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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化讲座与国际交流】  
Dongba Culture Lec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东巴文化讲座在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举办 
 

2024 年 10 月 15 日〜28 日，受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校

长 Negoslav Ostojic 教授邀请，在塞尔维亚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中国学

者、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副秘书长程诚赴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考察交流，在这座国际政府间教育

和研究机构成功举办东巴文化讲座，演讲题为“世界上最后的象形文字--东

巴古籍国际共享”，向国际各界人士分享了他作为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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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两次下乡与老东巴破译东巴古籍和通过与荷兰莱顿大学、巴黎语言

文化大学、英国曼曼彻斯特大学等世界各国收藏东巴古籍的机构合作将数字

化的东巴藏本带回纳西本土的切身经历，将这一濒危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世界记忆”的文化遗产在联合国舞台上与世界分享。 

 

演讲重点表述了促进会致力于呼吁国际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数字化古老

的东巴古籍，并使其与全球共享为终极目标，让这一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独

特古老文字在当代文明和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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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首次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

座，讲座由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新加坡特别代表林狮丰主

持，华人教授周麟劼博士作为讲座的重要组织者全程协助了讲座翻译。世界

卫生组织斯洛文尼亚办事处主任梅丽塔·维伊诺维奇博士、波黑创伤与管理

协会亚瑟米娜博士、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各个国家的专家、

学者与教授共二十余人现场参加了讲座，并通过网络向全球进行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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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引起联合国官员和各界人士一致赞扬。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梅丽

塔·维伊诺维奇博士评价说，我很高兴能看到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ADCA）研究团队成员多年来抢救东巴文化古籍所做的努力，很欣慰东巴

象形文字的古籍在经历了中国文革后，依然能够得到新生和传承。 

 
 
 
主讲人简介 

程诚 (Gyatso Chan)，上海人，主修人类学、社会创业学。北京东巴文
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中国合规
主任、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开发区与新形态就业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外交部南南合作促进会会员，世博
国际联盟助理总干事，分别荣获 2018
年欧洲科学院特别贡献奖，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针灸日特别贡献奖，参与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
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
享平台建设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 办 公 室 批 准 号 :12&ZD234 、 结 项
号:2018&J021)，长期从事喜马拉雅沿
线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程诚与习尚洪东巴在香格里拉白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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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校长奥斯托伊奇教授代表学校接受程诚代表 ADCA 的捐赠 
 

程诚在讲座期间还代表北京东巴文化

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向联合国和平大

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捐赠了他作为 ADCA
研究团队成员下乡与老东巴破译东巴古籍

时，在香格里拉白地收藏的习尚洪老东巴亲

笔东巴画作。绘画内容为东巴神话中自然神

中的一个战神形象。捐赠意义为祈愿世界和

平，希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东巴神轴画： 

东巴自然神战神：美米巴罗 

画布材料：手织麻布 

颜料：天然矿物质 

作者：习尚洪东巴祭师 

创作时间：2017 年 
 

程诚收藏于 2017 年并于 2024 年代表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将该画捐赠

给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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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校长 Negoslav Ostojic 教授对程诚

先生的东巴文化学术讲座的

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为程

诚颁发了捐赠东巴绘画和成

功举办东巴文讲座的表彰证

书以及中国特别代表聘书。

本次讲座也受到了中国新闻

社和欧洲时报的关注，并为

此做了专题报道。 

程诚在塞期间还受邀参

加了由前南斯拉夫国家卫生

部常设流行病委员会 米

兰·约瓦诺维奇·巴图特博

士创立的塞尔维亚公共卫生

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典活

动。同时拜访了塞尔维亚中

国文化中心，向张爱民主任

汇报了此行塞尔维亚的东巴

文化讲座成果和收获，并做

了深入座谈，期待未来为中

塞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新闻网 

http://www.sh.chinanews.com.cn/wenhua/2024-11-11/130440.shtml 
 

欧洲时报 
https://mp.weixin.qq.com/s/aMM5XpXJPk9YiJ8kd5fADA 

 
 
 
背景资料：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ECPD）总部设在贝尔

格莱德，是根据联合国和平大学理事会 1983 年 1 月 20 日《第 UPEACE-C2/19
号决议》、前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与联合国和平大学之间签署的《“前南斯拉夫
联邦共和国官方公报”第 9/85 号国际协议》成立的大学学术机构。 

 
 

http://www.sh.chinanews.com.cn/wenhua/2024-11-11/13044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MM5XpXJPk9YiJ8kd5f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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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18516110765 固话：021-62496853 

投稿邮箱：shanghai@chinanews.com.cn 
 

中国学者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受国外学者欢迎 
2024 年 11 月 11 日 17:08   来源：中新网上海 

 
  中新网上海新闻 11 月 11 日电（记者 缪璐）10 月 15 日-28 日，受联合国和平大学欧

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校长 Negoslav Ostojic 教授邀请，在塞尔维亚驻上海总领事馆支持下，

知名古陶瓷香炉收藏家、上海市华侨收藏协会副会长谢文一，中国学者、北京东巴文化

艺术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程诚与国外学者开展交流。 
  交流期间，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分享会召开，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新

加坡特别代表林狮丰，世界卫生组织斯洛文尼亚办事处主任梅丽塔·维伊诺维奇博士、

波黑创伤与管理协会亚瑟米娜博士、巴西金砖国家合作学会研究员、里约热内卢大学访

问学者、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唯一华人教授周麟劼以及联合国和平大学

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各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与教授共二十余人现场参加了讲座，并通过

网络进行了直播。 
  谢文一讲座的主题为《中国古香炉与中国古瓷之美》，谢文一收藏了近千件中国古瓷

香炉，他从藏品中甄选了各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古陶瓷香炉，并结合这些珍贵的藏品，介

绍了从 6000 年前的燎祭到新古器时代晚期的陶熏，从战国原始瓷炉到汉代绿釉陶炉，从

大唐盛世的唐三彩炉到宋代五大名窑香炉，从辽金到明清时期各类精彩粉呈香炉香薰，

并且分析了各朝代香炉所折射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 
  程诚的讲座主题为《世界上最后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国际共享》，分享了他作为

ADCA 团队成员两次下乡与老东巴破译东巴古籍的切身经历，所在团队推动文物数字化

回流工作的经验分享，通过与荷兰莱顿大学、巴黎语言大学等世界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将

数字化的东巴藏本带回纳西本土将这一濒危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在联合国

的舞台上与全球共享，通过共享数字化东巴经书的最终目标，让这一以自然崇拜为核心

的独特的古老文字在当代文明和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校长 Negoslav Ostojic 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

讲座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给讲座主讲嘉宾颁发了中国特别顾问代表聘书。（完） 
                                                                             编辑：缪露   

http://www.sh.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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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合作成果】 

Achie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From Lijiang to Leiden and back: 
digitiz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ongba manuscripts 

 
从丽江到莱顿再回归：东巴古籍的数字化与翻译 

 
Tayoulamu Xu Zhang（张旭·塔尤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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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稿： 

 
从丽江到莱顿再回归：东巴古籍的数字化与翻译 

 
张旭·塔尤拉姆 

 

1936 年，十三卷纳西族东巴文手稿进入荷兰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

博物馆（Wereldmuseum Leiden，图 1）。这些手稿是荷兰传教士艾丽丝•

莎藤（Elise Scharten，1876-1965 年）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西南部云

南丽江传教时收集的。在这十三份手稿中，有十一份是由居住在喜马拉雅山

麓的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东巴祭师用象形文字书写的。1东巴文是唯一仍在使

用的活的象形文字，它已成为纳西族东巴的象征。这些象形文字不仅仅用来

传达语言，还被用于记录纳西族的仪式和传说中的重要内容。 

图 1.东巴手稿中的一页，标题为《长寿神树的起源——祈求长寿》，纸本水墨，约 9 × 28 厘米，
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Wereldmuseum，RV-4175-15） 
 

2013 年，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瑞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发现了一封由艾丽丝•莎藤（Elise Scharten）于 1922 年 11 月 21 日

从丽江写给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

1873-1932 年）的信。弗雷斯特一直在纳西族地区收集动植物标本，在看到

东巴经书后开始收集手稿 2。他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但他显然是请求

了莎藤代表他这样做，因为莎藤在信中接受了他的请求，并附上了她为弗雷
 

1 “东巴”一词既可以指纳西族的宗教，也可以指纳西族的祭师。 
2 1916年至 1932年间，福雷斯特将他收藏的 100多份东巴手稿卖给了英国的约翰·瑞兰兹图书馆，该图书馆现在属于

曼彻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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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翻译的经文：“两本带有翻译的摩梭手稿。我希望您能通过译文弄清楚

书中的图画文字是什么意思。”（莎藤 Scharten 1922 年）。3 

1936 年，莎藤将八幅藏文唐卡和六份藏文手稿（RV-4175-1 至 14）

借给了博物馆，并表示在她去世后将把这些藏文唐卡和手稿遗赠给莱顿博物

馆（莎藤 Scharten 1936 年）。在 1936 年至 1959 年间的某个时间，十三

份纳西族手稿（其中十一册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RV-4175-15 至 27），两

册以戈巴文写成（RV-4175-20 和 21）也加入了这批借出的手稿中（注：

1959 年）。4 在她于 1965 年去世后，她整个系列的藏本遗赠给了博物馆（帕

特 Pott 1969：15）。作为一名女性收藏家和翻译家，莎藤的工作使她在纳西

研究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尽管她的名字几乎从未在该领域的早期出版物中

被提及。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成立于 1997 年，以抢救、保

护和研究东巴文化为使命。52020 年，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荷兰莱顿国立

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开展了一项国际东巴古籍手稿数字化项目。同

年，博物馆收藏的东巴手稿数字版被带到云南的白地村，由一名东巴祭师进

行了破译。 
 
 

东巴文的起源和早期西方研究 
东巴象形文字的确切起源至今仍有争议（杰克逊 Jackson，1964 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研究者们从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地理环境、文献材料

以及文字本身中寻找答案。然而，目前还没有学者找到关于东巴象形文字本

源的确凿证据（蓝伟 2018 年）。 

纳西族的祖先是中国西北羌族的后裔。相传，部落内的战争和对新牧场

的寻找，促使这个中国北方草原上庞大而强大的牦牛游牧部落的一个分支开

始了漫长的南迁。最终，他们到达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定居在今天云南省

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脚下。 

 
3 在 1949 年前的纳西学中，纳西族被称为 “摩些”(Moxie)，英文转写为 MoSo，法文转写为 MoSSo。(So）是人类的
古称（Dalie & Zhiwu 1994）。 
4 戈巴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不过，戈巴文字的变化非常大，有时几个单词的发音相同，有
时一个单词有不同的含义。 
5 自 2013 年起，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开始实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12&ZD234 ） “‘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ADCA 网站：http://www.dongba-cul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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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萨满教基于对万神殿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信仰，即世界万物皆有灵

魂。东巴经文以口述形式流传，祭师们在树干和石头上刻下标记，作为诵经

时帮助记忆的符号。因此，东巴经在纳西语中被称为 “木石印记”（ssî dgyú lû 

dgyú）。东巴祭师用竹笔和墨水在传统的东巴纸上书写了象征自然界形象的

千余种东巴图文。从此，东巴经书成为东巴象形文字的载体，代代相传。6  

欧洲人对东巴文的最早描述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下半叶。1867 年，法

国海外传教会西藏传教团的神父奥古斯特·德斯古丁斯（Auguste Desgodins，

1826-1913 年）将十一页关于魔鬼起源的东巴手稿带回巴黎。1885 年，阿

尔伯特·特里安·德·拉库佩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发

表了《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字起源》的文章，这是西方基于德斯古丁斯收

集的手 稿 发 表 的 第 一 篇 关 于 纳西东 巴 象形 文字的 出版物 （拉库佩里

Lacouperie 1885）。1898 年，亨利·奥尔良王子（1867-1901）出版了《从东

京到印度》（奥尔良 d’Orleans 1898）。奥尔良王子将他在澜沧江流域的纳西

族村落收集的五册东巴手稿带回了法国。1913 年，探险家和藏学家雅克·巴

克（Jacques Bacot，1877-1967）出版了纳西学研究史上首卷研究专著《摩

梭人》（《Les Mo-So》巴克 Bacot 1913）。 

最著名的纳西族东巴古籍研究者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

（Joseph F. Rock，1884-1962）。自 1922 年以来，他一直在丽江收集植物

标本，但逐渐将重点转移到纳西族东巴教和东巴经文的研究上。洛克在纳西

族地区生活了 27 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他已将近 8000 册东巴手稿带

到欧洲和北美（李霖灿 Lin-Tsan，1984 年）。他最著名的专著包括《中国西

南部古纳西王国》（1948 年）和《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第一卷，1963 年；

第二卷，1972 年）。 

 

 

东巴文化的现状与保护 
1999 年，我带领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的一个研究团队在云南省藏区的

香格里拉纳西族三坝地区进行田野调研。香格里拉是云南省藏区东巴教的发

源地。我们和当地的东巴祭师习阿牛（1913-2009）住在一起。纳西族人对

他非常尊重，并授予他东巴王的称号。他特别精通东巴占卜和仪式中的舞蹈。

 
6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纳西东巴古籍手稿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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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团队拍摄了他的日常生活、他为村民占卜以及他他主持东巴仪式和书写

东巴象形文。在这些活动中，他充当了神灵、人类世界和自然之间的桥梁。 

由于自然崇拜的思想，纳西族东巴相信：天地、日月、山川、风云等一

切自然现象都是有灵魂的，都要对它们进行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包括祭天、

祭祖、丧葬、庆典、治病、祈福自然神灵和镇压恶魔等。仪式由东巴祭师主

持，他们在每次仪式中都要颂唱和背诵相应的经文。无论仪式规模大小，都

要在东巴经文的指导下进行。 

此时，我们在东巴习阿牛家中发现了极少数幸存的东巴手稿和占卜卡。

他祖上传下来的无数经书都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全部被烧毁。

这些经文的内容只能保存在这位年近 90 岁的东巴大师的记忆中。由于没有

书籍，他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他的儿子们和弟子们。7 

有鉴于此，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的目标是将各国收藏的东巴文古籍数字

化，以便拥有纳西族东巴手稿的机构、纳西族东巴祭师以及下一代读者和研

究人员能够共享这一遗产。这样，数字化书籍的内容就可以通过仅存的几位

老东巴的破译而得以保存于世，使其得以继续在本土使用。8 

 
 
从莱顿回到纳西故土 
2020 年元旦，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与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

签署了学术合作协议，至此，博物馆将其所有东巴古籍手稿馆藏数字化。随

后，促进会的研究团队将这十一份手稿的数字版带到了云南香格里拉白地这

一偏远的纳西族村庄。 

80 岁高龄的东巴大师习尚洪是该地区唯一能够破译古代东巴象形文字

的祭师（图 2）。东巴习尚洪出生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个偏远山村的东巴家

庭。他的父亲习有才东巴，以绘画专长而闻名。习尚洪东巴是已故著名东巴

习阿牛的第一位弟子，是目前纳西族为数不多的“大东巴”之一。 

 

 
7 所有东巴巫师都是男性。他们的地位是世袭的，从父亲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如果没有儿子，则传给侄子; 偶尔也
会有师傅从东巴家族以外收徒。 
8 德国纳西学家奥皮茨（Michael Oppitz）博士（ADCA 国际学术顾问）在 1999 年丽江东巴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
了 “纳西手稿联合库 ”的建议。同年，ADCA 开始在云南藏区寻找能够破译东巴手稿的老东巴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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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巴祭师习

尚洪在破译收藏在

莱顿世界博物馆的

东巴手稿的数字版 

摄影：高维敬 

ADCA，2020 

 

 

20 世纪 60 年代，宗教仪式被禁止，习尚洪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他

回忆说，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们就不再举行纳西族传统仪式。直到 60 

年后的 2019 年，最重要的古老的传统祭天仪式才在白地恢复。自2009年以

来，习尚洪一直在与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合作，破译西方收藏的东巴手稿。
9 虽然他从未见过莎藤收藏的手稿，但他记得小时候他的老师习阿牛给他讲

过的许多东巴神话。因此，他能够破译这些经文中的神话内容。 

 
9 有关如何阅读纳西东巴手稿，请参阅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和莱顿大学举办的 “数字展览 - 纳西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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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DCA 研究团队在破译和翻译《创世纪》东巴手稿（RV-4175-26）高劲松摄，2020 年 

 
在莎藤藏本中有两卷东巴创世神话（RV-4175-24 和 26）。《祭天》

手稿（RV-4175-27）收录了纳西族社会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仪式。《祭风神》

（RV-4175-25）是一本书中附有各种图像，用于绘制在木板上的祭祀规程

的书。东巴祭师通过举行仪式来超度自杀的亡灵，让他们到达专属于忠贞恋

人的山国。经文《祭东巴神罗》（RV-4175-23）用于东巴大师的葬礼，护

送他们的灵魂上天堂。在偏远的纳西族山村，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火葬仪式

传统（张旭，1998 年：127）。另外一两个值得一提的手稿是《长寿祈祷文》

（RV-4175-15 和 16）。传统上，这种仪式是为德高望重的年长东巴大师

或村寨长老举行的，以便将大东巴的无穷法力和长老的高尚品德传给后代。

其中的一册手稿（RV-4175-15）描述了长寿树的神话，生动地描述了鬼魂

如何破坏神树，众神如何保护并恢复被破坏的神树。莎藤收集的十一册东巴

手稿代表了一些最重要的东巴传说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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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比 
纳西族的《创世纪》在纳西语中被称为Coqbbertv，有多种译名，如《世

界的起源》、《人类的迁徙》或《洪水的故事》。它是最重要的三部东巴经

史诗作品之一，讲述了万物起源、天地和人类的诞生以及纳西族先民历经数

千年、跋涉数千公里的迁徙故事。10
图  

 
 

 

 

 

 

 

 

 

 

 

 

 

 

 

 

 

 

 

 

 

 

 

 

 

 

图4. 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档案中 莎腾打字十页翻译中的第一页（Scharten n.d.：1） 

 
 

10 另外两部是英雄史诗《黑部落与白部落的战争》和爱情史诗《情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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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藤的译名为《人类从哪里来》（From Where Mankind Comes? ）保

存在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莎藤Scharten n.d.）（图 4）。在她

的译文中，《创世纪》神话开头几行如下： 

 

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神灵创造了万物。 

在地球上， 

精灵会说话。 

树木可以行走。 

石头可以张嘴。 

大地可以移动。 

所有这些都存在， 

但天地尚未被创造。 

翻译：爱丽丝·莎腾（Elise Scharten） 

 

一些著名的西方和中国纳西学研究者翻译、研究并发表了有关这部经典

的文章，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935）、李霖灿（1957）、查尔斯·孟

彻里（Charles McKhann，1992）、和力民（1985）和麦克·奥皮茨（Michael 

Oppitz，1998）。 

在研究过程中，我在欧洲的藏品中发现了十三册东巴《创世纪》的神话

手稿，其中一些手稿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被研究人员全册翻译成了中

文、法文和瑞典文。11 然而，由于藏书分散和研究人员之间缺乏交流，这些

译本尚未出版。 

莎滕是第一个将这本创世神话完整翻译成英文的人，当时她正值1924

年至1934年在丽江。或许，她是在一位东巴祭师的帮助下完成翻译的。尽管

莎滕会讲纳西语，但她不可能读懂所有的东巴文字，也不熟悉这些仪式（邓

彧 Poupard 2018: 96）。莎腾精心收集了两册《创世纪》的事实表明，她是

首先从东巴那里了解了这些经文的名称和大致内容，然后选择了她认为更具

有收藏价值的手稿。她的收藏和详细翻译应该归功于她多年在丽江的传教经

历及与东巴祭师的密切接触。 

 
11 即法国国家图书馆 (BNF)、大英图书馆 (BL)、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法国远东学院 (EFEO)、曼彻斯特大学约翰
-瑞兰兹图书馆、柏林国家图书馆和荷兰莱顿世界文化民族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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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习尚洪的释读和莎滕的译文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意思基本接近。

在RV-4175-26手稿的第一页，由东巴习尚洪破译，随后由笔者翻译成英文，

其中有一个主要区别如下： 
 

在天地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影子。 

在日月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三种影子。 

在星辰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三种星状影子。 

在山峦和山谷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三种影子。 

在树木和石头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三种影子。 

在河水和溪流诞生之前，首先出现了它们的三种影子。 

 

以下是沙腾对同一段落的翻译： 

 

这一切都存在，但天地尚未被创造。 

天上只有太阳和月亮的影子，以及三种不同的回声。 

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它们的影子和三种不同的回声。 

大地没有高山，只有它们的影子和三种不同的回声。 

没有树木和石头，只有它们的影子和三种不同的回声。 

没有河水和溪流，只有它们的影子和回声。 

 

东巴文字被东巴祭师在诵经时用作助记符。显然，莎藤是找到了一位高

素质的东巴祭师，他可以在书面文字之外为故事添加细节，由此表达了创世

之初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回声。莎藤应是忠实地记录了东巴祭师的解读，以祭

师释读的这段文字为提示，用 “回声 ”充实了经文诗句的内容。莎藤在这段

译文中五次写到 “回声”， 给译文带来了强烈的听觉冲击和空间拓展。 

 
 
结语：东巴大师习尚洪的心愿 
我采访东巴习尚洪时，他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东巴古籍已经在国外

收藏了。如果这些书留在这里，它们可能会全部被烧毁......”习尚洪东巴已经

破译了从世界八个国家带回来的古老的东巴经典。他接着说：“其实，经书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34 

现在存放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我们东巴还能看到这些经书的内容，我们就

能恢复在这里失传了几十年的东巴祭祀仪式。12 即使恢复得有些不完整，也

没有关系......”（张旭 2015）。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位年近

八十的老东巴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并在2023年秋天13 使失传了70年的东巴

祭祀祖先仪式在他居住的香格里拉日树湾小山村得以重新复活，让习东巴的

愿望成真。 
 

 
张旭·塔尤拉姆（Zhang Xu Tayoulamu），纳西学研究者、北京东巴文

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创始人、会长，自 1990 年开始长期进行纳西族地区的田

野调研。她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东巴古籍藏本的翻译、研究和编目工作。她主

持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

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东巴古籍数字化、释读和记录，并执导了国际获

奖的人类学纪录片。她在联合国和各国的大学讲授东巴文化的历史和现状。 

 
 

Bibliography 
Bacot, Jacques. 1913. Les Mo-so. Ethnographie des Mo-so. Leurs religions, leur langue et leur 

écriture. Leiden: E.J. Brill. 
Guo, Dalie 郭大烈 & He Zhiwu 和志武 eds. 1994. History of the Naxi 纳西族史.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He Limin 和力民. 1985. ‘Viewing Ancient Naxi Society from Creation myths’, in Essays on 

Dongba Culture, Dalie Guo & Shiguang Yang (eds).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Jackson, Anthony. 1964. Mo-So Manuscripts. Sweden: Göteborgs Universitet. 
Lacouperie, Terrien de. 1885. 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and around Tibet.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17(3): 415-482. 
Li, Lin-Tsan (Lincan) 李霖灿. 1957. The Story of the Great Flood of the Mo-so Trib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 87-88 
Li, Lin-Tsan (Lincan) 李霖灿. 1984. Moxie yanjiu lunwen ji [Collected papers on Moxie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an, Wei 蓝伟 . 2018. Amazing Dongba Characters of Naxi. Kunming: Yunnan Nation 

Publishing House. 
 

12 该访谈摘自本文作者制片并执导的 ADCA 纪录片《回归的东巴经卷》，该纪录片荣获 2015 年巴黎中国电影节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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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作发表于国际期刊《出处》 

本文为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合作项目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 ）学术研究最新成果 

2024 年 10 月 

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view/collection/n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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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项目】Academic Research Project 
 

“东巴文振兴与传承”学术研究项目新阶段 

白 枫 

为了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ADCA）与香港大学的合作的学术研究项目
“东巴文振兴与传承”纪录片具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主创人员白枫和张旭·塔
尤拉姆在 2024 年陆续整理了 ADCA 从 1999 年开始十多年来拍摄东巴释读
从各国数字化回来的东巴古籍包括采访老东巴们的内容。目前已读取并文字
记录了其中七年的素材，时长约一千多小时。工作量大，所以进程也相对缓
慢，但整理和记录是对促进会二十多年来工作的重要回顾，价值和意义深远。 

 

 

 

 

 

 

 

 

 

整整五本笔记对 ADCA 七年来拍摄的素材进行整理和文字记录 
 
整理释读东巴经书的过程也是重新向老东巴学习的过程，也能更加感受

到拍摄素材的珍贵和人类学纪录片在抢救世界遗产领域和保护濒危传统文
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 ACDA 尽管长期面对缺乏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困
扰，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撑我们拍出更多的影像来更客观地表述这些历史
过程，但是我们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坚持和大跨度地跟踪纪录一段又一段的真
实历史，可以证明我们 ADCA 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领域的长期艰辛实践中，
经不断摸索和研究，已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有关东巴文化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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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项目的跟进与互动～ADCA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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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 Survival“幸存之魂”一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 China Weeekly 
 

  
中国新闻周刊（China Weekly）记者吴瑾女士历年来追踪报导北京东巴

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的各种活动。2023 年至 2024 年，她策划对

ADCA 的学术项目进行更进一步的跟进和报导，通过她不间断地采访张旭·塔

尤拉姆并随 ADCA 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东巴文振兴与传承”学术研究项目

团队专程深入一线采访了习尚洪东巴和促进会特约纳西族专家和尚礼以及

香港中文大学邓彧（Duncan Poupard）教授等项目成员，于 2024 年 4 月，

名为 “幸存之魂”（Soul Survival）的文章在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刊物中国新

闻周刊发表。文章发往海外各国，向世人发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在纳

西族的香格里拉东坝日树湾一个偏远小山村，一个失传了 70 年的祭祀祖先

的仪式在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携手努力中终于恢复了，使

80 岁高龄的习尚洪老东巴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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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吴瑾采访张旭·塔尤拉姆的摘录： 
 
1：您在莱顿发现的东巴册子总共是多少册？ 
塔尤拉姆：以我目前的调查研究，莱顿大学图书馆 33 册；荷兰莱顿国立世
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 13 册，荷兰莱顿一共 46 册。 
 
2：您是如何说服他们提供册子给您的？ 
塔尤拉姆：我表示希望与他们共享这些“世界记忆”，告诉他们东巴祭师很
老了，时间很紧急，再不数字化经书请东巴释读，人们将永远不知道他们珍
藏的这些东巴手稿的内容。说服的方法包括通过与图书馆和博物馆多次洽
谈、给他们举办讲座和放映我们 ADCA 拍摄的关于如何抢救东巴古籍的纪录
片等。 
 

3.迁徙路线对于东巴文化的保护意义在哪里？ 
塔尤拉姆：我个人认为，东巴经中所记载的迁徙路线对研究纳西民族的来历
有一定的价值。由于在祭祖先的经书包括著名《创世纪》等重要古籍中均写
入了各路祖先不同的迁徙路线，这些历史脉络对东巴文化中的祭祖传统有保
护和传承意义。 
 

4.第一次邂逅东巴经是在大英博物馆么？是哪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塔尤拉姆：第一次看到东巴经书是 1990 年在纳西族村落调研时，契机是准
备拍摄关于东巴文化的纪录片。之后我于 1992 年重返纳西地区，编导了中、
英、法、日四种语言的纪录片《神秘的东巴文化》、《丽江古城》和《纳西
古乐》。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全球播放，是将东巴文化和
丽江最早推上国际的宣传片。 

我最早见到国外馆藏是 2008 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远东学院。从
而开始数字化这些东巴古籍，然后将这些经书内容带回纳西族本土，提供给
老东巴释读和研究者翻译。 
 
5.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文化有很多，为什么您单单选择了东巴文化？ 
塔尤拉姆：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纳西族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象
形文字的民族，而且东巴经文中的理念与本人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大林莽》
的创作初衷一致，那就是人类应崇尚自然和敬畏自然。 
 

7.为了找到这些东巴小册子您一共专程去了多少家大学和博物馆，历时的时
长是多少？ 
塔尤拉姆：我曾专程前往十几家国外图书馆、大学和博物馆，调研和交流洽
谈，并实施数字化东巴古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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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至 2016 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Nationale de France）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ème Orient） 
法国巴黎吉美特博物馆（Musée Guimet） 
1999 年至 2014 年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2001 年至 2013 年：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瑞兰兹图书馆（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5 年 
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法国原始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French primitive culture） 
2016 年 
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Swedish National Museums of World Culture） 
2019 年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Wereldmuseum Leiden）、 
西班牙巴塞罗那民族学与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Museu Etnològic i de Cultures 
del Món）、 
ADCA 通过邮件联络交流的拥有东巴古籍馆藏的图书馆、大学及研究院等： 
1997 年至 2016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Switzerland） 
意大利罗马远东非洲学院（Rome Far East Africa Institute of Italy） 

 
2024 年 2 月 19 日 

 
吴瑾：张老师有几个补充问题，想问问您。 
 
1. 您们在 90 年代去纳西村调研和拍摄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 
塔尤拉姆：我作为一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职业编导（1983 年毕业于中国传
媒大学的电视导演专业），由于一个采访的机会，了解到纳西族的东巴祭师
至今还在使用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这象形文字是被学术界认为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且在国外早就开始研究了，一些外国学者甚至终生在研
究这个文化。于是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所以决心一定要亲眼见到这个神秘
的文化，并且希望能够拍摄介绍它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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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于 1990 年初去了丽江，本想为拍摄一个纪录片做一个月的短期
的实地采访，可当我看到了既具有大西北气势的雄伟的玉龙大雪山和又有江
南秀色的古朴的丽江古城时，我感觉到我的心立刻就和这土地已经融合在一
起了，我完全陷入了大自然的魅力之中。而且也理解了在这样一块美丽的土
地上确实会产生奇特和美好的文化。于是，我开始在一个一个的纳西族的村
落寻找在当时还活着的老东巴祭师。由于交通不便，村与村之间基本都是步
行，而且需要不断地翻山越岭，就在与纳西族共同生活的半年里，我有幸在
不同的村落里采访了居住在那里的东巴祭师，亲眼目睹了他们用自制的土纸
和竹笔写下的东巴经典著作，这使我非常的感动。我发现，当他们穿着普通
的衣服从火塘旁边抽出由他们亲手制作和书写的被烟熏得又黄又黑的东巴
经书，当你看到那用竹笔抄写的优美的东巴经文，然后他们用动人的东巴唱
腔念颂时，你觉得他们是真正掌握了宇宙信息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用象形文
字写下了如诗一样美丽的神话及史诗，为世界流传下来数万卷的东巴经典，
其中诉说了应该如何与自然同生共死的朴素的哲学道理，渗透了远古文明对
地球人的生存启蒙。 
 

2.您从莱顿大学给了习东巴多少册子让他用于恢复祭祖仪式的？ 
塔尤拉姆：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于 2019 年 3 月与莱顿大
学图书馆（UBL）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并于 5 月得到了莱顿发来的其所有
33 册东巴古籍馆藏的数字版，ADCA 的研究团队与当年的 8 月和 9 月带到香
格里拉，请习东巴释读、和尚礼老师口译、我笔译并经研究后编辑成内容提
要，再由邓彧（Duncan Poupard）老师翻译成英文。参见数字展览中我截取
的部分展示，其中有 2 册祭祖经书的编目（中文和英文）以及照片和图说。 
https://webpresenta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s/naxi/page/academic-cooperation 
 

3. 恢复祭祖仪式是习东巴看到册子后的主意么？ 
塔尤拉姆：是的。 
建议参见 ADCA 和 UBL 在数字展览内容，这也是我作为联合策展人所写的
文字，例如：习东巴接受我采访时的所言，可供你参考。 
https://webpresenta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s/naxi/page/the-future-of-the-manuscripts 

 

4. 习东奇先生是习东巴的独子么，也是当地东巴的唯一继承人么？ 
塔尤拉姆：东奇（习国林）不是独子。他还有一个弟弟。由于历史的原因，
东奇并没有能够有机会按照纳西族传统中自然传承的方式得到他父亲习尚
洪东巴的传授，所以也很难定义其为当代村中唯一的东巴传承人，这与解放
初期禁止东巴活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烧毁东巴经书而导致的东巴传承
的断代有直接关系。目前，习东巴选定的几个弟子（你在现场都见过的）都
可以理解为是今后在日树湾村的东巴传承人。 

https://webpresenta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s/naxi/page/academic-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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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瑾好， 
 
通过我们的交流，我感觉想与你告知一个我的想法，也想代表我们北京

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提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能通过你的文章
传达给这个世界一个声音：我们 ADCA 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东巴古籍的国
际共享，我们通过了几十年艰辛努力，目前我们能够得以落实的一个范例，
也是你一直在跟进采访的：在莱顿大学东巴古籍馆藏数字化的经书中，我们
通过习东巴的释读，发现了这套祭祖经书，并据此全力帮助东巴和他的传承
人们，将已经失传了 70 年的这个纳西民族重要的仪式重新复活在香格里拉
日树湾的乡野。这是目前 ADCA 基于数字化国际共享的理念所做的最有意义
的关于传承东巴文化的贡献。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和支持！ 

 
张旭·塔尤拉姆 

  2024 年 2 月 22 
 

   中国新闻社记者吴瑾随 ADCA 团队在日树湾村采访习尚洪东巴  吴瑾在仪式现场采访纳西族专家和尚礼 

 
张老师，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我只是个传播者，真正的魅力

在文化和抢救工作本身，能亲眼目睹是我的荣幸。希望文章能不负期望！ 
 

吴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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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与交流】Academic Forums and Exchanges  
 

“跨越时空的对话:纳西东巴与苯教文献研究”讲座在西南大学举办 
 
2024 年 11 月 12 日，由杨亦花老师主持的讲座“跨越时空的对话：纳西

东巴与苯教文献研究”在西南大学汉语言研究所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Duncan Poupard（邓彧）作为主讲人分享了他在对比东巴文与藏文之间的一
些研究和他参加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研究项目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邓彧老师提出纳西学应该是跨学科的研究，他的讲座涉及到翻译学，手
稿学，对比文献学，并尝试做一种藏学和纳西学的结合。但他认为要做真正
的对比研究，需要读大量的藏文文献，需要读大量的东巴手稿，尤其是《全
集》没有收录的手稿。另外，还需要了解当代的藏学研究以及东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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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旨在将纳西文献与敦煌出土的九至十世纪的早期藏文文献建立直接

联系。通过展示纳西文献如何记录并保存西藏早期宗教的某些特点，我们可
以探索纳西东巴教仪式专家与敦煌文献中提及的苯教专家（苯波）之间未被
发现的紧密联系。 

参加讲座的研究人员们围绕探讨从中国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脚流传到全
球各地的博物馆与图书馆中的纳西文献中独特的“象形”文字记录，寻找除了
详尽记述这个人数较少的藏缅族群的神话与仪式外，这些神秘的文献还能揭
示什么关于西藏早期宗教习俗的信息。 

张旭·塔尤拉姆也参加了讲座的研讨环节，分享了她在各国做东巴古籍数
字化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列举了纳西文与藏文同时出现在同一本经书中的实
例，还有听到习尚洪东巴对她讲述过，在古时东巴仪式开始之前，曾以念诵
藏语的咒语开场。张旭·塔尤拉姆建议大家上线观看她与邓老师联合策展的北
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莱顿大学合作的数字展览“世界上最后的图画写作：古
代东巴手稿重生”，可看到 ADCA 录制的习东巴用藏语念整本东巴经的视频。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45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纳西文献包含了西藏早期宗教的遗存，这些遗存已
经融入了纳西族的综合性宗教体系。然而，关于此类联系的研究仅停留在表
层上，对比了纳西宗教与 11 世纪才初现端倪的“苯教”之间的相似之处。 

 
邓彧老师的观点：藏纳二者虽然关系密切，

但藏学家不懂东巴文，纳西学家不懂藏文，这
也一个问题。所以对比研究难度很高，也因为
纳西学在学术界地位不高;被夹在汉学和藏学
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如果藏学家能够认可纳西
学;我们可以发现更多，会有更多机会交流;并可
以了解到文化现象怎么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 
  

主讲人简介 

Duncan Poupard（邓彧），英国人，博士，主
修翻译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
博导。著有《翻译/再创作：中国纳西手稿在西
方》（劳特利奇，2021 年）和《中国西南部的
纳西象形文字起源神话》（莱顿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研究兴趣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翻
译（尤其是纳西族东巴经书的翻译）、对比文学、
民族学等领域。曾参与世界多个博物馆和图书
馆，包括大英图书馆和巴塞罗那世界文化博物
馆藏东巴古籍编目项目。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46 

【工作简讯】Work Newsletter 
———————————————————————————————————————— 
  

法国原始艺术博物馆专家访 ADCA 探讨东巴古籍国际馆藏 
 

2024 年 3 月，法国原始艺术博物馆的博士后研究员李子涵女士专程来京

到我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ADCA）与张旭·塔尤拉姆做了学术交流。李女士

对我会的工作进行了评价：“多年来，我了解到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的领导

人和研究团队为提升东巴古籍文献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以及在搜集流失海

外的东巴经书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她说她目前的研究项目与东巴经

的流转相关，所以非常高兴机会访前来问我促进会，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李子涵研究员采访张旭·塔尤拉姆关于 ADCA 多年来对各国东巴经书数字化和翻译的研究 
 

李子涵研究员认真参观了本会的东巴古籍藏本，並与张旭·塔尤拉姆对

ADCA 多年来从事各国东巴古籍数字化並在纳西族本土与老东巴开展释读和

音视频记录等工作展开了详细讨论。她认为做东巴藏本来源研究本身也不很

容易。做这个研究，有时感觉展现清晰的经书来源脉络是可遇不可求的。她

认为促进会早年拍摄的习阿牛老东巴的影像是很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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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塔尤拉姆展示和讲解 ADCA 收藏的几套东巴古籍经典-李子涵摄 2024 
 
早在 2019 年，张旭·塔尤拉姆曾代表促进会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组在巴黎访问过原始艺术博物馆。之后委托法国会员苏碧叶女士在该博物馆

寻找东巴古籍的藏本，其中还得到范豪毅先生在法文翻译给予的帮助。虽然

得知其曾拥有约 10 册东巴古籍，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其踪迹。李子涵博士

表示，愿意与我们促进会携手，继续努力寻找。   
李子涵女士曾于十年前的 2015 年秋天.前来巴黎语言文化大学举办的国

际会议上聆听张旭·塔尤拉姆“寻找纳西东巴古籍”的演讲。之后又在巴黎

的恐怖袭击之际，专门

前来参加第十届巴黎中

国电影节，并在巴黎电

影院观看了我促进会的

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回

归的东巴经卷》和《纳

西族传统造纸术与其传

承的文化》。在影片结束

后，李女士和几位青年

研究者在现场与我 ADCA

团队成员进行了交流。  

前来观看 ADCA 获奖纪录片的青年研究者左起李子涵、罗伊梦，右一：张旭·塔尤拉姆 白枫 摄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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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前，张旭·塔尤拉姆代表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ADCA），委托李

子涵女士将本促进会特约专家蓝伟先生的学术专著《神奇的纳西东巴文》带

去巴黎，赠送给法国原始艺术博物馆收藏。 
 

  

 

 
 
 
 
 
 
 
 
 
 
 

张旭·塔尤拉姆代表 ADCA 将蓝伟先生的学术专著委托李子涵博士赠法国原始艺术博物馆收藏 
 
 

法国原始艺术博物馆简介 

 摘录于 2006 年人民日报题为“原始艺术博物馆在巴黎诞生”的报导：原
始艺术（盖布朗利）博物馆是一个集博物馆、文化中心和科研与教学于一身
的新型文化机构。它不仅是展示属于人类世界文化遗产杰作的场所，还是交
流与对话的地方。法国政府征用了巴黎市中心仅剩的一块大空地，聘请法国
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从酝酿、设计到建成，历时 11 年，
总造价高达 2.3 亿欧元。这座占地
面积 2.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万
平方米的博物馆由展厅、科研教学
楼、多媒体信息中心等。希拉克总
统在揭幕仪式上表达了他的文化
理念。他说：“欧洲人“应该拒绝
种族优越感，使所有的人民，所有
的文化，获得同等尊严”。其为一
座展示非洲、亚洲、大洋洲、美洲
艺术与文明的博物馆，所以被定义
为“关注多种文明博物馆”       ADCA 代表国家重大项目对该馆调研 白枫摄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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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活动】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 

 
 
北京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概览〗ADCA 工作回顾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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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ho Wall 
————————————————————————————————————————  

      国内外各界人士对 ADCA 的评价与感言摘选（2024） 

 

安高胜（Dr. Klaus Ebermann, 前欧盟驻华大使、ADCA 国际事务顾问） 

你们的成就和保护这一古老文字和语言知识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你们做得很好。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许多文化遗产都已消失殆尽。 

 

和长红（丽江市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协会会长） 

你们好样的！我代表省市协会衷心感谢你们。你们为我们民族做了这么

多的事，感谢你们！有机会到丽江来我们这里交流交流啊，你们前段在三坝

做的事情我也很关注，谢谢你们。 

 

周麟劼（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教授） 

在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来

到欧洲向世界传播东巴象形文化，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分享来自东方的文化

DNA，定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萨拉（Sara Chiesura, 大英图书馆中国馆馆长） 

要感谢你写的关于你们与莱顿（ Leiden）收藏合作的有意思的文章。我

们希望今后你们能对大英图书馆东巴馆藏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 

 

梅丽塔·维伊诺维奇（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博士） 

我很高兴能看到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研究团队成员多年来抢

救东巴文化古籍所做的努力，很欣慰东巴象形文字的古籍在经历了中国文革

后，依然能够得到新生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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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功（北大教授） 
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热烈祝贺张旭老师！敬佩张老师和团队长期专注自

己热爱的事业的执着精神！ 
 
杨一奔（原丽江市副市长） 

能够长时间的坚持到今天，我由衷地对你们钦佩！ 
 
张富环（退休干部） 

看完了工作简报。有一种纯粹的力量，带人一梦千年，感受东巴文化的
前世与今生，千年文明的东巴文化诠释生命的厚重与意义。 
 
仇琳（大学教授） 

历经磨励，终于成功，祝贺载入国际期刋。 
 
伊丽莎白·郜（Dr. Elizabeth Gow） 

英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瑞兰兹手稿馆馆长感谢您分享您这篇引人入胜且
实用的文章。我读它真是一种享受。 
 
白乐桑（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大学退休教授） 

张女士，您好！谢谢您分享大作。我们将刊载在东巴文慕课。 
 
高龙（旅美艺术家） 

這𠆤𠆤provenance 期刊內容很好！你也真的是了不起。堅持研究纳西文化，
太棒了！我已經把你的文章转给了我的好多學術界的朋友！ 
 
向红辉（原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美术师） 

把文字图解出来，纪录史册，加以推广才是东巴文化被世人关注的关键，
你们所做的一切方向是正确的。钦佩你们的努力和付出！多保重！身体是“革
命的本钱”。 
 
安娜（Anna Fäldt, 瑞典纳西学研究者） 

感谢您发送你写的有关莱顿的文章。非常有价值！我刚刚下载了它，会
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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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琼（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者） 

谢谢你一直都把关于东巴文化的相关信息推给我，我今天刚有一天时

间，就看了这个 103 页的工作报告，特别的赞叹，也特别的感动。你们一直

守护着东巴文化，并把你们这做的点点滴滴都分享出来，我特别敬佩你们。

虽然我正在做一些乡村的事情，还没有找到能够更好的协助你们的点，但我

想以后我会让更多人了解东巴文化，所以非常非常感恩你们为保留这份文化

做的所有的努力。以后如果有需要我做点什么之时，我会尽绵薄之力！ 

 

符国栋（法学界学者） 

已读工作简报，更加敬佩你和你的团队！这期会刊内容非常丰富，时间

跨度也大，很多纪录和记忆弥足珍贵，也是你们生命的重要纪录…… 

 

郭维（退休干部） 

简报有一百多页，放在平板上看效果更好一些。真为你们的行动感动，

几十年的执迷有悟，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文明薪火相传。佩服。 

 

林晓初（海外华人） 

哇! 你們的付出，几十年的 豐碩成果，巴東地區民族的文化遺產得以流

傳於世，居功至偉!  

 

雪莉（海外纳西族华侨） 

收读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数字展览《世界上最后

的图画写作：古代东巴手稿重生》…..持之以恒 敬佩！ 

 

阮丽娟（云南教育电视台原制片人） 

有此作为，不愧人生！ 

 

孙寒江（自由职业） 

三十多年的坚守和奉献，保护和抢救了东巴文化，成就了宝贵的世界遗

产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人生一世，有自己愿意为之投入和热爱的事业，值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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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碧辉（国家一级英语教师） 

你的文章我极其认真、用心地学习欣赏了！为你感到无比地骄傲！也是

我们这些曾经是你的老一辈教师深感无比骄傲的学生！望你多多保重、别太

过累啦！㊗你和你的 ADCA 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 

 

王廷（易经专家） 

对你们文化耕耘所取得的成就由衷的感谢，它的文化历史意义是世界性

的，我为你和你的团队感到高兴，分享你们的快乐。 

 

元姝（大学教师） 

多谢分享，我很喜欢东巴文字，您的分享使我了解了更多东巴文化！ 

 

徐清宇（职业经理人） 

全世界也就仅存东巴这一种图画文字了，你们现在的做的这份工作非常

有意义。 

 

赵樾江（自由职业） 

这就是缘分！总觉得这些远古的文明特别引人遐想，源远流长，说不定

在什么机缘之下，又殊途同归了！因为有您和您的促进会，咱们的东巴文化

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干部） 

我刚才看到最新一期简报，也在为简报作者、编辑们的工作所打动!二十

余年始终如一默默耕耘、砥砺前行，是何等艰辛!何等坚毅!东巴文化促进会

能有今日成就，都是你们的奉献和功绩!我在此要向旭姐，向枫哥，向东巴文

化促进会的核心成员，致以至高无上的敬意!!! 
 

该回音壁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字都负载着一个真诚的愿望，是我们抢

救东巴文化的巨大的能量，也是我们心灵的营养和我们生命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心关注和真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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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救助】Welfare Activities 

———————————————————————————————————————— 
 

ADCA 为八十岁老东巴祭师送药保安康 
 

2024 年 8 月的一天，张旭·塔尤拉姆会长代表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

（ADCA）打电话问候习尚洪东巴，得知他的身体很好，他在大儿子习国林（东

奇）的陪伴下来到了位于川藏线四川甘

孜稻城海子山的自然风景区北部桑堆

乡的兔儿山。东奇为 ADCA 发来一张习

东巴在海拔 4696 米的兔儿山前的照片

（兔儿山是理塘去往稻城、亚丁的必经

之地。两条耸立的巨石酷似兔子耳朵，

附近经常有野兔出没，所以被当地人称

之为兔儿山）。窦清风副会长：习东巴

状态超级好!纳西族的福气！塔尤拉姆：

是的，老东巴腰板挺直，腿脚灵便。也

应感谢厚菩堂中医们多年的随团救治!

 九月份，我们从 ADCA 的网站收到了

一封来自国外浏览者马丁的邮件，表达

了他对东巴文化和文字仍在使用而感

到非常着迷。为了提醒周围的人这一文化遗产值得保护，想在他自己的腿上

纹上一个“继续前进”或 “加油”的东巴象形文字，希望得到 ADCA 的支持。

于是我们请习尚洪东巴为马丁写下了他希望传播的东巴象形文如下： 

 

ADCA 将习东巴书写的“不停脚步地向前走呀”的东巴文发给了马丁，希

望对他提醒周边人们了解和保护东巴文字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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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冬季，张旭·塔尤拉姆为了保证习尚洪东巴的身体健康，特请厚

菩堂的伍汶医生远程指导。伍医生通过传输的习东巴正反面舌苔和脸部的照

片看诊，认为习东巴的身体很健康，目前

应要注意的是肠胃，不要吃寒凉食物，建

议一周做两次艾灸腹部的理疗。为此，张

旭·塔尤拉姆联系了东奇，问他是否可以

帮助父亲习东巴做艾灸，东奇表示没有问

题，他会做艾灸并可以为习东巴做理疗。

于是促进会为给习东巴理疗寄去了同仁

堂的艾条和泡脚的足浴中医药包。 

另外，伍汶医生的建议，让习东巴服

用一个月的中药附子理中丸，一天两粒，

一次一粒，用以调理一下肠胃。为此会员

白枫代表促进会为习东巴在北京同仁堂

药店购买了一个月用量的附子理中丸。随

之寄出的还有感冒药和治疗咳嗽的中成

药以及跌打损伤的膏药。 
 

张旭·塔尤拉姆向习尚洪老

东巴送上了 ADCA 全体会员的新

春问候。祝愿他在新的一年里吉

祥如意！幸福美满安康！      

 
我们衷心希望习东巴能在 2025 年

能继续释读和书写东巴经书，将东巴经

书中更多的神话故事不断地传承给他

的儿子们和弟子们。让我们 ADCA 从各

国数字化回归的东巴古籍中记载的祖

先创作的财富，得以在纳西族的村落世

世代代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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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 

《纳西族文化史论》目录和封面 

杨福泉  

 
 
 
 
 
 
 
 
 
 
 
 
 
 
 
 
 
笔者专著《纳西族文化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全书 55 万字。2007 年获

得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二等奖奖)，云南省第十一次(2006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

等奖。 
《纳西族文化史论》将作者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国内外民族志资料融会一体，全

面论述了纳西族的多元文化发展脉络，其中包括对纳西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个性特点和

纳西人民族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纳西族东巴文化，以及后来传入纳西族地区的藏传

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同时，全书对纳西族的汉学教育，纳西族文学艺术的历史

发展脉络、纳西族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哲学观念等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它们的

性质、特征、历史变迁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作者还对清代汉文化和儒家礼教传入

纳西族社会后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以丽江古城为例，论述了历

史上外来文化和纳西族本土文化的整合，以及不同民族在纳西族地区的融合。 
               
目 录 
导 论 
1.    纳西族社会与历史概述 
1.1 纳西族社会概说 
1.2 旧石器、新石器文化的考古发现 
1.3 从石棺葬考古发现看纳西族的历史 
1.4 从古文献看纳西族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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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西东巴教文化发展史论 
2.1 东巴教概述 
2.2 图画象形文和东巴经籍 
2.3 东巴文化中的古羌文化溯源 
2.4 东巴文化中的巫文化溯源 
2.5 历史上本教对东巴文化的影响 
2.6 东巴教与本教之比较研究 
2.7 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经比较研究一例 
 
3．纳西社会的佛教、道教文化史论 
3.1.藏传佛教文化发展史论 
3.2.汉传佛教文化发展史论 
3.3.道教文化发展史论 
3.4.释、道及东巴教的整合作用 
 
4．纳西族的汉文化史论 
4.1.元明时期汉学的传入和发展 
4.2.清代汉学的发展及清末的汉学教育改革 
4.3.民国期间汉学的发展 
 
5.纳西族艺术史论 
5.1.本土文学的发展 
5.2.绘画和书法的发展 
5.3.歌舞与音乐的发展 
 
6. 清代“改土归流”与纳西族的文化变迁 
6.1.“以夏变夷”对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6.2.文化冲突导致的殉情悲剧 

   
7．纳西族哲学思想史个案研究 
7.1.生命三阶段论 
7.2. 灵魂观 
7.3.“气”与生命观 
7.4. “青蛙五行”与生命观 
7.5.生死观 
7.6.生态观 
 
8．从丽江古城看历史上的纳汉文化交融 
8.1 引 言 
8.2 汉文化对丽江古城的影响 
8.3 纳、汉文化在丽江古城的交融 
8.4 本节结论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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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文摘】Academic Article Abstracts 
———————————————————————————————————————— 

 
纳西族自然神的女性原型 

 

习煜华  
 

纳西族现有人口约 30万，大部分居住在中国云南横断山脉南端的滇西北高原上，有

68%的纳西族人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还有部分居住在云南省维西、中甸（即香格里

拉县）及四川的盐源、木里等地。 

20世纪 50年代以前的纳西族地区，主要流传传统的东巴教。东巴教的信仰观念以祖

先崇拜为主，还盛行万物有灵的崇拜活动，认为万物像人一样有感情、有饱饿、知冷暖、

具善恶，把自然万物看成是有生命的实体，树木、河流、山川都有精灵。四季变换、昼

夜更替由神灵安排；衰老死亡、风云变幻也是精灵布置。纳西语称这种自然精灵为“署”，

有时也称为“署神”，对它加以膜拜进而供奉。供奉的方式与对其他神灵有所区别，跟“署”

交往时候的态度同与人接触一样，以平等的姿态把自然神“署”视为同父异母兄弟，兄

弟间有索取与偿还的权利和义务。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平时的生产活动是向署索取，例

如砍树、捕猎、引水等。而索取以后就要偿还，两者之间要礼尚往来以保持平衡，每年

举行的祭署神仪式又叫“偿还署债”。隐喻人类要控制自己的贪欲，不能过量索取，索取

越多，偿还越重。 

本文所谓“原型”，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常用的概念。西方心理学家分析人的心理时

所指的原始意象或原型，并不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具体形象，而是在人心理起作用

的内在意象，这种内在意象往往通过神灵的象征意义表达出来。所以许多宗教的神灵具

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心理过程和文化背景。这里分析的女性原

型主要是根据《大母神——原型分析》①中的观点加以阐述。 

“原型的意象象征以其难忘性、富于意义、充满活力以及神秘性，与本能对于人的

生存的原始重要性相类似。”② 

西方心理学家荣格说：“原始意象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本能的自我认知，或本能的自

我描写。”③ 

荣格又说：“原型本身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因素，一种在人类心智发展的特定时刻

开始起作用，并把意识资料整理到确定的模式之中的‘倾向’。”④ 

据《大母神——原型分析》的分析，原型往往在无意识中处于混沌、模糊的状态，

容纳着互异或相反的象征。它把阴阳、男女、正负、善恶诸多属性结合在一起，凝聚成

一种意向，形成女性原型的基本形象，其形象用衔尾环蛇加以表现，《大母神——原型分

析》的作者诺伊曼称之为“乌罗伯洛斯”，它是尚未分化的原始模型的最佳范例，也是原

始模型的重要特点。它的象征意义中包含冲突、对立双方的因素，使互不相同的事项联

系在一起，通过交叉与融合，把它们编织为一体，塑造出一个女性原型，是无意识向有

意识转化的一个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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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1955）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初始的心理状态，其间包含着对立并包括男性和女性、意识

和无意识，以及各种相互混淆的‘乌罗伯洛斯式’的因素。”⑤明白了“乌罗伯洛斯”的

内涵和形状，很容易联想到纳西族东巴教中的自然神“署”。“署”的主要特征也是一条

衔尾环蛇，它的完整形象是蛙头、人身、蛇尾。表现出畸形、非人的象征物。既有象征

女性的蛙头，又含象征男性的蛇尾，而蛙头是全身的主要部分，所以它有明显的“女性

原型”特征。原型的反映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具有宗教信仰、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

影响。根据对大母神原型的定义，分析纳西族东巴教中的自然神“署”，具有典型的女性

原型象征意义。 

 

 

一、署的象征意义 

自然神“署”的纳西语称谓除了“署”，还有里母、示日、刹道等。“署”是它们的

总称或者通称，纳西语意为活力、生命、生机、兴旺等与生命有关的现象。另外的名字

是他称：“里美”的纳西语意为“土地之母”；“示日”的纳西语意为“脱皮的蛇”；“刹道”

为藏语借词的“地祇”。“署”的他称含义与土地、母亲、蛇、神灵有关。分解东巴象形

字“署”，它由蛙头、人身、蛇尾三部分组成。东巴教中的蛙具有女性的象征意义，蛇具

有男性的象征意义。“长蛇头的邪鬼，是臭鬼的父亲；长蛙头的臭鬼，是臭鬼的母亲。”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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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鬼是指邪恶鬼或污秽鬼。 

“长手的女人没有刺蛇，长脚的男人没有踩蛙。”⑦这一段话的背景是叙述人们没有

做破坏自然的事，不去杀害蛇蛙，没有做得罪自然神的事。以不同的角度表达人与自然

的对立统一关系。妇女去刺蛇，因为蛇是妇女的对立面；男性去踩蛙，因为蛙是男性的

对立面。 

祭署仪式的故事中记载：都沙敖吐去深山里放牧，扭沙许罗（署的儿子）便与都沙

敖吐的妻子都肘许麻通情。都沙敖吐知道后，立即赶回家中。扭沙许罗见都沙敖吐要进

家门，马上变成一条蛇躲在竹盒里。蛇是署的儿子扭沙许罗的变体。⑧从以上东巴古籍的

记载看，“蛇象征男性，蛙象征女性”的情况非常明显。 
 

 

《都沙敖吐的故事》（清代到民国）玉龙县图书馆藏 

 

再从象形字的表现规律看，“显著特点”是东巴象形文字构造的方法之一。“形体相

似之物，各有具体，把特征部分突出，则同类字形虽大体相似，而有着区别，不至相混。”
⑨取其显著特征表其意是东巴象形文字的表达方式。用虎头表示虎，用鸡头表示鸡，用羊

头表示羊，也就是表示动物的象形字以头作为特征，凸现其意义。 

从象形字蛙头、人身、蛇尾的形状分析，以蛙为头是署的主要特征，蛙与女性联系

在一起。而蛇作为署的尾部，它以一种从属的角度附在蛙的身上。然后把蛙头、蛇尾用

人身连接起来，造成“署”的完整形象。它以女性为原型、男性为附属的统一体，以神

灵的形式体现出女性原型的意义。“蛇以附属的角色与之相关，……它成为女性的一部分，

或作为其伴侣。因此在克里特和印度，蛇是女性神祇的一种属性。”⑩ 

祭署仪式所用的古籍中也表达了祭署的原因：“在辽阔大地上的海子边，到署酋鲁

(“龙”的汉语借词)酋跟前，说是福泽不足去求福泽，子嗣不足去求子嗣。说是天上的

雨水不足则要求雨水。地上的庄稼不足则要去求庄稼。圈里的牲畜不足则要去求牲畜。

畜神不足就去求畜神，粮仓里粮食不足则去求粮食。”⑪祭署祈求的是福泽、子嗣、雨水、

庄稼、牲畜、粮食。福泽是抽象概念，表示增加人口的运气和平安的福分；而子嗣是人

类延续的必要条件；雨水则是人类的生活保障；人们向署神祈求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精神

性运数和物质财富，因为署神统管庄稼、牲畜、粮食。总起来说，祭署主要是为了子嗣

和风调雨顺。署又生活在水里，掌管天上的雨水和海里的水，水滋养一切生命，与女性

繁衍生命类同。传说署是从水里的金黄大蛙生下的蛋里孵出来的，以示生命从水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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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东巴教里作为女性的化身而具有生殖力的意义：“美利董主住在白色的地方，有一天，

美利董主到白海边行走，身子映入海中，看到自己孤独的身影，想有一位朝夕相伴的伴

侣，他从嘴吐出一口白沫，掉进海里，口中说道：‘真者、善者、美者浮上来，假的、恶

的、丑的沉下去。’三天以后，海水中升起一位绿松石般的美女。” 

“美利术主住在黑地里，有一天，到海边游玩，身子映入海中，看到自己孤独的身

影，想要一位朝夕相处的伴侣。他流出眼泪，眼泪掉进海里，口中说道：‘让好的美的升

起来，坏的恶的沉下去。’三天以后，黑海中升起一个黑松石般的美女。”⑫ 

从祭署的主要目的是求雨水和子嗣来看，子嗣要从母体里出来，水是滋养万物的基

础，掌管雨水和生育能力的署便很容易与女性联系起来，由此观察，祈求雨水和子嗣的

祭祀对象显然是女性神灵。这是署为女性原型的故事佐证。 

“给白色的九十九尊署，给住在天上的纽格敦乌署施药。给黑色的七十七尊署施药，

给住在地上的扭沙许罗署施药。给住在山上的五十五尊署施药，给住在箐沟的三十三尊

署施药，给住在岩上的九棵树、九个岩石、九股细水边的署施药，给好山十二座、高原

十二片、住在岩上的敦格司沛等施药。”⑬ 

九是男性集合名词的前置数量词，九十九是九的倍数，也是表示男性的数量词；而

七则是女性集合名词的前置数量词，七十七是七的倍数，也是表示女性的数量词。说明

署的象征意义中包括了男性和女性。这是署为女性原型的数字佐证。 

祭署时不能杀生，用一只往年已许过愿的公鸡作为祭品，鸡脚上拴各色丝线束成的

须绦。仪式完成以后就放生，让公鸡在大自然中作为署的配偶或伴侣。献公鸡的内容可

以在丧葬仪式中找到相关的象征意义，纳西族的丧葬仪式中也有献鸡的程序，不同性别

的死者，所献之鸡的雌雄不能相同。如果是男性死者，献的是母鸡；如果是女性死者，

献的是公鸡；意为用鸡当作魂路上死者的伴侣，从这种祭礼的规矩来看，要献公鸡的祭

祀对象“署”是女性。这是署为女性原型的仪式佐证。 

 

 

二、署的基本特征 

诺伊曼认为，女性原型的基本特征是容纳万物的圆形容器，万物产生于它并围绕着

它；另一个特征是变形，变形特征指女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发生的变异。圆形的象征性

源于女性子宫，人们认为子宫可以怀孕和生育，具有容纳、防护、滋养与生育的特征，

并伴随着永恒和非凡的创造力，自然而然就把与子宫相似的圆形想象成与子宫有同样生

殖功能的形状，给圆形赋予女性原型之创造性的基本特征。圆形作为女性的基本特点是

保守稳定、永恒存在、包容量大。 

蛙、蛇、署的象形字写法如下图所示。 

依表现“署”的象形字分析，它具有圆的特点，蛙头是圆的，蛇圈成环状，两者用

圆状的肚子连接起来。随着文化本身的变异和外来文化的渗透，署的写法也产生了变异，

后两个象形字的署头上增加了蛇头，而蛙头则换成了佛的脸型，最后一个形状的佛性脸

庞更加明显，手持莲花，身披袈裟，它打破了女性原型的特点。其中两个具有佛性特征

的象形字只是出现在东巴古籍的装饰性画面上，极少使用。东巴古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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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四个象形字。 

圆形的署与产生万物的大地密切相关，最直观的是署以圆形的姿势稳如泰山地坐在

地上，以蛇圈成的环形臀部紧贴着地面，似乎它的身体无法从大地上挪开，强烈感受到

“占有、控制、掌握”大地的象征意义。它占有山林、河流、箐谷等一切自然现象，成

为主宰大地的母亲。 

 

 

 

 

 

 

 

 

 

 

 

 

 

 

 

 

 

 

 

 

 

 

 

 

说明：这些象形字摘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字体下标有三组数字，第一组表示

“卷”，第二组表示“册”，第三组表示“页”。例如，“8—2—33”，意为第 8卷第 2

册第 33页。 

署的重要象征除了象形字中的蛙头和衔尾环蛇以外，还有一个献给署的特制供品，

称为“里朵”。象形字的里朵有几种写法，一是把蛇附在大肚长颈器皿上，蛙附在碗里，

这一对供品称为里朵；第二个是把署塑像放在一个碗里；第三个是以简写的方式画一座

山（神山）形放在碗里，山的两边是蛙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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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朵的象形文字： 

 
( 1 )摘自《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8 卷第 143 页，( 2 )同( 1 )第 73卷第 78 页，( 3 )摘自《纳
西象形文字谱》第 341页。 
 

里朵的做法：用青稞制作有座基的神山（象征居那若罗神山）形状，约 1 尺高，山

的两边伏卧一蛇一蛙，直径约 6寸，捏制 10多个，分别放在祭署坛的五方。 

里朵是署的生命之源、形体之本。最有特点的里朵由三部分组成，中间是居那若罗

神山，两边依附着蛙和蛇。从这种结构看，蛙和蛇的混合体是女性原型的形体表现，居

那若罗山是古纳西人在开天辟地之时垒土砌石建造的神山，目的是为了让山撑天镇地，

蛙和蛇附在山上，相当于神山是它们的住所或者座位。从某种意义来说，神山拔地而起，

是大地的象征物，相当于地女神。东巴教中的另一个传说可以证明这一点，天父孜劳阿

普孟和地母衬恒阿祖达，居住在山顶与天相交的地方，也就是居那若罗山顶上。山顶以

上是天父之居所，山顶及山底为神山本身，为镇地所用，但是神山是冲开大地挺拔出来

的，是大地的一种延伸。为此，可以看出山顶以下是地母之居所。东巴教在布置神坛时，

神坛上要放一个犁头，象征居那若罗山，顶上插着分别画有日、月的两面纸旗和柏树枝，

意为居那若罗山脚镇住地，山顶撑住天。 

在设置祭署坛时，署坛中间插画有署像的木牌及许多画有各种动物的木牌，布置好

祭坛以后，晚上要用麻布把祭署坛围起来，表明是署的居所。第二天正式祭祀的时候又

把麻布拿开。而画着署的木牌外在形象也具有蛙头蛇尾的象征性：“没有人会削制木牌，

由牟盘恩浩东巴亲手削制，不会做牌头，仿照恒依瓦吉河上游的蛙头去做；不会做牌尾，

依照恒依瓦吉河下游的蛇尾去做。”⑭祭署所用木牌本身包含着象征男女的双性因素。 

另一种是制作单个的约 6 寸长的蛇和蛙，再做直径约 3 寸的小圆饼，蛇、蛙、圆饼

配成一套，约制 20套，分别祭献五方的署神。 

与其他仪式有别的供品还有鸡蛋，特殊的供品总是与所供奉的对象相关联，东巴古

籍中卵生万物的传说很多，包括署本身也是从蛋里出来的，蛋作为女性的特点，容纳着

生命，它以对立的容器出现，例如，白蛋黑蛋。“在许多神话资料中，我们都发现了把蛋

卵当作创世的原型象征。例如作为对立面的容器，它可以分成两部分，白的和黑的，在

上的天和在下的地。”⑮ 

署的来历：早先人类还没有出现，天地相连接，天和地作变化，产生了白云和黑云、

白风和黑风，产生了白露和黑露、白草和黑草。它们作变化，产生了美利达吉海，在美

利达吉海里，变出了一棵头发般细的树苗，由它作变化，开出了金子、银子似的花朵，

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美利达吉海里面，这棵头发般细的树苗作变化，产生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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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的金蛋，这个金黄色的蛋作变化，产生出来金黄大蛙。大蛙每年分别住在居那若

罗山的五方，并分别生下白、绿、黑、黄、杂色的蛋，每种颜色的蛋各生下一对。生下

蛋三年以后，白云白风孵了三天，可蛋总是孵不出来。人们请来东巴什罗孵蛋翻蛋。五

方于是各生下五种颜色的署。⑯从署的来历中，可以看出署从水里产生，由黑白两种因

素产生不同颜色的蛋，孵出不同颜色不同地方的署。署的母体是圆形的蛋。 

纳西人认为具有生殖力的署与能产生万物的蛋相似，署与蛋存在着生育万物的共性，

蛋便象征署的生殖力和创造性而出现在供品当中。献署的供品是鸡蛋、圆饼、酥油等，

其形状都是圆的。鸡蛋、圆饼和酥油具有滋养生命、哺育人类的功能，体现出署作为女

性原型基本特征的滋养性质。祭署坛选择在水沟或水塘边举行，祭署坛布置在地面，木

牌直接插在地上，里朵直接放在地上，还插着许多竹子、树枝或彩色旗子，署在任何时

候都不能离开大地和水。另外还建一座署塔，用石块和泥巴垒成一米多高的塔，塔上插

许多竹枝和树枝，顶上插一根柏树枝，塔的象征意义中包含了高出大地的女性原型。 

圆形象形字、供品和里朵等是署之基本特征的正面表现，基本特征还包括负面表现，

署还具有凶恶的性质：“在辽阔大地的海边，会有九个傻署给（主人家）施放疾病，发烧

病、烂疮病、肠炎病、口病、眼病、身残病、耳聋病。会在眼中放杂物，会在牙根放牙

虫。林中走会被树根绊肢，会被石头夹住。”⑰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每年阴历二月举行

祭署仪式，给署献药，署会保佑人们平安顺利。如果得罪了署，那么署就会惩罚人类，

使人得病或者饲养牲畜不顺利。纳西人认为人的行为必须符合规范，不能过量砍伐森林，

不能过量捕杀野兽，不能乱挖沟渠，不然恶署会惩罚人类，致使人畜生病、家人遭祸。

在设置祭署坛时，“祭署坛”的前面要设一个“送恶署坛”。正式祭署之前必须先把署类

中的恶署送出去。自然神“署”以神秘、恐惧的力量控制着人的行为。 

纳西族东巴教中把署分成善良和凶恶两类，但是从女性原型的初始状态加以分析，

它由混沌和模糊的整体集群加以表现，而不能理解成把一个个体分成两半，所以署分成

两类的含义仍然是一个整体具有双重性格的意思。 

 
 

三、署的变形特征 

署之女性原型的变形特征表现在祭署过程中，祭署仪式与东巴教中的其他仪式有着

重要区别：不能杀生，不能在祭场上见血。另外要挤来牛奶、羊奶等牲畜奶倒在碗里，

供在祭坛前。而血和乳汁与女性密不可分，它使女性发生生理和心理变化，也就是说女

性变形是通过血和乳汁加以实现的，是女性自身所体验的变形过程。第一次变形是因为

出现经血而从女孩变为成年女人，第二次变形是因为没有血而表明女人怀孕，第三次变

形是因为生出小孩而产生了乳汁。血的出现，在女性的体验中是隐秘的，只在女性之间

传授处理的办法或者当作神秘的东西而加以保密，所以象征女性原型的署本身包含的血

是隐秘而不能显露出来的。祭署不能杀生，祭场不能见血，是署的隐蔽方面。第三次变

形特征乳汁，它透视一种诞生生命后的创造力，对于女性来说是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东西，

是滋养生命、哺育生命的象征，乳汁作为供品是摆在祭坛前，是署公开的方面。血和乳

汁从生理上的变形特征说明署的原型是女性。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66 

 
《署及其眷属》（清代）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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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署王居住在居那若罗山下的美利达吉海里，人类生活在大地上。一天，人类把

两颗烧红了的铜矿石丢进海中，署王愤怒不已。三天以后，署王惩罚人类，使海水沸腾

起来，大地被水淹没。人类请东巴什罗解决纠纷。什罗先派神鹏到海里拿下署王，大鹏

用铁嘴将署王叼住，拉住署身绕若罗山三匝...…叫署王退下海水，然后双方订立条约，

互不侵害。因为人类请东巴什罗让神鹏叼住署王绕若罗山三匝，以致伤害了海里的蛇、

蛙等，所以人类要负责在仪式中给署类施药。⑱ 

从大鹏叼住署而使身子拉长，说明署具有身体变形的特征。同时说出了需要给署献

药的理由是曾经受了伤害，要使拉长的身体经过药物治疗后又恢复原状。 

“用白犏牛、白牦牛、白母牛、白山羊、白绵羊的奶水作药，用佛掌参作药，用阿

鲁朗、季鲁朗作药；用夏季开放、冬天闭合的植物作药；用金、银、绿松石、墨玉石的

暖气作药。给署和龙施上药，给鱼和蛇、蛙施上药。”⑲把泡着草药的乳汁称为药，乳汁

是抚育生命的神秘营养品，草药是治疗百病的灵丹，综合两种功能而把泡有草药的乳汁

总称为药。所泡的主要草药是夏季开放、冬天闭合的植物，这种植物呈花朵状，同样一

朵花，在夏冬两季表现为不同的形状，变形特征非常明显。它所传出的信息是：神灵的

供品与神灵本身的特征、性质和形状互相关联，植物的变形特征与署的变形特征相互映

照。 

署的栖息地是大地，大地是母亲，大地上生长着万物，树木是万物中的核心，它是

大地兴旺的象征，茂密的树叶和果实包含着女性的生殖原则。20世纪 50年代以前，纳西

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人们把一棵比较茂盛的树木作为署的栖息之地，

树上挂一只篮子，每年祭署时，把竹枝、桦树枝、纸旗和画着署像的木牌插在篮里或拴

在树上，再放鸡蛋、奶水（泡着草药的乳汁）、麦子等供品，它是给署喂食的地方，称为

“署巴许孜”。荫蔽的大树是署的栖息之地，署是树的精灵。 

在祭署仪式中有一个程序称为“唤醒署”，唤醒后请署接受人们的供奉：“唤醒住在

好田好地里的署，住在水边、箐沟里的署，唤醒住在黑石处的署、住在高原上的署、住

在寨子里的署，住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署，唤醒所有住在树上、岩石上的署，

唤醒住在天地间的所有的署。”⑳署无处不在，无时不显。虽然署有许多名字，但是署的

基本形状都是蛙头、人身、蛇尾。署作为大地自然之精灵，是母性的象征，大地是一切

植物的母亲，万物生长于大地，人类生活在大地。古纳西人把自然看成女性原型，充满

了依赖自然的观念。因为人类对女性的依赖出自于母亲给婴儿的容纳、保护、滋养。如

果离开母体，婴儿就无法生存。人类对自然的信赖同样出自于大地母亲给生灵的恩赐、

供给、抚育。如果离开了犹如母亲的自然，也就不能生存。所以纳西人把自然当成母亲，

放在神圣、尊贵的位置，把母亲的属性与初始的自然融为一体，继而纳入信仰体系之中，

让自然与人类在宇宙中相依相存、互利互惠。 

 

 

四、基本特征与变形特征的关系 

女性原型的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并不是截然分开、互不相连；相反，两者总是处于

相互交叉、相互制约的状态，从对立面的存在显现自身的价值，各自无法单独存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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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具有稳定、保守的性质；变形特征处于运动、变化的趋势；双方在依存的状态下

随时发生变化。就像“易经”里的阴阳，如果两者处于静止状态，那是没有发展兴旺的

不吉朕兆；如果两者处于交互状态，那是生长壮大的吉祥卦象。 

以怀孕、生育、抚养、保护为例，女性因为有圆形体现的生殖力、创造性而会怀孕

和生育，并抚养婴儿、保护婴儿。生殖力、创造性是永不停止、没有间断的，这是女性

原型的基本特征。从体现创造的怀孕开始，直到哺乳期间，母亲与孩子处于保护与被保

护状态，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孩子离不开母亲，母亲也离不开孩子，形成感情上难舍

难分的依恋，它是母性母爱的突出体现。但是，如果这种保护和被保护的依恋不加以割

舍或变化，那么，两者处于停止状态，孩子不再长大，女性的创造力受到阻碍。实际表

明，没有变化，就无法体现女性的创造。要使女性保证不断创造怀孕并生育的特点，就

既要保持怀孕哺乳的基本特征，又要不断变形，使怀孕并生育出来的孩子长大成人。 

以无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概念加以解释，在怀孕和哺乳期，无意识处于主导地位，女

性原型的基本特征强大；当孩子长大后自我意识得到加强时，变形特征明显。两种特征

既共存，又对立，不断循环，保持着女性的两种特征。 

诺伊曼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重力”，他解释道：“心理重力现象，即使得特定的无

意识内容保持为无意识，而特定的意识内容转变为无意识的固有惰性，与无意识在其与

意识的关系中以女性性质为主要特色的象征现象一起起作用，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女性

基本特征的’基础。”㉑ 

女性的变形特征往往以“心理重力”的作用而恢复基本特征。在神话的象征意义中，

当基本特征占上风时，女性原型就表现为善良神；但变形特征占上风时，女性原型就表

现为凶恶神。 

纳西族的祭署仪式中，一方面向署祈求由生育和雨水所体现的创造力，同时变形的

象征物或传说贯穿于仪式之中。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自然索取，迫使自然神改变

了善良的面貌而现出凶恶。人们用供奉的办法使自然神恢复原来的形体、重新崛起生殖

力和创造性。两者的关系用每年一次的祭署仪式加以协调。 

按前所述，署是从蛋里产生。又有传说，署与人是同父异母兄弟。 

在纳西社会的初始状态当中，整体社会处于无意识的母权状态，女性原型的基本特

征占优势，署的表现形式是女性为主、男性为辅。随着历史的进程，父权超越了母权，

自我意识从无意识状态中独立出来。署就从女性特征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男性特征占主导

地位。于是人类就称署与自己是同父异母兄弟，署从女性变成了男性。 

署的象征意义中包含着女性和男性，但以女性为头，男性为尾，它的总体含义是女

性形体。它从圆的象形字轮廓、蛋及供品等因素中，体现它的基本特征是圆。又根据祭

署仪式与其他仪式的区别，以血和乳汁的宗教意义体现了署的变形特征。两种特征又处

于相互交叉、相互制约的关系，表现为女性原型的发展过程。综合四方面的特征，纳西

族自然神“署”具有诺伊曼所指的女性原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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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的传统、现代性及卡桑德拉大桥 
 

白 郎  
 

原创 纳西话賨特约作者 纳西话賨 2019 年 11 月 11 日 00:00 
  
 
 
 
 
 
 
 
 
 
 
 
 
 
 
 
玉

龙雪山是纳西人的圣山   苏国胜  摄 

 

纳西族世代聚居在滇川藏交角区域，是汉文化板块与藏文化板块之间的“桥梁民族”，

其璀璨文化的独特与丰富，为世界所公认，这天雨宝花之地，亦是中国唯一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公布的三项世界遗产桂冠于一身的壮丽之地，其中，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

东巴经是世界记忆遗产，以丽江地区为轴心的纳人生活区域属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

而纳人聚居区泸沽湖的母性文化亦享誉世界。世居在滇川藏交角区域的纳人族群（纳西、

纳日、纳罕、纳木依），在自称中，“纳”这一词基本是一致的，有“强”或“大”的含

义，词意亦指黑色，后面的“日”、“西”、“罕”等都是人或族的意思。自称为“纳”的

民族群体，有着共同的族源及诸多文化上的共同因素，因而其文化可概称为“纳文化”。 

本文主要围绕丽江，从文化角度探讨纳人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纳文化这张由无数

线头织成的网正发生着自 1723 年以来最剧烈的演变，许多旧线头被颠覆，许多新线头在

蔓延。伴随着一连串激进的惊雷，历史尖利的马刺破坏了这张“文化之网”的原有秩序，

使其呈现出极为繁杂的样态。我承认自己被这张网的节点紧紧缠住了，于是就把一些思

索陈述出来。多年来，丽江的高歌猛进有目共睹，但在本文中，我更愿意从一个忧思的

立场切入主题，生于忧患，我信奉这一观念上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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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期的东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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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化的时代布幕 
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感叹说：“伊斯坦布尔

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座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她对我而言一直

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它成为自己的

忧伤。”这段彻骨的深情之言，像月夜玫瑰枝上的刺刮了一下我的脊骨，让我在一种朦胧

的哀愁中，关切并感慨自己的母族——纳西族的文化命运。关于这一文化命运，我从一

个具体的切口，曾在《文化的哀鸿时代》里记述过： 

 

登高远望，涕零双坠。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纳西文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包藏着

广泛丧乱的状况令人伤感。除了覆盖着厚厚白雪和鲜花的玉龙雪山，古老的纳西人已经

失去了使自己挺立的力量。在纳西之乡丽江，维系着人与自然内在秩序的祭天仪式、祭

自然神仪式、祭祖仪式彻底被中断，庄严的祭天道场完全被拆除。祖先的律法形同枯槁，

早先极度亲自然的生活被安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    

约瑟夫•洛克在 1923 年完成的其第一篇纳西文化论文《纳西人驱逐使人致病之恶鬼

的仪式》中指出：“纳西——这个鲜为人知的部族，由于持续地受汉人的影响，正在很快

地丧失着他们的特性”。而按照汤因比的历史观，纳西文化这棵大树实际上早在 200多年

前就已停止了它的生长期，其标志性事件是 1723年 5月 31日（雍正元年农历 4月 27日）

开始的“改土归流”，尽管在此之后大树上又长出了一些新的树杈，有的树杈还长得很高，

但这并不能改变整棵树衰落的命运。这是一棵外观华丽内部腐朽的大树，它衰老的根系

失去了使它强壮的养分和体力，它的精气在岁月的流光中慢慢消逝，它的筋脉在夕阳的

余辉下一点点腐烂，然而它的树冠却盛开着粉艳的繁花，并散发出经久不散的香气。1723

年后，纳西人成了将被永远捆绑在轮子上的伊克西翁，这轮子是控制着纳西原生文化的

巨大外力，刚开始的时候它呈现为古典时代的儒文化，后来逐步演化为席卷整个世界的

科学技术浪潮，轮子滚动起来了，越滚越快，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流泪的伊克西翁在痛

苦地前行。20世纪 50年代中期，风烛残年的洛克正在拼尽全力完成纳西学巨著《纳西语

-英语百科全书》。为了替洛克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意大利东方研究所决定忍痛将所收藏

的六百多本东巴经精品卖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 W•弗格特博士得到

这一消息后，赶回了素有文化传统的家乡马尔堡。在狭小的市政厅里，满脸涨红的弗格

特作了一场关于东巴经重要性的演说，演说结束后，当时每天仅靠几个玉米饼充饥的马

尔堡市民纷纷自愿捐款，把这批东巴经从意大利买回后放进了新落成的德国国家图书馆。

这件事惊动了 80 岁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这位酷爱品尝葡萄酒的老人闻讯后专门给马

尔堡拨了一笔政府基金。用这笔基金的一部分，马尔堡博物馆又从美国和法国购入了四

百多本东巴经的复制品。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73 

“马尔堡事件”是一个见证，它表明了纳西文化在国外受到珍视的程度。但在纳西

文化的母地，各种焚琴煮鹤的极端举动随时都在发生，倡导生命必须服从于自然的东巴

教遭到禁止，东巴经书被大量清除，那被遮隐在日常生活中的、将现状和过去融为一体

的人文根基正在坍塌，了解一些情况的国际藏学泰斗图齐感慨说：“在近来急剧演变的亚

洲时局中，纳西文化已面临消亡。” 

在暮气沉沉的云之南，东巴祭司们不断死去，这些人中有大东巴和士贵、和文质、

和作伟、和凤书、和诚、康爸才、东文灿等。1958 年 5 月，丽江县文化馆的木丽春参加

下乡工作组来到红岩大队的岩头村，到村里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喊来群众召开了“抓革

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会议的高潮是对一个暗地里搞迷信活动的老东巴进行强烈批斗，

老东巴可怜兮兮地低着头颅，脖子上挂着扁铃、法螺、五佛冠等东巴法器，面前摞着一

大堆古老的褐黄色东巴经书，批斗结束后，一队雄赳赳的民兵纵火把东巴经书全烧了。

木丽春眼睁睁看着珍贵的东巴古籍变成灰烬，心里觉得十分可惜。两个月后，他在红岩

大队以北的鲁甸大队听说著名的大东巴和文质自杀后留有满满一屋子祖传东巴经，于是

走了半天的山路来到和文质的家乡新主中村，找到和的亲戚、已被划为“恶霸份子”的

大东巴和正才，向他说明想把和文质留下的东巴经书带到县文化馆去收藏。和正才沉默

良久后叹了口气说：“你搜走了也好，只有这样避免迟早被人烧毁的事。”接着和正才把

木丽春带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木楞房院落内，叫出一个穿着麻布土衣的高大汉子，同他低

声谈了一阵，然后进屋取出一把铁锈斑斑的钥匙，打开右厢房里的内室，木丽春跟着进

去一看，只见一架架粗糙的书架上摆着一摞摞泛着幽暗黄光的经书，共 1700多卷，那浩

博宏深的气韵将他惊呆了。和正才说：“这是和文质一家 5代人苦心经营积攒下来的经书，

少说也有八、九驮啊。”两天后，和正才帮木丽春雇了 8匹马及两个赶马人，将经书放在

16 个装中药用的竹筐里运回丽江。在金沙江一带享有盛名的大东巴和文质曾出任过国民

党时期的鲁甸乡副乡长，后受到冲击于 1951年自缢身亡，住在其祖宅里看守经书的高大

汉子是他的私生子，这个私生子的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这批经书才没有被没收毁坏。

当木丽春带着马队走出大门时，那汉子追出来紧紧拉着木丽春的手说：“木同志，我们家

5代人的宝贝都交给你了；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李霖灿先生出高价要买这些经书，但父亲

没有动一本，宁肯自己辛苦重新抄写。现在，我把这批祖传的经书交给你了，请你无论

如何一定好好保管，我死了以后，也好向列祖列宗交代啊。”一边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已

满是泪水。木丽春也激动了，表示一定会好好保管经书。没想到回到丽江后，这批经书

却给他惹来了大祸，70 多元垫付的驮运费不仅没有得到报销，搜集经书的行为更被指责

为替封建迷信活动撑腰，勒令检查交待，最后竟被开除回农村老家接受监督劳动。一年

多后，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人来丽江考察时，了解情况后才把木丽春的罪名摘除把他重新

调回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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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东巴大师久嘎吉带着高足年恒从东巴文化圣地三坝来到

了丽江，他们此行是应丽江县文化馆之请前来清理馆藏东巴经书的，在无人照料且不发

生活费的情况下，两人在青灯黄卷中操劳了数月，做完事情后，文化馆只给他们发了 12

元钱的车费。两人于是只好步行回家，74岁的久嘎吉和 61岁的年恒风餐露宿跋山涉水，

苦苦走了四天才折腾着回到了三坝。一到家里，精疲力竭的久嘎吉就病倒在了床上，几

天后，他的双目失明了。久嘎吉的独生女阿姑吉淌着热泪小心翼翼地照料着父亲，然而

一切都无济于事，过了一段时间，一代东巴大师便离开了人寰。 

赫依津哈说：“混合着血腥与玫瑰，人们徘徊于地狱的恐惧与纯真的欢乐之间，徘徊

于残酷与温柔之间，徘徊于苦行与享乐之间，徘徊于仇恨与良善之间。而这一切都正在

走向极端。”更大的苦难很快降临了，整个中国都在受难，虚弱的纳西文化在哀恸中喘着

粗气。在我出生前，激烈的世界已沦为了可怕的角斗场，到处是佩戴着鲜红袖章的狂热

者和傲慢无礼的角斗士，他们搞垮了内心、生活、祖先的基业，却最终可悲地难逃厄运。

子夜的哀歌隐去了东巴祭司的群体背影，像章和烈火加重了雪山的痛苦，由于被视作是

旧时代的残渣余孽，纳西文化支离破碎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扑倒在

破四旧运动的风潮中。1966 年 9 月 6 日，在东巴文化圣地三坝，当地纳人乡民高举着锄

头击碎了白水台下被世世代代的香火熏黑的神石，接下来的几天，每个村庄都燃起了滚

滚的浓烟，大批的东巴经书、神像、法器被焚毁，敬畏之心化为了颠覆之心，纳人用暴

乱的双脚践踏了世代相袭的信仰。 

多年后，在历史的大玩笑中，僻远的丽江成为了每年拥有大量游客的旅游胜地，招

牌广告之一是已成为了世界遗产的东巴文化，但事实上真正的东巴祭司已不多了。无论

表面的神光多么绚烂，都无法掩饰核心的支离破碎，古老的东巴文化在 21世纪这一镀金

世纪的巨大喧嚣声中正在走上历史的刑台，其真实状况如纳西学者和继全在《文化的遭

遇与人的命运》一文中所述：“穿梭于各个古老村庄的文物贩子，正在从东巴的后代手中

挖走古老文化的最后残存；神圣不可侵犯的祭天和祭自然神场地，被开垦成农田或修建

起房屋；一生超度了无数亡灵的东巴大师，在自己去世时却无人再能超度他的灵魂；以

往只能在祭祀时穿戴的东巴服饰和吟诵的经文，在旅游市场中展现着风采；很多杜撰和

扭曲的文化商品正满足着无数猎奇的眼睛，很多遗弃了灵魂的躯壳正在传统的残缺中寻

觅着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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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教教主丁巴什罗 卷轴画  丽江市博物院馆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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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表明了我对20世纪纳文化态势的一个基本看法——文化的无根化程度在不

断加重。关于上文，需要作出注脚的是： 

我曾对木丽春先生的治学方法有过微词，但就凭他年轻时抢救东巴经这件事，他是

我极为敬重的纳西文化人之一，事实上当年他抢救下来的这批东西是丽江现存东巴经中

最为重要的部分。 

文内提到的汤因比所说的文化停止其“生长期”，实际上是他在经典之作《历史研究》

中“文明的衰落”的观点，他说的“衰落”，并非我们通常说的“衰落”之意，而是一种

文明到达极盛期后停止生长高度朝着“衰落”的向度运行，就好比太阳升到中天后逐渐

向下运行，在此过程中，它还会保持很长一段良好的态势。我赞同这一观点，并将 1723

年作为纳西文明进入“衰落期”的标记，那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 1647 年（木增死

后第二年），一股或几股外来的军队在丽江制造了惨烈的浩劫，而在此前的木增统治时期，

纳人正处于一个“全盛时期”。 

关于“衰落”，雅克•巴尔赞在其大部头的《从黎明到衰落》中也说：“‘衰落’这个

词指的只是‘减弱’。它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丧失了精力、才能或道德观念。

正相反，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充满着深深的关切和忧虑，又有着它特有的躁动

不安，因为它看不到清晰的前进道路。” 

我之所以贴出节选自《文化的哀鸿时代》里的文字，是想从一个细部表明，纳文化在 20

世纪的真实遭遇。可以这么说，所有这个时段上出生的纳人，都是已衰微的纳西文明之

树结出的果子，而这些果子的真实状况，同时是“历史天命”的运行使然。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无疑，纳文化如今已被一道绚烂而威严的历史

拱门夹住，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在流失，许多传统中的重要内核，在不断空心化，

甚至连民族的精神策源地玉龙圣山也在不断崩塌和衰减，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小民族，

10 年间，它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荣光，迎来了有国际意味的 “颠峰时光”。我感到，有两

匹强悍的“历史之马”正用剧烈的力量朝着相反的方向拉动“纳人文明之车”，坐在这辆

哀荣倍至的车上，也许每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纳人，都应认真思考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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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神路图上的大鹏金翅鸟  迪庆藏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 

 
 

  关于纳人的“卡萨德拉大桥” 
于坚在《棕皮手记·在大研镇思》一文中说： 

 

这个世纪以故乡为耻，以乡音为耻，人们拼命学习普通话、学习英语，

以把自己的故乡遮蔽起来、遗忘掉。这个世纪只是要前进，而不要回去。这

是一个散失了故乡的世界，旅游者的世界，在路上的世界，任何事都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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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再也没有那种由一成不变造就的尊严。年青一代纷纷离开大研镇，“生

活在别处”深入人心。这个世纪的教育并不为大研镇式的生活提供价值上的

肯定。它从人们的童年时代就被

一大堆贬义词包围。保守、落后、

迷信、陈旧、土、一个顽固不化

的遗老遗少。而更可怕的是，价

值的转换在后来却是由旅游来

实现的。它只是一份旅游资源

么？是什么在大研镇令人肃然

起敬，是什么在保持着尊严？ 

长久以来，在金沙玉龙之地，骄

阳用它的日规把纳人的呼吸同大自

然的呼吸合二为一——万物有灵，所

有生灵都保持着神秘关联，这种关联

既是物理的，也是灵能上的。按照传

统的纳西自然观，人的一切拜大自然

所赐，所以生活的奥义之门秘藏在对

大自然无尽的感恩中，日常生活中必

须保持还债式的谦卑。在无根化程度

不断加重的今天，在时代喧嚣的巨翼

下，“征服者”取代了“还债者”，纳

人已日益丧失祖先朴素的信仰律令。 

 守望家园   拉纳  画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不是一个血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一“词语衣

装”中包裹着现实里的庞大活体。若论血统，大汉族是由一百多种民族血统混杂而成的

庞大种群，而纳人的血统来源亦是极为杂乱的。把这点提出来，是想说，当一个人宣称

自己是纳人时，更多的是在宣称自己身上承载着纳文化的活体因子。拿我自己来说，尽

管掌握了不少与纳文化有关的知识，但作为一个“纳人”，这些知识恰恰是不重要的，重

要的是身上还保存着一些纳文化的活体因子，比如母语、性情、价值观等等。我身上的

纳人因子，主要来自幼年的纳西乡土经历、纳西家庭的熏陶、对母语的坚守， 还有就是，

尽管长期漂泊于异地，但近 20 年来，每年都会回丽江一到两次，从而获得了“纳文化母

体”在相当程度上的喂养。大地正被金钱的巨掌绑架。在纳文化获得普遍赞誉（这种赞

誉同时带来了经济的迅猛跃进），并处于强烈阵痛的历史关头，作为纳人，这些年，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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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悲哀的事，莫过于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名义，母族传统内核中神圣的部分遭到践踏：

如在玉龙圣山上大修索道，如东巴祭司骚手弄姿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舞台上迎合游客的猎

奇，如祭天仪式闹剧式的表演，有的纳西

人视自己的母族传统若“历史垃圾桶”，

恨不能亲手砍下“传统”的头颅——极具

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居然大言不惭地宣

称自己是热爱母族的——若有人将自己

的母亲杀了，然后兴高采烈地说自己很爱

母亲，这种“爱”令我惊异！“1966 年 9

月 6 日，在东巴文化圣地三坝，当地纳人

乡民高举着锄头击碎了白水台下被世世

代代的香火熏黑的神石，接下来的几天，

每个村庄都燃起了滚滚的浓烟，大批的东

巴经书、神像、法器被焚毁，敬畏之心化

为了颠覆之心，纳西人用暴乱的双脚践踏

了世代相袭的信仰。”我不能武断地说，

这些纳人不爱自己的民族，但今天再反过

头来看待他们的行为，却只能叹息，这些

人多么无知啊，而每个人又都是时代的牺

牲品！ 

丽江古城昨日生活  拉纳  画 

 

是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对垒一直是当今中国的重大难题，这一难题的背后实际上隐

藏着某双历史那隐在的“极端主义之手”。有谁见过一个铜币只有一面、一只手掌只有一

面？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而“传统”、“现代性”，也正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两者之

间保持均衡的态势是极为重要的，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涵盖广

阔的文化活体，所谓“现代性”，正是“传统”进行时代演进后的结果样态，也即是“传

统”时代化后在当代呈现出的结果。“传统”在不断时代化，而今天的“现代性样态”，

也将是未来的“传统”，一如纳西妇女头上的解放帽，在 20世纪 50年代初，那是多么地

时髦，现在看来，却是这般地落伍和不伦不论，但不管怎样，它都成为了一项将错就错

的“传统”。 

关于现代性中的“现代化”的问题，在一次研讨会上我曾发言道： 

20 世纪 80 年代后，“唯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现代化被简单、片

面地理解为经济和物质的跃升。这几年，中国各地最时髦的发展口号是“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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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许多人理解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而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念，是 20

世纪 80年代初由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提出来的，1987年，联合国委托挪威首相

布伦特主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著名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其涵义作

了界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是一个整体概念，

亦即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战略，它与以往单纯追求经济高

增长率而无视资源与环境代价的观念迥然不同。 

    什么是现代化？仅仅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物质就是现代化么？这是一个重要而当代

中国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长期思索，我坚信，行进在正确轨道上的“现代化”，应该是

一个整体概念，它有呈良性循环的五大基石——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发达的

经济、良好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自由信仰、良好教育（包括技能教育和人

本教育），这五大基石之间应保持某种内在性的均衡发展态势，这样的发展，才是良性的

发展，纳西族地区的发展也应朝着这一良性向度推进。 

今天，站在纳西族的立场上来审视我所说的现代化的五大支柱时，维护好自然生态

和民族文化生态可说是丽江这列“高速奔跑的经济列车”的轨道啊，没有这条轨道的保

障，从长远来看，“经济列车”必出大问题不可。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说，纳西文化是形成“丽江之魅”的轴心之源，是丽江面对世

界时的“唯一性”人文资源。前些年，丽江幸运地获得了三项世界遗产桂冠，值得深思

的是，在世界面前代表云南的不是日新月异的钢筋混泥土的昆明，而是 1996 年时传统气

很足的“落后”的丽江古城。我相信，在当今丽江，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意识到文化是

丽江持续发展的命脉所在，而且借着这股文化势头，一些好的势头正在形成。我反对任

何形式的极端民粹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这种东西是孕育“文革”和“法西斯”的温床，

将使一个民族陷入疯狂，并催生专制与暴政，但是我也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共性与个性

是同时涌动的，那种认为应该取消民族传统，试图将民族传统融入所谓世界大同潮流的

看法是幼稚而不可能的，世界上哪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哪有两个人是相同的？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卡桑德拉大桥.》的电影，一辆车厢内病毒四处传播的列车，

正在开往危险的卡萨德拉大桥，我觉得纳文化的现状多少有点像这列火车，上面坐满了

病毒四伏的纳人，火车在快速行驶，病毒在四下传播，火车到底什么时候开到卡萨德拉

大桥，这个问题交给“上帝”吧，我们所能做的，当务之急，是自觉地、积极地坚守自

己能传承到的纳文化因子，并在此基础上争取传承到更多的母族文化因子。每个人，都

是卑微的，但只要我们还认为自己是纳人，就应当以崇忍利恩的子民自励，坦荡地接受

现实，守护母族的基本价值观，积极进取，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上帝”的交给“上帝”，自己的交给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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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霖灿先生用东巴文写的纳西谚语（转自李在中先生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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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全球地方化之路才是正确的 
    有朋友说我关于民族文化的某些观点和当年的《河殇》有些接近。这显然是误解，我

与《河殇》的那种思路差别是很大的，在整体上，《河殇》是强烈反对传统文化的，认为

中国应该快速地全方位西化，西化得越快则中国越进步；这和“文革”的路数恰恰相反，

“文革”实质上是用传统中最极端的东西来打倒传统。这个问题就不扯远了。 

谈当今的纳文化，得先注意在历史长河中它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之场”中，这个“场”，

也就是历史运行的势头，清代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的核心理念就是“势”，惟有“依

势而为”，才能符合历史不断演进的潮流。很显然，纳文化正处在两个大的“势”之中，

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一个是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更多指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较缓慢的）。处于弱势的纳文化正是被这两股

巨大的外力拖着快速前行。 

1931 年，埃德加•斯诺形容云南文化正在发生的变迁是“一只脚警惕地探索着现代，

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

中，”斯诺当时没料到的是，在随后长期夜以继日的各种变革中，他所说的“没有多大变

化的环境”，已天翻地覆、面目全非，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不得不追问一句：云南人是谁？

纳人是谁？ 

纳人是谁？回到常识上来说，纳人就是承袭了“纳文化”的人，这一文化的真实实

体是日常生活——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生活观念、生活道统。我认为，近

年火爆的一个词“发展”，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当然，作为

交叉样态的文化产业是可以发展的，文化的本质是生活，而且是一种本土化生活，只能

传承、转型，会不断变迁，没有不变的文化样态。 

在中国人已普遍 “马赛克化”的今天，当日常生活的文化质感日益空壳化，在回答

纳人是谁时，“纳人”的特质事实上正一点点变得模糊。追溯原委，是由于“纳文化”遭

到了几把力量巨大的斧头的砍伐，其中的一把斧头是“社会进化论”。从某个角度说，一

百年来，纳人地区和中国各地一样，中了一种毒，这种毒就是社会进化论，把社会推入

简单的思维杵臼，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越新越好，越老越不好，在这种非

此即彼没有中间界限的氛围中，少数民族文化深受其害，被认为是落后的。如果不在思

想上肃清这种毒，纳人的文化自信心、文化自觉将受到损害，难以良性行进，好在从政

府到学界、到民间，不同层面都在反思。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登场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

误读。失败之年——甲午中日战争后的 1895 年，出身海军的“海归”严复在一团愤懑之火

中抛出了《天演论》译本，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天演论》的原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

黎此前两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该书中，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

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书的后半部分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生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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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论——这也正是达尔文本人的看法，尤其在晚年，达尔文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进

化论。但在国难当头的关头，严复毅然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把后

半部分删掉，将社会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物竞天择”——这一高度影响此后百年中国

的词汇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社会进化论思想很快风靡全国，由此，20 世纪在中国成为致

力于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新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误读，并一步步激化。 

在历史上，纳文化是一种很有粘合力的文化，它在历史潮流的演进中一直保持着很

好的均衡性，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同时又能兼收不断变迁的外来潮流，这种姿态

用我在很多场合引用的一句话说就是：“两条腿一起走路”。在汉语语境里，“纳”，为吸

纳、容纳之意，是个内涵宽广的词语，闪烁着阔大的脉动，同时，“纳”这个字里有“人”，

显明了一种守衡的重要性，兼收并蓄虽好，但如果一味行此，容易失去自己原有的特质，

故“纳”字里面的“人”，是本，本立而道生，外在外力为“人”所用，守住这个“人”，

是“吸纳、容纳”格局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坚韧主体，形局将会被所吸收的外力吞噬；

有句纳西老话叫“吾亨莫树呢，西祠塞贝告”，意为自己若不虔诚信仰自己的神灵，怎能

拒斥异端之魔。所以，在这个信息化的飓风时代，巨大外力席卷而来，原有道统面临着

重重危机，在此时代的迅猛之势中，能否守住这个“纳”里面的人，即能否守住纳人文

化的根，这是决定性的牌。 

纳文化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良好态势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内核能够一

直保持某种主体性地位。但是 20 世纪以后（尤其是在 1950——1980 这段），纳人文化遭

受了严重的断层，尤其是文化内核意义上的东西崩塌得很厉害，这样，“两条腿一起走路”

的传统均势就被打破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局下，丽江迎来了高歌猛进的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模式，以及全球一体化大潮。这些背景是需要看清的。前久，一个成都市政协副

主席告诉我，他去了 7 次丽江，深为所动，他认为纳西文化目前的样态对整个中国的发

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所以，他准备用一个渠道在香港申请 10 万港币以研究纳西文化的

现状。我并不能赞同他的许多观点（具体就不说了），但他之所以把纳西抬得那么高，是

因为汉文化同样经历了惨烈的传统崩塌。 

2005 年 8 月，我去了趟大凉山腹地的美姑县，这个经济相当落后的县有 18 万人口，

基本上是彝人，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其中毕摩（相当于东巴）竟多达 8 千人，水平很

高的毕摩达 280 人，这一情况令我吃惊，因为在丽江，东巴文化是旅游招牌，但真正的

高水平东巴已很少。我个人认为，从一个长远的以根脉为标尺的维度上来说，纳人文化

已进入了某种需要“保命”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历史肯定会对纳人文化传统进行

自然选择，但这一实施自然选择的主角很多时候恰恰是纳人自己，比如三多节，以前没

有的，现在已成气候，我认为这个自然选择是有能动性的，是“人定胜天、天定胜人”

意义上的。很多事情，从现实看是一回事，从长远来看又是一回事，比如文革时滇池的

被填，在当时看来，是大好事一件，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却是大恶事一件。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84 

尽管每个人事实上都很卑微，但其主体能动性不容小视，当众多的纳人将各自的主

体意识汇聚在一起，那样的能量场还是有力的，但对这个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信仰支撑的

民族来说，要做到这点已不容

易。古语道“知天命，尽人事”，

但愿有更多的纳人能对文化

危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能自

觉地为母族做一点实事，哪怕

是一点点。当一个纳人，开着

宝马车，用手机讲着母语，虔

诚地去参加家族内的祭天仪

式，然后去和洋人谈生意，在

这个交融着传统与现代的日

常过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微

妙地合为了一个铜币的两面，

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才好，

而不是非此即彼走极端。我觉

得纳人的现实生活应复兴更

多符合世界潮流而又根脉贯

通的传统，实际上这是“新传

统”，而不是全然刻板地一味

复古。传统是一个活体，它应

当顺势前倾，它必然要流淌，

要变迁。                              路意味着不断坚持   苏国胜  摄 
 
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中，面对现代化与传统的剧烈鏖战，我赞同这样的看

法：一个区域的现代化，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文化传统，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

择，这三者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并行不悖的。在经济上，我们需要接受“全球一体

化”的迅猛时势；在文化上，我们需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这些年，在中国，现代化对

传统的围剿相当惨烈，这之中与筛选机制关系很大。这些年，关于民族文化的流行口号，

影响至深的恰好是朝向相反的两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

族的”。在我看来，这两个口号的内在性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民族的”和“世界的”，

成为了格格不入的两级，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我认为，明智的民族文化之路，应

是“全球地方化”之路，“全球地方化”，意味着“民族的”和“世界的”是相融的，民

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获得了确立，而全球的现代性大潮，亦为“民族文化”这一“主人

翁”所用。自然，这之中筛选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哪些民族文化的元素是必须获得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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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些民族文化的元素是可以放弃的？哪些全球潮流中的现代性元素是可以吸纳的？

哪些全球潮流中的现代性元素是需要提防的？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而只有

文化主体性获得确立，合理化的筛选机制才可能顺藤结出。 

古老的《周易》中有一个“阳主阴从”的原理：万事万物都有其主体性，也就是“阳”，

而“阴”是各种各样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只有“阳主阴从”，“阳”不断获得肯定，“阴”

不断被“阳”所用，方是事物流衍过程中的正道。拿纳文化来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富

含本土特质的内核，就是主体性，也就是“阳”，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只有不断肯定这一

主体性，并很好地吸纳时代大潮的各种养分（也就是“阴”），自己的文化道统才能保持

良好的、具有时代内在均衡感的文化生态场。 

但是可以说多年来，和国内其他区域一样，纳西走的是一条“阴主阳从”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主体性遭到戕害，纳人的生活正逐渐走向“去纳人化生活”，纳文化

正逐渐走向“去纳人化状态”。 

那么，什么是纳文化的主体性呢？简扼说来，就是纳文化之所以构成纳文化的根性

元素，这些元素就是文化机体内的“人文元气”，只有以人为本，把这些元气匡扶起来，

纳文化才会焕发出具有活力四射的内在自信心，而只有这个“自信心”发功，“体”和“用”

才能一如，一切才能良性地尽为所用，化古化新，化中化西，都可以化，但是如果没能

持有这个“文化自信心”的话，则怎么搞可能都是乱的。同时，在重塑“文化自信心”

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另一种文化受难——大跃进式的乱来，以及制造各种为人民币服

务的“妖怪项目”。  

 

守护“常识”与守护两条底线 
奥尔罕•帕慕克曾无数次在家乡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驻足沉思：这座

横跨两大洲的桥梁是欧洲和亚洲两大文化板块之间关系的缩影——它沟通两者，但沟通

本身表现为反复的、长期的冲突，这种冲突同时是传统与现代性的鏖战。今天，全球化

实质上是以西方为主轴的一张世界图纸，在无可奈何的枯萎中，纳人传统的精神根脉和

深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遮隐。 

对当代中国来说，“传统与现代性”这一议题，无比宏大而艰难。论及什么是“现代

性”时，当今中国的大批精英指出的向度无外乎是：极其优良的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发

达的经济、美好的外部生态环境。我认为这一“药方”隐伏着一个极大的盲区——内在

的根基，被严重忽略了。需要追问：在如此迅速而猛烈的时势中，纳人“重塑世界的内

在力量”在哪里？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不少地方都在搞“跨越式发展”，发展也好，现代性也好，都必须有一

个基石，否则必出大乱子，这个基石，就是“常识”。什么是“常识”呢？这是一个丰厚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86 

的概念，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来理解。横向上的“常识”，就是在人和所生活的场（自

然）之间的关联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普世标准，如，让河流保持清澈，让空气保持洁净，

让山岭长满森林；而纵向上的“常识”，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祖祖辈辈积淀下来一些

传统原则，这些原则也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支撑，同时是最大标记，

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常识”的形式会不断变异，但基本的精神性元素不变，拿藏族

来说，其纵向上的“常识”，如藏语、藏装、喇嘛教信仰等等，如果失去了这些起码的文

化常态符号，那藏族就不成其为藏族了。那么对纳人来说，比如以“祭天法祖”为核心

的一套仪式、风俗、价值观念，就是最重要的纵向意义上的“常识”之一，“纳西默毕若”

（纳西人是祭天的子民），这是过去纳西地区尽人皆知的常识，又如丽江古城，它在历史

上有汉文化的源流注入，但这并没有阻碍它成为一座以纳西文化为主体性的古城，丽江

古城是一座以纳西文化为支撑的古城，这是举世公认的一个常识，以后这座古城不管如

何变迁，违背这个常识都是错误的。 

我觉得纳人应该梳理出自己民族文化的“常识”，当今中国已过渡到一个文化的复兴

期，这个过渡期会绵延很长时间，许多“新传统”将大量涌现，在此过程中，乱搞文化

的事情一定多得不可胜数，只有那些建立在坚实的“常识”基础上的“新传统”，才能形

成传承并推动民族根脉的“新传统”。颇有眼光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说：“发展才

是硬道理，硬发展就不是道理，” 我以为，违反“常识”的发展就是“硬发展”。 

另外，母语的不断消亡，是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欧洲联盟委员会曾把 2001

确定为“欧洲语言年”，号召欧洲国家积极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著有《剑桥语言百科全

书》的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博士认为“文化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

他在英国《展望》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应当关注濒临灭亡的语言，其原因就如同我

们关注灭绝的动物或植物。物种的灭绝会破坏我们这个星球的多样性。在语言的问题上，

我们谈论的是智能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非生物多样性；但结局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其活体文化（有的民族尽管仍拥有族称，但事实上已消亡）

在历史长河中有两个底线，一是以信仰为支撑的文化内核之根基，一是母语。回族因守

住第一条底线，故能至今坚挺；中亚古老的哈扎尔人因主动放弃第一条底线，故其文化

崩盘。对于纳人来说，第一条底线正在劫难之中，第二条底线的危机已扑向年轻一代。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纳文化对丽江经济的强大牵引作用，在其拉动下，一些文化元

素亦在进行着时代性的复兴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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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人”的分离，是我们时代的观念之癌。对于纳人中的纳西人来说，作为

千百年来最重要的民俗，“祭天法祖”这一传统的核心信仰模式能否以符合当代潮流的形

式获得彰显，从文化命脉的内在性上来说，这对纳西“历史寿岁”的延续是一个拷问。

尽管纳西人的信仰崩塌程度很严重，但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说，“祭天法祖”的复兴是可能

的，事实上一些地方已局部实现了这种“复兴”。但站在民族整体的角度来谈这一“复兴”，

其难度就完全不同了。同时，站在生命观的角度，祭天尽管可以复兴，但在礼崩乐坏的

现实中，如何实现其修复人心的传统医治之力，这是一个难题。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

研究》的最后部分里说：“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

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

种弊端的唯一有效方法，”这段话让我想到“祭天法祖”对纳人的重要性。 

以前曾碰到四川得荣县广播电视局局长，他是当地白松乡的纳西人，据他说，这个

乡有几千纳西人，都藏化得差不多了，会说纳西话者寥寥，但这些纳西人就是不认为自

己是藏人，他们和藏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每年春节都要举行祭天。我想，有可能正是祭天

仪式，使这些已被藏化的纳西人获得了特殊的心灵认同。 

我曾把 1723 年实行改土归流后的纳西历史称为“仿汉时期”，在这个时期，汉文化

的强势冲击势头越来越猛烈，使丽江纳西文化变迁为一种纳汉文化杂交样态，但在此过

程中，如果我们悉心关注 1940 年代的史料，便知道祭天仪式作为纳人最大的风俗，在民

间一直完整而广泛地被传承着，从李霖灿等人对三坝、鲁甸等地的实地考察可看出，东

巴阶层相当活跃，但是到 1950 年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祭天仪式作为迷信活

动正是在这个时期遭到取缔，民间的信仰道统从此被切断，这之后，又历经了文革，那

段时期发生了太多的事，从文化变迁的维度，可说纳人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以“精

神动乱”为首的文化动乱。我在丽江七河老家的村子里认真考察过祭天仪式崩塌的真实

状况后，更加确认这一点。到 1980 年代，少数地方恢复祭天仪式时，意味着是在恢复一

种中断了很久的仪式，而这时，信仰仪式背后的文化支撑已全然不同往昔，人们的价值

观和先前大不一样，这使获得匡复后的“信仰仪式”变成了新传统意义上的仪式，而人

们从新的祭天仪式中获取的精神灵力，显然也大异于先前。 

《道德经》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回归到根的时候，就

能够重新恢复生命的活力。在夜以继日的革新中，祈愿有更多的纳人有这样一个扎根的

人文觉醒：继承就是创新，唾弃祖先就是唾弃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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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白雪倒影   白郎  摄 

 

——2012 年 9 月（后又略有改动）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89 

（本期图片由白郎提供）    
                                       

【作者简介】白郎，随笔作家，人文地理专家。1968 年生，纳西族，云南丽江人。现居

成都，任《读城》杂志社副总编。2011 年度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专著《山河万

朵：中国人文地脉》（北方卷、南方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 年）、《素履：亲历东方众

灵之地》（广西师大出版社，即出）、《月亮是丽江的夜莺》（重庆出版社，2007 年）、《吾

土丽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白郎文学作品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年）

等。主编有《锦官城掌故》《火焰与柔情之地》《茫茫归途》等图书。合编有《四川纳西

族与纳文化研究》《锦官城遗事》《成都百年风俗》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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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Cultural Action 
———————————————————————————————————————— 

 

探访最美家|和文光家庭： 

根深树不倒，林茂水长流 
 

中国妇女杂志 2024-12-19 
 
 

十年寻找最美，十年拓展深化。各级妇联组织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来自城乡社区、各行各业的 1648 万户最美家庭，在平凡中演绎着

不平凡的故事，呈现出家家幸福安康的美好图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华诞，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中国妇

女杂志社联合推出“探访最美家”系列短视频，以写实记录的形式，生动讲述

最美家风故事，引领广大家庭礼赞新中国、激扬家国情、奋进新征程。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和文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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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光家的家训：根深树不倒，林茂水长流 

母亲是家之树 

和文光的家在距离丽江 180 公里外的塔城乡一个小山村，家人个个能歌

善舞，纳西族民歌张嘴就来。和文光的母亲肖汝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句纳

西谚语：“根深树不倒，林茂水长流”。而在和文光的心中，母亲就是那棵树。 

 

 

 

 

 

 

 

 

和文光和母亲肖汝莲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93 

母亲有“纳西刘三姐”之称，是纳西民歌世家第二代传人，是纳西地区唯

一会唱几百首古老民歌的民间艺术家。从年轻时起，歌声就飘荡在金沙江两

岸，不管谁家遇到红白喜事，都要请肖妈妈来唱上几曲，所有的词句都是即

兴发挥。肖汝莲还曾多次受邀在崔健个人演唱会上担任演唱嘉宾，被崔健评

价为“真正会唱歌的人”。 

每当肖汝莲唱起纳西老调，家里的孩子们就都围坐在一起，倾听、模仿，

孩子们几乎都是浸染在纳西民歌中长大的，音乐成为了这个家族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和文光的儿子达坡阿玻说，唱歌对他们来说，已融入到骨血中，就

像风、像雨一样是老天对他们一家的自然馈赠。 

和文光说，母亲（中）是家之树 

“根深树不倒”，这个根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歌，不仅是他们家的来处，

也是整个纳西民族的文化记忆，因此达坡家的孩子出生听到的第一声呼唤就

是纳西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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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是树之干 

“丽江现在流行传唱的纳西族歌曲，有 80%是我父亲和文光创作和整理

的。”和文光的女儿达坡玛吉骄傲地说，纳西民歌在奶奶这里得到传承，而

在父亲和文光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和文光是达坡家族民歌文化第三代传承

人，也是纳西东巴世家第三代传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小学校长的和

文光在别人眼里特别“不务正业”。几乎每个周末和节假日，都“游荡”在纳西

族的各个村落，拜访村落里知名的民歌老艺人。一个录音机、一个小本子，

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是和文光拜访之路的所有装备。他顶风冒雨、穿越

坑坑洼洼的土路，走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音乐老者，将即将失传和流失的纳

西族民俗音乐记录下来，然后进行拯救、传承、创作，将传统民歌发扬光大。 

面对和文光“不务正业”，妻子和国芳从不抱怨，而是默默支持。有一次，

和文光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投入到了民歌的收集中，亲戚朋友们都谴责

他，只有和国芳说：“我还有三亩地，可以养家，就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吧。”正是有了爱人的支持，和文光才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收集整理了百余首

纳西民族古乐。有些老艺人在和文光拜访之后就离世了，而正是因为有了和

文光的造访，这些纳西民乐都没有失传，可以说和文光为纳西族民族音乐的

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坡玛吉和达坡阿坡姐弟俩特别为父母的爱情

倾倒，父母两人因为对歌而结下情缘，随后的日子始终夫唱妇随，妈妈和国

芳也是一位纳西族歌手，多才多艺，会吹口弦，最神奇的是，一片树叶经她

一吹也能流出美妙动听的音乐，爸爸弹琴妈妈唱歌，奶奶领唱，孩子们和声，

每逢热闹的节日里，家里的聚会堪比一场热闹无比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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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光家庭致力于纳西族民族音乐的传承 

 

和文光创作的书法作品长卷《千禧天歌》获世界记录，在万里长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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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光除了传承纳西族音乐，也致力于东巴书法的传承，他用东巴文创

作的 700 米书法作品长卷《千禧天歌》获世界记录，在万里长城展出。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和文光依然创作不息，他自发组织了丽江民间艺

人协会并身兼会长一职，将 100 余位民间文化艺人聚合在一起，将纳西民乐

里的歌舞、打跳等传统文化重新整理，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将濒临失传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西民歌进行传承。到丽江去的人，只要在街上遛一遛，

就能听到和文光创作的歌曲，《月亮姆》《纳西迎宾曲》《梦中的香格里拉》《爱

在云之南》等已在民间广为传唱。 
  
 

 

 

 

 

 

 

 

 

 

 

和文光的东巴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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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枝叶叶不分离 

奶奶是一棵树，父母是树干，达坡玛吉和达坡阿玻姐弟俩就是那繁枝茂

叶，他们在父亲这种对音乐的坚守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在音乐的围绕声中长

大。不论是在山上放猪还是和小伙伴们嬉闹玩耍，只要妈妈一声民歌曲调，

不论在多远的地方，都会召唤回调皮的孩子；即使在现在，不论是在远离家

乡的北京，还是在国外进行演出，他们心中久久盘旋的也是那一首首熟悉的

纳西民歌。 

 

姐弟俩都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但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走出了家乡，走出了大山，来到了更广阔的天

地。在歌声中浸润长大的姐弟俩相继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如今，达坡玛吉在

云南省文联音乐家协会工作，致力于纳西民歌的传承，弟弟达坡阿玻在中央

民族歌舞团工作，致力于将本土民族音乐和时尚元素相结合，打造纳西民乐

的另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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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坡阿玻说：“纳西族有着完整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在中央民族歌舞团

里，纳西族的歌手只有我一位，当与各个民族的演员一起站在舞台上时，纳

西文化滋养着的民族骄傲，身上流淌着的民族文化的自信，让我对工作和生

活都有着无穷的力量，我要继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自己的贡

献。” 

达坡玛吉相继去了上海音乐学院和美国纽约罗切丝特 Nazareth 大学深

造，她在音乐探索的路上，也从未停息过。她说：“一路上寻找文化的差异

性，更加感觉到所有的孩子都要知道自己母亲的重要性，如果所有的东西趋

同了，那文化的发展空间就没有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丢失自己文化的根

脉。” 

如今，第五代传人达坡玛璐已经接过家里音乐传承的接力棒，小小年纪

就登上央视舞台，美妙的歌声给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达坡家族这棵

大树更加的枝繁叶茂，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代代达坡家族人为文化传承书写

着灿烂篇章。 

 
 
 

来源：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 

责任编辑：陈昊晴 申敏夏 

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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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高龄纳西学者蓝伟先生到杨浦区对口帮扶丽江馆参观指导 

 

 

 

 

 

 

 

 

 

 

 

 

 

 

90 高龄纳西学者蓝伟先生（左三）到杨浦区对口帮扶丽江馆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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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 Showcase 

———————————————————————————————————————— 

 
世界艺术博览会在韩国首尔隆重召开— 

 中国著名画家王四海受邀出席 
 

首都书画院 2024-04-26 阅读 6274 

2024 世界艺术博览会在韩国著名的仁寺洞韩国美术馆隆重召开。中国

书画院院士王四海受主办方特别邀请，应邀出席了 2024 世界艺术博览会。 

 

2024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30 日“2024 仁寺洞·首尔世界艺术博览会”在韩

国美术馆盛大举办。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李寿成、韩国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

会会长赵康勋、大会长果川 Logos 美术馆馆长张贤胜、组委会主席文化艺术

学金昌培教授、推广委员长许由、韩国亚洲文化亲善交流协会会长，前总统

金泳三总统府秘书室秘书官金敬桓、韩国大邱市医疗观光产业咨询委员张世

焕等领导应邀出席本次博览会。 

此次首尔世界艺术博览会，得到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出动警务人员维

持秩序，有 700 多名世界各地的书画家应邀参展。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103 

 

 

 

 
 

 

 

     

 

做为这次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表示，今年是韩中建交 32 周年，

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全方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此次展览作为“韩中文化交

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多国艺术家大师共同办展，

充分体现了“文化与艺术交流”的宗旨。 

 
世界艺术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担任李明博总统候选人文化艺术特报，GALLERY 潭园禅馆长，仁寺洞中
央美术馆代表馆长）金昌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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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期间，王四海先生所参展的国画作品及其他参展作品，不仅受到了

韩国同行业内人士的高度称赞，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媒体记者们的争相报道。 
 

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为 2024 韩国世界艺术博览会中国北京艺术家代表团王四海先生颁发
参展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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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与王四海先生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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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会会长、美术馆馆长张贤胜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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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与组委会主席、文化艺术学金昌培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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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海先生在现场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博览会期间，王四海先生所参展的国画作品及其他参展作品，不仅受到

了韩国同行业内人士的高度称赞，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媒体记者们的争相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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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海先生在韩国首尔世界艺术博览会与艺术家们进行学术交流。 
 

著名文艺评论家、书法家网络财经作家张芝旭先生说：“从王四海先生

的这两幅作品中，看到中国画的新法和心法，找不到作品的所踪，同时又觉

得每一笔画都恰到好处。作品宁静而生动，拙朴而高贵”。千年前，苏东坡

就对我们说，美既不是客观，也不是主观。美是主客观的共情。艺术的作用，

就在于无论你处于何种心境，承受何种遭际，你都会与她交流、共鸣、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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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就在于抚慰心灵，疗愈创痛。王四海先生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用

多元思维、宇宙视角在观照生命和自然，他早已超越了定点透视和散点透视，

从来没有固定的方位，就像一台安放在月球的全方位摄像机。 

        他笔下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滴露水，每一座大山，都是用他的血液、情

感和生命在塑造一方文化，表达一种思想，阐释一个哲理，抒发一汪人性。 

此次艺术展的举办，在世界各国艺术家群里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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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韩国世界艺术博览会中国北京艺术家代表团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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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四海，心无挂碍 

张 斌 

       15 年来，王四海先生一直在我的朋友圈里，但却是一位熟悉的陌生
人。 

        2007 年，一位媒体朋友的引荐，在中央美院大门口那间茶楼里，
我认识了他。 

        他叫王四海，是一位山水画家，属马，比我大一轮。我俩的话题便
从历代画马名家展开。 

        唐代的韩干，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清代的郎世宁，现代
的徐悲鸿，王四海先生知识之渊博，言谈之谦和，令我赞叹、敬佩。那
天，还看了他的好多幅作品，那一幅幅宁静而生动，拙朴而高贵，熟悉
而陌生的山水画，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走失多年，渴望回家的孩子。
那天，王四海先生和他的作品留给我的印象，就像苏东坡给韩干那幅
14 匹马所作的长诗。 

         认识王四海先生之后，我做了两件事，一是购置了一套笔墨纸砚，
与其说是想试着找回 50 年前第一次拿毛笔的感觉，不如说是想走近王
四海先生。二是买了一本《中国艺术史》，与其说想回到 30 年前读大
学时学习文艺美学的年代，不如说想和王四海先生有进一步的交流。 

 

定义王四海先生： 

一道无解的方程式 

 

        如果你看了王四海先生的艺术作品和履历，你就不会介意我把他放到中
国艺术史里来考量。 

        他身上，没有王羲之的忧郁和狂野；没有苏东坡的被宠和坎坷；没有颜
真卿的智慧和果决；没有唐伯虎的悲怆和风流；没有徐渭的孤傲和落魄。但，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113 

王四海先生和他的画作，却有苏东坡的随性和率真，颜真卿的执着和坚
强，唐伯虎的写实和写虚，王维的佛系和空灵…… 

      王四海先生，就是他自己。 

        蓦然之间，我一直十分苦恼的那个读不懂他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我脑洞大开，悠然释怀，就像苏东坡悟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之后
的轻松和快意。 

        我问自己：完全读懂有那么重要吗？不是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阿
Q，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吗？既如此，何不让我读一千遍产生一
千个解读？！ 

       王四海先生，就像一道人生的方程式，无解。 

共情王四海先生： 

禅师掬起一捧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
上听？ 

       1000 年前，苏东坡就对我们说，美既不是客观，也不是主观。美
是主客观的共情。艺术的作用，就在于无论你处于何种心境，承受何种
遭际，你都会与她交流、共鸣、拥抱——艺术，就在于抚慰心灵，疗愈
创痛。 

        难怪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能产生不同的感受。宛若人生，它不
就是一次旅行、一场感受吗？ 

        王四海先生作品的深邃与博大就像他本人的名字。每次欣赏他的作
品，我就像看见一位禅师从海边掬起一捧水，告诉我：四海的水都在这
里！是啊，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捧水和四海之水毫无二致。 

        王四海先生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用多元思维、宇宙视角在观照生命
和自然，他早已超越了定点透视和散点透视，从来没有固定的方位，就
像一台安放在月球的全方位摄像机。 
        

 他笔下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滴露水，每一座大山，都是用他的血
液、情感和生命在塑造一方文化，表达一种思想，阐释一个哲理，抒发
一汪人性。 

拥抱王四海先生： 

感受生命最底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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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前的一个中午，我在研究苏东坡最后一卦：涣卦变中孚，中
孚变益卦，益卦变家人卦，甚是不解。索性驱车 50 公里，于西六环一
庄园里，欣赏王四海先生的太行山水巨作。 

        这幅巨作，不仅有山脚仰望的高远，而且有层峦叠嶂的深远，更有
山顶与地平线相接的遥远。既有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热血奔涌，意
气风发，又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暮色苍茫，凝练沉稳，还有王晋
卿《烟江叠嶂图》的旷远幽绝，长松落雪。这幅图，仿佛东坡一生的轨
迹：从道人到学人，从学人到官人，从官人到罪人，从罪人到幽人，从
幽人到野人，从野人到仙人…… 

        在沉浸于那幅作品的两个小时里，我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
的空间和时间，像结识了一位从未结交的儒释道大咖，全身充满了真实
而自由的力量。这种真实而自由的力量，正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最底层
的力量——人世间，有谁，不渴望拥有这种力量？！ 

拥有这种力量，就拥有《心经》离苦得乐的药方。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彻
底地做到了“心无挂碍”：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想。任凭他的
山水向我全身充溢满满的真实而自由的力量，至静至纯，至真至淡，至
勇至柔…… 

       也许，你和 15 年前的我一样，总觉得读不懂他，但你一定会因此
而读懂你自己。读懂你的精神世界，你会觉得，你的精神世界需要他，
需要一个这样的出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出口。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忙，以至于跑步的时候都带着耳机，从来
没有感受一下接地气的感觉；吃饭的时候都在谈论升官发财，从来没有
观照一下我们的味蕾；即使不得不亲自上厕所，也都在刷抖音看视频，
从来没有倾听一次肠胃的声音。即便常年在阳光下行走，也从来没有认
认真真看一眼太阳。 

是的。我们太需要静下来，认真看一看四海先生的山水，听一听她
的声音。 

          当科技迭代让你无所适从，当物质文明让你应接不暇，当人生选
择让你不知所措，当遭遇瓶颈让你无法突破，请你静下来，走到王四海
先生山水画前，欣赏她的宁静与生动，拙朴与高贵，儒雅与果敢，唤醒
你生命里最底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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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 

张芝旭：原名张斌， 

著名文艺评论家、书法家、网络财经作家。 

在文艺评论方面，他曾在双 A 级中央核心期刊《名作欣赏》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作品长期选入《中学

语文教学参考书》。并在《中国投资》等刊物发表赵望云、方济众等画家的研究文章，引起轰动。 

在书法方面，他自幼热爱书法，遍访名师、遍临各种书体，对书法理论有独到的研究，正在潜心撰写

《中国书法史》。 

在网络财经方面，他已在《雪球》撰写文章近 500 篇，被评为“2022 年雪球十大新锐”。 

更新于 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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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金华·清风徐来刘悦东水墨画展 

在日本岐阜举办 
 
 

2024-12-05 18:38· 
 
 

 

 

2024 年 11 月 28 日，由日本清风水墨画会主办，中部日本辽宁同乡会·总

商会协办的“水墨金华·清风徐来”——刘悦东旅日二十年中国画教学师生汇

报展在岐阜市大家的森林画廊开幕。展览吸引了来自日本各界的嘉宾、艺术

爱好者、文化人士及海外友人等近千人前来现场，大家怀着对中国传统水墨

画的热爱与崇敬，欣赏了刘悦东老师及门下弟子近二十年来绘画实践的丰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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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刘悦东即兴创作了《大道之行——虎题材》一幅，挥毫泼墨，展现了中

国水墨的酣畅淋漓与雄浑苍劲，令人叹为观止。 
 

刘悦东，1961 年生于辽宁鞍山，自幼习画，后来追随鲁美科班的辛鉴铭、黄复胜、

姜文治等大师，深入学习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技法与精髓。他的绘画根基深厚，从《芥子

园画谱》入手，研习中国水墨的笔墨技法，并通过大量临摹《清明上河图》等宋元经典

作品，汲取了古代水墨艺术的智慧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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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二十余年期间里，刘悦东通过查阅日本多位著名画家的评论文章，深入研究中国

南北画派技法，融入日本水墨画的独特风格，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他

的作品既古典高雅，又充满洒脱与清新气质；无论是山水、人物、花卉、动物还是果蔬

等题材，他都能信手拈来，挥笔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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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刘悦东担任日本清风水墨画会会长、日本岐阜电视台特聘讲师、中国职工书画

院艺委会委员、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理事等职务，同时也是中部日本辽宁同乡

会·总商会顾问。他不仅是一位在日本中部地区享有盛誉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家，还是一位

致力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二十多年来，他不断从事中国传统水墨画教学及

中日书画工作者交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促进了中日民间文化的深度交

流与融合。 
 
水墨金华·清风徐来 刘悦东水墨画展在日本岐阜举办的报导刊载于： 
日本华侨报 
http://www.jnocnews.co.jp/news/show.aspx?id=113215 
华人头条 
https://www.52hrtt.com/cn/n/w/info/F1732591127604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tem/7444874687588336180/ 
腾讯 
https://page.om.qq.com/page/OohVFAzt1LtQGztOb3_YBisw0 
百度 
http://baijiahao.baidu.com/builder/preview/s?id=1817596470920747743 
网易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ILQM2J00515L9VD.html 
搜狐 
https://www.sohu.com/a/833567544_100203250 
一点资讯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y8T5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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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报的报导                             中日新闻报的报导 

 

ADCA 微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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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士高龍艺术作品：《油画拾貝》 

原创 高龙 紫雨轩书院 2022 年 01 月 14 日 00:02 
 

 
 
 
 
 
 
 

 

 
 
 
 
 
 
 
 
 
 
 
 
 

 

 

 

 

人类诸学遗产的终究归复，人文主义就是其中普世文化的至高模
示，同时又是一面淸析的敌人类罪恶灵魂的透视镜。 

     ⋯⋯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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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希望安安静静地将匆忙中所遗忘的思考，同我与自我交流之

间，所激发出新的启示，將高峡平湖搅起神奇的涟漪，享受魔幻般艺术

的游戏。有如我的诗和画，无须故虑任何规范，我就拿她們当作写给我

自己的日記，记录着隨心所欲的事情，只要自以为得当，管他规范和平

仄！姑且干脆就叫她們为后诗画！亦或后期幻象表现的什麼！就像演奏

肖邦的钢琴曲，完全按照谱子标记的那样弹奏，那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

完美的演奏家！⋯     

 ⋯⋯      

 

透视心理表现所再现的主观概念，在艺术哲学上的体现往往在于以

幻象直接展示，那絕不是仅仅把＂美＂描述為被客观化的快感，將自我

的各种复杂细腻的情感，通过主观而不仅作為內在的行為动机，即作為

某种外部事物的客观特性加以体验，用一种自我独立的審美特性，与＂

超客体＂感悟產生交流。以自身直接参与其生命世界之中所共生，形成

于再现性构造的抽象幻觉之中。那就是一种多重性精神定向的创造，由

此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乐趣！ 

 

 ——-高龍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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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 ！ 

Twenty Twenty-One 

Oil on wood-board 

37.5”x 37.5”（英寸） 

95cm x 95cm 

Long Gao 髙龍 2021 

 

萦懷生生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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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蒼的信息 
God's Message 

东巴象形文字系列 
Dongba Pictographs 

摩些人的東巴文化与現在仍然存活的象形文字 
Long Gao 髙龍 2021 

Oil on canvas 
48”x48”  （英寸） 

122cm x122cm 
 

玉龍大雪山可证！ 
是跟我说的⋯⋯快跑！⋯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  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125 

 
 
 
 
 
 
 
 
 
 
 
 
 
 
 
 
 
 
 
 
 
 

 
古老的启示 

Ancient Revelation 
东巴象形文字系列 
Dongba  Pictographs 
Long Gao 髙龍 2021 

Oil on canvas 
48”x48”  （英寸） 

122cm x122cm 
 

大预言的密秘， 
说呢？还是不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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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密秘 
Secrets In the Mountains 

东巴象形文字系列 

Dongba  Pictographs 

Long Gao 高龍 2013-2021 

Oil on canvas 

30”x 40”（英寸） 

76cm x 102cm 

 

我想去寻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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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the Rain God 

玛雅雨神的故事 
Oil on wood-board 

26” x 30”（英寸） 
66 x 76 cm 

Long Gao 2021 
 

公元五百年左右，特奧蒂瓦坎壁画中的雨神 Tlaloc ，从他的手中涌出賦
予地球生命的水，从他嘴里流出代表语言与歌曲的象征。 
     

Detail from wall frescoes at Teotihuacan show Tlaloc，the rain god ,with the 
water that gives life to living things on earth springing from his hands and a scroll 
issuing from his mouth that represents either speech or song.(around A.D.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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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信息 
Mysterious Message 

Long Gao 髙龍 2021 
Oil on canvas 

60”x48”x1.5”（英寸） 
152cm x122cm x 4cm 

 
脚印留下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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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静的梦 
Restless dreams 

 Long Gao 髙龍  2021 

Oil on canvas 

  48” x60”x 1.5”（英寸） 

  122cm x152cm x4cm 

 

非凡的夢境带来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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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龍治石 

杂士高龍於二零零一年 

仲夏夜师法康殷先生治石 

＂风物长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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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龍木雕 

Lucky Beast  好希望 

Woodcarving 木雕 

Long Gao 高龍 1999 

34” x 11”x 3”（英寸） 

87cm x 29cm x 8cm 
 

还记得歌德的那句话吗？：＂残冬行将消失，春天恍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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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大士高龙简介 
 
髙龍  LONG GAO 

又名：博漢，了翁，不了翁，不了了翁，元平翁，剑鼎山人，灵悟山房主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曾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曾任中国岩画研究会特约研究人员，及驻美代表 

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理事 

九三学社，九三书画研究会理事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理事 

2006 年，人名列入美国公共艺术家名录 

2007 年人名列入美国 Who's Who 名人录 

1995 年应美国七所大学之邀，进行循回讲学及艺术交流 

1996 年以杰出人才定居美国，并创立多元艺术研究室 

1988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个人艺术展 

1999 年至 2000 年任 TACOMA ART MUSEUM 驻馆艺术家 

2008 年其现代水墨绘画作品选入台湾中正纪念堂展出 

艺术作品先后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中国江苏省美术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华盛

顿州艺术委员会、西雅图艺术委员会、Lynnwood 市艺术委员会、Woodinwille 市艺术委

员会、加州 San Remon 市，以及德国，荷兰，英国等诸多国家、机构所收藏 

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波兰电视台、美国 KIRO 

7 ch 专访、Comcast 21ch 等先后进行报导及专访 

其美术作品尤以观念、技法、风格的迥异不同的多元性变异及融合所引起上层文化

领域的观注，并均得到前辈诸多专家的书面佳誉 

其艺术作品涉及西方传统油画、现代油画，传统中国绘画、现代水墨绘画、室内外

硬质材料雕塑、篆刻形拓艺术、钢笔幻象绘画、综合材料装置艺术、中国书法镌刻艺术

等等 

中国传统诗词曲赋、幻象诗篇、及现代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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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自然神画牌                                      收藏于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ADCA） 

Dongba Nature God Paper Cardboard Painting                                        Collected by ADCA 

 
ADCA 致 2025 年新春问候 

 

贺卡中心的这张原始纸牌绘画是东巴自然神的形象。自然神所具有的环
形蛇尾是其主要特征。自然神的纳西语称谓“署”，意为活力、生命、生机、
兴旺等与生命相关的状态。在东巴经文记载的神话中，人类和自然神是同父
异母的兄弟，人们每年要向自然神祈求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财
富。每年由东巴祭师主持的祭祀自然神的隆重仪式，彰显了纳西先祖对自然
的崇尚和敬仰。 

祈愿东巴自然神预示着即将来到的蛇年吉祥如意！  
 

The original cardboard painting in the centre of the greeting card is an image of a 

Dongba Nature God. The ring-shaped snake tail of the Nature God is its main feature. 

The Naxi term for Nature God, 'Shu', means vigour, vitality, prosperity and other states 

related to life. In the myths recorded in the Dongba scriptures, man and Nature God are 

half-brothers, and people must pray to the Nature God every year for spiritual power 

and material wealth for human survival. Every year, the Dongba shamans preside over a 

grand ceremony of sacrifice to the Nature God. This ceremony highlights the Naxi 

ancestors' reverence and admiration for nature. 

May the Dongba Nature God will bring good fortune in the coming Year of the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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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4 年 ADCA 备忘录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副秘书长程诚在联合国和平大
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ECPD）成功举办东巴文化讲座“世界上最后的象形
文字—东巴古籍国际共享”。东巴文化再次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讲坛与全球各
界人士分享。 

ADCA 会长张旭･塔尤拉姆的文章“From Lijiang to Leiden and back: 
digitiz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ongba manuscripts（从丽江到莱顿再回归：东

巴古籍的数字化与翻译）”在国际期刊《Provenance》（出处）发表，成为北

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合作项目的研

究成果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 ）学术研究最新成果。 

该期简报所示所有项目的成功与成果，都是 ADCA 会员们的不懈努力和
奉献。在此感谢所有会员的诚挚坚守！感恩所有支持者的无私助力！让我们
为抢救、保护、研究和传承这一全人类的“世界记忆”而携手共进！ 

 

张旭･塔尤拉姆 
 

 

恭祝全体会员和朋友们 2025 新春吉祥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all Members & friends!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Association de la Culture et des Arts Dongba de Pékin 
Pekinger Gesellschaft für Dongba Kultur und Kunst 

Website: http://www.dongba-culture.com 


	【东巴文化讲座与国际交流】
	Dongba Culture Lec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社科活动】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2024）

	The Echo Wall
	国内外各界人士对ADCA的评价与感言摘选（2024）

	【朝花夕拾】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文化动态】Cultural Action
	90高龄纳西学者蓝伟先生到杨浦区对口帮扶丽江馆参观指导
	90高龄纳西学者蓝伟先生（左三）到杨浦区对口帮扶丽江馆参观指导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副秘书长程诚在联合国和平大学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ECPD）成功举办东巴文化讲座“世界上最后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国际共享”。东巴文化再次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讲坛与全球各界人士分享。
	ADCA会长张旭･塔尤拉姆的文章“From Lijiang to Leiden and back: digitiz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ongba manuscripts（从丽江到莱顿再回归：东巴古籍的数字化与翻译）”在国际期刊《Provenance》（出处）发表，成为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与莱顿国立世界文化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 ）学术研究最新成果。
	该期简报所示所有项目的成功与成果，都是ADCA会员们的不懈努力和奉献。在此感谢所有会员的诚挚坚守！感恩所有支持者的无私助力！让我们为抢救、保护、研究和传承这一全人类的“世界记忆”而携手共进！
	张旭･塔尤拉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