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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早就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
略方针，其内涵十分丰富。
按笔者的浅见，它至少包括了以下几层含义：①经济和文化必须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②
只有不断提高国民的总体文化素质，才能获得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③不能以牺牲中国人的优良传
统及道德文化为代价，去获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避免西方国家业已出现的在高科技发展的同时导致
社会道德的沦丧及人性的扭曲这一悲剧；④时刻牢记我们的努力方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努力开发文化力，不仅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找到有力的支撑，而且也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的主旨。
何谓文化力?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和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或者说，文化力就是儿门为实现某一共同的目标所激发出来的斗志、智慧和精神。
现代文化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内容：①人文文化，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
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的总和；②科技文化，即以科技精神为核心，不断追求科技创新与
推广的理念、技能等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③经济文化，即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理念以及经营、
管理等一整套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文化力包含了若干要素，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
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力由四个要素构成：①文化素质。
它包括个体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②民族文化传统。
它包括民族精神、礼仪风俗和群体价值取向；③现实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控制方式。
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和》丈会管理形式；④外来文化的影响力⑥。
有的学者则认为，文化力包括：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的传统文化力、表现为思想观念的文化力、知识文
化力、作为人力资本的人才文化力、制度文化力、表现为人的行为的文化力e。
概括起来讲，文化力的要素不外乎一个群体所具有的知识层次、技能水平和创造能力。
归根结底，是人的自身资源深度开发的结果。
我们从一些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要获得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文化力的开
发并把它摆在优先的地位。
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后发现代化国家超前发展，不是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
禀赋，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开发，取决于国家的现实生产力构成系统中的智力资源、知识资源、科技
资源的含量和配置状况，取决于人的脑力在商品中的内化程度，取决于人类心灵资源的发掘(调动人脑
未被利用的潜力)和人的潜能的开发。
”⑧这一论述是颇有见地的。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般由习俗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飞言文化、伦理文化及审美文化构成
。
在不同的民族中，其传统文化构成的某些方面会存在发展程度、内涵丰富与否的差别，同时，由于不
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导致传统文化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上也会有很大差异，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一
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
”但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1．重群体，轻个体。
所谓个体归属群体是指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家族、村寨或社区等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占着支配的地位
，家庭或个人等个体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个体的意志、行为、利益、生存等必须服从于群体的意志
和行为。
云南少数民族高度重视群体的和谐统一，强调个体必须五条件归属于群体，人只有在隶属于他人的关
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共性至上的群体法则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今天也不乏其积极的意义，
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种群体原则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具有封闭、保守的特征；它强调入的义务，忽略人的权利，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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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惯性为外部的强制约束力，漠视人的个性能力，使之无法充分自如地发展，使个体意识被包摄在
封闭的群体意识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不求进取，安于现状，服从役使的伦理观念。
此外，因其过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常令单调生活的和谐，淡化了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意
识。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人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创造精神的过程。
这种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纷争，安闲自得，保守知足的心态，与现代化的创造需求是格格不
人的。
    2．重情感，轻律法。
所谓重情感，轻律法是指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人们往往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忽视律
法的制约作用。
人们普遍注重亲属、邻居、同乡之间的那种天然质朴的情感交流，遇到生活中发生矛盾，大多通过情
感的沟通来加以解决而较少诉诸律法。
云南少数民族的律法文化很不健全，不像其他类型文化那样丰富。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曾产生过一些习俗法。
如苗族的“榔规”、布郎的“议榔”等这类习俗法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起着调节少数民
族内部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及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作用。
但由于这类不成文法是不完善的，而且只能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故而在少数民族社会内
部所起的规范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但由于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真正做到普及法律及依法办事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因此，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调整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纠纷时，采用的方法更多的是
情感型的，诉诸法律的现象并不多。
如据文献资料，苗族特别畏惧官府，不好诉讼，遇纠纷多请人说理，理屈者杀猪宰羊谢客。
小凉山彝族遇有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多数是请“德古”来调解判决，或直接由“德古”审判，甚至
有的刑事案件已由法律判定，也要请“德古”来调解，以化解家庭、家族之间的矛盾。
    3．重信义，轻功利。
所谓重信义，轻功利，指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
交往中，十分注重讲求诚实，信守诺言，讲求以诚相交，以礼相待，而对物质利益或利害关系则不甚
重视。
历史文献对云南少数民族重信义而轻利的特点记载评论颇多。
少数民族与他人订立契约或合同，几乎都是用口头方式，一经约定，极少反悔。
如小凉山彝族的婚姻，多是父母“结仁义亲家”，只要父母答应女儿许配某家，决不反悔。
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人们最为痛恨的，一是偷盗，二是欺诈。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害怕或不敢与汉族交往，就是认为汉族太狡诈，不讲信义。
过去曾有少数民族将农副土特产置于路边，任由商人估价付钱，绝不讨价还价，毫不计较盈亏，这与
他们重信义，轻功利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4．重直觉，轻理性。
所谓重直觉，轻理性，是指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人们对宏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和
直观感觉，偏重形象思维，缺乏客观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对必然性规律探求有兴趣，认识上的非逻
辑性和系统性倾向较强。
特别是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感悟与体验，具有较多的同一性而欠缺差异性。
如云南少数民族多是以原始信仰为主，认为万物有灵，自然界是一个系统鬼神的世界，鬼神具有超自
然的神秘力量，主宰着人间的吉凶祸福、灾祸丰歉；祖先崇拜，将现世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祖先的
灵魂之上；从众心理，个人意志和行为完全以群体为转移；行为评价上重效果轻动机；谨守共同的禁
忌等等。
    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上述四个特点中，最基本的是重直觉，轻理性的特点。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贯穿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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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群体轻个体，重情感轻律法和重信义轻功利的特点，也都与重直觉轻理性这一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或者说是由这一特点决定的。
因此，可以说重直觉轻理性是最基本的特点，决定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
     1．楚雄民族文化的发展    楚雄作为“省垣门户”、“迤西咽喉”，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点
。
由于受古代滇地、洱海两大文化的交汇辐射，保留了较多的游猎民族的文化特征，并融人了白越文化
、百濮文化等农耕文化因素。
同时，自战国庄跻开滇，楚雄一次次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文化碰撞、交融中，整合形成
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区域民族文化。
其中，以元谋人、万家坝型铜鼓、彝族十月太阳历、石羊孔子铜铸像等为代表的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宝
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楚雄州境各民族在共同创造地域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
其中，彝族文化是楚雄民族文化中最厚重的部分。
楚雄彝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并吸收佛道等文化因素，但在山区、半山区较为封闭的地区，至今仍然
保留着许多古文化痕迹，还具有浓厚的游猎旱作民族特征，仅坝区及交通沿线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农耕
文化阶段。
概括起来，楚雄彝族文化大致可包含以下几大类：(1)综合性民族文化。
即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综合性民族文化，如农耕、畜牧、狩猎、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和生
产生活方式、婚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
(2)节庆文化。
楚雄彝族有13个支系，传统节日30多个，全年从岁首到年终，月月有节庆，形成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
。
(3)纺织与服饰文化。
楚雄彝族有纺麻、纺火草、织布的悠久传统，服饰种类达70余种。
(4)婚姻家庭文化。
楚雄彝族至今保留了姑娘房、哭嫁、抹黑脸、坐家等习俗及礼仪，存留了大量的原始婚俗的残余。
(5)民居文化。
(6)名胜古迹。
(7)宗教艺术(包括巫术)。
(8)音乐舞蹈。
(9)文字古籍。
(10)天文历法。
(11)彝医彝药。
    楚雄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与中原汉文化及佛、道等文化有一定的交流、融合、重组，但长期受自然经
济的影响、。
渗透，从产业发展时序位置到生产技术方式，从社会状态到生活方式，都带有多层次的传统农业和封
闭、半封闭的文化特征，部分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
因此，楚雄彝族文化仍然属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农业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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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曹晓宏近10年来，我在学校召开的有关研讨会上曾多次呼吁我校在省内专科层次高校中率先设立
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并有计划地开展重点课题研究，以体现学校作为一所高等院校应该具有的学术
色彩。
1999年寒假，我与我的恩师——海内外知名的民俗学家李子贤教授在电话里谈及此事，李教授告诉我
，楚雄师专的主要领导也曾向他表达过请他对我校科研进行指导的愿望，他在电话里认真分析了我校
科研实际以及特殊的地方民族文化背景，提出了首先成立民族文化研究所的建议，并表示一定会尽全
力给予学术支持。
我随即向时任楚雄师专校长的曾德昌同志和时任楚雄师专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李云峰同志作了汇报
，他们十分重视，并和我一同就此事请教了原楚雄师专老校长张毓吉先生，张先生非常支持此事，当
即建议拟成立的研究所定名为“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并扶病带领当时分管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
副校长陆华一行，前往云南大学拜会了张文勋教授和李子贤教授，李子贤教授又一次就研究所设立的
有关事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等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1999年3月19日，原楚雄师专党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楚雄师专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所
首任机构组成人员为：顾问：顾伯平、张毓吉、芮增瑞、李俊；名誉所长：赵仕杰、张文勋、李子贤
；所长：曾德昌；副所长：李云峰、曹晓宏)。
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在对学校呈报的报告所作的《批复》中，明确要求民研所“要深入开展各民族传
统社会文化与现代适应研究，重在着眼于促进和推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开发性应用研究，为实现各民
族传统社会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推动我州经济文化共同发展⋯⋯要积极开展与
州内外、国内外学术界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及专著⋯⋯要深入实际，认真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州委、州政府提供有关建设民族文化大州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咨询报告，供
州委、州政府决策参考”。
正是根据上述批复的有关精神，在李子贤教授的精心策划和悉心指导下，楚雄师专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所开始了一系列专题学习和调查研究活动，其中《建设楚雄民族文化强州咨询报告》就是这一系列研
究项目中的重点课题之一。
    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立足于当今相关理论研究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建设问题，密切联系中央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我国加入WTO的现实，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文化力对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基于有关理论和现实的客观依据，课题组经过研讨，提出了“起点要高、思路务新、重点突出、操作
易行”的原则，根据目前文化力开发研究和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诸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及其现状，深人探索了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
提出了通过文化力的开发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一民族文化建设思路。
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儒文化的圆融在楚雄州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一特点，课题组对楚雄州民族文化的
众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专题调研报告，并对楚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
展示及提升，楚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商品化、产业化，大力推动文化力的开发，促
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课题的主体成果《建
设楚雄民族文化强州咨询报告》，正式上交中共楚雄州委、楚雄州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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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高原的中部有一片红色的土地，在那里发现的恐龙化石可以堆成"山"，在那里出土的元谋人的"
牙齿"号称"中国最早"，在那里耸立的泥土能够成为"森林"，在那里生长的牡丹花被誉做"中国最大"，在
那片土地上，生活着好客的彝族和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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