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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点 评

李绍明 ( 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四川省民族

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凉山彝

族毕摩文化是我国彝族文化中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

川滇两省的毗邻大小凉山地区，迄今仍起着显著作用。

彝族毕摩文化是否值得保护，以及如何保护? 无论在官

方或民间 ( 包括学术界) 均存在不同的认识，因而有

碍毕摩文化的保护。本研究以此开题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毕摩文化置于非物质文化保护前提之下，

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指出其重要的 “非物”价值。

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毕摩文化必须进行保护的意义。

其次，从法律层面进行了保护毕摩文化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研究。此中梳理了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

苏、浙江、宁夏等 7 省区已分别通过的 “非物”保护

条例，进而，分析阐述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在 2005 年

制定的该县 《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条例》等前期各

地的成果，从而解除了人们的某些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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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还对保护毕摩文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

议。虽然这些建议尚可进一步研究，然其广开思路，大

胆创新，具有重要探索的科学价值。

有鉴于此，个人认为此项研究报告是一篇结合实

际，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价值的科研成果，已达到开题时

的预期，可以结题。其成果可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该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1) 缺乏对相关立法 ( 如丽江的东巴文化立法)

的对比研究。

( 2) 某些提法 ( 如对毕摩文化的 “实现开发与保

护的并行”等) 尚需进一步斟酌。

孙志强 ( 四川省彝学会会长、原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 谢世廉同志生长在凉山，他热爱凉山，熟

悉凉山彝族文化，对彝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主编的
“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及法律保护机

制研究”一书就是最好明证。该书是笔者多年见到的

有关彝族毕摩文化最好的论著之一，立论准确，所用史

料有据，确实是一篇很好的著述。

首先，本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彝族毕摩

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毕摩文化不是孤立的，它

是同彝族社会发展和彝族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的，有它

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就充分说明了不但有悠久历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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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着它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是它的历史价值以

及它不断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

其次，本书用历史和现实，充分揭示了彝族毕摩文

化的地位、作用。正如书中所指，彝族毕摩文化内涵丰

富，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它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文

化、文学、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医药等，是彝族文化

的核心和精髓，被称为传统的 “彝族百科全书”。毕摩

是彝族传统文化主要的传承者，在传统社会中还承担宗

教祭司的作用。由于毕摩懂彝文，有文化，有知识，是

传统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和尊重，所以不能

简单地视毕摩文化为宗教文化或落后文化，要看到它的

人民性。一个没有精神文化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

纳西东巴文化的发掘与整理，把一个仅有三十多万人口

的小民族推向世界，其实东巴文化中不少是借用了彝族

文化。有如此博大精深文化的民族，为什么不珍惜自己

的文化?

第三，本书强调法律机制，希望用立法、用法律手

段保护和发展彝族毕摩文化，这是本著述的独到之处，

它符合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历史已经发展

到了今天，用法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不仅需要，而且

也成为可能。希望以此推动彝族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与发展。

本书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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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保护彝族毕摩文化今天仍存在紧迫性与抢救

的问题。

( 2) 要用各种渠道深化对毕摩文化的宣传，各级

领导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王昌富 ( 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主任、

译审) : 通过认真阅读 《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性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本人认为有以下几个

方面特点:

第一，该研究意义重大。首先，本人认为，中国的

文化分布特征是 “北史南巫”，即北方以二十四史为代

表的史文化发达，而南方以巫文化见长，尤以彝族毕摩

文化为主要代表。由此可见毕摩文化在我国文化分布中

所占的地位和分量。其次，凉山 ( 包括大小凉山) 是

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人口超过 300 万，占彝族总人

口接近一半，这也是彝族文化保存和传承得最完整、最

原始的区域，而凉山彝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毕摩文

化，由此可见毕摩文化在整个彝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分

量。再次，毕摩文化受到各种冲击，现面临许许多多的

复杂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本书选题很好，有极强的

针对性、实用性和紧迫性。

第二，结构布局科学合理。第一篇作了毕摩文化概

述，第二篇详细分析了毕摩文化非物质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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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性) 和重要价值。第三篇也是本书的重点和落足

点———保护毕摩文化的法律机制研究。提出了较多、较

细的设想，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各大篇目次清楚，层

层推进，一一剖析，方法得当，自有特色。

第三，该成果有重要理论创新，有较大的观点突

破。表现在: 对 “毕摩文化”概念作了较科学、较全

面的界定; 对毕摩的发展史作了一定的梳理 ( 包括它

的产生、发展及现实) ; 对毕摩、毕摩文化的价值作了

客观的评价; 对毕摩文化的濒危原因及摧残因素第一次

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一针见血，分析到位; 在全面

分析毕摩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把毕

摩文化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来管理、保护、传承和发展，

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措施办法。诸如: 像云南

和安徽等兄弟省制定保护条例法制化，像保护东巴文化

和花鼓灯一样保护毕摩文化，追究损坏毕摩文化有大过

错者的刑事责任，政府加强协调提供政策补充和经费保

证，规范研究和开发体系，开展毕摩文化的培训和资格

考核认证，对重要毕摩给予津贴和医疗养老保障，加大

政府投入，保护、翻译和利用毕摩文献，等等。这些都

是利国、利民和可行之举措。

第四，观点明确，材料翔实，论证充分，文风严

谨，结论可信。该成果始终沿着说明和提出问题，分析

和研究问题，论证和解决问题的主线展开。所提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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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论点鲜明，所用的自身调查材料和引用材料真实可

靠，所用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得当，坚持辩证唯物观和历

史唯物观，客观、公正，充满历史责任感。观点、结论

均认真、负责，对政府了解凉山毕摩及毕摩文化，制定

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具有实际的、可靠的参考价值。

总之，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并有很大理论贡献和实

际运用价值的重要而成功的社科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科

研人员是付出了较大心血和劳动的，应当褒奖。

同时照例提一下，个人认为，全篇如上所述很成

功，但在第二篇分析、论证 “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性”时，有点拘泥于几条国际标准，毕摩文化的

非 “标准”外的特点没能展开，但这不影响全篇的成

功、优秀和该课题者们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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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底，在四川省关于将《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申报列

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时，我曾经在推荐书中写过:

“毕摩”是中国古代宫廷 “祭师”在彝族社会中从未断线

的延续者，又是“老师”称谓的同义词。如今 “毕摩”最重要

的法器…… “乌突”，即 “老师”随身携带的笔筒。后来，随

着历史的演变， “毕摩”又称谓具有最高神权的祭祖主持人。

因此，无论是黑彝毕摩还是白彝毕摩 ( 均是祖传) 都享有极高

的社会声誉，故有“毕摩在座，土司到来不起身”之说。

“毕摩”具有最高神权之后，形成了以提毕渣穆和昊毕始

祖为代表的两大教派，后经美姑人氏阿苏拉则集两派之大成，

形成了彝族统一的毕摩经典和操作程式，一直流传至今。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毕摩经书———毕摩文献，已经成为

彝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涵盖了古代彝族政治、经济、哲

学、历史、天文、历算、文艺、军事、医卫、内功……等无所

不包的文化成果。浩若渊海的毕摩经书，无人能全部通晓。它

在世界民族大花园中，也堪称独具特色的一朵。所以，我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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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推荐它列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盼能如愿!

今天，我又高兴地推荐 《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性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一书，供专家学者、有关领导和

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综观省内外乃至国内外涉及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著述，主

要都是介绍其内容、表现形式和发展现状，一般将 “毕摩文

化”定义为由毕摩所创造和传承; 而本书在系统归纳阐述彝族

“毕摩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 “毕摩文化”定义为是包括宗

教祭司毕摩在内的广大彝族先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

中所总结创造的、由彝族本群体特别是彝族知识分子毕摩世代

传承下来的、本民族独有的族群文化，是彝族民间传统文化的

核心文化。本书将毕摩文化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条款进

行比对，指出: 毕摩文化扎根于彝民族这个特定群体的日常生

活中，处于濒危状态; 毕摩文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

面的珍贵价值; 毕摩文化符合人性、顺应可持续发展、促进民

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和谐，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总之，毕摩文化

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迫切需要从各个层面作制度设

计加以保护，尤其需要从法律机制构建的层面多作努力。本书

针对性地提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建议，我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一、确定了更为科学的毕摩文化的综合定义，既肯定毕摩

在毕摩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中的突出作用，又明确指出了毕摩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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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彝民族集体创造与传承的本族群的本体文化。

二、本书创新性地从毕摩文化是否能够被纳入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入手，分析了该文化的特征，针对性地就

凉山毕摩文化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之间的异同进行

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上 “毕摩文化是封建迷信，不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进行驳论并对其进行定性，确认了

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强调了对其实施保护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

三、本书还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从法学的

层面提出了构建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的意见和一整套为实

现对毕摩文化进行保护而设计的法律制度，以及保障法律制度

目标实现的一系列机构、设施、人员、运转方式、原理与措施，

具体包括对毕摩文化进行保护的法律观念培养和法律制度建设、

执行、监督与完善等多个环节内容。

四、本书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因为种

种原因，国家和省上迄今还没有正式发布。因此，毕摩文化的

保护，决不能等、靠，要充分应用 《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

权力，凉山州应尽快自己立法加以保护。

五、本书提出，对毕摩文化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

作，是一个关系到政府和民众的一项文化工程，政府应当充分

发挥行政职能，综合协调，作为政府重要工作来抓，纳入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全面长远、切实可行的总体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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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政绩考核相结合。

当然，《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及法律保护

机制研究》一书所涉及的毕摩文化对凉山地区的现实影响等内

容，还有待进一步调研; 书中提出 “关于毕摩文化传承人应打

破传统世袭的传承制度”问题尚值得商榷; 对毕摩文化保护的

法律机制所涉及的各项措施的协调健全，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

可行性论证，促进其落到实处; 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在我国还处在初创而飞速发展的时期，故本书探求未尽之

处，还有待今后与凉山毕摩文化申遗保护的实际结合开展深入

的综合性研究。

( 冯元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彝学会名

誉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原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

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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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论

彝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

族，主要生活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总人口为
776. 23 万人，位居壮、满、回、苗、维吾尔、土家之

后，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列第七位。新中国成立

前，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不平衡，云、贵两

省和广西彝区与汉区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交错衔接、杂

居共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受其影响，已基本进入

封建社会; 而今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大小

凉山”地区，其彝族聚居区域当时却还基本处于奴隶社

会阶段。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南邻金沙江，

东抵四川盆地，北倚大渡河，西跨橫断山南麓。州内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 地表起伏大，多高山深谷; 木里县

恰朗多吉 ( 夏俄多季) 峰海拔 5958 米，雷波县东部金

沙江畔的大岩洞金沙江谷底海拔 305 米，高低悬差达
5653 米，形成特殊的地形、地貌和与世隔绝的社会环

境。全州面积 6. 04 万平方公里，辖西昌、普格、布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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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金阳、雷波、美姑、甘洛、越西、喜德、盐源、

冕宁、木里、宁南、会东、会理、德昌 17 个县 ( 市) 。

2005 年年末总人口 428. 5 万人，其中彝族 192. 5 万人，

占全州总人口的 44. 9%①，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

区。大小凉山的彝族自称 “诺苏”，“诺苏”又是全国

彝族中人口最多的支系，接近彝族总人口的一半。因凉

山地形、地貌与世隔绝和社会形态特殊，较完整地传承

和保留了古老的毕摩文化———彝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核心

文化，是难得的全国唯一的毕摩文化原始生态区。

目前，学界研究毕摩文化的学者与论文不少，把毕

摩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作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申报的单位或地区也都有了。问题是，对毕摩文化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的工作，是一个关系到政

府、学界和民众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不管申报还是保

护，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走的路子还很长。在我们的

接触中感到，对于毕摩文化，社会上还存在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毕摩文化就是宗教祭师毕摩创造和传承的文

化; 二是把毕摩文化与封建迷信混淆不清。我们认为，

这两者都会有碍于毕摩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及对

其进行保护的法律机制建立，从而也必将有碍于对毕摩

文化的全面保护。

① 参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凉山州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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