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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彝族是我国西 南少数民族之一
,

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
。

由于地理
、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

凉山彝族文化具

有较多的传统特色和明显的地域色彩
。

出于相同的原 因
,

凉山和凉山彝族对外界具有相当的神秘感
,

世界上对凉山和凉山彝

族的认识和 了解较少
,

直到改革开放后
,

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

【关键词 】彝族 凉山 文化 对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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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化
。

改革开放后
,

凉山的经济和旅游得到较快的发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
、

人 口众多
、

分布较广的 展
,

吸引了较多的外国友人来考察
、

旅游和参观
,

其

少数民族之一
,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云南省
、

四川省
、

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彝族的语言
、

文字和宗教文化

贵州省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
。

其中
,

四川省凉山彝族 等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介绍
。

自治州是我 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年
,

全州彝 本文根据历史不同的时间段
,

对国外在凉山彝

族人 口达到 石万人
。

族和彝族文化方面所进行的介绍和研究情况进行

彝族具有丰富和多样的文化
。

凉山彝族 自称 大体的梳理和介绍
。

“

诺苏
” ,

根据民间普遍传说
,

其直系祖先为距今约 二
、

具体阶段和内容

两千多年前的古侯
、

曲涅两个原始部落
。

他们居住 一 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在今天云南昭通一带
,

后迁人凉山
,

再扩散到四川 十三世纪
,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所著

其他地方
。

关于彝族何时迁人凉山
,

缺乏历史文献 的 《东方见闻录 》中
,

专门有一章节题为 《建都州 》
,

的直接记载
,

一说认为是距今大约 多年前
,

而 记述了他当时游历建都州时的所见所闻
。

从他描

有人则认为距今 年前左右
。

述的地域来看
,

大体相当于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

凉山彝族 自治州西跨横断山脉
,

东抵四川盆 治州的范围
。

《东方见闻录 》后来被翻译成包括英语

地
,

北负大渡河
,

南临金沙江
。

西有大雪山
,

东有大 在内的多种文字
,

这可能是介绍凉山的较早的外国

凉山
,

雅碧江和安宁河由北向南注人金沙江
,

沟壑 书籍
。

纵横
,

高山大峡交错
。

解放前
,

交通极不方便
。

这 鸦片战争后
,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
。

从 世纪下

种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半叶到 世纪初
,

多个国外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涉足

历史上凉山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缓慢
。

例如
,

解放 了凉山地区
,

其中也有学者
。

他们除了考察凉山的

前夕
,

其他彝区 的社会制度多数已经是封建农奴 地理人文风情外
,

还搜集彝族的各种语言文字资

制
,

而凉山彝区的决大多数地方仍然是等级森严的 料
。

奴隶占有制
。

年
,

英国人布拉克斯顿 考察

独特的地理环境
,

加上凉山彝族社会没有统一 了长江上游的四川
、

湖南等地
,

于 年出版了 《扬

的政权
,

各家支势力各据一方
,

严重阻碍了凉山与 子江五月考察记 》
,

书中详细记述了彝族和苗族的体

外界的联系
,

使得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及其生活生 质和风俗
「习。

年
,

法国的旅行家安邺从云南渡

产方式
,

对外界一直充满神秘感
,

但另一方面又使 金沙江到会理
、

红布所
、

雅碧江与白水江交汇的彝

得凉山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态的彝族文化
。

族地区
,

然后取道东川
、

昭通
、

大关
,

到达叙府 今四

鸦片战争后
,

凉山曾吸引过不少外国探险家
、

川宜宾
。

他著有 《探险活动 》一书
,

叙述了他在川

传教士
,

还有学者
。

解放后
,

年至 年
,

凉山 滇两省的活动情况
。

年
,

英国旅行家巴伯从

进行了民主改革
,

国家逐步投人资金改善交通状 四川汉源 出发沿大渡河南下
,

经过越西
、

宁远 西

况
,

凉山的社会
、

经济和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昌
、

会理
、

巧家
、

黄坪
、

雷波
、

绥江
,

最后到达四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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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详细考察了大小凉山的边缘地区
。

在其后来出

版的 《金沙江 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 》一书中
,

介

绍了大小凉山彝族的民族风俗民情
。

年
,

英

国人亚力山大
·

郝西 词和他率领的考察队考

察了四川
、

云南和贵州三省彝区
,

他后来著有 《华西

三年记 》一书
,

详细记载了所搜集到的资料
。

年
,

法国亲王奥尔良 率领考察队

深人到四川凉山和 云南思茅
、

蒙 自等地的彝族地

区
,

对彝族进行实地考察
,

并搜集到大批彝族文献

资料
。

在他后来所著的 《从东京到印度 》一书中
,

记

述了这次考察活动
,

他所搜集到的彝文文献被法国

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

年法国人波

伦考察大小凉山后写成 《凉山蛮子语汇 》一书
「〕。

一
年

,

法国殖民军一等医官吕真达

率领考察队先后两次在四川凉山和云南

彝区考察
,

并著有 《建昌罗罗 》
、

《中国四川人类学研

究 》
、

《华西的土著民族 —课课人种学和人类学研

究 》等书
,

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的

奴隶制度及奴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情况
。

至

年
,

法国人多龙率领考察队深人大两凉山腹地

考察了昭觉
、

竹核
,

走访了小凉山的雷波
、

黄琅等

地
,

后来发表了 《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 》
、

《中国

非汉民族的文字 》等多篇关于彝族语言及其历史研

究的著述
。

世纪末 世纪初
,

法国传教士马尔

丹在四川彝族居住地区传教二十年
。

传教期间
,

他

搜集了很多反映彝族风情的资料和毕摩文化典籍
' “。

年至 年
,

日本人鸟居龙藏率领考察团

在中国西南的贵州
、

云南
、

四川等地进行了 个半月

的考察
,

途经苗岭和大凉山
。

他不仅详细记录所到

之处的地形
、

地名
、

植被和土壤
,

还注意考察各民族

的住居
、

语言
、

服饰和婚丧习俗
、

社会组织等
。

他

年出版了 《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 》一书
,

记录

了我国西南的彝族
、

苗族
、

布依族等的文化和生活

实态
「, 〕。

在这个阶段
,

西方人考察凉山和研究凉山彝族

的主要目的
,

主观上是为当时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

需要服务
。

但在客观上
,

他们的考察活动
、

著述以

及搜集的各种资料也为当时及后来世界认识
、

了解

和研究凉山彝族及其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二 二十世纪三
、

四十年代

二十世纪三
、

四十年代
,

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国外到凉山彝区进行考察

和研究的活动减少
。

其间
,

年至 年
,

俄国

人顾彼得从康巴藏区来到凉山彝族地区考察
,

著有

《彝人首领妒
习。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到五十年代后
,

国外对彝族地区的考察和研究

再 度 兴 起
。

年
,

英 国 学 者 威 宁 顿

出版了 《凉山奴隶 》一书
。

该书根据

他在四川凉山的实地考察资料写成
,

重点介绍了大

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

并进一步探讨了大小凉山

彝族奴隶制度的构成和不同等级的婚姻关系等问

题
。

年
,

前苏联的
· ·

伊茨和
· ·

雅可

弗列夫合作出版了 《东亚和东南亚诸民族的村社和

社会组织 》一书
「, 〕 ,

其中有一章叫 《关于凉山彝族社

会经济结构的问题 》
,

专门论述 了凉山彝族奴隶社

会的问题
。

年
,

《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 》中收录

了 日本学者八卷佳子著的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论

争 》一文
。

在文中
,

她评述了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

究各方面的情况
。

八卷佳子还将中国学者曾昭抡

著的 《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一书译成 日文在 日本出

版
,

该书中对凉山彝族的生活
、

家庭与社会制度等

有专门的描述
。

在这一阶段
,

国外有关彝族研究的著述颇多
,

主要侧重于对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
,

但英文成

书的较少
。

从研究的地区和内容来看
,

主要立足于

云南和贵州的彝区
,

对大小凉山彝族文化研究的著

述较少
,

对凉山彝族的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民主改

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性质及其等级制度方面
。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现在

自八十年起
,

中国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对彝

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和研究
、

彝族毕摩文化的调查

和研究
,

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
。

同时
,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

来凉山旅游和考察的外国人

逐渐增多
,

研究凉山彝族文化并向世界介绍凉山彝

族及其文化的书籍资料开始增多
。

日本学者马场纪美史从事 日本神道起源 的研

究已有三十多年
。

年
,

当他获知中国彝族很早

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一种以太阳运动定冬夏
、

以北

斗斗柄指向定寒暑的十月太阳历时
,

他先后多次到

大凉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

帮助他解开了 日本关于

北斗星信仰的一些谜局
。

日本的佐野贤治于 至 年
,

在云南丽

江
、

凉山美姑等地彝族居住区多次开展田野调查
,

著有 《西南中国纳西族
·

彝族的 民俗文化 —
民俗

宗教的比较研究 》
。

法国人魏明德 多次到凉山

美姑等地
,

开展毕摩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
,

著有 《彝

族宗教传统与现况 美姑县 调查 》
、

《凉山彝族

宗教蜕变 —今 日凉山彝族宗教信仰与体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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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 》
、

《有关凉山地区彝放诺苏支系宗教的六项论

题 》等论文
。

改革开放以来
,

国际上在研究和介绍凉山彝族

和彝族文化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当数美国华盛顿

大学人类学教授斯蒂文
·

郝瑞 祖
。

作

为研究人类学的专家
,

郝瑞教授 自 世纪 年代

后期起
,

在中国西南地区做了大量的 田野调查
,

对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
、

家庭结

构
、

宗教信仰等都有过比较深人的研究
,

发表和 出

版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

在海内外学术界

产生 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

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

尤其是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考察活

动
,

并多次到西南地区访问和做讲座
。

他与四川 的

多家研究机构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四川大学
、

凉

山州民族研究所都有过合作关系
。

年他首次

到凉山做田野调查
,

呆了 个月
,

年又呆了 个

月
,

之后又多次到凉山
。

他到过凉山的盐源县
、

喜

德县和冕宁县
,

跟凉山彝族知识分子和学者马尔

子
、

巴莫姊妹等开展合作研究
,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
。

他本人还有一个彝族名字
,

叫
“

木嘎
” 「, 〕。

郝瑞教授关于彝族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颇多
。

著作包括
「,
叹中国民族边疆 的文化 际遇 》 乙 人 了

酗动
。 ' 、 声

, 、

《高山

图 示 中国 彝 族诺苏 文 化 的传 承 》
八叹 乃

“ 讨候 动 八白哪 乙 浏 初 乙大艺月
,

、

《中国西南 的族 群之 路 》 ”句 嗯

百进人 动 肠 动 幽初
, 、

《田野中的族群关

系与民族认同 —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
声 人 反 ,

、 厅
硬
龙月厅扭 万 乙 月功

姗
肠 动 。对酗动

,

等
。

在 《高山图示 中国彝族

诺苏文化的传承 》一书中
,

他介绍了彝族诺苏的历

史
、

文 化 和 艺 术
。

在 《田 野 关 系 》 声关 八以

乙 月

,
、 ,

一书中
,

他讲到了在凉山盐源等

地彝族村寨做 田野以及和当地知识分子做互动交

流 的经 历
。

他 还 主 编 了 《中 国西南 彝 族 观 》
、吓尸 厅二 动 万 瑟肠 动 。 、 汀月。 ,

一
,

收

集了许多彝族学者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彝族历

史
、

社会传统及变化的研究论文
。

他独立发表了
“ , ,

” 、 “

” 、 “

挪

” 、 “

。 。 ”

等有关彝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

论文
,

与他人共同发表了
“

翔

” 、 “

” 、 “ ,

” 、 “

”

等研究论文
。

年 月
,

赫瑞教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

学人类学系的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有数十名学者参

加的第一届 国际彝学研讨会
,

参会的学者除了来 自

中国
,

还来 自美国
、

法国
、

德国
、

澳大利亚
、

英国等
。

会议收集的论文涉及到当代彝学各个主要领域的

研究
,

他因此被称为
“

国际彝学的创造者
” 「 。

年
,

通过的他的努力
,

并在彝族学者巴莫曲布膜和

马尔子的帮助下
,

在华盛顿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主题

为
“ ”

—《山地模式 》的展览
,

展出

了来 自四川凉山的数百件与彝族生产和生活息息

相关的生活文化用品
。

改革开放后
,

也有中国学者用英文编著出版介

绍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籍
,

如兰佩瑾编的 年 月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

《中

国少数民族 》一书中
,

第 章专门介绍彝族
,

其中就

有对凉山彝族的描述
。

在这个阶段
,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近

几年来
,

很多网站都有关于凉山彝族及其文化的英

文介绍
,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就有彝族

的英文版专门介绍
,

其中就提到了凉山彝族 中国

日报 网英文版有关于凉 山和凉山彝族 的报道

有专门的一章介绍彝族
,

并在网上搜集

了部分关于凉山彝族研究的论文和书籍 彝学网的

英文版
,

对彝族有专门的介绍
,

并收录了部分关于

凉山彝族研究的文章
。

这些网站在向世界介绍凉

山彝族及其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三
、

结语

凉山地区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腹地
,

有着比较

丰富
、

完整和原生态的彝族文化资源
,

而且具有相

当明显的地域色彩
。

虽然说通过各种努力
,

凉山彝

族及其文化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和介绍
,

但在文化逐

步走向世界的今天
,

这种步伐显得缓慢了一些
,

凉

山彝族及其文化在其对外译介方面还有更多的内

容和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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