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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是把人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

用到教育领域，从宏观和微观、现实和观念几个方

面来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教育事实和教育问题，

以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社会文化与人之间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应用性边缘学科。[1]教育人

类学视野下凉山彝区的教育，要注重文化变迁过程

中民族的特殊需要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要体现民

族性和现代性的和谐统一。这是教育本身的文化

属性决定的。教育对文化的能动作用应引领文化

变迁走有意识的发展性道路。

一 文化变迁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变迁也称“文化进化”、“文化转变”，不同

的学者对文化变迁的定义不一样。在德国，它是各

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在英国，它是不同民族文化的

迁移浪潮及其相互混合、融化；在美国，它与社会变

迁相等同。[2]现代社会中，经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

影响和决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的文

化变迁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变迁的延续与深化，是

由外来文化的移入而引起的。笔者认为文化变迁

是由于不同民族间的接触加深，文化环境（物质环

境、人口、技术、经济等）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内

容、特质的增量或减量，并由此引起的文化系统结

构、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变化。文化的继承和

发展不能通过体内遗传，而必须借助教育代代承

袭，文化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文化范畴的

教育活动，一方面受到文化变迁的制约；另一方面

通过文化传承，积极对文化变迁发生作用。

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使原有文化

受到影响，产生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对教育的内

容、方式、目标、制度等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文化

中各种观念的变化影响着教育，文化传播的物质手

段变化引起教学手段的改变，也影响着教育发展的

速度和水平，文化中人们思维方式的变迁对教育的

影响也很明显。无论是教育的内容、方法、思想，还

是教育的形式、目的都要切合文化变迁的需要，文

化变迁制约着教育。教育也并非完全消极地受制

于文化环境，它一方面适应文化变迁的要求，随着

文化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教育传播外来文化，

孕育、创造新文化，促进文化变迁，并且发挥其在文

化变迁中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促进社会的发展的能

力。可见，文化变迁促进教育的发展，教育又加速

或延缓文化变迁，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 凉山彝族家支尔普文化的变迁
凉山彝族家支是以第一个父亲的血缘为基础

来建立家支成员间的联系，是从血亲的角度判断对

方是否是本家支成员的一个组织或群体。家支共

同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产物就是其文化，包括家

支群体所使用的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和

所赖以维持的典章、习惯规范、道德伦理等制度文

化及所创造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等诸

多心智活动的精神文化。[3]

传统彝族家支中，“尔普”是团结互助道德观念

的体现，是制度文化的一种，只用于同宗族、同族群

中丧事、命金（在民主改革以前的凉山彝族社会中，

过失杀人不一定要偿命，可以用钱来赔偿，此钱即

被称为“命金”。）纠纷赔偿等方面。依据习惯法，当

家支里的人需要赔偿给外家支时，其他家支成员共

同分摊赔偿，同样，当外家支赔偿给本家支人时，其

他家支成员共同分享。它是维系彝族传统社会家

支内部亲属组织的纽带。巫达总结出彝族“尔普”

的类型有：近亲“尔普”、远亲“尔普”、宗族“尔普”。

至于“尔普”的数目，则因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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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越是亲近的人，其“尔普”数目就越大，相

反，亲属关系越远，“尔普”数目也就越小。[4]

巫达谈到凉山甘洛县新市坝镇彝族“尔普”随

着彝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的影响，其变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跨宗族的“尔

普”。例如，古足同乡会的12人组成了一个共同承

担“尔普”的团体，这个团体并不以血缘亲属关系作

为成员条件。第二种是跨族群的“尔普”，汉族也加

入到彝族“尔普”中。[4]另外，笔者经过调查还发现

尔普有新的变迁：如“尔其家规”规定，“家支里的人

员与外部的人打架受伤或死亡，要赔偿，由当事人

自己负责，不关家支里其它成员的事情。”再如，家

支内有人做生意赔了本，有些人不能自立或生了病

等找家支来解决，按旧凉山彝族社会的规矩，家支

内只要有人象征性的买一点酒请家支，家支则一定

出资帮助。然而如今家支的人会说：“赔了找大家，

赚了大家见不到你了”。“懒人的事不是一天两天，

管了你一天，不能管你一辈子”。[5]此外，年青人已

走出彝区，到外面打工，接受现代知识和观念。以

前羞于卖东西的彝人开始做生意，人们越来越看重

自我价值的实现，看重经济利益。一些成员得到赔

偿后，不按习惯法规定，不分配给家支其他成员，却

“独享”。[5]

由此可见，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彝族“尔普”

已经出现第三种变迁，那就是即将消失了，也就是

说那种团结互助的道德观念没有了。同时也不可

否认的看到“尔普”的范围在扩大，已经远不止巫达

谈到的“尔普”适用于丧葬、命金和纠纷赔偿了。如

高小龙《家支与小凉山彝族社会》一文谈到：1998

年，罗文军（阿鲁家）以宁蒗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

学，但因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无法承担他的学费，家

支集体按亲属远近为她筹集到了六七千的学费供

他上学，现在他已在宁蒗县的一所中学任教，同样

他也有义务资助家支内有困难的人。随着彝汉文

化的互动以及彝族文化受现代化的影响出现了变

迁，这些变迁有积极发展文化的方面，也有制约文

化发展的方面。教育过程是文化传递和建构的过

程，是文化扬弃和优势累积的过程，它可保证本民

族文化的整体性和稳定性，还能为新时代条件下本

民族文化的变迁奠定民族优秀文化累积的基础。

所以说教育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民族优秀文化

教育资源作为物质载体，引导文化变迁走上传承民

族优秀文化的道路。

三 教育如何引导文化变迁走上发展的道路
教育作为“文化化”、“文明化”的过程，不仅对

文化起着保存、传承的作用，而且可以在文化的变

迁中选择、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教育在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凉山

彝族家支尔普文化是彝族传统团结互助道德观的

体现。如今尔普文化出现了消极的变迁，是违背这

种道德观的，需要教育加以引导，使之继续传承下

去，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拥有不

同文化特征的群体得以共存的一些稳定的社会组

织形式。人类发展需要文化的多样性。经济学家

斯蒂芬·玛格林甚至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

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6]

“尔普”文化跨宗族和跨族群的变迁，说明凉山

彝民已经战胜自我封闭、家支械斗、敌我矛盾的时

期，与其他宗族或族群产生了和谐的交往，人们之

间的感情更加的融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人际的、

需要交往的社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是很难生存的。

彝族的传统文化影响着学生学前的知识结构和认

识方式，以前学生们只知道“尔普”是用于同一家支

的，和别人或外族没关系，在学校就只和自己家支

的人交往，对外人保持不信任，这不利于他们搞好

民族团结。随着社会进步，思想更新，“尔普”可以

出现在其他家支或民族，这是民族团结，人们感情

友好的表现，学生在变迁了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知道“在家靠家支，出门靠朋友”（其他家支或族群

的人），愿意与他人交往。这种融洽的交往，团结的

道德观还是需要教育的引导，使之成为人们心中的

责任和义务，使之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念并主动而

成功地调整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以适应新的形势

（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观念）。在家庭教育上，父

母或家支长辈就要教育孩子，要知道感恩，无论他

是什么人，只要我们出现了困难，帮助过自己的人

都是好人，我们都需要感谢他，当他也需要帮助时，

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在社会教育上，整个彝

区要形成团结互助的氛围，整个彝族同胞就是一个

大家庭，不管你是哪个家支的，只要需要帮助，大家

一起给予；同时彝族和彝区的其他民族都是中华民

族，大家都团结友爱。根据笔者调查如今凉山很多

彝族都过两次年，彝族年时，汉族可以放假去彝家

过年，汉族年时，彝族来汉族家一起过年，大家其乐

融融。这种融洽的氛围在彝区塑造起后，通过教

育，一代代的受到影响。在学校教育上，学校应该

多宣传民族团结、互相帮助的思想，使学生在学校

就能和其他民族的同学相处融洽并成为朋友，最后

走出学校一样的是“朋友多了路好走”。

此外，“尔普”帮助范围的扩大，也是很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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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变迁，以前只用于命金、丧葬和纠纷赔偿，从上

述一个例子，我们看出如今还帮助大学生顺利毕

业，毕业的大学生当老师，进入到教书育人行列，赚

到钱也帮助其他人，同时他是老师身份有特殊性，

他是别人帮助出人头地的，笔者相信他一定会在他

育人的道路上，宣扬这种“尔普”文化的。这更能体

现教育对文化变迁的引导作用。针对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个人利益的膨胀，“尔普”出现消失的现

象。教育更要有力摒弃那种不道德的行为，着重引

导并使之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

庭、社区教育都应该教育人们要有集体主义意识，

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四 结论
现代教育成为一种规模性的事业，日益国际

化，多元化，对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对人们的生活、

行为方式、思想、感情、心理诸因素产生积极影响，

实现文化不断向外拓展的内在冲力，不断扩大和延

伸教育的文化功能，形成多层面的文化交流，在文

化变迁中发挥着“起步”、“启迪”作用，对文化变迁

的方向与性质具有重要的规定作用。“教育就是经

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

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7]所

以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的主观

能动性，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将更加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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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e，which is created，invents and transmitted by people，affects human beings through
education.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ization. Carried on in cultural
inheritance，education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local ethnic culture has chang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So what effects will these changed cultures
bring to education? Which sort of relationship does the change of culture have with education? How will education
lead the change of culture to the development road? These questions are needed t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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