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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文化功能述略
“

马史火
,

张卓然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一5 0 2 2 )

【摘 要】在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
,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家庭教

育
,

家庭教育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支撑
。

彝族传统家庭教育具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功能
,

其主

要表现为传承和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
,

吸收和借鉴异族文化发展本族文化的教育功能
,

促进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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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化与教育犹如一对孪生姐妹
,

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
,

而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

赖于教育
。

在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凉山彝族传统社

会中
,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家庭教

育
,

家庭教育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支

撑
。

至今传统文化的教育仍是凉山彝族社会家庭教

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

彝族传统家庭教育蕴涵着丰富

多样的文化功能
。

本文拟从其传承和保存本民族传

统文化的教育功能
,

吸收和借鉴异族文化发展本族

文化的教育功能
,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

功能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

一 继承和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

功能

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庭十分重视对孩子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
,

彝族人对祖先向来怀有一种祟敬

的心情
,

把祖辈们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视为珍

宝
,

争先学习传承
。

彝族尔比讲
: “

天有天道
,

地有地规
,

前辈立法规
,

后辈守规矩 ; 前人不说

尔比
,

后人没有言语
。 ”

这些认识对保存和传承

本民族的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
。

凉山彝族家庭传

统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家支谱碟教育
、

宗教祭祀仪

式教育
、

习惯法教育
、

风俗习惯教育以及哲学
、

历史文化知识教育等内容
。

(一 )家支谱煤教育

彝族是个具有浓厚家族意识的民族
。

大小凉山

的彝族 19 5 6 年民主改革之前还处在带有原始氏族

残余的奴隶社会
。

家支①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

是生产
、

婚姻
、

祭祀
、

战争等社会活动的主体
。

谱

碟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仅就

大小凉山而论
,

二百多万彝族人
,

大小氏族家支有

上千个
,

每个氏族家支都有自成严密系统的谱碟
。

谱碟是历代父系氏族成员名字的长幼辈分顺序汇编

排列
,

是一部忠实记载氏族历史的经籍
,

同时也是

一部积淀着民族文化心理的思想史和风俗史
。

谱碟

传承是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

谱

牌教育的主要方式是
,

父母或长辈引导子女或晚辈

背诵历代父系氏族成员联名
,

进而对他们传播传统

文化
,

灌输家支观念
。

引用祖先著名人物的非凡事

迹及语录
,

激励子孙后代继承先祖优良传统
,

奋发

向上
、

积极有为
,

为家支争光
。

家支谱碟教育的主

要作用
,

在于能够增强家支内部的凝聚力和家支内

部成员之间的归属感
、

认同感
、

自豪感
。

(二 )宗教祭祀仪式程序教育

宗教祭祀仪式程序教育是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

彝族人习惯性把人区分为两

类
,

一类为专业的神职人员即
“

毕摩
”

和
“

苏

尼
” ,

另一类是普通人
,

彝语称之为
“

卓着
” 。

彝

族社会要求除
“

毕摩
” 、 “

苏尼
”

外
,

作为
“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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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普通人
,

有义务了解和掌握基本的宗教祭

祀程序
。

而这种教育一般由家庭内有经验并熟悉

祭祀程序的父母或其他长辈来承担
。

他们对自己

的子女或晚辈孜孜不倦地传授和讲解各种祭祀程

序的名称
,

从小培养孩子虔诚的宗教情感和坚定

的宗教信仰
。

大部分彝族人主要信奉原始宗教② ,

具体表现为祖先祟拜
、

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
。

一

个普通人的一生要经历或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

动
,

需要熟悉各种祭祀仪式规程
。

但一般最常规

的祭祀仪式主要有一年一度的
“

晓补
” ,

汉语叫
“

挡口嘴
” ,

意为将别人施咒而来的魔鬼邪怪阻

挡回去
。

还有为已故的老人举行
“

安灵
” 、 “

送

灵
”

仪式
。

祖先崇拜是彝族宗教中的核心 内容
,

彝族人认为
,

人死后灵魂还在
,

它们永恒地徜徉

于祖先居住的地方
,

在精神上与活着的人联系在

一起
。

正常死去的祖辈的灵魂仍未脱离自己的家

庭和家族
,

给后代以精神和力量
,

所以当父母死

后 都要 在 数 月 内请毕 摩 为 其招 魂
,

彝语 叫
“

伙
” ; 扎制灵牌

,

彝语叫
“

麻都迭
” ,

供于住

房上方神位
。

神位是神圣的
,

不许站污和生人踏

人
,

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设案祭奠
。

根据具体情

况
,

数年后 (有的在死后不久
,

个别女性还在生

前 )请毕摩作道场念经超度
,

送灵牌到深山岩洞
,

表示已将灵魂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

这才算完成

了晚辈应尽的神圣义务
。

正如彝族尔 比所说
:

“

父亲欠下儿子的帐
,

就是为儿子成亲安家 ; 儿

子欠下父亲的帐
,

就是为父亲送终超度
。 ”

这就

意味着儿女后代为父母或长辈举行超度仪式是一

种天职
,

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

作为父母长辈也

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这种仪式的灌输和熏陶
。

(三 )习惯法教育

彝族习惯法
,

彝语称
“

节伟
” ,

意指一种按

照规定执行的制度
。

在彝族社会里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
,

得到了人们普遍和严格的执行
。

在凉山彝

族社会文化环境中
,

习惯法以一种与其社会相适

应或伴随着每个成员与生俱来的现象
,

影响支配

着彝族人的社会生活
。

它是彝族按照传统的法文

化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并且人人都得遵守的

行为准则
,

是家支林立
、

割据一方的无序的凉山

彝族社会达到政治上的有序的具体表现形式
。

彝

族尔比有云
: “

祖先制法
,

子孙遵循
” , “

前代

道理没有错
,

众人道路走不错
” , “

祖上 留下的

规矩
,

诺伙儿孙要遵守
,

曲伙儿孙要服从
” 。

要

求全体社会成员以习惯法为行为准则
,

按照传统的

习惯法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

习惯法在彝族传统社

会中能起到与法律同等的效力
。

习惯法的教育
,

在

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彝

族人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中处世立命
,

需要熟悉并

掌握一定的习惯法知识
。

那些能说会道
、

名震四方

的著名德古③ ,

完全得益于自身家庭良好的习惯法

教育
。

所以彝族社会传统家庭十分注重习惯法的教

育
,

尤其是诺伙和曲伙两个等级的家庭
。

(四 )风俗习惯教育

风俗习惯教育是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中最普

遍最基础的教育
。

内容主要包括宗教礼仪教育
,

分

为祭祖仪式教育
,

送鬼仪式教育
,

禁忌教育
,

丧葬

礼仪教育等
。

节庆礼仪教育
,

分为火把节的传说
,

彝族年的来历
,

晒衣节等
。

婚俗习惯教育
,

主要内

容为婚礼仪式程序教育
。

服饰文化教育
,

分为服饰

设计
,

缝纫技术
,

审美意识等方面的教育
。

饮食文

化教育
,

分菜谱名称种类教育和烹饪技能教育等
。

礼俗文化教育
,

分为待人接物
,

交际语言
、

尊老爱

幼等方面的教育
。

风俗习惯教育旨在提高儿女或晚

辈独立生存能力
,

社会交往能力和民族文化素质
。

(五 )哲学知识教育

哲学思维是一个民族理性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主要标志
。

彝族是一个善于理性思维的民

族
,

彝族先民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过程

中
,

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综观

整个彝族哲学思想体系
,

既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思想内容
,

也有一定的唯心主义思想成

分
。

彝族是个祟尚哲学思维的民族
,

其社会传统家

庭十分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哲学知识方面的教育
。

采用的教材主要涉及 《西南彝志》
、

《宇宙人文

论》
、

《阿细的先基》
、

《查姆》
、

《梅葛》
、

《阿赫希尼摩》
、

《勒俄特依》
、

《玛牧特依》
、

《尔比尔吉》 ④等经典名著
。

主要内容有
“

天地形

成的问题
、 “

人类的起源问题
” 、 “

五行的演化问

题
” 、 “

万事万物的起源问题
”

等一些适合儿童接

受
、

浅显易懂的启蒙性哲学知识
。

一般由有一定文

化的父母或长辈用故事的形式进行讲授
。

(六 )历史文化知识教育

正如著名的人类历史文化学家
、

中央民族大学

博士生导师林耀华先生生前所说
,

彝族是个富有

历史知识的民族
。

彝族民间常常把那些熟悉各个

家族谱碟
、

知晓各地风土人情的人
,

称为
“

措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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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

一个聪明博学的人
” 。

整个社会都十分祟

尚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
。

因此
,

历史文化知识的传

承成为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

具体教育内容涉猎
“

彝族的来源
” 、 “

彝族的风俗习

惯
” 、 “

彝族先民的迁徒与发展
” 、 “

凉山彝族各家支

的分布情况
” 、 “

古侯
、

曲涅的繁衍
” ⑤ 、 “

支格阿龙的

传说
” 、 “

罕页迭古的传说
” ⑥ 、 `

洪水滔天的故事
”

等
。

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内容
,

实际上涵盖了以上所

述五个方面的内容
。

想
。

自觉吸收了汉民族传统家庭教育中重人伦重道

德的思想
,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彝族传统家庭教育中

的家支集团意识的教育
。

三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功

能

二 吸收和借鉴异族文化发展本族文化

的教育功能

不同的民族
、

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往
、

相互

交流的过程中
,

自觉或不 自觉地产生彼此学习或

借鉴的现象
。

彝民族世居祖国西南地区
,

周围居

住有汉族
、

藏族
、

白族
、

纳西族
、

苗族
、

傈僳

族
、

哈尼族
、

回族等民族
。

彝民族与这些兄弟民

族在世代交往过程中
,

吸收与借鉴了他们不少优

秀的传统文化
,

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

的文化
。

比如
,

河坝地区的彝族一般都要过两个

年节
,

即彝族年和汉族年
“

春节
” ,

自觉地吸收

了汉民族的文化
,

同时赋予彝族民俗文化的生动

内容
,

使之成为彝族式的
“

春节
” 。

还有彝藏杂

居地区彝族也有饮用酥油茶的习惯
,

无疑优化了

彝民族的饮食结构
,

促进了彝族饮食文化的多元

化发展
。

明清以来
,

中原汉族文化和道德观念在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广西等部分彝区开始传播
,

到了近代
,

君仁
、

臣忠
、

父慈
、

兄友
、

弟恭
、

夫

义
、

妻贤
、

长惠
、

幼顺等部分儒家思想也逐渐融

人到彝族社会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中
。

彝族社会传

统家庭教育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民族传统家庭教育

中不少有益的成分
。

彝族有
“

长兄为父
,

长嫂为

母
”

的谚语
,

提倡子从父
、

弟从兄的伦理道德思

彝族社会传统家庭从小十分注重儿童身心健

康方面的教育
,

努力为孩子创设和谐
、

民主
、

宽

松的家庭环境
。

主张理性的挫折教育
,

教会他们

正确对待困难
,

树立 自信心
。

孩子年龄到 8一 9 岁

以后
,

家里的一般事情都要与孩子们商量
,

甚至

故意由他们拿主意
,

找办法
,

尤其是男孩子
。

听

听孩子们的意见
,

给他们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
,

旨在培养孩子的决策
、

判断能力以及主人翁意识

和责任感
,

有利于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
。

严禁父

母在孩子面前吵嘴
、

闹别扯
,

有什么大事
,

都要

采取克制的办法
,

等孩子不在场时再解决
。

孩子

做错了事
,

要求父母双方口气一致
,

态度鲜明
,

严禁袒护
。

同时要主动帮助孩子对错误的原因进

行冷静
、

仔细
、

客观地分析
,

找出合理的答案
,

让孩子充分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和严重性
,

避免再

次发生同样的错误
,

把它作为前车之鉴
。

在道德

教育方面
,

按照 《玛牧特依 》 中所说
: “

人往高

处走
,

乌鸦朝上飞
,

兔儿往上跳
,

火星往上窜
,

竹筐往上编
,

成长时期莫学坏
,

成长时期若学

坏
,

子孙后代难成才
。 ”

以此来教育孩子从小积

极向上
,

健康有为
,

养成好习惯
。

总之
,

现代凉山彝族社会中
,

家庭教育在传播

和继承传统文化
,

弘扬彝族传统教育精神等方面
,

仍然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

因此
,

认真研究和挖掘

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的文化功能
,

对促进现代彝

区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
,

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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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支
,

属汉语称谓
,

弃语叫
“
此伟

” ,

意为
“
同一男性祖先的弟兄

” 。

它是解放前凉 山弃族地区基本的政治组织形

式
。

②云南
、

贵州部分地区弃族信奉天主教或佛教
。

③
“

德古
” ,

是弃语的音译词 ; 民主改革前在凉山弃族社会中
,

人们认为
:

足智多谋
,

能处理弃族社会 内部各种州

纷
,

看问题尖锐
、

准确又能仗义执言
,

以理服人的人
,

称之为德古
。

④这几部经籍均属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广西等弃族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丈故
。

(下朴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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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a c t: Th
e

d i s t i n e ti v e a n d tar d i ti o n
al

e u l t u er 15 of mr
e d i n t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h

e Y i n at i o n al i t y e u l t u er
,

an d i t e o n t a i n s
ab

u n d a n t 罗 n d e r e u l t u r e
.

hT
e m a i n e o n t e n t of th

e g e n d e r e u l t u er o f Y i n a t io n戒 i ty 15 i t s m
面昭e ,

a n d th e g e n d e r e u l t u er er n e e t s w o m e n ’ 。 s t a t u s ir g h t s i n
ht

e d i s td b u t io n s y s t e m o f th
e p or pe rt y a n d w o

kr i n g c u l
-

t u er
.

o v e r t h e y e

aer
,

几m i ly as th e m a i n fo r m o f t h e
ig lr

’ 5 s o e ial i z a ri o n o f Y i n a ti o n al i t y s h a p e s t h e
ig lr

s a e e o
dr

-

i n g t o t h e

atr d i ti o n al g e n d e r or l e s t h e s oc i e t y h a s s t ip u lat e d
.

Aft e r t h e l ib e ar ti o n , s e h o o l s a er d e v e l o p e
d i n t h e Y i

n at io n
al i ty aer

a s
.

H ow
e v e r , o ul y a s m a l l n u m b e r o f ig lr s er e e i v e e o m p l e te s e h o o l e

d
u e a t i o n

.

oT d
a y

,

ht e

atr d it i o n
al

罗 n d e r e u l t u er has be
e n e o n s

atr i n i n g th e s oc ial i z a t i o n of Y i n
iat

o n al iyt g i l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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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古奔丈献记载
,

弃族先祖居木吾武有六 个儿子
,

古侯
、

曲涅为其中之二
,

是凉山弃族的俩位主要始祖
。

⑥支格阿龙
,

为弃族史诗 (勒俄特依》 中的英雄人物
。

罕页迭古
,

为凉 山弃族英雄史诗 《罕页迭古》 中的英雄人物
。

【l] 罗家修
.

玛枚特依【C]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198 5 年
。

【2] 伍精忠
.

凉山弃族风俗【M ]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19 93 年 12 月
。

【3】胡金赞
、

胡素华
.

凉 山弃族语系及其研究价值【J]
.

《凉山民族研究》
,

20 00 年 10 月
。

【4] 厉以肾
.

现代教育原理【M ]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 88 年 1 月
。

【5] 马德清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凉山卷
.

谚语卷【C]
.

19 95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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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t h e s a m e t im e ,

fa m i ly e d u e a t i o n 15 i n e x t ir e ab l y b o u n d u p

w it h th e n o u ir s h m e n t a n d s u p即 rt o f th e tar d it i o n al e u l t u er
.

V a ir o u s C u l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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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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