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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大彝学学院启动“21 世纪彝学人才栋梁工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全力推进新世纪彝学人才工程，加速培养和造

就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年轻一代彝学学科带头人，特别是从事彝族历

史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经济等研究的高端人才。5月 31 日，西南民族大学

彝学学院在庆祝中国彝语文高等教育创办六十周年和校庆六十周年之际，向

全社会呼吁和倡议，通过募集社会和民间资金，启动了“21 世纪彝学人才栋

梁工程”。

作为中国彝语文高等教育的重镇，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不仅是彝族当

代母语文化精神熔炉和彝学现代人才的摇篮，，也是彝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的

重要基地。自 1951 年建校以来，先后为民族地区培养了 3000 多名各类各层

次彝学现代人才，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

彝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其中有一大批已经成为国内

外本学科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诗人、作家和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负

责人，有的学者已经成长为该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校友远渡重洋在国

外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风雨兼程 60 载，彝学学院一直遵循和贯彻党和国家民族高等教育的各

项方针政策，一直以秉承几千年母语文明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



神为己任，依托彝语言文学专业，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胆调整和拓宽专业

口径，走出了一条母语教育、双语教育、多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并重的培

养彝学现代人才的崭新路子。

但长期以来，彝族母语文明世代传承，彝族历史文化遗产面向世界高层

次传播的伟大历史使命缺乏持续、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充分、有力的人才

保障。彝族近 800 万的总人口与所拥有的母语高层次人才比例还严重失调，

难以达到国家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要求。目前有很多具有刻苦钻研精神和发

展潜质的优秀人才，因经济贫困等诸多原因，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

难以顺利成长为彝学学术梯队和彝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未来生力军。

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悠久璀璨的彝族历史文化，为了彝族母语文明的传

承和发展，彝学学院面对挑战，及时抓住机遇，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全面

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实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人才发挥

作用的体制机制和环境。全面启动实施“21 世纪彝学人才栋梁工程”，就是

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加快实施人才战略

和新世纪人才工程，建立和完善符合人才成长规律、鼓励创新的人才培养工

作体制和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创新能力强的年轻学术技术带

头人队伍，为新世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重要举

措。

21 世纪彝学人才栋梁工程项目，以“援助未来栋梁、培育学术精英”为

理念，通过企业或个人赞助和社会各界及慈善机构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用于

援助优秀的彝族学子，把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具有高远的

理想、厚实的人文学术功底、饱满的学术热情、明确的学术目标，熟练掌握

彝、汉、英（外）三语、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彝学精英人才，让彝



学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彝族。

据项目负责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介绍，彝学学院

将下设“21 世纪彝学人才栋梁工程”评审委员会，面向全国彝族学生，包括

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选拔彝、汉、英（外）语基础好，专业知识扎

实，学习目的和科研目标明确，具备良好的学术潜质；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出版过有影响的专著，或发表的论文被国外

权威的检索机构收录；家庭经济贫困，专业学习和综合素质优异的在校大学

本科及以上彝族学生，有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推荐；作为主要成员在国家或

省部级等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技成果等更高层次培养人员。

评审委员会将继续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选送并资助一部分培养对

象出国进行中长期培训，进一步办好各种类型的研修班，促进培养人员与国

内外高水平专家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在参与关于彝学领域重大学术技术决策

论证的制定中，贡献力量，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