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滇黔彝族毕摩祭祀文化交流会纪要

贵州省彝学会、毕节市彝学会主办，中共毕节市百里杜鹃党工委、

百理杜鹃管理委员会、百里杜鹃彝学会承办的滇川黔彝族毕摩祭祀文

化交流会于 2014年 11月 26日至 28日在百里杜鹃管理委员会金坡隆

重举行。原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彝学会会长禄文斌；原

毕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毕节市彝学会会长禄绍康；毕节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毕节市彝学会名誉会长黄家跃；毕节市政协副主席、毕节

市彝学会名誉会长谢定敏；原凉山州政协副主席、凉山州彝学会会长

谢宇才；原丽江市政协主席、丽江市彝学会会长杨文彬；原曲靖市人

大副主任、曲靖市煤化工产业协调领导小组组长（正厅级）毕志峰；

原六盘水市政协主席、六盘水市彝学会会长黄美贤；原六盘水市人大

副主任、六盘水市彝学会常务副会长金成良，中共百里杜鹃党工委书

记熊灿平、百里杜鹃管委会主任杨华、副书记陈晋徽、副主任黄炜等

领导和来自乐山市、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大理市、贵阳市等川

滇黔县、市、区彝族毕摩、专家学者 170人（其中毕摩 63人）出席

会议。会议期间收到论文 32篇，影像资料 16件，毕摩经书 66本。



会议举行了开幕仪式，百管委主任杨桦致欢迎词，原贵州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彝学会会长禄文斌作了重要讲话，他认真分析

了当前彝族毕摩及其文化形势现状，充分肯定召开毕摩祭祀文化交流

的重要性，确定会议召开的目的意义。根据文斌会长的讲话精神，会

议进行了论文研讨、观看毕摩祭祀影像资料、毕摩祭祀活动现场模拟

演示和各地彝学会带队领导及部分毕摩代表参与的座谈等活动。会议

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是保护传承彝族传统文化和增强民族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重

大举措，对于保护传承彝族毕摩文化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这次会议实地交流了毕摩祭祀形式，展示了毕摩这一古老的文化风

格，统一了对毕摩性质的认识，确立了毕摩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探

索了保护传承毕摩文化的有效途径，提出了建立毕摩文化阵地的新思

路。会议充分肯定了毕摩是彝族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承人，是彝族传统

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彝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应用作出特别重大奉献，

功不可没。通过交流和充分酝酿，会议形成了如下共识：

一、毕摩的称谓

不论从古籍记载还是口碑传说，彝族对毕摩的称谓从古至今没有

改变过，只因居住分散形成方言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再统一为

书面用语“毕摩”，至于民间的称谓，依据各居住区域方言习惯称呼



即可。

二、毕摩丧葬祭祀所用经书

毕摩祭祀经书很多，据各地介绍，现行丧葬祭祀活动念诵的经

书有数百部种类，但献酒经（若干部）、解冤经（若干部）、指路经

（若干部）、招魂招灵经等经书是常用经书。经书内容意义一致，文

字书写基本相同，只有各地彝语方言区的差异，因此，在祭祀用书方

面各地可根据自己的经书念诵。同时，希望各地毕摩以各种形式，逐

步将经书文向社会公开，吸纳广大群众参与和知晓。

三、毕摩祭祀程序

毕摩祭祀有其规范程序，特别是丧葬祭祀很讲究程序，但毕摩祭

祀程序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内容，各地都有差异，一般祭山、祭水等祭

祀相对简单，但丧葬祭祀较为复杂。各地祭祀程序也不尽相同。为了

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推出贵州毕节丧葬祭祀程序供参考：

简单（常用的）祭祀程序

1、毕摩请师。2、孝家迎请毕摩。3、设祭坛。4、晚祭。5、解

冤。6、悼念。7、早祭。8、消灾除邪。9、指路。10、招灵。11、五



器

以上程序都要念诵相关的经文，在晚祭仪式和早祭仪式时还要祭

献牲口。

四、毕摩的法衣、法帽和法具

毕摩拥有庄重的法衣、法帽和威严而又神奇的法具，这些庄重威

严的法衣、法帽和法具，是经过一定特殊的环境条件和特殊工艺而制

成，是彝族毕摩神圣的象征，各有其不同的象征涵义，必须是在特定

的条件下使用。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各地的制作方式，表现形式都

出现差异。为体现毕摩祭祀活动的严肃性，需尊重毕摩使用法衣、法

帽和法具的传统历史，严格规范使用程序，严禁将舞台道具作为毕摩

法具使用。

五、毕摩的培养

为了加强对毕摩的教育培养，除了毕摩进行传统的家传和收徒自

带培养方式外，通过建立毕摩传习所规范地开设毕摩文化班或创办毕

摩学校进行培养，用现代教育方式培养毕摩文化传人。不论是拜师授

业的毕摩或者是传习所和学校专业培养的毕摩，都必须要达到不低于

三年以上的学时，通读献酒经，祭祀经，解冤经，指路经，历算预测



经等书文，必须懂得各种祭祀程序，必须流利念诵，倒背如流，熟练

测算，通晓程序等，经过严格的考试合格，确定其具有必备的知识水

平和职业道德标准，并经过一定的出师程序，由老毕摩主持仪式举行

颁执典礼后方有主持祭祀的资格。

六、毕摩文化活动阵地建设

毕摩文化活动阵地问题是人们特别敏感而又是最不愿意提及的

问题，但是，它又是彝族文化特别是毕摩文化建设中最为至关重要的

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彝族传统文化区别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滞后于

其他民族文化建设关键问题。为此特提出：凡是有彝族和毕摩的地方，

都应该建立起彝族群众需要的“独谷”【厅堂（毕摩文化活动中心或

民族文化活动中心）】，为广大彝族同胞和毕摩提供传播彝族文化活

动的场所。但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搞好规划，量力而行，

实事求是地分期分批搞好建设。

七、毕摩文化交流

适时举办毕摩祭祀文化交流活动，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提高，求

得共识。倡仪各地彝学机构应结合本地毕摩文化实际，选择毕摩文化



有关主题，积极组织一些必要的毕摩文化交流。同时，提倡本地毕摩

与外地毕摩间的交流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规范完善，在合作中不断借

鉴提高，使毕摩祭祀活动逐渐趋于规范和完善。

八、毕摩待遇问题

毕摩本来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人物，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毕摩在

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不富裕，甚至有毕摩的生活比较艰苦，距

离小康的目标比较远。因此，由于生活的贫困，导致世袭毕摩的后裔

也不愿意承担毕摩这一职业的传承，纷纷外出打工挣钱。毕摩是彝族

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承人，是彝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各地应从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出发，政府应给毕摩一定的经济支持，彝族企业家应该给毕

摩一定赞助，彝族群众应该给毕摩一些支援，毕摩本身也要发挥各自

的优势和特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从中获得一定的收入，切

实改变毕摩们的生活条件。

会议号召广大彝族同胞，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的党

中央周围，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广大彝族同胞，大家要在大力发扬虎

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狼精神，加强彝族同胞的大团结。当前要



抢抓“毕摩文献”已成功申报国家档案名录的大好机遇，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进一步抓好毕摩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加强构通，加

大交流，让彝族毕摩文化这株老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