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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技能教育是体现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的经济功能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教育直

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具体表现。这种技艺传授方式，至今仍为凉山彝族地区乡村农民家

庭教育所广泛沿用，成为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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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知识的传授是体现凉山彝族社会传

统家庭教育的经济功能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教育

直 接 作 用 于 人 类 社 会 生 产 和 经 济 生 活 的 具 体 表

现，主要包括农业耕作技术，纺织技术、裁缝技

能 、 烹 饪 技 术 、 渔 业 、 狩 猎 和 畜 牧 业 知 识 的 传

授。这种技艺传授方式，至今仍为凉山彝族地区

乡村农民家庭教育所广泛沿用，成为彝族地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 农业耕作技术的传授

彝族尔比!讲： “田地靠人们耕耘，人类靠衣

裳装扮；屋后有山就放羊，屋前有坝就栽秧，屋

侧有地就撒荞；刀耕火种煮一锅，精耕细作粮满

屯。蛇月积肥，鸡月除肥，猪月撒荞。做活分三

节，收获分三等。”彝族人十分重视农耕生产，

讲究农耕技术知识的传授，把它看作生存和成家

立业的必备本领进行教育。农业耕作技术知识的

传 授 主 要 是 对 农 田 的 挖 、 犁 、 耙 、 锄 和 对 农 作

物、经济作物种子的选留、栽培、种植、收割等

技术的传授。一般而言，彝族儿童长到 " . ( 岁

时，就开始下田地，参加一定的农业生产活动，

边做活边跟着父母或有经验的长辈学习农业耕作

技术。内容包括农作物的种植技术知识——— 玉米

的种植：犁地、耙地；下种、施肥；除草中耕；

收获搬运。洋芋的种植：犁地、耙地；下种、施

肥；除草中耕；收挖搬运；储藏。荞子的种植：

施肥、犁地、撒种；除草；收割、脱粒。燕麦的种

植：犁地、撒种；收割；脱粒。水稻的种植：犁

地、耙地、撒种；铲田坎、糊田坎；施肥；移苗插

秧；薅草；收割。大麦、小麦的种植：犁地、选

种、撒种；施肥；收割。农作物种植技术还包括圆

根和各种豆类的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包括烟

叶的种植，辣椒的种植，花椒的种植，蓖麻的种

植，油菜的种植，梨树、核桃树、桃树、李子树、

杏树等的栽培、嫁接知识。通过以上各种种植技术

知识的传授，为子女或晚辈日后独立从事生产和劳

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纺织技术知识的传授

由于大部分彝族地区地处二半山或高寒山区，

冰雪不断、四季寒冷。而用羊毛擀制而成的 “披

毡” 和 “擦尔瓦” "是彝族人民不可缺少的御寒

之服。传说擀制 “披毡”的方法是很久以前由一个

叫阿育阿显的人发明的。彝族地区不论男女老幼，

常披一件 “披毡”或一件 “擦尔瓦”。冬春寒冷时

节，在 “擦尔瓦”内加上一件 “披毡”，将二者重

叠起来穿用。 “披毡”和 “擦尔瓦”既轻便暖和，

又有防潮避雨之功用。彝族地区传统社会生产力水

平较低，手工业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许多

家庭用品以及衣裙等物由各农户自行制造，只有铁

器、木器、银器、漆器、石磨等才雇匠人制作。家

庭既是组织农牧业生产的单位又是手工业生产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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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披毡” 制作方法的传授。 “披毡”由男

人来制作， “披毡”款式分为单幅和双幅两种。

单幅的有三十层褶子，它的长短和大小常常根据

披用人的身高来确定。 “披毡”厚约 "$ % 厘米，

非常密实。寒冷天，放牧、劳作都要披上它。双

幅 是 一 种 折 叠 式 的 双 层 “披 毡 ” ， 擀 制 得 很 轻

薄，每个折纹约 % 厘米宽，大致有八、九十层褶

子。上窄下宽，非常美观。这种教育局限于部分

有技术条件的家庭，这些男孩子 & ’ !" 岁左右就

开始跟随有手艺的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学习擀制

“披 毡 ” 的 技 艺 。($ “擦 尔 瓦 ” 制 作 方 法 的 传

授 。 每 个 家 庭 的 妇 女 基 本 上 都 会 纺 织 “擦 尔

瓦”。制作 “擦尔瓦”的工序繁多，不仅要用绵

羊毛捻线制成的毛料缝制，而且其领部、下摆、

周边都镶嵌青布条和红、黄、蓝等彩色线条或美

丽的花纹图案。其制作的方法和款式各地区又差

别 较 大 ： 凉 山 义 诺 地 区 （凉 山 彝 族 地 区 分 为 义

诺、圣乍、所地等三个方言区）多为原色，下无

绳穗，襟侧和下摆处嵌青布一层，黑白相间，分

外 悦 目 。 圣 乍 地 区 一 般 染 成 青 、 蓝 色 、 下 有 绳

穗，颈背和下摆四边以嵌红、黄、绿镶边或用彩

线盘成连续的花边图案，图纹别致，别样风趣。

所地地区着色为蓝、青色，在领口和底边嵌一块

青布条及红、黄细线布，显得朴实无华，款款大

方 （云南、贵州地区也有各具特色的制作方式，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女孩一般 )—& 岁左

右，就跟随母亲或其他女性长辈学习捻羊毛线、

纺织 “擦尔瓦”等技艺。通过各种纺织技术知识

的传授和学习，一方面他们成家立户后可以增加

自己一定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佼佼

者长大后成为有名的纺织能手，为彝族地区的经

济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裁缝技能知识的传授

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家庭教育中，裁缝技能

知识的传授，主要针对女童而言。彝族的传统服

饰绚丽多姿、风格多样。除有男装、女装而外，

女装还有明显的童装、青年装和中老年装之别。

不同年龄阶段所穿的男装在色彩、样式等方面也

有差异。而且这些服饰在不同的地区还有各自的

特点。在形状、结构、规格、色彩等方面都有一

定 的 差 别 。 裁 缝 技 能 知 识 的 传 授 ， 内 容 涉 及 头

帕、童帽、上衣 （女子衣领、男子衣领、男女上装

等）、下装 （女子百褶裙、男子下装等）等的布料

选择，布料有自制的麻布、毛料，丝绸、棉布等。

饰花，饰花工艺有盘花、补花、刺绣、挑花、贴

花、线纳方面的知识。纹样，主要是指图案的选

择：!$ 以天象为图的有日、月、星图，天河、彩

虹、云、经纬图等。($ 以大自然为图的有山、河

图等。*$ 以动物为图的有鸡冠、鸡肠、牛眼、羊

角、猪牙、獐牙图等。+$ 以植物和什物为图的有

叶、花、火镰、发辫、几何图等。一件衣服可用九

种色彩线精绣多种图案，纹样对称整齐，繁杂而不

零乱。各类家庭中的母亲都十分重视对女儿进行裁

缝技能知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这些孩子长大后，

有的成为远近闻名的裁缝能手，不仅能为其家庭增

加一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促进彝区服饰文化的

繁荣做出了贡献。

四 烹饪技术知识的传授

彝族尔比讲： “芽埋在土，洋芋做三餐；果实

结地面，圆根做三餐；须生于山中，苔鲜做三餐；

枝叉长山岗，绵草做三餐。”彝族人有着十分独特

的饮食文化，他们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动手做菜的

能力，注重烹饪技术知识的传授。烹饪技术知识的

传授，特指日常饮食品的加工制作技术的传授，包

括玉米饭、玉米馍、米饭、荞子粑粑、连渣菜、洋

芋酸菜汤、辣子鸡、坨坨肉等菜肴的选料、制作技

术。一般来说，孩子到 # ’ ) 岁时，父母或长辈就

在家里对他们进行基本的烹饪技术训练，让他们至

少掌握 * ’ + 种菜肴的制作方法。其目的在于，强

化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避免父母有事外出时，不

能 “自食其力”，束手无策。直到当今社会，这种

传统烹饪技术知识的传授，在丰富现代彝民族饮食

文化方面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 渔业技术知识的传授

根据毕摩经典文献 《孜子妮乍》!的记载，彝

族社会渔业活动开始于部落酋长阿俄尼库时代，距

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渔业技术知识的传授，主要

在男孩中进行，一般孩子到 ) ’ & 岁时就跟随父亲

或其他长辈带着鱼网鱼具到河边或池塘学习捕鱼技

术，这种教育仅限于居住在河坝或部分二半山地区

马史火：略述凉山彝族传统家庭生产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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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上的彝族家庭中。至今捕鱼仍是居住在这些

河流两岸彝族家庭的主要副业来源之一。

六 狩猎知识的传授

彝族人大多居住在高山丛林之中，这里森林

茂密、沟壑纵横、气候温和，适宜麂子、獐子、

熊、岩羊、黄羊、野猪、箭猪、刺猬、野兔、水

獭、豺、狼、黄鼠狼、穿山甲等各种野生动物栖

息、繁衍。狩猎是他们的传统副业之一。据传说

彝族狩猎起源于吉里朵子时代，是他教会人们狩

猎知识的。彝族人崇尚狩猎活动，在家庭教育中

把狩猎知识的传授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一

般男孩 !" $ !% 岁左右就开始跟随父亲或其他长辈

参与狩猎活动，从实际狩猎中学习狩猎知识。狩

猎的工具除猎狗外，还有猎枪、猎刀等。狩猎的

方法有猎狗追猎法、架弩法、安套绳法、设陷阱

法、刀杀狗熊法、矛刺法、箭射法、枪击法等。

随 着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有 关 政 策 的 颁

布，传统狩猎知识的传授，在当今彝族社会家庭

教育中不再提倡或被逐渐淡化。

七 畜牧业知识的传授

彝族有关畜牧业方面的尔比有： “不得不养

的 是 牛 羊 ， 不 得 不 吃 的 是 粮 食 。 有 圆 根 不 会 挨

饿，有羊子不会受穷。会耕地向牯牛要粮食，会

放牧向绵羊要衣穿。” 畜牧业在彝族社会经济中

占有较大的比例，彝族地区有比较广阔的草场、草

坡，气候湿润、水源充足，牧草种类繁多，生长旺

盛，是四季放牧的良好场所。畜牧种类有羊、猪、

牛、马等，以羊为多。家禽有鸡、鸭、鹅等，以鸡

为多。在人们生活中，羊的地位显得很重要，除了

食用和交换外，羊皮、羊毛是彝族制衣、织毡所必

需的。牛主要用作畜力。马的数量不多，用作驮运

和乘骑。猪、鸡等是家庭消费品。畜牧业知识的传

授，是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一

般孩子 # $ & 岁时，父母或长辈就开始对他们进行

畜牧知识的教育。内容涉及家禽家畜畜种的选择，

饲养、驯化管理 （一般分种类、按大小分群放牧和

饲养），家禽家畜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

的知识。直到今天，畜牧业仍然是凉山彝族农民家

庭发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总之，通过对以上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

中生产技能教育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缺乏正

规学校教育的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在传

授前人生产、生活经验和知识技能，培养子女或晚

辈经济行为习惯，促进彝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随着凉山彝族社会的不

断发展进步，如今凉山彝族地区家庭教育的内容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不少现代文明的东西正

悄然融入到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这无疑是社会发

展进步的表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

! “尔比”，是彝语音译词， “尔”有 “龙”之意， “比”是 “吟”、 “鸣”之意。 “尔比” 一词为 “龙的声音、

龙的语言”之意。彝族 “尔比”相当于汉语中的格言、谚语。

" “披毡”，彝语叫做 “石都”，又叫 “甲施”。用羊毛擀制而成。 “擦尔瓦”，准确的称谓彝语叫 “瓦拉”，采用

绵羊毛捻线织成的毛料缝制而成。

# 《孜子尼乍》，彝语意为 “美女孜子”。是一部著名的毕摩经典文献。彝族民间有鬼怪起源于 “孜子尼乍” 的传

说。

’ ! (罗家修 ) 玛牧特依 ’ * ( ) 四川民族出版社，!&#+ 年 )
’ % (伍精忠 ) 凉山彝族风俗 ’, (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年 !% 月 )
’ . (马德清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凉山卷·谚语卷 ’* ( ) !&&+ 年 + 月 )
’ / (厉以贤 ) 现代教育原理 ’,(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 月 )

’ + (马史火，罗布合机 ) 论凉山彝族羊文化 ’ 0 ( ) 凉山大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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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还要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关注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积极开展

对外交流，拓宽视野、开阔眼界，努力办好具有中

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建，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张克蒂：美国高等教育考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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