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的不同文化构建了纷彩缤呈、形态各异的世界文

化。“多边互动的全球化”之多元主体，既有主权国

家，也有相邻国家组合的地理文化区域。美国学者

戴维·伊格内修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由山河和民族情

绪组成的‘搓板’”。[1]所谓山河，即自然地理环境，

民族情绪则属于文化范畴。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社

会背景，不同宗教信仰。跨文化比较方法的研究，

探寻文化本质的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参照

“他者”过程中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关于少数民

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显然具有重

要意义。

一、日本学者关于彝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批文化人类学者兴起了

“文化寻根”活动，诸多人类学民族学者将中国的西

南地区少数民族作为田野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对

象[2]。随后瑶族、苗族、蒙古族都进入日本文化寻根

的活动中。日本人的文化寻根研究源流已久。在

诸多的文化寻根活动中，日本先后将眼光放在本

土，先后有阿依奴人说、原日本人说、日本民族纯血

论等，后将关注点放到世界，如西伯利亚说、云南人

说、混血人种说等，原本其出发点是为日本人的起

源寻找根据。日本关于彝族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

于人种溯源，在后期过程中，随着文化寻根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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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日本人将研究焦点转移到了文化以及宗

教信仰。

在诸多外国学者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中，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资料极为丰

富。鸟居龙藏、白鸟芳郎、藤泽义美、鸟越宪三郎、

伊藤清司、君岛久子、欠端实、波照间永吉等学者对

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很

多成果都与彝族相关。研究主题涉及彝族体质、语

言文字、民风民俗、社会制度、历史、神话传说、宗教

信仰、节日文化等，主题广泛，研究数量庞大，为彝

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为彝族文化

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日本民俗学学者佐野贤治，是国际彝学会的成

员之一，他不仅负责了日本《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百

科》一书中彝族历史文化的编写，而且是较早对彝

族民俗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他指出：“民俗

学的领域中，祖先崇拜、生死观，彼岸的世界是重要

的研究对象。”祖先崇拜的研究，正是通过理解民族

的生死观、现世观与心理过程的探索。伊藤清司则

主要关注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视角，发表有《云南彝

族的虎节及民间故事》《中国云贵高原的田游》，此

外还有伊藤清司在云南开展的彝族“撮泰吉”祭祀

的考察报告，将其与日本来访神与农耕祭祀进行比

较研究；此外还将日本神话与彝族纳西族等神话进

行了比较分析，代表作品有《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

《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故事传说的谱系

——东亚的民间故事比较》《眼睛的象征——中国

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研究》等等，以上都是将彝

族的神话、传说或者民俗与日本对应的部分进行比

较，侧重于相似点的分析。星野紘则将彝族傩戏文

化与日本假面神来访习俗进行比较——《中国彝族

与日本的来访神》，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同时，他

提出在做中日比较研究时，应该把日本、中国汉族、

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三者均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从

而扩大跨文化比较对象。

樱井龙彦是最早研究彝族祖先崇拜的学者，在

彝族祖先崇拜方面成果丰硕，《彝族的祖先崇拜与

他界观》论述了彝族的灵魂观与他界观，指出彝族

的祖先送祖灵的山洞，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山中

他界观的表现。此外，其他还发表有《彝族的家支

制度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家支得以维持和发

展的重要功能，在现代彝族社会依然占据重要地

位[3]。并且指出祖先崇拜与家支之间存在着相互依

存的关系，此外他在对彝族和日本祖先崇拜的比较

中，对于祭祖礼仪方面的相似进行了陈述，认为两

者存在着诸多仪式上的共同之处。

受樱井龙彦等彝族研究影响，佐野贤治教授组

织中日学者在1994—1996年对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研

究了彝族的民俗宗教，其《中国西南纳西族彝族的

民俗文化——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项目就是以大

凉山彝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研究纳西族和彝族在

祭祖仪式上的相似之处。岗部隆志《死与祓禊——

中国少数民族彝族的祓禊礼仪与日本的祓禊之比

较研究》，侧重于死亡与污秽观的解析，指出彝族的

祓除污秽的仪式与日本有着相似之处，是因为两者

都将死亡视为污秽的来源；工藤隆《中国少数民族

与日本文化——探寻古代文学的古层》，将文化人

类学与神话学结合起来研究，其中涉及创世神话的

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两者在神话角度而言

都有着相似的祖先信仰；斧原孝守的《云南和日本

的谷物起源神话》《东亚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之课

题》。其中通过《蛇婚婚姻》探索云南彝族与日本的

传承，通过民间故事的视角，挖掘其中的共同之处，

两者对于蛇的认知、对于人和蛇的异类婚的观念产

生的来源。日本神社的祭史马场纪美史原著《日本

文化与彝族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则更具有代表

性，其中的比较角度新颖，内容细致，详细列举了彝

族与日本在传统宗教仪式中的各种相似之处，其中

涉及时辰、方位、神圣空间建构的神枝神木，更有

《古事纪》与彝族创世史诗的比较，并且还从神话角

度探寻两者对于世界的认知上找到了共通之处，并

由此指出两者存在文化交流的渊源的结论。鹏德

昱程的《日本祭史与彝族毕摩》，则通过日本天皇宇

佐神功祭史马场纪美先生对彝族传统文化与日本

古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揭开了许多古代史之谜，涉

及日本的北辰星崇拜、彝族的北斗星崇拜，其中还

特别提及日本神社正殿的拜柱和杨桐，并发现彝族

作仪式时和日本神社在祭祀时的相似：都有插神枝

等共同之处，提供了民俗比较的视角。白鸟方郎则

倡导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从而促使更多的日本学者相信，日本民族文化之根

可以从西南彝族中找到启发。随后，上世纪80年

代，随着改革开放实施，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佐佐木

高明在云南彝族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了“照叶

林文化论”的系统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物质

文化、饮食文化、精神文化等关联与传播的验证。

诸多彝族研究的日本学者在跨文化比较中，角

度大多侧重于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常围绕民间信仰

和仪式、神话等，多侧重于相似点，主要目标是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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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化寻根溯源寻找依据。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彝族

这一他者，探明日本民族文化起源，本质上其目标是

实现日本的文化自我确立，为日本人论提供依据。

但是日本学者方面的研究为彝族研究提供了更宽阔

的视野。其中比较的对象涉及神话、传说、祖先崇

拜、仪式礼仪、民俗节日、文化地理等，范围广泛。然

而其中个案分析、文本等细描较多，且因为其研究所

限，聚焦于印证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西南彝族，因此

在比较研究中以找寻相似为主，较少涉及文化根本

差异，而对于思维模式的深层差异几乎没有涉及。

虽结论较单一，但视角多元，为西南彝族未来的跨文

化比较提供了很多新视角的启发。

二、国内关于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受到日本彝族说影响，国内关于彝族与日本的

跨文化比较成果较多，且视角广泛，其中涉及学术

史、宗教、民俗、神话、传说、仪式、译介等，呈现多元

化、多视角的特征。

（一）神话、信仰、结合农耕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

张正军《文化寻根》不仅总结了日本学者对中

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研究，并比较了冲绳与

彝族的创世神话，主要围绕创世诗《梅葛》与日本

《古事记》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相似与差异[4]。黄

璨《日本的立山信仰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山神崇

拜的对比研究》[5]论文中围绕日本立山信仰和彝族

山神崇拜，从万物有灵,女性禁忌及山中他界观三个

角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看出两者是精神本质相

同，但表现不同，而两者异同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宗教影响所决定的，通过比较分

析得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任志睿的《云南彝

族与大和民族的古代女性崇拜比较研究——以《梅

葛》和《古事记》为中心，针对两个文本比较神话中

出现的女性，并分类“大地母亲”、民族始祖、农耕文

化与女性三类，比较分析中，发现其相似之处根源

于万物有灵信仰以及自然界的母性，两者地理距离

相隔甚远,却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拥有共通性,从而设

想两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钱培培《日本诹访神社

的“御柱”研究——以亚洲的神树信仰为视角》，一

文提及日本诹访神社的4根御柱建在神社的四方，

这与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叙事诗《勒俄特依》里开天

辟地篇中出现的四根柱子撑起天地的空间感相

似。诹访神社的四根柱子勾勒出一个神圣的区域，

用于迎接神灵[6]。傅光宇《阴阳五行在中国彝族农

业神祭祀与日本农业神祭祀中之异同》一文中，从

阴阳五行思想切入，比较其对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

和日本农业神祭祀产生的重大影响。只是，日本农

业神祭祀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受到汉族影响的同

时，融入日本民俗，形成“山神与田神——三合原理

和农业神的轮回”结构。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中的

阴阳五行观念，则与上古氐羌文化、中原文化相关，

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保持着彝族本身的固有文

化特征，显示出与日本农业神祭祀不同的特点。以

上研究将彝族、汉族、日本和族纳入了比较对象的

领域，同时突出了彝族文化特质。

（二）关注国外研究综述以及文学，以及他者视角形

象描述的分析

如赵蕤主要关注于研究综述和译介。此外还

有关注于彝族传统宗教的《论彝族、日本民间文学

中的道教思想及二者关系》指出彝族和日本民间文

学之间关系等。徐晓光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

锁定女儿国神话的比较，其《遥远的“女儿国”神话

——中国彝族“女儿国”神话与日本“女儿国”神话

的比较》，通过关于女儿国的史料记载进行分析，感

生神话的共同之处，关注的是历史的视角中，彝族

与日本在父权与母权博弈中的力量差异与最后结

局之间的因果关系。姚祎《日本NHK纪录片中的中

国少数民族形象》，分析日本这一他者角度下对于

《彝族终身大事》的阐释，是对他者视角的重新解

读。这部由日本NHK拍摄的少数民族关于彝族终

身大事的纪录片极具代表性，其中选择以服饰、建

筑等作为民族符号的视角展开，通过这些符号解读

彝族民族习俗，建构起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彝族社

会的缩影，其中对彝族社会存在的偏远、经济落后、

女性地位低等问题都进行了描述，以与现代社会相

对照。针对日本作为“他者”视角对于彝族的解读，

是否与真实的彝族社会完全契合，作者提出了新的

思考[7]。

（三）民族节日或民间仪式活动的比较分析

胡媛媛、杨俏村《浅析中国彝族火把节与日本

那智火祭》从节日的角度进行异同的比较，揭示节

日背后的文化深层内涵，比较的角度涉及神话、民

俗节日、宗教信仰等，并侧重从民俗节日的角度进

行分析。通过比较体现出两者共同之处，就是人类

畏惧火、崇拜火的共同心性，这种心性在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之间表现不同。莫伟龙则另辟蹊径，从民

族性格当中“崇武尚勇”的视角展开，从民族体育和

现代竞技的角度进行《中国彝族、日本大和民族“格

斗”文化审视》，通过比较揭示出两者的共同之处，

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文化

价值，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找寻两者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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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以及共同价值。在节日的比较中，有诸多使用

到影像人类学的方法，也有采用纪录片方式的分

析，分析角度和方法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与早期

的田野调查不同，此时的比较研究比较关注通过影

像等直观的语言进行表达，其传播范围更广，也隐

约可以预见未来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新思路。

三、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跨文化比较的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这

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其独有的文化深

层。正如国际彝学会的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所叙述

的“了解异文化就是了解本文化，并最终认识自我

的途径。”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不断遭遇外来

文化的冲击，文化之间的交流增多，文化差异凸显，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全球化发展中民族文

化的重要课题。

跨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在比较中参照对象，获

取深层次的自我认知，促进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包

含认同、比较、反思、批判、创新等不同层次、不同阶

段的内容。跨文化比较可以使我们获得正确的文

化观，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感[8]。

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中，彝族文化相关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神话、信仰等层面，研究的视角大多是

点到线或面到点，即个案研究，或调查报告内的成

果较多。虽然有相关比较，但大多较为零散，尚缺

乏系统的比较。事实上彝族和日本大和族的确存

在诸多相似，首先就是语言，语言结构中的谓语后

置相似，重名誉轻生死的英雄情结相似，祖先崇拜

的信仰相似等。其次，新年节日祭祖拜祖等节日也

有诸多相似。此外，信仰层面，生死观等对于世界

的认知和分类，也存在诸多相似性。在这些相似性

中存在着怎样的共同规律，在差异的部分，又体现

了怎样的文化特征。“不同文化并非想象中那样与

众不同，却也不是想象中的普遍合一[9]。”文化普遍

性与相对性都是同时并存的。从比较语言学角度，

尽管一般语法和句法层面比较上，语言都是不同

的，但在更高层次的抽象层面上，所有语言都受到

某种根本原则的限制，所以必然有某种共同的思维

结构起作用。同样，人类的基本行为也必然具有某

种根本结构，而这个基本结构是共通的。列维施特

劳斯从神话与礼仪系统对宗教的比较分析亦是如

此。因为共同心性和根本结构，所以两者在比较中

必然会发现相似点，受到文化寻根的启示，国内外

许多学者对两者文化也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神话

比较、宗教信仰比较、语法结构比较等等。跨文化比

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借助他者的参照，加深对“自

我”的认知，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日本学者的研究，比较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关于

民族信仰、民族起源的问题。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主

要民族信仰来看，很多与日本民族有相似之处。彝

族崇拜自然、动植物、祖先等，他们认为万物皆有

灵，特别重视祭祀天神、火神、虎和家族祖先，重视

祭祀祖先这一点与日本的盂兰盆节有共同点。民

族信仰本质上一个文化系统。民族信仰与每一个

社会必须要面对群体团结和道德规范这样的根本

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其文化

的具体特质来实现这些基本的功能。伴随全球化

的加速，异文化之间的隔离早已经打破，这种打破

不可逆转，倘若为保护本土文化不受外界影响而采

取强制隔离，则会衍生“文化窒息”，让文化本身失

去活力与生机。“兼容性并存”难以实现，是由于异

文化本身的不相容性本质所决定。全球化让各种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变得更为迫切。

四、结语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

研究，内容跨度有民俗节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体育竞技、对外传播等不同方面，但是比较对象往

往集中于民间信仰的某个元素、某个细节或某个个

案的比较，重于现象相似性的陈述。跨文化比较的

方法，主要采用文本文献资料，辅助以田野调查。

具体类型神话、相似传说、相同的信仰等角度的比

较成果已经具备比较深厚的基础。传统的文献资

料运用、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由于主要是文字记载的方式，田野调查中又受

到不同区域不同语言的影响，研究结论难免受限。

然而，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都会在日常

生活中展现。在自媒体时代，记录生活的方式变得

更为便捷。民族的节日、仪式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可以通过影像记录的方法进行记录，影像的

记录，结合典籍，以及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等方式，

更有助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突破由于地

区和方言差异的细小差异，能够深入到文化深层的

分析。未来的跨文化研究，预计会出现系统化比较

和媒体时代的特征。如果采用影像记录的方式，可

以突破语言、地域等障碍，通过“视觉”的语言提供

给我们更直观的信息，视觉化语言的运用，在全球

化背景下，笔者认为将是未来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手

段。 （下转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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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面前，我们选择质量”，“宁愿销量下降，也要保证

品质最优”，赢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因而，经营主

体一定要树立“保质量就是保未来”的观念。

2. 应该将提升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通过科技

创新，解决资源利用率低以及农业污染问题，培育

新型主体，通过标准化、品牌化提升我国农产品的

质量[7]。

3.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蜂产品经营主体应该考

虑引进中医农业(chinese medicine agriculture)作为解

决方案，既有助于改善凉山蜂业产量和质量失衡的

状况，还有助于消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顾虑，进

而实现蜂产业“优质、高产、高效”的创新型健康发

展。

（三）优化设施设备，改善生产效率

效率不是速度，而是更注重在保证和提升生产

质量前提下的速度。设施设备的优化是实现标准

化生产的基础，也是实现产品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前

提条件。要改善经营主体的产品管理结构，设施设

备的改善是必要条件之一。凉山蜂业经营主体可

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1）通过引进具有一定规模

和实力的蜂产品龙头企业投资建设相关设施设备；

（2）由养蜂协会牵头，蜂农自愿联合投资，引进先进设

施设备，共建共用，并可对外经营；（3）可以通过政府

扶持具备条件和实力的经营主体，实现蜂产品生产加

工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并以契约形式形成有效的管理

和使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凉山蜂产业的公共资

源，达到所有经营主体共同受益的目的。

（四）利用优势资源，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产品形式、消除蜂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

的影响，让消费者能够以最直观和简单的方法辨识

蜂蜜真伪，同时改善宣传方式，明确产品定位，改进

产品定价策略，是凉山蜂蜜赢得市场需求的关键。

西昌市教科知局的科技项目“纯天然原生瓶装巢蜜

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已经取得

明显的科研成果。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

创新能力的提升，正是消除产品管理结构失衡的重

要途径。凉山蜂产品经营主体要充分利用西昌学

院及地方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优势，瞄准市场需

求，重点解决养殖、生产、加工、存运和营销难题，是

消除技术创新与质量目标失衡的简单而有效的途

径。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改善科研组织方

式和协作模式，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防止出

现科研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努力提高蜂产品生

产的科技含量，才能改善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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