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东人达 

内容提要 彝族是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拥有丰富的彝文典籍与

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理念，来源于

先民天地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他们的自然崇拜活动

中，不仅体现出对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更有着各方面的具体要

求与措施。彝族传统文化同样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主要

体现在彝族的兄弟意识、社会结构、伦理教育与女权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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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都更靠近中国西北部，历史上曾有一个从北向南的

迁移过程。由于特殊的民族历史发展背景，应该说这两

个民族在认知文化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值得研究。东

人达《西南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文指出彝族

的和谐思想的根源是天人合一，这种和谐思想体现在人

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一种原始的环境保护意识；而这

种思想融入社会中就是彝族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这种

和谐不仅要求在彝族内部，也要求在各民族之间。应该



看到，这方面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汉民族在现代化进程

中是有十分重大参考价值的。当然，我们必须明确的是，

早期人类的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往往是生产力不高的

背景下以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为背景的，所以，当各民

族在近代化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提高后，怎样将这种生态

意识保护下来，转变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态意识就是值得

研究的。王庆《关于藏族认知风格的调查研究》通过田

野调查与计量统计分析来对藏族认如风格作研究，研究

的角度十分新颖，是我们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值得借鉴

的。关于藏族的“场独立”与“场依存”的结论不管怎

样，但我感觉探索这种认知风格现象与藏族生存环境、

生产方式的关系是我们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角度，

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当然如果这种研究不断扩大，将藏

族的认知风格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认知风格

比较，同时考虑到历史上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变化的时

间维度，研究就更有意义了。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彝、哈尼、傈

僳、拉祜、纳西、基诺都在西南，各民族传统文化中都

包含有和谐因素，表现出崇敬祖先、集体主义、生态保

护、勤劳、勇敢、正直、团结、互助、好客的品格与传



统，但具体内涵却不尽相同。如在以祖先为核心的崇拜

中，不同民族所注重的，彝族为六祖与祖灵，哈尼族为

神树“伏玛尼”，傈僳族为鬼神台一的精灵“尼”，拉

祜族为天神“厄萨巴”，纳西族为东巴教，基诺族的行

使主体为巫师“布蜡包”、“莫丕”。  

  本文以西南彝族为研究对象。彝族历史悠久，很早

就创制了老彝文，有上万部彝文古籍传世。从彝族先民

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衍生出和谐理念，包括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体现于彝族的传说、崇拜、

祭祀、习俗、礼制、规范、节日等活动中，发挥出积极

的社会功能。  

    

  一、天地人合一是彝族和谐思想的根源  

    

  彝文经典古籍《西南彝志》的彝语音译是《哎哺啥

额》。彝族先民认为，由于啥额即清浊气的不断运动，

产生了一对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哎哺。在哎哺的基础

上，又产生了万物。这是彝族古代哲学的最基本观点。  

  哎哺最初代表影形、天地、阴阳，后来又成为早期

氏族名称。哎哺的连续运动与变化，促使天地、万物产

生。《西南彝志·封锁的天象》云：“上古天未产，哎

哺未生时，清浊气先产生。”“上古天未产生，地未产



生时，先有苍天哎，先有大地哺，哎聚牢成天，成为天

的根；哺聚牢成地，成为地的蒂。”“阳上升，阴下降，

线样缠绕，雨样绵延，它俩又结合，产生有命会动的。”

《西南彝志·论天地形态》认为，哎哺在运动中产生了

“五对根”：先是“天根”、“地根”，“日根”、“月

根”；后是“男根”、“女根”，“权根”、“令根”，

以及“福根”、“禄根”等。可见作为彝族社会史观核

心概念根的实质，首先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基本物质哎

哺，其次还包含把握物质生产的历史的人。而彝文文献

《天地人生论》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分为三个阶

段，强调天地人合一思想：“清气往上升，牵起了天盖，

上空的天体，这样形成的。”“浊气往下降，凝成了地

底，广厚的地底，这样形成的。”“人气以运行，人体

乃形成，有生命灵魂，有血又有气，这样有了人。”  

  四川凉山彝文古诗《勒俄特依·十二雪子》，表达

出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远古的时候，天庭祖灵掉

下来，掉在恩杰杰列山，变成烈火在燃烧。”“天是这

样燃，地是这样烧，为了人类起源燃，为了祖先诞生

烧。”在烟与火燃烧的运动形式中，降下三场红雪，并

演变成“雪族子孙十二种。”其中无血的六种是草、宽

叶树、针叶树、水筋革、铁灯草、藤蔓，有血的六种是

蛙类、蛇类、鹰类、熊、猴类、人类。  



  朴素的天地人合一哲学思想，以物质的运动为起源

和基础，同时又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中的一员，为彝族传

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一)自然崇拜中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彝族宗教信仰中，自然崇拜占有很大比重，“把

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视作具有生命、意志以及巨大威力的

对象而加以崇拜。人们认为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月有

月神，诸如山、川、风、雨、雷、电，都有神。”各地

崇拜具体对象不尽相同，如贵州彝族大体为：天神、地

神、山神、水神、岩神、茅草、树、竹等。最具代表性

的有：“树崇拜。彝族崇拜的树主要有肤烟木、百倍子

树、寨旁的千年古树等。肤烟木在彝俗里被认为是有

‘灵’的植物，在彝族原始宗教所有法事里都使用它，

或代表‘法杖’、‘法刀’，其木屑在祭祀中代表‘金

银’。彝族灵房内装‘灵桶’的木槽，也必须用其制作，

这些古树，彝语称‘米省’，意为天神树，人们认为‘米

省’管村寨人畜。”  

  人们视被崇拜的树为土地神化身。黔西北流传着祭

祀土地神的多种彝文典籍《省舍多》，“省舍”义为古



树，“多”义为投掷，“省舍多”即“向古树投放祭

品”。“这棵被选择作为神树的树，连同它所在的林子，

一般居于村寨边的某一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

神秘和令人生畏的，跟村寨后面的祖祠林一样，禁止在

那里取材用或拾柴禾，就连一草一木也不准去动。”祭

土地神即神树的活动在农历三月初三举行。目的是祈求

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平安，“因地上所出者都属于

地神父母，所以要土地神把冰雹、旱涝、虫鼠、火等自

然灾害收去，把瘟疫病症收去，把战争仇杀、窃贼强盗、

官司、是非口舌收去，把不祥之兆，把邪魔鬼怪统统收

去并管好，处置好，以保一方平安，保风调雨顺，年景

丰收，保无病无恙，保人丁兴旺，保财产平安，除邪除

鬼，保人的身体健康”。  

  云南路南县蒲草村、老挖村、豆黑村、土瓜黑村的

彝族群众，流传着祭祀“密支”、“神林”的经书《普

兹楠兹》。“密支”林即“神林”，就是“社”的意思，

这种活动就是“社祭”。《普兹楠兹》的“社祭”特点

是：“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密支神； 祭祀的地点为密支

林；祭祀的日期为鼠月鼠日；祭祀的目的是驱瘟疫、报

神功，祈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祭祀由头人和毕摩

主持，全村集体举行，祭后全村会餐。”  

    



  (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与要求  

  在古代早期的彝文文献中，有诸如《物始纪略第一

集·古时植物多》、《物始纪略第三集·彝地九森林》

等关于生态环境的篇章。《古时植物多》记载：“古时

的人们，居住在高山。坪地鲜花美，鲜花好艳丽。坪地

长满草，草长青幽幽。日月天空照，星星夜晚明。早晨

大雾多，浓雾茫茫然。美呀美极了，坪地真美丽，人间

也繁荣。”  

  南北朝时彝族女学者阿买妮的诗文中，对因过度采

伐、捕捞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发出感慨，以唤起人们

的保护意识。如：“大山存在肘，美呀大山美，翠呀大

山翠}大山的各处，处处好风光；大由的四方，处处绿

油油。可是如今呀，大山它死了!大山的各处，处处不

见青；大山的四方，方方无风采。风光不在了，处处惨

淡了。”  

  在云南武定彝文古籍《劝善经》中，有保护生态环

境的具体要求。“昆虫革术犹不可伤”；不得“射飞逐

走，发蛰惊栖，添穴覆巢，伤胎破卵”；不能“用药杀

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均被视为罪过；

应“作怜惜牲畜、粮食、野兽、禽鸟、昆虫等有生命的

善事”。在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中，收有 3 份盗

砍“祖辈蓄养封禁之树”的案件材料，可见封山育林已



经成为彝族社会的乡规民约。  

    

  三、人与人的和谐  

    

  (一)各民族共处的兄弟意识  

  彝族在与其他民族携手开发西南的过程中，自发地

产生了朴实的兄弟意识，即各民族同根同源，相互为兄

弟，理应和谐相处。“兄弟”意识在西南彝族中普遍存

在，只不过因各地民族分布情况而具体内容有所差异。  

  1．大凉山彝族关于藏族、彝族、汉族互为兄弟的

传说  

  《勒俄特依·洪水漫天地》记述远古洪荒之后，幸

存下来的居木武吾娶了天女兹俄尼拖为妻。“成家三年

后，生下三个哑儿子。”居木武吾派白雀上天打听如何

治疗哑病后，用竹节炸、开水汤的方法，使三兄弟分别

讲出藏族、彝族、汉族语言。“武吾三子啊，三子三样

话，互相听不懂。”凉山彝族谚语还称：“蛾眉山、龙

头山是姊妹山，彝族、汉族原本是兄弟。”  

  2．小凉山彝族关于汉、彝、蒙古、满、藏民族互

为兄弟的传说  

  云南小凉山彝文史诗《居次勒俄》有类似大凉山的

传说，不同的是笃慕乌乌(居木武吾)的儿子分为五个民



族：“乌乌五子分五支，五支居五方，乌乌拉一是汉族，

见多识又广，垒石做地界，平原归他得；乌乌格子是彝

族，草结当地界，草结被火烧，从此住高山；乌乌古孜

是蒙古，住在天之际；乌乌合孜呦，是满族之祖，住在

九十九地外；乌乌斯沙是藏族的祖先，打桩做地界，住

在高原上，彝族称哦足，他族称喇嘛。”  

  3．云南峨山彝族关于彝、汉、傣、哈尼民族互为

兄弟的传说  

  峨山彝族的《洪水滔天史》记，洪水过后人间只剩

下祖先笃慕，与天女成婚后，生下的是葫芦。“笃慕心

苦恼，硬着良心想，切开看一个，人间的一切，葫芦里

面有。切开第二个，粮种有七十，葫芦十二层，一层有

一样，彝汉姊妹间，到处都有了，一层有摆衣(即今傣

族)，一层有窝尼(即今哈尼族)，从这时以后，四处都

有人，八方传人种。”  

    

  (二)彝族社会内部的和谐  

  1．稳固与和谐的社会结构  

  彝族以史为训，把氏族社会后期的生产分工与社会

分层演化成独具特色的君、臣、师、民几位一体的社会

结构。这种稳定的结构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整合功能，它

不仅要求“整”即服从统治，同时还要求“合”即不同



阶层之间的相互体谅。据《彝族创世志·艺文志·治国

书》记载，在东汉光武帝年间，罗甸水西慕俄格开国君

长勿阿纳与两位臣宰讨论治国安邦之道，伊佩徙忠义提

出“君民同一体”主张，“民若无有君，民政无从施；

君若无有民，君国无人守。君似日当午，民如草逢春。”

并告诫：“君令如春令，君权延万世；君令如秋令，君

政难以施，君国难以守。”史益咪阿则引经据典，认为

“善政奠基业”：“万物天地成，远民尽归依。当播种

时节，顺其时莫误；在收获时间，应其机莫失；失误则

贫薄。用权则政清，如此治理了，民奴仰威信，为国守

疆域。”  

  各地彝文古籍规定了社会各阶层应遵循的礼制行

为规范，以保证社会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协调、和谐与稳

定。如流传于云南武定、禄劝的《彝汉教典》认为：“宗

贤裔聪慧，宗劣裔灾难。会处世者尊位高，为主苛暴奴

逃亡。善施政者随从众，纲纪正之同党多；政令新颖世

长久，君主命运属民操。”并具体规定了君长、臣相、

慧师、工匠、勇士的行为规范：“君王三义礼，首先是

顾全局，心地要仁慈；其次是思故知新，言语要谦逊；

再者是尊敬长者，近道要让坐骑。”“臣相三义礼，首

先学识要渊博；其次是要能文能武再者服从尊

命。”“慧师三义礼，首先是娴熟古礼旧制；其次是识



理谏君臣；再者是善辨风云变幻。舢工匠三义礼，首先

是所记要清楚牢固；其次是善思考，用心设计；再者是

心地要善良。”“勇士三义礼，首先是乐于助人；其次

是能够舍己无私念；再者是襟怀坦白肝胆照人。”  

  2．以追求社会团结与和谐的伦理教育  

  在黔西北流传至今的彝文伦理教育类古籍就有 60

多部，内容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如威宁彝族李宪通家藏

的《宇陡数》：“此书以替亡灵解除过错的形式，对诅

咒人的，有牢狱之灾的，滥杀动物的，犯家规族法，行

为不检点的，糟蹋粮食的等等不良行为进行批判，给予

后人伦理教育，这是古代彝族精神文明的好教材。”赫

章县陈正忠收藏的《女确》：“此书论述了在彝族社会

生活中，父死子悼、夫死妻悼、君死臣悼、民死君悼。

体现出古代彝族社会君民相亲、邻里相爱、家庭和睦、

上下团结、相互关心的道德风尚。”  

  流传于云南红河州彝族的彝文古籍《尼苏夺节·文

字、伦理》篇章里，规定了读书人、农夫、工匠、买卖

人的职业道德规范，列举出智慧、行善、道德、幸福、

美五种社会行为各自的十样表现形式，还指出“无德”

现象十二种。如“道德有十种”：能尊老爱幼、能孝敬

父母、先公而忘私、能救济穷人、不谋财害命、不偷鸡

摸狗、不玩弄妇女、行走能让路、不做缺德事、说良言



善语。  

  3．促使社会组成更趋于和谐的女权现象  

  彝族先民长期在西南闭塞的山区独立发展，在民族

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中保留下来较多的女权遗存，女性

在各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见汉族封建社会中

那样严重的父权与夫权束缚。滇南哀牢山彝族流传，

“万物的母亲”是阿赫希尼摩。“天地人世间，物种万

万千，追寻祖宗源，源出希尼摩。”“阿赫希尼摩，生

下了万物，万物不喂奶，无法能成长，阿赫希尼摩，用

奶喂万物。”在她孕育的众神中，有分天大神比古和分

地大神盘古。这则古老的彝族创世史，可能就是三国徐

整《三五历记》中盘古开天辟地传说的故事原型，两处

盘古的事迹相同，只是在父权至上的汉人文化中没有了

阿赫希尼摩的踪影。 

在《物始纪略》中有关于女权制时期的种种记录。如《女

权的根源》、《医药的根源》、《农事的根源》等。《农

事的根源》记：“很古的时候，混混沌沌的，不会做农

活，食物也不多。有的女人啊，她带领大家，她领去烧

坡，烧了许多坡。带领去播种，播了许多种。女的有知

识，女的有智慧。从此以后，知道种荞了。女的掌大权，

就是这样的。”  

  在彝族古代社会权力的分享上，女性拥有相当大的



空间。宋恩常先生在《明代彝族女土官史料初辑》中统

计，云南、四川、贵州彝族有 50 多位执掌地方政权的

女土官。如在今西昌市即建昌卫指挥使司的先后 9 位土

指挥使中，有凤氏、瞿氏、禄氏 3 位女性；在武定军民

府凤氏 12 位土知府中，有商胜、萨周、商智、瞿氏、

索林 5 位女性。  

  彝族女权遗存还表现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例如，从

李绍明先生等的《四川省甘洛县腴田乡“独立白彝”社

会调查》可知，彝族“尔吉、沙呷家也存在着母权制的

遗迹，如：姨表不能通婚；外甥女结婚必送舅父的银子；

舅父必须去送亲；母亲死后供灵牌地位高于父亲；打冤

家女人可以从中调停。”  

  彝族社会保留有一些以儿童、母亲、姑娘为主题的

传统节日。如：“‘阿依蒙格’可谓彝族传统的‘儿童

节’。‘阿依，指儿童，‘蒙格’意为聚会。各地没有

固定时间，由各村长者议定。定时后，各家凑一升或半

升粮食，酿成醪糟汁。是时，村落所有儿童欢聚一堂。

由一位长老主持仪式，向天地各神祭祀诵辞，愿各路神

灵保佑儿童平安，让他们长大成人。尔后，一人一碗醪

糟汁，吃一顿饭后，高高兴兴散去。”“‘阿嫫杂尔’

是凉山彝族民间传统的‘母亲节’。每年秋收刚过，各

村落的妇女——妈妈们就商议着过此‘节’。彝语‘阿



嫫’是母亲，‘杂尔’是炒饭。是日，村里的母亲们同

聚一处，推做豆腐、玉米饭，炒荞疙瘩，抛开丈夫和儿

女的约束、纠缠，欢欢快快，有说有笑，共度‘彻底解

放日’。此俗流传甚广。”在彝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

把节的“伞舞”中，要进行为姑娘们举行的选美活动。

“选美的评委由德高望重的长老或中年人五至七人组

成。”美女的标准为五官端正、身材窈窕、服饰美观、

眼睛有神等。评委“经过反复比较，选出美女三至五名，

分为一二等名次。第一名美女，授给蔚蓝色的美女旗，

第二名美女，授给淡黄色的美女旗。”  

  彝族社会的女权现象，可以说是对远古氏族文化遗

产的一种扬弃式继承。上千年来，一直起到了促使社会

和谐发展，并使之朝着进步方演变的作用，具有不可否

认的正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