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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上通过的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五个方面的项目：

“（ａ）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ｂ）表演

艺术；（ｃ）社会风俗、礼仪、节庆；（ｄ）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

践；（ｅ）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

性的含义，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是指

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含义上的非物质性。所

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

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简单地说，“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如历史文物、历

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如三星堆、都江堰、故宫；而 “非物质文化遗

产”即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如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南音、南京云锦织造

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等。

东巴画是纳西族东巴文化艺术的一项重要内容，流传在云南省丽江市

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以纳西族民间信奉中的神灵、传说中的祖先

及动物等为主要描绘内容，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要有经卷图

画、木牌画、纸牌画和卷轴画等形式。

东巴的经卷图画包括东巴图画文字、封面装帧画、经书扉页和题图

等。东巴的木牌画是在简制的木牌面上绘制出的图像，它主要用于纳西族

的插地祭祀活动，与两汉时期中国西北部古羌人的 “人面形木牌”有着渊

源关系。东巴的纸牌画以自制的土纸为载体，它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绘

制的神像，或竖于神坛供人祭拜，或戴在祭司头顶；另一类是绘画谱典，

或用作绘画者的规范，或用作绘画传承时的教本，这种谱典种类较多，可

以自成体系。东巴的卷轴画多绘于麻布或土布上，四周用蓝布装裱，上有

天杆，下设地轴，绘画内容多为纳西族信奉的神癨。卷轴画在继承纳西族

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既借鉴了藏、汉等民族的绘画技法，又吸收了佛、道

文化元素，特别是吸取了元、明以来藏族唐卡造像艺术的特点，兼收并

蓄，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卷轴画 《神路图》是东巴绘画艺术中的煌

煌巨制，全长十几米，由１００多幅分格连环画组成，直幅长卷上共描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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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多个人物及动物形象，场面宏大，气势壮观，技艺高超，反映了纳西

族灵魂不灭的生命意识和完善人生的伦理观念。

东巴绘画主要以木片、东巴纸、麻布等为材料，用自制的竹笔蘸松烟

墨勾画轮廊，然后敷以各种自然颜色，绚丽多彩，历经数百年而不褪色。

其绘画形象具有强烈的原始意味，以线条表现为主，并不注重事物外部的

形体比例，但朴实生动，奇异诡谲，野趣横生，色彩多用原色，鲜艳夺

目。许多画面亦字亦画，保留了浓郁的象形文字书写特征，是研究人类原

始绘画艺术的 “活化石”。２００６年，纳西族东巴画与杨柳青、桃花坞木版

年画、藏族唐卡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

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规范化，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 “国

家 ＋省 ＋市 ＋县”共４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

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

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和利用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

展意义重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所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已经是刻不容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

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中华民族

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

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

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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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提到，物质文化遗

产以物为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千百年来口传心授，反

映群众生产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精华。物质文化遗产的毁灭需要外力，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往往是人亡歌

息、人亡技绝。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

传统技艺濒临消亡。他认为：“把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纳入到教育体系，这

无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和保护，京剧进课堂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前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

索》一文中提出：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载体。”① 这些理念和观点体现了对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强烈愿望和

对传承方法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一种民族符号，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真正打

动人的、有价值的，并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形式里面蕴藏的民族情感。传

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因此，

对非物质遗产传承模式的探讨就显得尤为突出，能够通过研究、教学、实

践实验，寻求符合传承要求、方法、措施、保障等方面的推广经验，是值

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

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因此，

在地方高校进行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教学、传承和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地方高校开展纳西东巴文化教学、研究、传承工作，具有以下

纳西东巴文化优势和特点：①具有广泛的传承对象，并有较好的专业理论

基础和实践表现能力；②能够整合地方民间、博物院等各文化部门的东巴

① 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载 《求是》２０１０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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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藏品资源，借助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传承工作指导、服务；③具有良

好的教育教学环境和理论、实践教学条件，学生可以参与当地开展的东巴

祭仪活动，深入感受、体验民族文化内涵；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

进行教学，对形成阶梯式传承发挥积极的作用；⑤在地方高校传承，对东

巴画非物质遗产在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传播将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⑥在

地方高校传承、研究，并将东巴画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对地方特色文

化传播、旅游产品开发、绘画艺术创作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⑦在地方高

校开展教学，为全国各地非物质遗产保护、研究、教学、实践实验寻求符

合传承的要求、方法、措施、保障等积累推广经验。

２０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注重发展教育的民族特色、地

方特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各大专院校立

足于地方民族文化，不断加强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课程设置、教学研究与

教材编写，努力开辟独具特色的课程与专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东巴画教程》是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经过五六年的科研、在

教学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也是云南省高校 “十二五”规划项目研究成

果，其编写是为了研究、探索和开发地方高校民族、民间文化特色课程设

置、教学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该教程的内容包含东巴文化概述，东巴画

概述，东巴画的类别及特点，东巴画的工具、材料与制作，东巴画的画法，

传统东巴画中的法器与动植物形象，东巴画作品欣赏，经典东巴临摹范画。

该课程的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内涵，认识

东巴文化与东巴画之间的关系，了解、掌握传统东巴画、现代东巴画的基

本概念，了解、认识传统东巴画的类别、特点、绘画工具、材料与制作、

绘画步骤和方法，了解现代东巴画借鉴传统东巴画的造型语言，特别是字

画同一的绘画特点来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和体现现代人的审美心理，从而形

成新的绘画形式和内容。

通过作品欣赏教学，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认识优秀的传统东巴画和现

代东巴画作品，提高学生对优秀传统东巴绘画和现代东巴画作品的内容、

造型、色彩、技法等特点的认识、分析、理解、审美能力，提高自觉学习

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识，加强认识学习优秀民族文化与本专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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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拓展学生民族文化知识，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养。

东巴画是一门具有民族、民间绘画特点的绘画理论、技法课程，对学

生学习和认识优秀的民族、民间绘画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民

族、民间绘画的学习，将民族、民间绘画的绘画造型语言、绘画题材、绘

画材料、绘画技法等融入到现代的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动漫设计、广告

设计等专业课程中，对形成地方高校独特的专业特色有着良好的促进

作用。

我们相信，通过广大民族文化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可以找到中国

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学习、传承、创新的新方法、新途径，

不断使优秀民族文化艺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第一章　东巴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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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群中的古羌人，后从内蒙古、青海、藏东南、

川西，沿着藏彝走廊一直迁徙到今天的分布区域。在漫长的迁徙和社会发

展历程中，纳西族产生了古老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记载和传说。早在汉代

文献中就有关于纳西族历史的明确记载，特别是在 《华阳国志》中，第一

次提到 “摩沙夷”，其后不绝于史书，历历可考。纳西族历史久远，注重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在纳西族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

教育首先说的是与人为善，与人和谐相处，不要制造矛盾，更不要发生冲

突。纳西族保持这种理念，就是认为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关系，是兄弟关

系，应始终保持 “天人合一”的人地和谐关系。而纳西族主体文化———东

巴文化更是吸纳众家之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童年时代记忆

的遗产。

第一节　东巴文化的基本内涵

东巴文化是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纳西族历史发展的全过

程。东巴文化的起源问题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东巴文化可以分为无文

字时期和有文字时期。古代早期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口诵是最主

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东巴文化也不例外，东巴文化靠口传心授来传承文化

和举行各种民俗活动。这一历史时期最为漫长，远远超过有文字的历史。

而东巴文字形成的时间，一般认为最迟形成于唐宋时期，至今已有１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东巴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文

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还是一种民俗活动，是由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

西族古文化。世俗化是东巴教、东巴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有别于其他宗教

文化和纯民俗文化。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其祭司叫东巴，是东巴

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意译为智者，是纳西族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

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东巴文化是东巴教徒世代传承下

来的、用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记录下来的纳西族古代文化，它的内涵十分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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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纳西族东巴祭司

一、东巴文化的内涵

“东巴”这一称谓是民间对纳西族祭司的尊称。和志武认为，按照纳

西语直译，东巴应该是指 “山乡诵经者”，意即 “智者”。他还进一步指

出，东巴巫师、祭司，字像人坐形，头戴神冠，口出气以示念经 （ ）。①

古语对东巴的称呼是 “本波”，而东巴是民间俗称。李国文认为，东巴是

纳西语 “达巴”的音译，还写作 “多宝” “多巴” “东跋” “刀巴”等。②

郭大烈认为，“东巴”一词来源与吐蕃前期苯教所尊奉的教主丁巴什罗有

关，“丁巴”即是东巴，在藏语中有祖师、弘法、大师等含义。此外，习

煜华、杨逸天等都认为 “丁巴”和 “东巴”不过是一音多译的结果。还有

学者提出，“东巴”一词是藏语借词，藏语音读的 “多巴”，不仅有祭司的

①

②

和志武：《和志武纳西学论集》，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页。
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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