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牧》是有关古代彝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和指导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教育经典，可以说是

彝族人民的圣经，长期以来对彝族社会有着广泛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 研 究 《玛 牧 》 所 包 含 的 文 化 精

神，对继承和发展彝族优良传统文化，建设和谐

社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玛牧》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多方面的。其

中， “和谐精神”是它的一个突出品质，是贯穿

整部 《玛牧》的一根主线。

一 《玛牧》和谐精神的主要内容

为了创造幸福和谐的社会，《玛牧》站在哲学和

伦理的高度，以优美的文笔和朗朗上口的语言；以

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的态度提出人与上天，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己要和谐相处的

思想。当然，《玛牧》最主要的和谐精神内容体现在

其对社会人生的训导中。

（一）去恶行善。“去恶行善”思想是《玛牧》和谐

精神的总纲和指导思想。《玛牧》时而用简明扼要的

语言于具体行为规范中严格要求人们；时而用生动

形象的比喻，通俗明白地表达去恶扬善的良好愿

望，试图以此达到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和社会伦理

系统的规范严整。例如：“有善要报之以善，有恶要

报之以恶；有善不报，无人行善；有恶不惩，行恶为

常。”表明《玛牧》是非分明，有恩必报，有恶须惩的

是非观。与此同时，《玛牧》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

无论政治行为中的上至兹莫!土司，下至庶民百姓，

还是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都须 “众善奉行”方能

构建：“兹莫施仁政，庶民方兴旺；父母存善心，子孙

才发达。”《玛牧》“去恶行善”的思想一般都属理性

的伦理范畴，但也不乏神秘的宗教色彩。这里便有

祖先所积阴德惠及子孙的意思。此外，《玛牧》认为

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不要搞歪门邪道：“要烧朝

上长的树，不喝朝北流的水；要走光明正当的路，不

说毫无根据的话。”“善”是和谐的根源，“恶”是一切

不和谐乃至悲剧之根源。《玛牧》的教育从人的思想

行为的“善”和“恶”这个根本问题上入手，清除“恶”

的根源，指明 “善”的道路，从而让人们安于善道中，

通向和谐幸福之境。彝族是个热情善良的民族，我

想这与《玛牧》的精神教导是分不开的。“善”不仅是

保持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更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

高尚情操之表现。任何时候，《玛牧》去恶行善的这

种文化精神都值得发扬光大，热情善良的民族精神

也不能随意丢弃。

《玛牧》对 “去恶行善”的具体要求则很多，包括

不偷盗，不说谎，不惹事生非等等。如：“偷盗最无

耻”， “对人莫说谎，说谎一天羞十天”，“牛羊不生

事，石头不打它；人们不惹事，纠纷不找他”等。这

样，《玛牧》欲以“善”为核心内容，以“人心向善”为根

本手段，达到其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

（二）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玛牧》谈得最多的

内容是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说明《玛牧》早已充分认

识到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包

括：相互团结相互依存，和睦相处不要行凶犯恶，广

交朋友勿树敌，要稳重忍耐等。例如： “杉与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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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竹头不受霜雪冻；竹与杉和睦，杉足不遭狂

风刮。” $ %%&’ ()* +, )*’ --.’/ +,0 . 1234 ,’ (5*46
+,0 ()* %%&’ )*’ --.’/ %%&’ 0) 27) ,’ 8&9: ; 社会和

谐和睦相处，不要凶恶。如：“婆婆恶则媳妇逃，嫂嫂

恶则妹妹逃。”$ ,0 --. <&.0 (3 0)’ +.’ -*3/ ,’ 2+*
<&.0 (3 , %%,4 -*3: ;广交朋友勿树敌。如：“百个朋友

不算多，一个敌人不谓少。”$ =.’ 20, , ,’ ()* / >>* 5*
* ,’ ()*: ; “贤人到敌家，敌人变成友；愚人到友家，

朋友变成敌。”$ %&0 +& >>* 55& 7*/ >>* -&9 =.’ >>*’ 7, 6
%& ?)0 =.’ 55& 7*/ =.’ -&9 >>* >>*0 --.: ; 要稳重要忍

耐。如：“惟稳重作父母，惟忍耐是长者。”$ ()* 55, (3
’,4 +.’/ (1*’ 55, (3 %&0 )): ; 等。 孔子曰：“仁者，

爱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强调个人道

德修养的提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玛牧》

则以彝族特有的思维形式，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比较

论述，反复强调团结友爱的种种好处。同时指出不

团结友爱的种种不良后果，如：“土司亲民，打仗有

强军；土司若叛民，家穷空荡荡。”（7&9 43 >>*0 43 (3/ %*4
+<3’ @3 8* ))6 7&9 ’&9 >>*0 ’&9 7*/ )*3 A&9 <<.’ <, @: ）

（三）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其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

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 人 之 本 与 。 ” （ 《论 语 : 学 而 》 ） 儒 家 以

“孝”为做人之根本，与此相同， 《玛牧》也非

常重视孝敬长辈的思想灌输，并且具体到衣食住

行： “好食奉父母”， “听父母的话”， “孝敬

父母”， “尊敬老人”等方面。比如： “好食奉

养父母，好物给子孙”； $ (-.’ %& ’,4 +.’ 12,/ 23
%& %%3 7) --)’: ; “劣子对父凶，劣女对母恶”；

$ %%3 55* ’,4 +. <&./ 2(*0 55* +.’ +. <&.: ; “不听

父言绕十沟，不听母言钻五谷” $ ’,4 55.’ ,’ +& ?*
7. >)0/ +.’ 55.’ ,’ +& (<3 7. +<,: ; 等。

孝 敬 父 母 ， 尊 重 长 辈 是 彝 族 人 民 的 优 良 传

统 ， 也 是 创 造 和 谐 社 会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玛

牧》中关于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方面的内容都值得

我们好好的继承。 “好食给父母”固然表明彝族

人民生活之困难，好食物之难得。然而把好食物

给父母，奉养父母却代表着子女的一片孝心，父

母也能从中体会到子女对自己的爱，所以意义十

分重大；父母作为前辈他们有十分丰富的人生经

验，儿女作为晚辈人生经历有限，父母的建议或

者 劝 告 应 该 引 起 子 女 的 重 视 ， 并 择 其 善 者 而 从

之。因此 “听父母的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至于

尊敬父母长辈，这是作为晚辈最起码的修养，毋庸

赘言。

（四）尊重他人，谦逊有礼，平等相待思想。

《玛牧》十分重视相互尊重，提倡谦让有礼的品

质。从词源学上说， “玛牧”具有 “教导有方以至

使之成圣成贤”之义。彝族传统文化对贤者的一个

重要衡量标准就是 “品”——— 有 “尊重他人”，

“谦让有礼”等涵义。在 《玛牧》中，有关 “品”

的论述很多。诸如： “贤人一良言，自显其贤明；

愚人一恶语，自丑自不知。” （%&0 +& 55.’ (9,4
<./ ?)’ ’* ?) %*’ >>.6 %& ?)0 55.’ 55* 20*’/ ?)’ 55* ?)
,’ +.: ）要谦恭，不要傲慢，如： “阿坎拉惹时!/
兹莫坐殿堂，弯腰拾落物。”要谦让，如： “贤人

知道让亲人，贤女谦和处婆家”等。

《玛牧》具有一种平等的理念。现代社会的 “平

等要求更应该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是

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

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

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 《玛牧》不仅要求普通平民之间要相互尊重，而且

要求统治阶级要谦和，平等尊重奴仆，甚至要求兹莫

要为奴仆送别。如：“兹要送奴别，兹若不送奴⋯⋯

奴去不愉快。”$ (1) 7&9 --. %2)0 %2, / +,’ %2)’ +,’
%2, ()* / ⋯⋯7&9 --. 7* +,’ 8&: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彝族是一个尊重他人，十分谦恭有礼的民族，我

想这也归功于《玛牧》的思想教育。《玛牧》的出现和

存在不仅提升了彝族社会的文明程度/ 其所提倡的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谦让有礼，平等相待的思想更

是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的重

要保证。

（五）诚实守信! 遵守规矩。孔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可见讲信用是多么

重要。《玛牧》十分强调诚实守信：“千万勿失信，一

日失信十日羞。”$ * (9)9 %& 4,4 -.’/ ?)’ ()*’ +<*30 (3
?* ()*0 %2.4: ;；俗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玛

牧》也十分重视守规矩：“人有规矩不要毁，水桶有箍

不要拆。”$ 8. ?. 55*’ --.’ 55*’ 4,4 =&. / ))0 -& +<.
(5*4 +<. 4,’ =&.: ;等。

《孟子·修身篇》中说： “体恭敬而心忠信，

求礼仪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

贵。” “诚信是一种真实的拒绝欺骗的心理状态，

也是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它所

代表的是主体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外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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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

来日益频繁，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更加明显。社会

也呼唤诚实守信。因此，将 《玛牧》诚实守信的

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是很有必要的。

（六）善政。政权是社会的核心，善政是社

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玛牧》很重视善政，反对

暴政。其善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断案公道，不

压迫奴仆，集思广益等。如： “兹莫要记牢，德

古讲公道。”! （$%& ’() $*+ ,&) &-./ $0+) **-) ..(
12) 3&4 ） “恶主骑奴颈，劣奴害其主”， （$%&
002 5-. *- %%&/ 5-. 002 $%& 6(7 18&4 ） “君 主 初 执

政，询问毕和莫”" 9 $%& 11+ 327 11+ 18&: / $%&7 ;+
’() ;+ 8$4 < 等。除去其阶级统治思想之糟粕，其

“善政”的思想如办事公道，尊重人民的 “人本

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二 《玛牧》和谐精神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道家、儒家都有关于

“和 ” 的 论 述 ， 较 早 的 记 载 当 属 《国 语 4 郑

语 》 ， 史 伯 对 郑 桓 公 说 ： “和 实 生 物 ， 同 则 不

继”。孔子在 《论语》中则有 “君子和而不同”

的著名论断。

作为彝族传统经典， 《玛牧》和谐精神的内

容以及教育方法自成体系，自有特点。

! 一 " 和谐精神的超阶级性。正如吉格阿加在

她的著作 《玛穆特依》 （彝汉文对照版）的序言

中所说， 《玛牧》站在超阶级的高度，对兹莫、

毕摩、平民、奴仆等社会各阶级都提出平等的道

德要求。在道德准则中， 《玛牧》没有给统治阶

级特殊尊贵的地位。相反，它要求统治阶级要谦

和，要尊重奴仆，主奴要和谐如弟兄。明确提出

“君与奴”在人格上平等的思想，如 “不要轻奴

仆，不要重兹莫，兹莫也是人，奴仆也是人。”

（5-. 662 87+) :=: 002/ $%& ’2: 87+) :=: && / $%& ’2: $&2
3( ,( / 5-. 662 $&2 3( ,(4 ）这种要求人人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的和谐精神是超阶级的，它对促进社会

的和谐，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无疑是有好处的。

（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存性。正如马克

思 所 说 ， “人 的 本 质 不 是 单 个 人 所 固 有 的 抽 象

物 ， 在 其 现 实 性 上 ， 它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 《玛牧》的思想内容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

的依存性。这些依存关系包括从兹莫与奴仆到普

通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如： “工匠你莫欺，你若欺

工匠，锄坏无人修。” （*+: 1- 87+) :=: 002 / *+: 1-
87+) 002 $+/ %&: ,-. 1- ’=) >+)4 ） “手指十兄弟，

一伤十指痛。” 9 5(: 6& ,2 3&: $&2 / ,&) 62 ’=7 $?2+
11() / ,2 62 3-: 002) >4 < 等。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

的社会，和谐是互相依存中的和谐，同时，只有在

和谐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相互依存。这个道理在 《玛

牧》中反复得到了强调。

（三）和谐精神扎根于现实生活。 《玛牧》的

和谐精神虽然偶尔涉及天国彼岸世界，企图努力不

获罪于天。但其基本内容却深深扎根于现实此岸世

界，所倾力关注的是现实人生的和乐安康以及保障

社会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例如： “婆媳和睦，茶

谷运招回，五谷装满仓，粮食满盈盈，邻里皆喜

庆。” 9 7&) ;+ 2: ;+ @(/ 5=: ,8+ 00-.7 ( ;-:/ 6& ??(
8$2 *( %2)/ 5=: ,8+ *-) $%& >/ 3-) 5-: 872+ 1= 02:4 <

“与家族和睦，建房互送梁；与亲家和睦，遇事相

商议。”等一系列和谐能使事业兴旺，和谐能使生

活美好的思想。

三 继承和发展 《玛牧》的和谐精神，

建设和谐社会

《玛牧》是彝民族优秀的文化经典，属于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是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

家园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玛牧》

作为彝族传统教育经典，不论就其指导思想还是具

体内容，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其内容

体系及体例编排都已较完备，大都值得深入研究和

阐发，继而加以珍惜和传承。通过继承和发扬，从

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根本意义上

讲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三大

矛盾的全面和谐的社会，具体而言，和谐社会应该

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够得到

妥善协调，社会建设和管理不断得到加强，社会管

理体制不断得到健全的社会。”$ 《玛牧》这部传

统教育经典所反映的内容上至天 （宗教伦理），下

至地 （生态伦理）以及 “中间社会” （社会伦

理）无不以和谐精神一以贯之，其大力提倡的是一

种和谐的伦理关系，这点尤为珍贵，对我们有永恒的

价值。“伦理是一种和谐，伦理关系是一种应当的和

谐关系，而人们追求的和谐实际上又是要在和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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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生活世界的幸福。”!

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民族虚无主义的抬头，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社 会 成 员 对 于 民 族 精 神 的 认

同，因而造成和谐伦理精神的失衡。从这个意义

上讲，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从而增进

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构建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这点上， 《玛牧》具有当之无愧的伦

理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民族传统

文化也应该与时俱进。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

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不同。其一，社会经济发展

程度不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也已不同；其二，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古

代已不同。我们民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

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都与古人所处的时

代不同；其三，我们的民族与外界交往接触日益增

多，与古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应该根据

时代的特点，丰富和发展 《玛牧》和谐精神的内

容，使之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特异的民族

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服务，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的社会。

综 观 《玛 牧 》 ， 它 也 有 其 时 代 局 限 ， 诸 如

“以 恶 制 恶 ” 的 思 想 （ “有 恶 不 惩 ， 行 恶 为

常”）以及帮助亲人对付所谓敌人 （其实是人民内

部矛盾）的狭隘观点等。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批判

和扬弃。

杨理解：试论彝族古代教育典籍 《玛牧》的和谐精神

注释及参考文献：

" 兹莫：彝族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后接受中原朝廷赐封称为土司 $
# 阿坎拉惹：彝族古代一著名人物，力倡人人平等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文 % 版，第 &&&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

% 德古：彝族地区民间纠纷的调解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
& 莫：指大臣 $ （谋臣、谋士等）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文二版，第 (" 页，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 石国亮 $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 $ 中国教育报，%""# 年 ! 月 %# 日第三版 $
! 引自倪愫襄编著 $ 伦理学导论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 !" 月第一版，第 ’ 页 $
) ! +李尼坡、沙马吉哈 $ 勒俄、玛牧特依释读 ), +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 吉格阿加翻译 $ 玛穆特依 （彝汉文对照版） ), + $ 云南民族出版社，%""# 年 # 月版 $
) - + 徐志刚译注 $ 论语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北京第一版 $
) & +孟子 ),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 # + 倪愫襄编著 $ 伦理学导论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 !" 月第一版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0第一卷，中文二版 1 ),+ $ 第 (" 页，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 . + 石国亮 $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 中国教育报，%""# 年 ! 月 %# 日第三版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0第三卷 1 ),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第二版 $

!" #$% &’()*"+*,- ./+(+# *0 #$% 1"2+%"# 34,2’#+*" 5**6
&)’), *0 7+ 8%*/9%

23*4 56 7 869
0*:;6<=:> ?9@9:ABC D=@;6;E;9F G<E;CH9@; I=6J9A@6;K L<A *:;6<=:>6;69@F

MC9=NOEF G6BCE:= (!""&!F MC6=: 1

!"#$%&’$( PC9 Q<<R <L ST:TE 6@ ;C9 U6U>9 <L 26 V9<W>9$ D; X @ WA6=B6W:> 6@ L<E=O9O <= C:AT<=K @W6A6; <L
N<<O=9@@ :=O ><J9$ PC6@ :A;6B>9 H6>> O6@BE@@ ;C9 C:AT<=K @W6A6; <L ;C9 U<<R ST:TE HC6BC C:@ @6N=6L6B:=; T9:=6=N@
L<A B<=@;AEB;6=N ;C9 C:AT<=K @<B69;K$

)*+ ,-%.#( ST:TEY ZOEB:;6<=:> Q6U>9Y PA:;6<=:> ME>;EA9Y S:AT<=6<E@ GW6A6;
!责任编辑：张俊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