女祭灵
等）。
　　节日：一年四季节日颇多，纳、汉节日兼杂，如正月大祭天及棒棒会，二月祭三朵、三月龙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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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火把节、七月骡马会等民族节日，杂以汉族的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祭灶等节日。
　　宗教信仰：原普遍信奉自己的民族宗教东巴教，保持了多神的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
有频繁的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婚丧、驱鬼东巴诵经活动。
道教及佛教传入以后，东巴教独尊的地位下降，但这些外来宗教仍占劣势。
总的来说，丽江纳西族（以城区为代表）的宗教观受汉、藏影响，佛、道、喇嘛（藏传佛教中之红教
）等教兼容，但不笃信。
　　文学：分为东巴文学、民间口头文学及作家文学三大部分。
东巴文学及民间口头文学是纳西族固有的传统文学，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浇灌，因
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其开放性；作家文学则是在大量直接接受汉文化以后产生的。
总之，纳西族文学是在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艺术：民间音乐大多保持了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面貌，但也出现了单纯以演奏为主的大型
古典乐曲“白沙细乐”，以及外来乐曲纳西化的“纳西古乐”。
东巴舞保持了古朴的原始面貌，并有规范的舞谱。
手工艺品如刺绣、首饰、毛织等，吸收了汉、白、藏族的技术特点，形成自己的传统工艺品。
　　语言文字：有自己的语言，但已加进不少汉语词汇。
东巴文系纳西族独创的象形文字，以其直观粗犷、原始而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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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钟华纳西学论集》是作者20年来对纳西族研究之成果，包括文化（宗教、文学、民俗）、社
会、社会性别／妇女研究、社区发展项目调查研究。
这些论文从民族的、女性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颇有见地的学术见解。
其价值有四：第一次将纳西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开放型、半开放半封闭型、封闭型；第一个从女性的
视角对东巴文化进行研究；对摩梭母系制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不少文章运用了多学科、多
视觉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纳西族女学者，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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