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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她是经过长期纷争与交融而形成的内涵十分丰富的民族有机联合体。
中华民族有着一百多万年从“蒙昧”走向“野蛮”的历程，有着五千多年的有籍可靠的文明发展史，
有着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
其间，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亡的民族，不仅为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
、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各自的历史贡献。
这与中华民族的居住环境，中华民族的多源多流，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交流与互补以及各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分不开的。
中华大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
其北、西、西南深居于亚欧大陆中心，是一个负陆面海的“大陆一海岸”型国度。
这个疆域辽阔、地域相连、四周为自然屏障、内部自成各种地质地貌体系的地理环境，就是中华民族
创造独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中华民族长期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总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以其独特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演进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天地。
第一，四周有天然屏障，内部结构体系完整，为自给自足的封建式田园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中国的西北，为雪峰绵延的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
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亘其间，“地热，多沙，冬大寒”。
虽然汉代就已形成丝绸之路，但是，由于崎岖艰危的山路和高寒而干旱的气候，加之再往西横空出世
的帕米尔高原（葱岭）及其冰峰雪山，在整个古代，无疑是难以逾越的中国与西亚的地理极限。
其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在其南侧是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横空挺出雄伟绝伦，与众多海拔7000米以上的冰川雪峰，
犹如一道银光闪闪的巨墙，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屏障；与其相毗连的云贵高原的东部是危岩陡
壁，峭石嵯峨的大娄山、苗岭和武陵山，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贯穿于高原中部，以玉龙雪山为主峰的滇
北云岭连同其西侧的怒江、高黎贡山以及其间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构成横断山脉。
座座拔天而起的高山和大峡谷，夹着纵贯南北的江流，以及热带丛林瘴疠之区域，成为阻隔中国与东
南亚的一道道“横断”交通的“天堑”。
中国北方，为广漠无垠的草原和沙漠，著名的莽莽沙海——浑善达克沙漠、腾格里沙漠、库布齐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依次由东向西分布其间，更使大漠荒野突显荒渺苍
凉，自古是一片难以通行的不毛之地。
北方民族的历史舞台，常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为限，既很少与中原直接来往，也以此
为北方和东北方的天然屏障闭锁了北行之路。
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至东南沿海，绵长曲折达2万余公里的海岸线，自然是农业型自然经济和游
牧经济民族难以通往东亚大陆的“大壑”。
对于这种半封闭型环境，《尚书·禹贡》作了高度概括：“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
讫于四海。
”古人认为，中国就是在这“四至”之内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天下”。
由此，形成中华民族传统的四海之内各族的内向凝聚。
第二，自西向东形成落差显著的梯状地形，为多种经济类型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
第一梯山栈谷为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梯山栈谷是其以北以东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塔里木盆
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等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海拔2000米以下；第三梯山栈谷为北起
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地区，平均海拔500米，除少数大山和大
部分丘陵外，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是属低平地带，其中滨海地带海拔最低，只达50米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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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阶梯尤如一把巨大无比的天造躺椅，背靠欧亚大地，面向太平洋，形成中华大地东西跨越60经
度以上，以距海洋远近而形成自东向西北的湿润、半干旱、干旱之递变；南北跨30余个纬度，以一些
名山大川为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从南向北之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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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她是经过长期纷争与交融而形成的内涵十分丰富的民族有机联合
体。
中华民族有着一百多万年从“蒙昧”走向“野蛮”的历程，有着五千多年的有籍可靠的文明发展史，
有着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
其间，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亡的民族，不仅为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
、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各自的历史贡献。
这与中华民族的居住环境，中华民族的多源多流，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交流与互补以及各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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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经书的形制一般是棍竹线订卷轴装，长短宽窄不一，以棉布、麻布、羊皮、麂皮等做书套。
一卷一套，并在书套上写经名，以便使用和收藏。
每当有人家约请做仪式，毕摩便根据特定的仪式，从书箱中选出相应的经卷，装入用麻线织成的经袋
。
然后，肩挎经袋，身背法具，头戴神笠前往主人家念经做法。
其二，经书的书写行款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纵写；阅读念诵将经书向左转动九十度，自右而左，从
上到下，横读。
凉山彝文经书的书写与念诵不是一个方向，恐怕是众多文字体系中少见的。
毕摩有以锅灰或木碳粉末兑水做“墨”，用木笔书写的传统，文字没有笔锋。
书写材料除少量采用布帛，大多使用土纸、棉纸、宣纸。
其三，经书主要是由毕摩念诵给神鬼、祖先和人们听的。
经书的经文均为诗体，多系五言句式，间或有三言、七言、九言、十一言者，朗朗上口，优美动听。
行文大多不置标点，不标页码，只有经名、篇名界栏和段落标记。
由于手抄，加之毕摩们在传抄中有意无意删补语句段落，增减文字笔划，经书异文别体现象较严重。
其四，经书上概不注明经书著者和撰写成书的年代，只写明借抄者姓名，抄写者姓名、年龄以及抄写
的属年属月和属日。
由于诺苏毕摩有誊抄新经书，祭送破旧经书于山崖树梢的用书制度，目前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
确定经书的成书年代和原经、原著者。
其五，经书体例简单，由经名、篇章名（有的经书没有篇章名）、正文和抄后记“特依素帕”几部分
组成。
“特依素帕”记录该经书来源、借抄者、抄写者、抄写时间或说明该经书的价值，有的还注明抄写时
的时辰、气候、地点，抄写者的心情、健康情况等。
除承袭家传之经书，借一部经书支付一匹马、一锭银子或一条裤子的有偿借抄，是诺苏毕摩在神职活
动中形成的一种互通有无的经书积聚与流通制度。
第六，部分经书在经文后或经书中配有该仪式的仪式场神枝图和护法神神图。
用树枝布置仪式场是毕摩仪式的一大特点，每个仪式都要根据其性质和规模，采伐一种或数种树枝插
成仪式场。
神枝或代表神位、鬼位，或用于营造特定的祖界、鬼域、森林、湖泊、道路等时空环境。
神枝图附在经书后以供布置仪式或教授生徒之用。
护法神神图有两类，一类是传说中降鬼镇邪的神人“支格阿尔”神图，一类是飞禽猛兽等动物护法神
神图。
这些护法神神图主要由线条构成，不上颜色，多附在诅咒鬼祟类经书中，以镇鬼祛邪。
第七，毕摩认为，经书也有魂灵，并具有神秘的法力。
经书是毕摩仪式活动的根据，同时也是毕摩们特有的信仰对象。
在长期的仪式实践中，毕摩们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祭经、洁经、为经招灵、祭送旧经、迎请新经等有关
仪式经书本身的仪式活动，还发展出一套有关仪式经书传承、借抄、抄写、收藏、流通与使用的习俗
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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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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