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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中，古文献《玛木特依》是

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彝族传统道德教育经

典。它也是一部史诗，是彝族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

作，在彝族文化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部

具有浓厚训导意义的教育经典，千百年来，它主导

着彝族社会各阶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教化着

人们遵循积极的社会价值规范去做人做事，影响着

人们的道德和行为，其作用意义深远。

一、《玛牧特依》的内容特色

玛牧特依，又称为“玛木特依”“玛牧”“教育经

典”“训世经”“劝善经”“道德经”等，“玛”意为“教”

“训”“导”“劝”之意；“牧”意为“贤”“善”“正”“智慧”

“优良”等义[1]代序,1。玛牧特依就是告诫人们怎样去做

人做事的经典语言，是学习研究凉山彝族历史文化

的重要文献之一。

从全书的内容看，《玛牧特依》所叙述的内容是

多角度、全方位的，涉及自然规律、生命观、人生观、

道德观、义利观、处世观、命运观、人与家庭和社会、

学识与事业，以及矛盾二元论等广泛的认知领域，

以朴实的、喻义式的语言风格特征，对人生与社会

的关系、生活哲理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阐述。

全文以1岁至99岁的不同年龄阶段彝族男性的生

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为基本线索，概括总结了一个

人从出生、成长、成熟到衰老等各个阶段所应具备

的“德”和“理”，以及所要遵循的“知”和“行”，教导

人们如何处世待人。时至今天，该古文献的许多内

容对于启迪人的心灵、重建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社

会伦理，以及针砭社会时弊，都依然具有重要的作

用，其影响是深远的、历史性的，也是现实的。总起

来讲，《玛牧特依》的教诲与叙事，涉及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各个层面、领域，其内容特色主要是：

1. 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玛牧特依》阐述了大自然的存在现象，万物皆

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从自然环境过渡到人类

社会，揭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知逻辑。例如，从

宇宙天体演绎联系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天地之二

者，日月相对立，星月来联通……粮谷起纷争，用马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8.01.005

试论《玛牧特依》的内容特色、流传与当代价值
景志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彝族古文献《玛牧特依》是彝族历史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通过梳理其基本内容，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流传形式，揭示

其文献史料性、哲学思维、教育性、语言学元素、民族习惯法、廉政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潜在价值，为当代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

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玛牧特依;流传情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1-0023-06

Study on the Spread, Contemporary Valu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muteyi

JING Zhi-m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Yi nationality Mamuteyi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Yi nationality's history and

culture. By sorting out its basic cont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rculation pattern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reveal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the philosophy, education, linguistics

elements,ethnic common law, integr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so on, whichprovides a new way to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culture spirit.

Keywords: Mamuteyi, sprea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30卷第1期

2018年3月

Vol.30，No.1

Mar.，2018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来冲解，君民则相和”[1]对立篇，3；从自然环境追溯到家

庭生活秩序的“江水为鱼的天地，鱼在水中才游得

欢，山岩为蜜蜂的天地，蜜蜂在山里唱得欢，杉林为

兽类的天地，麂鹿在林中跑得欢，草原为云雀的天

地，原上云雀叫得欢，家庭是母亲的天地，家中母亲

多担忧啊……”[1]伦理篇,1-2；从常见生活现象到揭示人生

行为的必然规律的“路艰途险了，马儿也伤心……

善者有善报，恶者有恶报；行善无善报，无人来行

善；行恶无恶报，恶事不间断”[1]宽容篇，7等等。

2. 人生成长阶段的教诲

《玛牧特依》以现实生活中人的一生存在和发

展变化，从人的出生开始，沿着幼儿、童年、少年、青

年、壮年、老年，一直到九十九岁这一人生的阶段

性，分别论述了成长过程，例如“……长到六七岁，

自己活动了，莫打邻居鸡，莫打邻居狗，成长莫作恶

……长到十一岁，长肉未结实，椎骨未定型，人小心

幼稚，马驹踩不稳……二十五六岁，生龙活虎样，随

人能跟上，昂首无畏惧，制服强势敌……人到六十

六，坐骑要温驯，箭莫插发髻，德顾不说案，言语难

从心……”等[1]幼德篇，17-19。通过如此大量篇幅的叙述，

以成长阶段常见的生活现象、经历事物、个人行为

等方面的描述，指出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成长时期里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质朴话语里包含着极

深的教诲意义。

3. 道德伦理认知的训示

《玛牧特依》用了比较多的内容和篇幅，提出了

正直、诚实等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在生产力相当低

下而社会秩序不畅的生存环境里，褒扬正义与诚

信，反对偷盗和淫贱的行为。具体地，在诚信做人

方面训示道德伦理，如“贪财莫行偷，偷者割肉罚，偷

者无尊严，贪吃莫撬屋，撬屋显穷酸……馋肉莫偷

鸡，偷鸡最低劣；偷钱换裤穿，穿着不光彩”[1]偷盗篇，65；

在色性方面教诲人们养成高尚的道德伦理操守，如

“贪色莫幼奸，奸幼无人格”“工匠轻浮艺不精，凡人

轻浮伤自己，男人轻浮诱人妻，女人轻浮遭非

议”[1] 轻 浮篇，47；在孝悌和睦方面劝训世人恪守家庭道

德伦理，如“待母莫作恶，有母女才美”“夫与妻不

好，一生受连累”[1]敬老篇，94-95；以及讲述了善恶有应、勤

劳为本、交友处邻等方面的道德伦理认知训条。

4. 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玛牧特依》倡导和谐文明的人际关系，向世人

告诫做人做事不要骄傲自大、不要盛气凌人，要有

“兹”“莫”“毕摩”一般的教养，传递了一定的、应该

遵循的文明素养，如“礼待朋友者，所往朋友多，礼

待兹摩者，兹摩器重你，礼待家族者，家族敬重你，

礼待亲家者，亲家乐联姻……”[1]礼貌篇，8等。尤其是

《玛牧特依》提出了关于“树敌”与“交友”的行为判

断准则，这对于减少社会人群内部的斗争耗损，和

谐相处，聚集能量，发展生产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此外，《玛牧特依》在人的命运走势的判断上，

既有教诲人们树立主观意志，通过努力奋斗，改变

个人命运的积极内容，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又有

“宿命论”的传统观念；劝诫人们多读书学习，像毕

摩那样，有知识，明事理，能判断价值，会解决问题，

却也实际、客观；关于筹谋论的叙事，则是建立在适

应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方面；在审美方

面的阐述，具有鲜明的彝族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导

向。

二、《玛牧特依》的流传概况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玛牧特依》以格言、警

句、诗歌等形式在彝族民间流传，具有作者界定不

一、流传形式多种、流传区域广泛等三个基本特

征。由于这三个特征的具体存在，就使得《玛牧特

依》至今难以找到一个绝对一致性的传承版本。

1. 关于作者

在彝族社会中，对《玛牧特依》的作者，流传的

说法有多种，其中，以下四种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是“阿妞子普说”：认为《玛牧特依》是由兹米

阿基的次女儿阿妞子普写作的，该女子因不愿意嫁

给耿依家，长期在家里写成的。

二是“阿卡拉子说”：认为《玛牧特依》是由古代

一名叫阿卡拉子的人所著，其年代显得最为久远，

他还写了有关同一时代的石尔俄特的传说，支持此

说的考证依据是两著述的写作风格有着一定程度

的相似性。

三是“阿都尔普说”：认为《玛牧特依》是由名叫

阿都尔普的人所著，通过家支族谱考证，阿都尔普

是凉山彝族地区颇有名望的译为兹莫，其所处时代

距今已有三十至四十代传人了[2]。

四是“集体智慧说”：认为《玛牧特依》是彝民族

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经历了一个长期积淀、扬弃

而最终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无数代彝族民众集体智

慧的结晶，是在“大分散，小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地

理分布格局下多族群长期口头流传的基础上逐渐

定型的，而绝无可能是出自一时一地一人之手。

相比较，“集体智慧说”显得更为合理，该学说

有着在考察彝民族的历史沿革、社会治理体制、等

级关系、思想文化特征、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家支

演变等方面证据的有力支持，且更加符合民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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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

2. 流传形式

《玛牧特依》有着久远的历史，它在彝族民间社

会的流传，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为主的特征，是彝族

民众的需要和当时奴隶社会治理体制的需要，这也

正是它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1）口耳相传。早期，其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

是以各种民间格言、谚语、经文体、诗歌等传统的民

间文化体裁，通过背诵、口口相传、口耳相传、“火塘

教育”等形式表现。

（2）木刻。彝族知名学者岭光电先生把《玛牧

特依》翻译为《教育经典》，是依照北京民族文化宫

保存下来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独一无二的清朝木

刻本”为蓝本，迄今为止，国内仅发现此早期木刻

本。此木刻本系凉山彝族土司岭镇荣主刻于清光

绪年间（1875—1908年），显然，是为珍贵文物。

木刻本的前面部分介绍彝族先民遗留下来的

内容，语言显得有些古老而深奥，后面部分是由乌

且增补的，使用的是甘洛方言。乌且在《玛牧特依

的教育思想》一文中认为：“到底成书于何时，无确

证可考，但《玛牧特依》产生于凉山兹莫统治最强盛

时期则是无疑的。”

（3）手抄。随着后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有了纸和笔的传媒工具，相继出现了手抄本的传播

形式。后来有了油印技术，也是以手写体的形式刻

钢板，在手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印刷出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玛牧特

依》的流传形式进入了印刷出版时期，一批有理论

研究深度的出版物广泛地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

主要有：冯元慰等整理、翻译的《凉山彝文资料选》

中有关《玛牧特依》的内容（西南民族大学油印资

料，1978年）；岭光电先生整理、翻译的《教育经典》

（中央民族学院油印，1982年）；李尼波、沙马吉哈编

著的《勒俄·玛牧特依释读》（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年）；洛边木果主编的《大学彝语文》（四川民族出版

社，2000年）收录了《玛牧特依》前半部分章节；景志

明主编的《古代彝文文选教程》中的《玛牧特依》内

容（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吉宏什万等编著的

《玛牧特依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吉格

阿加翻译的《玛牧特依》（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年）；凉山州政府组织编译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
第一辑》中的《玛牧特依》内容（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6年）；中共昭觉县委宣传部编译的《彝族传统道

德教育读本》（内部资料，2007年）；钱丽云翻译的

《彝族教典·彝汉》（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罗蓉

芝翻译的《玛牧特依·彝汉文对照本》（四川民族出

版社，2011年）；肖建华、周德才翻译的《教育经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雷波县语委编译的《彝

族训世经》（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孙子呷呷、

张瓦铁主编的《彝族古典文学导读》（云南民族出版

社，2013年）等。此外，还有一些以论文、评论、综述

等流传形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玛牧特依》

主题的印刷出版文献。

（5）电子传媒。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玛牧特

依》已经应用了电脑编码，其主要概念、术语、人名、

地名等进入了彝文检索系统，进入了因特网。

在口口相传、手抄时期的《玛牧特依》，其流传

方式是多样性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信息传媒的不准

确性，主要是传播者个性化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信

息提取中的表达差异，以及信息受众对内容的不同

理解。时至今天的电子传媒，在彝族历史文库中，

《玛牧特依》也还没有一个统一认定的范本。

3. 流传区域

《玛牧特依》流传在川南、滇北一带大小凉山彝

族地区，在黔西、六盘水、毕节等彝族聚居区也有传

播，但主要是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流传甚广。

凉山州位于四川西南的金沙江北侧，行政区划

辖西昌市、喜德县、昭觉县等17个市县，面积6.03万

平方千米。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里“得

天独厚”，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美好，彝、藏、回、

蒙等少数民族世居，民族风情极具多样性，这就为

《玛牧特依》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基础。优越的地理

环境与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经世代积淀，

就孕育出了《玛牧特依》，并在区域内广泛传播开

来。《玛牧特依》在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的民间社会

世代流传，并向周围的乐山、攀枝花、雅安、甘孜等

彝族聚居区辐射，影响深[3]。

三、《玛牧特依》的当代价值

1. 教育价值

（1）道德伦理教育

《玛牧特依》最为突出的道德伦理教育属性，是

在于它的德育性，品德、道德、德治等观念范畴，渗

透在了该文献各个章节的字里行间。教诲人的品

德修养，传播道德伦理观念，建构良性的社会道德

秩序，实现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

古往今来，彝族社会比较注重礼节和义气，遵

循着民族性的道德伦理规范，赡养父母，提携晚辈，

善待邻里，行为自己，逐渐形成了纯朴、善良、乐善

好施的民风。例如，任何殴打老人、女人和欺侮小

景志明：试论《玛牧特依》的内容特色、流传与当代价值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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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行为在彝族社会都被视为缺德的，违背行为伦

理规范的，要受到舆论和习俗的指责。《玛牧特依》

在川南、滇北以及黔西北的部分彝区世代相传，有

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众性，对于在彝族社

会内部维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

尤其是教化人们遵循人际关系行为准则，建立真、

善、美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着很强的道德伦理

教育效应。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道德就是以

善恶作评价，依靠社会舆论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活

动。它通过对人做思想上的原则指导、心理感召、

情感熏陶，依靠舆论和习俗的维护，使人们逐渐形

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从而自发地调整人与人

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4]。

《玛牧特依》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

实践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教育经，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教育资源，它与汉民族传统国学中的《论语》

《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等一样，包含了很多的

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具有教化和感化人的功能，对这

些道德伦理教育资源进行价值发掘，古为今用，有着

很好的实用价值。《玛牧特依》看重道德伦理规范，训

诫世人要讲规则，遵循一定社会的价值规范，褒扬道

德行为典范，讲给人们循规蹈矩的道理；推崇协调有

序的邻里关系，且把道德伦理细化到了人的语言、生

活行为上，告诫人们要从良序，知美丑，美好自己的

日常生活行为等做人做事的道德伦理操守。

在道德伦理教育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联系生

活现象和现实问题，结合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

律，对青少年学生以及整个社会进行道德伦理教

育，发掘《玛牧特依》崇尚的道德伦理观，充分利用

《玛牧特依》载有的诚信、孝悌、团结、勤劳、励学、勇

敢等道德伦理精华，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2）平民教育

《玛牧特依》的又一个教育价值在于它的平民

性。其教育对象包括了儿童、少年、青年人、中年

人、老年人，统治者、商贾富豪、草根百姓等，主要以

平民阶层、普通民众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普通民众

的同时，对兹莫阶层的统治者也产生了深刻的教育

影响，这一教育属性，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晏阳初

的“平民教育”等大家教育思想是一致的。

（3）生活教育

《玛牧特依》的生活教育属性，在于它取材于自

然现象、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教育内容以生活事

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为主，“娓娓道来”，鲜有大道

理的说教，在生活细节的具体谈论之中让人信服，

达到教育目的。

玛牧特依的生活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没有

固定的教育场所，没有固定的教育时间，教育形式

完全生活化、口语化、案例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在一起，融于生活，这种教育资源易于传诵，

并且能够及时地得到强化，使人们在自然生活中便

可以接受到各种教育。

2. 民族习惯法价值

《玛牧特依》是一部影响凉山彝人世界观、价值

观取向的世俗教育经典，是凉山彝族社会内部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之行为准则和法律基础，是

彝族人都解决认同各种问题的普遍尺度。它对维

护过去彝族社会各阶层、各家支的秩序起着重要的

作用，对研究彝族传统道德规范和彝族习惯法具有

重要的价值。在民族地区，公民法治建设是一个长

期、渐进、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规范人的行为

习惯方面，要有一定的强制力，有法律、法规、制度

的约束。《玛牧特依》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具有独到

的价值作用。

在历史上彝族的冤家械斗中，也多是采取先礼

后兵，即先派人劝说，若无效再进行械斗，并辅之以

中间调停人劝解、通婚开亲等各种途径，最终达到

言归于好，让冤家变成亲家。对这一过程的各个环

节，《玛牧特依》奠基的民族习惯法思想观念，起到

了重要的行为支撑作用。

《玛牧特依》是对彝族社会行为习惯的概括，在

历史上曾经对维系彝族社会发挥过积极的不可替

代的“德治”作用，玛牧特依的思想维系了彝族社会

几千年，作为重要的彝族社会传统治理的意识理念

基础，无论是兹莫、土司的行政措施，或是毕摩在传

经布道中的教诲，都会参考《玛牧特依》的训示，因

而具有“习惯法”的属性。还有，《玛牧特依》传扬的

“和谐”“团结”“善良”“诚实”“勤劳”“勇敢”等思想

理念，与今天和谐社会的内涵是相契合的。这些，

是新时代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对于

民族地区社会的民事纠纷的调解、法治精神具体贯

彻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3. 廉政文化建设价值

在今天社会所极其需要的廉政文化建设上，发

掘《玛牧特依》的实践应用价值，遏制人的私欲和贪

婪，明大义，讲大德，重塑人的义利观，重建民族的、

社会的廉政文化，是一个有效实践策略。

据田野调查，2016年以来，凉山州普格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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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廉政教育方式，印发了《玛牧特依》彝汉双

语简明宣传册，在全县34个乡镇、153个行政村、8

个社区居委会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中，进行“止恶扬

善”“尊廉耻贪”宣传教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发掘《玛牧特依》倡导的修德、修身、向善、向

上、文明、诚信、平等、关爱等思想价值，古为今用，

向全社会传递正确的金钱观、权力观、义利观，匡正

社会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观，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

纯洁世风民习，净化社会风气，对于助推廉政文化

建设，也是可行的。

4. 语言学价值

有学者对《玛牧特依》的一些常用词汇做了语

言学研究，与汉语相对应语境的词汇做了比较，发

现《玛牧特依》一些词汇在发音上与汉语几乎相同，

并它们的辅音完全相同，词汇的意义也一样，如“监

狱”“烟杆”“烟”“箸”“死”等，这些词汇在彝文文献

中出现的年代久远，且在彝语和汉语中指代的语境

或表达的语义也具有高度是一致性。这些词汇，被

研究者拟定为“汉语早期借词”。

整部《玛牧特衣》构思奇美，用生动的语言，巧

妙地把比喻手法穿梭于诗句之中，使全书活泼严

谨，结构紧凑，从而把众多的彝族格言谚语汇总起

来，语言优美，精辟凝炼。用彝语诵读，明显地具有

朗朗上口、抑扬顿挫、音韵交融的美感，读起来是一

种神往，听起来是一种享受。当然，译为汉语以后，

上述语言学特色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是保留了句

式工整、言辞贴切等良好的语言互译要素。

2013年6月上旬，本课题组在四川省西昌市民

胜乡（彝族聚居乡）中心小学举行了“以彝族古文献

‘玛牧特依’促进素质教育的研究”课题研讨会，对

彝族小学生用彝汉双语诵读和吟唱《玛牧特依》（片

段），进行了语言学要素的分析。通过量化评分，采

用正态分布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在“朗朗上口”

“抑扬顿挫”“音韵交融”“句式工整”“意义理解”这

五个方面，彝语表达的综合得分率为0.84，汉语表达

的综合得分率为0.79。

可见，《玛牧特依》的语言学价值在于：内容决

定形式，文本内容（以及汉语译文内容）激发兴趣，

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诵读兴趣的产生，形成学习内在

动力；形式促进内容，语言具有支持记忆的功能，在

理解与识记的交互中，促进观念的形成。

5. 文献研究价值

作为一部包容性极强的彝学古文献，《玛牧特

依》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的彝族社会历史、等级关

系、思想发展、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内容，具有丰

富的史料性；其记载的不少彝族社会的家支、姓氏、

族谱，在流传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一些地域性特征，

是研究分析彝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珍贵文献；其反

映的彝族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事例，其间表达

的人生观、价值观、辩证法等，就预示着当时历史条

件下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流传版本的不同，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彝民族社会不同族群自身

背景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学关系；等等。在当代，彝

族古文献《玛牧特依》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

重要文献，“古为今用”，有着许多史料、思想、观念

等需要发掘，其文献研究价值是极为丰富的。

6. 哲学研究价值

与其他民族文化道德教育经典不同的一个鲜

明特征，是《玛牧特依》丰富的哲学意蕴，在直白的

讲述中渗透着哲理性。突出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分析事物共性的辩证法范畴，传递了一

种做人做事的生活信条，其写作素材取自于人们司

空见惯的生产、生活、社会人际关系、自然环境、彝

族历史、民俗、习惯法等方面的事例，既看到世间事

物好的一面，也认识到其负向性作用的一面，告诫

人们在生活中怎样趋利避害，摆脱了概念化的、空

洞说教的“定论”和“结论”，为彝族奴隶社会的兹、

莫、毕、格、卓等不同人士所信服，这是该文献的又

一传承价值。

二是以矛盾分析的解释学范畴，揭示了一种事

物运动变化、矛盾无所不在、世间矛盾对立与转化

的关系，教诲人们正确对待矛盾、正确处理人和事

的认识论，从彝族的习惯法、哲学视野、解释学范畴

里的形式逻辑等方面看，其阐释的道德观念、思想

理念都应该是无懈可击的，这是该文献经过了历代

社会更替演绎而依然受到广泛推崇的自身价值所

在。从总体来看，《玛牧特依》通过总结前人的很多

事例，叙述了矛盾无处不有、事物都是处于矛盾运

动变化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以此告诫

世人为了什么去做人做事、怎样去做人做事的信

条。

四、结语

《玛牧特依》取材于彝民族的生活实践，内容丰

富，蕴涵着彝族先哲生命体验所形成的认知，反映

了彝族先民山居牧耕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社会

结构以及发展诉求；其流传形式颇具多样性，无论

是口耳相传、木刻、手抄、印刷出版或今天的电子传

媒，都表现出了鲜明的彝族传统文化特色；在价值

形态上，促进了彝族社会以祖灵信仰为核心的毕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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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形成，其教育性、习惯法等已然成为了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其中不少内涵延续到了当代。今

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扬其精华，

弃之糟粕，培育新人，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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