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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族学会会长　高发元

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完备多样，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丰富而

厚重。生活在云南的包括汉族在内的２６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以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

主教等五大宗教在云南均有传播。此外，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原始宗教和民

族民间宗教遗存，多种宗教形态和多元宗教文化并存。长期以来，宗教与各民族

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紧密相联，宗教对各民族的生产、生

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各民族人民和广大的信教群众在开发

边疆、建设云南中，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及边疆稳定、民族团

结、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云南的五大宗教和民族

民间宗教对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

化对云南的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构建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广大的

回族人民在云南社会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行为践行和诠释了伊斯兰教义中的积极

思想及和谐理念，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积极投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包括

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在其中正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

云南要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实现跨越发展的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而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是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必要保证，没有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

和谐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也就不可能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更不

开能实现云南的跨越发展，这是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宗教有其积极的因素，也有其消极

的因素；有其正面的作用，也有其负面的作用，而这些消极的因素一旦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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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膨胀，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甚至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加之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

我渗透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我省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思想

文化阵地的争夺十分激烈。随着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建设的不断推进，云南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点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所以，云南既是民族文化的富集地区，也是文化建设的薄弱地区，更是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的重点省区。再由于云南民族众多，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

衡，以及民族和宗教本身的原因，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诸多问

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相协调，影响和阻碍了云

南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云南，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

题，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加强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就尤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省委、省政府才把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作为云南的发展战略之一。

多年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以及全省各族人民

和各宗教及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配合下，云南全省总体上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

和顺的局面，为全省的社会和谐、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在全国做出了示

范作用。同时，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文化软实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国际社会形势的急剧

变化，在新的时期，民族和宗教问题越来越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情况，

并由此引发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怎样在新形势下认识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进

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强对民族宗教理论、政策、问题和实践的调查研究，

加强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

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重

要内容和根本任务。因此，在云南，做好对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就显得十

分必要。

纳文汇编审自１９８３年大学毕业先后在出版社、报社和科研单位工作并担任

领导职务，编过杂志、图书，办过报纸，做过管理，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和科研工

作，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较扎实、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

工作经验。在包括回族和伊斯兰教图书出版工作方面，以及回族研究上多有建

树，是当代云南著名的回族编辑出版家和回族学研究专家。《文汇集》一书就是

他在长期的理论学习、社会科学研究和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思考、创作、科研和

调查研究积累的成果。它包括了他多年来创作发表的部分散文、书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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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题调研报告，以及他所主持完成的包括院级、云南智库、省社科基金项目和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课题研究的成果简介。全书共４０余万字，内容涉及编

辑、出版、民族、宗教等方面，特别是对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桥头堡”建

设和 “一带一路”建设语境下怎样加强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建设，发挥民族文

化和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从理论、政策、实践、政府、社会、宗教等层面和视

角来进行思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同时，在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文

化方面也有其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艰苦

努力。要成功就必须努力，有耕耘就会有收获。这是他的经历，也是他的体会。

值此该书正式出版之际，特表示祝贺，并以此文为序！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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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外的世界

———中国民俗文化村里的云南少数民族

来到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就仿佛走进了一个过去与现实交汇的梦境，那小

城、古镇、石桥，向游人陈述着一段远去的历史，而那跌宕的瀑布、明净的湖

泊，又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今天———历史的焦

点上，幻化为一幅幅崭新的图画。

中国民俗文化村坐落在风光绮丽的深圳湾畔，占地１８万平方米。它是国内

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居建筑、民间艺术、民族风情为一园的大型文化游览区。在

这里你可以看到江南小镇、壮家山寨、布依石房、土家水上街市、傣家竹楼、蒙

古包、哈萨克毡房、陕北窑洞、北京四合院、清真寺、喇嘛寺等２１个民族的２４

个村寨和民居建筑。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你可以领略海南椰林、版纳古

榕、沧源崖画、徽州牌坊群等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及５６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

风情。

在色彩斑斓的情趣中，云南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民间工艺、风情民俗，以

其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独具魅力，吸引着中外游人。

云南有彝、白、哈尼、傣、纳西、佤、景颇等７个民族及摩梭人的民居 （村

寨）在这里落户，此外沧源崖画、独龙族藤桥、石林奇观等也搬到这里，彝族的

大三弦，佤族的木鼓舞，景颇族的刀舞令游人情不自禁，更有那傣家的紫米竹筒

饭、酸菜汤馋得游人不想离去。

当我们翻过小桥来到恬静的白族小院时，好客的白族 “金花”和 “阿鹏”

热情招呼我们坐下。一声 “老乡”，一口乡音，顿时倍感亲切。我们向他们询问

在深圳的情况，他们向我们打听云南家乡的变化，你一言，我一句，把两颗心拉

近，出门在外才真正体会到 “家乡人”的含义。虽然我们不是同一民族，但同

属于云南这方土地，这就够了。如若真遇上一个本州本县或本村的人，那高兴和

亲切劲儿就别提了。白族姑娘李梅芳、李春凤告诉我们，虽然她们在深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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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家里高得多，但她们很想家，很想回来。临别，她们把我们送出门外，要我

们回云南后代她们转达对家人的思念和问候。

从白族小院出来，我们来到了纳西族摩梭人的住地。登上摩梭人的木楞房，

热情的摩梭小伙子普宁看到云南老乡高兴得要为我们烧水泡茶。他们一共有９

人，都来自泸沽湖畔，也许是自幼喝高原湖水长大，养成了他们纯净的性格，在

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真诚朴实的美好品德，这在商品

经济高度发展、商业气氛浓厚的深圳是多么难得。

纳西族小院与摩梭木楼相距不远，院子里养着好几盆从丽江搬去的兰花，有

的正含苞吐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正堂屋的过道上围着许多游人，我们凑过去

一看，见一纳西族姑娘正挥笔为客人书写东巴文，那古老的象形文字展示出纳西

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这纳西姑娘姓蓝，她腼腆含笑地指着同伴告诉我

们，她们一共６人，是１９９１年５月来深圳的，都是地道的丽江纳西族，初来时

不太习惯，现在好多了，每人每月平均可挣８００～１０００元，另外还有８０元的伙

食补贴，除去吃穿零用，每年可净存６０００元左右，三年下来可望有２００００元积

蓄。我问她们三年合同期满后是回家还是继续签约，她们笑笑说到时候再说。或

许是各人的年龄、经历不一，有的想留下来闯荡一番，有的则说要回家，家乡虽

然贫困艰苦，但那里有他们爬惯了的山，走惯了的路，熟悉的水，更有那爱他们

和他们爱的亲人、伙伴。我在想，从边远的山区到现代城市，这一步确是跨得太

大，这不仅是机遇，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啊。

在彝族寨子里，又别有一番情趣。我们到来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在表演 “阿

细跳月”，和在家乡看到的一样，男女青年围成一圈，手拉着手，踏着大三弦的

节奏，翩翩起舞，不同的是脚下多了一块地毯，许多游客被这充满浓郁民族特色

的舞曲所吸引，动情地加入舞者的行列，跟着 “阿诗玛”“阿黑”跳了起来。虽

然伸出的脚不协调，哼出的曲子变了调，广味、京味、沪味、川味……但大家都

不在意，陌生的游人在这民族团结的舞曲中融合、陶醉。

当我们赶到佤族寨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在寨门口和几个准备去吃饭的

佤族男女青年碰上了。一听是云南老乡，就热情地和我们聊了起来。一个叫弄宰

的佤族小伙子转动着一双又大又黑充满灵气的眼珠向我们介绍说，在这里的１４

人都来自西盟佤山，过去从未离开过山寨，第一次出门就到了深圳。他们在这里

展演的佤族歌舞很受中外游客的欢迎，今年４月还要随民俗村 “土风艺术团”到

西德、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有关部门还准备将民族村搬到美国，到时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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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美国暂住。谁料走出家乡寨门的那一步竟会是如此的负重，这一步跨得实在

太远太远。正当我们谈得起劲儿时，一佤族青年捎来了一叠家乡的来信，霎时，

他们争先恐后地抢夺着、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忘了身边的我们，这大概才是他们

最高兴的时刻……

傍晚，在民俗村里的食品街上，我们又看到了弄宰，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吃

饭，桌上摆着刀叉、两串烤羊肉和一筒饮料，很显然他没有到食堂吃集体餐，是

没有赶上，还是嫌伙食不好？或许是要改善改善生活，享受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

滋味，那坐样，那派头，哪里像山里来的人，分明就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

是啊，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使深圳这样的小镇一跃成为现代城市，就连昔日温

饱都得不到解决，火车、汽车不知为何物的边疆山区也走出了像弄宰这样一群从

未出过寨门的地道的少数民族男女青年。他们不仅只身到了深圳，他们还将去闯

荡世界，让世人瞧瞧咱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威风。

（原文载 《云南民族报》１９９２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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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绝笔

那天本该是一个愉快的日子，但却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上午，我正

在卫生间，妻子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阿毛的妻子从玉溪打来的，说阿毛出事

了。我一听，心里一阵紧张：该不会是车祸吧？因他自己经常驾车外出。急忙往

玉溪挂了电话。电话中阿毛的妻子已泣不成声，哽咽着向我简单地说了事情的经

过。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阿毛遇难了。此时的

他正躺在太平间。

阿毛是我大学的同学。他姓毛名锐晶，因他天性活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大家都叫他阿毛。他是我极要好的同学之一，也是毕业后往来最多的同学。就在

他遇难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一起欢聚，感叹生命的意义。可此时他却躺在了

太平间。

噩耗传开，当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他灵堂前向他告别的时候，那情景让人

揪心地伤悲。３６岁的年华，魁梧健壮的身躯，多才多艺，精力充沛的他，就这

样离开了我们！

是的，他走了，就这样无愧地走了。他是为抢救自己的亲人在水中遇难的。

当幼小的儿子处在危难关头，他用生命竭尽了父亲的责任，献出了全部的父

爱……

他走了，就这样英勇地走了。他生前对工作尽职尽责，对朋友热情诚恳，为

人处世洒脱不羁。他总想用有限的生命来实现无限的追求，用多彩的线条编织美

好的人生……

他走了，就这样从容地走了。在他３６年生命的轨迹中，虽然没有惊人的壮

举，但他却以朴实无华的言行，平凡而显著的业绩回报予社会，用生命的绝笔勾

画出人生瑰丽的彩虹，潇洒从容地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他走了，就这样默默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留给我们的只是永远抹

不去的记忆。

（原文载 《春城晚报》２０００５９）

６

文汇集



曼峦 “帕西傣”（傣回）见闻

２００９年的春节，我同家人及朋友一行驾车到西双版纳旅游，其间专程到了

勐海县 “帕西傣”居住的曼峦寨。“帕西”是傣语不吃猪肉的意思，“帕西傣”

就是不吃猪肉的傣族，也称为 “傣回”。在许多资料和传说中，都把帕西傣说得

很神秘。我曾于１９７４年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时到过曼峦寨，但记忆中的曼

峦寨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那是一个坐落在半山坡的寨子，很干净，也很清静，

寨子里有许多竹林。

在离勐海县城七八公里的老昆洛公路旁远远的就可看到曼峦清真寺的圆顶和

隐隐约约的村寨。过了一座小桥，来到村头，就看到了清真寺。这是一座建盖不

久的砖混结构的清真寺，主楼有两层，建有叫拜楼，礼拜堂设在二楼，有一院

子，规模不大，但很清静。看完清真寺我们来到村子里，整个村里的房屋基本上

都盖成了水泥砖混房。我们信步走进村内一农户家，这家的男主人叫马明光，４３

岁，父母已去世。他有二女一男。两个女儿已出嫁，儿子刚讨回媳妇，与全家人

正忙着洗鸡洗鱼，一副过年的气象。院里坐着一位老妇人，看上去有８０多岁，

是马明光媳妇的奶奶，不会讲汉语。碰巧遇到马明光远嫁到北京的侄女 （马秀

梅，２０多岁）带着大约三岁的女儿专程从北京回来过年到舅舅家。其丈夫是北

京郊区人，曾在打洛口岸当过武警，他们是在西双版纳认识的，丈夫转业后她就

跟随到北京。

在他家的院子里停放着一辆奇瑞牌越野车，是男主人的。在我的询问下，男

主人向我们介绍说，曼峦村有七十多户人家，三四百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不吃

猪肉。过去穿傣装，讲傣语，现在许多年轻人开始穿汉装，说汉语。回族的三大

节日他们都过，春节也过，但不过傣族的泼水节；年轻人一般在十六七岁就结

婚；婚后一般生有２～３个子女，听说现在可以放开生了；死后实行土葬，形式

与回族同，坟地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后山上；宰牲由清真寺的阿訇宰，阿訇是外地

请来的，由村里的人挂功德生活；礼拜的人很少，即使在主麻天 （每周星期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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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礼”）也只有３～５人礼拜。我问他村里有没有人到过麦加朝觐，他说听说过

去有过，但不确实，现在没有人去过。我又问现在有没有人想去，他说没有。

全村以务农为主，主要栽种水稻、茶叶，不种甘蔗，兼做点生意，主要是搞

运输；他家兼做点茶叶生意。说到这，他还指了指院内堆放着的用麻袋装着的数

十袋茶叶说，那是去前年收购的，现在茶叶跌价卖不出去。前几年卖四五十元一

斤的茶叶，现在只能卖四五元。我特地要了一点泡了一杯，味道还不错。我本想

向他买一点，但又不好意思，只有作罢 （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后悔）。他们全家对

我们很热情，又是倒茶传烟，又是吃糖、吃水果，临走还送了我们一些茶叶。

从马明光家出来，我们又在其侄女马秀梅的邀请下来到了她家 （即马明光的

姐姐家），马秀梅的父亲 （岩光汉）正在做一种腌鱼肉剁成的傣味菜肴。马秀梅

和她穿着时髦汉装的妹妹马安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

他们，和他们聊起了家常。他们也送了我们茶叶。真是热情、好客的帕西傣

人……

在离曼峦寨四五公里的曼赛寨，也是帕西傣居住的寨子，人口、规模比曼峦

大一点，因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去了。看得出来，曼峦的帕西傣不论在经济、文

化，还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都正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

２０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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